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歌行教学设计及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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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歌行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草地夜行》一课讲的是红军过草地时发生的一件感人的事，
但因学生对这一历史背景生疏，故此很难感悟到老红军战士
那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为此，我采取了因需而教的教学策略。
根据学生初读课文时提出的问题：“红军所过的草地与我们
现在所看到的草原有什么不同”这一问题创设教学情境。我
首先出示了两幅图：风景如画的草原；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茫
茫草海。使学生从感性上了解到红军所过的草地与我们现在
所看到草原的截然不同。接着让学生根据收集的有关资料说
说红军走过的草地是什么样的？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到红军过
草地的艰辛；然后引导学生自读自悟课文结合课文内容，进
一步体会感悟小红军过草地时遇到了哪些困难。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红军过草地时的困境。由此为学生深入理
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情感作了铺垫。

长歌行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我执教的《认识平行》一课主要依据《浙江省小学数学教学
建议》第16条中“要善于筛选和有效利用课堂生成资源，尤
其重视典型错误资源的捕捉与利用”为重点来进行教学设计
的。

垂直与平行是在学生学习了直线及角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教
学的，是认识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的基础。垂直与平行是同一



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两种特殊的位置关系，在本册教材中是垂
直与平行的概念教学在一节课进行，因为同一平面内的两条
直线的位置关系实际上只有相交和不相交（即平行）两种关
系，因此我想把第一种不相交（即平行）的关系及画法解决
后，再进一步学习相交中的特殊情况——垂直。

基于以上考虑，我将画平行线的方法提至本课进行教学，垂
直一部分内容放到下节课研究。这样的教学安排是否合理，
是否更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特点，有待于和老师们进一步共
同探讨。

长歌行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能力按事情的发展过程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分清主
次，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思品使学生了解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艰险，使学生受到红军
战士无所畏惧，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精神的感染。

教学难点：体会文章的那种深深的同志情，战友情，阶级情。

查阅资料：查阅有关长征的资料

教、学具准备：课件

教学课时数2

教学要求初读课文，学会本课生字和新词。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自由读文，进行预习

1、熟读课文，标出自然段。

2、学习本课生字：

嚷陕魁梧可恶哗哗

3、划分段落，同学评判

一部分：（1——2）段写我掉队了，艰难行进。

二部分：（3——5）段一个老同志向我走来。

三部分：（6——11）段老红军帮助我拿东西，和我边走边聊。

四部分：（12——17）段老红军掉入泥潭，为了救我牺牲了。

五部分：（18）段我记住了老红军的嘱托，鼓起勇气向前走。

三、再读课文，思考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记叙了长征途中，老红军为了救我，牺牲了自己的感人故事，
赞扬了老红军忠于革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也表现了
小红军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四、作业

1、写生字

2、熟读课文

第2课时



学生活动时间（约）30分钟

教师活动时间（约）10分钟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艰险，使学生受到
红军战士无所畏惧，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精神的感染。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文情境，整体感知

整体把握课文内容，从整体的角度对课文有一个认识，对理
解课文内容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包括，回忆内容，理清层次。

1、导言：引入课文情境，

2、抓课题，理清层次。

抓住课题的重点词“行”理清层次。（板书）一人行二人行
一人行

二、理解课文情境，深入体会

一人行：

小红军一个人在稀烂的路上，疲惫，饥饿，艰难地行。这部
分写出了道路的艰险，“我”的艰难，是故事的发生。采用
默读，轻声读，指名读的办法使学生再现那小战士在草海艰
难行走的画面。

1、你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板书：稀烂的路
一步一挨）

2、小战士目前的困难是什么？



3、这段的意思是什么？

二人行：

随着老红军的出场，这部分情节有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老红军千方百计地帮我赶路；老红军背我走，献出了生命。
帮我行，老红军使用了三个办法，学生在读这部分内容的时
候往往是读得懂内容，体会不深，老师在引导学生找出老红
军语言，动作后采用分角色朗读的办法使学生理解内容，体
会老红军对我的帮助。

1、导言：就在“我”极度疲惫情况下，老红军来了。

2、抓外貌，体会老红军的同样饥饿疲惫。

3、抓“迎面”，体会同志情。

4、抓我与老红军之间的对话和老红军的动作，体会老红军千
方百计地帮我。（分角色读）

板书：激励行哄着行催我行帮我行背我行

第二部分：

老红军背我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部分是全文的高潮，
也是最扣人心弦部分，老红军舍己救人的品质的表现。老红
军在遇到危险那一瞬间心里考虑的是“我”，是革命。可是
书中没有直接地表达出来，是通过他的话语，行动而展现的。
因此带着学生品味老红军的语言，动作以及“我”的心理是
体会文章感情的关键。

2、抓语言，体会老红军的心理。他的心里只是有“我”和革



命。

3、抓动作，体会老红军舍己救人的品质。板书：顶甩

4、体会我的心理：朗读课文

一人行：

1、体会是一幅什么画面？板书；光明大路迈开大步

2、“要记住革命”出现了几次？有什么不同？

三、落实训练点

分清主次归纳课文的主要意思是全文的训练点，通过概括段
意，归纳内容实现，从中体会文章的主次。

1、各段的意思是什么？

2、全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那些部分是次要的？

长歌行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一、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艰险，使学生受到红军战
士无所畏惧，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的精神的感染。

2、按事情的发展过程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分清主次，
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3、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以及突出重点的方法：

通过品味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艰险，体会出老红军为了革命，
为了小战士，那种无所畏惧，勇于牺牲的崇高品质，使学生
受到感染。

课文是通过写老红军走出草地后又返回来寻找落队的战友，
为了战友，为了革命而献身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是可歌可泣
的，而且文章又是文字感人，字里含情。让学生在理解课文
的情节的基础上，品词嚼句，充分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
会文章的那种深深的同志情，战友情，阶级情。

三、教学难点以及突破难点的方法：

学生对老红军为了革命，舍己救人的品质能够初步感到，但
是关系到文章中的更深那种战友情，同志情，恐怕理解起来
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这个故事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老红军是群像的代表，学生理解起来更有困难。

1、以读促情。那种同志情，战友情，阶级情，并不是在老师
的讲解中，老师也不可能通过讲解课文给学生带到那个年代，
因此品味语言文字，以读促情，通过理解语言文字而进入到
那个情境中去是突破难点的办法。在这里，可以读情
节，“二人行”中的老红军千方百计的帮助我；读语言，品
味老红军在掉到泥潭中说的话；读词，体会“迎面”一词的
含义；读标点，为什么第二次“要记住革命”和第三次用的
标点不一样？通过朗读，默读，分角色读，齐读，自由读，
等方法体会感情。

2、以音乐激情。文章最后的两个自然段表达的感情最深，老
战士为我牺牲，我悲痛欲绝，又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进，
感情到达了顶点。我认为这两个自然段不适合讲读，而应该



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悟，因此我录制了有风声，雨声，枪炮
声的激昂的乐曲，用音乐这种给人以力量的形式带动学生进
入情境。

四、训练重点：

能分清主次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是本课的训练点。在理清课
文层次的基础上理解内容，体会感情，归纳段意，找出主要
部分和次要部分，用串联段意的方法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五、教学准备：

录音机、录音带、投影仪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读懂课文内容，学习生字词。

2初步理清课文层次，给课文分段。

3熟读课文。

教学过程：（略）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文情境，整体感知

整体把握课文内容，从整体的角度对课文有一个认识，对理



解课文内容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包括，回忆内容，理清层次。

1、导言：引入课文情境，

2、抓课题，理清层次。

抓住课题的重点词“行”理清层次。（板书）、一人行、、
二人行、一人行

二、理解课文情境，深入体会

一人行：

小红军一个人在稀烂的路上，疲惫，饥饿，艰难地行。这部
分写出了道路的艰险，“我”的艰难，是故事的发生。采用
默读，轻声读，指名读的办法使学生再现那小战士在草海艰
难行走的画面。

1、你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板书：稀烂的路、
一步一挨）

2、小战士目前的困难是什么？

3、这段的意思是什么？

二人行：

随着老红军的出场，这部分情节有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老红军千方百计地帮我赶路；老红军背我走，献
出了生命。帮我行，老红军使用了三个办法，学生在读这部
分内容的时候往往是读得懂内容，体会不深，老师在引导学
生找出老红军语言，动作后采用分角色朗读的办法使学生理
解内容，体会老红军对我的帮助。



1、导言：就在“我”极度疲惫情况下，老红军来了。

2、抓外貌，体会老红军的同样饥饿疲惫。

3、抓“迎面”，体会同志情。

4、抓我与老红军之间的对话和老红军的动作，体会老红军千
方百计地帮我。（分角色读）

板书：激励行、哄着行、催我行、帮我行、背我行

第二部分：老红军背我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部分是全
文的高潮，也是最扣人心弦部分，老红军舍己救人的品质的
表现。老红军在遇到危险那一瞬间心里考虑的是“我”，是
革命。可是书中没有直接地表达出来，是通过他的话语，行
动而展现的。因此带着学生品味老红军的语言，动作以
及“我”的心理是体会文章感情的关键。

2、抓语言，体会老红军的心理。、他的心里只是有“我”和
革命。

3、抓动作，体会老红军舍己救人的品质。、板书：顶、甩

4、体会我的心理：朗读课文

一人行：

1、体会是一幅什么画面？、板书；光明大路、迈开大步

2、“要记住革命”出现了几次？有什么不同？

三、落实训练点

分清主次归纳课文的主要意思是全文的训练点，通过概括段
意，归纳内容实现，从中体会文章的主次。



1各段的意思是什么？

2全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那些部分是次要的？

四、总结全文：

五、板书

草地夜行

一人行、二人行、一人行

稀烂的路、激励行、光明的路

一步一挨、哄着行、迈开大步

催我行、背我行、顶、甩

长歌行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这节课的.处理方式是：每个题都让学生来讲或者让学生上黑
板书写推理过程，然后教师再做适当的讲解。从整节课来看，
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从题目的选取
来看，也是非常恰当的，紧紧围绕着平行线的性质。应该说
做到了重点突出。从上台学生或者学生答题来看，感觉学生
掌握也较好，应该说是一堂成功的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认为不一定。因为本部分内容才刚刚开始要求学生写推理
过程，也就是说从一般的学生角度来分析，大部分学生是还
不具备严密的推理能力的，当然也不可能就把推理过程写得
清清楚楚了，本课之所以表现出学生做得比较好，是因为教
师在抽取学生回答或上台板书是，并不是针对的大多数学生，
而主要在抽那少数的几个人，实际上下面的很多学生根本是



不会的。

第一、学生答问时到底是抽举手的好还是不举手的好？我认
为要根据问题的情景来考虑，不能一为只抽举手的学生，这
样才能反映出真实情况。因为举手的学生大多数是能做的，
而本课教师每次抽问时都只有那么一两个在举手，也总在让
那一两个回答，这时若举手的学生答对了就认为学生会了，
实在有些欠妥。

第二、本课的几个题目选取虽然较好，但每一个题的讲解都
不够透彻，没有真正落实到平行线性质的过程上。我认为如
果把这些题分为两节课来处理，也许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
第一节课就只选取第1、2、4、5题，讲解时，时时紧扣平行
线的性质，每一个题都让学生来找同位角、内错角或同旁内
角，找这些角时，要教学生怎么样从图形中根据题目中的平
行线或角来分离图形，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学生能把
这一步做好，那我相信对平行线的性质也一定会掌握好的。
有了这节课做基础后，再来进行知识的拓展，进行第二节课。

主要讲第3、6题，我把这类题称为拐角问题，或者干脆把这
两个题放在期末时来详细处理。因为这类题有一个共同特点
是：要么过拐角处作平行线，利用平行线的性质来解决；要
么构造三角形，结合三角形的内外角性质和平行线的性质来
解决。总之，此类题必须得做辅助线才行。做辅助线时要让
学生明白为什么这样来添加辅助线，这样添加有什么好处，
把每一种不同的辅助线作法都讲透，而不是只求找到问题的
答案。我独自认为，一节课如果能把这类题讲透，使大多数
学生以后遇到这类问题能够顺利解决，也就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