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实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篇一

圆明园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它的
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人民为之惋惜。
圆明园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它的毁灭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世界人民也应感到惋惜。

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的举世闻名让我
们自豪，值得世界人民赞叹。圆明园建筑宏伟壮观，充满诗
情画意，“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
胜”，“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圆明园收藏着最珍贵
的历史文物，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两
处“最”，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一座世界上最宏伟壮观的园林，这样一座当对世界上最
大的博物馆、艺术馆，竟然在几天之内化成一片灰烬，怎能
不激起读者对侵略者的仇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
明园”“统统掠走”“任意破坏、毁掉”“放火”烧园，这
些词语写出了侵略者践蹋人类文化的残暴面目，令人痛恨。

但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我感觉《圆明园的毁灭》再现的毕
竟是历史，与学生生活的年代实在太远了，在学生的脑海里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形象思维，学生很难理解和想象这么一
座历经几代皇帝辛辛苦苦设计、建立起来的美丽皇家园林就
这样在三天的时间里，在英法联军的手里化为灰烬，这是多
么令人感到惋惜和可恨，这是我们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一



个耻辱。为了使学生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我特意播放了
《圆明园》的纪录片，映入学生眼帘的是圆明园的设计、建
造、毁灭这一完整的历程，呕尽几代皇帝心血的皇家园林就
这样化为灰烬已清晰地记入学生的脑海里，顿时引起了学生
们的愤怒、激起了他们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之情、告诫他们
不要像统治者们的昏庸无能、激起他们发愤图强、热爱科学
技术、振兴中华民族的雄伟决心。学生们纷纷在课上谈了自
己的体会和感受，是那么热烈、那么深刻、那么感人。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篇二

《圆明园的毁灭》是一篇讲读课文，这篇精读课文描述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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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语言简洁，结构严谨，构思颇具匠心。最后一个自
然段用精练、准确的语言介绍了圆明园毁灭的经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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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让学生记住屈辱的历史，
增强民族使命感，激发热爱祖国灿烂文化的感情。是本文的
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因而，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我从题目入手，解题质疑：看了题目，你们想了解些什么?抓
住学生提出的牵涉到文章内容的问题，如，圆明园是怎样的
一座园林?它是怎样被毁灭的?是谁把圆明园毁灭的?使学生有
目的地去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
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
求。”所以本次教学突出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意识，要求
学生根据自身实际组成历史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学家，政
治学家等小组，通过自身主体精神的发挥，调动每个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努力创设出“自主—合作”学习的良好氛围。



让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是培养学
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课前，
我让学生收集圆明园的相关资料，如文字、图片、音像资料，
使学生对圆明园有更多、更形象的了解。并通过分析、整理
大量的资料，提取自己的观点，提高了学生整合资料的能力。
同时，教师紧扣语言文字适当补充一些内容，使学生更易于
理解课文，受到情感的熏陶.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上了《圆明园的毁灭》一课，这是一篇老课文，在过去
教学中学生总是容易把课题中的“圆”和“园”弄混淆，怎
样让学生记住呢？首先从“圆”入手，圆明园”在布局上
成“品”字形，然后告诉学生它地建造年代——初建于明朝，
最后说它的用途——是清朝皇帝的休憩园，也是一个大花园。
学生从形状、年代、用途三方面一记就不容易混淆了。紧
扣“毁灭”这一主线进行教学。

设计三个问题：

第一，你是怎样评价圆明园的毁灭的；

第三，圆明园是怎样被毁灭的。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篇四

11月28日，跟岗学习的第三天，我们第一小组的五位成员各
上了一节课。我上的是人教版五年级的《圆明园的毁灭》。
由于长时间没有“练兵”了，霎时间就说要上公开课，真实
有点压力。在上课前一天，我才拿到教材（我校是用语文版
教材的），上网搜素了一下课文的教学设计和课件等参考资
料，就开始备课了。经过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努力，基本
理清了整节课的教学思路，但具体的教学语言还没有记住；
课件修改好了，但每个环节的幻灯片的开始及或最后一张的



内容是什么我没记得清楚。没办法，时间紧迫，第二节就是
我上了。

我上的是第二课时，主要教学课文第2至5自然段的内容和总
结全文。我先让学生说说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后，圆明园给他
们留下的印象，引出句子“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
林。它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也是我国园
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让学生齐读，再次引起
上节课学习圆明园后的记忆。然后引导学生阅读第三自然段，
感受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教学语
言训练，并指导学生背诵积累。指导学生阅读第四自然段时，
我让学生分析三句话在文段或文章中的作用以及这样写的好
处，学生分析得头头是道。在学习第五自然段时，我抓
住“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
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
掉。”让学生反复朗读、说感受；引导学生抓住“凡
是”、“掠走”、“任意”、“破坏”、“毁掉”等词，深
入体会英法联军野蛮、强盗般的行为；学生在之后的朗读中
都读得入情入境。本来，我在接下来的环节中用一分钟的时
间观看火烧圆明园的视频，然后用三分钟的时间让学生看着
圆明园的残垣断壁抒怀，把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升华的。但
这时已接近下课时间了，我只好抛出“课文题目是圆明园的
毁灭，作者为什么不按着直接写毁灭，而花了大量的笔墨写
它曾经的辉煌呢？”让学生讨论，之后就匆匆结束了教学。

上完课后，我对自己的教学进行了反思，自我认为做得比较
好的地方有：抓住了课文的重点句子展开教学，教学思路清
晰；语言文字的训练比较落实，如引导学生品读句子，体会
圆明园的美丽、宏伟，指导学生背诵课文也落到实处。但不
足的地方也有不少，如：

1.学生的情绪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来.由于在教学第三自然段时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引导学生背诵和展示背诵，导致在教学第
五自然段时间仓促，未能让学生观看《火烧圆明园》的视频



片段和让学生抒发看到圆明园的残垣断壁时的感受，学生的
情绪未能很好地调动起来，因此，学生对英法联军罪恶行为
的痛恨之情和失去圆明园的惋惜之情在朗读课文时表现不够。

2.引导学生的品读不够到位。在教学第三自然段时，对圆明
园美丽的景色、宏伟的建筑描写的句子品读够到位，总想着
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完成，没有让学生充分地读、深入地
领悟，也对在学习第五自然段时未能激起学生失去圆明园的
惋惜之情有一定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节课教学任务没有完成、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今后，我要策马扬鞭，深入钻研，积极研讨，不断提高教育
教学技能。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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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教学本文时，通过让学生充分
感知语言，品味语言去感受昔日圆明园的精美，壮观。激起
学生对昔日圆明园的无比热爱，无限向往。

为了达到本课的情感目标，突破重难点，我在课前搜集了大
量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图片，向学生展示了当年圆明园的辉
煌之处：它是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它是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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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真的太美了"学生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只
有"爱之深"，才会"恨之切"。

教学一开始，我从课文的题目入手，要求学生和我一起书写
课题，并激情导入：看到"圆明园"这三个字在你的头脑里会



出现怎样的画面。学生想到了它昔日的辉煌，想到了它被毁
后的废墟，这样一座完美著名的皇家园林却被侵略者无情的
毁灭了，正像文中所说，"圆明园的毁灭不仅是祖国文化史上
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采
用这样激情的导入，首先使学生一开始就在思想上产生强烈
的共鸣，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迅速融入到课文内容
中去。顺利的进入第二部分的学习。

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注重以读为本，读中感悟。古人说："读
书百遍，其义自现"。在教学中，注重突出语文课"以读为本，
以读代讲，熟读成诵，在读中感悟"的特点，课堂上留给学生
充足的读书时间，采用自由读，指名读，默读，齐读，范读
等多种形式的朗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了课
堂的气氛，使学生在读中思，读中悟。圆明园这么美，但却
被无情地毁灭了，在感受了圆明园的美之后，引导学生深入
学习第五自然段，让学生再次读课文说说哪些地方让你最可
恨，在学生畅谈感受的基础上，指导朗读，最后回归第一自
然段。面对强盗的无耻行径，面对清政府的昏庸无能，面对
美的东西瞬间遭毁，学生心中肯定有千言万语。学生心中升
腾起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给学生时
间朗读，体会作者怎样表情达意，使学生情有所感，理有所
悟，再次唤起爱国热情，惋惜，痛恨之情，从而更进一步体
验情感，与作者产生强烈共鸣，课堂教学达到高潮，感情得
到升华。

圆明园的辉煌已成为历史的记载，引导学生在脑海中再现它
昔日的景观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为了突出重点，突破
难点，在教学过程中，牢牢抓住介绍圆明园的布局，建筑风
格及收藏的珍贵文物三个方面进行了精读，精讲。注重以读
为本，充分理解语言文字，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结合大量
形象，直观的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挥想象，在脑海中再现出
圆明园昔日的辉煌壮观，让学生从内心真切感受到圆明园是
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突破了难点，从而为后面圆
明园的毁灭感到痛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



础。

在教学中，通过图片和影视资料来激发学生的情感，将课堂
气氛推向高潮。圆明园离我们非常遥远，不管是它的辉煌，
还是它的毁灭，仅仅借用文字资料激发不了学生的情感，但
通过展示圆明园的奇珍异宝，辉煌建筑复原图来引导学生理
解辉煌部分就容易多了。看到图片后学生们都震惊了，此时，
播放圆明园在大火中被焚烧的影视资料，学生的惋惜，愤恨
之情油然而生，最后一部分的感情朗读就无需过多指导了。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篇六

《圆明园的毁灭》内容相对单薄，缺少生动感性的描述，更
缺乏对民族苦难的深层思考。于是，我适时地给学生补充材
料，如写有关圆明园毁灭的一首小诗，数量众多的图片，词
条，以老师讲述的方式一一出现——所有这些材料，它们有
韵律，有层次地聚集在一起，再加上师生生成性的活动，这
课文就被吹进了生命的灵气——有了血肉，于是它变得灵动
起来。

注重多媒体辅助教学对这节课的朗读训练也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教学时我不再是干巴巴地指导学生朗读课文，而是
让学生一边听着优美的音乐，一边欣赏美丽的画面来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展示在学生面前的平湖秋月、武陵春色以及西
洋楼等景点图，把学生带入了美不胜收、引人入胜的仙境，
给学生的想象插上了翅膀。把学生的感官充分地调动起来后，
他们面对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景观，读出了赞美、自豪之情，
面对圆明园的毁灭，读出了痛惜、仇恨之意。

此外也注重了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达尔文说过“最重要的
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会
学，才是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这一节课的主要学习目标是
领悟表达，实现这一目标的学习方法就是：理思路、抓重点、
品词语。学生明确了学习方法就拿到了获取知识的，学生自



主学习才能落到实处。

在这堂课上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投入的，但学生表现不是太
好，发言的积极性也不高。原因是没能让学生更多地与文本
接触，对学生的预习能力估计得过高。本以为五年级的学生
读通课文没问题，因此课堂上没能让学生初读感悟，学生读
得不够多，朗读的形式较单一。再加上本课的时代背景距离
学生较远，学生不能入情入境。怎样利用课堂中的40分钟，
采用各种形式让学生充分接触文本，是我今后努力的目标。

还有在教学时提问的指向性不够明确，造成部分学生不知所
措，当看到学生的表现不是我预设的，显得有些着急。在教
学设计时安排的容量较大，这也想教那也舍不得放弃，可短
短的40分钟毕竟有限，今后要努力从教学的有效性入手，以
一当十，以点代面。

通过这节课我体会到有效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对教材的理解、对学生的了解、对教学环节的安排等，有
太多的内容需要把握。

人教版圆明园教学反思篇七

今天，我进行了《圆明园的毁灭》的教学，课堂中有李校长
和李主任、学科组长教师的听课指导。

教学的开始，我从题目入手，《圆明园的毁灭》，和同学一
起板书课题，“圆”是圆满无缺的圆，“明”是光明普照的
明，还有一个“园”，是皇家园林的园，正是这样一座圆满
无缺、光明普照的皇家园林却被英法联军给毁灭了。引出课
文，结合课文图片介绍圆明园，又走入文本，学习课文第三
段，在这一环节中，我更多地把时间放在课外拓展上，而对
于文本的理解挖掘太少，学生们得到了知识的延伸，却对语
段的内容半知未解。尤其最后引导学生根据理解来感情背诵
时，语段太长，学生无法流利地背下来。针对这一方面的弊



病，我准备删改一些教学环节，如六个小导游介绍环节，我
准备缩减语言，一两句话在座位上介绍，对于文本
中“有·还有”等不做具体的介绍，只要凸显出圆明园中建
筑的精巧即可，另外，引导学生多读，在读中体会，读中理
解，读中背诵。

圆明园的建筑不仅宏伟，文物还很精致，引出第四段，了解
文物的价值之大和历史悠久，在这一环节中，我过于注重文
本的理解，忽视了学生反复的读文。也没有很好的落实语文
课堂上“读”的环节。

值得肯定的是，课文中圆明园被毁灭的讲述中，我更好的结
合了录像的实录，渲染那种国土尽失的悲痛之情，带动起来
学生的情绪，使得学生能够读出文本中所蕴含的悲愤、惋惜
之情，领悟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训。

课文讲述结束环节，由于之前拓展内容太多，致使时间拖长，
后面的拓展内容没有进行完，这是我遗憾的地方所在。所以，
整堂课对于时间的压缩，对于文本的深层理解，引导学生多
读等，都是值得我进一步完善和挖掘的地方。今天，在各位
校领导和同事的指正下，我将会进一步修改我的教学设计，
多练多讲，多发现问题、多去改进。对“以一带多”的教学
模式，有了更加正确的理解，带的内容要适时适度，要精巧，
不能挤压文本的理解和感悟，这是我这次教研课学习到的地
方，也是各位前辈教会我的地方。我将会潜心进取，不断努
力，以求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