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烟台的海教学反思(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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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的海教学反思篇一

《烟台的海》是一篇借景抒情的文章，作者用优美、生动的
语言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幅海景图：生动地描写了烟台的海一
年四季的不同特点和烟台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文
中字里行间虽无直抒胸臆，但情溢言表，激发我们热爱大自
然，热爱生活，为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而努力的美好感情。

这是一篇写景的文章，在写烟台的海同时，也写了与之相依
相偎的烟台人。文章的最后一句话“烟台的海是一幅画，是
一道广阔的背景，是一座壮丽的舞台。世世代代的烟台人，
在这座舞台上上演着威武雄壮的活剧。”是我在教学中抓的
关键句。我一直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关系到孩子们对整篇文
章的感悟。因此，我即刻调整了教学的方式，人景合一，把
自主权交给学生。将海景与烟台人融合起来学习，介绍完景
色后马上要求学生寻找此时烟台人又是如何融合在这景色中
的，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感受到烟台人的相应的品
质。语文课必须经历一个读通——读懂——读好的体验过程。
所以在教学时，我注重朗读训练，主要引导学生自主阅读，
自主感悟。通过多种方式的读，促进他们对课文的理解。

烟台的海教学反思篇二

《烟台的海》是一篇写景散文。它生动地描写了烟台的海一
年四季的独特景观和烟台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因



为课文很长，且条理清楚，特点鲜明（描写了烟台冬日海的
凝重，春日海的轻盈，夏日海的浪漫，秋日海的高远），我
在教学完冬天的海后让学生自我总结了学习步骤，四人一小
组分工合作，自学了剩下的三段景色。

学生交流的这个环节对课堂教学来说很重要，我对这个环节
进行了反思发现有满意之处也有遗憾之。

（1）交流前分工明确，两人分层读，一人谈感受，一人完成
我的板书。每个小组要完成任务就必须先思考分层，学生一
边读、一边寻找文章中的规律，这种方式很有效，大部分学
生都能将几个自然对的层次划分正确。

（2）交流难度逐步上升。朗读练习只需要多读两遍，即使后
进生也能够接受汇报这种形式，并且有了发言的信心。板书
只需写出表示该季节海和人特点词语，是讨论后的结果，也
没有多少难度。只有谈感受比较难于把握，好学生在扛下这
个重担的时候也不得不深入地学习课文。这样逐层深入的教
学无疑是有效的。

（1）自学时间不够充分，交流的时候依旧还是优等生的天下，
一些由后进生组成的小组没有充分利用交流时间，也没有认
真倾听其他小组的发言，学习效率自然很低，三个季节的特
点有的只记得其中一个自己小组完成的。

（2）交流感受不够深入，老师的问题刚开始就摆得很明确，如
“为什么说夏天的海是浪漫的呢？”部分学生对于“轻盈”、
“浪漫”、“高远”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结合课文中的
描写来谈体会，把自学的任务重点放在了朗读和板书。应该
在他们交流时候就和他们探讨这几个词的含义。总之交流的
时候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效果，我只好又给出了提示，让学生
再思考，这就浪费了最后总结的时间。

不过，尽管有很多不足，学生对自学的兴趣远远大于我的忧



虑。下一次再遇上可以自学的课文的时候，我定要再次轻松
且认真地放手。

烟台的海教学反思篇三

书声琅琅是一堂好课的一个标志。语文课必须读，必须经历
一个读通——读懂——读好的体验过程。学生有感情地读，
读出感情，把文本所表达的感情、意境通过朗读表达出来，
是语文的要务。《烟台的海》这篇文章，运用华丽优美的词
藻，富有诗情画意地为读者创造出一种或壮观或秀丽的意境，
又仿佛为读者作出了一幅幅立体感很强的油画，它们如现目
前，伸手可触。因此，我在上这课的时候，主要引导学生自
主阅读，自主感悟。通过多种方式的读，促进他们对课文的
理解。

读题质疑，激发阅读兴趣

板书课题，向学生质疑：读了课题，你知道了什么？

生1：我知道了文章是写“海”的。

生2：我知道了这个海是在“烟台”的。

生3：我知道了这个海一定与别的海不一样，有与众不同之处。

师：烟台的海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你想知道吗？那
么就赶快去读一读课文吧。

自主阅读，引导自主感悟

指导朗读，深入领悟理解

本篇文章，作者运用大量的修辞手法特别是比喻和拟人的手
法，准确地描绘出烟台的海在不同季节的不同特征。所以学



生一读课文，就会被文中生动的描写所吸引。当我问他们，
喜欢哪些语句时，很多学生纷纷举手，发表自己的看法。

生1：我喜欢“小山似的涌浪……掀到马路中央。”这几句，
因为它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冬天的海的气势磅礴。

生2：对，我也喜欢这句，因为它写出了涌浪的壮观。真
是“波涛汹涌”啊！

师：你们说的很好，那么你们觉得哪些词用得特别好呢？很
好地体现了浪的大呢？

生：“千万头暴怒的狮子”“扑向”“溅起”“雷鸣般的轰
响”。

生：还有“气势汹汹”“发出”“掀到”。

师：同学们见到过狮子吗？你们觉得它怎么样？

生：很凶，很可怕。

师：那么暴怒的狮子又是怎么样的，你们见过吗？你们能想
象得出吗？

生：更令人害怕了。

生：腿都发软了。

师：那么千万头暴怒的狮子呢？

学生都装出一副发抖的样子，睁大了“惊恐的”眼睛。

师：你们觉得这里应该怎么读？

生：读声音响一些。



生：语速快一点，表示浪来的时候速度很快。

接下来，学生自己在下面大声地练读和齐读。从学生的朗读
中，我感受到了冬日烟台的海的壮美。我想，学生也一定已
经感受到了。

我用同样的方法引导学生领略了烟台的海的轻盈、浪漫和高
远。

整篇文章的学习，我把大多数时间给了学生，让他们通过自
读、齐读、有感情朗读等多种方式，对课文进行一遍又一遍
的朗读，使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朗读中，于无形中逐步加深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烟台的海教学反思篇四

在品读“夏天的海很“浪漫”，就像“恬静、温柔”的少女。
”我问学生你理解中什么叫“浪漫”？[这个词语只可意会，
很难言传]请你说出生活中浪漫的情景？（雨中漫步、赏
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回答踊跃，气氛非常热烈]夏
天的海很“浪漫”，从哪些句子可以体现出来？请同桌互读，
读出“浪漫”的情调来。夏天，烟台人在休息，真是人海相
依啊！对于“浪漫”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后，再引导学生联
系书中具体语言文字，用心品位，大胆想象，深刻地感受到
烟台夏日的海给人带来的浪漫的感觉。在读中感悟，在读中
想象。作者笔下的夏日的烟台，浪漫可爱，充满诗情画意。
人们朝看日出，晚听海语，人海像依，人与自然达到了高度
的和谐。

阅读课中，应该充满着一种情，一种真情，情是语文教学的
生命所在，能把文本读得有情感，能把情感表达自己对语言
的理解与感悟。



烟台的海教学反思篇五

烟台的海教学反思。通过烟台的海教学反思，教师可以尽早
发现一些教学不足，比如说教学设计上出现哪些问题、课堂
交流和启迪是否得当、课后训练是否到位等等，从而为自身
教学水平的提高累计经验。一起来看下吧!

学生经过预习课文后，总会在头脑中积淀一些内容，哪怕只
是一丁点或课文的片言断语，但这毕竟是他们在读书时的收
获。因此，在导入课题后，我安排了让学生说说“烟台的海
在你的心目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学生的兴趣很高，纷纷举
手汇报自己在预习时的收获。有的学生还能比较地进行叙说。
如“冬日的海是深褐色的，春日的海是绿盈盈的，秋日的海
是湛蓝的。”还有的说“冬日的海像千万头暴怒的狮子，春
日的海像顽皮的孩子，夏日的海如恬静、温柔的少女”等，
我及时地给予评价，并把学生的叙说引向深入。

同时，结合学生说到“烟台的海是一份独特的海上景观”时，
学生不太明白烟台的海独特在什么地方?我还及时地调整教学
策略，先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大概版图，再让学生根据课文的
叙说画出烟台的位置，以加深学生对烟台海“独特”的认识。

教学中，在学生汇报自己预习收获的基础上，我又安排学生
再读课文，看看书中还有哪些我们在预习时没有注意到的?学
生带着一种阅读期待，去深入地探究课文，以验证“课文中
到底还有哪些内容我在预习时疏忽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很
快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从以上的教学安排管窥中不难看出，只要我们放手让孩子去
说，去做，不要一味地包办代替，学生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
惊喜和更大的发展。这使我想起了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的话：
“学生的头脑不是被填埋的容器，而是一把待点燃的火把!”
如果我们填满孩子的思维空间，学生将无法思维，无法想象。
如果我们留给孩子足够的空间，他们将带给我们许多意想不



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