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空教案反思 太空生活趣事多教学反
思(优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太空教案反思篇一

太空，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宇航员，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那么宇航员在太空中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课文题目一下
子抓住了读者的心。本课用浅显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一些有
趣的太空生活知识，并巧妙地交待了造成“奇特”的原因。
全文共分六个自然段，从“睡觉、走路、喝水、洗澡”四个
方面向人们介绍了鲜为人知的太空趣事，条理清楚。

小学生好奇心强，太空中的生活“趣事”对他们一定有很大
的吸引力。因此，在教学中我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组织孩子们收集有关太空的资料在收集的过程中感受到
太空的神秘，在此基础上组织他们把课文读好，感悟太空生
活有趣在哪里，在了解一些航天知识的同时接受语言文字的
训练。同时结合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事件，适
时对学生进行学科学，爱科学及爱祖国的教育。通过这节课
的教学，学生对太空生活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对太空产生
了兴趣，决心努力学习，将来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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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教案反思篇二

这节课我采用情景导入，出示杨利伟登上神舟五号的情景图
片，学生一下子活跃起来，不约而同地谈起了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１５日中国神舟５号飞船的升空，杨利伟如何的英雄，
杨利伟登上神舟五号太棒了，神舟五号设计太成功了，杨利
伟的儿子如何为父亲自豪……以及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升空，
以及嫦娥一号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多方面帮助，激起了大家作
为中国人的无比民族自豪感，航天器成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接下去展示高科技风采的图片，接下去学生互相交流，不少
学生的大胆设想，引起了同伴的争辩，引领学生进入一个全
新的创作空间。

太空教案反思篇三

《太空生活趣事多》这一课，用浅显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一
些新奇有趣的太空生活知识，学生对此充满了浓厚的学习兴
趣。通过了解我知道学生已经初步学会运用一些方法识字、
写字。我在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学习方法识字，
并且指导学生写好每一个生字。课文中有趣的事情对学生一
定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我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引导
他们把课文读好，使他们在了解一些航天知识的同时接受语
言文字的训练。

这一课的开始，我由课题入手激发学生的兴趣，以此来调动
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上。

其次，通过不同形式的读书活动，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扫除



了字词障碍，培养自主阅读的能力。由于本课要求学生认读
的生字较多，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反复朗读，复现生字，才能
保证识字效果得以巩固，完成识字任务。

我发现了自己教学上不足的地方。首先，我觉得自己处理不
好的地方是在读课文的时候，学生读的不够。应该让学生充
分的读，让学生读中理解词语，感受每件趣事的乐趣所在。
其次，在对于孩子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评价语言不过贴切，
不够及时。使得不能够激发学生回答问题的兴趣。第三，在
课堂上的随机处理课堂上的发现问题不够机智，处理的太过
简单。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

因此，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多学习多积累。多看和课堂教学
有关的书籍和案例，让自己能够多积累经验和教学方法。使
自己的课堂教学活跃起来，课堂学习更加和谐和充实，教学
方法更加丰富。

太空教案反思篇四

《太空新居》是五年级的一节设计应用课，本课主要让学生
了解不同材质的特性以及运用学过的各种制作方法，如：剪、
镂空、贴、折、组合等技巧制作一座太空建筑。

首先利用多媒体让学生欣赏太空图像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
然后欣赏建筑图片，让学生进行交流自己对城堡的理解与想
象。并引导学生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登上太空已不是
梦想，我们将在神秘的太空中建筑起一座座外观更新颖、更
环保的城堡。如果让你来当设计师，你想怎样设计？来展开
学生的想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

此课，孩子材料准备太单一，不是很充分，所以作品也很单
一。今后对于制作课要提前让孩子准备材料，这样才能做出
多样的作品。



太空教案反思篇五

《太空生活趣事多》是第八单元的一篇科普说明文。本单元
的教学主题是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所以，在教学这一
课时，我在引导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还注重对学生进行
爱科学、学科学的熏陶。

本课介绍了一些新奇有趣的太空生活知识，这些趣事本身就
是学生感兴趣的，加之文章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有趣，很符
合小学生的口味，因而课堂教学过程中，我利用多媒体紧紧
围绕着“趣”字铺开，力求达到以趣激趣的效果。本课教学，
我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只有创设一种最佳
的学习情境，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自主地参与到
学习中来。在《太空生活趣事多》一课中，课文写的是太空
生活，对孩子们来说，从未见过，很难想象，而多媒体的使
用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完全把学生带到了那神奇有趣的.太空
世界，使他们看到了从未看到的场景。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
的太空的知识，我准备了相关的图片和录像。在观看录象后，
我发现学生的眼睛是亮晶晶的，他们述说着食物是如何与宇
航员做游戏，食物如何飞到宇航员嘴边，宇航员在太空怎样
睡觉，一切的一切是那么新奇。孩子们一下子欣喜若狂，导
入过程的图片、录像以及师生的互动触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学生兴趣盎然，从中也受到学科学的熏陶。

太空教案反思篇六

太空，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宇航员，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太空中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课文题目一下子抓住了读者
的心。本课用浅显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一些新奇有趣的太空
生活知识，并巧妙地交待了造成“奇特”的原因。全文共分
六个自然段，从“睡觉、走路、喝水、洗澡”四个方面向人
们介绍了鲜为人知的太空趣事，条理清楚。



小学生好奇心强，太空中的生活“趣事”对他们一定有很大
的吸引力。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而又有许多解不开之谜。
学生带着好奇心问起了宇航员叔叔在太空怎么生活呢？如吃、
喝、睡、走、拉屎。生活的用品、食品等又怎么带上去
的……给学生带来了疑问。而课文仅仅只介绍了几件事，还
有许多问题没有揭开。这在教学中怎样有科学依据回答这些
难题是教学中的难题。

在教学中面对学生提出问题，怎样正确回答呢？我带着问题
思索、找资料探索太空生活的事是具有尖端的科学道理。不
能无根据无科学依据给学生讲解。但有些问题无法找，该怎
么处理？就激发学生去刻苦学习，深钻文化课知识，等你们
长大了掌握了更深的科学知识去揭开你们所提出的谜吧！这
种激发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去思考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解
之谜。学生每个对太空生活的许多谜而在苦思时，我给学生
介绍了“在在太空怎么吃”这时学生顿时眉飞色舞，睁大眼
睛看着我。我就给学生讲起“在太空中吃饭讲究多”。太空
的餐桌是特别的，它具有磁性，能吸住刀、叉、勺、等餐具，
桌上装有水冷却器和加热器。吃饭时，宇航员必须先把脚固
定在板上，把身体固定在座椅上，以免飘动。面对摆放在餐
桌上的饭菜，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注意端碗、夹饭、张嘴、
咀嚼一连串动作的协调。端碗要轻柔。动作太猛，饭会从碗
里飘出来。夹饭夹菜要果断，要夹准要夹住，使用叉子效果
最好。饭菜夹住后，张嘴要快，闭嘴也要快，因为即使是放
到嘴里的食物，不闭嘴，它也会“飞走”。咀嚼时节奏要放
慢，利于消化，还可以减少体内废气的产生和排泄，避免宇
航生活的'环境污染。在太空中吃饭最忌讳的就是边吃边说，
这样会使嘴里嚼碎的食物碎沫飞出嘴外，飘在餐厅或生活舱
里，宇航员稍不注意吸进鼻腔就容易呛到肺里发生危险。

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组织他们
收集有关太空的资料，引导他们把课文读好，在了解一些航
天知识的同时接受语言文字的训练。同时应结合我国神舟五
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事件，适时对学生进行学科学，爱科



学及爱祖国的教育。

我发现了自己教学上不足的地方。首先，我觉得自己处理不
好的地方是在读课文的时候，学生读的不够。应该让学生充
分的读，让学生读中理解词语，感受每件趣事的乐趣所在。
其次，在对于孩子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评价语言不过贴切，
不够及时。使得不能够激发学生回答问题的兴趣。第三，在
课堂上的随机处理课堂上的发现问题不够机智，处理的太过
简单。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

反思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多学习多积累。多看和课堂教学有关
的书籍和案例，让自己能够多积累经验和教学方法。使自己
的课堂教学活跃起来，课堂学习更加和谐和充实，教学方法
更加丰富。

太空教案反思篇七

教材分析

《飞向太空的航程》是高一语文必修一“沟通与应用”板块
中的一篇通讯。通讯是新闻体裁的一种，它除了具有新闻真
实性、及时性的特点外，还有生动性、完整性和评论性的特
点。本课从“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写起，回顾了中国载
人航天史，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使现实事件有一种历史纵
深感，要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写法。课文的
结构简单，它不但具备新闻的基本结构特点，而且还有首尾
圆合型的结构特色，要引导学生分析总结。

学情分析

高一学生已掌握了新闻的基本知识，具备了独立阅读新闻作
品的能力，但是理性认识不足。同时学生的基础层次不同，
阅读时，抓表层易，知本质难；知思路易，理思路难；知局
部易，观全文难；习得知识易，迁移能力难。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掌握新闻的基本结构。

（2）分析本文结构，提高分析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合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概括提取本文的主要信息，完
成本文的教学，提高学生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心。

教学重难点

重点：

掌握新闻的基本结构。

难点：

体会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写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远古时期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敦煌有飞天壁画，几千年来，
人们一直做着飞天梦，也只到了今天，梦想才变为现实。到
底如何让梦想变为现实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飞向太
空的航程》。



二、写作背景介绍

从远古时期嫦娥奔月的神话，到敦煌的飞天壁画，再到人类
真正的“航天始祖”万户，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飞天梦已经
做了几千年。也只有到了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富强，科技
水平的提高，国人才能亲眼目睹这一梦想的实现。当举国欢庆
“神舟”五号飞船载着中国自己的航天员飞向太空的时刻，
我们更多的是喜悦和自豪，却很少知道为了这一刻一代又一
代航天人已经努力了近半个世纪。这篇新闻就回顾了这段历
史。

三、知识链接

新闻特写：

新闻特写是一种以描写为主要手法，摄取新闻事实中最富有
特征和表现力的片断和场面，形象的再现新闻事件和新闻人
物的报道形式。它不像通讯那样要求写新闻事件发生、发展
的全过程，而只是选取全过程中最富特征的一两个片段、场
景来加以刻画，将它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它所刻画的，
是新闻事实的“横断面”，是“一串葡萄”中的“特别硕大
的葡萄”，是“一串珍珠”中“一颗特别明亮的珍珠”。因
此，其报道面比通讯更为集中、更为细腻。在表现方法方面，
新闻特写的主要手法是描写。它采用细描为主、白描为辅的
手法，对所要报道的事物、人物或景物进行精心刻画，再现
新闻现场的具体情景。它当然也使用叙述。有时还采用议论
手法，但这些手法处于次要位置。

四、整体感知

1、通读全文，弄清文章的基本结构

本文的导语部分是1、2、3段，点明这则新闻想要传达的最主
要、最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即20xx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



飞船发射，并且指明“这是人类航天史上一次不同凡响的发
射，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依靠自己的
力量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国家”。这一方面指明了这一事件
的意义，同时点明这则新闻的新闻价值所在。

后面的部分是新闻的主体，作者并没有继续叙述“神舟”五
号飞船发射的经过，而是叉开一笔，用一个过渡段过渡到对
中国航天研究史的回顾中。

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又用了一个过渡段把笔拉回到了现实
事件中，这样从头至尾形成一种首尾圆合型的结构。

2、分析思考：本文标题的含义

天梦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标题也喻指
这一探索过程。

探究1：本文按什么顺序行文的？

明确：时间顺序。

探究2：作者用这么多精确的表示时间的数字，对这则新闻起
到什么作用？

明确：精确的时间数字，显示了新闻真实性的特点。表现出
当时人们紧张、激动的心情。在那一刻，梦想将变为现实，
传达出一种无法自制的激动和欣喜。

3、学生展示自己列出的各时间段的重要事件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提出要搞人造卫星，拉开我国航天事
业的序幕。

1960年2月19日，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液体火箭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
空。

1986年出台的“863计划”，对中国开始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
催化剂作用。1992年中共中央作出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
战略决策。“长征”系列火箭发射久经考验。

11月20日，“神州”一号实验飞船发射成功。

20xx年1月9日，“神州”二号发射成功。

20xx年3月25日，“神州”三号飞船发射成功。

20xx年12月30日，“神州”四号飞船发射成功。

20xx年10月15日，“神州”五号飞船顺利进入太空。

……

幻灯片显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五十年代末开始对人造卫星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20世纪80年代”863”计划对中国载人航天的催化

神舟一号至四号的顺利升空

神舟五号升空飞天梦终实现

神舟六号返回，飞天梦更进一层

神舟七号成功出舱



4、分析本文结尾的特点和作用

家契诃夫曾说：“我要等到想出一个跟开头一样好的结尾才
写它。”可见人们对结尾的重视。本文的结尾干净利索，不
拖泥带水，能突出中心，深化主题，增强感染力，使文章锦
上添花。

新闻报道的确有及时性的特点，关注当下的事件，也是它的
特质，但允许引入一些背景材料。这样的材料虽然可能不是
最新的信息，但对于补充说明新闻事实有很大的作用，是新
闻报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虽然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中
国的航天史，但也是建立在叙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
而那些航天史的材料也主要是作为新闻背景材料来用的。面
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自豪，
同时也迫切想知道中国的航天工程走到这一步，到底经过了
什么样艰辛的历程。在这个时候，本文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更有一些首次披露的资料，而且把这些资料以历史的形式系
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对于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无疑是及
时的。另外，这种狂欢之中的冷静回顾，也使得事件本身的
意义更加突出。

6、学会写新闻

首先，要抓住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准确性的特点。

其次，标题是新闻的“眼睛”，要选择好的标题，例如本则
新闻的标题。

再次，注重新闻的结构。例如本则新闻为首尾复合型结构，
原因为本则新闻首尾两部分记录的都是“神州”五号的发射
场景，中间则穿插了中国航天史的简要回顾，二者自然地衔
接在一起。

五、课堂小结



本文开头记录了“神舟”五号升入太空的重要历史时刻，然
后以时间为顺序，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航天之路，
材料丰富，条理清晰，学习完本文，不但增长了知识，更增
添了民族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