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的天山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汇总9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七月的天山篇一

《七月的天山》一篇文字优美，脉络清晰的抒情散文，作者
紧抓七月天山景物的特点，为我们展现了美丽的寂静而又充
满生机的天山，文章遣词造句严谨，诗化的语言耐人寻味，
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天山美景的热爱与赞美。

由于我们的学生对远在新疆的天山十分陌生，于是开课之初
我注意了单元训练重点的回顾，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围绕单
元训练重点来阅读理解语言文字，真正到达学有目的，学有
重点。然后初读课文，从整体上感受天山之美，经过自由轻
声朗读课文划出表示作者游览顺序的词语“进入天山----再
往里走----走进天山深处”，充分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意识，
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发展。

依据略读课文的特点，我放手让学生自主阅读，品味语句，
进行自主地获取。在文中作者多次运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
法，经过奇特的`想象，展现了七月天山独特的美景。
如：“蓝天衬着……像盛开的白莲……”在自读感知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说出喜欢的理由，能够是对重点词语的体会；能
够是从修辞角度去感受；也能够是从景物特点去欣赏等等。
让学生自由地表达感受，近而指导朗读，经过多种形式的读，
来体现景物的美，从而感受作者对天山的热爱和赞美。

在品读、感悟优美语句这一环节中，先是让学生默读思考，



画出自我喜欢的语句，()在独立感悟优美语句的前提下，进
行同桌交流，从而体会作者是怎样抓住优美词句表达情意的。

我认为这堂课的教学重点应是让学生积累语言，将很多的时
间放在朗读和背诵积累上，学生理解的深与浅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将一些优美的句子，词语收到学生的记忆深处。而对
于天山景物有什么特点，能够简单处理，而不必在景物特点
上花费太多时间。比如雪峰的特点是高、大、白，溪流的特
点是快、清、活，森林则是绿、密、幽，野花是高、多、鲜，
在必须程度上制约了学生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天山美。

七月的天山篇二

一课时完成是略读课文的要求，今天做到了，不仅学生理解
深入，朗读到位，而且体会深刻。能做到这样我想主要问题
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看来要让课堂紧凑有效，一定要抓好
主要问题，切中要害，由点及面，由点成线，最后回到一个
感情体悟的点，让课在书声中结束是比较理想的。

七月的天山篇三

《七月的天山》是一篇写景记叙文，记叙了作者七月骑马上
天山所看到的美丽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作者对祖国边陲天山
风景的喜爱之情。课文的写作思路是：先总述七月的天山是
游人最理想的地方；接着分述了作者骑马上天山所看到的`雪
峰、溪流、原始森林和遍地的野花的奇异美景；最后作者抒
发了对天山美景的赞美之情。

1、教学时，我引导学生围绕“文中主要描写了哪些景物，抓
住景物的哪些特点，作者是怎样用优美的语言表情达意的”
进行自主研读和交流。学生在朗读中感受到了词汇的丰富，
风景的优美和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

2、讲课时，我着重引导学生欣赏句子“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



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
么绵延，像天边的霞光那么耀眼，像高空的彩虹那么绚
烂。”要求学生合理运用比喻、排比的句式对身边熟悉的景
物进行仿写练笔。

回顾整节课的教学，程序上似乎顺理成章，从整体到部分，
从读到写；方法上似乎合情合理，有自主阅读，有品读赏析，
有课后练笔，做到了读写结合。但总觉得自己在课堂上没有
跳出教材这个圈子，对文本的分析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
大多数学生的写作练笔也只是比葫芦画瓢，没有拓展，没有
创新。

总之，觉得语文课上读写结合的效果不怎么明显。

七月的天山篇四

新课标指出朗读是获得审美体验重要途径，应让学生在进取
思维和情感体验中，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朗读不
仅仅是感悟课文资料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学生语文学习本
事的重要特征。重视朗读，能充分激活学生的内心世界，引
发个性张扬，享受阅读教学的无限乐趣，从而使语文学习变
得生气勃勃和灵性跳动。朗读一旦进入充满情感的表达状态，
它就会不断超越学生原有的认知经验、智慧水平、想象本事，
构成进取的创造精神，从而促进学生语感本事发展。

爱的抚慰、情的.熏陶。

七月的天山篇五

《七月的天山》是一篇略读课文。相比于精读课，本课的教
学应当有其独当之任。

崔峦在《课程改革中的语文教学》一文中指出：“略读，即
粗略的、不进行深究的阅读。这种阅读方法旨在经过比较快



的阅读，粗知文章大意。”《语文课程标准》评价提议中，
对于略读课的学段目标有明确的表述，其第二学段的教学目
标是“学习略读，粗知文章大意”，第三学段则在学习略读
的基础上“学习浏览，扩大知识面，根据需要搜集信息”。
同学段精读课目标与略读课目标，乃至不一样学段略读课目
标相比较，可知第二学段略读有这样的特点，即阅读要有速
度，应当更多地训练默读，在默读中训练概括、筛选信息的
本事；如果纯粹复制精读课的阅读方法进行教学，是对这一
学段略读课教学的越位。

七月的天山篇六

《七月的天山》一课从天山的水、树、花三个方面展示了天
山的景物特点。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美，洋溢着作者对
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学生对祖国的风景名胜有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在此方面理解的信息比较多，课外书会接触一些、听别
人介绍也会了解一些，还有电视电影中也能看见一些，还有
不少学生去旅游，亲眼见过一些。在教学时，我按以下教学
思路进行教学：

1、这是篇略读课文，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先引导学生自读
通读课文，谈谈自己的感受，交流疑问，并进行自主解决，
教师适当点拔。

2、多种方式感情朗读课文，读出天山的美，从中体会作者丰
富的想象，确切的比喻和恰如其分的形容等，还要把握游览
的顺序和地点的转换。

3、选取自己喜欢的语句进行背诵和摘记，并进行背诵交流。

七月的天山篇七

这是一篇写景物的记叙文。记叙了作者七月骑马上天山所看
到的美丽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作者对祖国边陲天山风景的喜



爱之情。

课文的写作思路是：先总述七月的天山是游人最理想的地方；
接着分述了作者骑马上天山所看到的雪峰、溪流、原始森林
和遍地的野花的奇异美景；最后作者抒发了对天山美景的赞
美之情。

以前，每次上课之前，仅利用教学参考书，加上自己的经验
进行教学。在上《七月的天山》之前，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
这篇课本的教学设计，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当我进行
教学时，我也依照她在课堂设计中的亮点，就抓住一个问题
展开：“七月的天山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学生马上
蹦出一个词：“美！”自然后面就可以接着问了：“美在哪
些字里行间啊？”指名的学生让学生说“雪山”，自然要体
会其中的两处比喻，从中体会了比喻的妙处，再用朗读体现
雪山的壮丽，由雪山的壮美再到雪水的欢快。接着学生找到了
“花”、“塔松”、“鱼儿”三处，都进行了深入理解，并
结合句子开展联想说话，用朗读表现。学生在理解中感受了
美，而且有大到整体的理解，小到一个句子，一个短语，一
个词语，小到一个字“浮”“捧”的深入理解；还从作者角
度去理解他的写作情感，小到从“心爱”感受作者对天山的
深情；一字一句都表现出了作者用词的准确，无形当中，对
学生进行了写法的渗透。最后在赞美天山中结束了一节课的
学习。学生明白了这天山美丽、幽静却又生机勃勃。正是雪
山上的雪水给了这些花草树木、鱼儿浇灌，才会有那些生机
勃勃的树和那些欢快的鱼儿。

很轻松就完成了本篇课文的要求，以前我从没做到，但这次
做到了，不仅学生理解深入，而且体会深刻。能做到这样我
想是主问题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看来要让课堂紧凑有效，
一定要抓好主问题，切中要害，由点及面，由点成线，最后
回到一个感情体悟的点，让课在书声中结束是比较理想的。

但也有两点做得不够理想。一是学生在抓住重点语句表达的



时候，语言组织得不够流畅，用词不够优美。二是学生在朗
读技巧的掌握上还存在差距。这是我在以后的语文课堂教学
中需要努力去培养学生的两个方面。更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在自己的教学中，一定不能闭门造车，多学习别人的，会得
到自己意想不到的效果。

七月的天山篇八

《七月的天山》一课从天山的水、树、花三个方面展示了天
山的景物特点。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美，洋溢着作者对
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学生对祖国的风景名胜有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在此方面理解的信息比较多，课外书会接触一些、听别
人介绍也会了解一些，还有电视电影中也能看见一些，还有
不少学生去旅游，亲眼见过一些。在教学时，我按以下教学
思路进行教学：

1、这是篇略读课文，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先引导学生自读
通读课文，谈谈自己的感受，交流疑问，并进行自主解决，
教师适当点拔。

2、多种方式感情朗读课文，读出天山的美，从中体会作者丰
富的想象，确切的比喻和恰如其分的形容等，还要把握游览
的.顺序和地点的转换。

3、选取自己喜欢的语句进行背诵和摘记，并进行背诵交流。

七月的天山篇九

这是一篇写景的课文，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浓墨重彩描绘了
天山夏天的奇异风光，整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
美，洋溢着作者的赞美之情。

针对本课，我选择了充分调动学生想象的教学方法。在教学
过程中让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想象画面，让学生经历一个自读



自悟的过程，由一个画面与文字不断转化，就是学生一个感
情体验由浅入深的过程。教学时，我让学生在整体把握的基
础上自主选择感受最深的段落，抓住关键词句默读课文，勾
画圈点，然后通过放声朗读，读出对天山的独特感受。同时，
将读书与说话自然融合，说一说对读的部分的感受。充分尊
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不以老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理解。
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就课文内容中优美的语言描写，发表自己
的.理解，绘出最美的想象。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得到
了很好的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