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们荡起双桨听课反思 让我们荡起双
桨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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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让我们荡起双桨听课反思篇一

《庐山的云雾》是一篇写景抒情的文章，作者紧紧抓住庐山
云雾的神秘、变幻无常，为了让学生能好好体味文章语言文
字的美，在教学第一课时时，特地运用了多媒体课件，把那
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雾展现给学生看，让孩子们置身其
中，为第二课时准备的说话练习打下基础。

首先，课前我让学生背诵他们熟悉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和苏轼的《题西林壁》，以这两首描写庐山美景的古诗让学
生渐渐走进庐山，这时再引出课文，再合适不过了。

然后，在上课开始我就出示了文章最后一句话：“云遮雾罩
的庐山，真令人流连忘返！”在学生理解“流连忘返”这个
词语后立即问“庐山的云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以此来引出这节课的重点。

具体指导第三自然段。这两个自然段都是以总分的构段方式
来描写庐山云雾的特点的。在第二自然段中，作者运用了比
喻的手法来展现庐山云雾的千姿百态。我就让学生用读自己
最喜欢的`一种姿态的云雾来展开学习，并抓住关键的词语，
如：“笼罩”、“缠绕”、“弥漫”等进行朗读感受，学生
感受得很具体，朗读得也很有感情，可是我对于这一小节的
板书设计稍显欠缺，为了便于学生背诵，我这一小节的板书



设计成：山头、山腰、山谷、山峰。课后王老师对此进行了
指点，由于这一段运用了打比方的手法进行描写，可否把板
书设计为：绒帽、玉带、大海、天幕，这样学生在理解起来
不是就直观形象了吗，而且更便于学生进行背诵。第三自然
段的“一缕轻烟”、“九天银河”、“白马”、“冰山”通过
“随风飘荡”、“四蹄生风”、“漂浮”来体现云雾的动态
的美。针对此段中的省略号，我小黑板出示了句式训练让学
生展开想象庐山云雾还有哪些姿态变化：“刚刚还是……，
转眼间……。”“明明是……，还没等你完全看清楚，它又
变成了……。”由于上节课学生观看过多媒体图片，加之平
时阅读量比较丰富，因此有的学生讲得非常好。如：刚刚还
是星罗棋布的岛屿，一转眼，就成了威武凶猛的巨龙。等等。

整堂课在师生的情趣盎然中结束，这节课中，虽存在着不足，
但通过我精心的设计，还是充分地调动学生的情感，激活了
学生的思维，拓宽了想象，再加上王老师的指点，相信下次
再上写景的课文时，我不再会望而却步了。

让我们荡起双桨听课反思篇二

本课是一首著名的儿童歌曲的歌词，作者是著名的词作家乔
羽。题目《让我们荡起双桨》，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
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是对少年儿童未来更美好
的生活的憧憬。

《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教学难点是理解“是谁为我们安排下
幸福的生活”。在教学第3小节中，我采用多元化联系，情感
牵引，突破难点，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时，我首先抓住尽情欢乐，让孩子们说说什么是“尽情
欢乐”？孩子们有的说是“开开心心地玩”，有的说是“痛
痛快快的玩”。“从这个词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孩子们回答
“幸福快乐”。在此基础上，引出问题“是谁给我们安排下
幸福的生活”。孩子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多拘泥于父母、



老师等范畴。我进一步引导，“父母、老师可以给你创设幸
福的生活，但能给全国的小朋友创造幸福的生活吗？”将孩
子的思路拓展开，明确是党给予了我们幸福的生活使得难点
进一步突破，孩子们的情感水到渠成地被激发，再来读文时，
孩子们更能声情并茂了。

通过教学，我感到这堂课既有收获，也有不足。在重视诗歌
朗读的同时，对字词教学有些忽视，尤其是关键词语的理解
不够重视。诗歌中字词深奥，学生不容易理解，教师又不能
采用以词解词这种简单的方法。因此，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如
何将深奥的词语深入浅出地教给学生，让教学更完美。这是
我想在以后的诗歌教学重点研究的问题。

让我们荡起双桨听课反思篇三

本节课我用唱歌的方式导入课文，学生在轻松的交流中进入
课文的学习，增强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在理解课文的内容方
面，充分发挥插图的作用，采用边读边看插图边想象的方式，
引导学生从课文和插图中获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我还采取
多读的方式，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读中想象，并
把自己当作其中的一员加以体会，同时还调动学生在平时旅
游时的积累，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体验。在识字方面，
让学生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独立识字，提高了他们的.识字能
力。

课文教学，还得继续通过抓重点词句的理解来感悟诗歌所描
绘的景色和蕴含的思想感情，让学生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
想启迪。

让我们荡起双桨听课反思篇四

本课是一首著名的儿童歌曲的歌词，题目《让我们荡起双
桨》，既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真实描绘，
同时也是对少年儿童未来更美好的生活的憧憬。这首歌词描



述了少年儿童泛舟北海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的情景，抒发了
少年儿童热爱生活、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第一小
节描绘了少年儿童泛舟北海欣赏美丽宜人的自然风光，清澈
的湖水，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色彩鲜艳和谐，
让人心醉。第二小节抒发少年儿童荡舟北海的喜悦心情。置
身这景色迷人的北海公园，“我们愉快歌唱”，尽情欢乐，
引来水中的鱼儿望着我们游玩，听我们歌唱。第三小节则以
一个问题将诗歌的意境进一步得到升华。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词之所以能编入小学语文教材，
我想主要是因为它作为歌曲确实旋律优美，广为流传，受到
大家的喜爱。其次，歌词通俗易懂，语言优美，是可以称
为“经典”的。本课的目标定位我认为还是以学习诗歌语言，
品味形式之美，想象优美意境为重点。但在教学第三段“谁
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时，虽然孩子们也说出了五花八
门的答案，但孩子们还是似懂非懂的，说不出任何理由。教
学时我作了适当的引导和提升。大家谈到的“太阳”，其实
在中国文化中，太阳也是具有丰富的含义的。由于时代和人
生阅历的因素，现在的孩子们不可能知道“太阳”就是党和
人民，我们可以适度讲授，是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人民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课上同时也结合简单介绍了当时歌词创作
的时代背景，激发起了学生内在的情感。同样在教学第二节
和第三节相似的地方，教学时可以相互比较、前后联系，获
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当然也有学生想到是父母给自己带
来了幸福生活，我也明确地表示这也完全正确，并教育孩子
要懂得感恩，要尊重父母、爱戴父母。因为我觉得面对三年
级的孩子，应避免过多的说教，政治教育痕迹太深。

纵观整堂课的教学，觉得课堂中老师一直在导，学生大部分
时间处于被动状态，师生互动需要加强，课堂气氛需要再活
跃些。



让我们荡起双桨听课反思篇五

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创作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和优美的
旋律联系在一起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的歌词成了小学语
文的一篇课文，学生普遍被优美的旋律陶醉了。但在这一课
的教学中，我却碰到了一些自己难以忘记的情景，每次都给
我带来了很深刻的反思和震撼。

教学这一课时，我们是要求孩子们经过了充分的读书、预习，
对“读准读通”已经没有了问题。课堂上除了进行字词的教
学外，就是感受语言文字所描绘的意境，从而体会课文的主
旨：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是祖国人民和党所给予的。

第一部分没有什么问题，通过反复朗读，孩子们感受了海面、
小船、白塔、绿树、红墙的北海公园之美景，体会了孩子们
尽情欣赏美景的心旷神怡。

第二部分课文内容是这样的：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我们，
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
了凉爽的风。”

这部分比起第一段更多了一种朝气，更添了一份快乐，有明
媚的阳光、有活泼的小鱼，有愉快的歌声，而且运用了拟人
的手法，相对于第一段更生动，更有活力，这进一步表现了
孩子们在北海游玩的愉快心情。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课以前人教版六年级的教材中也有这一
课，每次在教学中我都在学生激烈的争论中有所反思和提高。
为了“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一句，课堂上有学生
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此，我干脆撒手让课堂演变成了
针锋相对的辩论，而且是经常要用一节课的时间，虽然大大
超出了自己教学计划，但我认为还是很值得我去总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