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如何情境创设在课堂教学中(汇总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如何情境创设在课堂教学中篇一

《黄河是怎样变化的》是一篇阅读课文，这正是培养学生自
学能力的'好机会，于是，我设计了三个大问题，贯穿全文。

这三个问题是：

1、黄河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2、黄河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3、怎样治理黄河呢？

学生们通过充分的阅读，认真的讨论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整个过程中既锻炼了他们归纳的能力，也锻炼了他们的表
达能力，更培养了他们自学能力，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如何情境创设在课堂教学中篇二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介绍了黄河变化的过程、变化的
原因及其治理的方案，告诉人们要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
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叶圣陶先生提出“就教学而言，
精读是主体，略读是补充；略读指导却需要提纲挈领，期其
自得。”



教学本课时，我让学生阅读阅读提示的内容，并标出提示的
要求。很快学生就找到了学习这篇课文的引领全文学习的思
考题：

1、这篇课文又给了我们怎样的提示？

2、说说黄河发生了哪些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引导学生总结那就是“变化”。出示屏幕：变化前是
什么样的？变化后是什么样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治
理黄河？带着这些问题让学生自读课文。

在学生的交流中发现，学生找出有关语句并不难，而要真正
理解则需要教师适当的点拨引导。于是在感悟黄河是“摇
篮”方面，我通过图片让学生感受到黄河曾经的美并把自己
的感悟以朗读表现出来；在理解“祸河”方面，引导他们理解
“悬河”“沉积”等词语和抓住一系列数字感受到黄河给两
岸人民带来的苦难；在黄河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二———人为
原因方面，让学生通过老师的板书形成恶性循环链加以理解；
在讲“治理方案”时，我重点补充了森林的作用及我国的三
北防护林带的作用，使学生加深了对植树造林的重要性的认
识，还让学生说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然后链接资料袋的内
容以及与身边的珠江和火炉山联系起来，引发生活的体验，
激发内心的情感，把抽象的环保意识转变为实在的环保行为。
通过以上的教学，学生了解了黄河的现状，知道保护大自然
的重要性，同时也调动了他们参与到“保护母亲河的行动”
中来，献计献策，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最后结合说明文的
特点渗透写作方法，培养写作能力，“列数字”、“打比
方”、“作比较”是说明文常用的几种表达方法，说明这种
写作方法的优点，以使今后学生在写说明文时也能够会运用
这几种写作方法，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本篇文章的教学，虽然有成功之处，但也存在许多不足。我
在某些环节还是放不开手，使学生无法尽情在课堂中展示自
己。



如何情境创设在课堂教学中篇三

《黄河是怎样变化的》一课介绍了黄河变化的原因及演变的
过程，告诉人们要保护好环境，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这是一篇半独立阅读性质的课文（略读），那天在舟山，特
级老师赖正清说，略读课文应该放手让学生自学，让学生学
得轻松，学得愉快。但是，黄河对于我们这里的孩子来说，
又是陌生的，他们根本没见过黄河的雄伟气魄，也没有看过
泥沙翻卷的惊人气势。

怎样让孩子在熟悉课文背景的情况下自主地学习呢？虽然我
知道学生家里一没有电脑，二没有课外书籍，他们不可能找
到什么课外的资料，但为了让他们加深对黄河的了解，也只
能试试了。于是我利用自己外出的这段时间，让孩子们去找
有关黄河的信息。

没想到，学生能从作文书上找到一些我也要介绍的资料。于
是这样也丰富了背景材料，又合理地让学生的交流代替老师
的介绍，因为他们的资料不多，所以没有耽误多少上课的时
间。

在本教学设计中，为了增加学生的具体感知，还是播放了一
组黄河以前和后来变化的图片，加上教师详细的介绍，让学
生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进行感受黄河为什么会由母亲河变
成祸河呢？一下子把学生带入了课文的意境之中，不仅激发
了学生阅读的兴趣，还让学生受到了情感的熏陶。又丰富了
课文内容，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是略读课文，在设计教学时，我决定让学生自己提问，再针
对问题展开学习。所以在出示题目后，让孩子们提出问题。

总结归纳这么几个：1、黄河变化的原因；2、变化的前后有
什么不同？3、怎样才能制止其变化？（治理方案）



提出问题后，就让他们根据问题初读课文，想想课文讲了一
件什么事？然后根据问题自己选择学习。

每个学生都有发现探究的天性，培养学生发现能力和探究能
力，是阅读教学的主要方面，发现探究源于对事物的好奇，
源于问题，因为前面问题的提出，于是在教学时就注意引导
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探究贯穿于阅读教学的全过程。

由于让他们选择问题的探究，他们有的选择黄河变化前后的
模样，这样就理顺了黄河由“摇篮”变为“祸河”的两段语
言，比较朗读，感悟变化之大。

有的选择黄河变化的原因，课文里面有俩，让学生在课文朗
读的基础上进行归纳，从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知道了黄河变化的原因，我为了加深孩子们对这样的危害的
认识，就再次从课文中找出几组数据，读读、说说哪组让你
惊心动魄？进一步的感受到了黄河变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忧患。

那么，面对这样、那样造成黄河变化的原因，你有什么好的
方法加以治理吗？请你写下来。（小练笔）

学生在交流之后也是从植树、保护、宣传和管理上进行治理，
但是没有写到兴修水利，老师补充帮助认识。

有了这样的交流，我再次让他们去读文本内容，孩子们发现：
原来我们想的就是研究院的叔叔阿姨想的呀，孩子们兴奋了，
朗读的劲头也足了。

我在最后就结合刚才的几种办法，让孩子们理解了“数管齐
下”的意思。



如何情境创设在课堂教学中篇四

本课比较难理解，如果光靠课前预习是不够的，学生在没有
读懂课文的情况下老师很难教学，所以我安排了两个课时。
在教学前，我预想男孩子会比较感兴趣，女孩子可能积极性
不高，所以我尽量设计更多有趣的情景让学生融入到课本中。
在自由读，指名读，齐读等多种形式下，学生大致已经对课
文比较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黄河发生了什么变化？
学生很容易在文中找出相关段落或句子，找出后读一读，说
说你的理解。学生虽然对黄河比较陌生，可是如果能将学生
身边的.河湖以及生存条件联系起来，引发生活的体验，激发
起内心的情感，把抽象的环保意识转变为实在的环保行为。

另外，本课关于河流方面的专业术语较多，教师要准确理解，
如：流域（一个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流过的所有地区）、河道
（河水流经的路线）、悬河（河床高于地面，远远看去就像
悬挂在半空中）学生如果存在疑问，可以与老师、同学交流，
在理解了这些专业术语后，学生学起来就会容易许多。

如何情境创设在课堂教学中篇五

略读课文具有较明显的独立阅读的性质。主要是引导学生把
从精读课文中学到的语文基本功，用于阅读实践，逐步培养
阅读独立能力。”“略读课文的教学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
从内容上说，理解课文的要求要低于精度课文的教学，一般
只要抓住重点、难点帮助学生理解，理解词句不作为训练的
重点。二是从方法上说，教师要更加放手，主要靠学生自己
把课文读懂，并在读中掌握读书方法，提高阅读能
力。”“略读课文教学的大体步骤是：先由学生参照“阅读
提示”独立阅读、思考，然后教师根据学生的自学情况，抓
住一两个重点或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引导全班学生讨论、交
流，还可以用指名朗读的方式，检查读书的效果。”由此可
见，编者安排略读课文的教学，目的之一是要我们训练学生
略读的能力，不要求咬文嚼字，只要求“粗知课文大意”；



目的之二是让我们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自己把课文读
懂，在实践中掌握读书方法。教学略读课文时，教师就要注
意抓整体、抓关键，每一步教学都以问题开路，每一步教学
都应以读为基础，做到读、思、练相结合。

其课堂核心：师生交融体现活力，体现学习内容与师生的生
命力

其教学特点：粗放结合，以读引读，以读促思

其课堂教学理念：以读促思

其课堂教学模式：独立阅读 合作交流 互动评价 拓展升华

其教学策略运用：生成型教学策略大于替代型教学策略

《黄河是怎样变化的》是一篇四年级语文下册略读阅读课文，
从上述略读阅读教学的要求，对照教师的课堂实践，作如下
思考：

一、激发学习情感，唤起学生学习的需要

二、提出核心问题，诱发学生阅读的必要

你知道很早很早以前（昔日）的黄河是怎样的？促进学生阅读
（非读课文不可），从而解决问题。

后来的黄河又怎样呢？（再读不可）了解“变化”。

这样的黄河怎么来的？这样的黄河给人民生活带来什么？
（再读才行）深入了解“变化。

多灾多难的黄河，我们该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不读不
行）设法思考“如何改变。



如今的黄河你知道是怎样的？（怎么读也不行）资料拓展，
诱发学生阅读思考的愿景，体会“母亲河”的美丽而富饶，
文明和伟大。从而达到“写”的目的。

三、阅读交流评价，提高学生阅读的能力

独立阅读，了解黄河“变化”的过程。人类发祥地、摇
篮——灾难不断、祸河——设法治理——美丽富饶、旅游圣
地、母亲河。达到：“读中感悟”。

交流评价，萌发学生对黄河“变化”的情感。达到：“读中
升华”。

拓展升华，一是资料介绍；二是以“如今的黄河、我心中的
黄河”为题，让学生诉说衷肠，并把所思、所想写下来。

以上思考，基于略读阅读的教学要求，基于生命学习的需要，
基于课堂教学建模而思考的。这样，也许活力课堂、魅力课
堂与生命课堂就能诞生。

“马后炮”之言，权当交流。目的：一石激起千层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