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一

苏教版小语第八册《沙漠中的绿洲》是一篇有关环境保护问
题的记叙文。作者向我们介绍了阿联酋人民在茫茫沙漠中种
植并精心侍弄草木，建设绿洲，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壮举，
表现了阿联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学生兴味盎然地学习，这节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教学中要确立新的阅读
教学价值观——尊重差异，张扬个性，多元解读。但在实际
教学中，我们许多老师往往“走过了头”，把尊重等同
于“放纵”，把张扬等同于“随心所欲”，更把多元理解等
同于“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学生的理解与文本的价值
取向相去甚远，而老师没有主观意见，没有核心理解，学生
说什么都对，都给予肯定，从绝对的“书本中心”完全走向
了绝对的“学生中心”。为解决这一矛盾，课堂上我让学生
围绕主题展开讨论：对于三个儿子的表现，你认为谁做的最
好，为什么?学生大都认为第三个儿子做的好。这时，我问学
生：难道其他两个儿子就不优秀了吗?这个问题的设计，帮助
学生们理解正确的价值取向，理解三个儿子其实都很优秀，
但是只有孝敬父母的才是“真正的儿子”，在学生心里激起
情感的火花。同时也做到了正确处理“多元解读”与“尊重



文本正确价值取向”的辨证关系。

“真正的儿子应该关心和爱自己的妈妈。”

“第三个儿子很懂事，也很爱自己的妈妈，他知道帮助自己
的妈妈。”

“我们要学习第三个儿子，为妈妈多做事!”

……

听着这些感人的话语，看着那一张张美丽而可爱的脸庞，身
在这动人的语文课堂中，我感受到一种来自于放手给学生所
创造出的幸福和愉悦中。

最后，为了联系实际生活，激发学生孝顺父母的心愿，我布
置课后作业让学生为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课文的
学习提供生活的保证。使文本转化成一个基于真实的环境，
在还原后的生活场景中，学生可以完成生活交给的任务，在
生活中、在体验中完成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提升，为课文的
学习提供生活的保证。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三

《沙漠中的绿洲》一文中讲阿联酋这个国家全是沙漠，植树
很难。在教学时，我提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阿联酋人民
侍弄花草树木非常精心？（书后练习四）学生回答：从“他
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买来树苗和花草。他们又把
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并在土中
埋下自然水管。由总水塔输出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自然
水管，源源不断地送到树木花草的根部。” 可以看出阿联酋
人民侍弄花草树木非常精心。

忽然，刘晨曜举手提出：从“在那里，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



得上培养一个孩子。”中可以看出阿联酋人民不仅爱护绿化，
还可以看出当地环境恶劣。

听到他的回答，不少同学都不赞同。于是，我又请他说说自
己的想法。

他回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环境比较好，种植一颗树的
花销很少。而培养一个孩子却要十几万。可是阿联酋却需要
也花这样的代价，就可以说明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树木非常
精心了。

这时，班上的同学都若有所悟点了点头。于是，接下来的朗
读也读得很有感情。

我想：引导学生感悟时，就应该从多角度出发，与学生的生
活实际、已有知识联系起来，对课文深入地思考.学生的真实
感受被唤起了，融进了学生的这种感受，读就不再空洞，而
是饱含每个学生的感情的。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四

在《沙漠中的绿洲》这一课的教学中，我主要以课文重
点“阿联酋人民是怎样把沙漠变成绿洲”作为线索展开教学，
抓住难点“阿联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认识到环境和人
类的关系”进行突破。

上完课后我细心体会，总得来说这是一节比较成功的语文阅
读教学，整体的教学设计能结合学生实际，抓住课文的重点
内容。在教学中，我能用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在
与文本的对话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体会文章的美好意境，
使学生的感情得到共鸣，从整节课的教学来看，学生表现比
较活跃，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首先，我创设了一个环境恶劣的沙漠情境切入，过渡到绿树



成阴，鲜花遍地的绿洲，让学生认识到“沙漠中的`绿洲”的
美丽，通过对比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份美丽是来之不易
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接着，就自然地引出了重点阿联酋人民是如何精心侍弄花草
树木和怎样爱护它们的。在这一重点教学中我主要让学生通
过读课文找句子，出示重点句子让学生进行圈划动作词并配
合动作体会他们的付出；在体会阿联酋人民如何爱护花草树
木时就让学生把看到的演出来，再让学生说感受。这样学生
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中来，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但
在这一教学中也有一些遗憾，就是学生读的机会和演的机会
还不够多，指导学生在朗读阿联酋人下决心改造环境时那种
语气不够到位，学生品词品句还不够深入。

最后，指导学生体会阿联酋人民如何对环境的保护，同时联
系我们的实际谈谈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看法和做法，这个内
容源于学生的实际他们也就有东西可讲，所以同学们都很踊
跃发言，学生受到了思想教育。

但是，这节课也有一定的遗憾：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
学生朗读课文的训练，这节课学生朗读课文的形式稍微少了
一些。时间的安排有些前松后紧，课堂上的练习没有真正落
到实处。在最后的课堂小结还做得不够，没能很好地总结全
文，学生在整体认识上就没有梳理好，还有就是在布置作
业“续写爱的故事————迪拜街头风光”时为了简化难度
本来是想让学生先说的，但还是时间的不允许就匆匆收场了。
这也使我认识到要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注意调控，不断在一
节课中完善，并优化课堂，提高课堂效率，提高教学效果，
使学生真正受益。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一句现代名言，也激励着我
们不断地学习、研究、探索、实践、总结，让我在今后做得
更好。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五

一场课下来就总结思考，写好课后一得或教学日记，这对新
教师非常重要;下面是《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范文，希望
大家喜欢!

三月二十四日参加了包河区举办的青年教师课堂评比大赛。
通过这几年的外出听课，知道咱们包河区现在是新人辈出，
许多年轻的老师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可是在教学方面却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鲜明的特色。知道自己应该是这次参赛选
手中的老大姐了，也知道自己在课堂教学方面并无任何特长，
可是为了让自己的教学生活能够多一些色彩，也为了抓住
这“青年”称号的尾巴，还是鼓起勇气参加了这次比赛。

应该说在接到课题后也精心地备了课，并且在自己的学校进
行了试教。当时就有老师说前半节有点儿拖沓，造成后半节
时间不够，目标不够明确，显得有点儿乱。针对试教存在的
情况和几位老师给我提出的新的建议，我又把教学思路进行
了调整，可还是担心时间可能会很紧张。我执教的四年级下
册的《沙漠中的绿洲》这篇课文，希望通过自己一节课的教
学，学生能够学会生字，理解字词，知道课文的结构和主要
内容，并且能够熟读课文，初步感知阿联酋人民为了改造环
境所付出的艰辛。在教学方法上也没有什么新招，只是希望
踏实而扎实的进行教学，完成预设的教学目标。可是在卫岗
小学上完了这节课后，感觉实际效果和自己预料的相差很多。

应该说卫岗小学的四一班的孩子还是很配合我的。让他们自
己预习课文时，都在认真的读书，完成预习任务。让他们回
答问题时，不管是自己主动举手的，还是我随意点名的，都
能够立刻站起来并且大声地回答，课堂上，没有孩子违反课
堂纪律。可是，一节课上下来，我感觉十分对不起他们，因
为占用了他们一节课的时间，还是不能指导孩子们熟练的诵
读课文，甚至还有部分孩子生字词读得都不是太熟，感觉孩



子们在一节课之内没有学到什么，愧疚之心油然而生。

反思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我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花这么大的代价值吗?我个人在阅读完这篇文章后想到了这个
问题，也不停地问自己。阅读这篇文章会发现阿联酋人把沙
漠变成绿洲花的代价是世界少有的，“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
得上培养一个孩子”(这是许多国家的人无法想像的事
实)、“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炎，买来树苗和花草。
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
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由总水塔输出的淡水，通过纵横交
错的自来水管，源源不断地送到树木花草的根部。”，还有
为园林浇水的“黄马甲工人”。读到这些内容，会让我们想
得很多。

引导学生阅读，学生会被“地上没有一片落叶，更不见有人
攀树枝，摘鲜花，或是在草地上行走”、“这里的第一株小
树，每一棵小草，都是国家花很大的代价培植的。”、“人
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丽。”、“园林工
人高兴地笑了，做了个洗脸的动作，说：‘你看，它们更漂
亮了!’”、“阿联酋人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
花草树木。正是有了这些绿树和鲜花，沙漠中的人们才有了
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些话感动，因为他们读到这些语言，
想到现状，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远远不够。

老师反复引导学生读课文，引导他们抽取文章之筋，引导他
们多角度地想这些话的意思，他们一定会慨叹阿联酋的伟大，
会慨叹花这么大的代价值。因为良好的生存环境是需要花代
价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能读到建设，读不到一点破坏，建设
是要花时间的，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但破坏只需要一
刹那。人们为什么不去破坏?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觉遵守的规
则，他们把花草树木当作人来看待，当人来培育。美是怎么



来的?我想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明白。所以，我个人
认为，在探讨这个沙漠变绿洲的过程中，其实也美育之过程。
人怎么创造美?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具体，那就是要花大代价，
要真心地去保护，最后才能永恒地享受。这篇文章给予学生
的这种美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抓住!

我们心中的片片沙漠何时才能有绿洲?我们能创造如此的绿洲
吗?这是这一课的阅读起点，学生沿着这个起点走，带上绿洲
之美前行，那未来就是“生活更加美丽!”。成的词语和能体
现课文主要内容的词语一起出示，让学生自读，指名读，解
释部分词语的意思，练习用词语说话，说出每组词语蕴含的
画面，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花了很多时间，可是没有很清晰
地体现出生字词教学时应该有的音、形、义的教学过程。

二是有些过程设计太繁琐，耽误了很多时间，可是课后回想
起来是可有可无的。比如在导入课文的时候，先是和孩子们
做了自我介绍，又让他们看了一组阿联酋人民的服饰和舞蹈
照片并进行解说，然后根据课题“沙漠”和“绿洲’，又让
学生看了沙漠的照片，读了一组有关沙漠的词语，并且谈了
绿洲应该是什么样。等导入结束进入正题的时候，我一看表，
都过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了。什么都想给学生，却丢失了重点。

三是对学生可能会存在的问题预料不够。让学生预习课文时，
我有这样一个预习任务，让学生们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预习时
遇到的难题，我希望的是大部分孩子能够利用字典或是手中
的参考书独立解决难理解的词，句和不了解的课文内容。我
在了解孩子们平时解决问题的方法时，问的几个孩子大部分
都说根据字面意思猜测，只有一个孩子说可以联系上下文解
决问题，他们只想到理解词语意思这一个方面。当我问他们
有没有带字典或是参考书时，没有一个孩子带，我只好说就
把老师当活字典吧，有问题可以问老师，但是在预习过程中
问的学生极少，这样这一部分的设计就落空了，而当时我还
是按原来设计的那样进行，没有立即改变方法，可见对学生
们的预料不够，还缺少随机应变的教学机智。



四是备课还是不够充分。在问孩子们通过预习解决了什么问
题时，有一个学生说开始不知道“迪拜“是一个词，而把句
子读成我们到迪/拜访问，后来才知道迪拜是一个地方。我猜
测学生们可能弄不清“阿拉伯”“阿联酋”“迪拜”三个地
点的关系，便想在黑板上画这三个区域的结构图。可是，首
先我不知道阿拉伯的地形图该怎样画，只好画了一个大椭圆，
也不知道阿联酋的地形图，就又在大椭圆里画了一个小圆形，
接着又不知道迪拜应该在阿联酋的什么位置，只好又在小圆
中随意地点了一个点。画完后觉得这样的“简笔画”简直是
拿不出手。其实在备课时我都看到了有关的内容，可认为用
不上，都没有细看。如果记住了这部分内容，就可以在课堂
上让学生们看到清晰而准确的图形了。

总之，上完课，感觉自己在课堂教学方面还有很多欠缺之处，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不断地去探索。一节课，带来的不仅仅是
深刻的反思，还有不断学习的恒心和锐意进取的决心。

花这么大的代价值吗?我个人在阅读完这篇文章后想到了这个
问题，也不停地问自己。老师们阅读这篇文章会发现阿联酋
人把沙漠变成绿洲花的代价是世界少有的，“培育一棵树的
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这是许多国家的人无法想像的事
实)、“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炎，买来树苗和花草。
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
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由总水塔输出的淡水，通过纵横交
错的自来水管，源源不断地送到树木花草的根部。”，还有
为园林浇水的“黄马甲工人”。读到这些内容，会让我们想
得很多。

引导学生阅读，学生会被“地上没有一片落叶，更不见有人
攀树枝，摘鲜花，或是在草地上行走”、“这里的第一株小
树，每一棵小草，都是国家花很大的代价培植的。”、“人
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丽。”、“园林工
人高兴地笑了，做了个洗脸的动作，说：‘你看，它们更漂
亮了!’”、“阿联酋人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



花草树木。正是有了这些绿树和鲜花，沙漠中的人们才有了
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些话感动，因为他们读到这些语言，
想到现状，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远远不够。

老师反复引导学生读课文，引导他们抽取文章之筋，引导他
们多角度地想这些话的意思，他们一定会慨叹阿联酋的伟大，
会慨叹花这么大的代价值。因为良好的生存环境是需要花代
价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能读到建设，读不到一点破坏，建设
是要花时间的，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但破坏只需要一
刹那。人们为什么不去破坏?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觉遵守的规
则，他们把花草树木当作人来看待，当人来培育。美是怎么
来的?我想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明白。所以，我个人
认为，在探讨这个沙漠变绿洲的过程中，其实也美育之过程。
人怎么创造美?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具体，那就是要花大代价，
要真心地去保护，最后才能永恒地享受。这篇文章给予学生
的这种美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抓住!

我们心中的片片沙漠何时才能有绿洲?我们能创造如此的绿洲
吗?这是这一课的阅读起点，学生沿着这个起点走，带上绿洲
之美前行，那未来就是“生活更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