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桂花雨活动反思 桂花雨教学反
思(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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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桂花雨活动反思篇一

《桂花雨》第二课时教学反思今天上午，我在教室上了一节
研讨课，课题是《桂花雨》。上完过后，总的感觉还好，下
面从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1、对“缠”这个词的理解。在教学“‘摇桂花’对我是件大
事，所以老是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一
句中的“缠”字，我采用了师生表演的方式，即我演母亲，
一位学生演文中的我。在课堂上，演文中我的学生表现得很
精彩，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把缠的意思表现得淋漓尽
致。学生从师生表演中，理解了文中我的那种急切的心情。

2、对学生想象力的训练。在教学中我安排了几个填空题，让
学生想象说话。

桂花纷纷落下，像（）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
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想一想，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喊，
于是我就（）地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学生说得很精彩。有的说像雪花，有的说像雨点。有的说我
就高兴地喊，有的说我就兴高采烈地喊等等，学生的发言很
积极。



3、教学难点得到有效突破。本课的一个难点是对母亲说
得“外地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这
句话的理解。教学中，我没有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学生，在
学完摇花乐之后，我自然对引出这句话，让学生思考，为什
么母亲会这样说。接着我问了学生几个问题，即“现在，我
们来到了作者母亲的身边，假如，我对她说：

（1）这里的水真甜，她会说：

（2）这里的橘子真红，她会说：

（3）这里的人真好，她会说：

（4）十多年后，作者来到了国外定居，她打电话给母亲
说：“国外的生活真好呀！”，母亲一定会说： 学生很快就
理解了，母亲说旧宅院子里的桂花香，其实就是对家乡的思
念之情。此时，我播放了歌曲《故乡情》，教学氛围达到了
高潮。

1、事先准备不充分。上课的时候，我一直拿着教案，一些过
渡语直接照着教案念得。其实，如果花点时间，可以把这些
内容记在书上，或背下来。对整个的教学流程没有完全记到
脑子里，以致丢掉教案就不会上了。

2、课堂上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少了，我讲得多了。少数学生表
现积极，大多数参与度不够。在指导感情朗读方面做得不够。
对学生的朗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对学生的读给予评
价和训练。

3、课件在制作中出现错误，有些地方的字打错了，今后要注
意。

要想真正上好一堂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我们都梦想
把课堂上得精彩，让人陶醉，但是，真正做到何其难。



桂花雨活动反思篇二

上完《桂花雨》一课，自我感知，效果良好，主要突出以下
特点：

1、赏出喜爱。

我根据课文资料，自制了《桂花雨》课件，大连的孩子赏过
槐花，但从来没有见过桂花，那一张张桂花图片展此刻学生
面前时，他们异常地兴奋，看得出他们喜爱桂花。于是到文
中去体会“我喜欢的是桂花”。课件的运用恰到好处，淡化
了教学的难点。

2、读出快乐。

课文的第3、4、5自然段是重点，母亲的“助人乐”，我
的“摇花乐”尽在其中。我让孩子们尽情地读，入境的读，
想象着读，读出快乐，在读中体会童年的乐趣，思乡的情感。

3、悟出真情。

作者仅仅在写摇落的桂花雨吗？母亲的话，让你感觉到了什
么？在反复的体会中悟出真情——思念故乡！

桂花雨活动反思篇三

《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她写的这篇文章的确十分优美。
初捧这篇文章，我便爱不释手地读起来，如淋浴在一场香香
的桂花雨中。在那浓郁而迷人的香气中，感受着琦君那如雨
般的思乡之情。但是，虽然文章充满着琦君的这份浓浓的思
乡之情，可也正如那“得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一样得
从字里行间细品方见。所以必须要将自我全身心放入文章当
中，你才能真正体会作者的那番思乡情，童年乐。下方就是
我这天在课堂上的.小小的体会：



“摇桂花”这一段既是课文资料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
这部分教学我注意了读中感悟，引导学生深入地体会了“摇
桂花”时的快乐情绪。教学时我先让学生初读课文，并概括
文章主要资料，然后从课文插图入手，让学生说说图画上的
资料，再从文中找出描述图画资料的相关段落，让学生朗读
后划出重点语句，然后步步深入，渐入佳境。对于作者盼
望“摇桂花”的迫切情绪和“摇桂花”的快乐，我引导学生
阅读文字，从领会对话和动词入手，用分主角朗读和让学生
说说这样读的理由，在阅读中体验和感悟作者的急切和快乐
之情。对于“桂花雨”的感受，我引导学生结合淋雨的生活
经验来体验其舒服的感觉，然后又让学生直接来喊一
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体验喊时的情绪，然后
带着这种感悟和体验再次进入文字，读出了其中的感情。最
后，引导学生回忆自我的童年生活，说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进行情感和潜力的迁移。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对于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
一线教师来说，更是遗憾多多。前半堂课课堂很沉闷，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当学生划出了描
述香气的句子谈感受时，脱离了文本具体的语言环境，孤零
零地那么几个句子，确实很难入情入境。让学生自读４、８
小节，在语境中感受体会，或许状况就不一样了。我感觉教
师牵得痕迹太浓，略读的味道没上出来。但具体如何放，我
不明白，这方面只有以后多关注，在教学实践中争取摸索出
一点教学略读课文的方法来。

透过这次上课，我发现了自身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或许，有
些不是一朝一夕能改正过来的，但学习无止境。

桂花雨活动反思篇四

《桂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作者琦君用抒情的笔调，
写下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怀念。文笔疏淡有致，令人回
味。文首开篇明旨，写小时候我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



童年的摇花乐，文章后半部分，写母亲爱家乡的桂花。

应对这样的文章，每一段都十分优美，很难取舍。在第一次
对文本进行解读后，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了：

一、谈话营造阅读期盼，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

在这个块面的教学上，抓住一个“浸”字，扣住花香，感受
桂花香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二、享受摇花乐，体悟母亲的思乡情怀

借助朗读，把文字化成一幅幅画面，从画面中点出这是思乡
之雨、回忆之雨。这样的处理，主要是抓住了桂花的香、摇
花的乐，花雨的美，牵出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有留恋，让
作者魂牵梦萦。但是，在把这种对教材的解读实施在课堂教
学后，我们却发现这样的问题：教师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后，
过于拘泥于文本，觉得文本中的很多枝枝叶叶都值得学生去
体悟，都想跟学生交流、享受，想把教师自已对文本的解读
来触动学生。学生在下方听着老师很激情得投入着，他们的
情感体验远没有老师那么强烈，甚至说是很少的。我们认真
地检讨，发现我们老师的教学思路其实是十分清晰的，但是
学生的学路是十分不清晰的，他们很吃力地跟着老师在文本
中跳来跳去，而应对文本、潜心阅读、自我感悟的东西是并
不多的。

于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如何使教师的解读与学
生的认识走在一齐？

新课标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我们不能把自我的感情强加于
学生，而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引导学生发现，于是我们对教
学的顺序进行了如下调整：

1、从课题入手，营造阅读期盼：



什么是桂花雨？然后定格文章第5自然段，分享桂花雨的美丽，
体会那份摇花的快乐。

2、品读“浸”字，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

3、比较母亲的话，杭州的桂花再香，也比但是家乡的桂花：

那里，出示杭州满觉陇的桂花，的确是十分美十分香，但是
为什么母亲还是认为家乡的桂花更香更美呢？回文再读，再
次品味那摇花乐，那桂花香。于是这份快乐更乐，这份花香
这香，情感上自然也就提升到了思乡的层面。

这样的处理，不仅仅老师的教路十分清晰，更重要的是让学
生根据自我的知识水平，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教师也以一
个学习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学习中去。

其实，这样的生成过程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我们在仔细
解读文本后，满心欢喜地想把这种阅读体验带给学生时，却
由于学生的一下子难以到达这种体验，使教学效果备案阻滞
不前，于是再三修改、再实践。但是，与其说是痛苦，不如
说是一种教学的磨励。

《桂花雨》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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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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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雨活动反思篇五

《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她写的这篇文章的确非常优美。
初捧这篇文章，我便爱不释手地读起来，如淋浴在一场香香
的桂花雨中。在那浓郁而迷人的香气中，感受着琦君那如雨
般的思乡之情。不过，虽然文章充满着琦君的这份浓浓的思
乡之情，可也正如那“得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一样得
从字里行间细品方见。所以一定要将自己全身心放入文章当
中，你才能真正体会作者的那番思乡情，童年乐。下面就是
我今天在课堂上的小小的体会：

“摇桂花”这一段既是课文内容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
这部分教学我注意了读中感悟，引导学生深入地体会了“摇
桂花”时的快乐心情。教学时我先让学生初读课文，并概括
文章主要内容，然后从课文插图入手，让学生说说图画上的
内容，再从文中找出描写图画内容的相关段落，让学生朗读
后划出重点语句，然后步步深入，渐入佳境。对于作者盼
望“摇桂花”的迫切心情和“摇桂花”的快乐，我引导学生
阅读文字，从领会对话和动词入手，用分角色朗读和让学生
说说这样读的理由，在阅读中体验和感悟作者的急切和快乐
之情。对于“桂花雨”的感受，我引导学生结合淋雨的生活
经验来体验其舒服的感觉，然后又让学生直接来喊一
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体验喊时的心情，然后带
着这种感悟和体验再次进入文字，读出了其中的感情。最后，
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说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进
行情感和能力的迁移。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对于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
一线教师来说，更是遗憾多多。前半堂课课堂很沉闷，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当学生划出了描写
香气的句子谈感受时，脱离了文本具体的语言环境，孤零零



地那么几个句子，确实很难入情入境。让学生自读4、8小节，
在语境中感受体会，或许情况就不同了。我感觉教师牵得痕
迹太浓，略读的味道没上出来。但具体如何放，我不知道，
这方面只有以后多关注，在教学实践中争取摸索出一点教学
略读课文的方法来。

《桂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作者琦君用抒情的笔调，
写下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怀念。文笔疏淡有致，令人回
味。文首开篇明旨，写小时候我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
童年的摇花乐，文章后半部分，写母亲爱家乡的桂花。

面对这样的文章，每一段都非常优美，很难取舍。在第一次
对文本进行解读后，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了：

在这个块面的教学上，抓住一个“浸”字，扣住花香，感受
桂花香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借助朗读，把文字化成一幅幅画面，从画面中点出这是思乡
之雨、回忆之雨。这样的处理，主要是抓住了桂花的香、摇
花的乐，花雨的美，牵出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有留恋，让
作者魂牵梦萦。但是，在把这种对教材的解读实施在课堂教
学后，我们却发现这样的问题：教师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后，
过于拘泥于文本，觉得文本中的很多枝枝叶叶都值得学生去
体悟，都想跟学生交流、享受，想把教师自已对文本的解读
来触动学生。学生在下面听着老师很激情得投入着，他们的
情感体验远没有老师那么强烈，甚至说是很少的。我们认真
地检讨，发现我们老师的教学思路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
学生的学路是非常不清晰的，他们很吃力地跟着老师在文本
中跳来跳去，而面对文本、潜心阅读、自我感悟的东西是并
不多的。

于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如何使教师的解读与学
生的认识走在一起?



新课标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强加于
学生，而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引导学生发现，于是我们对教
学的顺序进行了如下调整：

1、从课题入手，营造阅读期待：

什么是桂花雨?然后定格文章第5自然段，分享桂花雨的美丽，
体会那份摇花的快乐。

2、品读“浸”字，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

3、对比母亲的话，杭州的桂花再香，也比不过家乡的桂花：

这里，出示杭州满觉陇的桂花，的确是非常美非常香，但是
为什么母亲还是认为家乡的桂花更香更美呢?回文再读，再次
品味那摇花乐，那桂花香。于是这份快乐更乐，这份花香这
香，情感上自然也就提升到了思乡的层面。

这样的处理，不仅老师的教路非常清晰，更重要的是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教师也以一个
学习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学习中去。

其实，这样的生成过程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我们在仔细
解读文本后，满心欢喜地想把这种阅读体验带给学生时，却
由于学生的一下子难以达到这种体验，使教学效果备案阻滞
不前，于是再三修改、再实践。不过，与其说是痛苦，不如
说是一种教学的磨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