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嫦娥奔月的教学反思 嫦娥奔月教学反
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嫦娥奔月的教学反思篇一

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领略课文的意境美，感受嫦娥的
心地善良、舍己为民的品质教学重点：感情朗读，充分感悟。

投影。

（一）教师导语：

点评：这段娓娓动听的导语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具有较强
的启发引导作用。

（二）让学生读文，自己感悟。

让学生潜心会文，细细读课文，体会文中的美，并在文章的
后面写批注，最后再读课文读出感受。

点评：读有要求，让学生在读中想想、画画、写写，再读读，
这种有指向性的读书活动，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更重
要的是调动了学生读书的积极性。

（三）组织交流。

1、壮美：后羿射日的有关课文英雄神勇无比，为民除害，给
人阳刚之感。嫦娥勇斗逢蒙他毫不畏惧、机智周旋，弱女子



显壮举。

2、凄美：嫦娥吃了仙药飞往月宫，后羿不顾一切怎么也追不
上。这是一种离别，四目相视，却无缘再聚，有情从此天上
人间难相聚。此青此景，怎不叫人掬泪同情。

3、甜美：月圆之际，皓月当空，嫦娥悄然伫立桂花树下，深
情凝望着丈夫，身虽不能至，心已相印，天荒地老，这等感
情确实让人人心生甜蜜。 柔美：嫦娥的`外表美，典型的东
方美女 优美：嫦娥吃了仙药，一直朝着月亮飞去。

4、体会：月美，景美人物更美，画面诗情画意，充满遐想
注意：学生在体验这些感受时，都要加强朗读训练。

点评：这种读悟交流过程，实质上就是文本、教师之间的对
话活动过程。

（四）全面感悟，读写联系。

1、每一个优秀的文本都会留下一定阅读空间，使得读者能够
借助自己的阅读积累与生活积累积极参与文本的再创作。

2、此时此刻，遥遥相望的嫦娥与后羿以及乡亲们，一定有千
言万语要倾诉，请同学根据课文围绕中心好心的嫦娥写一段
话。 3、学生写话。

《嫦娥奔月》的故事有几种版本，课文所言，只是一家之言，
介绍学生阅读。

这两个细节既体现了读写结合的训练，又拓展了学生的思维，
增强了知识的积累。

《嫦娥奔月》这篇课文叙说的是美丽善良的嫦娥为使百姓免
于受害，吃了长生不老药升天奔月的事，意境优美，情节动



人，充分感受人物的外在表现，进而走进其丰富的内心世界，
获得情感的陶冶与心灵的当地。这节课重在让学生读悟的过
程中感受人物的美，真正做到在读中悟，悟中读，遗憾的是
课中时间安排不当，读悟交流不够彻底。

这节课的主要闪光点是：教者能根据阅读教学的特点和要求，
通过发人深思的导入语启发学生投入到潜心会文中边读边思、
边画边写、再读，积极培养了学生的语感，在组织读悟交流
中，老师穿针引线，扮演了组织者、引导者的角色，较好地
形成了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如果能较好地引
导学生抓住重点，突出人物形象，就可以全面达成本课时的
教学目标。

嫦娥奔月的教学反思篇二

《嫦娥奔月》是一篇神话故事，讲了美丽善良的嫦娥为使百
姓免于受害，吃了长生不老药升天奔月的事。

在上这节课之前，我通读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征询了老
师们的建议。确定了课时的目标，备好了课，走进了课堂。

第一课时词语教学非常重要。词语理解形式多样，“奔”字
的音选，据意择音;同时又联系上下文具体感受。

第一次接触随文识字的方式，上起课来还有一些不顺手，对
于新形式我要大胆的接触。新的形式就要有新的挑战，我会
更好的接受新事物。

其实，说心里话，我很希望老师给我提出意见，很期待听其
他老师上课的机会。交流也是一种很好的东西，真的非常感
谢各位老师，我希望自己在教学上不断成长!



嫦娥奔月的教学反思篇三

《嫦娥奔月》是一篇情节生动感人，文字优美，可读性强，
培养学生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好教材。在上这一课时，
学生们精彩的回答让我也有了收获。

文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力大无比后羿、美丽善良的嫦娥、奸
诈贪婪的逢蒙。在分析逢蒙这个人物的特点时，我让学生在
文中画出有关的词句，并作一些简单的批注。

孩子们低头默读，在课本上做着不同的记号。然后请了一些
学生来进行交流，大多数孩子都找到了“假装生病”、“手
提宝剑”、“迫不及待”、“威逼”、“翻箱倒柜”、“四
处搜寻”等等这样的词句。就在我打算把他们的思维给收回
时，王雪仍高举着手，“也许她还有不同的意见吧。”我心
想着，就请她再继续谈：“‘这件事不知怎么被逢蒙知道了，
他一心想把后羿的仙药弄到手。’中的‘弄’字也可以看出
逢蒙是个贪婪的人，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说得到一样东西，这个
‘弄’字就说明逢蒙的手段不正当。”好一个“弄”字！多
会读书的孩子，这么一个字也被她发现了，我作为一个老师
却没有她读得那么深入。“你真是会读书，是呀，一个弄字
就把逢蒙的居心给写了出来。单独看这个弄字好像不是什么
好词，但放在这句话中真是用得太妙了。只要能把意思准备
地表达出来，它就是一个好词。”

“一石激起千层浪”，接下来，唐丽婷又找到了“闯”字。
还有的孩子找到了一个侧面的描写，从嫦娥的心理活
动：“让这们的人吃了长生不老药，不是要害更多的人
吗？”可以看出，嫦娥一眼就看出逢蒙是个贪婪的人，可见
他平时也是非常的贪婪……孩子们的交流达到了一个高潮。
我想他们已经明白了什么样的表达才称得上是“好词佳
句。”

教学的设计不光要读好教材、有好的教学预设，更应很好地



抓住课堂中的生成，只有抓住了这样的教育契机，那才是对
孩子的更好的教育，孩子才能在这样的氛围中学得更深入心
里。抓住了这样的教育契机，那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更好的肯
定。

嫦娥奔月的教学反思篇四

《嫦娥奔月》是一篇神话故事，主要讲了美丽善良的嫦娥为
了不让老百姓受苦，吞仙药升天成仙的故事。故事情节生动
感人，文字优美，可读性强，是培养学生想象和说话表达能
力的好教材。因此，课堂上我紧紧围绕奔月图片、感悟嫦娥
形象，先是引导学生充分感受人物的外在表现，进而走进其
丰富的内心世界，获得情感的陶冶与心灵的荡涤，在读悟的
过程中真正感受人物的心灵美。文章选定了，接下来就要研
读教材，设计出合理的教学流程。

为了设计出符合我们高语组模式特点的教学案例，我再次仔
细研读模式的每个环节，认真钻研教材，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精心撰写教学流程，并与同年级组教师及蹲点领导陈校长
相互探讨，不断改进。在课件制作高手孙老师的帮助下，一
套精美的flash课件呈现在孩子们的眼前，直观的视觉效果，
配上动人的音乐，有了这些现代技术的运用为这堂课锦上添
花。

新课标不是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是学习活动的主导，
如何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把课堂还给学生呢？我们的模式
倡导“质疑--探究”，那么课前质疑就成了一堂课的前奏，
但新的担忧接踵而至，模式中学生质疑提问这一环节实在难
以预设，学生究竟会提什么问题？谁也无法预知。为了让自
己更好地驾驭课堂，我站在学生的角度试着去提问，把他们
可能想到的问题一一罗列下来，并进行归类处理。

教学思路有了，接下来就要付诸行动。在试讲的过程中由于
学生不熟，教学流程及过渡语也不熟，所以整堂课的效果并



不理想。经过反复修改后，赛课时我抛开一切杂念，着重让
学生在品读感悟的过程中感受人物的形象美，力求做到在读
中悟，悟中读。我个人认为课文的第一主人公是嫦娥，后羿
和逢蒙的出现是为了烘托嫦娥，所以我重点指导学生感悟嫦
娥形象，后羿和逢蒙则放手让学生小组合作自学。课文第六
自然段就具体描绘了嫦娥奔月的情景，于是我把它看作课文
的重心，与课题遥相呼应，以它为主线，走进人物内心，感
受意境美。通过配乐感情朗读，我把学生引向画中人——嫦
娥，走进她的内心，学生通过几个“舍不得”语境填空练习，
进一步感受到此时此刻意境虽美但主人翁内心却是不舍，无
奈，伤心，难过，痛苦，期盼??有了感情的铺垫，学生再来
读第六节，自然就能感受出嫦娥奔月的壮美。 这时候我安排
了一个情境说话。此时此刻，遥遥相望的嫦娥与后羿以及乡
亲们，一定有千言万语要倾诉，拿起笔代乡亲们写下对嫦娥
的祝福，也可以写下自己祝福。学生在体验诉说这些感受时，
脑海中已经生成了丰富的意象，也真正走进了人物的内心，
明白了嫦娥的无怨无悔，从而让学生体会到嫦娥为了大伙舍
弃个人幸福的纯洁与伟大，在说与写的过程中，层层深入，
让嫦娥为民着想、牺牲个人幸福的美好形象久驻学生的心间。

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人，做到了读与写
的结合，很好地贯彻了我们高语组的模式。“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能不断
完善自我，不断进步。

嫦娥奔月的教学反思篇五

1.以神话故事导入。《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齐读第一小
节。

2.每让学生个别读或齐读时，都需要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
问题来阅读，既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又提高学生阅读与听读
时的针对性。这个是在阅读中一直贯彻的一个原则——带着
问题阅读。



4.学生概括如下：后羿是一个力大无穷、为人造福的人；嫦
娥是一个美丽善良、机智的人；逄蒙是一个奸诈贪婪、心术
不正、心怀鬼胎、人面兽心的人。

需要注意的地方：多一些学生的朗读。本堂课更多地引导学
生概括与寻找相应的句子来支撑，忽略了学生的朗读指导，
这在以后的教学中应加强。

课后零零碎碎的反思，旨在记录，促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