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成功之处
(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成功之处篇一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一篇略读课文，略读课文的教学应：
“粗知文章大意，不求字斟句酌。”这幅名扬中外的画是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古色古香的图包含了太多的美。
怎么让学生感受到作者做画的精心和古画的历史价值呢?这成
了我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

上课初，我不忘生字词的巩固，设计了开火车反复读本课生
词，并强调了重点词语“作坊、一乘、溜达”的词义。

接着，开始研读课文。我让学生边欣赏古画，并配上优美古
典的古筝乐曲，将学生带入画中美轮美奂的意境中，激发学
生了解古画的兴趣。这一教学环节比较好。

下一环节，我设计了“资料卡”用来对学生预习课文的一个
反馈。由于课前学生已经在家完成了，所以课上汇报比较准
确。课程标准指出：“评价略读，重在考察能否把握阅读材
料大意，评价浏览能力，重在考察能否从阅读材料中捕捉重
要信息。”培养学生快速默读课文，把阅读后获得的有价值
的信息资料随时摘抄进行积累，有利于培养学生略读浏览的
能力。在后面课文的学习中，学生能够运用此方法迅速筛选
文章信息，也体现了这种方法学生掌握很好，并能够学以致
用，举一反三了。



在学习2——4自然段时，我先让学生边对照课文插图，边快
速默读2—4自然段，找一找课文中描写了画面上的哪些内容?
并用笔圈一圈。再请学生在这其中选一个你最感兴趣的内容，
轻声读一读，看看从这一部分描写中体会到了什么?还要把有
关的语句画一画。这一环节是想设计学生自主学习，学习自
己感兴趣的内容。在学生汇报时，再由教师引导学习段落中
的词句训练重点，反复品读，体会张择端的画技高超、精湛，
在体会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但学生汇报时比较自由，先
汇报了“街市”，又汇报了第四段的“桥北头情景”，打乱
了文章的顺序，显得有些杂乱。

在引导学生学习街市的热闹时，我设计了“走在这样的街市
上，你仿佛会听到怎样的声音呢?”学生充分发挥想象，汇报
道：“我仿佛听到了马蹄的“哒哒”声;推独轮车的“吱吱”
声;赶毛驴的人喊出的“驾驾”声。”在学习桥北头情景时，
我设计了“听老师读读这段话，请学生闭目想象，仿佛看到
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学生说道：“我仿佛
看到了骑马人和乘轿人险些相撞的情景，听到了骑马人勒马
时马叫的声音，感受到当时的惊险;我仿佛看到乘轿人擦把汗，
听到他说：“哎呀，真玄啊!,我差点跟马顶牛了,”感受到当
时场面的有趣。”这一点击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又培养了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在处理2——4自然段时，对朗读的指导仍然不够，对第4自然
段动词描写生动分析的不够，没有让学生真正的体会到用词
的妙处。对这三段的处理，我还是以教师逐步的引导为主，
并没有真正的放手让学生去学，这也是这节课设计中的最大
失误。中间三段应该由老师先带领学生分析一个自然段的写
法特点，再由学生小组内用这种学法学习另一段，最后自己
再用总结的学法或分析出的段落结构特点学习一段。而我的
设计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段落去细细品读，容易让他们
忽视了其他两段，没有去分析，就没办法在别的同学汇报时
一起分析、一起体会交流了。



本课的后一个环节，是我一直坚持的。在学完课文后，又是
一次全景欣赏。随着画卷徐徐展开，配以《清明上河图》对
应资料的解说，补充课文未能涉及到的内容。较之第一次欣
赏，不仅有内容上的拓展，更在情感上传递着民族文化的光
辉灿烂。“这一次的欣赏，在孩子心田累积的不仅是画面，
是文字，更是文化的积淀，从而达到本课的德育目标，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感情。最后，我以一首小诗结束，
更加激发学生体会到《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价值，最后的点
题：他为什么被称为“名扬中外的画”。

这次教学，我对《清明上河图》这幅古画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这堂课上我觉得不足的是像一幅气势这么宏大的画，如何
将它写下来呢?还应适当指导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本科
教学设计中还存在很多不足，我也争取在以后的教学中深挖
教材，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成功之处篇二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的一篇略读
课文。课文主要介绍了被誉为我国宋代的小百科全书的《清
明上河图》这一古画的年代，作者，大小，画面内容及历史
价值。

在教学中，我本着略读课文的教学应：“粗知文章大意，不
求斟字酌句。”的原则设计以下两大教学环节：

课的开始，我让学生边欣赏古画边听课文朗读，并配上优美
古典的古筝乐曲，将学生带入画中美轮美奂的意境中，激发
学生了解古画的兴趣。这一教学环节比较好。

接着，我提了几个有关古画的小问题让学生回答，再让学生
找找这几个问题都在课文的哪一段，学生很快便找到了，从
而轻松而自然地学习了第一段。



然后，我以“古画到底画了些什么呢？”这一个大问题指导
学生学习课文二、三、四节

在这一教学环节中，主要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读了解古画内容，
在指导朗读的同时进行适当的拓展，如：二、三段让学生分
角色读“有……有……有……”“有的……有的……有
的……”

读完书上的内容后，我继续指名引读“有……有……
有……”“有的……有的……有的……”这时要求学生根据
课文拓展读，学生兴趣浓厚，想象丰富。在学习第四段时，
我抓住“最有意思”这个词让学生四人小组学习，或表演，
或朗读来表现最有意思，效果没有想象的完美，而且占用的
时间较多，我想将这一环节改为让学生自己感悟其中的趣味
是不是更好？！

欣赏并了解了古画的内容后，我让学生再看了一遍古画并让
他们思考为什么它会成为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在这一教学环
节中，学生想得很细，回答得很好。我根据学生的回答总结
了这幅画因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名扬中外。

这是我第二次教学生学习《清明上河图》，这次教学，我对
《清明上河图》这幅古画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这堂课上我觉
得不足的是像一幅气势这么宏大的画，如何将它写下来呢？
还应适当指导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成功之处篇三

在我国灿烂的艺术瑰宝中，《清明上河图》是一颗璀璨的明
珠，有人称它为我国宋代的小百科全书。《一幅名扬中外的
画》这篇课文，用生动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这幅古代绘画作
品。

由于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在教学时，我把握略读课文的教学



要求，“粗知文章大意，不求斟字酌句。”的原则设计以下
三大教学环节：

1、让学生通读课文，了解古画的内容。我努力为学生营造一
种张扬祖国灿烂文化的氛围，让学生融入其中。课的开始，
我让学生欣赏《清明上河图》，并配上简介，将学生带入画
中美轮美奂的意境中，激发学生了解古画的兴趣。然后，我以
“古画到底画了些什么呢？”这一个大问题指导学生自学课
文二，三，四自然段。然后以朗读的形式反馈自学情况。在
反馈的过程中指导学生进行适当的拓展，如：二，三自然段
让学生读“有……有……有……”、“有的……有的……有
的……”。读完书上的内容后，我继续指名引读“有的……
有的……有的……”，并学以致用，进行口语交际，用“有
的……有的……有的……”说句子。重点讲第四自然段情景
描写，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学习使用“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
写一个场景。

2，抓住课文的题眼，引导学生了解古画的价值。欣赏并了解
古画的内容后，我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它会成为一幅名扬中外
的画学生谈到了画面展现街市上的热闹场面及桥北头的场景，
他们从“好几百人”“三百六十行”七个“有”等词句赞叹
画家画技的高超，有的还从画面中找到了农民，商人等各种
行业身份的人，还有的从画中传神地捕捉了生活情景而由衷
感叹这幅画确实名扬中外。这一教学过程在充分关注学生个
体读书感受的基上，真正了解了这幅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
值。

3、课外拓展，通过图片、视频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成功之处篇四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一篇略读课文，略读课文的教学应：
“粗知文章大意，不求字斟句酌。”这幅名扬中外的画是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古色古香的图包含了太多的美。
怎么让学生感受到作者做画的精心和古画的历史价值呢？这
成了我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上课初，我不忘生字词的巩固，
设计了开火车反复读本课生词，并强调了重点词语“作坊、
一乘、溜达”的词义。接着，开始研读课文。我让学生边欣
赏古画，边读文将学生带入画中美轮美奂的意境中，激发学
生了解古画的兴趣。这一教学环节比较好。下一环节，我设
计了四个问题：

1、这幅画画了哪些行业的人？

2、画上的街市有些什么人？

3、桥北头发生了什么事？

4、这幅画为什么能名扬中外？

让学生反复读课文后再作反馈。由于课前学生已经在家预习
了，所以课上汇报比较准确。课程标准指出：“评价略读，
重在考察能否把握阅读材料大意，评价浏览能力，重在考察
能否从阅读材料中捕捉重要信息。”培养学生快速默读课文，
把阅读后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资料随时摘抄进行积累，有利
于培养学生略读浏览的能力。在后面课文的学习中，学生能
够运用此方法迅速筛选文章信息，也体现了这种方法学生掌
握很好，并能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了。在学生汇报时，再
由教师引导学习段落中的词句训练重点，反复品读，体会张
择端的画技高超、精湛，在体会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但
学生汇报时比较自由，可以不必按顺序。学生先汇报了“街
市”，又汇报了第四段的“桥北头情景”，打乱了文章的顺
序，显得有些杂乱。在引导学生学习街市的热闹时，我设计了
“走在这样的街市上，你仿佛会听到怎样的声音呢？”学生
充分发挥想象，汇报道：“我仿佛听到了马蹄的“哒哒”声；
推独轮车的“吱吱”声；赶毛驴的人喊出的“驾驾”声。”
在学习桥北头情景时，我设计了“听老师读读这段话，请学



生闭目想象，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
么？”学生说道：“我仿佛看到了骑马人和乘轿人险些相撞
的情景，听到了骑马人勒马时马叫的声音，感受到当时的惊
险；我仿佛看到乘轿人擦把汗，听到他说：“哎呀，真玄
啊！，我差点跟马顶牛了，”感受到当时场面的有趣。”这
一点击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又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这一次的欣赏，在孩子心田累积的不仅是画面，是文
字，更是文化的积淀，从而达到本课的德育目标，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感情。最后，我以一首小诗结束，更加
激发学生体会到《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价值，最后的点题：
他为什么被称为“名扬中外的画”。

这次教学，我对《清明上河图》这幅古画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在这堂课上我觉得也存在很多不足：

1、像一幅气势这么宏大的画，如何将它写下来呢？还应适当
指导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2、在处理2——4自然段时，对朗读的.指导仍然不够，对第4
自然段动词描写生动分析的不够，没有让学生真正的体会到
用词的妙处。

3、对这三段的处理，我还是以教师逐步的引导为主，并没有
真正的放手让学生去学，这也是这节课设计中的最大失误。
中间三段应该由老师先带领学生分析一个自然段的写法特点，
再由学生小组内用这种学法学习另一段，最后自己再用总结
的学法或分析出的段落结构特点学习其他段。而我的设计让
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段落去细细品读，容易让他们忽视了
其他两段，没有去分析，就没办法在别的同学汇报时一起分
析、一起体会交流了。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还存在很多不足，我也争取在以后的教
学中深挖教材，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教学反思成功之处篇五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是一篇略读课文，略读课文的教学应：
“粗知文章大意，不求字斟句酌。”这幅名扬中外的画是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古色古香的图包含了太多的美。
怎么让学生感受到作者做画的精心和古画的历史价值呢？这
成了我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上课初，我不忘生字词的巩固，
设计了开火车反复读本课生词，并强调了重点词语“作坊、
一乘、溜达”的词义。接着，开始研读课文。我让学生边欣
赏古画，边读文将学生带入画中美轮美奂的意境中，激发学
生了解古画的兴趣。这一教学环节比较好。下一环节，我设
计了四个问题：

1、这幅画画了哪些行业的人？

2、画上的街市有些什么人？

3、桥北头发生了什么事？

4、这幅画为什么能名扬中外？

让学生反复读课文后再作反馈。由于课前学生已经在家预习
了，所以课上汇报比较准确。课程标准指出：“评价略读，
重在考察能否把握阅读材料大意，评价浏览能力，重在考察
能否从阅读材料中捕捉重要信息。”培养学生快速默读课文，
把阅读后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资料随时摘抄进行积累，有利
于培养学生略读浏览的能力。在后面课文的学习中，学生能
够运用此方法迅速筛选文章信息，也体现了这种方法学生掌
握很好，并能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了。在学生汇报时，再
由教师引导学习段落中的词句训练重点，反复品读，体会张
择端的画技高超、精湛，在体会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但
学生汇报时比较自由，可以不必按顺序。学生先汇报了“街
市”，又汇报了第四段的“桥北头情景”，打乱了文章的顺
序，显得有些杂乱。在引导学生学习街市的热闹时，我设计了



“走在这样的街市上，你仿佛会听到怎样的声音呢？”学生
充分发挥想象，汇报道：“我仿佛听到了马蹄的“哒哒”声；
推独轮车的“吱吱”声；赶毛驴的人喊出的“驾驾”声。”
在学习桥北头情景时，我设计了“听老师读读这段话，请学
生闭目想象，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
么？”学生说道：“我仿佛看到了骑马人和乘轿人险些相撞
的情景，听到了骑马人勒马时马叫的声音，感受到当时的惊
险；我仿佛看到乘轿人擦把汗，听到他说：“哎呀，真玄
啊！，我差点跟马顶牛了，”感受到当时场面的有趣。”这
一点击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又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这一次的欣赏，在孩子心田累积的不仅是画面，是文
字，更是文化的积淀，从而达到本课的德育目标，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感情。最后，我以一首小诗结束，更加
激发学生体会到《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价值，最后的点题：
他为什么被称为“名扬中外的画”。

这次教学，我对《清明上河图》这幅古画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在这堂课上我觉得也存在很多不足：

1、像一幅气势这么宏大的画，如何将它写下来呢？还应适当
指导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2、在处理2——4自然段时，对朗读的指导仍然不够，对第4
自然段动词描写生动分析的不够，没有让学生真正的体会到
用词的妙处。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还存在很多不足，我也争取在以后的教
学中深挖教材，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