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 中华
少年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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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篇一

本课以读为主：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读出内心的自豪，读
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培养学生分角色、表演朗诵的能力;感
染教育学生要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

在第一课时，我首先让学生交流课前收集的资料，再放一遍
录音朗读，然后让学生自由朗诵，把诗读正确，读流畅，初
步了解文中一些词句含义，弄懂每一小节的意思，整体把握
主要内容，这样有利于准确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在第二课时，我先让他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歌，要求读
得字正腔圆，再指名一个小组检查朗诵情况，然后进行评议，
并随机对第一个小节的朗诵进行指导，学生心领神会，进步
相当大，再请四人一小组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角色练
读，要求读得有声有色，然后每一小组读一个小节接读整首
诗，读完以后我进行评价，当然是以鼓励为主。

这节课，成功之处有：

1.以读带讲。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诵、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
进而使学生以充沛的情感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
片深情。让学生人人都读，人人都有体会，人人有收获。文
章中重点、难点在学生多形式的朗读过程中得以消化。更重
要的是朗读能力在师生间，生生间交流过程中得到提高。



2.课前让学生大量查找和本文有关的历史典故、传统风俗的
资料、图片和小故事，而且在第一课时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
了充分的交流汇报，帮助了学生对诗歌情感的把握与感悟。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篇二

?中华少年》是一首现代朗诵诗。教学目标我是这样设计的：
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
深情；培养学生分角色、表演朗诵的能力；感染教育学生要
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教学重点是分角色、表演朗诵课文。
教学难点是学生要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纵观这节课，成功之处有：

１、以读带讲：

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诵、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进而使学生
以充沛的情感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２、课前让学生大量查找和本文有关的历史典故、传统风俗
的资料、图片和小故事，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交流汇报机会，
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对诗歌情感的把握
与感悟。

不足之处：

１、课堂密度过大，时间分配不够合理。

２、给学生朗诵的时间不够充分。

３、教学重难点体现不明显。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篇三

1本课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目标我是这样设计的：有感情地
朗读这首诗，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培
养学生分角色、表演朗诵的能力；感染教育学生要深深地爱
着自己的祖国。教学重点是分角色、表演朗诵课文。教学难
点是学生要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１、以读带讲：

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诵、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进而使学生
以充沛的情感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２、课前让学生大量查找和本文有关的历史典故、传统风俗
的资料、图片和小故事，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交流汇报机会，
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对诗歌情感的把握
与感悟。

１、课堂密度过大，时间分配不够合理。

２、给学生朗诵的时间不够充分。

３、教学重难点体现不明显。

总之，我会在以后的教学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不断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和发展，竭尽全力上好每一节课，
真正实现一名教师的人生价值。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篇四

本文是本单元“祖国在我心中”这个专题的最后一篇课文，
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到用朗诵这种形式，也可以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因此，教学中，安排各种形式的朗诵。



（1）自由朗诵。这是分角色朗诵的基础，每个学生自由读，
大声读，把诗读正确，读流畅，初步了解文中一些词句含义，
整体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这样有利于准确表达作品的思想
感情。

（2）分角色朗诵。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配朗诵，可以
四人小组合作读，也可全班分角色朗诵。

（3）表演朗诵。为了有利于情感的表达，可以采用化装表演
朗诵，把甲、乙、丙、丁四个角色装扮成藏族、高山族、蒙
古族、汉族少年，配上动听的音乐，把学生带入课文的情感
世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读后，组织学生交流朗诵后的'
体会。交流对诗句含义的理解，交流对诗句表达特点的感受，
交流内心情感的体验。鼓励学生谈自己真实的想法。在这样
的基础上再读全诗，自然达到“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境地。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篇五

《中华少年》是小学语文六上第二组课文的一篇略读课文。
作者李少白以新时代中华少年的视角激情赞美了祖国，抒发
了作为中华少年的由衷自豪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中华少年建
设中华的坚强决心。

由于课文是一首诗，诗歌偏重于抒情，许多诗句比较凝练，
包含的知识较为丰富，在表达上也比较含蓄。教学这首诗时，
我重点引导学生分角色、表演朗诵课文。要读出内心的自豪，
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是教学的难点。所以，我让学生四人
一小组练习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角色练读，然后每一
小组读一个小节接读整首诗，同时让他们小组竞赛，读完以
后我进行评价，当然是以鼓励为主，并且让学生互相评价。

教学中，让学生展示课前查找和本文有关的历史典故、传统
风俗的资料、图片和小故事，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交流汇报
机会，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对诗歌情感



的把握与感悟。通过自由朗诵、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进
而使学生以充沛的情感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片
深情。

但因学生的课前预习做得不够充分，对诗的理解不够到位，
也不够深入。例如：学生因为时代原因，对祖国荣誉、爱国
情怀理解的都不是很深刻，后面要想他们读出自己的满腔热
情，开课的导入就至关重要。而我出示图片，深情地诉说并
没有很好的激发起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兴趣。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篇六

为了参加国庆诗朗诵比较，听从班主任安排，将第8课调整往
前今天下午上。有了充分的提前朗读，朝着感情诵读，课的
进行倒也顺利有实效！

结合课型，这节课上用足了课件，＂给＂的多，旨在从读通，
读懂，美读到成诵到诵读！一是扫清生字词，字正腔圆地读
通！这首诗长，有些字词容易混淆，出示强化，正音释词，
简单实效!二是梳理结构，有声有色地读懂！诗歌共有8个小
节，结构很清晰，开头结尾互相呼应，点明主题，中间部分
的展开特别丰富，有对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对悠久文化的
赞颂，对特有节日传统习俗的赞赏，三个小节各有侧重，表
现中华少年激动满怀，自豪不已，第5小节话锋一转，回顾祖
国母亲历经苦难，充满艰辛，而后充满希望越来越美
好，7、8小节则道出中华少年立志报效祖国的`铿锵誓言，结
构严谨，情感饱满，梳理结构后分组朗读，呈现出不错的效
果！三是理解内容，饱含深情地美读。四是细节指导，声情
并茂地诵读。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教案及反思篇七

《语文课程标准》中对于朗读在低中高三个学段中分别作了
这样的要求：“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
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这正力显了新
课程提倡的“各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朗读，应
该成为小语阅读教学的主旋律。在课堂上，老师应该把课堂
这个大舞台交给学生，让他们有机会吐露心声，让他们无拘
无束地尽情表达情感说。我在《中华少年》这课时设计是根
据本文是诗歌的特点设计以感情朗读为学习方式，运用多种
的朗读方法，引导学生读出乐趣。

趣味的朗读方式是符合小学生心理特征的，有分角色读、加
上动作读、配乐读、配音读……其中的分角色朗读是我们平
时在课堂中运用的比较多的，自己寻找朗读的伙伴，对于学
生来说既是练习又是提高。老师还可以根据文本的特点创造
性地安排朗读的方式，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朗读
的方式，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朗读。

这样就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通过这样的练习，
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还可以增强学生对文章的理
解能力。

评价读可以是师生间的评价，也可以是生生间的评价。学生
爱挑别人的毛病。教师对这种现象加以引导，对别人的朗读
要先提出优点、值得学习的地方再指出要改进的地方。如让
学生评评老师读得怎样，哪个词读得好，为生生评作铺垫。
通过评价，有利于掌握朗读的技巧与方法。这时，再加上赛
读、挑战读，学生就更来劲了，学生的好胜心理被充分的调
动起来了，纷纷要向班里最好的同学挑战，也感受到了朗读
有趣。

让学生人人都读，人人都有体会，人人有收获。改变了课堂
教学以往情形以教为主。以学为辅。变学生被动学为主动学，
以动带静，以优促差。全班同学学习语文的主动性，积极性
更高了。文章中重点、难点在学生无拘无束的说的过程得以
消化。更重要的是朗读能力在师生间，生生间交流过程中得



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