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 圆明园的
毁灭教学反思(大全10篇)

请示不仅可以防止错误和冲突，还可以展现我们的尊重和职
业素养。那么我们该如何请示才能得到更好的反馈呢？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请示信范文，供大家参考。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的收获可真大！不仅是学生，更指我自己！

备课时，压根儿没料到这么经典的课文里竟有病句！《圆明
园的毁灭》的公开课已经听过多节，自己也教过一遍，谁也
没发现呀！可能是我们太迷信权威，也可能是我们钻研教材
仍欠深入、欠推敲。看来，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新课程有一个全新的理念：教师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我想，
学生何尝又不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之一呢？学生从书本上、从
老师那里获取知识，的确没错！但学生在生活中所获得的知
识，所获取的能力，所得到的锻炼岂可小视？而实际上，学
生在生活中所获取的东西我却难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得到。因
此，学生仅仅从书面上、从教师那儿获取知识，对完善学生
的知识结构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重视开发学生身
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特别是学生之间的相互启迪、
相互讨论、相互交流与相互帮助。

值得庆幸的是我今天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当学生对课
文提出质疑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回过神来，
给了那个学生说下去的空间，听了学生的陈述，我心中已是
豁然开朗。可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干脆顺势将难题端给了学
生，当时只是觉得既然问题从学生中产生，当应该由学生来
作结，若我以“权威”的身份自居，一锤定音，似有不妥。
于是就发生了学生“修改”课文的情形。就当时的课堂状态



及修改结果来看，似乎较为成功！其一是培养了学生不迷信
权威，不迷信书本的科学态度；其二是让学生平时所学的知
识在特定的时刻得到了运用；其三是较好的开发了学生的潜
能，丰富了这节课的课程资源；其四是培养了学生的语感，
学生对几个句子的比较选择，是说不出特别的道理的，凭的
就是语感。

这节课的教学，还让我坚定了两个认识：

一、课改的实施，新课标的贯彻，并不是从使用新教材开始
的，运用老教材开展教学，同样可以进行课改、将先进的教
育理念引进课堂、指导教学实践。投身新课改，我们不能等，
等新教材，等别人的经验。否则，我们将落伍于时代。

二、新课标指导下的课堂教学，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教学
形式，另起炉灶。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扬弃
的态度，好的仍要继承并发扬，改革和舍弃的是传统课堂教
学中的弊端。只有那样，我们才不会在新形势下将课改神秘
化、神圣化，甚至望而怯步，不敢去实施，不敢去探索。片
断中“自”和“至”的比较就很必要。而教学手段是十分传
统的，教学效果也不错，我觉得这就不能丢掉。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二

《圆明园的毁灭》教学反思

《圆明园的毁灭》主要讲了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和圆明园的毁
灭，表现了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而本次赛课我的教学重
点是介绍圆明园辉煌的过去，只有让学生真正走进圆明园，
切身体会到“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是当时世
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才能激发学生对英法联军火
烧圆明园的痛恨之情。因此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我引导学生



边读边做批注，并即时点拨，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大胆表达
自己内心的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充分感受
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教学第三自然段时，我引导学生通
过“有……也有……”的句式不断地与文本对话，老师范读，
男女对读，齐读，师生合作读，使学生在读中思考和想象圆
明园中变化多端的建筑风格，同时我利用课件给学生呈现图
片以及音像资料，让学生由一个抽象的思维转化到一个形象
的概念，学生如身临其境。最后我出示了雨果致巴特莱德的
信，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量，让学生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英法
联军的无耻和可恶，同时让学生谈谈看完此信后的感受，升
华了本文的思想。

然而，上完课后，我发现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首先，由于我大量的引用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心中的圆明
园也许出现了，可是时间上也大大的浪费了，学生静下心来
接触文本的机会相对就少了。其次，学生的积极性没有被调
动起来，虽然欣赏了图文，但是这只是学生在被动地接受，
并不能激起他们情感上的波澜，举手回答问题的寥寥无几，
我上得都觉得累，更何况学生呢，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台上
滔滔不绝，台下失去知觉”的境界吧。教学《圆明园的毁灭》
这一课，让我充分体会到课堂教学要重视教师的“教”向学
生的`“学”的转变，只有让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才
能使课堂教学充满活力，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
所以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是我这次赛课中学到的重
要一课。最后，由于自己的语言不够精炼，导致课堂时间把
握不合理，说实话精炼的语言到底该怎样习得这个问题一直
困扰着我，这个坏习惯还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总之，通过本次赛课活动让我体会到学无止境，教无止境，
研无止境。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一定会吸取经验教训，扬长
避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三

《圆明园的毁灭》是一篇讲读课文，要求经过朗读、学习，
想象以往的圆明园辉煌的景观，了解它被毁灭的经过，激发
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振兴中华的职责感。

本课教学的成功之处在于：

一、教学本课之前，我首先依据教师用书，经过研读教材把
本课的教学重点锁定在“圆明园的辉煌的过去”（2至4自然
段）。在设计教学过程的时候，我采用的是抓住关键句，以
问题为引导理解课文资料。这三个自然段的关键句分别
是：“它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是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博物馆、艺术馆”“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
精华”。

当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仅仅借助文字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
时候，我经过多媒体把课前搜集到的圆明园的资料和照片展
示给学生。当学生看完了这些珍贵的影印资料之后豁然开朗，
立刻答出了上头两个问题的答案。

二、借助资料，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仅仅经过文字学生是无
法想象圆明园当年的辉煌的。如果无法想象当年的辉煌就不
能深刻地理解“圆明园”这三个字在国人心中的痛有多深，
这三个字带给过人的屈辱有多大。所以，我除了上一个环节
的经过大屏幕展示搜集到的资料之外，还经过课件与之相得
益彰。学生在这种直观的影像感染下对祖国的壮丽山河与中
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对祖国丰富馆藏——杰出的艺术品不由
得发出声声由衷的赞叹。

三、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教育。在学生受到震撼的时候，抓住
“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文化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
损失”这句话，导出圆明园的毁灭这一部分。这样才能对圆
明园的毁灭产生最深刻的感触，对英法侵略军可耻行径感受



愤怒与屈辱。然后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回顾祖国的历史，
我们能够为自我的祖国的昨日、今日和明天做些什么呢？然
后让孩子们先独立思考，然后小组交流，最终全班汇报，教
师归纳：我们要牢记国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仅有国家富
饶，国力富强，才能够避免这一耻辱重复上演。最终，我要
求学生全体起立，摸着胸前的红领巾，对着课件显示的总结
语起誓：勿忘国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虽然本节课似乎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可是静心思考发现，自
我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学生的朗读习惯没有及
时地进行纠正。

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不但要注意适时指导学生的朗读并且
还要高度重视自身的教学语言的风趣与形象，使学生感兴趣，
有兴趣，听得入耳，构成师生良好的互动关系。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四

《圆明园的毁灭》讲述了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景观和它的毁灭，
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和对侵略者强盗行径的痛
恨。激发人们不忘国耻，增强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课文语言简洁，结构严谨，构思别具匠心。是一篇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的优秀篇章。

课后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反思，有得有失，先谈一下所得，
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课文中的字词教学要抓重点难点。对于五年级的孩子，
课文中的生字词不可面面俱到，每个都讲到。而是对于学生
自己不能解决的字音、字和词语讲解即可。例如，这篇课文
字音注意：估量的“量”在这里要读第二声。玲珑剔透
的“剔”要读第一声。词语重点讲“众星拱月”，要结合课
文来理解，这个词概括出圆明园的结构布局。词的字面意思是
“拱：聚集、环绕。像许多星星聚集、环绕着月亮。”教学



时我问：文中的“星星”指的是什么？学生回答:“许多小
园”。这里的月亮指的是什么？学生回答：“圆明园、万春
园和长春园”。这个词语的意思在本段的意思就是：许多小
园像星星一样环绕着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的周围。这样
学生不仅学会了结合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方法，而且对圆明园
的布局也了如指掌。

2.了解文章的结构条理。这篇文章条理清晰。教学时，学生
先用自己的语言概括每段的内容。之后，从观全文，学生发
现：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概括阐明了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乃至
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与文章结尾提到的“我国这
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
烬。”首尾呼应。作者的痛恨、惋惜之情跃然纸上。第二自
然段至第四自然段详尽地介绍圆明园的布局、建筑风格及收
藏文物的珍贵，再现了圆明园当年的宏伟壮观。第五自然段
用精炼、准确的语言介绍了圆明园毁灭的经过。这样既可以
帮助学生理解这篇课文内容，又可以教给学生布局谋篇的方
法。

3.让学生写读后感。教学本课后，学生情绪高涨，义愤填膺。
不仅对圆明园的毁灭痛心不已，还对英法联军的强盗行为极
度痛恨。我见此情景，问道：“同学们，屈辱的历史深深烙
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仅仅是痛心，更应该是觉醒，让这样
的历史悲剧不再重写，那么作为今天的少年我们应该做的是
什么呢？请把你的感受写下来。”把读和写结合在了一起。

没有完美的课堂，只有遗憾的教学，这节课后也有不足提醒
我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改进：

1.对于课前查阅的资料。学生仅仅停留在从电脑上机械的打
印下来，不会有取舍的巧妙运用。改进办法，课堂上不允许
念资料，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回答。

2.有感情的朗读还不够到位。特别是“对圆明园的毁灭是中



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认识不够。所以，惋
惜之情没有读出。今后加强朗读训练。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五

1860年，英法联军开始侵占中国，对中国大肆进攻。当时是
咸丰皇帝在位，成天吸鸦片，关闭国门，将西方科学技术理
解为玩物丧志。到后面科学技术越来越落后，但是不愁吃穿，
日子就这样过着。不知不觉间，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外国越来
越悬殊，当英法联军侵入时，士兵们仍然在用矛、枪、戟、
盾与持有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打仗。最后节节败退，直到英
法联军追到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和19日，为了销毁罪证，三千多名侵略者奉
命在院内放火。圆明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时候，额尔金得意妄
行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
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放火的主使者把这种行径看作了不
起的业绩，而全世界的正直人们却为这野蛮的罪行所激怒。
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
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
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
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
英吉利”。这段话代表着千百万正直人的心声。

看短篇的时候，大家不停地感慨：“这英法联军真是太可恶
了!”“要是带着现在的武器回到以前该有多好”“这么多国
宝、艺术品都被砸烂了，太可惜了”。是呀，多少代人的心
血都倾注在那上面，整整一百五十年建成的园林，三天就被
烧光、抢光了!大家还记得上回苏富比拍卖会吗?那些兽首可
都是中国人的啊!可是我们却必须得用昂贵的代价买回来。外
国人造不出那么好的东西，就来抢我们的。抢了还不算，还
要烧毁它，还要危害当地的`百姓。不过，这也不完全是英法



联军的错，当时清政府太腐败，只顾自己逃命，不顾老百姓。
而且，科学技术又太落后，完全没有能力抵挡外国人的攻击。
“把平静与安宁留给皇上，把战乱和痛苦就赐给老百姓
吧。”就是讽刺清政府的。这也让我们得到了一个道理：落
后就要挨打!现在，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们正在
抓紧学习现在的科学知识，同学们好好学习吧。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六

《圆明园的毁灭》是一篇阅读课文，课文描述了圆明园昔日
辉煌的景观和惨遭侵略者肆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表达了作
者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无比仇
恨，激发人们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七

《圆明园的毁灭》是一篇优秀的传统课文，文章描述了圆明
园昔日辉煌的景观和惨遭侵略者肆意践踏而毁灭的景象。本
课的教学重难点是通过理解语言文字，想象圆明园当年的辉
煌，并了解圆明园是怎样被毁灭的，认识贫穷受欺压，落后
要挨打，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反思本节课的教学，有以下感想：

1、借助多媒体课件，结合书面语言文字，想象圆明园当年的
辉煌。圆明园的辉煌已成为历史的记载，引导学生读文、感
悟、想象，在脑海中再现它昔日辉煌景观是本文教学的难点。
而当年的圆明园是一座皇家园林，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
亲眼见过。怎样才能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它的辉煌，光靠书
上优美的语言文字描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多媒体课件，
生动再现当年的样子，使学生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它作为万
园之园的独特魅力，从而萌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实
现这一目标时，我先利用“检查预习”中的一些四字词语，
让学生抓住课文内容，概括圆明园的特点，并由此作为课堂
教学的切入点，引导孩子们小组内合作学习，读课文相应段



落，并写下自己的感受，然后交流。在此过程中，配上优美
的音乐，引导学生仔细品读课文，充分感受到了圆明园的辉
煌，为下文“被毁”架好至真至美的情感场，把美的东西毁
灭了，这就是一个悲剧。

2、辉煌到毁灭，增强学生振兴中华的责任感。我在引导孩子
探究圆明园辉煌的过去之后，再过渡到圆明园“毁灭”部分：
让孩子们先各自用心读课文这个段落，你觉得哪些字眼儿必
须重读才能表达你的.心情，就在下面画上线。然后让学生读
自己画的词语，并说出为什么，再试着品读自己画的句子，
读出自己的独特感受，尊重了学生读书的自主性。接着我播放
“火烧圆明园”的视频片段，激起学生的义愤，学生急于表
达自己的心情，发言踊跃，有的孩子眼中包含着悲愤的泪水，
那哽咽的话语让每个听课的老师都为之动容。此后通过补充
材料，让学生更加认识到了清朝政府的腐败。这样，让学生
在课本圆明园的废墟旁写下自己最想说的话，学生奋笔疾书，
欲罢不能，交流中让学生意识到了振兴中华民族责任感，为
课后的读后感写作积蓄了力量。

3、抓住教材的空白点进行补白，努力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率、
大容量。如，简介圆明园的占地面积，把它和我们学校的占
地面积相对比，想象583个双语学校有多大，感受圆明园的建
筑规模的宏伟。读着第三段，让学生想象：漫步在这样的园
内，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在看完火烧圆明园的视频后，学生尽
情谈自己的感受，接着叙述：同学们，烧掉一幅历史名画只
用几秒钟;烧毁一座建筑，只需几分钟。在350公顷的圆明园
内，大火同时燃烧三天三夜呀!我的沉痛语调已让学生的心紧
缩成了一团，静默几秒钟后，我指多名学生说——你仿佛看
见什么被烧毁了?通过读课文，学生对侵略者的仇恨已经到了
极致，但仅仅这些仇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反思，还需要
树立振兴中华的决心与信心。于是补充旧中国的腐败落后的
资料以激起民族危机感与责任感，让学生畅所欲言。这样，
写话，交流，朗诵，宣誓，学生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课堂也
在高潮中结束。



1、教师预设的痕迹过于明显，剥夺了学生个性思维的权利。
如品读“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上自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
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博物馆、艺术馆。”一段话，我让学生思考从哪些词体会到
什么，而我的课件中已经把“上自”、“下至”、“博物
馆”、“艺术馆”这几个词变了颜色，学生不用思考就能找
到。教训：要相信学生的能力，不要担心孩子想不出来，不
要担心浪费时间。让孩子体会到“跳一跳摘到果子”的快乐。

2、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特别是课堂评价要机智，要富有
激情，要时刻注意引导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在学生回答问题
时，要注意训练学生说完整的话。尽量不重复学生的答语。

总之，要改进的地方很多，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我会进一步提高
自己。感谢领导和同事们给我提出真诚而宝贵的建议!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八

五年级语文上册《圆明园的毁灭》公开课教学反思公开课结
束之后我回忆了一下自己的课堂，发现了很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就教学过程来说，在第五段体会侵略者残酷、野蛮时，
设计了两段话，让学生分别读，看看能不能去掉或者删掉，
但是由于教室太亮，课件学生看不清，学生没有体会出来，
在学生没有体会到时，我应该找一个或者两个读书有感情的
学生读一读，或者我给学生读一读，这样可能更利于学生体
会。其次，我在范读让学生去体会第五段侵略者的嘴脸时，
范读没有感情，没有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还有，小组讨论
那个环节给学生留的时间太少，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学能
力，在学生没有找到正确句子时，引导偏离了问题核心。就
课堂整体安排而言，内容太多，所以导致整节课都给人一种
很紧张的感觉，没有给学生留白、思考的时间。



就教学语言上来说，教师评价语不够丰富，没有很好地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语文课堂应该是有趣的'、生动的，能够让学
生全身心投入的。我想，在语文教学这条他路上，我有很多
需要学习的地方。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九

在《圆明园的毁灭》的教学中，我以三大学习主题为主
线：“圆明园为什么会毁灭”“为什么说圆明园是园林艺术
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
馆”“为什么说圆明园的毁灭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学生感知到圆明园的辉煌后，内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急待
流落时，我们则设计了一个情感流露的环节：有学生想用优
美的语言感情描述；有学生想当导游，更有同学把把自己最
感兴趣的地方，制成了图文并茂的风光介绍，并辅以导游解
说词，这样学生带着情感进入角色，感受到了圆明园美至极
点的同时学生的情亦至了极点，同时更为后文名园被毁，将
内心的.愤怒与伤痛发泄至极点奠定情感基调。这样学习者通
过将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进行加工、编码、储存以及对原有经
验进行改组后，进一步建构了学习者新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系
统。

基于网络环境的阅读中，网络成为教师指导学生学习和学生
进行学习的工具，学生通过网络获取学习的信息并进行交流
和反馈，达到主动地把握知识，主动地发现学习规律，启发
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

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探索基于网络环境下阅读的学习环境，
使教学过程成为通过情境创设、协作学习、问题探索、深化
认识等环节达到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阅读过程，更好地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和个性发展，老师更新观念，大
胆地引进和创新，积极开发学习资源，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圆明园的毁灭板书及教学反思篇十

1、由于学生对圆明园及中国近代史了解甚少，因此要想引起
学生情感上的共鸣，补充一些文字图片资料尤其重要，所以
在课前就布置学生着手收集各方面的有关自己聊，老师做辅
助补充，效果较好。

2、在课中，引导孩子通过抓重点字词句，反复读，体唯独，
感悟，在读中感受语言文字的奇妙，在在中表达，学习运用
语言文字，再度重视感情得到进一步升华。

3、课后，让孩子写写感受，从口语落实到书面语，学以致用。
背诵第三段积累好词佳句，为运用语言打下基础。

课中未能关注到全体学生，应落实到针对不同学生群体进行
因材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