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思总结(实用5
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思总结篇一

1.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加深对祖国，对中国
共产党的热爱。

2.能读准字音，大体懂得生词的意思，初步理解内容，体会
诗歌所表达的情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课文，学唱
这首歌；了解课文中反复出现“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
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的作用。

通过对诗句的理解，体会诗歌表达的感情。

白塔：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里。北海公园是辽、金、元、明、
清历代皇帝的御花园，从1179年挖海堆山，到现在已有800多
年的历史。全园面积为68.2公顷，水面占一半以上。

藏式白塔耸立在四面环水的琼花岛上，五龙亭、九龙壁、漪
澜堂、永安寺掩映在山林水波之间。

1.课文放大挂图。

2.课文歌曲录音带。

教学时间：一课时。

1.先请同学们看一幅图，（提示挂图）图上的少先队员在干



什么？

少先队员们一边划船一边快乐地歌唱呢！（放歌曲录音）你
们听了这首歌有什么感受？

2.这首歌的歌名叫《让我们荡起双桨》。板书课题。学生读
题。

“桨”是怎样的？到图上来指指。它是干什么用的？“荡”
在这儿是什么意思？（摇动）那“摇船前进”可以怎么说？
（荡舟）

这篇课文描绘了少先队员在课余荡舟北海的游乐场面。教师
简介北海。（见“教学资料”）

先请同学们自学。要求：

1.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遇到不理解的词，查查字典并结
合诗句想一想。

2.找找，从课文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们”是指少先队。三
读后检查。

指名读课文，读后评议。

讨论：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们”是指少先队员？（“红
领巾”、“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1.指导阅读第一节。

（1）轻声读读，看看这一节描绘了哪些景物？

（2）再读读课文，对照挂图，说说你看到了一幅怎样的景象。

出示：我们荡舟遨游在北海公园的湖面上。小船儿_______，



湖水________。只见_______。

啊，_________！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力求用自己的语言来丰富诗句与画面
的内容。）

相机结合理解词语。

环绕：通过看图及结合课文中的“四周”一词理解意思。

凉爽：“爽”是翘舌音、后鼻音，还是三拼音，注意读准。给
“凉爽’找个近义词（凉快）。

你什么时候感到凉爽的？

荡舟在风景如画的北海，迎面吹来阵阵凉风，你感到怎样？

（3）指导朗读：用轻松、愉快的语气读。后两行语速更
慢，“轻松”一词重音轻读。

2.指导阅读第二、三节。

（1）指名读，找出两个描写少先队员心情的词语。（愉快、
欢乐）

（2）默读，看看还可从哪儿看出少先队员十分愉快。

着重体会“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
（鱼儿是自由自在的，可它们竟羡慕我们的生活，更体现了
少年儿童的欢乐、幸福。）

指导朗读这一句。

（3）你们知道是谁给我们安排下这样幸福的生活？



我们少年儿童才能健康、幸福地成长。）

（4）指导学生体会、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1.填空。

生活在祖国怀抱中的少年儿童是多么________啊！我们（愉
快地学习），（尽情地游玩）。

这都是（伟大的党）给我们带来的！

2.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3.有一句诗，在课文中出现了三次，找到了吗？（小船儿轻
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再读读，体会体会表达了“我们”怎样的心情？（既表达了
少年儿童愉快的心情，也表现了对祖国、对党的赞美之情。）

4.做完了一天的功课，和同学们一起在水上荡起双桨、放声
歌唱，该是多么愉快、多么幸福啊！

学生和着录音轻唱歌曲。

5.指导背诵。

1.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学唱这首歌。

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思总结篇二

教学这篇课文时，学生的兴致很浓，究其原因，跟营造的学
习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上课伊始，我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谁知孩子们会唱
以前的儿童歌曲，他们和我一起唱起来，歌声停止我对他们
会唱表现出吃惊，我说：“你们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
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我把作者、及这首歌是影片《祖国花
朵》中的插曲简单介绍了一下。接着出示课题，孩子们读的
很有感觉，我说，我们之前以歌词作课文的，他们立即高高
举起了小手，是《快乐的节日》、《歌唱二小放牛郎》顺便
巩固了旧知，并让零散的知识成系统。

教学第二部分时，抓住关键词引导学生体会阳光下的少先队
员内心的喜悦：“迎”、“洒”、“望”“悄悄地”。

最后让学生找这首诗的特点，其中学生发现“小船儿轻轻飘
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出现了三次，我和孩子们
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要这样写，并知道了在歌中叫副歌，在
磁带歌声中有感情地朗读结束本课。

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思总结篇三

今天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第一篇课文------《让我们荡起双
桨》。这是一首同名歌曲的歌词，歌曲旋律欢快优美，歌词
形象地表现了少先队员在温暖的阳光下，荡舟北海、尽情歌
唱的愉快心情。

教室里的多媒体还不曾能正常使用，昨晚布置孩子们回家到
网上搜索这首歌曲，一上课我面带笑容，神秘地问：“猜一
猜，老师和你们一起学习哪篇课文？”

“让我们荡起双桨”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是一首好听的歌，谁会唱？”话音刚落，“我会”“我
会”小手林立。

“谁愿意到前面来唱给大家听的？”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小手也哗啦啦放了下来。紧接着又有小手陆陆续续竖了起来，
到最后，只有陈恺、沈忱、胡继元、陈雁楠四个小朋友勇敢
地走到讲台前，用自信的歌声表演了这首歌曲。

我作了简要的课文讲解，请孩子们快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读过三个自然段后，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几个孩子争先恐后
地举手，我让他们一起告诉我，原来，他们发现了每一个自
然段的第二句话都是相同的。我不由得带头为孩子们鼓起了
掌，看来，孩子们不仅会读书，而且会思考了。

在学习第二自然段“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水
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时，我
问：“红领巾”指的是谁？孩子们都能准确无误地告诉我
是“我们”。而“阳光洒在海面上”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孩子还不懂。三次重复的那句话在课文中有什么意义？这些
都是课文的难点，有待我在第二课时中和孩子们一起探讨解
决。

其实，语文教学真的是没有所谓的标准，除了生字词语一定
要求掌握外，更多的是靠老师去“引”，去“例”。希望孩
子在学完每篇课文后，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都能把自己心
中的所感所想说出来，写下来。就像我今天布置的小作《不
一样的三年级》一样，为孩子搭建一个写话平台，大胆说，
大胆写。相信一份耕耘，就会有一份收获。

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思总结篇四

本课是一首著名的儿童歌曲的歌词，作者是著名的词作家乔
羽。题目《让我们荡起双桨》，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
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是对少年儿童未来更美好
的生活的憧憬。

这首歌词描述了少年儿童泛舟北海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的情
景，抒发了少年儿童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真挚感



情。诗由少年儿童荡起双桨泛舟北海写起，先写北海的迷人
美景，然后写荡舟湖上的喜悦心情，第三小节则以一个问题
将诗歌立意进一步拓展升华。

第一小节描述少年儿童泛舟北海欣赏美丽宜人的自然风光。
清澈的湖水，美丽的白塔，绿树红墙，色彩鲜艳和谐，令人
陶醉。

第二小节抒发少年儿童荡舟北海的喜悦心情。置身景色迷人
的北海公园，“我们愉快歌唱”，尽情欢乐，引来水中的鱼
儿望着我们泛舟，听我们歌唱。歌词用拟人的手法，表达出
少年儿童对幸福生活感到无比愉悦的真切感受，同时又充满
童趣。

第三小节则由尽情欢乐中的少年儿童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表达了少先队员对党、对
祖国、对人民真挚的感激之情。

如何让今天的孩子能透过这精美的文字穿越时空与作者
与“红领巾们”共呼吸呢？于是，有了以下的一些设想：

作为一首歌，优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只有这样，才能充
分调动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于是今天的第二课时，让孩子们
在充分朗读之后，我用自己甜美的嗓音，哼唱起这首曲子。
孩子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也忍不住哼唱起来，看着他们
眉飞色舞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开始逐渐兴奋了，开始对文本
有了感觉。于是我就渐渐让他们把唱的嗓音放大，他们唱的
更高兴了，一个个手舞足蹈。 看着他们的兴奋劲儿，于是开
始逐段地进行讲解，让他们对于文本理解得更深层一些。歌
词不难理解，可歌词中所包含的含义却意义深远，比如“阳
光”的一语双关，还有就是“小船儿轻轻飘荡，迎面吹来了
凉爽的风”的三次出现有何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老师和
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其实，问题容易解决，可
最主要的是要教会孩子们思考的方法，而不是凭空地去知



道“阳光”的双关之意，“小船儿轻轻飘荡，迎面吹来了凉
爽的风”的三次出现的作用。这对于三年级而言，进行阅读
的分析理解是重中之重。

最后，拓展延伸。语文教材既是例子，更是引子。怎
么“例”，怎么“引”？课文学完了，孩子们心中必定有一
定的感悟，那怎样才能让他们把心中的所思所感所想表达出
来呢？为此，我特意在“复习”环节中安排了让学生写“学
后记”，这为让孩子们说出心中的话塔建了一个平台，尽管
是第一次接触，可孩子们却一个个跃跃欲试。当然，一开始，
他们还对“学后记”显得很懵懂，可是经我一解释，他们一
会儿就茅塞顿开了，兴奋地传达着自己的小发现。

让我们荡起双桨反思总结篇五

我在上第一课《让我们荡起双桨时》的时候，在学习课文的
第二自然段的时候问：“同学们，请你反复地读读课文第二
自然段，看看你能读懂什么？有什么地方读不懂，请打
上‘？’”在交流“还有什么没有读懂”的地方时，一时小
手如林，这早在意料之中，因为这种教学方法过去也采用过，
愿意提问的孩子多，但大多不着边际或无关痛痒，提出的好
问题不多。没想到这次的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孩子们提的
几个问题都很有价值：

“‘红领巾’指的是什么？”

“‘红领巾’怎么迎着太阳？”

“水中的鱼儿为什么‘望着’我们？

“鱼儿怎么会听我们唱歌？”

……



听到这些问题，我是如此惊喜!经过两年的培养和训练，孩子
们居然能提出这样精彩的问题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懂得读
书了，如果阅读每篇课文都能这样问几个“是什么”“为什
么”，那么将来他们在语文中学习到就不仅仅只是语言文字
的粗浅知识，而是一种思维的方式、阅读的方式了。

于是我们就围绕着学生们提出这几个问题学习第二自然段，
我把这些问题简单地记在黑板上，引导学生运用第一小节的
学习方法，充分利用课文插图，自己体会诗的意境，在理
解“红领巾““太阳”“阳光”时，又作了必要的点拨。这
样一来，孩子们阅读的兴趣大增，认真地读，仔细地听，专
心地想，甚至用笔在书上划线圈点，通过自读自悟，讨论交
流，弄清了他们心中的疑问，也达到了教学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