
最新记金华的双龙课文教案反思(优质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记金华的双龙课文教案反思篇一

这是叶圣陶先生早年写的一篇游记，文章按游览顺序记叙了
作者游览金华双龙洞的经过，情融于景，表达了作者热爱祖
国秀丽山河的思想感情和品赏大自然的情趣。全文结构严谨，
内容安排井然有序，依次写了游金华双龙洞时的路上见闻，
游外洞，由外洞进入内洞，游内洞的所见所闻所感及乘船出
洞的情况。两条线索有机交融，贯穿始终。同时，作者观察
仔细，描写形象生动，景物特点鲜明，不失为一篇写景佳作。

在教学过程中，我先让学生初读全文，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了解游览顺序的基础上，我又引导学生以小组为甘为根据游
览顺序，画一张游览示意图；再根据示意图，说说课文主要
描写了哪些景点。然后再小组内选出代表，作为导游讲解各
个景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高，合作学习的教过也很好。
在教学过程中，我也发现，男同学的朗读水平还有待提高。

记金华的双龙课文教案反思篇二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一篇讲读课文，叶圣陶先生以精练生
动的笔墨记叙了他游览金华双龙洞的经过，表达了作者对山
川景物的热爱。

课文第一部分写了游览路上的见闻，其中第三段有一句“一
路迎着溪流。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



而急，溪声也时时变换调子”，这是个重点句子，考试中出
现频率也是最多。

它难懂的地方在于体会“宽窄缓急”，“变换调子”。我先从
“变换调子”入手，让学生说说音乐中的调子有哪些，试着
唱出来。再读这句话，想象溪流的调子会有哪些？结合自己
的生活经验模拟流水声。接着问“为什么会流水声会出现不
同的调子”，带着这个问题再读前面的课文，学生就会联想
到山势的变化，使溪流出现不同的声音。这里我设计了一个
听的训练，运用多媒体的视听效果，激发兴趣，有效地提高
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悟能力。这部分课文展示了沿途的山、
树、水等迷人景色，我设计了范读、赛读、配乐读等多个形
式，扎扎实实地进行了读的训练。

这篇课文也不是第一次教了，每次这个地方都是个难点，今
天这个处理方法让我感觉是这节课最成功的地方。

课文《记金华的双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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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金华的双龙课文教案反思篇三

在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
适当引导的基础上，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
在思考中感悟，享受学习语文的乐趣。具体做法如下：

1、引导“读进去，读出来”。

课文中作者着墨最多的是关于孔隙的描写。没有华丽的辞藻，
近乎白描的写实笔触，把孔隙狭小的特点描写得十分传神，
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所以在教学本课时，我采用“以读为突
破口，训练学生的语感”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既能“读进
去”——读中有思考，又能“读出来”——读中有感悟。

2、朗读形式多样化。

在教学中，我不断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式朗读课文：朗读
整篇课文或自然段、关键词句；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语句读给
老师或同学们听等。这种教学方式给了学生充分的自由，学
生变得爱读，想读，并能做到带着情感和体会理解课文内容，
读出文章的味道，还培养了学生的语感，使之内化为自己的
语言。

3、活跃思维，调动气氛。

在体验内洞之奇的时候，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说一说内洞
的样子，给它取个名字，学生的思维一下子被打开了，课堂
气氛很活跃。

记金华的双龙课文教案反思篇四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叶圣陶先生的一篇游记，也是一篇典
型的游记类散文，语言虽然直白，但是条理十分清晰，描写
具体生动。主要描写了“外洞、孔隙、内洞景物”的特点。



在教学时，反复研读文本，引导学生朗读感悟课文，把握外
洞、孔隙和内洞的特点。反思自己的教学，有几处感触颇深。

一、抓主线，散而不乱

这是一篇游记，首先要让学生知道作者的游览顺序。在教学
时，让学生默读课文，圈划出表示作者游览顺序的词，了解
游览线路，再让学生到黑板把自己的发现写上去罗店――洞
口――外洞――孔隙――内洞，在学生理出文章的线索后，
再让学生细细朗读、品味。将文本的语言达到内化、并一同
去感受景色的美，最后整理出游览图，了解写游记的一些技
巧，学习体会词句的精妙。溪水的流向是文章的一条而整堂
课快结束时在地形图的基础上绘制小溪流水线路图，则让学
生发现了文章的暗线。在学生朗读感悟外洞的大、孔隙的小
而窄、外洞的黑、奇、大。这是一篇游记，一定要明白作者
的游览顺序，抓住文章的主线，可以使教学散而不乱。特别
是一些长篇幅的课文，更适其法。”抓主线，使作者的思路
和教者的教路有效融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读读悟悟，精彩在演示中生成

课文中关于孔隙，作者用墨最多。孔隙下流水，孔隙上是岩
壁。中间不过容许一艘小船进出的距离。由于空间太过狭小，
所以带给我们的感受着实深刻。这里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进入
内洞的叙述。没有华丽的词藻，近乎白描的写实笔触，把孔
隙狭小的特点描摹得十分传神，读了有身临其境之感。所以
我在教学本课时“以读为突破口，训练学生的语感”。读书
要做到“读进去读出来”。“读进去”就是读中有思
考，“读出来”就是读中有感悟。学生对读书的思考和感悟
往往还停留在表层，在教学中我不断引导和点拨，应该说这
节课中，文本的朗读是充分的扎实的，主要包括朗读整篇课
文或自然段、抓住关键词句朗读。首先让学生充分练读后，
根据自己的感悟，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语句读给老师同学听，
师生共同评议。



学生有了充分的自由，变得爱读，想读，带着情感和体会理
解课文内容，读出文章的味道，语感也便随之产生了，使之
内化为自己的语言。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文章内容，看课
件演示容得下两个人的小船，因为洞太窄，必须躺卧。让学
生切身体会到了过孔隙的感受，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
受。感受到了孔隙低矮窄小的特点。从而文章的这个难点得
以突破。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作为审美的主体，通过感官
与心智去感受、去体验。

“简单、朴实”一直是语文教学追求的真境界，在朗读中感
悟，在思考中走进文本，享受学语文的快乐！

记金华的双龙课文教案反思篇五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叶圣陶老先生的一篇游记，也是一篇
典型的游记类散文。它语言虽然直白，但是条理十分清晰，
描写具体生动。主要描写了“路上、外洞、孔隙、内洞”景
物的特点。

可根据课前的了解，学生对双龙洞比较陌生，都没有去过。
我就从石钟乳、石笋图片入手，引入本课的学习。

在教学时，我指导学生朗读，再让学生默读课文，反复研读
文本，引导学生感悟课文，把握外洞、孔隙和内洞的特点。
圈划出表示作者游览顺序的词，让学生知道作者的游览顺序，
了解游览线路，画出作者游览路线示意图：去路上——洞
口——外洞——孔隙——内洞——出洞。在学生理出文章的
线索后，再让学生细细朗读、品味各个自然段，抓住关键词
句，并用最简练的语言总结概括出各部分的特点。如外洞：
宽敞。孔隙：窄小。内洞：暗、大、奇等特点。将文本的语
言达到内化、并一同去感受景色的美。

为了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在体验内洞奇的时
候，我又出示了几幅石钟乳和石笋的图片，让学生根据自己



见过的溶洞景象，并展开联想说一说钟乳石的样子，想象像
什么？这样就调动了孩子们的想象兴趣，学习情绪立即高涨。

不足的是，一是由于时间关系，学生朗读不够，没有给足学
生充分的朗读时间。二是学生很容易找出第一条游览路线，
但较难发现溪流这条游览暗线，后又经过老师的及时点拨学
生找到了这条游览暗线。进一步启发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达
到了本课时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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