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大全10篇)
典礼的举行是一种凝聚力量和团结的方式，它能够让参与者
感受到共同的价值观和使命感。典礼总结也可以加入对成功
经验的总结和分享，为未来的典礼策划提供启示和借鉴。小
编精心挑选了几个精彩的典礼实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
和思考。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一

《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我们随着作者富有诗意的语言，
走进了祖父的园子。孩子气十足的强调，春天的泥土般新鲜
的语言，诗意浪漫的景象的描述，是本文表达方式的突出特
点。学习这篇课文的目的，是让学生自主地、入情入境地读
书，感受作者的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体会作者对童年生
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累语言。
重点是引导学生自主读书，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思想
感情，领悟表达方法。

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能引导学生品读文中的句子，体会作
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于作者的表达方法，能指导学生抓住
作者的语言特点，用心去领悟。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二

随着作者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了祖父的园子，。

由于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从萧红和她的
《呼兰河传》入手，介绍萧红短短一生的文学成就，介绍她的
《呼河兰传》，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接着，我让学生结合
课前的提示，充分地让学生自主地读课文，在读中体会情感，
在读中感悟语的特点。在学生充分读书的基础上，让他们交流
“我”在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思考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



作者为什么对祖父的园子久久不能忘怀，我让他们交流的同
时，引导他们读相关的段落，要求读出自己的体会，感受作
者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祖父的园子》语言幽默，富有
诗意，真实地再现了多彩的童年生活，讲述了作者在祖父园
子里的一些故事，读起来仿佛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在作者
笔下，园子里的小动物，小昆虫，花草树木都像是有生命的，
有自己的思想，生活自由自在。

在精读课文的时候，我主要让学生自主地、入情入境地读课
文，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发挥想象，体会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
累语言。整个过程有两个地方感觉学生讲得很好：

文中许多abb的词语如“胖乎乎、圆滚滚、蓝悠悠”都很优美，
体现了作者别样的情感，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都体会到了，有
学生说这样的蜜蜂抱在手里一定很有趣；有学生说用这样的
表达显得特别亲切，小蜜蜂就像作者的小伙伴，胖乎乎的，
教学反思《》。在讲到“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
榆树先呼叫，来了雨，榆树先冒烟。太阳一出来，榆树的叶
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时学生讲
到作者以童年的角度去看，在她眼里这树像在童话中一样，
会叫，会冒烟，还会发光，在她看来一切是那么美好。真的
为学生的答案喝彩，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想法感悟作者，感悟
文字。

文中的.作者字里行间体现出生活是无拘无束的，是丰富多彩
的，吃黄瓜，追蜻蜓，捉蚂蚱，浇菜……对于学生来讲，这
些既是新鲜的，又是有趣的，他们一定只从书本中看到过，
可能只听长辈讲过，现在作者的童年带他们走进一个全新的
世界，特别新奇，让他们想象作者可能还在园子里做什么，
学生一个个都举起了手，热烈地说着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爬
树、挖坑、种豆，从树上摇果子，摘花，撒花……正因为学
生对文字产生了共鸣，他们尽情地展开了思维的翅膀，尽情
地说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再让他们读课文的时候已经能带上



自己的感受。

另外课文第17自然段写“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
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
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学生就说黄瓜也像人
一样，很天真，有思想，有情绪，爱耍小脾气，生活无拘无
束。最后一句“太阳也不知道。”感觉写得很突然，作者认
为太阳是什么都知道的，却不知道蝴蝶飞哪里去了，想法很
有趣。

纵观整节课的教学，我着力引领学生真实地触摸文本，紧扣
文中关键字、词、句，不断地品味、感悟、内化，使学生实
实在在地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读，让学生在得到语言文化
熏陶的同时，获得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整篇课文学生的学
习欲望强烈，思维自由洒脱，想说的话特别多，真正走进了
祖父的园子。课文学习快结束时，我进行了延伸：“想象萧
红生活，借《呼兰河传》里的文字向学生简单介绍萧红的生
活，并随着推荐这部作品。

总之，文字是美丽的，充满魅力的，课堂上，让我们语文老
师带着学生在美丽的文字间徜徉，享受学习语文的幸福，领
略语文的诗情画意。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三

在教学祖父的园子时，我首先自己阅读萧红的《呼兰河专》
有详细的`了解了萧红的生平，对作者以及她的作品有了全面
以及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教学，这样更能让学生
走进作品，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上课期间，不
断穿插萧红的生平和她的一些作品，以及自己的见解和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深刻的理解了课文的内容教学效果非常理
想。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四

在教学祖父的园子时，我首先自己阅读萧红的《呼兰河专》
有详细的了解了萧红的生平，对作者以及她的作品有了全面
以及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教学，这样更能让学生
走进作品，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上课期间，不
断穿插萧红的生平和她的一些作品，以及自己的见解和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深刻的'理解了课文的内容教学效果非常理
想。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让学生浏览和默读课文，特别是体会“我”在园子的自
由时，通过朗读，读出作者的淘气，读出爷爷对其的宠溺。
通过分角色朗读对话，可以让学生充分体会情感。引导学生
想象自己与祖父母相处的样子。借鉴萧红的写法，仿照着写
一写自己的经历，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使其作品逐渐
有名家的'风范。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六

经过本单元前面几课的学习，学生已经对本单元主题“童
年”有了一定的情感积累，教学时，在初读感知环节，主要
抓住课文讲了几个有趣的片段，让学生理清脉络；在理解课
文环节，主要从“走进园子”体会有趣、“走进祖父”体会
宽容和爱、“走进景物”体会自由三个方面，引导学生深入
课文和情感，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感受慈爱的
祖父给了孩子心灵的自由，对孩子倾尽爱心和耐心。最后引
导学生背诵和积累喜欢的段落，如文中第1自然段以及第16自
然段等。

从上课情况看，能很快地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思考的同学不
多，一般都是做过课前预习的同学；主动朗读的同学也不多，
似乎没有读书的热情。不知是因为到了高年级而害羞，还是



课堂气氛调动得不够。

看来，下次要多做尝试，一定要让学生敢于发言、乐于发言。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七

通过让学生浏览和默读课文，特别是体会“我”在园子的自
由时，通过朗读，读出作者的淘气，读出爷爷对其的宠溺。
通过分角色朗读对话，可以让学生充分体会情感。引导学生
想象自己与祖父母相处的样子。借鉴萧红的写法，仿照着写
一写自己的.经历，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使其作品逐渐
有名家的风范。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八

祖父的园子给了作者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虽然命运
悲惨，但作者并没有失去童真。在讲授此课时，先让学生联
系生活实际诉说自己的童年生活。以此为切入点，锻炼学生
的口语表达能力。之后引入课文，在学生初读课文后与自己
的童年生活进行对比，说一说不同之处，并选择其中一种，
说明原因。这样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诉说中加深了对文本的`理
解。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九

祖父的园子》选自萧红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课
文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园子里的景物，用第一人称讲述
了“我”和祖父在园子中的生活。平静、自由的园子
在“我”眼中是一个乐园。课文的语言别具韵味，将感情蕴
含在景与事之中，表达了“我”对祖父深沉的热爱与依恋，
对童年园子中生活的深深怀念。

授课时学生能找出“我”和祖父在园子里做了什么？但是在
对文章进行文章划分时，学生们不能很好的划分且上课积极



性不高，可能时寒假到开学还没有过渡好，要做好学生思想
工作，转变学习态度抓紧进入学习状态。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思篇十

《祖父的园子》选自萧红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课文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园子里的景物，用第一人称讲述
了“我”和祖父在园子中的生活。平静、自由的园子
在“我”眼中是一个乐园。课文的语言别具韵味，将感情蕴
含在景与事之中，表达了“我”对祖父深沉的热爱与依恋，
对童年园子中生活的深深怀念。

授课时学生能找出“我”和祖父在园子里做了什么？但是在
对文章进行文章划分时，学生们不能很好的划分且上课积极
性不高，可能时寒假到开学还没有过渡好，要做好学生思想
工作，转变学习态度抓紧进入学习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