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赵州桥教学反思改进措施 和倍问
题教学设计及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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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州桥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一

教学内容：

人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解决问题例6，分数除法
应用题中的和倍问题。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会画线段图分析题意；

2、使学生能根据关键句找到数量关系

3、使学生学会列方程解答含有两个未知数的实际问题，让学
生掌握解决分数应用题中的和倍问题的方法和技能。

教学重难点:如何分析数量关系，如何设未知数列方程。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问题

1、根据题意，写出数量关系式。

（1）白兔只数是灰兔的；(2)美术小组人数是航模小组；



（2）小明体重是他爸爸的；(4)男生人数是女生的一半。

2、根据线段图，列出方程。

二、探索交流，解决问题

1、情境引出。

（投影出示篮球比赛场面的图片）师：这是一场什么比赛？
生齐声：篮球比赛。

师：（课件出示题目）对极了！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学校上
周的篮球比赛中，我们六一班全场共得42分，上半场得分是
下半场的2倍，上半场和下半场各得多少分呢？你能列方程解
决吗？请独立完成。

师：请一位同学来讲讲怎么做。

生：因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得分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一共
是42分，上半场得分又是下半场的2倍，所以，我认为这样做
（展台展示作业本）：

答：上半场得28分，下半场得14分。全体学生鼓掌，齐
声“同意”。

师：那如果题目变形成这样呢？

赵州桥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二

强化通读课文和整体感知，突出足以覆盖全文的研读重点，
即以“一座普通的桥为什么能得到世界奇迹的赞誉”，引导
学生围绕研读专题进行研究性阅读，充分让学生自主探究，
结合丰富的课外补充知识，充分发挥研读专题对全篇课文的
穿透力，通过赵州桥的特点来领略古代劳动者的智慧才干。



赵州桥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三

教学内容：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六年级上册第41～42页例6及
相关练习。

教学目标：

1、会通过线段图理解题意，并根据关键句弄清数量关系设未
知数，能列方程解答稍复杂的“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
少，求这个数”的实际问题，理解解答思路，掌握解题方法。

2、从解题过程中切实理解用方程解应用题的优越性，提高学
生列方程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3、让学生对生活中的有关数学信息予以选择、加工，进而解
决问题，感悟稍复杂的“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
这个数”的实际问题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列方程解答稍复杂的“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
多少，求这个数”的实际问题，理解解题思路，掌握解题方
法。

教学难点：正确分析题目中的数量关系，会设未知数。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引入问题

1、根据题意，写出关系式。

（1）白兔的只数是灰兔的；

（2）美术小组的人数是航模小组的；



（3）小明的体重是爸爸的；

（4）男生人数是女生的一半。

2、根据线段图，列出方程

想一想：线段图相同，列出的方程为什么不同？

你为什么这样列方程？你能用一句话概括两幅线段图中甲和
乙的关系吗？

3、教师说明：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解决稍复杂的“已知一个
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的实际问题。

【设计意图】准备题的设置，是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出发的。
一方面复习了找单位“1”、分析数量关系和如何列方程，分
解了本课的重难点；另一方面，为后面环节的对比分析、沟
通联系做好铺垫。

赵州桥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四

二、课型：讲读1

三、教学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星期____第____节

四、教学准备：图片

五、教学目的：

明确本单元阅读训练的重点，读通课文，了解课文内容，用
找出重点词句、理解一段话的方法读懂第一段。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知道赵州桥是世界闻名的石拱桥。



六、重点、难点

七、教学过程（复习、新课、小结、板书）

（一）、启发谈话。

简介赵州桥（播放赵州桥的图片）

打开地图，我国东部的川流映入眼帘，对于跨越河道，有利
民生的桥梁，古人有许多幻想和实践，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韩
湘子，就因一天造一桥,造福人类而得到赞说。我们的祖先很
早就发明了建桥技术，汉代的画像砖上刻有为数不少的拱桥
图形。我国现存最早的拱桥，是建于一千四百年前的赵州桥。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横跨赵州(今河北赵县)的洨河之上，全
长50.82米，拱券净跨37.37米，桥面宽9米，是一座单孔坦拱
式桥梁。赵州桥由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建造。李春在拱桥
建造工艺上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创造。他创造的坦拱式、敞肩
式建桥法，在当时堪称独步，桥梁质量上乘。由于李春及其
他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赵州桥结构合理，外型秀丽，富有
民族风格，素有奇巧固护，甲于天下的美誉。

赵州桥建成之后，成为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东都洛
阳的交通要冲。历经千年风霜以及车压人行、洪水冲击的考
验，至今仍可通行车辆，成为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公元14世纪，法国在泰克河上建造过一座拱形桥，但已毁坏，
赵州桥因此更加引起世人注目，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一座拱桥。

我国古代造桥技艺在实践中继承发扬，留下了许多杰作，如
广西侗乡的风雨桥，又称廊桥；河北程阳的永济桥等等。如
今，横跨江河湖海的大桥比比皆是，谱写了我国桥梁史上的
崭新一页。



（二）、指导预习：带着问题自学课文。

1、标标（自然段）、圈圈（生字）、划划（用直线划出新词，
用波浪线划出能回答上述问题的有关词句。）

2、拼读生字音节，，联系上下文理解生字新词。

3、同桌交流：赵州桥是怎样的一座桥，初知课文内容（建造
年代久远，坚固而且美观。）

（三）、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认读生字、讲讲词语的意思。

2、指名回答的结果。

3、指名朗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讲什么。

（四）、指导阅读第1自然段。

1、齐读单元提示语第1、2记录。一段话中，有些词语或句子
跟这段话的主要内容关系密切。阅读时，要找出这些词句，
想想跟其他词句的关系，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2、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段，大家仔细找找这一段的重点词语是
哪一句。板书：世界闻名的石拱桥。

3、讨论：为什么说这是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

年代久：隋朝李春建造的，已经有1300多年了。解释：隋朝
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距今1300多年。

设计上的独特：这座桥闻名的另一个原因是设计上的独特，
我们在下一节课中将会学到。



4、指名说说这个自然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五）、课堂练习。

1、抄写课后习题3的词语。

2、预习课文并想想习题1、2的回答。

赵州桥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五

1、知识教学点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隋朝”、“石匠”、
“世界闻名”、“设计”、“创举”、“雄伟”“雕
刻”、“遗产”等词语。

2、能力训练点查字典理解词语；运用“参加”、“而且”造
句；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和句子；了解句与句的联系，弄懂
每个自然段的意思；进行朗读训练。

3、德育渗透点从闻名世界的赵州桥设计与建造及其在造桥史
上的意义，体会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激发学生的自
豪感。

二、重点及解决办法

1、重点理解赵州桥的雄伟、坚固、美观及设计上的特点。

2、解决办法通过深刻理解语言文字、课件展示，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掌握赵州桥的特点。

三、课时安排2课时

四、教学准备

教师：赵州桥课件。



学生：收集关于桥和赵州桥的资料

五、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

1、师：昨天老师让大家搜集有关桥梁的知识，现在请大家展
示自己搜集到的资料。（生汇报展示）

2、师：世界各地的桥梁千姿百态，现在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一
千三百多年前的赵县，那里有条洨河，（出示课件：洨河风
光图片）风景优美，可是它阻碍了两岸文化的交流、经济的
发展，官府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桥梁，造一座怎样的桥呢？官
府决定向社会公开招标，石匠李春设计的方案被采用了。因
为古代的赵县叫赵州，这座桥就叫做“赵州桥”。（出示课
件：课题及赵州桥照片）

二、自主感悟：

1、师：让我们静静欣赏一下这座千年古桥。同一座桥，不同
的时间，不同的角度，独特的魅力，赵州桥给你怎样的印象？
结合图片和预习中收集的资料，请你来简单介绍赵州桥。
（请一两位学生介绍）

2、师：没有亲眼见到这座桥，我们已被它吸引，为它动情，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作者会用怎样的文字来讲述赵州桥
的故事，让我们走进课文，走近赵州石桥。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读一读，画一画你认为重要的词句。

（1）文中有一些词语不容易读准确，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出示：洨河、隋朝、石匠、砌成、桥墩、横跨、雕刻、缠
绕、相互抵着、前爪）



（2）没有思考的读书就像没有骨架的风筝，不能让我们的思
维展翅高飞，在大家开始自由大声的朗读全文之前，听清我
的问题：作者笔下的赵州桥是一座怎样的桥？（生自由朗读
课文）

三、汇报所得：

1、出示课件：介绍李春。李春已经不在了，谁能当一回设计
师李春的代言人，介绍一下赵州桥的建筑特色？（示范：用
李春的口气介绍。）能否用最简单的词概括？（抓住“雄
伟”“创举”“美观”“坚固”等词，并理解这些特点是从
哪儿看出来的？）

2、学生交流（预设）

生：雄伟，美观。

生：是主要抓住坚固和美观来说的。

生：抓住了坚固，还抓住节省石料。第三段是抓住美观来说
的。

生：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的大桥洞。另外，还说明了美
观的特点。（板书：雄伟、坚固、美观、省料、没有桥墩）

生：因为课文第二段开头一句就说：“赵州桥很雄伟。”

师：噢，你是认为第一句话这么说了，后面的内容也就跟着
讲这个意思?

生：嗯，第三段开头一句说赵州桥很美观，后面的内容不就
是跟着讲赵州桥怎么美观的吗?

生：赵州桥是隋朝建的，到今天都一千三百多年了，也没有
埯掉，坚固不就是最大特点吗?



师：嗯，也挺有道理的。那么为什么你认为“节省石料”这
一点也非常重要呢?

生：赵州桥只有一个大桥洞，没有桥墩，就很省石料了；两
头又都有两个小桥洞，这样，就又少用了许多石料。

（1）师：下面，让我们就来细细地咀嚼赵州桥的第一大特点，
也就是第二自然段。首先看第一、二句的关系。第一句，说
桥雄伟；第二句，具体地说怎样雄伟，使读者对桥的“大”、
“雄伟”有个具体了解。

我们再看第三句与头两句的关系：“这么长的桥”把头两句
的意思浓缩成五个字而组织到第三句中来了，使头两句与第
三句的内容“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的大桥洞”构成对比，
形成衬托，从而突出了赵州桥没有桥墩的非同寻常。如果不
对桥的雄伟先作明确说明，那么没有桥墩的桥就不会引起读
者惊叹了，因为没有桥墩的桥多得很。而像现在这样，先说
了桥的雄伟，再说它没有桥墩，这就足以令人惊叹了。我国
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能造出这么大的没有桥墩的桥了呀！
这样，没有桥墩的特点就被鲜明地衬托出来。所以，对桥
的“雄伟”的说明，实际上是对桥没有桥墩的特点进行说明
的开始部分，一个铺垫，一个衬托，而不是为了孤立地说桥
的外观如何，不是为说雄伟而说雄伟。这是在说明过程中，
一种说明方法的运用。(板书：说明方法〈衬托〉)

（2）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内容上来分析。谁占得
分量大？

生没有桥墩，只有一个大桥洞。

师：对，这也说明这一段的重点是没有桥墩，只有一个大桥
洞。(板书：说明重点〈没有桥墩〉)

生：“创举”。



师：为什么是“创举”这个词语呢?

生：“创举”的意思是说，在赵州桥以前，只要是大桥，都
是有桥墩的；到了赵州桥，才第一次没有桥墩。

师：对!所以“创举”这个词，恰好肯定并且突出了赵州桥最
主要的，或者叫做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
的大桥洞。

师：嗯，赵州桥的最大特点到底是不是“没有桥墩，只有一
个拱形的大桥洞”啊？（是）让我们把这段课文集体朗读一
遍，在朗读中再体会体会它的这个特点。

生：齐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四、教师小结：

师：我们将在下一节课中欣赏、品味。下课！

五、板书设计：

15赵州桥

雄伟坚固说明方法：衬托

创举省料没有桥墩说明重点：没有桥墩

美观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赵州桥的的第一个大特点，谁能说
一下？（生交流）



2、师：我们还知道这座桥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

生：齐答“美观”（板书：美观）

师：读第三自然段，这段的第1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座桥
不但坚固，而且美观。）说桥“坚固”是哪一段？（第二自
然段说桥坚固）这一段说桥怎样：（桥美观）

师：这句话由两个小分句组成，前一个小分句与上边一个自
然段紧密相连；后一个小分句又与本自然段紧密相连。一句
话把两个自然段连接在一起，在文章的结构上起了连接作用。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板书：过渡句：承上启下）。

二、品读课文：

1、师：作者还详细描写了桥上的什么？

生：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师：作者具体描写了栏板上雕刻的图案。（欣赏栏板上雕刻
的精美图案。出示课件。）图案各不相同，非常美观。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这些表现美观的句子。（生读）

师：读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有问题要问吗？（预设）

生：刻的龙为什么会活呢

生：都是龙，为什么要用似乎？

生：是刻的龙为什么似乎像活的一样呢

师：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读读前面的句子，从哪些词看出
龙好像活起来一样呢？

生：相互缠绕、双龙戏珠、吐出



师：就是这些词语让龙好像活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些词语。
（读词语）

师：同学们，老师非常喜欢这段话，读了几遍以后都可背下
来了，请同学们边听老师描述，边想像，好吗？（好）

师配乐读

师：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生：我仿佛看到双龙戏珠的样子，两条龙不停这样的转，拼
命要争到珠子

师：你想像很丰富。

生：我好像看到了龙相互缠绕的样子，吐出美丽的水花。

师：这两条龙活了，还有吗？

生：那些龙就在我的眼前游动。

师：同学们，龙在我们眼前活灵活现，怎样把活的感觉读出
来呢，同学们自己看着课文先试一试。（生读）

师：能不能推荐谁来读，也可以毛遂自荐，请你来（生读）。

师：听着你的朗读，大家都陶醉，大家想不想把这栩栩如生
的图案记下来，师引读。

师：这不，我们已经把这美观的图案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2、师：作者只描写了3幅是最精美的图案，其它图案雕刻怎
么样？出示文字投影片：“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真像活
了一样。”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指桥上栏板
上雕刻的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是作者的想象。因为



雕刻得太逼真了，活灵活现，给人一种游动的感觉。“真像
活的一样”是因为雕刻的太精美了，精美绝伦，栩栩如生。
这句话不仅是对这层内容的总结，也是对桥上所有图案的高
度评价。）

3、师：赵州桥上的图案是精美的，作者的语言描绘是优美的，
所以我们读这段时，声音表情都应是甜美的。（生读）

4、师：作者是怎样写桥的美

观的？（先概括写桥很美观，然后具体写栏板上图案很精美，
又写了3幅最精美的图案，最后写所有的龙真像活的一样。）

5、如果你来设计赵州桥上的雕刻图案，你会设计些什么图案？
（讨论发言）

三、情感升华：

1、通过课文，我们初步认识了赵州桥这座千古名桥，大家想
不想再次欣赏赵州桥的风采？（播放课件：赵州桥影片）

师：造桥的人们。所以说……（出示句子）赵州桥表现了劳
动人民的智慧加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生读）

四、板书设计：

15赵州桥

美观过渡句：承上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