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水乡美术教案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江南水乡美术教案反思篇一

解放学生的头脑，让他们大胆质疑；解放学生的双手，让他
们动手作画；解放学生的身体，让他们活动自由！针对学生
的认知和兴趣设计教学，在过程中他们将解决自己提出的问
题！

符合第一课时教学模式的初读部分，以学生为主体，自由读，
检查中注意根据教学实情及时纠正字音，句子，初读时注意
识写生字，整体感知课文等各项目标的整合，节约课堂教学
时间，大大提高教学效率，真正让初读落到了实处。

一直以来，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如何指导学生朗读，如何使
学生获得朗读的快乐，从而变得乐读，会读等等这些问题一
直困扰着我。我觉得一堂阅读课，教师引导学生朗读的尺度
很难把握。教师引导多了，成了以教师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
实践；教师引导少了，学生悟得不够，体会不深，不能读得
动情动心。这次教学《水乡歌》，我同样被这些问题困扰着。

上完课后，觉得重点没有把握住，时间把握不好，教学环节
也不太流畅，教学任务没有基本完成。在教学设计和课件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课文时，学生
虽然读得很多，但是读得不够入情入境，没有把水乡的美读
出来。到底怎样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地朗读课文，把水乡的美
读出来我想应该让学生独自走进文中，充分地与文本进行对
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各自构建起自己独特的阅读表象，产



生富有个性的阅读体验。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自读自悟的
机会，课上才会产生多姿多彩的独特感受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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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新诗。从内容来看，课文以轻快明朗的笔调，抓住
绿水清波、白帆如云的水乡特点，勾画出一幅鲜明、形象、
秀美的水乡风光图，歌颂了水乡的秀丽风光和幸福美好的生
活，抒发了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诗歌每一小节的开头都采用问答的'
形式，回环复沓，琅琅上口。每小节结构相同，字数相等。
为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培养自主、合作学习提供了可能。
诗歌充分借鉴了江南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句句押韵，富有
鲜明的节奏感与和谐的韵律美，是一篇训练朗诵的好材料。

在上这堂课时，首先要解决生字词，之后才能进行朗读的训
练。本课共4个小节，除第二小节外，其余3节生字词较多，
在学习课文之前我先把重点的生字词单提出来学习，然后再
回到文章中学习，第二节则是随文识字。第一课时里，重点
是前三小节的学习，在解决生字词、读通读顺课文后，让学
生通过文字了解到水乡能见到的“三多”，即“水多、桥多、
船多”，在此基础上，为下一课时理解水乡的“歌多”做好
铺垫。在第一课时学习写了两个字“乡、片”剩下的字在第
二课时按结构类型来学习书写。由于课文开头采用的问答方
式引入，因此，我在教学中多次使用引读的手法，使孩子有
兴趣读，更有利于背诵，只是在机制和时机上还有待研究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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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歌》是一首诗歌，歌颂了水乡的秀丽风光和幸福美好
的生活。全诗共三小节，每一个小节的字数相等，结构相似，
富有鲜明的节奏感与和谐的韵律美。



教学本文时，我从整体入手。先请学生自由读文，说说知道
了些什么。小组讨论，推选代表发言。然后再读课文，思考：
哪些词语可以说明水乡“水多、船多、歌多”？全班交流，
抓住关键词句理解诗歌内容，并相机指导有感情地朗读。教
学至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我想这首诗歌结构上的特点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继续挖掘，
所以我就请学生思考：课文的三小节在语言文字排列上有何
特点？学生的回答很似乎我的意料。答案如下：

生：这三小节的第一句都是“水乡什么多”？

生：这三小节的开头都是问答式。前面提问题，后面做了回
答。（一位非常出色的学生回答）

生：每一小节后面的三行都是具体地写“水多、船多、歌
多”。

生：三小节里面都有“千（什么）万（什么）”说明多。

生：前后的词一样，如千条渠万条河、千只船万只驳、千首
曲万首歌。

听到学生这些精彩的发言，让我感到很惊喜。有的答案都是
我未曾想到的，而他们不过是八九岁的孩子！

真的，不要低估了孩子的思维能力！新课程让我们擦亮了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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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乡歌》一课的教学中，我认为做得成功的地方有以下
几点：



在开始学习之前，师板画小帆船，请学生上黑板画，比赛看
谁画得像，我发现学生的学习热情能调动起来，学习兴趣也
得到激发，让学生兴奋起来了，为全文教学创设了一个很好的
“乐学”氛围，并且很快拉近了师生距离，师生关系融洽，
亲近起来，事实证明，这个环节的设计不仅发挥了以上所说
的作用，还为精读部分以画促读作了很好铺垫。

在放水乡影像，让学生对水乡的景色有了初步感知之后，紧
接着配以教师有感情地朗诵文本语言，学生对教材有了较全
面的认知，能够直接反馈水乡的典型特征是三多，即水多、
船多、歌多。通过一番看、听，整体感知了水乡秀丽的风光，
再让学生充分地读，自己感知、体悟，在交流不懂的问题后，
及时地把相关问题归类，如字“渠”的理解，先教给方
法，“歌”和“曲”都是人唱的，意思相近，可以组词“歌
曲”，“渠”有“河”的意思（是人工开的河），可组
词“河渠”，字词的理解也体现出目标的整合，相对地节约
了教学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

在三段的精读时间内，设计以画促读，创设情境，学生学习
兴趣极大地激发出来。画要画好，课文必须要读懂，学生便
饶有兴味地去读课文了。三段的画方法也有不同，第一段在
充分读之后交流水乡的水是什么样的，得出水乡水多、水绿、
水清，先读好这一段再指导学生作画。第二段在自由读后，
请一位学生画一只船，教给方法，再请小朋友画多只帆船，
教师画上云朵，由画到文，想起书上哪句话？指导朗读（白
帆片片像云朵，飘满湖面飘满河），由画促想，这么多船在
干什么？水里会有什么？水上呢？水边呢？在小组充分交流
后再作画，有感情读第二段。第三段以画设问、促读，歌可
以画吗？先自读第三段，小组交流谁在唱歌？为什么唱歌？
师小结，水乡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看到这
么多的帆船你能听到他们在唱歌吗？这一段虽未画歌，但通
过图引导学生讨论两个问题，认识到水乡人民生活的幸福，
真正做到以画促读，未着笔墨却体悟深情的目的。



三段学完以后，继续以画促进诗歌内涵的理解，还可以画什
么？楼房、小鸟、树木等，揭示出“鱼米之乡”，进一步认
识水乡风光优美，作画培养了学生想象能力、理解能力、表
达能力。

在教师小结课文之后，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配上音乐，会背
的学生站到讲台前，以类似大合唱的形式为一堂课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如读的不够充分，不到位，精读部分
能读懂了，但离读美还有一些距离，画是本文设计的一个亮
点，但同样是画，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画得不够细致，教师
的具体指导没能显示出来等等，上好一节课是要千锤百炼的，
我相信，经过不断思考，我会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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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陈老师的课对低年级的课堂习惯抓得很实、很到位，
确确实实地做到了关注每一个孩子。例如，一个小朋友在站
起来读书的.时候，她要求全体同学把书拿起来听他读。如果
有一位小朋友书没拿起来，那么就不能开始读书。还有在让
学生自读课文的时候，有个别小朋友读得慢了一些，陈老师
并没有接着上下一个环节，而是要求大家等一等读得慢一些
的小朋友，一定要等每一个学生都读完了，再开始往下上。
就像刘特说的，陈老师的课能体现出低年级课的特点（识字、
写字、读书、背书），体现细节，习惯抓得很好，特别关注
每一个，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陈老师抓住了“荡清
波”、“白帆”、“新生活”、“装满”、“咱
们”、“渠”、“驳”、“船”、“箩”等关键的字词指导
朗读和理解课文，对字词和课文朗读的训练抓得很实。而且，
陈老师的课让我感觉她与学生互动的方式特别平等、民主，
处处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体现了陈老师优秀的个人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