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州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 赵州桥教学反思
(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赵州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一

《赵州桥》是一篇说明性的课文，它向我们介绍了赵州桥的
雄伟、坚固和美观。课文语言准确、简练又不乏生动。这是
一篇老课文，怎样将这篇老课文讲出新意来，这一直是我在
课前苦苦思索的。在参考了众多教案之后，我将着眼点放在
了课文的第四自然段上。用它把整篇课文贯穿起来，这样既
学习了课文感悟了文意。又完成了本节课写作训练点的练习，
同时，我还试着将探究式学习引入到本课中以激发学生更大
的学习热情，并且在课前我还与学生一起收集了许多有关赵
州桥的资料，精心制作了课件，认真备好了课，设计了教学
程序总体感觉能围绕教学重点开展教学，学生也能积极自主
参与讨论和发言，但一节课下来感觉还是有许多的不足之处：

1设计得不够精，语言还不够美。

2、语文教学的根本所在——读。读是一节课的根本，一节课
的'关键。只有多读才能有收获。表现在课堂上整体读的多，
学生的个性读没有。

3、为了利用课件而利用课件，课件运用的不够熟练。所以在
以后的教学中，我还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4、评价语有些单一。



赵州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二

《赵州桥》这篇说明性的课文，向我们介绍了赵州桥的雄伟、
坚固和美观。短短的几百字，不但写明了赵州桥的位置，设
计者，建造年代，更重要的是，把赵州桥的外形特点清楚地
展此刻人们眼前；然后讲这样设计的好处，并对其设计的美
观加以描绘，使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才干。本文第2、3自然段是重点。

1、设计课件务实。我在设计制作课件时，首先明确该课件应
到达什么目标，解决教学中的什么问题力求美观实用，让孩
子形象直观地感受。

2、教学环节设计合理，思路清晰。开课伊始，我出示课题后，
首先出示学习目标，然后围绕学习目标设计学习方法指导，
力求完成每一个学习目标。在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整体感
知课文。学生依据学习指导默读课文，并用“----”画出描
述赵州桥特点的词语:雄伟、坚固、美观，从而直奔重点段，
并完成第一个学习目标。然后让学生再次默读课文，思考从
哪些句子能够体会出赵州桥雄伟、坚固，同时学习数字表达
的方法和怎样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并进行朗读训练，读
出赵州桥的雄伟，完成第二个学习目标。之后让学生小声读
课文，画出描述赵州桥美观的句子，以不一样形式读课文，
并要求学生背诵有关段落，以到达积累语言的目的，同时学
习过渡段表达方法，完成第三个学习目标。为了突出学习重
点，一、四自然段以读代讲。

3、学习目标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围绕课文学习重、难点，
我从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设计了以下三
个学习目标：

（1）了解赵州桥的特点，背诵自我喜欢的部分。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增强民族自豪感。

（3）积累语言。学习怎样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

赵州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三

由于昨天了解了学生对本课的反应，所以本节课就主要放在
了感情朗读和体会及运用上，课堂前十分钟时间发放给学生
互相交流了自已了解的桥的资料，发现学生找的资料挺全，
南京长江大桥、卢沟桥、武汉长江大桥等一些名桥都进入了
他们的“皮口袋”，还有不少学生找了本课的一些补充材料，
看来学生的查找资料能力已有所进步，并且发现学生似乎越
来越热衷于抄资料而不单单是找资料，以前找资料的学生不
多，还有很多只是复印或是打印，但今天很多学生都是抄的，
打印和复印的资料只有几份，每人都拿着几张自已抄来的资
料，读着自已动手抄的资料，学生们别有一番自豪感。但打
印的少了，图片的就不是很多，不过到底也锻练了学生，我
也无话可说。表扬了学生的积极后，找几个学生读了他们找
了赵州桥的资料。在三班时是让学生读文，了解课文是怎么
介绍的。然后请学生说说自已读后了解到的内容，然后通过
学生讲的内容联系到二三段，然后进行指导。到了一班我对
学生说的进行了总结，将学生说的长、宽、无桥墩、有个拱
形的桥洞等板在黑板上，根据此又让一个学生画了图，让学
生体会到课文通过这几方面表达了桥的雄伟，并让学生自已
练习想办法读出这种感觉，这时学生很自然地都会通过感情
朗读这几个方面来表达感情。中间的那个启始句很难理解，
我引导学生这句话为什么没用以前的写法直接说“桥还很美
观”，加上了不但而且的内容有什么好处，学生在反复读后
能体会出这样表现出桥的特点很多，经过引导才发现有总结
上文总结下文，也是下文的开始。课结束后，我引导学生交
流了自已设计的未来的桥，并引导学生联系学校附近的东门
桥，仿照课文介绍东门桥。在本课拓展得比较多，我发现拓
展虽用了课堂上不少的时间，但调起了学生的兴趣，并不影
响课堂的内容，反而会服务于课堂。



赵州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四

《赵州桥》是一篇说明性的课文，思路很清晰，主要讲了赵
州桥的三方面资料：雄伟、坚固、美观。短短的几百字，不
但写明了赵州桥的位置，设计者，建造年代，更重要的是把
赵州桥的外形特点清楚地展此刻了人们的眼前；然后讲这样
设计的好处，并对其设计的美观加以描绘，使人们仿佛身临
其境，感受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课文语言准确，
简练，又不乏生动。学这篇课文，很容易激发学生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和爱国情绪。

在教学设计上，导入环节从学生预习和所获资料入手，请两
名同学在白板上画出常见的桥直接进入课文的学习，避免了
在导入环节上兜圈子、浪费有效的教学时间。初读课文解决
生字词语问题，细读课文时首先引读了第一段，引导学生明
白赵州桥的位置、设计者、建造的'时间及经过本段资料总结
出的赵州桥的特点。第二三段的特点让学生自由朗读总结出
并小组讨论找出相关词语。第四段的处理采用感情朗读法，
让学生明确这段是作者对这样一座雄伟、坚固、美观的桥发
出的由衷赞美。这样做既体现了课标读中感悟、读中理解、
读中积累的要求，又节省了教学时间。感情朗读指导时，本
想采用出示重点句子，在学生品词析句，感悟思想感情的基
础上指导朗读，但时间控制得不是太好，指导朗读过程有些
仓促，没有十分到位，如果在朗读时，再加大些力度，体会
出层次性，应当会更好。拓展延伸环节放映一组现代桥的图
片和赵州桥做比较，对赵州桥有名的原因做进一步的了解。
最终提到关于赵州桥的美丽的传说，期望能激起学生主动查
找关于课文以外知识的兴趣，为下个课时作准备。

教学设计与课堂教学的实际总是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讲完
这节课却一向羞于直视这个差距。但存在的很多问题还是想
让它们清晰一下：

1.讲完课后重新整理了一下教案，又在网上进一步查找关于



赵州桥资料和教学反思进行二次备课，却发现最新资料显示
赵州桥已经长大了，到此刻已经有一千四百年，而不是课本
上的到此刻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这让我突然觉得自我备课
太不细致了，要明白知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2.缺少写作方法的指导。三年级是写作的起始阶段，一些必
要的写作方法应当贯穿课堂教给学生。但我们的教材作用到
底是什么？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写作本事呢？《赵州桥》
这篇课文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总起句、过渡句的运用。
所以，在这方面没有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应当适当提醒他们
在以后的日记上、习作上用上这种写法。

3.对整个课堂的掌控不够好，语速过快，教学时间的预计上
有偏差，所以临时添加了对冲击力相互抵着等词语的解释，
虽然学生对演示部分词语有较高的兴致，但从整体的教学设
计看来稍有些牵强。

4熟读课文是最基本的语文学习方式，学生的感悟是品味和咀
嚼文本的重点词句后油然而生的，需要我们在教学中浓墨重
彩。而反思本课学习，学生对课文的朗读力显然不够，朗读
的形式也较为单一。

5关于观看视频，本课没有按照以往的在学习课文之前就放映，
而是放在了接近课堂的尾声时放映，是研究到在课堂前半段
学生精力一般比较集中，后半段有点儿松懈时观看视频比较
好，此刻看来效果也能够。

赵州桥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五

《赵州桥》一课着重介绍了赵州桥的历史地位和雄伟、坚固、
美观的特点，是一篇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为
了切实落实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要渗透到每科的教学中去，
配合我校开展的“探究式”教学模式研讨活动，我一改往日
传统的逐段分析、讲授的教学模式，在《赵州桥》一课上大



胆尝试，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从而到达多方位训练
的目的。

一、收集资料，课前做好充分准备。

教学前，我布置了一项作业，就是让全班同学经过各种渠道
收集赵州桥或其它一些桥梁的资料。可查找课外书籍，上网
查询等，并将自我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以待上课教
学时用。

这一次的课前预习，我一改往日的让学生做单调的查字、组
词等练习，而是尽可能地去收集自我所需的材料。看科普书、
上网等都是孩子们喜欢做的事，于是，我就投其所好，经过
这些渠道将资料收集好，并加以整理、归纳，无形中就给了
他们课外阅读、分析归纳本事的锻炼。

二、质疑解疑，轻简便松学习课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教学时，一开课，我就说要带他们到
赵州桥去玩玩，并利用多媒体教学课件演示赵州桥的全景，
这样立刻激发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接下来就是让学生自由
朗读课文，说说你读完课文后，都明白了什么？待学生七嘴
八舌把自我明白的说出来后，我又提了一个问题：“你还想
明白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一提出，顿时课堂
气氛活跃了起来，同学们纷纷把自我想明白的问题提出来，
教师将这些问题进行整理、归纳。随后，我就让同学们分成
小组，将课前收集的资料拿出来，看看能用自我现有的资料
解决哪些问题。在学习小组中，同学们相互发表自我的意见，
相互交流，经过自我的努力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同时
也领略到了成功的喜悦。给予充足的时间讨论后，之后学生
在班级进行交流。经过小组进行合作解决问题，学生能够明
白赵州桥的建筑特点和设计上的最大特点——拱上加拱，这
样的构造既坚固，又节省石料。



课堂上的教学要求，以及重难点，就在同学们质疑解疑的过
程中，轻简便松地完成了。当然，这样的教学要求教师有较
高的素质和应变本事，来及时帮忙学生解答难题和纠正学生
在问答中不对的地方。

三、激发情感，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

在教学赵州桥的一个特点——美观时，我用多媒体课件演示
出几幅桥栏板上雕刻着精美图案，并让学生用自我的话给我
们描述一番，当他们感到的确很美时，再问：这么美的图案，
我们该怎样读出来呢？学生的情感被激发后，一个个是读得
有滋有味，连教师也被他们所感染。又如，当介绍完赵州桥
的概貌和特点时，我要求学生谈谈自我听完后的感受。当学
生都表示从内心中涌出一种自豪、骄傲的感情时，“水到渠
成”，我便要求学生带着这种自豪、骄傲的感情去朗读课文
最终一段。

四、新闻发布，让学生增长课外知识。

我把《赵州桥》一课的教学延伸到了课后，在第二课堂时间
里，我专门开展了一个“桥梁新闻发布会”，由同学向大家
介绍有关赵州桥和其它桥梁的知识。大家把收集到的各方面
资料，都在“发布会”上向班上同学发布，有关赵州桥的由
来，赵州桥的传说，卢沟桥等等。有些资料是我闻所未闻的，
在同学们面前，我也只得承认自我孤陋寡闻了。看到他们一
个个得意的模样，我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以上就是我对《赵州桥》一课的整个教学过程，它主要体现
了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在学习中让学生自主地参
与到教学中去，对问题主动地去进行探究，去领略自行解决
问题的喜悦，让学习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件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