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少年梦圆在今朝教学反思优缺点(大
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少年梦圆在今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一

《千年梦圆在今朝》它叙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实现飞离
地球、遨游太空的美好梦想所进行的不断的尝试和追求，重
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广
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神舟五
号”的发射成功, 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
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载人航天的千年梦想终于实现了。
教学时以“神五”发射为突破口，通过课件、品读感受千年
梦圆的激动、自豪，体会千年梦圆在于中国航天工作人员团
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一、创设情境，营造情感氛围。

课伊始，我首先播放了20xx年10月15日上午9时，在我国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神舟五号”飞船升空的视频，身临其
境地感受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学生内心自然而然地升华起
了骄傲、自豪之情。然后让学生说说“此时此刻，你最想对
谁说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的想对杨利伟叔叔说;有的
想对航天工作人员说;有的想对祖国说;有的说:：“我长大了
要当航天工作人员，……”这样一下子就把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调动起来了，营造了很好的情感氛围。

二、理清课文条理，培养学生概括语言文字的能力。



导入课文之后，我再让学生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
通句子，并边读边思考：“中华飞天梦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
的?”学生在交流这一问题时，我充分让学生发言，并注意从
学生语言的表达及内容全面上加以引导，待大多数学生弄明
白之后再请一个中、上等学生加以概括，并要用上“先……
再……接着……然后……最后”等词语，老师这时随机出示
课件。这样不仅帮助学生理清了课文条理，同时也培养了学
生概括语言文字的能力。

三、阅读感悟，培养语感

在研读航天工作者圆梦的艰难历程这一部分时，我引导学生
找出描写航天工作者付出辛勤努力的句子，和同桌讨论自己
的感想，营造自主、合作、平等的良好学习氛围。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通过读读、找找、写写，抓住“一百一十多个”、
“三千多个”体会到参与完成这项工程的单位非常多，工作
人员具有团结合作的精神;抓住一组带有四个“有的人”的排
比句，感受到工作人员的忘我工作、不懈努力、默默奉献的
精神，在语言感悟的基础上进行感情朗读，不仅感受到语言
文字的魅力，而且受到情感的熏陶。

三、不足之处：

1、这篇课文是自读课文，课文篇幅略长，一课时的时间要完
成教学，任务很紧张，留给学生静静思考的时间少，不够充
分，如果时间允许，可引导学生抓住课文语句反复朗读。只
有让学生充分地读，加上自己的生活经验，才能使学生在积
极主动的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2.教学内容和学生有一定的距离，虽然课堂上教师运用了多
种方法，但留存在学生心中的感动还不多，好多学生可能没
感受到千年飞天梦实现时的那种激动之情，学习的热情不够，
教师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还应多做点文章。



3、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关系还没有完全摆正，课堂上
我的话说的过多，学生还有很多想说的想谈的，结果被我扼
杀了。

少年梦圆在今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二

《千年梦圆在今朝》是六年级下册语文第五单元的一篇阅读
课文。第五单元的5篇课文是以“科学精神”为主题编排的。
学习这篇课文，一是让学生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千年梦圆的经过体会到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要
靠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团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
不舍的科学精神；二是学习默读课文、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
学习作者在具体的事实描诉中说明道理的写法。

一、丰富了背景知识，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这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课前发动学生搜集中国以及世界载
人航天飞行的有关资料。 在导入课文的时候通过课件的展示
为孩子们介绍中国在航天事业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调动
学生的情绪，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二．围绕课题质疑，并对学生的疑问进行归类梳理后研读课
文。千年“梦“指的是什么？课文写了什么梦？怎么圆的？
为什么能圆在今朝？学生在研读课文中寻找答案。研读千年
寻梦的过程，感悟炎黄子孙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研读
“神舟五号”的研制过程，如抓住“一百一十多个”、“三
千多个”体会到参与完成这项工程的单位非常多，工作人员
具有团结合作的精神；抓住一组带有四个“有的人”的排比
句，感受到工作人员的忘我工作、不懈努力、默默奉献的精
神。

三、 适当拓展延伸，培养科学精神。文章学习完后，同学们
交流时，让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懂的问题课后去寻求
答案。其间我鼓励学生多角度的提出个性问题。如大部分同



学对我国载人航天飞行的时间和宇航员的姓名、中国航天载
人大事、载人航天工程及载人航天发射场为何选址酒泉等都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要求本课作业为手抄报。从作业看，
主题突出，内容丰实，图文并茂，从而也对学生科学精神的
培养也有积极作用。

少年梦圆在今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三

《千年梦圆在今朝》是一篇内容较为抽象的，离学生生活距
离较远的略读课文。课文叙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
想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今朝得以梦圆。热情地赞扬了中国
航天人热爱祖国、团结合作、默默奉献、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着力凸显了以下亮点：

“生本高效”是这堂课贯穿始终的理念。设计问题是引导学
生探索求知的重要手段，也是导学案设计的关键所在。所以
本课我依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依据学情，精心构建
了“中华民族的载人航天梦想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的？中华
民族圆梦成功,体现了中国航天人怎样的科学精神”的二个主
体问题。通过以上问题链，达到“以问拓思，因问造势”的
效果。让学生通过自主、合作、交流的方式，读文、悟情、
学写法，经历探究问题的思维创造过程，在实现对文本整体
的把握的同时得到情感的熏陶，不断提高语文学习能力，最
终形成语文素养。

本课中我精心设计了有梯度的学案，将知识点细化为习题或
问题的形式，清晰的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依据导学案对
本课要掌握的语文知识可知可感，当堂训练，一课一得。做
到课课清不让学生在学习上欠账，提高了课堂效率，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减负。

“情动而辞发”，开课以“神五”发射视频为突破口，化抽
象为直观形象，旨在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从内心先行涌起
自豪的情愫，为下文的学习作一个铺垫。课堂中也适时适度



地运用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挥出了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辅助
作用，降低了学生理解文本的难度和知识呈现的快捷，增加
了课堂容量。同时，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创设的多元教学情境
也使学生情感得以激发、宣泄。

我还是给了学生相对充分的阅读、思考时间。引导学生抓住
课文重点语句反复朗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始终让读
成为课堂的主旋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勾画、批注、
谈感受”三步走的阅读方法，不仅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
而且受到情感的熏陶。如抓住“一百一十多个”、“三千多
个”两组数字，让学生体会到炎黄飞天梦的实现是因为有着
航天人团结合作的精神。在语言感悟基础上进行的有感情朗
读，学生自然地将中华民族圆了千年飞天梦的骄傲与自豪之
情倾注于了朗朗的书声中。此环节重在引导学生读中理解、
读中感悟、读中体会。

用好教材这个例子，把学生的语文学习从课内引向课外，让
学生在悦读、练笔、综合实践活动中提升语文素养才是语文
教学真正的目的。在这堂课的结尾，我安排了一个美读谈感
受的“拓展阅读”环节，请同学们阅读课后的“阅读链接”
《炎黄飞天梦》，并结合课文说一说自己的感受，进一步深
化了学生对文本情感的感悟。此环节体现了“主题阅读”的
理念，将课外阅读挤进了课内，是对课文学习的有益补充和
总结，也是沟通课内和课外的桥梁。将学生语文学习的触角
引向广阔的天地。

分层的开放性作业设置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更多语文
实践的机会，避免了单一作业枯燥乏味，指向狭窄的弊端。
语文学习就是要把学生引向自主、能动的的语文大课堂。

总之，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课堂中还存在诸如对学
生评价不够多元、小组合作学习不够深入等问题，在以后的
教学中我将再接再厉，不断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且研
且教，不断践行课程改革，时刻享受幸福教育。



少年梦圆在今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四

《千年梦圆在今朝》是一篇内容较为抽象的.，离学生生活距
离较远的略读课文。课文叙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
想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今朝得以梦圆。热情地赞扬了中国
航天人热爱祖国、团结合作、默默奉献、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着力凸显了以下亮点：

“生本高效”是这堂课贯穿始终的理念。设计问题是引导学
生探索求知的重要手段，也是导学案设计的关键所在。所以
本课我依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依据学情，精心构建
了“中华民族的载人航天梦想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的？中华
民族圆梦成功,体现了中国航天人怎样的科学精神”的二个主
体问题。通过以上问题链，达到“以问拓思，因问造势”的
效果。让学生通过自主、合作、交流的方式，读文、悟情、
学写法，经历探究问题的思维创造过程，在实现对文本整体
的把握的同时得到情感的熏陶，不断提高语文学习能力，最
终形成语文素养。

本课中我精心设计了有梯度的学案，将知识点细化为习题或
问题的形式，清晰的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依据导学案对
本课要掌握的语文知识可知可感，当堂训练，一课一得。做
到课课清不让学生在学习上欠账，提高了课堂效率，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减负。

“情动而辞发”，开课以“神五”发射视频为突破口，化抽
象为直观形象，旨在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从内心先行涌起
自豪的情愫，为下文的学习作一个铺垫。课堂中也适时适度
地运用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挥出了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辅助
作用，降低了学生理解文本的难度和知识呈现的快捷，增加
了课堂容量。同时，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创设的多元教学情境
也使学生情感得以激发、宣泄。

我还是给了学生相对充分的阅读、思考时间。引导学生抓住



课文重点语句反复朗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析，始终让读
成为课堂的主旋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勾画、批注、
谈感受”三步走的阅读方法，不仅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
而且受到情感的熏陶。如抓住“一百一十多个”、“三千多
个”两组数字，让学生体会到炎黄飞天梦的实现是因为有着
航天人团结合作的精神。在语言感悟基础上进行的有感情朗
读，学生自然地将中华民族圆了千年飞天梦的骄傲与自豪之
情倾注于了朗朗的书声中。此环节重在引导学生读中理解、
读中感悟、读中体会。

用好教材这个例子，把学生的语文学习从课内引向课外，让
学生在悦读、练笔、综合实践活动中提升语文素养才是语文
教学真正的目的。在这堂课的结尾，我安排了一个美读谈感
受的“拓展阅读”环节，请同学们阅读课后的“阅读链接”
《炎黄飞天梦》，并结合课文说一说自己的感受，进一步深
化了学生对文本情感的感悟。此环节体现了“主题阅读”的
理念，将课外阅读挤进了课内，是对课文学习的有益补充和
总结，也是沟通课内和课外的桥梁。将学生语文学习的触角
引向广阔的天地。

分层的开放性作业设置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更多语文
实践的机会，避免了单一作业枯燥乏味，指向狭窄的弊端。
语文学习就是要把学生引向自主、能动的的语文大课堂。

总之，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课堂中还存在诸如对学
生评价不够多元、小组合作学习不够深入等问题，在以后的
教学中我将再接再厉，不断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且研
且教，不断践行课程改革，时刻享受幸福教育。

少年梦圆在今朝教学反思优缺点篇五

《千年梦圆在今朝》它叙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实现飞离
地球、遨游太空的美好梦想所进行的.不断的尝试和追求，重
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广



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官兵的共同努力下，“神舟五
号”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
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载人航天的千年梦想终于实现了。教学
时以“神五”发射为突破口，通过课件、品读感受千年梦圆
的激动、自豪，体会千年梦圆在于中国航天工作人员团结合
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下面我谈谈课堂上我成功的一些操作：

1．课前让学生先进行前置性学习，了解“神舟五号”以及航
天事业的艰苦例子。为学生理解航天工作人员的艰辛作铺垫。

2．我在课题上做一个铺垫，谈话揭题后,我要求学生快速默
读课文，用“﹏﹏”划出能解释课题的句子，交流时抓
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几代人的执著追求，以及数十
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奋斗，终于在今天变成了美好的现
实。”引导学生交流，弄明白“千年梦”和“圆在今朝”各
指什么。在明白了课题的情况下，引导学生带着感情来读课
题，营造了情感氛围，激发学生的情感。

3．学生朗读课文时，要他们思考文章的文体。它是一篇科普
文章,要学生懂得判断。科普文章写法上与其他文体的不同之
处。

４．在研读了航天工作者圆梦的艰难历程和体会了航天工作
者团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后，
请学生观看“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视频，身临其境地感受
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学生内心自然而然地升华起了骄傲、
自豪之情。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阅读《炎黄飞天梦》来加
深感情。不足之处：

1．这篇课文是略读课文，课文篇幅很长，一课时的时间要完
成教学，任务很紧张，留给学生静静思考的时间少，不够充
分，如果时间允许，可引导学生抓住课文语句反复朗读。只



有让学生充分地读，加上自己的生活经验，减少一些不必要
的分析，才能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
验。

2．教学内容和学生有一定的距离，虽然课堂上教师运用了多
种方法，但留存在学生心中的感动还不多，好多学生可能没
感受到千年飞天梦实现时的那种激动之情，学习的热情不高，
教师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还应多做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