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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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g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游记，文章结构严谨，两条线索贯穿始终，内容安
排浑然一体，叙序有详有略。课堂，既要生动——引导学生
走进文本，热爱文本；更要严谨——教给学生准确无误的知
识。因此，我不仅课前读通、读懂文本，而且课堂上设计
了“旅游”这一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形式，本节课较好地完成
了预设的目标。

文中有两个句子写出了作者乘船进入内洞时的真实感受，无
疑是本篇课文中的重要语句。如何引导学生“体味和推敲重
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呢？我先播放配乐
课文朗读录音，让学生感知作者的真实感受；然后，又让学
生抓住“挤压”“稍微”“准会”等词语，或联系生活实际，
或联系课文内容，或解读作者心情；最后，水到渠成地小结
学法，热情鼓励。这样处理，不但顺利地达成了预设目标，
而且渗透了学法指导，还激发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思想感
情，效果是显著的。

教学中，我格外注意引导学生认真揣摩、体会，做到不仅读
懂，而且有所感受，增强阅读体验。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展开
想象，使课文中描写的景象，尤其是关于孔隙的“窄”，内
洞的石钟乳、石笋的描写能够在头脑中再现，从而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觉。另外，引导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同时，体会作者
在观察、构思、表达等方面的匠心。



g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叶圣陶先生早年写的一

篇游记,文章按游览顺序记叙了作者游览金华双龙洞的经过,
情融于景,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秀丽山河的

思想感情和品赏大自然的情趣.全文结构严谨,内容安排井然
有序,依次写了游金华双龙洞时的路上见闻,游外洞,由外洞进
入内洞,游内洞的所见所闻所感及乘船出洞的情况.两条线索
有机交融,贯穿始终.同时,作者观察仔细,描写形象生动,景物
特点鲜明,不失为一

篇写景佳作.

在教学过程中,我先让学生初读全文,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了
解游览顺序的基础上,我又引导学生以小组为甘为根据游览顺
序,画一张游览示意图;再根据示意图,说说课文主要描写了哪
些景点.然后再小组内选出代表,作为导游讲解各个景点.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较高,合作学习的教过也很好.在教学过程中,我
也发现,男同学的朗读水平还有待提高.

g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篇三

如何让情境教学贯穿整个课堂，让学生整节课都活跃在老师
悉心创造的氛围.情境中，恐怕最辛苦的环节莫过于教学设计
了。在设计整堂课之前，熟悉和挖掘教材自然不必多言。只
有在此基础上老师发挥自己的创作灵感，就如同导演设计一
个好的剧本一样，让学生像演员一样在你创造好的剧本中积
极主动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时又有自己灵活发挥和再度创
造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
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我课堂中重视体现了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注重体现了对学
生能力的训练与培养，努力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但是由于
本课知识点较多，罗甸——洞口——外洞——孔隙——内洞，
一课时时间又比较紧张，所以安排朗读与指导朗读的安排就
显得少了些，文本对话体现得还不够，如果能用较多的时间
慢慢地带着学生细细体会，感悟文章本身语言文字的优美，
对于丰富他们的情感，以至学习写作都会有更大的帮助。下
一步，我会更注重学生对文本的朗读与感悟上。

g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篇四

如何让情境教学贯穿整个课堂，让学生整节课都活跃在老师
悉心创造的氛围.情境中，恐怕最辛苦的环节莫过于教学设计
了。在设计整堂课之前，熟悉和挖掘教材自然不必多言。只
有在此基础上老师发挥自己的创作灵感，就如同导演设计一
个好的剧本一样，让学生像演员一样在你创造好的剧本中积
极主动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时又有自己灵活发挥和再度创
造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
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我课堂中重视体现了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注重体现了对学
生能力的训练与培养，努力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但是由于
本课知识点较多，罗甸——洞口——外洞——孔隙——内洞，
一课时时间又比较紧张，所以安排朗读与指导朗读的安排就
显得少了些，文本对话体现得还不够，如果能用较多的时间
慢慢地带着学生细细体会，感悟文章本身语言文字的优美，
对于丰富他们的`情感，以至学习写作都会有更大的帮助。下
一步，我会更注重学生对文本的朗读与感悟上。

g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篇五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叶圣陶先生写的一篇游记，脉络清晰，
语言平时动人。但是，由于金华双龙洞对于学生来说还是非
常陌生，由于经历有限，孩子们对溶洞这一事物还不了解，



要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双龙洞的美，从而理解作者的写作技
巧，就必须给孩子们一个对溶洞的感性认识。这就必须借助
于多媒体了。

我在教学中按游览路线带学生学习外洞、孔隙、内洞的时候
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图片、录象出示的时机没有把握好。
语文学科还重在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悟，图象资料出示过早，
学生就会忽略对语言的体会和理解，直接看图就知道了。所
以应该出在学生理解、感悟完文本，用图象去验证他们的体
验，此时看过后会对文字有更深的体会。这也让我意识到了，
语文学科中要合理地运用电教手段，这样才会有实效性。

另外，除了多媒体的运用外，还要关注学生的问题。学
习“孔隙”一段时，学生问我：“老师，我怎么感觉不到孔
隙象大家说的那样低矮呢？”为了节省时间，这时我马上把
孔隙的录象放给孩子看，然后问他感受到了吗？学生只好点
头。课后我细细琢磨之后，才觉得当时的处理十分草率，放
掉了一个绝好的教学契机。如果我让他细细读文章，然后抓
住课文中的语言来品味，肯定比直接看要更有收获。这也同
样犯了我在“反思一”中提到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我在教
学中面对突发的学生提问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除了以上两点在这节课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够成功之外，我觉
得自己在这节课做的比较成功之处是：及时抓住教学契机让
学生展开想象的空间动笔写一段话。例如，在讲解内洞墙壁
上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其次是些石钟乳和石笋，这是什
么，那是什么，大都依据形状想象成神仙、动物以及宫室、
器用，名目有四十多”我及时抓住这个能够让学生展开想象
的机会，让同学们带上自己想象的翅膀，想象在内洞的石壁
上可能还回有什么样的图案，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都是十分惊人的，在短短的６、７分
钟内，学生都能依据自己的想象写出一小段文字，锻炼了自
己的动笔写的能力和想象能力。



这节课上完之后，我觉得有得有失，作为一名教师，要想讲
好自己一节成功的语文课是不容易的，需要教师在讲课之前
付出巨大的辛苦，抓住教材的重点和难点，精心设计自己的
教学环节。通过这节课，我觉得自己努力的还不够。在今后
的课堂上要有意识地针对自身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改进。

g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篇六

《记金华的双龙洞》是叶圣陶先生的一篇游记，也是一篇典
型的游记类散文，语言虽然直白，但是条理十分清晰，描写
具体生动。全文两条线索贯穿始终，内容安排浑然一体，叙
序有详有略。课堂，既要生动——引导学生走进文本，热爱
文本；更要严谨——教给学生准确无误的知识。因此，我在
课堂上设计了“旅游”这一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形式。

文中有两个句子写出了作者乘船进入内洞时的真实感受，无
疑是本篇课文中的重要语句。如何引导学生“体味和推敲重
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呢？我先播放配乐
课文朗读录音，让学生感知作者的真实感受；然后，又让学
生抓住“挤压”“稍微”“准会”等词语，或联系生活实际，
或联系课文内容，或解读作者心情；最后，水到渠成地小结
学法，热情鼓励。这样处理，不但顺利地达成了预设目标，
而且渗透了学法指导，还激发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思想感
情，效果是显著的'。

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认真揣摩体会，做到不仅读懂，而且
有所感受，增强阅读体验。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展开想象，使
课文中描写的景象，尤其是关于孔隙的“窄”，内洞的石钟
乳、石笋的描写能够在头脑中再现，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感
觉。另外，引导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同时，体会作者在观察、
构思、表达等方面的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