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草青青教学反思(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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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一

（一）

维恩图是一种选择、分类和比较信息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在
学生观察比较香樟树和狗尾草的特点后，我让学生明确维恩
图的操作方法：先把大树和小草的特点分别写在各自的框里，
然后对照两边的特点，把共有的特点写入交*的位置，再把两
边共有的特点划掉。让学生第一次就牢固掌握这一种学习科
学的有用工具。

（二）

我对本课的实施过程进行了变动，课一开始在引出狗尾草之
后，我先带领孩子们去校园里寻找并小心的采集狗尾草，然
后在教室里展开小组观察交流，完成对狗尾草各部分特点的
了解，最后，讨论大树和小草的相同和不同，结束本课。课
刚结束，听到有几个学生在交流：科学课真有味道！心里感
到非常的欣慰！做一个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一直是我的追求。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二

本文又是篇新课文，介绍的是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逆境成
才的感人故事。这是一个不屈的女性，她活出了一位卑微的
女性的尊严。是我们现代人学习的榜样。



下面对提高教师课堂评价语有效性谈几点认识：

一、评价语言要有针对性，要反映出学生发言好在哪儿，错
在哪儿。当学生回答片言只语时，教师要在评价中让学生获
得学习方法，以此提升学习能力。

二、评价语言要多样，富有变化。如评价学生的朗读，不要
仅仅停留在“读得声音响亮、很有感情”这一肤浅层面上。
应该要明确地告诉他哪里读得好，为什么要这样读等等。

三、要善于从学生错误的发言中捕捉正确的因素。尤其是对
一些中下学生，更要注意鼓励评价，不只是简单的判断和褒
奖，注重具体的引导，更多的是内容、方法层面上点拨和引
导。当然，评价语言的情感性、幽默性则是更高层面上的引
导。

以上就是《小草和大树》教学反思全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
帮助！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三

——

《小草和大树》主要讲了夏洛蒂?勃朗特三姐妹的成材故事，
教学之前，我就作了认真研读，觉得这篇课文很多地方都值
得引导学生品读理解，小草和大树有着深刻的含义，教给学
生的不仅仅有文本的内涵，更有做人的道理。

教学中，我始终抓住课题，引导学生逐步探究“小草”
和“大树”的内涵，文章中的“小草和大树”共出现了3次：
课题、骚塞的回信中、文末。以“小草和大树”为题，形成
的鲜明对比，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发人深思。文中
将“小草”和“大树”用了打比方的手法，将成功前的夏洛
蒂比喻成“小草”，将成功后的'夏洛蒂比喻成“大树”，体



现了夏洛蒂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付出的艰辛努力，让学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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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学过程不能用流畅来表
示，不过，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感悟到的应该是丰富的。

最后，我布置了拓展题，供学生想象和思考：

1、你想用哪些名言警句来概括夏洛蒂三姐妹的成功？

2、这篇课文对你有哪些启示？

3、三姐妹成名后，假如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骚塞先生，此时，
她们会说些什么呢？

多元作业，让学生的学习成果得到了运用，表达能力、想象
能力能也得到了提高。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四

课文介绍了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逆境成才的故事，
记述了夏洛蒂不甘命运的摆布，不懈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
典型事迹。

在课题的引入时，我设计了两个问题：这是写植物的文章吗？
那么针对课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的设
计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通过第一个问题之后，学生很容易
就会把提问的落脚点放在“既然不是写植物的，为什么要用
它做课题”这个话题上，这样在初读课文时他们就会很容易
整理文章的脉络，抓住重点的线索。

理清课文的脉落以后，再进行精读训练。在教学第三自然段
时，我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文，把能体现夏洛蒂心情的词语画
出来，体会夏洛蒂向骚塞请教前后不同的心情。学生画出以
后，先来看一看夏洛蒂在得到骚塞回信之前的心情。指名学



生有感情地朗读有关句子，从朗读中，大家听出了什么？听
出了夏洛蒂的惴惴不安、担心害怕以及她非常希望得到她崇
敬的文学前辈的指点、提携的心情。可是，结果非但没有得
到前辈的指点，还受到了冰冷冷的训诫。在理解的基础上，
指导学生反复练读，把自己当作骚塞，读出冰冷、傲慢的语
气，再让学生上台演读。引导学生抓住文中描写夏洛蒂姐妹
的词语、句子，感受夏洛蒂三姐妹坚定不移的决心。

在实施“学程导航”的今天，课堂非常倡导“以学定
教”“顺学而导”的方式，在本堂课的教学中，我也把这一
理念融入了课堂，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所有的学生都真
正参与了学习的过程，做了一回学习的主人。

问题的提出不仅让整篇文章更趋完整，也呼应了一开始的教
学，更让学生在夏洛蒂的身上看到了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能
创造生活奇迹的希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生活热情，
对于他们以后的学习、生活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五

北师大张东娇教授来校指导校园文化课例，郭云老师上的就
是这篇课文。她曾在指导课中反复强调：丰厚文本，深度教
学。提出让师生读读相关的书籍。

当我现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很自然地不收课文的限制，文本
的教学简单而轻松，我把时间留给文中主人公带来的书籍资
源。

从学校图书馆，孩子们借来了《简爱》《呼啸山庄》《艾格
尼斯格雷》，废寝忘食地阅读起来。读中，她们找到了简爱
的原型，发现了与作者的相似之处，阅读课上品评人物，就
成了最热火朝天的情形。不要担心落伍者停滞的脚步，无法
交流时的尴尬，会无形中督促他们奋蹄阅读。



从课内走向课外——这就是我对这篇课文最大价值的发掘。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六

《小草之歌》一文是作者王宜振通过采用拟人的手法，以自
述的形式，抓住小草的特点，赞颂了小草的奉献精神。教学
时我首先引导学生明确本单元导读语，明确“抓住重点语句
深入理解，体会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
后，再抓住诗歌教学的特点，以读为本。抛出“一边读一边
想：诗歌是从哪几方面赞美小草的？结合诗句的内容说一
说”这一自学提示后，创设情境，让学生走进文本，进入角
色，让学生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相结合，按读有发现，读有
感受，读有情感的层次，深入感悟理解诗歌内涵。

教学中我十分重视学生自身的阅读感受和体验，注重感情朗
读，读中捂情，读中享美，感受小草的伟大。引导学生在读
悟中感受朗读的快乐，体会语言文字的优美，培养学生的语
感。在学习小草的无私奉献精神时，抓住“并不。。。。。。
并不。。。。。。、只为、只要”等词语体会到小草虽然很
渺小，却甘愿为天地间奉献一点绿色，为大自然的需要做一
丝奉献，向大自然索取很少。然后围绕小草为人类做的贡献，
抓住小草防洪，固沙，美化环境三大特点来理解，最后通过
小草冬春面貌的对比感悟到小草顽强的生命力，再回到题目，
突出中心，环环相扣。引导学生说一说在我们周围有许许多
多像小草一样平凡的人，他们自信、自强、具有无私奉献的
精神，你能举例说说吗？学生列举了清洁工、交警、建筑工
人等像小草一样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群人和
事，再次让学生加深了对小草顽强品质和奉献精神的理解，
使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孩子们在讨论交流中畅所欲言，最后他们仿照课文的写法写
一小节赞美小草的话，孩子们情绪高涨，表达了对小草的喜
爱和赞美之情。这节课我在激励性评价中渗透思想教育。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七

课文介绍了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逆境成才的故事，
记述了夏洛蒂不甘命运的摆布，不懈努力，实现人生价值的
典型事迹。

在教学时，我先从课题《小草和大树》入手，自然界中
的“小草”、“大树”，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有
什么样的特征？学生不难说出：小草矮小，不被人注意，不
起眼；而大树则高大、挺拔，惹人注目，往往被人们用作栋
梁，受到人们的保护。课文所写的夏洛蒂成才的故事为什么
要以“小草和大树”为题呢？然后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这
样快速切入课文，引导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大致了解夏洛蒂
的命运。认识夏洛蒂在人生的逆境中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坚
持不懈地“浇灌”，由一棵命运悲苦的“小草”成为一
棵“大树”的艰辛历程，理解文题大意。在交流的过程中我
相机引导，并概括板出夏洛蒂所经受的苦难：家庭不幸、艰
难谋生；立志写作、遭遇打击；反思权衡、开拓新路；孜孜
不倦、敲开圣门。

然后我设计以下环节来进行：

是小草还是大树？理解含义后，再提出“她们是小草还是大
树”这样的问题让学生思考，这样做能养成学生边读书边思
考的好习惯。并且由这个问题，让学生对本文内容也有更深
印象的理解，为下文学习奠定基础！

这一部分内容，学生只有真正理解夏洛蒂的内心的期待，他
们才能真正理解诗人罗伯特骚塞的回信对她的打击的程度是
非常深的。在学生对文章内容分布有了了解之后，师质疑引
导：一个人的成功，背后总要经历很多挫折与磨难，三姐妹
从文学界的“小草”变成“大树”，她们经历了那些挫折与
磨难？边读课文边化出相应的句子，在旁边写上自己的感受。
对于骚塞的回信这部分内容，首先我通过创设情境的方法，



引导学生理解骚塞这封信的真正含义。理解信中骚塞所说话
时的那种傲慢与训诫。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指导学生读出信
中的那种傲慢而又冷冰冰的口吻。

最后，在学生能够有感情的读出这段文字之后，我再创设情
境：夏洛蒂满怀信心的将信寄了出去，没有想到却收到这样
一封回信。此时，夏洛蒂的内心会想些什么呢？她会怎样对
待这封信呢？让学生就此问题畅谈，在此基础上学习下文，
引导学生抓住文中描写夏洛蒂姐妹做法的词语、句子，体会
她们三姐妹的坚定的决心。随后的教学，我将重点放在课文
的第六小节，也就是夏洛蒂三姐妹如何写作的内容上，引导
学生抓文中的词语体会夏洛蒂姐妹为了写小说付出了很多努
力。让学生边读文字边想画面，了解三姐妹的刻苦与争分夺
秒，理解成功来之不易！

一堂好课的结尾，对学生所学知识起着强化作用，对学生的
思维起着整理作用，对本课的教学内容起着升华作用，犹如
一曲美妙的乐章结束时，让人感到余音缭绕，回味无穷，收
到课已尽，趣无穷的教学效果。学生在感受夏洛蒂·勃朗特
姐妹生命旅程后，心情澎湃、生命激昂。

小草青青教学反思篇八

《大树和小草》是教科版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三课，在学
生观察了校园的树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堂课主要是通过观
察、寻找出大树和小草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会利用维恩图整
理比较的结果。

教学一开始，先引导学生回忆在哪里见过哪些小草，然后引
出狗尾草，让学生以小组按照以前所学的观察顺序、观察方
法来观察一棵狗尾草，也可用画简图的方法来进行描述记录。
并用同样的方法来认识蒲公英、黄花酢浆草和车前草，然后
小组讨论他们的相同之处。接着引出草质茎和草本植物，由
小草的茎联想到前面所观察过的大树的树干，引出木本茎和



木本植物。然后让学生小组讨论松树和狗尾草有什么相同和
不同之处，由松树和狗尾草的相同和不同来推想大树和小草
的相同和不同，可是却又让学生先分别说出大树和小草的特
点，再找出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最后引导学生用维恩图
来记录。

在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认真观察，采用了多种观
察方法来进行观察，有人测量植株的长度和叶子的长度，有
人闻了叶子的气味等。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黄花
酢浆草为什么叫酢浆草，而不叫黄花草”“三叶草也叫黄花
酢浆草吗？”“三叶草冬天会不会死亡”“蒲公英茎断了为
什么会流出水来”等一系列不可预测的问题。导致前面的时
间有点过长，后面时间不够用了。在出现维恩图时只介绍了
一下维恩图的使用，而没有在课堂上填的时间。

下午在其他班重新上这节课时，当学生小组讨论出狗尾草和
松树的相同和不同，由此来推想大树和小草的相同和不同时，
我便对学生说：“为了记录清楚明了，老师为你们推荐一种
记录方法----维恩图”便出示维恩图，并介绍维恩图的特点
和作用，让学生先在书上的维恩图填整理的结果，然后汇报
交流，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