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没有太阳教案反思 假如没有灰尘教
学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假如没有太阳教案反思篇一

《假如没有灰尘》是一篇颇有吸引力的科普短文，饶有趣味
地向我们介绍了看似讨厌的“灰尘”原来与人类的生存息息
相关。与此同时，还含而不露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事
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只有更加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加正确地
认识，才能趋利避害。今天执教的这一课，把感受整理如下：

首先：找准“切入点”，引起兴奋点。开课伊始，我抓住学
生对灰尘生出的自然排斥切入本课：“那么，假如没有灰尘，
会怎么样呢？”让学生在美好的设想中进入本课，了解灰尘
鲜为人知的巨大作用，在两种不同认识的冲击中形成对“事
物的两面性”的初步思考，对理解本课蕴含的哲理铺就了成
功的一步。

其次：注重过程与学习方法的指导，重视学生能力培养。教
师在教学中比较注重在多种教学形式下培养学生能力，学生
在课堂的收获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课的前半截儿，我便根据
本课课型略读课文的体例，给予学生较充分的自学时间，并
借助表格从“灰尘的特点”及“灰尘的作用”两方面来带动
学生思考，让学生在合作探究中解决问题，培养了五年级学
生的自学能力。此外，聂老师还十分关注学生的阅读及表达
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训练学生语感，增进积
累；不断引导学生把话说完整，以“正因为世界上有了灰尘，
。”这一句式来巩固了学习成果，训练了学生的语言。



此外，本课较好地突破了重难点。教师运用句型对比和朗读
等方法，让学生感知灰尘究竟有多小，领悟列数字等说明方
法的妙用，并注意让学生通过举例或说话练习尝试运用说明
方法来表达。

1.在教学中，该放手时要放手。在充分自学后的交流环节中
教师并没有真正放手，而是亦步亦趋地逐段分析讲解说明方
法。致使整堂课冗长累赘，时间大大超出，后半节课的课型
便似上讲读课了。

2.教学环节应再简化。

3.教学内容要简单。

1.课语言浅显，知识性、趣味性强，完全可以大胆放手让学
生自学自悟。加之这是本单元最后的一篇说明文，学生对于
本单元课文中的说明方法以及起到的作用，已经有了一定的
认识。他们是应该能够从中找到常用的说明方法，并且分析
出使用效果。

2.其实我完全可以把“说明方法及举例”也放在表格中，让
学生在自学和小组交流中来完成，教师只需要在重点难点处
加以启发诱导就可以了。这样将表格学习成果的呈现和重难
点点拨相结合，不仅可以节省教学时间，更使教学环节显得
紧凑简洁富有实效。

3.本课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抓住课文的要点，正确认识灰
尘的作用，了解基本的说明方法，并是试着加以运用”。教
学时只需为突出此目标安排必要的内容即可。但本课教学内
容太多，有“贪多求全”之嫌，应该再压缩一些。只有整体
求略，部分求精，大胆取舍，才能真正略出精彩，真正享受
崔峦先生提出的“简简单单教语文”的快乐和“扎扎实实为
学生”的充实。



假如没有太阳教案反思篇二

《假如没有灰尘》原本打算一课时完成的，但是在课堂进行
的过程中，教室里来了一位修多媒体的师傅，只好再利用午
自习的时间继续上完本堂课。

和《新型玻璃》一样，我并没有采用多媒体，而是用传统的
素课，在我看来，素课或许更能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

我让学生在早读课先将本课读熟，于是在课堂伊始，就让学
生自由找出本文的多音字，本文的多音字有很多：曾、将、
散、调、分等，在课堂反馈看来，学生们对这一课的多音字
掌握的还不错。

接下来，我便让学生再次读课文，这次采用分角色朗读，女
生读1、3、5自然段，男生读2、4、6自然段，边读边思考：
灰尘有什么特点？并且用一个字概括。学生们找的很快，一
齐说“小”。灰尘“小”的特点是在第三自然段，在这里，
我着重讲了列数字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并且点拨了“庞然
大物”，学生对这个词并不是很了解，在读词语的意思时也
结结巴巴的`。这个环节，我可以再让学生对词语进行造句，
或者是列举近义词，这堂课上我没有做到，这点我应该及时
关注并且举一反三。

文章的重点部分是在列举灰尘的作用，对于作用这个知识点，
学生们的概括能力并不是很好，需要引导他们读很多次，并
且讲出句子的一部分，大部分学生才能反应过来。对于灰尘
的三个作用，是很容易明白的，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对文章的
提炼和概括能力。“假如大气中没有灰尘”这句话，文中出
现了5次，学生们也都能找得到。不足的是，我并没有提出这
里运用了假设的说明方法。

文章的一二自然段，我是放在左后讲的，从而告诉学生们，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并且让学生举例生活中有两面性的东西，



学生们回答的都很好。

对于第一自然段，还可以引导学生回答“生息”、“拂拭”
的意思。

其实对于第六自然段，我讲得并不是很透彻。可以先让学生
齐读“空气中的水蒸汽必须依附在灰尘上才能粘结成……漂
浮。”引导学生想一想，刚才的话里边灰尘的作用是什么？
并且提醒，这样的文章有时要多读读开头的地方和末尾的地
方。这样的地方往往会有提示性很强的句子。

“晚霞朝晖、闲云迷雾、彩虹日晕”这几个词语，可以出示
图片，并且点拨“朝”的读音。

此处也可以出示填空：“假如空中没有灰尘，地面上的万物
都将是湿漉漉的（）更严重的是……生物就不能生存（）此
外……”

此处引导学生，从“更严重的是”和“此外”这两个词，可
以看出作者用词准确，条理清晰。

此处让学生回顾第三单元导语，说说有什么发现：学习本组
的说明性文章，要抓住课文的要点，了解基本的说明方法，
并试着加以运用。

根据“假如没有灰尘”，可以让学生再次朗读课文中的句子，
并且将它们呈现出来，形成一首诗的形式：

假如没有灰尘

阳光将使人无法睁眼，

天空将始终蔚蓝，

地面上的万物都是湿漉漉的，



湿度不断上升，

影响生命生存

大自然将变得非常单调。

有了灰尘，

生活就会多姿多彩。

假如没有太阳教案反思篇三

《假如没有灰尘》共５个自然段，层次分明，条理清晰。首
段先从人们对灰尘通常的认识写起，指出灰尘的危害，接着
笔锋一转，以问句设疑，发人深思，自然导入下文。第２自
然段简要介绍了灰尘的大小和主要来源。第３至５自然段从
不同的角度详细说明了灰尘的特点和作用，解答了第一自然
段所提出的问题。第５自然段是重点段，由“灰尘大多具有
吸湿功能”这一特性入手，层层推进，说明了灰尘的重要作
用。

此外，这三个自然段在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先介绍
灰尘的特点，然后再具体说明灰尘的作用，结尾都运用“假
如没有灰尘”这样的句式，对其重要作用加以强调和总结。

这篇说明文语言准确、生动，知识性、趣味性很强。作者运
用了假设、列数字、对比等说明方法，清楚明白而又生动形
象地说明了灰尘与人类的重要关系。

这篇课文的教学重难点是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
者用词的准确和说明事物的表达方法。

有些问题提出了却没能做答，全班交流时，学生读的还不够，
说的还不透。究其原因，我想我忽略了这几点：



１、放手让学生去“读”：

语文教学要尊重学生独特的感悟、体验，要舍得花时间让学
生去读，创设出一种想读就读、会读就读的场面。正因为我
没让学生读透，因此后边的交流就不可能透彻。

２、放手让学生去“问”：

语文教学的目的不仅要消除学生头脑中的疑问，还要让学生
头脑中产生更多疑问。因此，课堂上教师应该把问的权利交
给学生，让学生多问。

３、放手让学生去“讲”：

新课程标准下的课堂强调个体的自主感悟，尊重学生的独特
体验。略读课文的教学学生主动表达自己认识、感想的交流
更为重要，教师应更多为学生提供充分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

教学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会放手，教师走下
“讲坛”，学生走上“学坛”。

假如没有太阳教案反思篇四

去年的这个时候，听李上岳老师执教了这一课。当时就感觉，
说明文也能上得如此生动有趣，而不失扎实有效，真有大师
风范。今天，我用了他的教学设计和课件给我们班级学生也
上了一课，自我感觉学生也是学得饶有兴趣，一节课很快就
过去了。

在读课题时抓住了一个点“假如”，通过点拨学生的朗读，
既让学生领会了“假如”的意思，又能够把体会到的用声音
表达出来。然后，话题转到“灰尘”。对于“灰尘”学生都
太熟悉，也太有话可说了，老师都能把学生对“灰尘”的想
法写在黑板上，“灰尘”可以算得上是犯下了“滔天大罪”。



但是，老师还是不放过“灰尘”，继续“添油加醋”，又出
示有关“灰尘”的三大“罪状”，学生听了之后，加深了
对“灰尘”的厌恶，为理解“时时勤拂试，勿使染尘埃”这
句话铺下了伏笔。

利用心理战术，在学生极度厌恶“灰尘”之后，直接进入课
文寻找自然界真的没有灰尘，将面临怎样的情形的句子。

通过四个“假如”，学生读了不禁不寒而栗，原来没有
了“灰尘”会更加令人恐惧，从而了解“灰尘”是多么重要。
这可与前一个环节有180度的大转弯呀！

课文学到这里，学生又开始为“灰尘”的`命运担忧了……

课文学习进入第三个环节“掌握灰尘的特点和作用”，通过
一个个对比，，板书六个“不再”，体会说明方法的好处。

掌握说明方法是本单元的一个重点，可是学生却能如此轻松
地领会并认识到这样运用的妙处，更是独具匠心所在。

假如没有太阳教案反思篇五

《假如没有灰尘》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思路清晰，层次分
明，说明有序，浅显易懂。作者运用了列数字、作比较等说
明方法。清晰而又生动地说明了灰尘与人类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
有正确地认识它们，才能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在教学过程中，我积极响应学校提倡的“先学后教”的教学
新模式，以学生自学为主，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空间，让
学生自己活动，从而发现知识、获取知识，重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适时点拨引导。为此，在导入课题时，先板书
灰尘二字，让学生说说灰尘有哪些危害？然后让学生大胆设



想一下，假如没有灰尘，人类和自然界将会是怎样？接着让
学生初读课文，将自己的想法与课文的内容相印证，看看有
哪些异同，引起学生思想上的震撼。检查字词，重点理
解：“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这一谚语，让体会到原来
灰尘在人们心中的危害是那么的大。再接着，让学生默读引
导学生归纳、总结出灰尘的特点和作用，请学生用一段话回
答课文第2自然段的设问：“假如自然界真的没有灰尘，我们
将面临怎样的情形呢？”最后，还引导学生想：从灰尘的危
害和作用中，你能悟出什么道理？这让学生懂得：灰尘太多
确实会污染环境，但适量的灰尘存在，对大自然和人类都有
好处。让学生深刻地理解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应
该正确地看待事物。

领悟说明文的表达方法，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因此，在学生
理清线索、理解内容之后，我引导学生运用在精读课上学到
的阅读方法自读自悟。围绕“作者是怎样说明灰尘的特点和
作用的”这一问题熟读精思、讨论交流。并启发学生注意作
者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并认真体会这些说明方法的作用。

在让学生懂得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灰尘太多确实会污染环
境，但适量的灰尘存在，对大自然和人类都有好处。我让学
生说说生活中还有哪些事物具有两面性，学生举了好多例子，
如人类生活离不开水，但洪水泛滥，会给人们生命财产造成
威胁；废品一方面可以回收利用，节约资源，但如果利用不
恰当又污染了环境等等。

学习了这篇课文，练笔也很有必要。为此，在布置作业的时
候，我让学生以“假如没有……”为题，写一次小练笔，让
学生深刻理解使用假如句子的应用并搜集有关灰尘好处的资
料，让学生动手能力得到施展的同时了解到灰尘与我们人类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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