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秦陵兵马俑课后反思 秦兵马俑教学
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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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秦陵兵马俑课后反思篇一

教学中，让学生观看了秦兵马俑的视频资料，形象地感知、
体会秦兵马俑规模宏大的特点。这样就不至于让学生的阅读
体会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与此同时，也开阔了学生的
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今天教了《秦兵马俑》一课，上课之前，自认为教学思路清
晰，学生应该能够做到学习流畅，语文能力有多方面的提高。
但前面一个教学环节的问题，使得整节课混乱不堪，教学效
果低下。

那个出问题的教学环节是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体会兵马俑的
类型众多，形象鲜明。本来设计的是先让学生找出有那些类
型，然后让学生自由组合，合作介绍自己喜欢的一类兵马俑，
一个学生模拟，一个学生离开书本介绍，其他的同学对他们
的模拟和介绍结合课文内容做出评价。这个环节，不仅让学
生在愉快的环境中理解课文，体会课文语言的魅力。学生模
拟必须先理解，学生离开书本必须内化，学生要评价必须要
理解，并对介绍同学的评价可以体会原文语言的魅力。

但在进行到这一环节时，担心学生书未读到家，便又分别指
明几个学生读了4~9自然段，结果在这一环节浪费了不少时间，
而且在单调的读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大为减低，使的在后面的
合作上效果不佳。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环节浪费的时间较多，



使得在教学第10自然段未能很好的体会和拓展。而且最后一
个环节，先让学生上黑板写下学完课文后秦兵马俑给你最深
的印象是什么？用一两个词概括。然后选择黑板上的词，说
说读了课文的体会。这样既总结了课文，又积累了语言，并
运用语言进行说话训练，可谓一举多得。可教学时间不足，
我又坚决不占用学生下课时间，这个环节未能进行，着实遗
憾。

上课也如下棋，一招不慎，满课皆输。以后对重点段教学的
设计还要在精细化，无特殊情况做到教学案一体化，切勿随
心所欲。

秦陵兵马俑课后反思篇二

三天内两次公开课，一次校内，一次送教下乡，同一个课题、
不同的教学对象，留给我的是“一课一得”的思考。

当我根据教学进度，确定公开课内容时，我就锁定《秦兵马
俑》。这是一篇说明性散文，从内容上看，课文从三个大的
方面介绍了兵马俑的特点，采取了总分总的结构方式以及首
尾呼应的方法，是孩子们仿写说明文的极好范文;从价值上说，
作为我国世界遗产的秦兵马俑堪称中华文化艺术瑰宝，凝聚
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从文章的表达与语言上说，说
明方法多样，表达形式活泼，语言准确生动，四字词语众多，
描写细腻，赋予想象，是孩子们进行语言积累的极好素材;从
文章类别上说，这是一篇略读课文，用作公开课教学，能凸
显课堂教学的完整性。

根据这篇文章的选编意图，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体会秦兵马
俑的神态、气势和作者的说明方法上。我努力渗透以下教学
理念：1.围绕单元主题展开教学;2.把读书感悟的主动权教给
学生;3.把 “写”带进课堂;4.注重写法的指导。在这些理念
支撑下，我设计了以下教学环节：



一、 释题解“俑”，走近兵马俑;

二、 检查“预习”，感知“秦兵马俑”;

三、 重点品读，感悟“秦兵马俑”;

四、 练笔仿写，再现“兵马俑”;

五、 积累运用，拓展“世界遗产”。

在校内公开课后，我发现从交流资料导入新课到检查预习，
感知兵马俑的环节用时过长，这样影响了学生后面充分地读，
从而也影响了后年的教学进程。于是，我做了一下调整，简
约了前两个环节，并把练笔环节之前的词语积累与引导部分
也精简了，争取多个孩子们想象练笔的时间。

在“送教”官庄的课堂上，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变得从容了、
充分了，事实也证明，这样的改动更适合于这里的孩子。但
是，在这堂别人认为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课上，我还反思到一
个问题：我最初设计的仿写练笔叫“练笔超市”，设计了两
项仿写任务：一是仿照作者写骑兵俑的写法，想象武士
俑“好像在干什么”;一是学习第8自然段的写法，仿写“个
性鲜明的兵马俑”。后来一想，第一项练笔太容易，又和第
二项有相同之处(先写看到的，再写想到的)，就干脆合二为
一了。如果，继续保持“练笔超市”的话，更能体现关注个
性差异。因为有极少数学生确实不能在课堂上完成第二项练
笔。若果有了“练笔超市”，等于也给他们尝试到了“摘到
桃子”的甘甜。

秦陵兵马俑课后反思篇三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重在培养学生的自学本事。学生经过反
复地阅读课文，懂得全文是围绕“兵马俑不仅仅规模宏大，
并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这句话来写的。紧之后能抓住这



句话展开自读探究。学生在自学的过程中了解到文章是用详
实的数据来说明秦兵马俑宏大的规模；以及从身材体格、衣
着披挂、动作神态等方面，准确、细腻地表现了秦兵马俑的
类型众多、神态各异、个性鲜明的特点。但对于介绍秦兵马
俑类型和个性特点这一部分资料，我只让个别的学生说，教
学完本课我认为这种形式并不能让全体学生都动起来。我想
在这个环节上如果让学生以填表格的形式来学效果应当会更
好。

在教学本课时，因为准备秦兵马俑的图片不足，学生单单经
过读课文，还不能真切地感受到秦兵马俑的艺术价值，以及
我们国家能拥有这样的意思珍品是多么的了不起。所以在畅
谈阅读感受这个环节中，当问到学生：“领略了这么壮观的
场面，又欣赏了这么鲜明的形象，大家心中对兵马俑涌起怎
样的情感？”时，有个别学生回答：“没有”。我只能提议
学生有机会要亲自到西安的秦兵马俑去走一走，身临其境地
去感受一番。我想如果能充分找到一些相关的图片对教学效
果必须大有帮忙。

但这堂课，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1、教师上课组织教学有困难，学生的自主权大了，课堂生成
性增强了，要求教师有较高的教学应变本事和电脑操作本事。

2.在课前的搜集资料中学生做的很好，对教学有很大帮忙。

秦陵兵马俑课后反思篇四

课文《秦兵马俑》生动地描绘了秦兵马俑规模宏大，类型众
多、个性鲜明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再现了
中华民族一段强盛辉煌的历史。

要挖掘身边的教学资源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重难点的突破。
比如课文的第二段，这一段分三方面来介绍兵马俑的规模宏



大：

一是介绍了已发掘的三个俑坑的总面积19120平方米和坑内兵
马俑总数近8000个。

二是介绍了一号坑的长230米、宽62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
以及坑内兵马俑总数6000个左右;三是介绍了一号坑上面的主
要设施和作者的观后感。

因为条件所限而无法让学生欣赏到相关的录像片段，所以仅
让学生通过这些数字去体会兵马俑的规模宏大是很困难的。
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到了用我们的教室、全校学生总人数
作为参照对象。我先问学生我们的这间教室大吗?他们说挺大
的。我又问他们我们学校学生多吗?他们说很多。接着我告诉
学生我班的教室大概40多个平方米，我们全校学生数大概
在700个左右，然后我让学生去计算一下三个俑坑的大小和一
号坑大小分别相当于几间教室的大小，三个俑坑内的兵马俑
总数和一号坑内的兵马俑数分别相当于全校学生总人数的几
倍，他们计算出的结果是：三个俑坑大小相当于956间教室的
大小，一号坑的大小相当于713间教室的大小，三个俑坑内的
兵马俑总数相当于全校学生总人数的8倍，一号坑内的兵马俑
数相当于全校学生总人数的6倍。

秦陵兵马俑课后反思篇五

上完这节课后，空落落的，很冷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还是要把自己的上课体会记下来。

1.准备还算充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上这节课之前，我查阅了在量的资
料，对兵马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在课堂上感觉游刃有
余。适时给学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知识，激发了学生们的兴
趣。如：介绍了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率领大军，灭六国，统



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国家，从而让学生
们明白，军队在秦代的重要地位。

另外对整篇文章的结构做到了心中有数。

不充足的地方，是没有对细节的语言进行斟酌，语言比较贫
乏，比如在形容将军俑的时候，只想到用“威风凛凛”来形
容这位将军，而成功有时就决定在细节之处。自己事先想着
到时肯定会有词语来表达的，可是到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2.这节课上朗读也不少，可是有几次是重复无用的读。比如
在读走近兵马俑整体来观看的那一部分，我也领读了，但是
在学生们已经感觉到规模宏大的时候，还是又读了，感觉重
复无用。

以后读要做到心中有数，读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效果，都
要心中有数，不到位的时候要多读，读到位了就要通过。这
样可以节省一节课有效的时间。

3.这节课的评价没有及时跟上。比如在常旭东读完将军俑那
一段时，我的心里当时就感觉到了将军俑的气势，可是当时
忘记对他进行肯定了，现在感觉很遗憾。说明自己在课堂上
随机应变的能力欠缺。

4.这节课，很让我感觉到高兴的是：听完课的老师感觉到我
这节课有气势了。有了这点的评价让我有点欣慰，因为以前
的课堂，总是感觉到自己不投入，以那种心态想让学生投入
到课堂上很难的。听了他们的评价，我可以稍稍鼓励一下自
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