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 导游家乡教学
反思(优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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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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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一

《画家乡》这篇课文中五个孩子以画画的形式介绍了自己的
家乡，向小朋友们展示了我们祖国清新美丽的山水。课文图
文并茂，情景交融，可以说是一幅极具人文色彩，适合欣赏、
领悟的风景画。读《画家乡》好象置身在一座百花盛开的大
花园里旅游观光。根据课文特点，以插图设计教学主线，体
现课堂教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创造性。课文插图是为了帮
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增加课本的形象性而精心绘制的，利
用插图来组织教学显得新颖别致，符合学生的心理，能给教
学增色不少。

这篇课文篇幅很长，但有一个特点，每段描写一个小朋友的
家乡。因此，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结合课文插图，先教学
一个小朋友的家乡，再总结学习方法，再用这个学习的方法
带学生学习另外一个小朋友的家乡，让学生再次熟悉这种学
习方法，最后放手让学生自己选择学习剩下的小朋友的家乡。
这样，不但让孩子能学习课文，最重要的是学习运用一种学
习方法进行学习，进行讨论，学生获益不少，作为老师的我
也获益不少。在上这篇课文时，最大的遗憾是电脑不能用了，
没能向学生展示无边的大海，苍翠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如果有这些生动的画面，
学生一定会更深刻的理解课文。



点，也没有什么内容，看来以后要多让学生多写写话，提高
学生写话的能力。

《导游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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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二

《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描述了同一时刻两个触动人们心灵的
场景：一个是病情垂危，急待骨髓救命，一个是不顾危险，
抽取骨髓，只为挽救一个并不认识的陌生青年。本课时重点
是学习第一个场景，为了使学生充分感受危情的严重，捐献
的可贵。我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边讲故事边出示课本插图，
创设情境，设立悬念，激发了学生阅读的兴趣。然后围绕课
题让学生质疑，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梳理后，让学生带着问题
学习课文。既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是学生明确了学习
目标。充分的体现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其
次，以读代讲，尊重学生的阅读体验，通过自由读、轻声读、
默读、有感情的朗读。感悟小钱病情的危险，移植骨髓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寻找合适的骨髓的不容易，在感悟的基
础上再读课文，以悟促读，使学生感受到台湾青年捐献骨髓



的可贵。在阅读中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是学生的心灵受
到爱的洗礼。此外，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也是每节语文
课必须考虑的问题，本节语文课中首先让学生借助工具书独
立学习本课生字词，把握课文中的主要内容，培养学生独立
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然后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探究自主学习中
遇到的难题，从而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节课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遗憾，首先，我觉得对学生的朗
读指导还不够到位，若在讲课时能通过范读，以声音带动学
生，将会对学生朗读能力的提高起到作用。其次对资料的整
合运用不够充分，此外时间安排不够合理，没有留给学生充
足的写字时间。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三

我的家乡在江西会昌，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

家乡水可真美啊！美丽的湘江清澈见底，隐隐泛起微绿淡蓝
的涟漪。它像一条绿中带蓝的丝绸，静静地，静静地，带着
一丝薄雾流向远方。清晨，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徐徐升起。河
面像一面用翡翠做成的大镜子，周围的倒影清晰可见，一阵
微风拂过，河面上闪动着点点金光。到了中午，小河的确良
景色更是别具一格。她就如娴静而害羞的少女。她用绿草作
为自己的外套，用清水洗过的鹅卵石作为颈上的项链，用野
草作为裙子的点缀，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河里的水清澈
得像一块明镜，捧一口放进嘴里，甜津津的，像米酒，令人
陶醉。

家乡的山更是奇丽！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胜
地——汉仙岩。它坐落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为赣南最
为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自古以来就有“虔南第一山”
和“江南小蓬莱”的称誉，是镶嵌在闽粤赣三省边境上的绿
明珠。那里里奇山异石，风景千姿百态，秀中蕴奇，置身其
间举目所见，皆为奇景，共有三十六景，因景中有景，景景



有传说，诸如大象出山，僧帽石、石笋峰、鹰蹲石、狮石、
龟石、虎头石、猴子望月、石龙升天……它们各以自己的奇
姿美态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好像在说：“来吧，五湖四海的
朋友，我们欢迎您！”

啊！山水如画的家乡，我爱你！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四

《家乡的风俗》是统编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习作。
本单元以“民风民俗”为主题，编排了《北京的春节》、
《腊八粥》、《三首》、《藏戏》四篇课文，这些课文体裁
和题材不同，但都充满了浓郁的民俗风情，有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能让学生充分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传
统习俗蕴含的人情美、文化美，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
热爱。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分清内容的主次，体会作者是如何详
写主要部分的”，这是在学生已经学习过的如何把握文章的
主要内容、怎样围绕中心意思来写等要素基础上的延伸。本
单元的课文详略安排得当，中心突出，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
学习范例。因此，在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教学后，抓住每
一次小练笔的机会，引导学生仿写片段，为单元习作打好基
础。

网络教学和课堂教学相比，和学生交流少，不好掌握学生的
习作内容。我把画《家乡的风俗》思维导图作为重点，指导
学生整体构建，进行框架思维。防止学生下笔千言，离题万
里，反复修改浪费时间。

网上习作教学，担心学生听不明白，我把思维导图的要求比
在学校简化了（事后证明我低估了学生），网课中指导学生
依照《家乡风俗》习作要求选择内容：介绍一种风俗或写一
写你参加一次风俗活动的经历。根据选择内容画中心图，确



定题目和习作结构。学生思维导图交上以后，有的学生画得
很好，还用上上学期老师教的方法，画出较清晰的习作脉络：

1.脉络支离破碎形。学生把开头、经过、结果作为主枝，分
别列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生思维没有形成块状、结
构性的思维，虽能文章知道怎样写，但不能形成整体思维。

作业指导：我以此为例，先表扬了学生构图美观，字体工整，
还写出了习作的文体，可以看出此学生学习态度认真。但把
开头、经过、结尾分别列出主枝，把习作的结构割裂开来，
不是一个整体。这样写就像一件半成品的衣服：有领子、有
袖子、有衣襟……但都是一片一片的摆在那里，不是一件成
品。我们要把他们缝起来，做成一件衣服。改正措施：要求
学生用整合结构的方法修改习作。学生修改后，如下图，能
清晰看出习作的结构。

2.脉络平行线形。学生知道怎么写，但经过不会概括、词语
归类不清。造成段落线平行。

作业指导：习作就像一串葡萄，枝上有许多分枝，这样的葡
萄长得很多，很好吃。葡萄分支多得地方，就是习作详写的
地方；分枝少的地方，就像习作略写的地方。接着展示《腊
八粥》结构图为例，给学生讲分枝的特点。

改正措施：习作结构必须写成三级分支。修改后，学生能清
晰画出习作脉络。

这次习作教学，如果在学校，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
为老师在讲的时候，会直接在黑板上板书。就是学生出错，
也会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问题，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重新返工。
我想，在下次习作教学中，我会画出审题、文体、选材、题
目、构思的主枝，指导学生深入思考，画出二、三级分支，
为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五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动脑、动口、动手
参与到整个综合实践活动中来，教师万不可越俎代庖，一手
包办。在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过程中，教师不能把综合
实践活动的实施当做一个执行的过程，更要结合学生特点、
学校实际有创造性的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另外，在指导
中要悉心耐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对学生的评价中，
以过程为主，以鼓励为主，让我们的学生充分体验到成功的
乐趣。

我开展了“美丽的家乡——市”综合实践活动课后，学生对
家乡——的变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了的风土人
情、旅游资源。我就进行了一次班队的活动，以《美丽的家
乡》为主题作了一个画展。通过实践活动，让我发现学生的
巨大能力资源。在活动过程中，学生的收集、分析资料能力、
口语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想象能力等都得以锻炼和提
升。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
与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方面，他们的进步特别的大。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六

在课堂教学时，同学们从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两方面谈到了
对于家乡的环境美和家乡的特征，以激发学生爱家乡的情感。
最后引导学生也来用画笔描绘自己的家乡山山水水的美好景
色画下来。

在常规的教学中，我确实忽略了课前的预习与搜集资料在教
学中的作用．总不想增加孩子的负担，但作为老师，我应该
让孩子课前口头上向家长了解一些有关家乡的资料，那样的
话，至少会有多数同学能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做到胸有成
竹，对这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对整节课来说也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真正让课堂充满生机，让孩子在课堂上有感
而发！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七

我家住在富春江的南边，我与父母乘上小舟，来观赏富春江
美丽山水。

富春江的水，每月的初三十八，平静的水面就会泛起层层涟
漪，并且江水猛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每到初三十八那几
天，就会有一些潮水涌上富春江来，潮水从水底上来，水面
便会泛起波纹，江水也跟着猛涨起来了。有时，富春江的水
草与沙石。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有小鱼在奖励欢快地游
来游去呢！水面波平浪静时，两岸的高楼似巨大的竹笋，倒
映在水平如镜的富春江上，显得格外静寂。夏天，我与小伙
伴们来到富春江玩耍、游泳，我们用脚拍打着水面，宁静的
江水泛起了微波，反射着太阳闪耀你的光芒，就像铺满了片
片碎银。

富春江旁有连绵不断的十里排门山，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群山连绵起伏，好似奔腾的绿色涌浪，而那涌得很高的浪头
有时被棉花般的白云包围着，若隐若现，像一张绿纸上画了
几朵洁白的花，纯洁、优雅而高峻雄伟。富春江边还有高塔
顶立的桐君山，遥望它，如同拔地而起，山脚似乎与水相结
合，碧绿的江水与翠绿的桐君山，分不清哪个是山，哪个是
水，真是山水融为一体啊！桐君山虽不是十分陡峭、兀立，
但在山脚下仰视那连绵起伏的山势，如同一个身穿绿衣的巨
人屹立在眼前。

这样的山伴随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城镇，在这
样依山傍水的美丽风景生活着，真是人生一大乐趣！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八

《画家乡》一课在新课标语文第二册的第六组课文中的第三
篇课文，下面是关于《画家乡》的教学反思范文，仅供参考!



《画家乡》一文以五个孩子画自己的家乡为内容，向小朋友
们展示了我们祖国清新美丽的山水。课文图文并茂，情景交
融，可以说是一幅极具人文色彩，适合欣赏、领悟的风景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低年级的孩子要喜欢阅读，感受阅
读的乐趣。激发阅读兴趣在低年级教学中是重要目标之一。
因此，每一堂的新授课上，阅读始终是教学重点。本堂课。
我结合课文插图，合理利用课件向，孩子们展示祖国各地的
秀丽风光，把学习课文变为去游览，让孩子们去祖国各地游
览、观赏的同时掌握语文文字，体会语言文字的魅力，让学
习课文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而是一次有趣的旅游。学生在
愉快的读书活动中走进了文本，感知了课文内容。这样既符
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又激发了学生对学习课文的兴趣。

课文学好了，我们还得教给孩子们迁移运用。如何学会画自
己的家乡?我给孩子们展示了我们瑞安市的图片，街道，高楼
大厦，瑞安广场，体育馆等，引导孩子们模仿“京京的家
乡”来说说。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段说话训练：

我的家乡在瑞安。我画的瑞安广场那么美，那么大。宽宽的
街道，高高的楼房，还有一座体育馆。那个正在瑞安外滩快
乐地玩耍的小女孩(小男孩)，就是我。

既让“……那么……那么……”关联词得到了实际的运用，
又让“宽宽的”“高高的”这些词语给孩子得到了积累。

本想根据课文的2-6自然段段式相似的特点，给孩子来个先习
得方法，再来个举一反三的，可是有时候对于一年级的孩子
想让他们自主学习，真的只是美好的幻想，孩子们不知道如
何自主，自己又总是不自觉得又将孩子们攥在了自己的手心，
慢慢教，慢慢学，要耐心啊，语文老师!!

在我校本次赛课决赛中，我执教的是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画
家乡》一课。本课描写了浩瀚的大海、辽阔的草原、连绵的



群山以及一座座现代化城市。孩子们通过欣赏，能够从中懂
得从小要热爱我们的祖国，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用五彩的
画笔，绚丽的色彩，画祖国，画家乡。

根据本课特点，我以课件设计教学为主线，体现课堂教学的
形象性、生动性。利用课件来组织教学显得新颖形象，符合
一年级学生的心理，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及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根据本课课文段落相似的特点，我先指导学生精读
一段，从中习得学习方法后，再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
探究，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本节课的教学流程为：

首先是复习导入。一是再整体感知课文，加深了解五位小画
家以及他们的家乡;二是复习巩固生字词，为后面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做好铺垫。

其次是细细品读第二自然段，画中感悟。通过直观、形象的
课件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涛涛家乡的美丽，并适时地指导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家乡的美丽。
还让学生把涛涛家乡当成自己的家乡来介绍，巩固课文内容，
积累语言，学习课文的表达方式。

接着是让学生运用从第二自然段中学到的方法(看图读文——
找喜欢的句子读一读——看图介绍)分组学习其中的一个家乡。
在这一环节上，如果组长组织能力强，那么本组的合作学习
还有模有样，能扎扎实实的交流互动。反之，小组合作学习
就流于形式。看来小组建设中小组长的培养很关键。

最后是创设情境，升华感情。通过课件演示，让学生欣赏我
们家乡具有代表性的风光景物(正气广场、青原山、吉安大
桥)，在欣赏中唤起学生爱家乡，想画家乡的情感。这一环节
在写话的设计上我做得不够好，给了学生一个根据家乡图片
写话的框架，有点拔高难度，也有点限制学生的思维。真是
矛盾呀，不给学生框架又怕学生不知从何说起，给了学生框
架又怕会限制学生的思维。



整堂课下来，我觉得我在教学机智上还不够成熟，还不能随
机应变地、合理地处理一些课堂上没有预设到的问题。因此，
在“高效课堂”课改道路上，我还要不断摸索，不断前进。

《画家乡》是一篇十分能激起孩子学习欲望的课文，浩瀚的
大海，美丽的山里，宽广的平原，辽阔的草原，繁华的城市，
这一处处风景给了我们美的感受。在设计教案时，我特别注
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1、谈话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画家乡”是本课的课题，虽然课题比较简单明了，但存在
着一个难点：什么叫做“家乡”?这个概念比较抽象模糊，一
年级的孩子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安排了一个课
前对话：介绍一下，你家住在哪?(元通)那么元通就是你的家
乡。从而让学生明白，“家乡”这个概念，也更想了解课文
内容。

2、让识字教学生动起来

作为第一课时，字词句教学是这节课的教学重点。初读课文，
学习生字这一环节，重点学
习“宽”、“虾”、“脚”、“捡”、“贝”、“壳”6个生
字。学习生字时，我创设过关游戏，以涛涛为我们出了一道
难题为由，让学生先读准字音，了解生字字形、结构，再读
词语。在识记生字的时候，我还请几位小老师介绍了认记生
字的方法。生字教学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这节课重点学
习6个生字，这6个生字贯穿读文，读句的各个环节。

3、感情朗读，“美”字贯穿全文

课文通过画，展现家乡的美，从而看到祖国的美。所以教学
中，我从课的开始以至结束，是让学生在欣赏，游览中，激
发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整节课，不管是教师的语言，课



件的演示，尽可能使学生在美的享受中，理解了课文，学习
课文。特别是“那么……那么……”这个句式的练习，学生
在读中，真正的感受到了“因为有了那么海更蓝、更宽。因
为有了那么，花更美，草更绿。”家乡到处洋溢着美。

有待改进的方面：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九

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中我让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段
落读一读，学生非常高兴，显得兴趣极高，但让他说说为什
么喜欢时，显得有些词不达意，或干脆哑口无言。说明这个
问题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只读了两三
遍，生活经验不丰富，还不能深刻的理解课文，必须反复朗
读课文，理解词句意思，并结合课文插图，全方位理解课文。
指导朗读重点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那么……那么……”
这种句式，表达了小朋友喜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二、结合学生实际，让学生联系实际理解课文，能让学生在
直观、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能更全面、
更深刻地理解课文，也能更好地记住课文内容，理解平坦、
宽广的`意思，想想我们平时能看到家乡的边吗？让学生通过
实际和课文的对比，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家乡比书上写得更美，
物产更丰富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三、在上这篇课文时，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课件，没能向学生
展示无边的大海，苍翠的群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高楼林
立、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如果有这些生动的画面，学生一定
会更深刻的理解课文。

家乡变了样教学反思篇十

十年前，我七岁，那是个完美无瑕的童年，那时的天空是蔚



蓝蔚蓝的，那时的鸟鸣是清脆响亮的，那时的说是清爽飘逸
的，那时的树是鸟的天堂，那那时的河是鱼虾的家乡，阳光
总是那么柔和，小草夜总是那么柔嫩，似乎，空气中还带着
玫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童年最美的回忆，就像一个梦，
美却易碎。

那天，它真的碎了，如同一个水晶球滚落在地，之后就剩下
一地碎片。村里不知何时来了挖土机，对着绿油油的草地直
接扑去，伴随着一座座高大的工业建筑的崛起，我听见了小
草的哭泣声，花瓣的掉落声，还有大树沉重的呻吟声……之
后，工厂上的烟囱里冒出一股一股的浓烟，河边的排水管不
停地流出散发着恶臭的黑水，水泥路上的每个角落都堆着垃
圾，一幅幅不堪入目的情景就是铮铮地事情，我感到大地在
颤抖，天空在皱眉。

十年后，我27岁，来到这充满回忆的故乡，我傻了眼，惊奇
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仍然有高大矗立的工厂，马路上仍然有
一辆辆奔驰而去的汽车。可我分明感到，天空在向我微笑，
风仍然在快乐地飞扬，这里有一片片翠绿的草坪，沿路种着
各色各样的花，浓密青翠的大树笼罩在阳光温柔的怀抱里，
天空蓝得看不见一丝云彩，小河青得可以看见河底，随着微
风的吹动，河面上泛起金光闪闪的涟漪，也波动着我此刻的
心。

我看到了，看到了十年的家乡动人的光彩，如一场梦，却又
如此真实。在一个天朗气清的白天，踏上了软绵绵的青草地，
围绕的是青山绿水，享受阳光温柔的缠绕，呼吸带着草香的
空气，从此远离污染，远离喧哗。十年中的变化缓慢而迅速，
人们学会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改造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自然，那十年后所向往的一切将不会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