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阿里山记行教案 地心游记教学反
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
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阿里山记行教案篇一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地心游记》。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叙述了地心探险的全过程，作者以
紧张，快速的手法写了主人公们的艰险经历和种种奇观。第
三部分和第一部分的阴沉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们
在经历了地狱般的旅程之后，突然回到了阳光明媚、泉水清
澈、鲜果丰美的天堂。整篇小说就像凡尔纳以后的所有作品
一样，不仅文笔流畅、情节波澜起伏，而且有着浪漫而合乎
科学的非凡想象力，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幻想世界。
我在读这篇小说时，就好象亲自经历了一次探索地心的冒险，
随着主人公的命运而为他们的勇敢和互帮互谅的精神而折服。
在跟随这本书历险的同时，我知道了许多有关地层结构及考
古学的知识。但我认为，地心没有另一个世界，只有岩浆和
炽热的地核，因为地心的温度让人无法忍受，所以动植物不
可以生存。科学的真理总是从幻想开始，展开想象的翅膀，
坚定自己的信念，将智慧与勇气结合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成
功。这本书语言幽默，情节扣人心弦。

我认为最惊心动魄的是第三十五章。本章讲述向导汉斯、阿
克赛尔和李登布洛克教授在离地心不远的地下河遇到了风暴，
大风把他们的小船吹得差点沉下河。后来，一个火球袭击了
他们，这个带电的火球落下后，将木筏上所有的铁器都磁化
了。书中写道：“仪器和武器颤动着、碰击着，发出尖利的
声音。我的鞋钉和一块嵌入木头的铁板牢牢地吸在一起。难



怪我无法收回我的脚。”“半白半蓝的火球如同一刻直径10
英寸的巨大炸弹，慢慢的移动着，在风暴的抽打下急速旋转。
它朝我们来了，它爬上木筏的骨架，然后跳到食品包上，然
后又轻轻飘下，一个反弹，掠过火药箱。多么恐怖!我们都要
被炸上天了。”凡尔纳是一位敢于坚持科学真理的勇士，更
是一位善于刻画人物的文学大师。

《地心游记》果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阿里山记行教案篇二

本次我教学的课题是冀教版小学美术教材第八册《地心游记》
一课，这一课属于造型表现的学习领域。目的是要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凡是人能够想象到的事情，总有人最终能够实现它”，这是
《地心游记》的作者儒勒.凡尔纳的一句名言。科学幻想一直
是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幻想和真正的
科学设想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幻想也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为根
据，它不是空想，也不是神话。本课涉及的“地心”是一个
未知的世界，是一个神秘、未知、遥远的地球的中心，正因
为它的未知性，所以才给学生自由想象的空间。因为它的神
秘性，学生才会学的有兴趣。因此才会乐于去谈论它、描绘
它，也乐于把自己想象中的地心大胆呈现出来，更希望它变
成自己想象中的现实，创作的欲望和情感也会油然而生。在
教学中，要重点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他们打开
思路，把“地心”的神奇与自己想象中的`人物、动物、环境
联系到一起，从而创作出特有的“地心世界”。

课前我搜集了《地心游记》科幻片的视频，利用视频将学生
带进一个想象的世界，适时的提出问题：他们会看到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展开讨论，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在科学
的幻想中自由的翱翔。这部分我觉得学生的想象力还是比较
丰富的，只是在语言的表达上还是需要多加练习。平时上课



的时候让学生多讨论，多给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

课前我还搜集了有关地球构造方面的资料，让学生对于地心
的知识做一个简单的了解。但这部分内容不是作为重点去讲
解，关键这是美术课不是地理课，美术课的讲解需要一定的
地理知识做铺垫，但它更需要一个美的形式承载这些知识，
去表达他们的幻想和美好的愿望，把握好与其他学科知识间
的关系。让学生初步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

运用古代生物化石和奇妙的景观引发学生在心里上比较古代
生物和现代生物的区别，为了创造想象中的地下生物打下一
个坚实的基础。有的学生还是有局限性，不敢大胆的表现，
创作出的作品总是贴近生活。

教材从儿童特点出发，以插图的形式营造出神秘的气氛，引
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学生作品想象力丰富，个性突出。特别
是在表现手法上有线描的形式，小作者利用线条的不同组合
勾画出丰富的地心世界。有的利用油画棒浓郁的色彩表达出
地心的绚丽神奇。蜡笔刮画的表现手法以大面积的黑色覆盖
画面，更是很好地营造出神秘的氛围。这些作品各具特色，
目的是抛砖引玉，教师可以启发学生采取自己更喜欢的，更
利于表现内心感受的表现形式。本课我让学生利用了油画棒
和线描的形式，有点单一，限制了学生的发展。

从评价上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和评价学生们的作品。
可以通过自评、学生互评、教师总评等方式进行。作品的优
劣不要做过多的关注，要去关注他们的创作思维和创作过程，
要给每个孩子发表观点的机会。

关于想象画的创作我一直认为需要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学生
的画面组织能力还是不够，有的同学在构图上还是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说：主体物不突出、构图不饱满、用色问题等等。

最后我用一个地质学家的话总结这节课：人只有能够想的到



才能做的到，你连想都想不到就不可能做到。你不要认为自
己作不到。紧扣主题，目的是告诉学生科学想象的重要性。
平时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大胆的想象 。

阿里山记行教案篇三

本文是选读课文,主要讲山里来了一个妖怪,打破人们的幸福
生活。花珊决心除掉妖怪,她勤练本领,含泪告别母亲,勇敢地
除掉了妖怪,因为武夷山断裂为两部分,花珊和妈妈分别,唯有
在武夷山和阿里山上互相遥望,最后妈妈变成了石头,花珊变
成了思母树。

遗憾与不足：

1、归纳本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学生没有达到用简练而清
楚的语言归纳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是由于我引导不到位,当
发现学生无法用简练的语言进行归纳,心中只想到教学进度,
没有俯下身,教给学生归纳的`方法。我们八单元的发现中教
给的方法——段意串联法,引领学生进行归纳。比如,俯下身,
让学生用几个简单的词语——苦练本领、泪别母亲、勇除妖
怪、变成桧树,归纳每部分的内容,然后再行归纳,那学生就有
所提升。

2、因在教学设计没有充分预设学生通过预习已经能基本掌握
文章的梗概,在教学中重复让学生再读课文浪费了宝贵了时间。
以及,自己的语文基本功不扎实,把握课堂的能力不够,课堂教
学不紧凑等原因,造成没有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临时放弃
了欣赏没有缩减前中精彩段落的设计,将想象花珊练本领的写
话练习变成了说话训练。

阿里山记行教案篇四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之一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
它是一部将知识巧妙地穿插于小说情节，让读者在轻松的阅



读中学到丰富科学知识，并从中感受人类征服自然的坚强意
志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科幻小说。

我在班级里开展了关于这个故事的班级共读，故事讲述的是
德国科学家里登布洛克教授在一本古老的书籍里偶然得到了
一张羊皮纸，发现前人曾到地心旅行，便携同侄子阿克塞尔
和向导汉斯，进行了一次穿越地心的探险旅行。他们从冰岛
的斯奈菲尔火山口下降，在地心经历三个月的艰辛跋涉，一
路克服缺水、迷路、暴风雨等艰难险阻，最后从西西里岛的
火山口返回地面。全书以紧凑的笔法记载了旅途上的艰险经
历和地底下的种种奇观，浪漫而合乎科学的非凡想象力，把
读者带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幻想世界，非常值得一读。孩子
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非常的喜欢故事里的主人公登布洛
克教授，很多学生都很喜欢他身上的探险精神，所以在分享
的.时候，孩子们都乐于表达希望像登布洛克教授那样去探险，
说了很多他们想去的地方，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其实在我看来，课外阅读不仅是一种积累，一种体验，更是
一种方法的汲取，自我生命的成长。这是一本科幻小说，它
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全书内容有着科学的严谨，涉猎地
质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而再加
上作品中所呈现的离奇、独特、大胆、丰富的想象，融趣味
性与科学性于一体。所以本节阅读课的设计旨在以科幻作品
的文学特点为经，引领学生从收获科学知识，感受科学的神
奇魅力；以科幻作品的丰富想象为纬，分享探险之旅的步步
惊心，感受一路探险的曲折跌宕。最终帮助学生学会科幻作
品的阅读，感受科幻作品的独特魅力，培养学生对科幻作品
的阅读兴趣。

阿里山记行教案篇五

这是一个简单的民间传说，我把教学重点定在复述故事，体
会故事中丰富的情感和感知人物形象上。针对这个故事内容
浅显，语言通俗的特点，我只在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这个环节，



下了些功夫，在这个基础上，学生再读课文，然后把主要的
故事情节用自己的话进行复述。在进行复述时，我引导他们
对主要的故事情节进行想像、补充，如，花珊学艺、花珊与
妈妈道别、花珊与妖怪搏斗等情节，课文都写得很简单。让
学生在充分读课文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进行扩充，经过这样
的再创作，对语言进行内化，也使人物形象在学生心里更丰
满。

但是学习课文第三部分我感觉到有点为难：体会两岸人民企
盼统一的情感是要了解时代背景的。这说来话长的'民族历史，
怎样让学生有个大概的印象？又怎样让学生把这个故事与作
者寄与的这种强烈的愿望相联系？我找不到一个对接点，最
后还是我自己把个内容端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