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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松树与大松树的反思篇一

本课是一篇生动、浅显的童话故事，语言活泼，讲的是山上
的小松树觉得自己长得高，瞧不起山下的大松树，通过小松
树和风伯伯的对话，让学生明白做人不要盲目自大的道理，
课文融情于理，充满童贞童趣。而理解风伯伯对小松树说的
话是本课的难点，因此，我首先给本课定下这两点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诵读小松树和风伯伯说的话。

2、在品读中体会小松树的骄傲自大，感受风伯伯的和蔼可亲，
懂得做人要谦虚谨慎。确定了教学目标，我便在教学中采用
了多种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内容,效果较好。

首先读懂“小松树”的话，我采用课文插图，让学生观察，
说说图上小松树的表情、神态、动作等，让学生读读“喂”
这个这个语气词，很多学生就轻轻地“喂”了一下，没有读
出小松树的趾高气扬，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能让学生加深体
验，提高朗读效果，我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我指着一个孩
子说：“喂，把你的铅笔借给我用一下！”学生听后便笑了
起来，但是很快便安静下来，他们知道我的用意，于是纷纷
举手：“老师，你平常教育我们不能和人家没礼貌的说话，
你这种说话的态度，如果是问我借，我肯定是不会借给你的。
”又有一个学生说：“是呀，借东西要有礼貌，说话的语气
不能这么说，所以我也不借。”……看着学生们的精彩回答，



我一看时机已到，便乘热打铁，说：“那读小松树说‘喂’
的时候，该怎么读，知道了吗?”这下学生们个个举起小手，
小脸发光，说：“知道”。接下来的朗读便水到渠成，不仅
能读出小松树说话的语气，体会出了小松树对大松树的傲慢
无礼，个别学生还能加上动作自演自说，课堂顿时推向高潮。

接着就是理解风伯伯说的话了，用同样方法，我创设情境，
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说说平时谁会摸着你的头，什么时候，
并和你说了什么，让学生在实际的情况下理解长辈对自己的
关爱与亲切，体会到其中的温暖，之后我便让学生也来体验
体验风伯伯对小松树的关爱，并让学生用朗读表现出来，学
生也能有模有样的学着风伯伯的语气读了出来，加上我及时
的鼓励与肯定，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到了学习语文的快乐，对
文本的理解再次等到了升华。

我想，在阅读教学中，对学生的课堂引导一定要联系学生的
已有经验，联系他们的生活实际，以情悟理，这样他们才能
真正体会到文字中的情感。

小松树与大松树的反思篇二

《小松树和大松树》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山上的一棵小
松树觉得自己长得很高，瞧不起山下的大松树。课文批评了
小松树缺乏自知之明，盲目骄傲自大的行为。从三维目标出
发，我设计了以下教学目标：1、感情诵读小松树和风伯伯说
的话，在教师导读中习得读书方法，学会阅读；理解课文内
容，学会思维。2、在诵读中体会小松树的盲目自大，感受风
伯伯的和蔼可亲，懂得做人要谦虚谨慎。3、在诵读中享受阅
读的乐趣。为了完成这三维目标，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我在教
学中采取了以下的教学策略：

如何让孩子在阅读中认识到小松树盲目自大的错误，这是三
维目标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教学中如何使
思想教育不露痕迹、潜移默化地调动学生的内心感受。我在



教学中采用了联系生活实际、创设生活环境为学生搭建一个
生本对话、师生对话的平台，使思想教育达到了“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创设了孩子表演童话故事的情景，融入课文情
境，教师稍作点拨和引导，即达到了教育的效果。

“以读为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绝不是一
遍接着一遍的傻读、呆读。而是让孩子一遍读有一遍读的任
务、一遍读有一遍读的方法，一遍读有一遍读的乐趣。对低
年级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读书不能激起其内心渴求读的
需要，一切外在的强加力都是徒劳的。要培养孩子“口诵心
惟”的最好办法就是激发孩子主动读书、积极探究的兴趣。
我在这一课的教学中，首先，让孩子参与到童话中来。新课
伊始，我出示小松树和大松树贴图,画片（可以用水彩笔画简
笔画）。在孩子们进入情境，激起兴趣后，老师顺势提出问
题，激发其听故事,学故事的兴趣。

建构主义认为，孩子总是带着一定的生活知识经验、情感体
验参与阅读。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对文本的解读。因此，阅
读教学中，孩子的生活知识经验、情感体验是宝贵的教学资
源。教师要基于基本语义层面，结合指导学生感情朗读，适
时点拨，将文本与孩子的生活知识经验、情感体验“链结”
起来，实现更深语义层面的解读。风伯伯和小松树说话时是
这样的“风伯伯摸着小松树的头说”，“摸着头”一词表现
了风伯伯对小松树的关心爱护。教学中，我是这样引导孩子
联系孩子的生活说说风伯伯是个怎样的人，通过朗读孩子们
感受到长辈对自己的关爱。然后再让学生体验风伯伯对小松
树的关爱。

整堂课很好地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教学的点拨
者和引导者这一新的'教学思想。课堂教学能以人为本，能注
重情趣的激发，充分以教材为例子，对学生进行知识和能力
的培养，进行思想价值观的教育。成功地体现了新课标的新
理念。



小松树与大松树的反思篇三

《小松树和大松树》是一篇寓言故事，讲的是山上的一棵小
松树觉得自己长得很高，瞧不起山下的大松树。风伯伯批评
了小松树缺乏自知之明、盲目骄傲自大的行为。在引导孩子
领悟寓意时，我是这样一步步进行的：

在教学课文前，我先让孩子们看书本上的插图，让他们观察
一下，谁高谁矮。孩子一看便知是大松树高。在此基础上，
提问：但是这棵小松树却说自己比大松树高，通过预习课文，
你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孩子们举手告诉我，那是小松
树在山上，大松树在山下，所以小松树就以为自己很高，看
得很远。我又问：通过预习，你觉得小松树是个怎样的人？
孩子们有的说“骄傲”，有的说“不懂事”，有的说“没礼
貌”，我没有急着裁定谁对谁错，谁说的最有道理，继续和
孩子们学习下去。

在分析课文的时候，我出示了小松树与风伯伯的话，让孩子
们进行反复朗读。接着指名朗读，通过角色迁移，来感受小
松树说这句话时的心理。孩子们有感情的朗读让我感受到了
他们对小松树的心理的正确把握，此时再问他们，说小松
树“骄傲”的人多了。通过看图、朗读风伯伯的话，体会风
伯伯的慈爱又耐心教育的语气。我问孩子们，风伯伯为什么
教育小松树啊？从而帮助孩子们再次巩固对小松树的认识。

这篇课文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最后要让孩子明白做人的原
则，从生活实际出发，自己身边的事出发，是一个行之有效
的办法。我问孩子们：你平时在学校中有见过小松树这样的
人吗？不要点名。孩子们说出了好多，接着我们又讨论，你
觉得这样做对吗？为什么？他们说这样做不对，以为很不礼
貌，伤了别人的自尊心，自己也不受欢迎，等等。从他们的
回答中，我感受到他们已经领悟到这个道理了。

后记：下午我布置了写话作业：用“惭愧”写几句话。要求



写真人真事，最好是自己的事。很多孩子都写得很好，很真
实，写出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曾经的骄傲，曾经的自以为
是。一篇小课文，讲出了一个大道理，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做
人，我也同样受益匪浅。

课堂上我在指导学生朗读表演时，让学生想象人物说话时的
动作、表情、语气，尽可能读出当时的情境。读小松树的话
时体会出它瞧不起人、骄傲自大的语气。读风伯伯的话时，
抓住“摸” 、“高多了” 、“托起来”等关键词语，感受
风伯伯的宽厚慈爱，语重心长。最后一段，我抓住“惭愧” 、
“低下了头”等词，让学生想象出小松树后悔、不好意思、
难为情的神态，并组织学生讨论、交流“生活中有谁摸着你
的头说过话吗？说了些什么？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进而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

课文批评了小松树缺乏自知之明，盲目骄傲自大的行为。在
教学中，我让学生通过朗读人物的对话、动作，来理解课文，
体会人物形象，明白其中的道理。重点抓住三处：小松树的
话、风伯伯的话和最后小松树的“惭愧”。在朗读小松树和
大松树说话时，通过重点词语“多高、很远很远”等词语让
学生在反复的朗读中理解、感悟小松树的骄傲。教学中还进
行了abab形式的词语初步认识和积累，虽然学生说的面不是
很广，但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了，
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学习的快乐。

小松树与大松树的反思篇四

生：他听懂了。我是从“小松树听了风伯伯的话，惭愧地低
下了头。”这句话中看出来的。

师：出示：小松树听了风伯伯的话，惭愧地低下了头。你能
学学他的样子吗？

（学生做动作）



师：这时他会想些什么呢？

生：他想，我错了，我以为自己长得很矮，是大山爷爷把我
托起来的。

生：他想，我太骄傲了，我不能看不起大松树。

生：他想，我要想大松树道歉。

师：请你代表小松树，对大松树说句心里话，好吗？

生：大松树，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生：大松树，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骄傲了。

生：大松树，我要谢谢大山爷爷，他把我托起来，让我看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

师：现在，你们喜欢小松树吗？

生：我喜欢他。

师：为什么？

生：因为小松树知错就改，还是个好孩子。

生：因为小松树想大松树认了错，又变成一个有礼貌的谦虚
的好孩子了。

反思：

《小松树和大松树》结尾的一句话“小松树听了风伯伯的话，
惭愧地低下了头。”比较含蓄，怎样让学生理解它呢？在这
个教学片段中，我先让学生以“小松树”的口吻，把小松树
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对大松树的道歉的话说出来，再让学生评



价小松树的表现。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潜移
默化地让学生接受了品德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小松树与大松树的反思篇五

《小松树和大松树》是一篇寓言童话，全文只有四个自然段，
语言非常简单，讲的是一棵山上的小松树觉得自己长得很高，
瞧不起山下的大松树。风伯伯批评小松树自以为是，骄傲自
满的行为。课文还配有2幅插图，形象地描绘出课文中的小松
树、大松树、风伯伯的样子。本堂课，我注重对学生进行朗
读的训练，在朗读的基础上，通过体验人物心理来走进文本，
领会课文蕴涵的深刻的道理。

通过对课文的把握，我抓住了课文中关键的三句话来进行教
学：

（1）小松树说：“喂，朋友，你看我长得多高哇！我能看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呢？”

（2）风伯伯摸着小松树的头说：“孩子，山下的松树比你高
多了。你能看得远，那是大山爷爷把你托起来的呀！”

（3）小松树听了，惭愧地低下了头。通过对这三句话的朗读
体验，架起走进课文的桥梁，以达到理解的课文的目的。

处理句子

（1）小松树说：“喂，朋友，你看我长得多高哇！我能看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呢？”

先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朗读，然后我问：说这话的
时候，小松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同学说他觉得自己很了
不起。还有的说觉得自己很高兴，显然，第一种答案是正确
的，而第二种则有点偏离了问题本身。于是，我利用朗读这



一手段，要求学生将自己的理解（了不起也好，骄傲也好，
高兴也好）通过朗读的方式表现出来，配上动作进行表演朗
读更好。同学们一下子就在自己的座位上练开了，此时，我
观察学生的朗读表情，尤其是认为小松树高兴的学生。接下
来请表演好的同学上台朗读表演，然后请认为小松树高兴的
同学说一说，在他的朗读和表情中，你看出了什么？学生很
清楚地分辨出，只有觉得自己了不起，才会有那种骄傲的眼
神和表情。通过表演朗读的形式，体验小松树的心理想法，
走进小松树的内心世界，使得教学轻松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