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课后反思 一个小
村庄的故事教学反思(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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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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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课后反思篇一

本课我在开课环节作了如下设计：学生观看课件展示小村庄
原来的美丽景象和洪水来临后的变化。在学生对刚才看到的
情景意犹未尽之时教师问道：“你看到了什么？”学生纷纷
发言：“我看到了村前的那条小河，小河的水唱着歌向远方
流去。”“我看到了一棵棵大树伸展着茂密的枝叶，形成浓
浓的绿荫。”“我看到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发洪水了，小
村庄里的房子、大树都被洪水冲走了。”“我发现就连斧头
也被洪水冲走了，清晨洪水退去的时候，小村庄不见了。”
教师进一步引导：“同学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景象你现在
心里怎么想？”学生踊跃回答：“太可惜了，那么美的一个
村庄竟然会在一场暴风雨中消失，简直太不可思议
了。”“我感到很难过，又感到很奇怪，好好的村庄怎么那
么经不住洪水的侵袭呢？”

趁学生心有疑问之时，教师趁热打铁：“同学们，那就带着
你最想知道的问题去细读课文，看看从中你能发现什么？”
学生此时已经不知不觉由一个发现者转变成一个研究者的角
色，教师给每个学生充足的读书、思考的时间，使他们人人
都能把课文读上几遍。学生置身于自我思索、不断发现的情
境之中，学文前自己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凭着自己的能力迎
刃而解。看到学生能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真令人高兴。
但课堂上发言的仅仅只是一部分学生。尽管教师在提问的覆
盖面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35分钟的局限，仍不能使全



班每个学生均得到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课后反思篇二

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采用了情景创设的方法。黑板上有彩
色粉笔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图，郁郁葱葱的森林，清澈
见底的河水，袅袅的炊烟，精美的画面吸引着同学们。学生
一边欣赏图画，一边朗读课文优美的文字。我们仿佛置身在
这个美丽的小村庄。

正在大家陶醉其中的时候，故事出现了转折，人们拿着锋利
的斧头上山砍树，有的盖房，有的造犁。这时，我擦去了黑
板上的几棵树，又画上了一个个树桩。我看着同学们，同学
们也专注地看着我，我问：“同学们，你们需要树吗？谁需
要？”听了我的问题，同学们起初是沉默的，后来就开始热
闹起来。

“老师，我需要一棵树。”于炎生说。我听了，显出一副很
高兴的样子，问：“你要做什么？”“我要做家具。”他坚
定地说。“哦，做家具，那是应该的。好吧！你上来砍一棵
树吧！”说着，我把“斧头”递向他，他兴奋地跑上讲台，
接过“斧头”擦去了一棵树，留下了一个孤零零的树桩。

这时，更多的同学举手了，我又叫了一位同学，“你想砍树
做什么？”

“我想建造一座别墅！”刘昊源说完，大家都惊奇地看着他，
有的还在议论，“建别墅，两层的，要砍好几棵树吧？”听
了同学们的议论，我也表示肯定：“对，要砍好几棵呢，为
了能见到漂亮的别墅，你砍吧！”

“老师，我想造一座船。”乔奕宁兴奋地说。

有了刚才的意外发生，我改变了回答方式：“造船，那你觉



得需要几棵树？”

只见他的眼珠子一转，脑袋一歪，思考了片刻说：“一棵大
树吧！”

“好，上来找一棵大树，砍了背回家吧！”同学们听后一阵
嬉笑。

······

就这样，黑板上茂盛的树林没有了，留下了一个个可怜的木
桩。

此时，同学们望着黑板，有的好像在深思什么，而有的还沉
浸在砍伐后的喜悦当中。

我的一句话打破了片刻的沉寂。“同学们，就是因为我们的
生活需要，人人都上山去砍树。一年年，一代代，山上的树
没有了，裸露的土地也越来越多。接着，发生了更可怕的事
情。谁知道发生了什么？”听了我的问题，同学们都迅速浏
览课文，并从中找到了答案——山洪暴发。

同学们认真地读着课文，体会着山洪巨大的威力，感受着山
洪给小村庄带来的不幸。

“同学们，山洪暴发之后，小村庄是怎样的？”我想让学生
充分发挥想象，并想让学生从自己合理的想象中明白道理。

“庄稼淹没了！”

“家具冲走了。”

“别墅也没有了。”



“老师，乔奕宁造的有船，他可以坐在船上度过这次洪水灾
难。”于炎生的回答引起了我和同学们的注意。他的回答显
示出了他机智的一面，也说明了人在灾难面前有着强烈的求
生欲望。

“对呀！乔奕宁，请你来讲台上。”于炎生的回答也让我的
教学程序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当乔奕宁走上讲台时，他一
脸茫然，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连忙解释说：“奕宁同学，
你现在坐上你自己建造的船。”听了我这句话，他才明白过
来，脸上露出了喜悦。“请问你在船上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滔滔的洪水，还有冲毁的房屋，还有一些人被洪
水淹没。”他说了很多，大家也在认真地听着。

“还有一些被困的村民，那你应该怎么做？”

“救他们。”他回答得干脆利落。

“对，应该去救他们，谁被你救上来了？”只见同学们纷纷
举手，并大声喊着：“救我！救我！”

此时，大家已经完全置身在这场洪水之中，深切地体会到当
时紧急的场景。

乔奕宁“营救”了三四名同学，被救的同学很兴奋。我想在
他们高兴的同时，还应该悟出一些道理，于是，我问他
们：“你们是幸运的，因为洪水只夺去了你们的家园，你们
的村庄，没有夺去你们的生命，你们想说些什么呢？”

“我们不应该砍树！”陈星伊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们应该多种树。”另一位同学说。

“我们应该保护环境。”下面的同学也按奈不住了，纷纷举



手回答。

“砍一棵，种十棵。”

“砍树只能给我们带来灾害。”

······

听了同学们的回答，我高兴，高兴的是这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一群充满智慧的孩子，一群思维活跃的孩子。

创设情景，给我带来的是教学中的惊喜和轻松，给学生带来
的是学习中的快乐和收获。我不得不说，创设情景是课堂的
催化剂。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课后反思篇三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庄中，
人们靠着手中锋利的斧头，将树木一棵棵砍下来，盖成房子、
造成工具、做成家具，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但是由于过
度砍伐树木，致使土地裸露，终于在一场连续的大雨之后，
咆哮的洪水将小村庄卷走了。揭示了小村庄人们的错误行为
以及这种错误行为引发的严重后果。从语言表达上看，文章
短小，语言朴实，然而隐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从写作技巧、
写作手法上看，本文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记叙了小村庄由美
丽到毁灭的过程。在描述小村庄的环境时运用了大量的四字
词语形容小村庄的美丽，运用排比的句式写出了树木的变化，
用标点符号省略号表现小村庄的环境日益恶化，用拟人的修
辞手法写出了雨下得连绵不断等等。这些写作方法的运用使
文章读起来更加的形象、生动。

因为是借班授课，没有办法更多的了解学情，根据以往的经
验和对三年级学段的了解，学生通过预习能够大体把握文章
的主要内容，基本能够读通读顺课文，并能读出一定的语气，



但在有感情地朗读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引导。学生不易
理解的可能有以下几处，一是城市孩子对农村的农具了解不
够，需要做适当地补充。二是学生对文字背后的含义难以理
解到位，如“锋利的斧头”代表什么，需要教师点拨。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我主要采用三步教学法，即
“预学―――共学――――延学”，以学生为主体，围绕统
领性问题让学生自读自悟，辅以多媒体辅助法层层推进教学。
依据学段特点和文本特点，把“以读为本，读中感悟”作为
主要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质疑问难，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通过读读、划划、品析词句、读思结合等方法自主
探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教学中我从题目入手。在板书课题之后，我以“第一次读课
文题目时，你有什么疑问？”引导学生读题质疑，一下子把
学生带入文本。俗话说“好题半文”，题目本身就是文章的
主要内容。引导学生学会读题目，从读题目开始思考，养成
主动提出问题、探究问题的习惯，同时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唤起阅读期待。三年级上学期是低段到中段的转折期，字词
教学还应扎实，同时课前预习是中年段学生所要学习并具备
的一种能力，因此，我把检查预习放在初读阶段，这既是是
对预习成果的巩固和加深，也同时通过检查对学生的学情有
所了解，为后面的精读打好基础。在实际授课中，我发现学
生预习特别深入，对一些重点词语的理解没有预想的那么难，
于是我及时调整教学，把学习聚焦在关键句的感悟和读出感
情上。对学生来说这样的学习是“跳一跳摘桃子”，所以学
生学习兴趣高，表现的比较主动。

“精读文本，感受语言魅力”是教学重点。课文的第一段，
作者精调彩墨，以赞美之情，用“郁郁葱葱、清澈见底、湛
蓝深远、清新甜润”等四字词语描绘了一幅山谷里一个小村
庄的美丽画面。引导学生享受审美乐趣是阅读教学的任务之
一，第一段的学习我主要是品析字词、悟情美读，从文字的
感悟到体会词语的妙处，然后再到情感的升华，这样的设计



基于新课标中从内容到形式，又从形式到内容的教学策略。
课文的最后两段，作者以无限惋惜的情感，讲述了小村庄的
一切被洪水卷走的悲剧。我由第一段直接跨到最后两段，从
美丽到毁灭，强烈冲击让学生情感形成巨大的落差，从而调
动学生的探索欲望，让学生真正的深入文本，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感受语言的能力。文中“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
木不断减少，裸露的土地不断扩大……”这一句子训练中抓
住两个“不断”，让孩子体会锋利的`斧头破坏之大，此处作
者省略号的运用意味深长，我利用文章的补白设计了句式训
练。训练效果非常明显，既进一步体现了人文性，又发展了
学生的语言。从而达到与作者心灵上的沟通，利于学生理解
课文的含义。通过对文字的充分理解，学生对村庄的消失的
原因的已全然了解，此时积蓄的情感急需释放，为最后一段
的学习做好了铺垫。最后一自然段语言意味深长，含义深刻。
由于前文让学生通过品析词句，朗读感悟，已经深深地体会
到了乱砍滥伐的严重危害，最后一段抓住“一切”、“锋利
的斧头”等重点词语，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已是水到渠
成。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
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理解和应用语言的能力，因此语
文作业不能偏离语文的学科特性。基于以上考虑，我布置了
三项作业，既有积累运用，又能通过续写和调查形成正确的、
积极的环保意识。

整堂课结束，很多学生都恋恋不舍，有的干脆大声喊：“怎
么这么快就下课了？还没上够呢！还想继续上这样的课
呢！”有的跑到我面前问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次给他们上课，
说实话，这样的课堂有种教学相长的感觉。当然，也有不少
的遗憾，比如有的问题已经明确，我却再次让学生交流，看
到那么多学生积极举手想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忍不住多找了
些同学发言，这就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自我感觉这是我
最大的失误。

作为参赛者，我深知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交流、反思提高的
机会，虽然还不知道比赛结果如何，但我欣赏学习到了其它



老师精彩的讲课，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改进反方向，我
想这是这次比赛的意义所在。经过这次活动，我强烈地体会
到学习、积累与反思地重要性。作为一名老师不仅仅要认真
地上好每一堂课，怎样才能做的以学定教，怎样才能提高课
堂效率，还需要多学习。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课后反思篇四

尊敬的三年五班家长您好：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您走进课堂，亲眼看
一看您的孩子的学习状态，感受一下您的孩子的成长与进步，
我想，当您真的步入课堂时，您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在
为孩子的进步骄傲的同时，您将又一次的走进童年，找回童
年的记忆，正如我们一起放风筝，一起拍全家福，一起走进
秋天去和孩子们感受童年的快乐一样。这一次，我邀请您走
进课堂，以另外一种方式感受我们一家人团聚的快
乐。……”我想家长接到这样一封邀请函之后，一定会放平
心态，怀着一种欣赏和怀旧的心理走进课堂，于是这次活动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为了课堂上产生更好的互动效果，课前我采取了老师、学生、
家长三者互相沟通的方式，经过简短的沟通，孩子们紧张的
情绪一下子放松下来，进入了最佳的学习状态。

上课伊始，我首先让孩子们三读课题，然后提问“在头脑中
产生了什么问题？”“课文讲了什么故事？”“这是一个什
么样的小村庄？”于是我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读书，了解小村
庄的过去和现在。在学生汇报到以前这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时，我让学生充分的发挥想象，这美丽的小村庄里可能有什
么？再此处，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那你们
想不想把这美丽的村庄画出来呀？”学生的热情马上高涨起
来，我号召家长也参与进来和我们的学生一起画，学生们看
到家长和我们一起学习，积极性更高了。于是，家长、学生



共同完成了一幅“美丽的小村庄”。

二十几年来，我第一次坐在课堂上，心情很激动，孩子们在
课堂上的表现使我很吃惊，现在的孩子，在语言上的表达非
常出色，作为家长我觉得新一代的学生的思想和观念与我们
有很大的差别，敢想、敢说、敢做，这跟您的教学方法是分
不开的，真的使我非常感动。”

家长对于我教学工作的认可将是我继续不断努力进取的动力，
在感谢家长对于我的认可时，我更感谢学校，感谢我们继红
这片沃土，是我们学校领导大胆创新的想法，让学生、家长
进一步的理解了老师的工作，是这种全新的沟通方式，让我
和学生、家长又走进了一步，让我又一次地进步和成长。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课后反思篇五

和孩子们一起学完了《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后，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山谷中那环境优美的小村庄，“山上的森林郁郁葱
葱，村前河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
人们靠着手头锋利的斧头，将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建造房子、
制造工具、打造***，过上了不错的“日子”。终于在一场连
续的大雨之后，咆哮的洪水将小村庄卷走了。

能对孩子说些什么呢？

“树木变成了一栋栋房子，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变成了
应有尽有的***，还有大量的树木随着屋顶冒出的柴烟消失在
天空了。”尽管树木利用低效，但“不管怎样，家家户户靠
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我们无法批判小村庄
居民对树木森林的无情的、残酷的破坏、短视的利用，甚至
可以说是无知。

我想，即使小村庄的居民能自觉爱护环境、保护树木，今天
这个小村庄也将不复存在了。君不见多少大树进城了，开山



掘矿了。靠山吃山，靠山吃山，离开了山、离开了水，人将
怎么生存呢？有谁来过问呢？草原上的牧民只能放牧，不能
强求他们去认识几代以后草原沙漠化的危害；平原的农民只
能种田，不能强求他们去过问几代后土壤的肥力不足。所以，
不必说小村庄的居民短视，不必说小村庄居民的可怜，因为
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不仅读了小村庄的故事，还学会了和小
村庄居民一样“不错的生活”。还有多少视听麻木、情感淡
漠、缺乏生态伦理的现代人却无动于衷，因为我们根本不解
大自然的语言，不懂动物与植物相依为命的关系，只见树的
立木价值，不顾树的生存权利和作用，表现为急功近利、巧
取豪夺、自以为是的人类中心观点。

大自然给我们的报复，只是暂时还未来到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