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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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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荷花课文三年级原文篇一

《荷花》一课，作者把荷花写活了，教者当然也应该把荷花
教活。我在教学本课时，就利用荷花课件力争把《荷花》一
课教活。

在教学过程中，我始终把每个学生当作一朵荷花，引导学生
在读中揣摩，千方百计带学生走进课文，让他们也陶醉在荷
花丛中。

因为只有读，才能产生最佳的感受，通过学生的朗读，用陶
醉引领学生从另外一种角度来欣赏课文，对于师生来说都是
一种收获。

在读中整体感知课文，当学生体会到作者是怎样看荷花时，
组织学生反复诵读相应的段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课
文第2段可组织学生抓住重点词进行发散性诵读，鼓励学生以
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出不同的感情；课文第3段可组织学生进行
竞赛性诵读，鼓励学生一个比一个读得好；课文第4段可组织
学生进行创造性诵读，鼓励学生展开想象，引导学生进行说
话训练。在学生的诵读过程中，教师随机引导学生对课文内
容进行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学生充分诵读，整体
感知的基础上，把主要精力花在读好、读美这些语句上面。
对极少数重点语句，教师视学生的感悟情况，作出相应的点
拨和必要的调控。



我们在抓住课文重点，引导学生精读细赏之后，学生对课文
内容也烂熟于心了。

荷花课文三年级原文篇二

荷花种类很多，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原产亚洲热带和温带
地区，中国早在周朝就有栽培记载。荷花课文原文及其教案，
我们来看看。

荷花课文原文

清晨，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
花池边跑去。

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
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
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
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
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这一池荷花看做一大幅
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教案介绍

《荷花》是叶圣陶先生的一篇散文。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
生动细腻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夏日一池荷花的美丽姿态和自
己赏荷花的美好感受。文章融情于景，情景交融，读来使人
倍感愉悦。因此，依据课文特点，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展开想
象，学习语言，陶冶情感，是本文教学的重点。



教学开始，可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说一说平时见过的荷花的样
子，还可以用大屏幕展示千姿百态的荷花图,以激发兴趣，调
动情感。然后通读全文，从整体上知道课文主要介绍了荷花
美丽的姿态和作者看荷花的情景。接着进入重点段落的阅读
学习，在读书想象中展开与文本、作者、编者的有效对话，
实现文意兼得。

一、阅读课文想象，观赏荷花，学习语言

文章第二自然段写了夏日荷花的美丽姿态，教学时我们应引
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边读边想象，让文中生动的文字变成
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从而理解语言，学习语言。具体可这样
进行：

第1.边读边想：作者来到荷花池边都看到了什么？引导学生
初步感知荷花姿态，为下面的想象感悟奠定基础。

第3.交流想象，品味语言。组织学生围绕“你看到了一幅怎
样的画面”展开交流。教师一方面要鼓励学生尽情描述自己
想象中的画面，另一方面，又要结合重点语句对学生进行点
拨和指导，赏荷花，品语言。如“挨挨挤挤”“碧绿的大圆
盘”，生动地写出了荷叶的浓密和美丽：“白荷花在这些大
圆盘之间冒出来”中的“冒”字，则写出了荷花的活泼生动
和亭亭玉立的姿态。可让学生通过换词比较，体会作者用词
的准确生动。三是交流与朗读有机结合，边交流边朗读，入
情入境地感受荷花的美丽。学生交流想象中的荷花姿态时,教
师可以及时进行引读:荷叶挨挨挤挤，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
间冒出来,各具姿态，有的______，有的______,有的______。
从而加深对荷花不同姿态的感受。

第4.观赏荷花，再次感受荷花的美丽。在学生凭借语言对荷
花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教师可及时用大屏幕呈现一池荷花
的景色，引导学生尽情观赏，并进一步激发喜爱之情:望着这
一池的荷花，你会用怎样的语言来赞美呢？使学生的情感得



到进一步升华，并实现阅读与表达的有机结合。

第5.感情朗读，积累语言。这一自然段，作者用生动、细腻
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荷花图。景美，语言也美，
让学生读一读，背一背，不断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

二、身临其境想象，感受快乐，陶冶情感

文章第四自然段写了作者看荷花的感受。作者用丰富而美好
的想象，把我们带到了荷花池中。读着读着，我们仿佛也成
为这满池荷花中的一朵，深深感受到大自然是多么美好，生
活是多么美好！因此，学习这一段，应引导学生置身其中展
开想象，让心随着作者的心一起快乐，让情感在大自然的美
景中得到熏陶和感染。具体可这样进行:

第1.引导朗读，感受快乐。教师可用娓娓道来的叙述将学生
引入情境:作者就这样看啊看啊，看着看着，忽然,自己仿佛
也成了一朵荷花，在微风中,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同学们，
自己朗读这一自然段，用心感受作者的快乐和大自然的美好
吧！

第2.置身情境，展开想象，让心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做一次愉
快的旅行。教师可这样启发:现在，假如你就是其中的一朵荷
花，你又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呢？让我们尽情
想象吧！

第3.交流分享，陶冶情操。组织学生围绕“你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展开交流，教师适时点拨引
导，让学生充分想象，尽情表达。如教师可以这样提示:蜻蜓
飞过来，对我说:_____：小鱼游过来，对我说:_____：我想
说:_____，等等。让童心在丰富美好的想象中徜徉。

第4.感情朗读，领悟写法。



(1)领悟写法:“望着一池的荷花，作者禁不住陶醉了，过了
好一会儿，才记起自己是在看荷花。而读着作者的描写，我
们也仿佛成了一朵快乐的荷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引
导学生领悟:因为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大自然景色更加美好,
使文章更加富有感染力。

(2)配乐感情朗读，尽情表达心中的快乐。

三、回顾交流，升华情感

教师引导学生对本课学习进行回顾总结，交流收获：“美的
景色总让人流连忘返，美的文章总让人百读不厌。学了这一
课，你又获得了哪些收获？把你感受最深或收获最大的地方
告诉大家吧！”引导学生或针对课文内容，或针对表达方法、
阅读方法等交流收获,使学生的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语文积
累不断丰富。

荷花课文三年级原文篇三

清晨，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
花池边跑去。

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
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
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
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朵，很美;看看
那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这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
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本文是叶圣陶先生的一篇散文，讲述的是作者到公园看到荷
花池中的荷花美景而产生了联想。

本文是沿着观赏荷花——变身荷花——又回到现实的线索展
开。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作者看到满池荷花是的景象，荷叶、荷花、
花苞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虽繁密但却不冗乱。细节刻画也很
到位，一句一句的读着文章，仿佛有一只大笔随着文章在你
的面前描绘出了一幅清新脱俗的水彩画一般。

第二部分作者从观赏荷花而渐渐入迷，仿佛自己就变身成为
了一朵荷花。随着作者自己变身为荷花，描写的角度也发生
了转变，从刚才的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变为整个荷花池中众多
荷花的一员，感受的又是另一种情趣——“不光是我一朵，
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舞蹈，静静地站在那
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脚下游过，
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变身为荷花的作者也乐在其中
了。在陶醉中，作者“过了好一会儿”,才记起自己不是荷花,
而是在看荷花呢。 ”

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套路，来分析一下本文的结构。

最后一句:过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
呢。--是全文的脚。

【写作、分析、阅读、积累是一回事】平时我们对孩子的语
文，总会有什么写作、分析、阅读、积累等的要求。但我们
要讲，写作、分析、阅读、积累，这是一回事，不是四回事。
所谓的阅读，或者讲深度的学习，是需要分析的。分析，主
要来讲，就是结构的分析，就是“作文头身脚，段落帽衣
鞋”的分析。分析到位了，阅读就到位了;而阅读到位了，才
有了所谓的积累。如果没有分析，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书、翻
书、甚至是扫两眼地扫书，那是不可能有积累的。这个问题，



也正是很多孩子看了很多的书，但一拿起笔来写作，就愁眉
苦脸、下笔无文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真正地有了分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和积累，写
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今天以及以前，甚至以后的分析、
讲评和欣赏，都是在阅读，在积累，在讲写作。可以讲，如
果写作有问题，说明分析有问题。如果阅读不到位，说明理
解就不到位;阅读不到位 理解不到位，最后也会集中体现在
写作上有问题。

刚才我们看了本文的头。开头的第一要求，这个问题我们天
天在讲，就是要开门见山。开门见山，不是某个人的发明，
而是从名家名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与共性。开门见山是作
文的正道。特别是孩子们刚开始学习作文，更不能一咕脑地
给孩子灌输花里胡哨地开门之术。大道至简，就只需跟孩子
讲--开门见山。

这篇课文题是《荷花》，所以本文的头--第一个自然段，就
要提到荷花。这就开门见“花”。如果写荷花，开门见不了
花，那孩子的作文必定写“花”了，写乱了，写跑了。

开头共有四句话，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朴素、准确的语言，
这就是名家的文章。开头的四句话，写得很干净:时间(清早)，
事情(去公园玩)，原由(因为闻到清香，结果……所以赶紧往
池边跑。)

以前讲过一些孩子的'作文，有些孩子本来的作文，开头是写
得很干净，但有些妈妈在辅导的时候，非要写个几月几日几
时几分来到公园。想必《资治通鉴》也写不了这么具体的时
间佳作赏析《荷花》(一)。交待清楚即可，不必过多赘述。
在不必要赘述的地方，讲得过细过多，不仅是赘述还是赘肉。

那么，什么是必要的?什么不是必要的?《作文多大点事儿 基
础篇》中，就讲了一个大原则:字为句服务，句为块服务，块



为段服务，段为中心服务。本文的中心是荷花，所以一切就
要为“荷花”服务。而不是为寅时卯刻服务。

【未见花影，先闻花香】本文的头，是开门见荷花，且是开
得干净利落。四句话，写得很干净，不拖泥带水。在开头中，
还有一个技法要讲，就是香法。未见花形，先闻花香，这是
正理。以前讲过一个孩子的作文，叫《八月桂花香》。

我家院落里也有好几棵桂花树。离着几条街道，隔着几道院
墙，都能老远闻到。寻香进院，桂花的香会扑得你醉。

桂花树，整个像一把大伞，撑立在院子里。树上开满了桂花，
一团团、一簇簇。叶子再茂密，却也挡不住它们竞相开放。
似乎黄花去抢那一片雪花花，也似乎白花去争那一分金灿灿。
仔细一看，它们我挤你，你挤我，像线团、像棉花、像雪球，
挤挤挨挨地聚在一起，亲密得不分开。吹来一阵微风，小小
的桂花随风飘扬，洒落在我的身上，仿佛下了一场金银般的
花雨。身上也像被它的香感染一样。我拾起落在地上的一朵，
它有四片小小的花瓣，像小朋友张得大大的小嘴，可爱极了。

这篇文中的“寻香进院”与本文中的“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
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其基本的原理技法是一样的。

同样的，有一首唐诗:

《山亭夏日》(唐高骈)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如果说写花闻不到花的香，那花就不称其为花。写作文的道
理就在其中。写作文描写一个东西，只是写这个东西长的样
子，还不能称其为生动。有声音、有香味、有触摸的感觉、



有想象，才能生动。这就是“六根六尘”的重要性。“六根
六尘”之法，可以把一件事物写得生动、立体、多面。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
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
“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
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1918年，发
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
《倪焕之》。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
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
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
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
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荷花课文三年级原文篇四

《瀑布》是一是叶圣陶先生的作品。这首诗语言简练，韵味
十足，比喻生动，词句贴切，描绘了瀑布的雄伟壮丽。

《瀑布》

还没看见瀑布，

先听见瀑布的声音，



好像叠叠的浪涌上岸滩，

又像阵阵的风吹过松林。

山路忽然一转，

啊!望见了瀑布的全身!

这般景象没法比喻，

千丈青山衬着一道白银。

站在瀑布脚下仰望，

好伟大呀，一座珍珠的屏!

时时来一阵风，

把它吹得如烟，如雾，如尘。

《瀑布》教案

教学目标：

1、感受瀑布的雄伟壮丽，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2、弄清作者在不同观察点听到瀑布的声音和看到的瀑布的样
子，学习有顺序观察事物的方法。

3、在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弄清作者观察点的变化



2、抓住重点词句，了解瀑布的声音和样子，感受瀑布的雄伟
壮丽。

教学过程：

一、揭题：

1、板书课题：齐读

2、你见过瀑布吗?它是什么样的?

3、讲解：瀑布就是从高山陡壁上或突然降落的地方流下来的
水，远看好像挂着的布。

4、观看录像：谈谈观看后的感受。

二、初读课文：

1、自由轻声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流利

2、检查自学情况。

出示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词读音

指名分节朗读课文，认真听，正音;思考：课文从哪些方面来
写瀑布的?

根据讨论，板书：声音、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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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我们常吃的那种
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做“藕秧子”。在
缸底铺上一层马粪，厚约半尺，然后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
倒进半多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坼裂，有缝，再倒两担水，
与缸沿持平。过个把星期，缸里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再过
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
莲蓬，很多很多的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象说：“我开
了。”

荷花到晚上要收朵。轻轻地合成一个大骨朵。第二天一早，
又放开。荷花收了朵，就该吃晚饭了。

下雨了。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地响。雨停了，荷叶面上的雨水
水银似的摇晃。一阵大风，荷叶倾侧，雨水流泻下来。

荷叶的叶面为什么不沾水呢？

荷叶枯了。

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

评价

实用主义，不讲虚词大概是汪老最大的特色。

这篇文章，是写最多人写过的.荷花，全篇却不见溢美之词、
骈文骊句，平白如话，就像闲叙家常一般，口语化、生活化，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充满不经意，效果却很好。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