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雄的拥抱节说课稿 拥抱大树教学反
思(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雄的拥抱节说课稿篇一

木的人们往往把树当作人来看待，人应当尊重树的尊严，因
为树木也是有生命的.。用铁链锁住树是对树木的一种侮辱，
是不道德和违法的行为，理应受到谴责与惩罚。在明白这一
道理后，学生对于课文开头那一幕奇怪的场景就很好理解了。
这其实是丹尼尔为了反省自己并教育别人才以这种特别的方
式公开道歉，表达他要永远善待、爱护树木的决心。

最后一个续写诗歌的环节，我是比较满意的。以往我们常用
的是让学生谈谈自己生活中怎样保护环境，或者写一两条宣
传语，或是写倡议书。前者有思品课嫌疑，后者难度较高。
而语文课的归宿点，应该体现在语言转化和思想提升上。所
以我启发学生联系第6课学习的诗歌，扩展思路进行写话训练。
如：你是在砍伐神圣的的自然博物馆；你是在毁坏人类文明
的起点。学生的思路也逐渐打开。又写出：你是在毁坏小鹿
美丽的家园；你是在伤害抵挡“沙尘暴”的勇士；你是在破
坏人类的天然氧吧……这样的小创作学生还是比较喜欢，而
且是容易操作的。

大雄的拥抱节说课稿篇二

本次参加了市、区教学公开实践课，虽然两堂课的备课思路
不尽相同，一堂课的教学重点主要在于指导学生根据课文内
容编写课本剧台词，另一堂则指导学生以第一人称改写课文，



把作为旁观者的自己在现场听到的写具体，但用的教材都是
本学期第二单元中的课文《拥抱大树》，都是从写作的角度
指导学生进行语言表达训练，这样的课对我来说实在是挑战，
我的课堂教学策略要随时跟着学生的现场反应进行调整。因
此，课前对教材的解读，把握，对学生在上课时可能出现的
种种问题的预设尤为重要。

公开课上，学生根据剧情为丹尼尔设计独白时，果然简单地
这样写道：好吧，我确实违反了国家有关绿化和保护树木的
法律，我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于是，我及时将准备
好的这两个问题提出来，让学生进行了讨论。他们在讨论中
感受到了丹尼尔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他为自己
承担责任的决心，他要用自己的诚意换回自己的自尊。课堂
上学生对人物的.理解逐渐走向深层次，更好地把握了文章主
旨，独白设计则更精彩，到位。

然而，教学中往往会出现与教师备课思路完全不一致的生成
性问题，面对这样突发的，毫无准备的情况出现，我们教师
是简单地制止，粗暴地打断或用一些理由加以否定，还是顺
势而导，组织学生作进一步的讨论？我想，我们在教学中应
该充分关注学生的主体意识，因势利导，把课堂真正还给学
生。

试教时，在指导想象围观者看到一个壮汉正在拥抱大树，大
家会说些什么时，学生开始基本上是顺着我的备课思路来讨
论的，他们都认为不知情的围观者首先会产生疑问：那人是
谁？他为什么拥抱大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又会议论
纷纷，赞扬丹尼尔的知错就改，称赞绿化管理局的严于执法，
善于执法，夸赞那位写信的绅士有很强的环保意识。这时，
有个男生大声说：围观者也会嘲笑那位壮汉，多傻啊，大庭
广众之下去拥抱大树。听了那位男生的发言，有些同学忍不
住也点头赞同。当时，我真想打断他们，提醒他们本文的主
旨在于通过这样一件事警醒大家自觉爱护绿化，保护大自然，
而如此的嘲笑与全文的主题相去甚远，当然不能出现在文中。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试试把问题留给学生来讨论。我马上
肯定了这位同学的想象是合理的，现场确实可能会出现这样
的嘲讽，因为人的觉悟有高低。但我又请学生假设，如果你
在现场听到这样的讥讽，你会附和吗？很多同学马上举手说
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会当场反驳，这怎么能说是傻呢？这是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行为，勇于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他
这样做，人们会因此更加尊敬他的……我因势利导，又请同
学思考：现场的围观者，他们又会怎样说呢？学生们议论纷
纷：围观者也会像我们一样对这位嘲笑者进行反驳。我及时将
“反驳”板书在黑板上，然后，请学生根据刚才讨论的内容，
展开合理想象将围观者在一旁说的话写下来。

针对这样突发的生成性问题，我因势利导，指导学生通过自
己讨论，真正把握文章中心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学生对文章
的理解也就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地探究，这样的课
堂更能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

大雄的拥抱节说课稿篇三

1、教学的机敏来自于知己知彼。

本次参加了市、区教学公开实践课，虽然两堂课的备课思路
不尽相同，一堂课的教学重点主要在于指导学生根据课文内
容编写课本剧台词，另一堂则指导学生以第一人称改写课文，
把作为旁观者的自己在现场听到的写具体，但用的教材都是
本学期第二单元中的课文《拥抱大树》，都是从写作的角度
指导学生进行语言表达训练，这样的课对我来说实在是挑战，
我的课堂教学策略要随时跟着学生的现场反应进行调整。因
此，课前对教材的解读，把握，对学生在上课时可能出现的
种种问题的预设尤为重要。

公开课上，学生根据剧情为丹尼尔设计独白时，果然简单地
这样写道：好吧，我确实违反了国家有关绿化和保护树木的
法律，我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于是，我及时将准备



好的这两个问题提出来，让学生进行了讨论。他们在讨论中
感受到了丹尼尔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他为自己
承担责任的决心，他要用自己的诚意换回自己的自尊。课堂
上学生对人物的理解逐渐走向深层次，更好地把握了文章主
旨，独白设计则更精彩，到位。

2、因势利导，解决课堂生成性问题。

然而，教学中往往会出现与教师备课思路完全不一致的生成
性问题，面对这样突发的`，毫无准备的情况出现，我们教师
是简单地制止，粗暴地打断或用一些理由加以否定，还是顺
势而导，组织学生作进一步的讨论？我想，我们在教学中应
该充分关注学生的主体意识，因势利导，把课堂真正还给学
生。

试教时，在指导想象围观者看到一个壮汉正在拥抱大树，大
家会说些什么时，学生开始基本上是顺着我的备课思路来讨
论的，他们都认为不知情的围观者首先会产生疑问：那人是
谁？他为什么拥抱大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又会议论
纷纷，赞扬丹尼尔的知错就改，称赞绿化管理局的严于执法，
善于执法，夸赞那位写信的绅士有很强的环保意识。这时，
有个男生大声说：围观者也会嘲笑那位壮汉，多傻啊，大庭
广众之下去拥抱大树。听了那位男生的发言，有些同学忍不
住也点头赞同。当时，我真想打断他们，提醒他们本文的主
旨在于通过这样一件事警醒大家自觉爱护绿化，保护大自然，
而如此的嘲笑与全文的主题相去甚远，当然不能出现在文中。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试试把问题留给学生来讨论。我马上
肯定了这位同学的想象是合理的，现场确实可能会出现这样
的嘲讽，因为人的觉悟有高低。但我又请学生假设，如果你
在现场听到这样的讥讽，你会附和吗？很多同学马上举手说
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会当场反驳，这怎么能说是傻呢？这是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行为，勇于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他
这样做，人们会因此更加尊敬他的……我因势利导，又请同
学思考：现场的围观者，他们又会怎样说呢？学生们议论纷



纷：围观者也会像我们一样对这位嘲笑者进行反驳。我及时将
“反驳”板书在黑板上，然后，请学生根据刚才讨论的内容，
展开合理想象将围观者在一旁说的话写下来。

针对这样突发的生成性问题，我因势利导，指导学生通过自
己讨论，真正把握文章中心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学生对文章
的理解也就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地探究，这样的课
堂更能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

大雄的拥抱节说课稿篇四

《拥抱大树》是第八册第二单元中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讲
述了一个爱护树木的有趣而动人的故事。丹尼尔无意中伤害
了大树，为了反省自己并教育别人，他以拥抱大树的方式小
树木公开道歉，决心要永远善待、爱护树木。

本文的主题很熟悉，无外乎保护自然。但在和暖的春日中细
细一读，不免生出另外的遐想。首先是“拥抱”这个词。它
让我想到自己拥抱儿子那柔软小巧的身体，仿佛只有那样才
真切感受生命成长的喜悦；它让我想到很久没有和母亲拥抱，
已经很生疏表达对老人的情感；它让我想到一本书里说：拥
抱——肌肤接触，是帮助情感沟通的法宝……我被课文第一、
二节深深吸引。“魁梧”的壮汉，在嘈杂的人行道上，“喃
喃自语”，“重重吻”……周围没有人讥笑，或惊呼奇怪，
反而有人拿出了照相机。我想作者要表达的是，主人公的真
挚，甚至是虔诚。这一切，仅仅因为“用铁链把自行车锁在
店门口的大树上。”

合上书本，设计教学方案时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够将作者、
编者的意图传递给孩子。环保的背后，不仅仅是可持续发展，
那是人性的生长需要。我们的孩子，本身处在需要呵护自尊、
启发人性的时候。但如何让他们感受？读书——读教材，有
时也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吧。



课后的语言训练是课内外相结合的语言实践活动。要求学生
注意观察，开展想象，将生活中发现的有人不爱护花草树木
的现象提出来，想办法改正。同时组织学生利用出鹰假日小
队，宣传爱护绿化、保护环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环保工作。
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国外是如何进行的？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和学生一起来学习《拥抱大树》一课。环境保护意识贯穿
于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之中，是这篇课文在教育意义上的特
色，也为我们了解国外的教育打开了一扇窗户。课文中讲述
的故事真实感人，说明道德的自省与作用。爱护绿化的认识
和行为在美国受法律的保护，这也给我们如何增强环保意识
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说写双通道”的练习里，学生们法律
自律和道德自省的意识也得以体现。课后，我还要求学生根
据课文内容编写一篇采访实录，效果显著。

大雄的拥抱节说课稿篇五

《小草和大树》这篇课文，从课题表面来看，写的是自然界
中常见的两种事物。初读课文后，便了解到课文写的是夏洛
蒂・勃朗特三姐妹的成材故事！小草和大树在文中有着深刻
的含义，学生只有对文中的小草和大树的含义有了一定的理
解之后，才能轻松的理解文章的深刻主题。那么，如何引导
学生理解词义以及学习课文呢？本次教学设计，我围绕着学
生在预习时提出的问题：“‘小草’指的是谁？‘大树’指
的是谁”？进行了教学。因为文章中的“小草和大树”出现
了3次，一次是在课题，一次在骚塞的回信中，一次是在文末。
所以，我先出示了“骚塞的回信”让学生通过朗读，了解骚
塞回信的冷酷其实就是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文学是妇女不
能从事的事业，即使从事了也不可能取得成功。那么，“小
草和大树”分别指的是谁呢？学生说：“小草”是夏洛
蒂，“大树”指的是“骚塞”。在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领悟
出回信中的“小草”指的妇女能从事的.事业，“大树”指的
妇女不能从事的事业，小草不能变成大树，小草就是小草，
大树就是大树，言下之意，文学是妇女不能从事的事业，即
使从事了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言语中充斥着对妇女的蔑视。



我出示句子“硬是用汗水和心血把‘小草’浇灌成‘大
树’”这句话怎么理解？学生：“夏洛蒂姐妹打破了妇女不
可能从事文学事业的传统观念和陈腐偏见，取得了巨大成
功”。

成功前的夏洛蒂是“小草”，成功后的夏洛蒂是“大树”。
我又出示问题:

“纵观全文，题目除了以上两个意思，还有什么意思?”还将
成功前的夏洛蒂比喻成小草，在接踵而至的艰辛和磨难中，
以顽强的生命力，茁壮成长，将成功后的夏洛蒂比喻成大树，
突出她的成就非凡。在自然界中，小草虽然不能变成大树，
但在文学界里，夏洛蒂姐妹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