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船长技巧心得 船长教学反思(大全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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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技巧心得篇一

在9月16日，我们六备举行了一次网络集体备课，并形成了集
体教案，我就利用这教案，在9月21日下午，上了一节示范课，
现在把上这课的一些反思与感受写下来。

集体形成认为的教案还是个大框架，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
骤都还有很大的“空白”，这需要每个实施者去补充，去创
新，去发展，去让它有血有肉，丰满。这处理这个教案时，
我本着以下几个原则：

1、真真实实地本着“倡简，务本，求实，有度”的南京培训
会之精神，引领自己处理好教案，上好这节课。

2、始终注意着走简洁高效之路了，突出语文的语言性，用语
言独有的魅力去熏陶学生，感动学生，形成丰富的语感。始
终注意着让语言产生魅力，有乐趣，让学生乐于品味语言，
感受语言。还要善于从语言中品味到人文思想。

3、教学中强调“对话”。在课堂中，师生对话也比较重要，
只有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话，才能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
只有通过有效的对话才能引领学生一步一步走入到文本的深
层，感知到文本的思路，学生到文本的精神内涵。所以在课
堂中一来一去的简短有力对话是确少不了的。



1、从各位听课老师的反映，效果还是可以的。注意抓住了重
点语言(前两次的命令)，引导学生尽可能入情入境地朗读，
并从朗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出船长的伟大。

2、我的导入一环节较好，在导入时，我用前两节作为导入语
言，第一节稍加改编，用口述的方式。第二节用录音的方式
放给学生听，因为录音的效果特别好，特别容易引导学生进
入境界。当第二节的录音放完后，然后说“我们的故事就从
这而开始……”，接着就直接进入课文的第二部分教学。对
于一二两节在教学第一个命令时，调用了描写乱的情景。除
此就没有让学生直接读，否则会产生面面俱到，凌乱的感觉。

3、学生读书比较到位，能读得确确实实地带上个人的情感，
有感染力。特别是船长的那些简短有力的对话，我采取开火
车读，效果比分角色读更好，这样更能再现那时的乱的情境。

1、本课的小节很多，由于一环节扣一环节，所以需要的过渡
语言就非常多，这是上课的一个难点，我感觉这方面我还没
有完全磨合好自己的衔接过渡语言。

2、每个学生读书都有不同的特点，这有一定的随意性，在课
堂上，我并没有处理好对学生读书的评价。感觉自己的评价
语言还不够有针对性，准确性，感染性。在以后的教学中，
还应多注意训练这一基本功。

3、由于集体产生的共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是很出色
的教案，可是这需要实施者完全把它融化成自己的语言，这
是有一定难度的。在上课时，自己还无法摆脱看教案，看步
骤。所以自己的目光于学生交流的机会肯定就会少，这样，
就不利于突出“以人为本”。在以后的教学中，还应注意，
教案应烂记于心，在上课的时候应把更多的精神集中到学生
的身上。

在处理以下深化题目时，有点小争议：“（自由选择下题中



的任一个角色）

a一位得救的怀抱婴儿的妇女说：船长啊，船长，…………

b还是个孩子的水手克莱芒说：船长啊，船长，…………”我
们班有个同学说：“……你真不该死呀……”这个问题提得
好，我随势追问：“到底该不该死？船长能不能不死？”

学生1答：“恐怕他怕时间不够，小艇上人太多，他为了其他
人的脱险，就随着轮船沉入深渊了。”对于这个问题，也能
突出船长的伟大精神，可我以为与事实有点违背，就含糊一
带而过，没有进行深化。而其他的老师认为得深化一下。

学生2答：“船在人在，船已经不在了，船长认为自己活着就
没有价值了。”(类似这样说)针对这个回答，我感觉能深化
主题，所以就深化处理一下。可听课教师觉得仍不够深入，
并且希望能再引入其他的相关资料。由于目前的语文教学提倡
“倡简、求本、务实，有度”，再加上课文的语言文字较多，
内涵较深，所以就没敢引入其他的材料，怕占用过多的课堂
时间，使本有的任务完成不了。

我感觉原来的共案已经不错了，所以新的教案与原案变化不
大。我就大致说一说需要修补的地方。

1、导入部分就用前两节作为导入语言，第一节稍加改编，用
口述的方式。第二节用录音的方式放给学生听，因为录音的
效果特别好，特别容易引导学生进入境界。当第二节的录音
放完后，然后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而开始……”，接着就
直接进入课文的第二部分教学。

2、在引导学生读那段对话部分，先让学生自己练读，再采用
开火车读，即一个接着一个去读，读完一遍后，教师采取总
结指导方式，让他们再这样读一次，这样的效果很好，能较
好地再现当时的场面，比分角色要好得多，建议大家采取。



3、最后两段教学时，建议大家先采用放录音方式，让大家先
听，因为听这录音后确实能让学生感动。然后再引导他们读
效果就更好。

4、对于最后一个“布置作业”部分，我们可以让学生选自己
最喜欢的一小节去有感情读，有感情背。但对于这个环节，
如何时间不够，也就算了。

船长技巧心得篇二

“哈尔威船长的一生都要求自己要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
面对死亡，他又一次运用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课文学到
这里，教室里静悄悄的，船长的英雄行为震撼了同学们的心
灵。

在学生想象写话时，周炳说道：“船在人在，船亡人亡，作
为一名船长，哈尔威不能离开自己的船，这是船长的职
守……”同学们纷纷表示赞同。

哈尔威完全有机会逃生，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作为船长，他
必须选择死亡。“人在船在，船亡人亡”，哈尔威是在用自
己的生命捍卫船长的尊严，教材之所以用《船长》为题，而
不用《“诺曼底号”遇难记》为题，我想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吧。所以，当每一次海难，我们就会目睹一个船长的尊严，
目睹船长这个职业的尊严。在海难面前，几乎每一个船长都
会选择与船同存亡。“泰坦尼克”的史密斯这样做了，“诺
曼底”号的哈尔威又一次这样做了。哈尔威成为了英雄，他
成为英雄其实很简单，只是“运用了他船长的权利”。作为
船长，哈尔威必须选择死亡。那么，到底是他的什么精神值
得我们肃然起敬呢？我想，应该在那么几个字眼上：忠于职
守，履行做人之道。

忠于职守，做人之道，看起来平常，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
难。在利益面前，特别在死亡面前，更是能够考验一个人的



敬业精神和为人之道。我们的社会，最需要弘扬的应该是这
样的精神。我想，这才是我们所需要在这篇课文挖掘与学习
的东西。

船长技巧心得篇三

教学本文已经多次，这次有学生提出了质疑：“船长为什么
与船一起沉入深渊？”老实说，每次教这课，我也有这样的
疑问，只是没有同学质疑，我也就不想深究，怕学生会觉得
哈尔威牺牲没啥必要。但这次不同，有学生问：船长为什么
要与船一起沉入大海？我觉得船长的牺牲是没有必要的，他
完全有机会逃生。如果我们从课文文字上来看，20分钟逃生
的时间够了，而且船上其他船员都与乘客一起安全撤离了，
按说船长也完全可以撤退。此时的我，真有些担心，怕讲不
好会影响学生对于雨果笔下的这位英雄船长给他们留下的高
大形象。但是事实是：article/我们真不能小看了我们的学生，
绳伟同学很快举手：“我想哈尔威船长和诺曼底号之间有深
厚的感情，我想从这艘船诞生起，船长就和它在一起。在船
长心里，它是战友，是亲兄弟。所以他才会选择和船一起沉
入海底。”宋思雯说：“在哈尔威船长心中，船长就应该与
船共存亡，他是不会抛弃诺曼底号独自逃生的，表现他忠职
守。”学生的回答真精彩！

由此看来，我们的学生并不是一无所知，也并不是什么事都
要我们老师、家长越俎代庖的。他们脑子灵活，求知欲旺盛，
接受新事物比我们快，好记性更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望尘莫及
的。因此，我们做教师的，一定不能再用老眼光来审视学生，
因为今天的小学生真的不容“小看”。我们要与时俱进，用
现代的眼光，依据现代的心理学、教育学规律来走进学生的
心灵，了解他们，研究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对
症下药，开辟新的教育捷径，少走弯路，更好地为我们的教
育教学服务。



船长技巧心得篇四

1、通过朗读、感悟课文片断的训练，感受哈尔威船长忠于职
守、舍己为人的精神。

2、学习课文通过人物语言和神态的描写来表现人物品质的写
法。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片断，“哈尔威船
长巍然屹立在他的船长岗位上……他又一次运用了成为一名
英雄的权利。”

制作电子幻灯片。

一、复习检查

1、读题：《船长》，船长的名字叫——（板书：哈尔威。）

2、课文围绕哈尔威船长叙述了怎样的一件事？

3、我们按事情发展顺序把这件事分成了三段，小标题分别
是—

（板书：遇险、自救、殉职）

渡：多么伟大的船长啊，今天，我们要仔细研读课文，走近
这位英雄。

二、学习课文最后一节。

1、快速浏览课文，用书上是一段话来评价：哈尔威是个怎样
的人？

2、出示幻灯：“哈尔威船长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



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一次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
”

（1）用自己的话说说 “忠于职守” 是什么意思？

（2）“做人之道” 又是什么意思？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知
道哪些“做人之道”？

（3）给“他又一次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缩句。

4、带着敬佩、赞美的语气齐读这段话。

过渡：课文怎样具体写他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的?让我们
先来看看灾难是怎样发生的？

二、学习课文第一段。

1、用你喜欢的方式读第一段，思考：你从第一段中读懂了什
么？读不懂的地方打个问号。

2、交流。

过渡：在这万分紧急、人们又惊慌失措的时候，哈尔威船长
是怎么做的?

三、学习课文第二、三段。

1、出示幻灯。

自习要求：

（1）快速读第二段，船长先后下达了哪些命令？在书上标好
序号？

（2）同桌交流：这些命令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达了的?从



中你体会到了他的哪些品质?

2、全班交流：

（1） 谁来读读第一次下达的命令？

“吼”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吼？他吼了什么？指导朗读。

从这里你体会了哈尔威船长的什么品质？

（2）第二次哈尔威船长又下了什么命令？

这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达的命令？

我觉得这里船长真够狠心的，居然下令可以开枪。你认为呢？

人们有没有理解船长的良苦用心？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出示“大家沉默了……”“伟大的灵魂”其实就是船长的什
么精神？

（3） 引读：此时此刻，哈尔威巍然屹立在……）（出示幻
灯）

指导看图：看，插图上的哈尔威形象是——神态是——是—
（积累运用词汇：镇定自若、不慌不忙、沉着冷静）

（5） 引读：“第20分钟到了，轮船沉没了，船头先下去，
很快船尾也浸没了。船长哈尔威屹立在舰桥上——”

读了这一段，你有什么问题吗？

引导学生体会“徐徐沉入大海”的“徐徐”表现了人们悲痛
的心情。



3、总结：这真是一个忠于职守、舍己为人的英雄啊。

四、扩展。

我想对船长的老母亲说——

我想对船长的妻子说——

我想对船长的儿子说——

选择其中 的一个话题先说一说，再写下来。

五、作业：

背诵：“哈尔威船长巍然屹立在他的船长岗位上……他又一
次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

遇险

忠于职守

6、船长 自救

舍己为人

殉职

船长技巧心得篇五

教学感悟：

一、深入钻研教材，真正吃透教材。

课文是英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船长》，讲述的是一个动
人的故事：1870年3月17日的夜晚，由于“玛丽”号巨轮的突



然撞击，“诺曼底”号轮船的船身被撞开了一个大口子，船
上的乘客无不惊惶失措，争相逃命，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船长哈尔威挺身而出，沉着镇定地指挥全体人员有条不紊地
撤离，而自己却以身殉职，与轮船一起沉入大海。反复读了
几遍课文，我有三点想法：其一，既是小说，就应该把教学
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感知哈尔威船长这一形象上，通过品读课
文感受人物的高贵品质。其二，文章最后说：他又一次运用
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这是作者对船长的评价，也是对后
人的期盼。如何让学生认识英雄的本质，在心中与作者产生
共鸣，这是教学的难点。其三，怎样在强调人文性的同时不
偏废工具性，对学生进行扎实的语言文字训练，是我在教学
前重点思考的三个方面。

二、将朗读感悟和品味赏析相结合。

整堂课我把船长形象的剖析作为本课的教学重点，从以下三
个方面着手，引导学生读书探究：第一，感悟内容，探究内
涵，发觉文本的深层含义。诸如船长下达命令的顺序，与船
员们对话的用意，把自己置身于度外。第二，品味语言，赏
析写法，领悟语言的奥妙，如对“吼”字的品悟，对船长和
船员们对话的赏析等。特别是对“对话”的描写，训练的着
力点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写法的赏析上，通过比较，不仅
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当时情况的紧急，船长的镇定，还领悟到
“对话”描写的奥妙和技巧，有助于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
提高。第三、重视读书训练，以读促悟，读中见悟。通
过“默读”，读进文字里去，想象当时的情景，通过朗读，
读出了“文字背后的力量与威严！”

三、将人文性和工具性相整合。

关于写作特色的教学，近30年来，慢慢地被淡化了下来，然
而，《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
生“领悟”和“了解”“表达方法”。所以在教学的第三环
节上我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是引导学生通过讨



论比较，领悟课文结尾安排的艺术效果，从中感受到“悲剧
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二是引导学生领悟选材的高
妙，“一件事写尽一生”“最后的20分钟把他（船长）一生
的品质都写出来了；三是通过“现身说法”，三读船长的三
次不同收获，使学生明白“不同时期读同一篇文章可能就会
有不同的收获与发现”。老师的这个尝试，与传统的“写作
特色教学”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教学的目的不同，即由传
统的写作知识教学转向了训练综合的阅读能力，使学生在这
样的学习中提高阅读“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
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课标”所倡导的表达方法教学，
绝不是单传的“工具性”训练，而是工具性和人文性整合训
练的最佳途径，是对教材中工具性和人文性教学资源最充分
的挖掘。

教学遗憾：

1、小说中雨果的高明之处就是借助船毁将倾，人们极度慌乱
的境况，来凸现船长的崇高形象。考虑到整堂课的时间关系，
我在处理第二小节时过快了点，未能让学生真正感受到那场
灾难的严重性和人们的极度恐慌。

2、今天课堂上发言的人算是比平时多了些，但发言的面还不
是很广，如何调动全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每个学生都投
入教与学的过程中，还需进一步努力。

3、尽管在引导学生课外阅读方面作了尝试和努力，但真正的
落实还要在课后去花功夫。如何引导学生大量进行课外阅读，
进行有效的阅读，丰富学生文化知识，丰厚学生文化底蕴，
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还须多想办法。

《船长》教学反思

语文教学上的难点直接影响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教
师在教学中应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突破难点，优化课堂教



学，这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而难点如磐石，我在教
学过程中认真钻研教材之余，将难点进行分流，采用分层次
击碎难点法。学生们加深了对重点，难点内容的理解，达到
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好效果。

就以我所教《船长》一文为例来说，我考虑到学生课前有了
一系列的知识作奠基，我教学时直奔中心，尔后分几个层次
进行逐层突破这一教学难点。

突破难点层次一：谈话引出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哈尔威船
长是个怎样的人？

第一次照应：哈尔威船长一生……英雄的权利。

引导学生关注关键词，指名用自己的话初步说说“忠于职
守”、“做人之道”的意思。怎样理解句中的“又”？在引
导学生理解与朗读中初步感受船长的人性之美丽。

突破难点层次二：课文怎样具体写他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
道的？以此辐射全篇，带动全文的学习。

预设1：客轮遇险以后，船长想到的是60个人的安全，惟独没
有想自己，这60与1的对比，揭示了他忘我的品质。在人们混
乱时，船长站在指挥台上，“威严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呼号和
嘈杂”，两处对比，突出了船长的镇定自若，临危不慌。我
顺势点明：多好的船长啊，在紧急关头他仍然忠于职守，仍
然履行着做人之道。接着，提升学生的朗读层次：“让我们
一起再来读读这段话，相信你会比刚才读得更好。”第二次
照应：“一生都要求自己……一名英雄的权利”。

及时小结过渡：他是一位普通的船长，他更是一位出色的指
挥家。在过渡语中为后面理解“哈尔威巍然屹立在他的船长
岗位上，指挥着，控制着，领导着大家。”一句降低难度而
服务。



预设2：客轮遇险后，哈尔威船长“大声吼道”，“简短有力
的对话”，“指挥着，控制着，领导着”，下达着命令，一
切都在听从他的调遣。我借用多媒体的声像，引导学生合作
读这段简短有力的对话，共同感受船长那坚不可摧的意志。
在这伟大的灵魂面前，灾难也望而却步！，紧扣够了感受船
长临危不乱，镇定自若，文中人物的崇高精神无不震撼学生
的心灵。此时，我进而顺势引导：这一切，都得感谢我
们“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的好船长啊。再来读读这段
话，相信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在缓缓地引导中逐步提升朗读
的层次，使船长这一光辉形象日益丰满。引导学生第三次照
应：“一生都要求自己……一名英雄的权利”。过渡：他是
一位普通的船长，他更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家。过渡语言中更
好地兼顾到与上文的统一性。

预设3：危急中还不忘抢救见习水手克莱芒，突出了人物果断、
坚决的性格。从这里更可以看出船长他关心孩子，他忠于职
守，履行做人之道。这里仅作略处理。

他不仅仅是个指挥者，也不仅仅是个控制者，他是这场灾难，
乃至这场生死搏斗的领导者啊！

突破难点层次三：运用特写镜头，展现人物形象，升华情感，
掀起高潮。“船长哈尔威屹立在舰桥上；一个手势也没有做，
一句话也没有说，随着轮船一起沉人了深渊。”学生应和着
舒缓的音乐，欣赏着船长沉入深渊动态画面，聆听着我声情
并茂的朗读，感受着“忠于职守”的美丽……我顺势推波助
澜：让我们怀着敬仰激动的心情再次感受一位英雄的做人准
则。回环照应：哈尔威船长……一名英雄的权利。最终在深
情的呼唤中情感达到顶峰。哈尔威船长没有豪言壮语，他犹
如一座丰碑屹立在船头，他那高大的英雄形象永远在学生心
中定格。

自我感觉这种循环回复、一咏三叹的教学方法很利于突破难
点，学生对船长的敬畏之情在一次次与文本的 交流中得到升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