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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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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主人》是一篇意蕴深刻、震撼人心的优美散文，描
写了波浪汹涌的黄河及艄公驾驭羊皮筏子上的沉着冷静，赞
扬了艄公凭着勇敢、智慧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的黄河，
被誉为“黄河的主人”。

课前我就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黄河的资料，课堂上学生展示后
我觉得学生对黄河的感受还不够深刻，就播放了一段黄河波
涛浪涌的视频，学生观看后，对黄河的汹涌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

导入课文时，我通过质疑课题“谁是黄河的主人”直接切入，
引导学生在文中最后一小节找出“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
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
黄河的主人。”紧接着就是提问：为什么将艄公称为“黄河
的主人”?整篇课文的学习也就是围绕这个大问题展开。我觉
得这样设计，有利于抓住文章的核心，学生也能有所得。

在教学艄公是“黄河的主人”环节中，我没有一步一步的教
学，而是直接出示要求：从文中找出能证明艄公是黄河主人
的句子并读一读，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文章、做批注。
后来在交流中我发现，学生讲得非常好，找出了很多句子。
还有些句子存在争议，我就因势利导带着学生一块儿讨论，
我欣喜的看到有些问题学生回答的比我设想的还要精彩，课



堂上不时传来阵阵欢呼声。整节课进行的非常流畅，学生在
讨论和交流中就说出了艄公的沉着冷静、胆大心细和机智勇
敢等品质，我只扮演了引导者和总结者的角色，班级很多学
生都参与了进来，有的踊跃发言，有的出谋划策，有的给伙
伴加油鼓劲，整个课堂完全成为了学生的'主场，以至于我不
得不狠拍桌子才能终止他们激烈的争论。下课铃声传来，学
生们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这么快就下课啦。

其实课堂上还有一些知识点没有时间讲解，比如第三自然段
的省略号，比如羊皮筏子的简介，比如列举中华民族其他和
艄公一样的名人，这些我都放在课外，让他们回去搜集资料
自主学习，学生们能自主归纳出艄公的品质，我觉得就是他
们这节课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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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课标新理念的实行，在教学过程中老的教学模式已经被
社会所淘汰，要想在教育教学工作上有所突破就必须跟上时
代的步伐。以往在教学时都是以老师为主导，学生为辅。在
讲课时，老师进行枯燥无味地讲说学生洗耳恭听，课下认真
做好复习，对于知识点进行死记硬背即可。而今的教学要求
我们教师不能在这样下去了，要改变这种陈旧的教学模式，
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动手动脑，并通过思考把自己的观点看
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才能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的兴
趣。使他们乐学愿学好学，其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让学生
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得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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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为一篇幅较长的童话，故事生动有趣，通过
三个牧童在智慧的女儿引导下寻找到幸福的过程，告诉人
们“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很好地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别人



有益的事情”的这一人生道理。虽然文章主旨明确，但要深
切地体会语言、感悟哲理则有一定难度。

在写法上，作者善于布白留空，对于三个牧童分手后十年间
的所作所为的描写极为简约，仅通过三个牧童的简单讲述来
表现。小学生好奇心强，这一布白恰好成为学生探索精神尽
情展示的平台。因此，对三个牧童及智慧女儿的几处语言描
写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语言训练的焦点，成为了对学生进行
想像力和表达力的语言性实践及体验生命历程的关键。这样
处理既摆脱了串读串讲串问的陈旧教学模式，又集中了教学
内容，长文短教，重敲一处，使教学效益有了最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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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语言的精华，激情是点燃语言的火把。凡是有激情澎湃
的课堂，就有诗的火花在闪烁。在学生深入地理解幸福的深
刻含义之后，教师应关注着学生情感的点燃。要求学生回头
看看黑板上课初留下的种.种答案吧，学生提出将“买彩票得
大奖”擦掉，我欣然照办。当学生默然时，我追问：黑板上
的这些都是真正的幸福吗?学生答：有的是儿时的幸福，只不
过是在享受幸福;现在的真的是幸福，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带给了朋友、父母、老师以快乐;未来的是心中的梦想，只能
期盼着未来再实现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板书下“小时候、现在、未来”三个词
语，并告诉他们：“是啊!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幸
福;现在啊，每个人都在追寻幸福;未来呢?幸福就是你们灿烂
的前程!”并要求他们写出一首诗，当然，孩子们的惊喜是可
想而知的!人人都变成了诗人，人人都才华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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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教学重点内容之后，围绕教学目标，便可展开教学全
过程。在板书“幸福是什么”这一文题之后，激发学生自由



谈谈对幸福的认识，什么“受到老师表扬、得到同学安慰、
向灾区儿童献爱心、心愿实现、画好了一幅画”等等，教师
依据“过去”“现在”“未来”而分类板书，然后便引导学
生进入“幸福是什么”的追求中。在初读了解课文大意之后，
启发学生带着“三个牧童做了一件什么事而得到了智慧女儿
的赞扬?”“三个牧童十年后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吗?你怎么知
道的?”的问题自能读书。学生自学自悟后分小组交流，然后
再集中探讨第一个牧童的幸福历程。多媒体出示牧童的
话：“弄明白了，很简单。我给病人治病。他们恢复了健康，
多么幸福。我能帮助别人，因而也感到幸福。”在反复理解
与朗读后，问：他是怎样帮助别人的?教师不断创造情景：遇
到一个下肢瘫痪的老大娘，他是怎么做的呢?遇到一个双目失
明的孩子呢?遇到……引导学生不断地从语言、动作、神态、
情感各方面去体验白衣天使的奉献历程，去体验救死扶伤的
神圣与庄严，从而真切感受帮助别人而获得幸福的愉悦。如
此炮制，在全方位、多层面地体验了火车服务员、轮船职员、
消防队员、农民等等的真诚劳动之后，学生再一次真切地感
受到了幸福的含义。

通过对课文中的精彩语段的研讨，实现对人物情感的再创造，
既体现了语文本体观，又体现了学生主体观，情与景交融，
其乐亦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