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三年级语文语文园地八教学
反思 部编版语文三年级海底世界教学反思

(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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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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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的教学中，我觉得《海底世界》这节课给我的启发很
大。这一堂课通过播放录音，观赏，学生的课前介绍，激发
学生对海底世界的兴趣，激起学生热爱大自然，探索自然奥
妙的兴趣。

本课时教学重点明确。回忆并会观察海生物的外形特征，并
能根据本课题的内容进行想象、设计。学生学习积极性高，
课前做了大量的课前谁备。作画时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交
流资料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根据课题内容大胆地发挥
自己的能力，大胆地发挥想象，能使课堂活跃起来，更能点
燃学生“创新的火花”。

我采用的是先听一段声音的形式引入新课。然后问学
生：“小朋友们，你们在这段声音里听到了什么？听到这些
声音你们能想到一些什么画面？”这个问题引发了学生们极
大的兴趣，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答案也
是五花八门。对于学生的回答，我一律报以微笑，表扬他们。
接着我又问小朋友海水里有一些什么生物？他们又是生活在
海的那个部分？小朋友们都各抒己见，最后我就对小朋友说，
现在我们来证实一下，看看海底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
着请学生欣赏我搜集到的海生物。通过（有代表性的海生物：



多种小鱼、海星、海草、珊瑚等）欣赏，学生们了解到海底
的世界确实是太美了，从而激发了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再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印象和想象与本组同学讨论，“你想设
计一个什么样的海底世界？”至此学生的`设计方案已基本成
熟。学生的作品形式多样，有的采用了单色线描的方法，有
的运用了勾线平涂的方法；作品的图案或简洁粗犷，或优美
细腻；色彩有的响亮、热烈，有的柔和、宁静。很明显，学
生的设计构思和制作材料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突破。

本课的教学使我想到，要把美术教材变成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的载体，使美术课堂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沃土，就必须深入学习新课程标准。我会努力丰富自己的
教学经验，争取在以后的每一堂课上，有更大的进步。

小学必背经典古诗词节选：

2、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
立。——袁枚《所见》

4、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
波。——骆宾王《咏鹅》

8、向晚意不适，趋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李商隐《乐游原》

9、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
里。——范仲淹《江上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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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认识10个生字，。理解积累“设计、杰出、雄伟、横跨、
创举、历史、坚固、美观、宝贵、遗产”等词语。



2、指导朗读课文，了解赵州桥的设计特点及历史价值。

3、体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读懂第2、3自然段的内容，了解赵州桥
的历史价值和思想意义;背诵第3自然段。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杰出
智慧和才干的民族。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
火药享誉世界，而石拱桥在世界建桥史上同样是一个创举。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16、赵州桥》(板书课题)。

二、学习生字：

2、指名读，指名评价。

3、了解多音字爪(鸡爪)(鹰爪)。

4、质疑解答词语的意思。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全班齐读。读了这篇文章，赵州桥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2、在本文中，哪句话概括了赵州桥的特点?(板书，赵州桥不



但坚固，而且美观。)

3、作者在哪一段描写了赵州桥坚固?

四、指导学习第2自然段。

1、范读并思考：从哪些地方看出桥很坚固?

2、通过投影片演示了解桥长、桥宽、以及设计特点，

(1)出示图片请用文中相关的语句来介绍。

(2)重点理解“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减轻了流
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坏，又减轻了桥身
的重量，节省了石料。

“创举”是什么意思?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这
种设计”是指怎样的设计?

(3)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练习“既……又……”句式说句子。

4、多种形式朗读第2自然段。

五、指导学习第3自然段。

1、学法指导：

(1)找段读：哪一段写赵州桥美观?

(2)找句读：哪些句子写出赵州桥美观?

(3)结合图片以及课前资料同桌互相学习

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嘴
里吐出美丽的水花;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相互抵着，各自



回首遥望;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真
像活的一样。

2、轻声读课文，自学讨论：

3、教师总结，组织汇报。

4、再次有感情朗读并说说分号的作用

5、反复朗读。

六、学习第1第4自然段。

是啊，就是这样一座雄伟，坚固，美观的桥是由谁设计建造
的呢?

(1)自由读第一自然段一知道了什么?

(2)“世界闻名”什么意思?“一千四百多年”说明什么?有什
么感想?

(3)通读全文联系课文说说你对“赵州桥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才干”是怎样理解的;对“赵州桥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
产”又是怎么理解的。

七、指导朗读。

赵州桥闻名于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带着你自己学
习后的感情再一次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八、总结全文，板书。

16、赵州桥

劳动人民智慧才干坚固石头砌成大小桥洞既…又



雄伟无桥墩横跨37米

我国宝贵历史遗产美观精美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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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语言》是一首文笔优美,语言生动活泼的科普知识
性儿童小诗。它从一些最为常见的自然现象入手，向我们展
示了大自然语言的奥秘。诗歌文字浅显，文笔优美。

一．教学效果：

1.落实朗读训练，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理解课文内容，
在品读过程中感悟语言，体会大自然语言的妙不可言。注重
在阅读中引导学生发现诗歌写作上的特点及形式，指导学生
仿写，给学生创作写作的平台，使其思维得到拓展。

二．成功之处：

1、转换语言文字的叙述形式。小诗中是以第三人称来写的，
教学过程中为了让文字更加充满童真童趣，更加接近孩子们
的心灵世界，我则调动孩子们一起将小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
进行改编。如小诗的第七小节：“你如果钓到大鱼，鱼鳞上
也有圆圈，一圈就是一岁，这又是大自然的语言。”我示范
给孩子们可以这样改编文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
鱼身体上的鱼鳞，你们知道我还有什么作用吗，那就是我可
以告诉你我的主人金鱼有几岁了呢！我有几个圈圈，就说明
金鱼有几岁了。怎么样小朋友们，今天知道这个小秘密感觉
很开心吧？”这样一来，我发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更浓了，
这让孩子们对于这篇诗文的每一个小节更有了进行改编的乐
趣，让每节小诗更加充满童话的色彩，将学习知识与创作语
言故事紧密地融为了一体。后来孩子们又对其它几个小节，
如：小蝌蚪、大树年轮、大雁、三叶虫等小节都做了语言文
字的改编，从而改变了一种原有的教学方式，更让孩子们学



习兴趣浓厚。

2、指导学生感情朗读，体会语言文字的美妙。特别是小诗的
第四和第五小节，讲的是蝌蚪和大雁带给我们的关于大自然
的语言。对于蝌蚪和大雁孩子们并不陌生，蝌蚪像黑色
的“逗点”，大雁像省略号一串，此时，我便会引导孩子们
在脑海里进行充分想象，同时借助书中提供的画面，感受两
种小动物不同的可爱之处，最后再让孩子们进行感情朗读。
这两个小节中分别有两句反问的.语气，更加使文字充满了童
趣，但孩子们的语气还不是很到位，后来经过我的范读和转
换句子形式来提醒孩子们去读，最终能让孩子们达到了有感
情去读。

3、诗歌的创编。课后我布置孩子们回去搜集整合资料：“你
还知道哪些大自然的语言？写一写，如果能写成诗歌就更好
了。”班级多数孩子，特别是普通组和提高组的孩子们几乎
都去搜集有关大自然的语言了，有的是关于谚语的，如“蚯
蚓爬上路，雨水乱如麻”等等类似的天气方面的谚语；有的
则是将自己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整合了一节节充满童真童趣
的小诗。

三．不足之处：

1、课堂上的朗读指导还不够充分到位。这是一首知识性诗歌，
内容又比较浅显，学生只要多读、多感悟就可以理解。课堂
上的有很多地方的讲解显得有点多余，还应该在朗读上下功
夫。

2、备课不够充分。该课如果能充分准备多媒体课件，将图文
并茂结合起来更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可是由于时间仓促，
没有能在多媒体下进行教学，对于诗中提到的“三叶
虫”“漂砾”学生不是很熟悉，只是通过我的直观描述一番，
可还不能达到形象具体。



四．改进措施：

将学生自然地带入了学习情境。质疑这一环节的设置，让学
生从自由质疑中得到了信息的反馈，便于适时调整已定的教
学流程，体现了教为学服务的宗旨。自主化的读书方式，照
顾了不同阅读发展水平的学生的学习要求，主要在于能使学
生将生字读得准确，将课文读得通顺，而重点放在师生共同
评读上，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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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是冀教版小学五年级科学上册第二单元第七课《燕子
南飞》的第一课时，通过本节课的内容和学生的学情，我设
计了教学目标，是知道哪些动物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具有迁徙、
洄游、迁移的生活习性，为什么动物会有这样的生活习性。
本课涉及到的内容较多教学充分体现了生本教育的教学理念。
教学中，我充分放手，给学生提供开放的、主动思维的空间
和活动的时间，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重难点是环境
对生物生长及生活习性方面的影响及生物是如何与外境相适
应的。

通过学生的预习让学生对人类和动植物过冬的方法有一个初
步的认识，由于是预习，学生肯定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与困
惑，这样，学生会查阅资料，互相交流探讨，这样不但培养
学生的预习习惯，还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这样学生既收
获了知识，有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将康德
心理品质。

通过收集整理资料，点燃了学生求知的欲望；通过不同形式
的汇报，激发了学生的各方面潜能。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动脑
学到的知识，远比老师的直接讲授更重要，但也需要教师在
课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真正的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我利用高效课堂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以学
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最
终达到教学的目的。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学生接触的
事物少，可利用的资源比如网络资源等很少，致使学生的知
识层面比较低。另外，本课虽然注意到了培养学生的自主能
力，但在某些细节上我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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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失信》是一篇略读课文，讲的是宋庆龄小时候诚实
守信的故事。因为有了前面三篇精读课文打底，我想学生理
解起来应该不成问题，于是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课堂。

成功之处：

三年级刚刚接触略读课文，在初读课问的环节，学生读完课
文之后，我对学生说“同学们都知道这是一篇略读课文”，
在这同时，可以板书略读课文的标记，加深学生的认识。让
学生形成以后看到这个标记就知道这是略读课文，真正了解
略读课文各个方面的特征。

在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的环节时，我先让学生浏览课文，
仔细思考。学生第一次按自己的思路说完之后，我再教给学
生一种概括课文内容的方法：抓住课文中的主要人物以及他
们之间的关系来说一说。这里，说完方法之后，可以先让学
生再进行思考，再说给自己的同桌听听，给学生充分的思考
时间。

不足之处：

上课我按原计划要求学生自读导语部分，明确学习要求，这
一项学生完成得很不错，于是我根据学习目标让同学们自由
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不一会儿就有同学
举起了手，学生站起来回答：“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个星期



天，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二女儿宋
庆龄显得特别高兴。她早就……”他是在读课文了，于是赶
紧婉言让他坐下，学生的确不知道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在班
中并不排除有这样的学生，他们读了课文后，只拣自感兴趣
的说，根本不分重点不重点。学生不能简明扼要的回答出课
文的主要内容。

改进措施：

有些同学读了课文，心中其实很明白讲了一件什么事，但让
他起来讲述时就不能择要点而讲，有些同学他想简要些，但
简要不起来，觉得课文上的话都重要，不能自己概括地讲。
我想大部分学生处于这种状态。这有待于平日里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