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年的来历教学设计 去年的树教学
反思(优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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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一

去年的树》是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作品。文章讲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鸟儿和树是好朋友，它天天唱歌给树听，将要飞回
南方时，鸟儿答应了树的请求――还要回来唱歌给它听。可
是第二年春天，当鸟儿飞回来找它的朋友时，树却不见了。
鸟儿四处寻访，最后找到由树做成的火柴点燃的灯火。朋友
不在了，友情还在，于是，它心里充满了忧伤和惆怅，面对
着由朋友的生命点燃的煤油灯，唱起了去年的歌。

《去年的树》是一篇拟人体童话，它主要通过对话来展开故
事情节，虽然朋友已逝，但是友情永存，诚信永存……这个
让人有些伤感的故事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

文章在四次的对话中展开了故事的情节，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中蕴涵着“信守诺言，珍惜友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等深厚的人文精神。本课的重点其实就是让学生对“信守诺
言，珍惜朋友之间的情意”方面有所感染。在设计本课时，
我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自主发展”的教学思想，深
化“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这一新
课程标准的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自读感悟、角色
对话、拓展想象等过程，感悟文本中所蕴涵的语言美、思想
美、意境美；从而实现学生心灵与文本之间真诚的对话。

我认为语文应该充满人性的光辉，课堂教学是经受真善美的



心路历程。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充分
地尊重学生独特的情绪体验，给予学生自由表达的机会，让
他们在语文世界里卓有成效地遨游，让他们的人生因语文课
而精彩宜人，深刻和美丽十足！

为了更好地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引导学生感情朗读是非
常必要的我知道，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
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就是在教师、学生与教材之间的
互动中展开的而要想读好课文，首先就要让学生走进课文中
的种种角色，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思想感情.这篇文章中的对
话较多，比较适宜学生分角色朗读，我力求通过多种形式的
读，创设情境，引领学生深入童话中的角色，体会角色的情
感世界，把学生真正带入文本的情境中。在这一过程中，我
就逐步引导课文中小鸟的三次问话的语气，用多次换角色的
方法来朗读，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
小鸟寻找时的焦急与艰辛。这样，渐渐地，学生们走近了这
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用小鸟的
三个问句把这些零散的语言朗读串成一条情感的链，让学生
在反复地朗读中一步一步的深化情感。

教学中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在最后3个自然段的学习
中，我提出问题：小鸟深情地注视着煤油灯的火苗，然后为
火苗唱起了去年的那支歌。那是什么歌，你能知道吗？有的
学生说：“大树，我们是好朋友，我很想念你。你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你，我们的友谊永存”有的学生唱起了周华健
的“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
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同
学们畅所欲言，有的说，有的唱，课堂气氛达到了高潮。

课文学到这儿，我想学生一定有很多话想说（想对谁说），
就让他们把自己想说的写下来并进行了交流。有对大树说的、
有对伐木人说的，引导说出多元、个性化的语言，如环保问
题，奉献话题等。



针对交流的情况，我及时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文中的鸟儿
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二是文中的树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在看到问题后，学生的思维一下活跃起来。由于同学们已经
对课文的内容了解至深，所以，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围绕
在“热爱朋友，遵守诺言”方面；但对第二个问题给的答案
却不够准确。于是，我做了简单的提示：文中的这棵大树，
经过几次“磨难”后，鸟儿最后只看到的是煤油灯的灯火。
它的不幸就像我们平时点燃的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还
没等我的话说完，有几个同学就接上了话茬：“照亮了别人。
”听到学生的回答，我欣慰地笑了：他们理解了，也体会了
课文所揭示的道理。我的教学目的达到了。因为，我认为教
学生做事的前提是应该先教会他们怎样做人。

上完课，我觉得学生感受很多，收获很多。“以学生为主
体”，引导学生对文本的深层感悟，是我们教学工作中始终
要重视的问题。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二

中外童话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故事语言生动，情节奇异。它
按人物形象，通常见的有：常人体童话、拟人体童话和超人
体童话。常人体童话人物都是人，但这些人的性格、行为等
个性离奇夸张，比如《皇帝的新装》。拟人体童话，是透过
拟人的手法使非人类的事物具有思想感情和人的性格行为，如
《木偶奇遇记》。超人体童话主要描述自然的人物和他们的
活动。借助超常人和自然的妖或宝来展开情节，如《神笔马
良》。

《去年的树》这篇童话资料很简单，但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内
涵，因此务必让学生充分地理解课文资料，明白其中的道理。
处于这样的思考，第一课时，我确立了两个教学目标：一是
了解课文资料。二是初步感受小鸟和大树之间深厚的友谊，
并有感情地朗读。



一堂课下来，我觉得第二点教学目标比较切实地完成了。学
生能很快地理解、分析课文中的词句，并感受到小鸟和大树
之间的种种情感。很不足的就是对了解课文资料这一块的设
计不到位。刚开始，我认为要概括这篇课文的资料十分简单，
一上课，才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课后，我仔细想了想，
认为今后就应个性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平时，我们常常以自我的思维来思考学生的问题，以自我的
思考方法、潜力来要求学生，所以常会深感受困惑，觉得学
生连这样的题目都不会做，很不可思议。其实不要说学生和
我们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就是学生自我也存在着差异性。这
就要求我必须要关注全体学生，了解不一样层次学生间的差
异，不一样层次学生的知识结构，根据他们的知识基础提出
不一样的学习要求，并且尽量在教学设计中体现出来。

小学中段学生的抽象思维潜力没有高段那么好，还是以形象
思维为主，对客观、形象的事物更容易理解、理解。而恰当
的板书设计能把抽象的课文资料形象化、具体化，以帮忙学
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起到了拐杖的扶助作用。因此，对于比
较难理解的课文，最好借助一下板书的妙手。而且板书也能
使学生更好地看清文章的结构，对写作也有很大的帮忙。像
这次，如果我能把小鸟和树的关系，以及大树由树到灯火的
变化过程用图示表现出来，这样既降低了难度，使结构明朗
化，也能够刺激学生的视神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效果
肯定会好一点。

新课标要求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发
表其独特的见解。针对新课标的这一要求，老师的主角也开
始转变，由起先的保姆型转化为此刻的引导。教师以引导者
的身份出现，放开手，把权利还给学生。这原本也是正确的，
问题就出在，我太以学生为本了，也就是放得过度了，学生
跑得太远了。像分段这一部分，如果那时我提醒学生根据不
一样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把它分成两部分，学生肯定能很快地
划分出来。这样也没有违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吧。



对要进行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先进行估计，想想这一个步骤可
能会用去多长时间，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就会有意识的，有序地进行教学，保证教学资料的顺利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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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三

鸟儿和树是好朋友，它们分别后的第二年春天，小鸟回来只
找到了由树做成的火柴点燃的灯火，朋友不在了友情还在，
诺言还在，于是，它心里充满了忧伤和惆怅，带着些许伤感
色彩，赞美了高尚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友情。

这篇童话内容虽然较其他童话简短，作者也没有用过多华丽
的词藻来修饰它，但是它所蕴含的道理却是深刻的。颜老师
的'课紧扣教学重点：珍惜友情，信守诺言。教学中，紧紧抓
住对话来体会，第一部分有一次对话体会小鸟与大树的依依
惜别之情；第二部分有三次对话，体会小鸟寻找大树时，小
鸟焦急、伤心之情。颜老师在教学中以朗读对话为线索，帮
助学生读懂课文，体会小鸟的心情。在分角色朗读时，指导
学生在不同的情况下把不同角色的语气读出来，引导学生，



体会理解时，把自己当成文中的角色，就更能感受他们的心
情了，学生体会的比较好。学生在理解了对话的同时，明白
了信守诺言，珍惜友情的美好思想。

整堂课在读的过程中给了孩子大量的想象的空间，想象鸟和
树的样子，想象鸟在什么时候给树唱歌，树什么时候听鸟唱
歌，鸟儿在一次次寻访树的过程中的焦急，心痛......在学
的过程中孩子们在情境中加上想象的读，感受到了。

听颜老师的课像想听故事，娓娓道来，很舒服。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四

“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本文故
事内容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树与鸟的这份情。教学中，我
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读书。体会小鸟寻找好朋友树的曲折和
不易。自由朗读时，找出小鸟寻找树到过哪些地方，问过谁。
学生找出了从很远的地方——森林——山谷——村子，问
过“树根——大门——小女孩”，最后找到灯火。我随即板
书，从这些句子、词语中抓住故事的情节，感受小鸟千里迢
迢、历尽艰辛找朋友的过程，体会到小鸟对友情无比珍惜的
情感。

通过分角色朗读的方法进一步升华情感。学生真的是为此动
容了，当我问到“小鸟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会想什么呢？
学生答，会想他们以前在一起玩的事。“唱完歌，小鸟又对
着灯火看了一会”这时他会说什么呢？有的答，我终于找到
你了，有的'答，我很想你，这些真情流露正是他们纯洁幼稚
的童心对文本所蕴含的情感的独特理解。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五

《去年的树》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用朴实的语言讲
述了鸟儿和树之间的真挚情谊。这篇课文的教学设计中，我



确立了两个重要教学目标：1、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2、
感受小鸟和大树之间深厚的友谊，初步体会到诚信的可贵。

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入情入境，我先感情朗读调动学生的
朗读情绪。为了更好地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引导学生感
情朗读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
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就是在教师，学
生与教材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而要想读好课文，首先就要
让学生走进课文中的角色之中，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教学初始，我就逐步引导课文中小鸟的三次问话的语
气，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寻找
时的焦急与艰辛，是文章脉络越来越明朗。这样，渐渐的，
孩子们走近了这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
基调。

课堂教学的高潮我设计在“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
会儿。

接着，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唱完了歌，鸟儿又
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1）补充小鸟与“大树”的无声对话。师：此时无声胜有声，
小鸟和“大树”正在进行着无声的对话，请同学们说一说：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好像在对“大树”说：
()“大树”仿佛也在说:()唱完了歌，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
会儿，好像在对“大树”说：()“大树”仿佛也在说：()设
计意图：常言道，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于无字处读出字来”。
我设计这一练习，先想像、再念读，有机地把读书与创造思
维整合起来，这样的扩展想象练习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听说
读写能力和创新思维。（2）课文学到这儿，其实已经学完了，
但是，作为这篇美丽的文章的读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想对谁说？交流（大树、伐木人、作者等，引导说出多元、
个性化的语言。如环保问题，奉献话题等）设计意图：这样
的设计，既为学生创设了语言实践的机会，又培养了学生积



极、健康的情感，使文本主题得到了升华，实现了语文工具
性与人文性的结合。……同学们畅所欲言，课堂气氛达到了
高潮。

一堂课下来，我觉得两个教学目标比较切实地完成了。学生
能很快地理解、分析课文中的词句，并感受到小鸟和大树之
间的深厚情谊。但课后，我仔细想了想，认为今后还应该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反思如下:

对要进行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先进行估计，想想这一个步骤可
能会用去多长时间，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就会有意识的，有序地进行教学，保证教学内容的顺利完
成。

学生的朗读能力并不是一次课堂就能够提升起来的,这些既要
包括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包括平时的积累,所以以后我
还要更加关注学生的读书情况。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六

《去年的树》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的
一篇课文，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故事用朴实的语
言讲述了鸟儿和树之间的真挚情谊。

这篇文章中的对话较多，比较适宜学生分角色朗读，为了更
好地让学生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引导学生感情朗读是非
常必要的。我知道，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一
个对话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就是在教师、学生与教
材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因此我力求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创
设情境，引领学生深入童话中的角色，体会角色的情感世界，
把学生真正带入文本的情境中，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教学初始，我就逐步引导学生注意课文中小鸟和大树
的对话，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
寻找大树时的焦急与艰辛。用小鸟的三个问句把这些零散的



语言朗读串成一条情感的链，让学生在反复地朗读中一步一
步的深化情感。这样，渐渐的，孩子们走近了这对形影不离
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

在小鸟面对着灯火，唱歌给树听这一部分。这里有三个自然
段，文字很简单，却给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这里既是情
感的暴发点，更是指导学生练笔的训练点。最后我还在这里
安排了一个想象说话的环节，语文课堂应是听说读写相结合
的。学生交流后，感慨很多，很出乎我的意外。

一堂课下来，我觉得本课的教学目标比较切实地完成了。学
生能很快地理解、分析课文中的词句，并感受到小鸟和大树
之间的种种情感。

但设计毕竟是预设的，一到课堂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课虽
已尘埃落定，课堂上不能忽略的细节让我更为难忘，也促使
我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一、对文本多元解读时，正确把握教学的主导倾向。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
意教育内容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
验”。老师和学生从这个童话中读出了小鸟的信守诺言、珍
惜友情，读出了大树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读出了对伐木
人乱砍树木的愤慨，读出了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感悟……
这些多元解读，价值取向积极健康，应该说都是可以的。不
过我们又要看到，作者写作总有他的主导倾向。一篇课文的
教学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对多方面的感受充分展开，所以，
我们在对作品多元解读时，还得考虑教学的主导倾向。

细细品味《去年的树》，一种哀婉动人的`心绪会萦绕在我们
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们的心？《去年
的树》是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但它的构思却与众不同：故
事刚交待了鸟儿和树的友谊，树就从故事中退出了。作者的



叙述主线完全落在了鸟儿身上，让鸟儿信守诺言，去追寻树
的踪迹。故事的结局让我们心灵震颤——鸟儿找到的已经不
是当年枝叶繁茂的大树，而是朋友的躯体点燃的灯火，尽管
这样，鸟儿还是对灯火唱起了歌。这个故事打动我们的不只
是鸟儿的信守诺言，而是一种生死不渝的友谊。当友谊超越
了生死的界限，就成为感人肺腑的永恒情怀，成为巨大的精
神力量。我觉得这是这个童话人文内涵的主导倾向，它有别
于其他歌颂友谊的课文，具有独到的教育价值。

当我第一遍读文本时，我觉得这篇作品的主旨在“环保”上：
要爱护树木，保护树木，不应该乱加砍伐。但再读几遍后，
我认为作为文学作品，这篇童话更为重要的，在于非常生动
地叙写并歌颂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深厚的爱意、纯真忠诚的
友谊。小鸟对着灯火歌唱着，树变成火柴，这是有形的，可
是当变成火光，就是无形的，小鸟为什么还要歌唱？小鸟对
着不可触摸的，已经飘逝的火光唱歌，明明知道它已经不会
回答了。这是尽心，这是牵挂，这是深厚的爱意，这是纯真
的友谊，这是对自己的爱负责。”虽然我对文本的解读是到
位的，但在教学中，对引导学生体会小鸟的信守诺言做得不
到位，感觉太突兀了，学生还不明白。

二、重视整体把握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七

《去年的树》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童话故事，用朴实的语言讲
述了鸟儿和树之间的真挚情谊。这篇课文的.教学设计中，我
确立了两个重要教学目标：

1、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感受小鸟和大树之间深厚的友谊，初步体会到诚信的可贵。

在教学中，把学生带入文本，带入作者的心灵，为了更好地



体会每一个角色的情感，引导学生感情朗读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我首先让学生走进课文中的种种角色，体会每一个角
色的思想感情。让学生重点抓住课文中小鸟的三次问话的语
气，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寻找
时的焦急与艰辛，越来越明朗。这样，渐渐地，孩子们走近
了这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再通
过不同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悟语言的感学生从读中能有所
感悟，懂得友情的珍贵。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八

这篇文章中的对话较多，比较适宜学生分主角朗读，为了更
好地让学生体会每一个主角的情感，引导学生感情朗读是十
分必要的。我明白，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一
个对话过程。从某种好处上说，教学就是在教师、学生与教
材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因此我力求透过多种形式的读，创
设情境，引领学生深入童话中的`主角，体会主角的情感世界，
把学生真正带入文本的情境中，体会每一个主角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教学初始，我就逐步引导学生注意课文中小鸟和大树
的对话，让学生们体会鸟儿和大树分别时的难分难舍，小鸟
寻找大树时的焦急与艰辛。用小鸟的三个问句把这些零散的
语言朗读串成一条情感的链，让学生在反复地朗读中一步一
步的深化情感。这样，渐渐的，孩子们走近了这对形影不离
的好朋友之中，把握了读的感情基调。

在小鸟应对着灯火，唱歌给树听这一部分。那里有三个自然
段，文字很简单，却给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那里既是情
感的暴发点，更是指导学生练笔的训练点。最后我还在那里
安排了一个想象说话的环节，语文课堂应是听说读写相结合
的。学生交流后，感慨很多，很出乎我的意外。

一堂课下来，我觉得本课的教学目标比较切实地完成了。学
生能很快地理解、分析课文中的词句，并感受到小鸟和大树
之间的种种情感。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九

《去年的树》一课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此
文章有多种解读，有的`把它解读为不离不弃的爱情，有的把
它解读为至真至纯的友情，还有的把它解读为做人一定要讲
诚信。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只要有理有据，
都不为错。

一时激起千层浪，孩子们积极性十分高，有的说，小鸟，你
对大树的深厚友情我永记在心，我要向你学习；有的说，小
鸟你找大树经历了多少的艰难险阻啊，我真佩服你……至此，
学生深入理解了文本的含义。

年的来历教学设计篇十

去年的树是一篇感人的童话故事，讲的.是一只小鸟与一颗树
发生的故事，他们约定明年春天回来给树唱歌，等到第二年
回来后，树却不见了，小鸟就一直在寻找树木，最后又对着
灯火唱着去年唱的歌飞走了！在上课的时候，我制定了两个
学习目标，让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朋友之间要信守
诺言，珍惜友情！

在上课的时候，首先创设情境，让学生自己初读课文思考课
文讲得一件什么事情，同学们都很认真，然后让学生分角色
朗读课文，让学生体会每一次寻找大树时的话语，并且让学
生用心体会小鸟寻找大树时一次次不同的心情！在最后一节
的学习中，我让学生自己质疑问难，并进行拓展说话的练习。
我设计了这样二个有坡度的说话练习：

（1）补充小鸟与“大树”的无声对话。师：此时无声胜有声，
小鸟和“大树”正在进行着无声的对话，请同学们说一说：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好像在对“大树”说：
“大树”仿佛也在说：唱完了歌，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
儿，好像在对“大树”说：“大树”仿佛也在说：让孩子们



寓情于景的进入到课文中！

并且让学生体会信守诺言，珍惜友情，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
还要爱护环境和树木，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存，但是在这节课
上让学生读的不是太深入，在以后要让孩子多读，多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