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 桂花雨
教学设计(优秀19篇)

感恩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够改变我们生活态度的积极心态。
在写一篇感恩的文章时，我们应该先回想起自己所受到的恩
惠和关爱。让我们一起来阅读这些感恩的心灵鸡汤，为自己
注入更多积极向上的力量。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一

1、能正确、通顺、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一、直接导入。

1．金秋十月，桂子飘香。桂花走进了无数大诗人的诗篇，也
走进了台湾女作家琦君的童年生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
作者回到童年，去感受一场奇妙的——《桂花雨》。板书课
题。齐读课题。

2。简介琦君。原名潘希真，现当代女作家。她一生漂泊，11
岁离开家乡，32岁去了台湾，60岁又移居美国，84岁重回故
乡。可是，无论她身在何处，最让她难以忘怀的就是故乡的
桂花和她童年时代摇落的那一场——桂花雨。

二、基础达标

1．请同学们头放正，肩放平，捧好书自己大声的读读课文，
要读准每一个字音，读通每一句话。

2．二人小组交流：课前我们已经预习了课文，下面以二人小
组交流一下你的预习成果。注意，一个人说的时候另一人要



认真倾听，并且做好发言准备。

3．全班汇报：字音：拙、撮，左，吩。部首：左、右，尤
（请大家把这些特殊部首标在生字旁边）

在这些生字中，你觉得哪个字大家很容易写错？（拣）你的
提醒很重要。这个字不难写，但是容易写错，抬手我们一起
来写一写。这个字是左右结构，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
别忘了这一笔是横折钩）看清楚了吗，自己再书空一次。

以前我们还学过一个“捡”字，（板书“捡”）这两个字的
意思一样吗？生答。这两个字都是提手旁，这个“拣”是表示
“挑拣、挑选”的意思，比如拣个好日子、拣菜、挑肥拣瘦
等。这个“捡”是表示把东西捡起来的意思。你看对比也是
学习生字的好方法。

出示：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去桂花中的小枝小叶。

他弯下腰（）起了掉在地上的那本书。

4．出示词语：新鲜尤其帮忙姿态感谢糕饼左右吩咐？

指名读“左右”一词。谁发现了左右这个词的规律？（反义
关系）能不能照样子说几个有反义关系的词语？（开关、昼
夜、黑白、生死、没有、南北、来往）

“吩咐”什么意思？能不能给“吩咐”找个意思相近的词？
（嘱咐、叮嘱）“吩咐”与“嘱咐”有什么区别吗？嘱咐一
般是指长辈对晚辈交代的话。如嘱咐孩子要认真学习。“吩
咐”是指上级对下级交代的话。带命令口气，如吩咐大家不
要误了时间，吩咐去做什么事情。

选词填空。有什么活儿要干，您只管（）。



上学前，妈妈一再（）我上课要专心听讲。

你们看，小小的一个词，竟然蕴涵着这样丰富的学问，看来
祖国的语言文字真是博大精深啊！

齐读词语。

5、完成学习报上的1题和2题。请2名学生上黑板做，集体订
正后。同桌互判。

三、设问导读

1、字词掌握了，相信你们再来读课文一定能读的更准确更流
利。课文有6个自然段，你最喜欢哪一段，读给你的同桌伙伴
听。

2、思考设问导读：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课文主要
写了作者喜欢桂花香，喜欢快乐地摇桂花。

（板书“桂花香”“摇花乐”）

四、学习课文第一段。

1、琦君说：“小时候，我最喜欢桂花。”你知道作者小时候
为什么最喜欢桂花吗？捧好书一起来读第一自然段，找找原
因。

出示：桂花不与繁花斗艳，可是它的香气味儿真是迷人。

2、第一段中哪个词最能概括桂花树的特点？（笨笨拙拙）

看图欣赏：是啊，你们看，梅花盛开，枝头上挨挨挤挤，开
满了粉红色的花儿，春风吹来，花枝摇曳。它是多么的富有
姿态呀。而桂花金黄而又细小，得在绿叶丛里仔细寻找，才
能见到它的踪迹。作者就是喜欢它的朴实，所以作者说，出



示：小时侯，我最喜欢桂花。

过渡：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什么原因使作者那么喜欢桂花呢？

请你来读这一句。桂花不与繁花斗艳，可是它的香气味儿真
是迷人。

3、琦君爱桂花，爱它的朴实无华，更爱它的香气迷人。深吸
一口气，好好闻闻；你闻到这迷人的桂花香了吗？捧好书，
美美地来读第一段。

4、琦君的母亲常常说：“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
旧宅院子里的金桂。”看来，在母亲的心目中，家乡旧宅院
子里的桂花。是其他地方的桂花不可替代的。母亲的对桂花
的喜爱也深深感染了琦君，琦君也爱桂花，爱它的不与繁花
斗艳，爱它的香气迷人，还爱它的什么呢，我们下堂课再学。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读文章，发挥想象力，描述文中的情景，体会作者表达的浓
浓思乡之情。

3理解“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一句
话的意思。

一复习导入

1昨天我们学习了课文——齐读课题，谁来说说课文主要讲了
什么？

板书：摇桂花 收桂花



2上节课，我们还学习了第一二自然段，了解了作者十分地喜
爱桂花以及作者由桂花的原因。请同学们打开书本，我们一
起来读读第一、二自然段，再来体会一下作者对桂花香的喜
爱。

二学习第三自然段，体会“摇花乐”

1教师配乐朗读第三自然段，同时课件出示桂花图

2同学轻声自由朗读课文，把你读懂了的句子用笔画出来

3句子一：讨论交流学生自己读懂的句子一

句子一：“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缠着母亲
问…………摇不下来的。

a：你读懂了哪些句子？（摇桂花前，作者的心情很急切）

学生自己说说哪些地方体会到作者心情的急切？

理解：老是 缠着

问什么？怎么问？急切么？

我们来看这句话，它的结尾用的是什么标点符号？疑问句用
感叹号，是不是作者用错了？

那应该用一种怎样的语气、语调？谁来试着问一问？

感到急切了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句，读出急切之情。

b：母亲怎么说的？大家轻声读一读母亲的话，揣摩一下这句
话应该读出什么样的语气？（有点烦又有点耐心）

母亲怎么会有点烦，但又很耐心的呢？



小组自由练读扮演母亲和我的对话，再抽小组赛读

想想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情如何呢？（无可奈何，更
加急切）

理解：赶紧 吩咐（也是急切的，时时关注着天气变化，怕风
雨吹打下来桂花）

那这一句应该怎么读？（语速要快，读出急切之情）

你来读这句子，读出急切之情。

4句子二：“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
桂花树使劲地摇。”

a：你还读懂了哪些句子？（学生读句子，说说读懂了摇花时
的快乐）

b：能不能读一读这些句子？听出快乐来了么？读得真好，教
师评语

说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读？（通过动作来写摇桂花的快乐）不
仅读得好，而且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c：你能读得时候加上一点动作么？来试着读读

5句子三：“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
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a：我使劲地摇桂花树，桂花怎么样呢？出示桂花下落的课件，
请学生观看

（读懂了桂花雨，桂花雨指的就是桂花落下时像雨一样，很
多，很密，又很轻）



c：想想你就站在这桂花树下，如果纷纷落下的桂花像雨的话，
这是一场怎样的雨呢？（春天毛毛细雨，蒙蒙细雨，嘀嗒小
雨，斜风细雨，轻轻柔柔的，落在头发上，落在脸上，落在
手心里，非常舒服。）

这样的细雨落在身上，头上，手心里，感觉怎么样呢？

教师实物演示：洒落桂花在学生头上身上……

（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键字：桂
花）

此问转载

d：读好这部分要注意些什么？（要喊起来，只有喊才能体现
作者特别快乐）

e：我们一起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读一读，再来感受一下摇花时
的乐

6、句子四：“母亲洗净双手，撮一点…………入梦甜”

a：你还读懂了哪些地方？（桂花给父母亲也带来了欢乐）

具体说说哪些地方体会到桂花给父母亲也带来了欢乐？（洗
净 点上檀香 口占一绝）

7、有感情地配乐集体朗读第三自然段

三学习第四自然段，体会“收桂花乐”

过渡：桂花摇落以后，全家人是怎么做的呢？

1师生齐读第四自然段，读后你知道了什么？



2讨论交流，读后你知道了什么？（桂花给家乡人带来了快乐）

3课件显示画面和句子：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一派人和年丰的景象，喜气洋洋）

联系学生实际谈谈桂花的香桂花给我们还来的好处和乐趣。

（联系走在校园里， 学校对面开了个金票子王店，就有桂花
的芳香）

读读这句话

4出示课件落桂花，有声音练习朗读这一自然段

四学习第五、六自然段，体会母亲和我对家乡对童年的爱

1师生接读，以后我从外地回家时，总要捧一大袋桂花给母亲。

可是母亲常常说，学生接读——出示句子“外地的桂花再香，
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里的金桂”

2同学们读读看，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小组讨论交流一下 动笔写写母亲可能会说的话 出示课件怀
念音乐

学生写作 指名两学生上去写话

集体交流，板书 怀念家乡

4所以母亲的这句话应该怎么读？谁来读读看！

5不仅如此，连长大的我也常常想起儿时的摇花乐，让我们一
起来读第六自然段



读后，你读懂了什么？（怀念童年生活、怀念家乡）

童年虽然逝去了，但是儿时的摇花乐却在作者的心里久久地
回荡，让她如此得难忘。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把作者对童年对家乡的怀念热爱之情
读出来。

（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键字：桂
花）

此问转载

五总结全文，布置作业。

1总结课文，小结板书

2作业：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说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写篇
周记，感受一下我们童年生活的乐趣。

板书设计：

摇桂花

11桂花雨 怀念童年和家乡

收桂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三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品析"浸"字的含义，通过想象朗读体会摇落桂花的乐趣，
联系上下文体会母亲话语的情感。



3．逐层深入四解"桂花雨"，透过语言文字体会作者表达的浓
浓思乡之情，并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１．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台湾女作家琦君的一篇文章，一起
读课题--《桂花雨》。题目把桂花和雨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
的事物放在一起，你想到了什么？（这是课题给我们的第一
感觉。）

读完交流（预设：花香、摇花乐或者一份情。）

承：这是留在你脑海里的……

１．读了课文，我们知道了原来课题写下的是作者童年摇桂
花时，摇落的一场桂花雨。同学们，课文中的哪一段向我们
重现了当时情景？（定位第五段）

（生：快乐……）师：这一段当中的哪些句子给你带来这份
快乐感觉？（指读，定格句子）

师：就请你带着快乐的感觉读一读。（尝试情感朗读，指读）

（对学生引导：桂花像什么一样落下来？落在哪里？ 引导后：
难怪作者说：人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

３．情感朗读：来，就带着这样的一份感觉，再有滋有味地
读读这几句话。（自由读）

４．引：用你的朗读与大家一同分享摇花的快乐，分享这场
桂花雨的美丽。

（先体验朗读，再配乐朗读）

齐读：（一场多么神奇的桂花雨啊）让我们一起分享摇花的
快乐，分享这场美丽的桂花雨让我们一起读。



５．扣题：读着这段话，（手点课题）《桂花雨》，你想那
是一场怎样的雨啊？

（迷人的雨 快乐的雨 香气四溢的雨……）

１．同学们，当我们尽情地摇着桂花树，摇出了一场美丽的
桂花雨，摇出了一份快乐，也摇出了桂花迷人的花香。这迷
人的花香也洋溢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处，快速浏览课文，划出
描写家乡桂花香的句子。

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没
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师：同学们，让我们用心地再读读这些句子，从这些文字处
去感受，去呼吸那扑面而来的花香。

学生自由读

师：同学们，读着这几句话，哪个字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份浓浓的花香。把它圈出来。

２．着力点：由"浸"带动解读"全年"

（１）板书"浸"字：同学们，平时我们一般说浸在哪里？
（水里）

小结：也就是说把东西整个儿浸没在水里，全方位地包围在
水中。



（２）为什么这里可以说，是浸在桂花香里呢？解读花香，
（花香很浓，到处都有。 花香也像空气一样将我们全方位地
包围。）

引：同学们，一个简简单单的浸字，竟然把花香写得如此传
神，让我们来读一读这句话：（引读：全年，整个村子都浸
在桂花的香气里。）

（３）你看，作者说这一浸就整整浸了一年。读到这儿，老
师不禁想问桂花只是在中秋节前后盛开，怎能花香全年呢？
联系课文的第六段来说一说。

学生解读（晒、泡茶、过年时做糕饼）说开去。（融入到了
人们的生活中去了。）

的确，金秋时节，桂花盛开，满树生香，弥漫四方，让整个
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但为何春天、夏天、冬天也浸在桂花的香气里呢？

接：是啊，难怪琦君会说（引读：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
花的香气里。）

这正是"桂子花开香十里"（板书）

１．提出矛盾处，引发认知冲突

师：（刚才有同学提到了还有一处也写到了桂花的香。）不
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还有一处也写到了桂花的香，找一找。
（但不是家乡的桂花）

定格：杭州有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
里。

师：让我们与家乡的桂花比较一下，两句都用了香飘十里，



读读这两句话，你觉得哪句话描写的桂花更香？桂花盛开的
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
花香里的。

引导学生从文字上作比较。

２．补充满觉陇资料（媒体配乐播放满觉陇图片）：同学们，
琦君说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杭州的新西湖十大景点之一的满
觉陇。

引导：

（当生说到了一份情，追问：这是一份什么情？引：到底母
亲想起了什么事，才勾起了她这份悠悠的思乡之情？）

（学生没能说上来时，你看，母亲闻着，欣赏着满觉陇香飘
十里的桂花，令母亲想起了什么？）

学生交流，老师点拨，学生读文

学生提到摇花乐，让学生再读一读。回文：所以身居杭州的
母亲回想起与孩子们一起摇花的情景，不禁这样说道："这里
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指读）

学生谈到第三段，让我们细细地去读读这段话，哪些词句给
你不一样的感觉？

分两个层面（扣击词语，感悟背后的情怀 语言当中口味想想
了谁？）

词语层面："担心"；"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里念
着"家乡的桂花树都是妈妈亲手栽种，为它浇水、施肥，家乡
的桂花树倾注着妈妈的辛劳和爱护。（满觉陇的桂花能与之
相比吗？）回读母亲的话。（指读）



语言层面"送一箩给胡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母
亲想到了谁？想到了曾经在故乡邻里之间的其乐融融的画面，
多么温馨的感觉。

可是身居杭州的母亲看到满觉陇的桂花有这种感觉吗？

师：想到这些，难怪母亲会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
乡院子里的桂花。"（齐读）

听着母亲的话，（定位，朗读）"于是，我又想起了在故乡童
年时代的"摇花乐"、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齐读）

师：课文读到这里，你说这阵阵桂花雨，那还是一场怎样的
雨？（回忆的雨，更是思乡的雨）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四

能抓住文中重点词语品读感悟，体会作者借写童年摇桂花的
乐趣所表达的思乡情。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文中父
亲所写的诗。

1、引导学生从摇花乐中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家乡
的怀念;

2、体会母亲说的“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
子里的金桂”所表达的感情。

金秋十月，桂子飘香，桂花走进了无数大诗人的诗篇，也走
进了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的童年生活。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桂花雨》学生齐读课题。

1、(学生看书上的插图)读一读第一自然段，说说桂花的外表
是怎样的?



2、可就是这并不起眼的桂花却让琦君最为喜欢，那是为什么
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一到四自然段，想一想。用几个字
眼就来概括。

3、学生交流，师小结:

板书:香

乐

1、细细读读全文，找找作者描写桂花香的句子，然后说说自
己的体会。

2、组织交流:

(1)它的香气味儿真是迷人。

(抓住词语“迷人”，联系生活实际，感受花香。)

(2)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
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体会“浸”妈妈洗衣服的时候把衣服浸在水里，这里是什么
浸在什么里?，一个“浸”字让你感受到了什么?)把这种感觉
读出来。

师小结:一个简单的字眼都被琦君如此巧妙的运用，

(3)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设疑:桂花是在金秋飘香的，但为什么在这个村庄里全年都有
呢?

a、自由读第四自然段，然后说一说



b、师小结:那浓浓的桂花茶沁人心脾，那甜甜的桂花糕让人唇
齿流芳，这桂花香久久不散，这桂花香了四季，香了人们的
生活。

c、让我们一起吟诵:细细香风淡淡烟，竞收桂子庆丰年。

过度:在竞收桂子期间谁最快乐?

1、自由读一读第三自然段，感受一下

2、体会第一句。抓住“缠”

作者说摇桂花对她来说是件大事，于是，他总是“缠着”母
亲去问。从“缠”子，你能体会到作者什么心情?想象他当时
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然后和小伙伴们演一演。

3、学习摇桂花的乐。

过渡:终于盼到摇桂花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1)终于可以摇桂花了，这下我可乐了，乐在哪呢?好好读读
这段话，你从哪儿体会到了作者的快乐?(特别起劲:帮着铺、
帮着抱、使劲摇;高兴地喊起来了)

相机指导朗读:

读出摇桂花的乐。

这桂花雨一定淋着你了吧，…读好这一句

(2)整体读这一段:作者通过动作、语言的描写，使我们身临
其境，与作者一同感受着摇花的无穷乐趣。让我们读好这些
动作、语言，读出自己的快乐来。(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3)多美，多有趣的桂花雨啊，老师仿看到了那点点桂花雨如
同调皮、可爱的孩子扑入我的怀抱，亲吻我的脸。多快乐呀。
一起吟诵:

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

1、过渡:多少年过去了，琦君离开了故土到了外地，从此一
家人其乐融融摇桂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以后琦君从外地回
家总要捧一大带子桂花给母亲，可母亲却常说:

出示句子“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
金桂。”

2、读一读这句话，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3、同是桂花，难道真是家乡的金桂比外地的桂花香吗?你知
道母亲为什么这么说吗?

(母亲爱自己的家乡，所以特别爱家乡的桂花。)

4、师适时小结并板书:这浓浓的思乡情哟，时时刻刻在我与
母亲的心头萦绕，读:(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
宅院子里的金桂。

板书:思乡情

1、吟诵思乡的古诗，如李白、王维

2、推荐《乡愁》，师配乐朗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五

作者：亭湖小学            



今天我上了《桂花雨》这篇课文，基本上用的就是前几天在
解放路小学听的一位耿志艳老师的教学设计。一节课下来，
虽然感觉没有那天耿老师上得精彩，但总体感觉还行。课上
我抓住了母亲所说的“外地的桂花再香，也比不得家乡旧宅
院子里的金桂。”这句话，理解作者的思乡之情。在对课文
进行反复朗读和欣赏的基础上，三次出示母亲的话，学生的
理解也在逐步地加深。虽然与我开始上课前所设想的还有点
距离，不过，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是不错的。

刚读到琦君的《桂花雨》时，说实话我对琦君了解得很少，
只是看过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连续剧《橘子红了》。于是我
上网找来琦君的作品，细细地品读。特别是对她所说的一段
话有了更深的感悟。她说：“我总是不能忘却旧事,我一辈子
最爱写的就是故乡,亲人,朋友,花草树木.这魂牵梦绕的故土,
这难以割舍的童年,倘若都能一一收藏起来,藏在记忆的花园
里,我想那一定是一朵朵常开不败的花。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
会觉得很温馨，那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花朵的芬芳，更是美
丽的人生。”她写的《桂花雨》这篇文章中就透着那如雨般
的思乡之情，全篇语言的确非常优美，几遍下来，我真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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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文章四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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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得从字里
行间细品方见。所以一定要将自己全身心放入课文当中，你
才能真正体会作者的那一番思乡情，童年乐。下面就是我今
天在课堂上的三点小小的体会：

一、指导学生读出桂花的香：

“笨笨拙拙”，“不与繁花争艳”等词语，在理解的基础上，
学生的朗读水到渠成，很有感情。

二、指导学生读出摇花时快乐：

课文的第三小节是重点段落，在这节中，我着重引导学生理



解作者的“摇花乐”、父亲的“丰收乐”、母亲的“助人
乐”以及母亲和全村人的浓浓的乡情。虽说这节是重点段落，
因为有了上次耿老师上课的经验，所以我和学生同摇同乐，
觉得很是开心，特别是学生扮演小作者，学生拽着我的手喊
一喊摇花时的句子，学生很放得开，喊得入情，做得自然，
效果很好，连我也被感染了，忍不住和学生一起喊，一起读。

三、指导学生读出真情

我由摇花乐过渡到思乡情，“桂花的香，摇花的乐，思乡的
情都让我对桂花魂牵梦萦，但仅此而已吗？”“母亲说的仅
仅是桂花吗？假如作者对母亲说：外地的水真甜，母亲会怎
么说？外地的橘子真红，母亲又会怎么说？十多年后，作者
来到国外定居，她再次打电话给母亲说：外国的环境真好，
母亲会怎么说？”（老师问，学生根据内容填空。）课文的
最后两个自然段是作者真情的流露，这时需要学生静心体会，
默默感受，特别是母亲的那句话以及作者怀念童年的那份情，
所以这两段的学习，我学着耿老师的样子，一开始就拎出来，
在精读课文前先让学生朗读，在学完课文的基础上，再次将
这两段话提出来，学生此时的体会已深刻，不用多讲，他们
就体会到了作者和母亲的那份情。

总之，读出喜爱，读出快乐，读出真情，我想这样的课就成
功了。不过还是有遗憾的，就是课文学完后，我推荐了几本
琦君的书，学生会去看吗？不可能每个学生都去自觉地找的，
过几天，热情已退去一大半。我想应该由老师选取一些适合
他们的篇幅给孩子们读。

曾超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桂花）

此问转载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六

作者：佚名    转贴自：转载    点击数：68

作者：孙 萍    

一、解读文本的重要性

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是教师、学生运用自我期待同文本撞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
个过程中文本是一个重要的对话者。所谓文本，它是教学的
凭借，是作者思想和体验的载体，它用语言文字组成了多姿
多彩、精彩纷呈的世界。我们要在课堂中引导学生走近它，
与角色交谈，与作者交流。因此，研读文本，在文本中寻找
有效的资源，并在课堂上有效解读和利用，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错误的解读

提起走进文本，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本解读，或者说是
教材理解。 我记得著名特级教师支玉恒说过这样的教育感言：
我备课，决不先看参考书，自己备好了，可以参考一下，每
一课都要经历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独立思考的过程又是怎
样的一个过程呢？自认为有几年教学经验的我，曾经是这样
理解和实践的：把课文内容熟悉；然后翻阅参考书、教案；
查阅这篇课文内容的相关内容，如作者简介、时代背景之类
的；最后，针对自己的教学实际做出计划。

这样解读文本时，没有考虑到学生解读障碍，甚至连自己解
读时遇到的问题，都是照搬参考书解决的；教学时怀疑学生
的能力，搬用专家的意见方便。正因为课前对文本解读态度
上的不够注视，方法不得当，所以感觉自己的课堂教学止步
不前。再看看身边一些课堂上，很多老师也存在以下问题：
把文本精品肢解，大多只讲一下背景，分析一下词句，理一



下段落，归纳一下主旨，品品写作特点，把语文课上成写作
课；或者上成了有关领域的学术课、知识课、信息课：或者
仅把文本当作思维的触发点，大搞创新、发散思维；或者片
面强调人文性，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我想其主要原因是
教师没有把握语文工具性、人文性的性质。以上做法，无论
偏向工具性，或者偏向人文性，听说读写能力难免都会落空，
创新恐怕也只是纸上谈兵。只有我们超越文本，开放文本，
缩短文本与学生原有知识、生活经验的距离，才能帮助学生
理解文本、把握文本，逼近文本的真义。

三、潜心解读《桂花雨》

当然，文本的解读是多向的，专家的解读只代表一种意见，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合理的解读。再说，学生也很喜欢有独特
见解的教师，更希望听到老师对自己恰如其分的评价。因此
在教学《桂花雨》这篇课文时，我首先以读者的身份走进文
本；然后，在以欣赏者的身份跳出文本；最后，以教师的身
份去解读文本（还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下面我来具体地谈
一谈我是怎么解读文本的。

第一读，作为读者，整体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作者表达感情
的主旨。

第二读：还是作为读者探究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文字来描写
摇桂花的快乐。

摇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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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事|、缠着两个词中体会到作者盼望早点摇桂花
的急切心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结尾的感叹号。作者是问的
预期，结尾却加个感叹号。感叹号一般是用来抒发比较强烈
的感情。作者这里用感叹号是为了说明自己非常急切地盼望
早点摇桂花。从一   就  赶紧、提前这些词中可以体会



出母亲也很关心摇桂花这件事。

摇花时

2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阿！啊！其实就是作者对
桂花飘落下来样子的赞美此时作者多么兴奋、快乐！真像下
雨是说桂花飘落下来的样子很美，就像下雨，给人一种美的
感受。好香的雨啊！是说桂花飘落下来时，带着浓郁的香味。
这香味沁人心脾，令人陶醉！作者除了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喜
悦的情感，还一连用了三个感叹号。可以想像作者的心情是
多么快乐。这时作者的快乐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只有
借助标点符号才能表达内心强烈的感情。

妈妈

文中的洗净除了能说明母亲不忍把桂花弄脏。其实在我们这
里，这也是一种乡俗的体现。学习课文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家
人拜祭神仙时的虔诚。文中母亲拜祭桂花神，感谢花神给全
村人带来了丰收。父亲则以自己喜欢的吟诗的发式表达内心
的喜悦之情。父亲口占一绝的诗又是对前文内容的浓缩。让
学生联系上下文便能理解。

全村人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这句中的全年、整个
村子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巧妙地写出了桂花带给人们、家乡
的欢笑、快乐。以浸写香，化无形为有形，更是神奇地把琦
君及家乡亲人们整个身心融于桂花香气的幸福感受展现无遗，
与题目桂花雨遥相呼应。同时，浸润桂花雨中的香甜感受为
反衬作者如今的思乡情愁打下伏笔。

回味香

思乡情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桂花）

此文转载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七

【设计理念】在丰富的言语实践中，激情打开学生与文本的
绿色对话空间，浓情营造师生之间充满灵性的对话磁场。

【教学目标】

1.能正确认识2个生字，理解“姿态、迷人、至少、邻居、成
熟、浸、尤其、提前、香飘十里”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自读自悟和与同学交流，体会作者思恋家乡的思想感
情，并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教学重点】略读课文，并抓住主要内容和重点句子，体会
作者的思想感情。

【预设流程】

一、激趣引入

1、童年是幸福的，快乐的，令人难忘的，今天老师就带你们
一起走进女作家琦君的童年，一起去感受一场奇妙的——
《桂花雨》。

[由童年引入，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孩子们会比较爱学]

2、阅读导读部分。我们在课文中要解决哪些问题呢，请打开



书阅读导读部分。

二、感知 深化

1、读文理解

[读文中抓住主要问题，学生有目标， 理解时更加透彻]

2、检查朗读    指名分段配乐读  

4、学生汇报：桂花给我带来了哪些快乐？

摇花乐

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摇啊摇，
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我喊着：“啊！
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此时，你的脑海里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 指导想象

读好这部分还要注意什么呢？（喊起来）我们一起来喊一喊，
好吗？（生齐喊）

[喊中释放了学生快乐的心情，使学生完全地融入其中]

我从同学们朗读中感受到了喜悦，是呀！桂花雨中有我多少
欢乐的笑声，桂花雨中有我多少童年的回忆呀！

[自然的过渡到香气迷人的桂花，得到学生的认可]

桂花香

（1）“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古人用“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清香不与群



芳并，仙神原是月中来”来形容桂花的香。

（2）“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
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真是“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3）“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学生理解“全年”的意思：每当桂花盛开时，满树生香，花
香随风飘逸，弥漫四方，人们沉浸在花香里；不开花时，人
们用它泡茶做糕点，整个村子全年也都像被浸泡在花香里似
的。

一个“浸”字，形象地写出了桂花的香气，桂花不仅花开时
香，晾时香，泡茶做饼也同样香气弥漫。桂花永远香在人们
的心里，它的香，已挣脱了季节的束缚，香甜了四季，也香
甜了人们的生活。

指导朗读：

过年时尝一口糯糯的甜甜的桂花糕，这花香唇齿留芳，弥久
不散，谁来感受这样的香？

5、再次读文。文中除了写桂花香、摇花乐，你还知道了什么？

[体现学生自主学习，各有各的感悟，各有各的收获]

桂花的样子（第二段）

老师带你们看看桂花。介绍桂花。这些桂花金黄而又细小，
朴素而又淡雅，真是“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

6、文中你还有不理解的问题？或者你理解了什么，读懂了什
么？



母亲的话

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

其实，除了这一句，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还隐藏着许多母
亲与家乡桂花的小故事，隐藏着母亲与家乡的一片深情。让
我们再细细地读读文章，把这些小故事找出来，把这份情读
出来！

反馈。

是呀！母亲每年都关注着桂花，收获着桂花，她品尝着桂花
的香甜，体验着馈赠桂花的快乐，桂花已充盈她生活的全部
空间，家乡的桂花，成了母亲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桂花
是没有区别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用嗅觉区分桂花，而是用
情感在体味它们。在母亲心中，家乡的桂花是任何东西都不
能替代的！所以，当我把杭州的桂花捧给她时，母亲深情地
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指导朗读母亲的话）。

文章最后一句话

母亲的这番话，这份情，自然影响了我，感染了我。“于是，
我又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还有那摇落的阵
阵桂花雨。”

这个“又”字说明作者不止一次地想起故乡童年时代的“摇
花乐”和桂花雨，只是这次母亲的话使他又一次想起。淡淡
的一句话，却传递出了作者对故乡桂花深深的怀念。家乡的
桂花，是跟作者童年的快乐连在一起的，那种“摇花乐”和
桂花雨已植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幸福童年的最美好、最耐
人回味的记忆。这恐怕是作者难忘家乡桂花的真正原因。



7、难怪琦君会说“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三、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

[这里更能体会得到作者的内心，也就明白作者为什么那么难
忘摇花乐与桂花雨]

1、许多年过去了，作者琦君早已告别了童年，早已离开了母
亲，早已远离了故土，可是她仍然喜欢用自己的笔写童年，
写母亲，写故土。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
总是不能忘却旧事，我一辈子最爱写的就是故乡，亲人，朋
友，花草树木。这魂牵梦萦的故土，这难以割舍的童年，倘
若都能一一地收藏起来，藏在记忆的花园里，我想那一定是
一朵朵常开不败的花。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温馨，
那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花朵的芬芳，更是美丽的人生。”

2、感谢琦君，感谢桂花，她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童年是美
妙的，故土是美丽的，人生更是美好的。

四、推荐阅读

老师向大家推荐几本作者回忆童年生活，抒发对故乡怀念之
情的书。

琦君的散文集《桂花雨》，鲁迅的《朝花夕拾》。愿你们在
这浓浓的书香中也能找到一份童年的快乐。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八

教学目标：

1.认识2个生字。读读记记“姿态、迷人、至少、邻居、成熟、
完整、尤其、提前、香飘十里”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自读自悟和与同学交流，体会作者思恋家乡的思想感
情，并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教学重难点：

重点：通过文本朗读感悟，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
家乡的怀念。

难点：体会母亲说的“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
里的桂花”所表达的感情。

教学资源：1、课件。2、课外查阅资料，了解作家琦君及其
作品《桂花雨》《水是故乡甜》《家乡味》等。

教学方法：自读自悟、细读悟情，抓关键词进行品味。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流程：

一、复习导入,揭题释题

2.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桂花雨》这篇文章又是谁勾起了作
者的思乡之情呢？

3.齐读课题并质疑：桂花雨是什么样的？（结合预习指名回
答）

了解作者琦君，课件出示琦君资料。

明确阅读提示。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我们可以根据前面的连接语的提示来自



学，谁来读读阅读要求？

四、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出示生字词，指名认读。（开火车、小组、齐读）

2、听读课文，边听边思考：文章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师板
书：桂花香摇花乐）

4、根据板书，找出文章的相应段落，体会作者的情感。

深入学文、品析感悟

学习最后一段

在作者的记忆中，最让她难忘的是什么？指名读最后一段。

2、“摇花乐”是什么意思？桂花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
来学习第五段。指名读。

学习“摇花乐”部分

对于作者，她小时候最期盼的事是做什么?(摇桂花）哪个词
写出了作者想摇桂花的急切心情？（缠着）谁能读出那种急
切的心情来？指名读。

同学们想像一下，摇啊摇，桂花纷纷落下来，就像什么一样
落在你的脸上、身上呢？（像一只只黄蝴蝶、像雪花……）
播放桂花飘落的动态图片，感受桂花雨的美丽。

此时此刻，如果是你在摇桂花，你会怎么喊呢？（兴奋、激
动、欣喜若狂、手舞足蹈……）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主要抓住了人物的什么和什么描写，来
表现摇花的欢乐的？（动作、语言描写）



桂花摇落以后，可以做什么呢？课件出示：桂花糕、桂花酥
糖、桂花酒等，体会：为什么说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
的香气里。

在作者的心里，最难忘的是摇花乐和桂花雨，还有什么令作
者难忘呢？

学习“桂花香”部分

快速浏览课文，用“——”画出写桂花香的语句。

交流。

指名读，师出示具体描写桂花香的语句：

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没
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品析“浸”字，感受桂花的香气四溢。（换字比较）

母亲为什么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呢？

比较：

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杭州有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



同学们，你们能仿照母亲说的句式说一说吗？

出示：这里的————————再———————————，
也比不上家乡的————。

指名说。

师：再甜不过家乡水，再浓不过故乡情，再好不过家乡人，
乡情难忘，童年难忘，千般情、万般情，都化作一场美丽的
桂花雨，永远萦绕在作者的心中，也飘落在我们心间。

请大家再读读最后一段。

(于是，我又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摇花乐”，还有那摇落的阵
阵桂花雨。)

琦君老先生为什么对家乡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呢?我们通过了解
她的生平资料知道，她一生都在漂泊，她一生都在用笔写童
年、写母亲、写故乡。请大家欣赏琦君老人另一部作品《烟
愁》里的一个片段，感受她浓浓的思乡情。

课件出示：

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
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
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
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师配乐朗读，升华文章中心。

感谢琦君，感谢她笔下美丽的桂花雨，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
了童年是美妙的，故乡是美丽的、难忘的，愿故乡永远印在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好书推荐。



《琦君说童年》《朝花夕拾》。

拓展练笔。

童年是多么的美好，那一幕幕回忆都将永驻我们心间……请
你用文中的表达方法，用手中的笔，去撷取童年生活的浪花，
写一写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板书设计

7*桂花雨

桂花香思乡情

摇花乐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九

（一）教材分析：

（二）教学目标：

根据课文的内容，从四年级学生的知识、能力现状出发，拟
定以下教学目标。

1、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

2、体会作者喜欢桂花、摇桂花的乐趣和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3、体会作品中语言文字和感情表达的关系。

二、说教法：

新课标倡导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教学要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因此，将教学方法确
定为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法。

1、情景教学法。我利用电教手段或通过用图画创设多种情境，
利用插图来想象课文的内容，体会人物的内心。使学生完全
置身于课文所描绘的情境之中，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充分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使他们深入地理解课文内容。

2、自主、合作、探究法。我基本采用了全放的方式，以一个
学习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学习中去，适当的点拨，学生通过动
口说、动手表演以及各种形式的读引导学生训练语言、积累
语言、感悟快乐，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

3、以读代讲法：“读”是理解课文，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有
效手段。《语文课程标准》十分重视朗读。文章语言清新，
情感丰富而真挚，在教学中我把指导朗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中，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读中想象、读中积累。

三、说学法

素质教育应强调落实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教师的职能
不在是教学生念书，而是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探索。因此，教
学中我着重对学生进行以下学习方法的训练指导。

1、质疑探究法。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因此学生可以围
绕“作者喜欢桂花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进行提问，然后
抓住重点词语“摇花乐和桂花雨”进行质疑。这样不仅让学
生主动探究，而且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2读、思、议、想、练的方法学习课文。根据教材的特点，我
引导学生采用“自读、自悟、合作讨论、想象、交流”的学
习方式来理解课文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兴趣



爱好，选择自己读懂的那部分内容进行重点阅读和探究，注
重以读为本，做到师生、生生交流、充分尊重个体差异，让
每一位学生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实现共同提高、共同体验
成功欢乐的目的。

四、教学过程设计及其理论依据

（一）谈话复习导入

这篇课文的第一句说道：“小时候，我最喜欢桂花。”昨天
我们品味了作者喜欢桂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谦虚，不骄傲；
是因为它的香气迷人，令人陶醉。作者那么喜欢桂花，但更
令作者喜爱的还是那乐趣无穷的“摇花乐”。那么到底作者
的摇花乐“乐”在哪里呢？当那阵阵的桂花雨纷纷落下时又
是一番什么样儿的呢？好，这一节课让我们再一次走进课文，
跟随作者一起去摇桂花，同作者一起分享那落英缤纷给我们
带来的快乐吧！

创设了一个特定的环境

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整体引入提高了学生对文本的整体把握
的能力，对课文有了一个整体印象。这样设计运用旧知引入
新知，较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容易和本节课的新知产生有
机的联系。

（二）、精读感悟课文3——6自然段

上课伊始，我便要求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第3自然段，
并用自己喜欢的符号画出表示摇花乐的有关句子。

然后集体交流。随学生的交流而灵活探究，学生说到那一个
问题，教师就引导大家来学习这一处。以学生的感悟为主，
教师适当点拨，以读代讲，训练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培养
创新思维。交流的要点：



首先指名读有关的句子与学生一起评议。

接着出示课文中的插图想象与作者一起感受摇桂花的快乐，
学生看图想象边表演边说摇桂花的动作，和作者一起分享童
年的欢乐。

最后学生兴奋而激动地读“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大家一起喊。分组读，评议，

再让学生美美地朗读第3自然段。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经过自学，学生对课文有了一个大概了
解，有了一番摸索的功夫，或者是略有解悟，或者是不得要
领，或者是困惑不解。一旦进入探讨阶段就会全身心投入。
汇报交流的过程既是学生畅谈见解和观点的过程，又是师
生“阅读反思”的过程。发表自己见解，听取别人的意见，
思索别人的看法，反驳错误的观点。重视以读促理解，重视
各种形式的读，如自由读、默读、范读、分角色朗读等使学
生在老师创设的各种情境中，主动读书，自主发现。在充分
的读中体会到课文的思想感情，使学生在读、悟、说、想的
学习过程中受到情感熏陶。让学生在情境中不知不觉地得到
了语言文字训练。以情促练，又让学生在语言文字训练中感
受快乐，进入语言学习的奇妙境界，这便是以练激情。关注
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
知欲，顺学而导，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真
正地推动课堂对话的发展。并在训练设计中，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使“教法学法化，学法教法化”。

全段以“乐”字为线索，“摇桂花”不仅乐了“我”的一家，
也乐了乡亲们。

）。然后抽生读5自然段读出母亲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学生对课文的主要内容加深了理解，对全文的感情有了深化，



加强了语言文字训练，锻炼了运用语言的能力，充分体现了
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

（三）、回归整体，总结全文：

1、“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2、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朗读全文，读出作者对“我”和母亲对
家乡、对家乡的桂花的热爱之情。带着对课文的感悟和体验
回到课文，实质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深化，也是对整
体的回顾。

3、拓展了练习。学习文中的表达方法，说一说你童年难与忘
怀的人和事，或说一说你喜欢的植物或家乡的特产。

读写结合的练习，其目的是从读后的感慨入手，以学生的生
活实际为依托，促使学生有感而发，落笔成文，完成读写结
合的迁移。

五、谈板书喜欢桂花怀念家乡

11 桂花雨

摇花乐怀念童年生活

一个好的板书，不仅能清晰地显示出课文的内容，还能突出
文章的重难点。并能让学生能根据板书，理解文章的中心，
复习课堂中所学到的知识，所以有人说板书是微型教案。我
的板书，它能体现出教师教与学生学的特点，把文章的重难
点展现出来了。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生 5：“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我
的体会是“母亲这句朴素的话，与“月是故乡明”有异曲同
工之妙。母亲年都闻着院子里的桂花香，关注桂花，收获桂
花，体验着丰收的喜悦，馈赠的快乐……桂花，已充盈了她
生活的全部的空间。家乡院子里的这棵桂花树，浸透了她的
心血和汗水，乃至是母亲生命中的一部分，还有什么桂花可
以和它相比呢？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母亲其实是对家乡的
一种什么情怀——思乡。”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一

2、了解桂花；

3、了解作者。

教学过程：

一、走近作者，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熟悉桂花吗？（师生介绍桂花）

2、介绍作者——琦君。想起我们一般大小时所经历的——桂
花雨。

二、整体感知，初闻桂花。

仔细、认真、大声地朗读课文，找一找描述家乡桂花香的句
子。

1、但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2、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
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3、如果让它开过，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比摇下
来的香味就差多了。

4、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5、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过渡：哪一句话写了杭州的桂花？

杭州最有名的是文中提到的：满陇桂读《品桂》

可母亲却说：乡的桂花比杭州的桂花更香。——为什么呢？
再读课文。

三、走进村子，浸润花香。

每个句子读两遍，体会一下哪一个句子最让我们感受到：家
乡的桂花比杭州的桂花更香。

齐读（“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读这一句
时，哪个词冒出来，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1、品读：“浸”。

为什么用“浸”？

生：桂花的香气散发地远；

生：桂花的香气散发很久……

2、品读：“全年”

让我们一齐来感受这是怎样的一年

师引读：每一天，……



每个月，……

每个季节，……

这个“全年”让你体会到什么？（时间久远）

3、品读“整个村子”

什么浸在桂花香气里？

生：村长、村里人、作者的母亲、……

师：除了人呢？

生：鸟儿、动物、花草、每一样物品……

读句子“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四、透过花香，体悟思乡。

1、抽读5自然段。（对我来说，什么才是大事？）

2、你有什么感受。

3、自读，哪一个句子让你有个性的感受。

4、“摇呀摇”我们再来体会这三个字。

（生读；师评：不着急，你能够读得更好！）

（生读：师评：一脸的灿烂，真的乐了。）

5、琦君家的桂花栽满院子，她一个人是摇但是来的，让我们
一齐帮她摇。



“摇呀摇”你们摇出了什么？

（童年的乐趣；桂花的香气；童真；乐趣……）

6、在我们家乡难道香的仅仅是桂花吗？

（“桂花”“小花小草”“有桂花飘在身上的人香了。”）

引读第8自然段。

结束语：孩子们，桂花是故乡的香，月亮是故乡的明，溪水
是故乡的甜，人儿是故乡的亲。这一朵朵小巧迷人的桂花，
这一场场沁人心脾的桂花雨，让我们收获的不仅仅仅是芬芳，
是香甜，是快乐，是温馨，更是一种心灵的滋润，一种长长
的相思，一段暖暖的牵挂，一种人生的幸福。

《桂花雨》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二

知识目标：自学课文中的生字新词；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
者表达感情的句子的含义。

能力目标：能想像课文描写的情景，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
情，有感情朗读课文。

思想教育：体会作者喜欢桂花、摇桂花的乐趣和热爱家乡的
思想感情。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想像课文描写的情景。

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出示幻灯片）小组合作学习，思考讨论：

1、课题“桂花雨”是什么意思？

2、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事？

3、画出不理解的词语和问题。

三、学习课文，理解课文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的序号，想想
每个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

2、学习第一、二自然段



议一议，读了这一段对桂花都有了什么了解？

3、学习三至六自然段

想一想，这部分主要写了什么？找出相关词句读一读，体会
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说一说，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4、学习第七八自然段

自由发言，说说如何理解母亲说的话？杭州小山的桂花真的
比不上家乡院子的桂花吗？

四、总结全文，回归整体

师：这篇课文通过写桂花的事，看出了我对童年生活的怀念，
也看出我和母亲对家乡、对家乡桂花有深厚的感情。

五、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三

1 .自学课文中的新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表达感情的句子的含义。分清文
章的主次，能

说出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3.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从人物言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快速略读课文粗知大意，并抓住主要内容和重点句子，体会



作者的思想感情。教学难点

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从人物言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同学们，回忆过去的美好经历时，我们都会不禁笑逐颜开。
你经历过有趣的事吗?

2.童年曾发生过的一些趣事会令我们终生难忘，只要那扇记
忆之门一打开，我们仍会感受到当时的那种快乐。今天我们
要学习的新课《桂花雨》(板书课题：桂花雨)，作者就用手
中的笔把童年趣事记录了下来，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文，
共同感受作者表达的情感。

3.齐读课题，并对课题进行质疑。

1.投影出示：

(1)你理解“桂花雨”的意思了吗?它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2)课文主要讲了哪些事情?

(3)请画下文中你不理解的词语和问题。

2.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及时给以指导。

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梳理，有些能让学生自学或讨论
的，放手交学生;有些要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解决的，可让
学生在读中先自主体会。

1.“我”为什么喜欢桂花?

(l)从文中找出“我”喜欢桂花的句子读读，说说“我”为什
么喜欢桂花。

(2)有感情地朗读这些句子，在读中理解、感悟。



2.重点理解“摇花乐”

(l)作者为什么说摇花是件大事?

(2)请用波浪线画出“我”摇桂花的句子。

理解句子：这下，我可乐了……使劲地摇。

想象一下“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的情
景。

为什么说桂花纷纷落下来的情景“真像下雨”，而且是“好
香的雨”?

(3)指导朗读。

3.理解“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这句话的含义。

课文通过回忆小时候摇桂花时的有趣情景，表达了作者对童
年往事的无比怀念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四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
学设计，教学设计是对学业业绩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策划的
过程。如何把教学设计做到重点突出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桂花雨》教学设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教学要求：

思想品德要求：体会作者喜欢桂花、摇桂花的乐趣和热爱家
乡的思想感情。



知识要求：自学课文中的新词；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表
达感情的句子的含义。

能力要求：想像课文描写的情景，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有感情朗读课文。

重点难点：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想像
课文描写的情景。

教具准备：常规

教学时间：一课时

思考：

1、课题“桂花雨”是什么意思？用的`是什么修辞方法？

2、课文主要讲了什么事？

3、画出不理解的词语和问题。

1、自由读课文，标出有几个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事，哪几
段是写这件事？（小组讨论再全班发言）

2、学习第一、二自然段

读了这一段你对“我”桂花都有了什么了解？

3、学习三至六自然段

这部分主要写了什么？找出相关词句读一读，体会作者表达
的思想感情。

结合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结合学生的想像点题为什么用“桂花雨”做题目

4、学习第七八自然段

如何理解母亲说的话？杭州小山的桂花真的比不上家乡院子
的桂花吗？（自由发言）

老师总结：这篇课文通过写桂花的事，看出了我对童年生活
的怀念，也看出我和母亲对家乡、对家乡桂花有深厚的感情。

5、带感情读课文

再读课文，理解内容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五

3、题目质疑:老师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礼物，(拿出来)
问:“这是什么?”

(桂花雨是什么样的?作者为什么写桂花雨?……)

过渡:你的问题提的真好，这枝桂花就送给你了。

1、字词音形义(出示生字新词读、理解交流)

(1)仔细左右尤其吩咐帮忙口占一绝拣去小叶糕饼

(2)搓桂花桂花卤

沉浸桂花香中姿态笨笨拙拙即时口占一绝檀香炉烟袅袅天空
阴云密布

湿漉漉的泥土茂密的叶子和在茶叶中泡茶



(3)细细香风淡淡烟，竞收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
雨缤纷入梦甜。

2、交流读书情况

3.学生快速阅读，师巡视指导。

怎么样?哪些同学愿意给我们读一读这篇课文呢?(指名读，听
读讲名听读要求)

4.交流: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桂花雨是怎么形成的?

5.那么，究竟是怎样来摇桂花呢?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和老师
一起，走进作者的童年，和著名作家琦君共同感受摇桂花的
快乐吧!

1、(出示第三节)师示范读。问:这一小节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预设:我怎么摇桂花的;我摇桂花时的情景;我摇桂花时高兴
的心情。)回答的真好，这枝桂花也送给你了!

小结:同学们很会读书，不仅读懂了内容，而且还体会到到了
感情。

2﹑那么谁能找出我心情的句子?

学生默读课文找句子，做记号

交流:出示句子“这下，我可乐了”

说说作者乐的原因。(指名说，出示第1句)(板书:是件大事)
母子二人的对话让你明白到了什么?(板书:迫不及待)应该怎
么读这段话呢?(指名读)



我这么乐的原因还有什么呢?(生回答，出示第二句)

那么，我是怎么摇桂花的呢?

“我“是怎么摇桂花的呢?现在很多同学的手上有一枝桂花，
我们就来模拟一下，把它当成一棵桂花，摇一摇它吧!(请生
示范摇)是不是这样摇呢?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看一看吧。

(课件出示:摇桂花的样子和摇桂花时的情景图片)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真美啊!)

美在哪?怎么美?

(预设:桂花像春天的细雨密密地绵绵地散落下来。

桂花像夏天的雨一串串地直落下来，顷刻间像给大地铺上了
一层花地毯。

桂花像雪花一样从树上飘飘悠悠落下来。)

此时，如果桂花落在你的头上、颈上、身上。你有什么样的
感受呢?

(预设:桂花轻轻落在头发上，像母亲在亲切地抚摩我。

桂花落在我的脖子上，痒痒的，酥酥的

作者觉得怎么样?

出示句子: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指名读)

作者在说这句话时的心情怎样?你呢?能再读一读吗?

母亲呢，干什么了?(出示句子，指名读)，这句话让你感受到



了什么?什么叫做“撮一点?”

(撮一点放在学生鼻间)香吗?喜欢吗?能读一读这句话吗?

父亲呢?(出示语句)

我们来欣赏欣赏父亲的诗歌吧!出示诗句，(指名读)，理解。

读了这首诗，你明白了什么?

谁来读一读这段话?

3、小结:

4、齐读第三节。

描红

熟读第三小节，体会我的快乐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六

《桂花雨》是一篇状物的抒情散文，以桂花为线索，写
了“我”童年时代的“摇花乐”，表达了对家乡亲人和美好
生活的眷恋。

全文共6 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开篇明旨，写“小时侯，我
最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味儿真是迷人”。第二至四
自然段写童年的“摇花乐”。第二自然段写“摇”桂花时间
的选择及其原因。第三自然段讲“摇”桂花的情景。以白描
手法写景叙事，情景交融，物我和谐共生。第四自然段
写“摇”桂花后，晒桂花、藏桂花、食桂花。第五至六自然
段，写母亲爱家乡的金桂，“我”爱童年的“桂花雨”。篇
末再次点题，使全文充盈着桂花的香味，也让读者在阅读中



分享“摇花乐”。

全文以桂花为线索，充分体现了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
点。作者以童年的眼光看待事物，反映出纯真的童趣、纯朴
的感情。这种情感集中体现在“摇花乐”这一场景中，文章
语言清新，情感丰富而真挚。

设计意图

课题“桂花雨”引领读者感受那浓郁的桂花香气在鼻翼唇齿
间弥漫，纷纷扬扬的桂花香雨在脑海眼前散开。读着课文，
我们和作者一起沉浸在童年的美好回忆中，喜欢桂花的迷人
香气，难忘帮大人摇桂花、收桂花的快乐情景，也就理解了
离开家乡后赏桂花，给母亲带桂花，却又时时想起故乡童年
时代的摇花乐和桂花雨。渐渐的，作者的思乡情便也像桂花
的香气一样溢满字里行间，也久久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且引
得我们浮想联翩。

为了让学生体会到作者的思想感情，教学中首先我引导学
生“多读”，这是理解课文，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有效手段。
我把指导朗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读中理解、
读中感悟、读中想象、读中积累。其次是情境创设，我用音
乐渲染情境，利用插图来帮助学生想象课文的内容，体会作
者的内心，使学生完全置身于课文所描绘的情境之中，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充分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深入地理解课文内容。整
堂课引导学生通过读、思、议、想、练的方法学习课文。在
理解课文内容时，从“摇花乐”入手，循着“桂花香”，感悟
“思乡情”，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兴趣爱好，选择
自己读懂的那部分内容进行重点阅读和探究，注重以读为本，
做到师生、生生交流、充分尊重个体差异，让学生去探究，
去发现，实现自主、合作、高效地阅读。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词，练习朗读课文。

2、想象文中描写的情景，从人物言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理解文中难懂的句子，体会人物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1、引导学生从摇花乐中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家乡
的怀念。

2、体会母亲说的“外乡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
子里的金桂”所表达的感情。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扫除生字词障碍，初读感知，读通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

学习课文第一段，感受桂花姿态的特点及它浓郁的香味。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根据学生的发言适时出示父亲的诗，母亲的话。）

摇桂花的情景是作者童年时代最快乐的一件事，课文的第三
自然段具体描述了这件事，现在就让我们随作者一起走进他
的童年。(板书：摇桂花   乐)

二、体会“摇花乐”。



1、请同学们自由读一读课文第三自然段，想一想你从哪些词
句中体会到了作者“摇桂花”的快乐？选择你最喜欢的一句
句子，圈圈词语，体会一下。

2、交流：你刚才划的是哪一句？圈了哪些词语？谈谈你的体
会。

生自由交流以下内容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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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件大事”可见摇桂花对我的意义不一般。

（2）“老是”、“缠”表现了作者急切的心情，可见我对这
一乐事的向往程度，表面上是问妈妈，实际上是要求妈妈让
我马上去摇桂花。

（3）是啊，我是这样急切地要摇桂花，能在“问”前加上提
示语吗？（急切地、迫不及待地、一遍又一遍地等）

（4）你注意到这句话的标点了吗？作者的这句话是问句，为
什么要用感叹号呢？

（4）朗读体会。

出示：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
树使劲地摇。

（1）两个“帮着”可以感受到我忙得不亦乐乎的心情。

（2）适时提示学生圈动词：“铺”、“抱”、“摇”。从中
体会“我”的那份高兴劲。

小结：这便是儿童快乐，是童真，是童趣，只有儿童才能了
解，才能体会。就像父亲诗中写的“儿童解得摇花乐”。



出示：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
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1）交流“纷纷”、“满头满身”、“真像下雨！”“好香
的雨呀!”等词。老师适时点拨：“满头满身”是一种夸张的
说法。

（2）请你们也来大胆地想象一下，“满头满身”是怎样的情
景呢？

幻灯出示练习：

；落在身上，
像                      。

这桂花雨真                     
!

（3）于是我会情不自禁地喊。想象一下，“我”会怎样喊出
这句话？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和表情呢？（情不自禁、高声地、
忍不住、仰起头、张开双臂等，让学生充分想象，体会作者
的欢乐。））

小结：你喊出的是一份陶醉，我们听到的是一份惊喜，大家
感受到的是情不自禁的赞美。让我们每个人都读出了自己的
一份美美的收获。

（板书：桂花雨   香  大  美）

三、感受“桂花香”。

重点交流这两句

1、“母亲洗净双手，撮一点桂花放在水晶盘中，父亲点上檀
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



（两种香混合在一起飘向空中，到处都是，弥漫着整个空间，
正如父亲诗中写的“细细香风淡淡烟”。它香了“母亲洗净
的双手”，香了那水晶盘，香了父亲的诗兴，香了我们的宅
院，香了整个村庄，香了作者童年的梦。这真是“花雨缤纷
入梦甜”啊！）

2、“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 一个“浸”字，形象地写出了桂花的香气，桂花不仅花开
时香，晾干了泡茶、做饼也同样香气弥漫。桂花，永远香在
人们的心里。它的香，已挣脱了季节的束缚，香甜了四季，
也香甜了人们的生活。）

四、感悟“思乡情”。

2、交流：

(1)“于是父亲诗兴发了，即时口占一绝……”

*理解“绝”（字典字义选择）、“解”（联系上下
文）、“即时”（找近义词）。（渗透理解字词的方法教学）

*请你读读诗句，想象摇花乐的情景，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什
么？从中你体会到父亲作诗的心情怎样？（陶醉、高兴）

*小结：父亲用诗句高度概括了摇桂花的情景，让我们如临其
境。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生活”。

*感情朗读。

花。母亲在分享劳动成果的同时也感受了一份快乐。这真
是“竞收桂子庆丰年”的欢乐场面。）

2、小结：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母亲还有父亲，都离开
了故乡，到了外地，我知道母亲很喜欢桂花，所以，以后我



从外地回家时，总要捧一大袋桂花给母亲，可是母亲常常说：
“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

出示：可是母亲常常说：“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
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

*学生读，颜色显示“外地”、“家乡旧宅院子里”、“比不
得”。

*母亲说这句话时，会怎么说？

*母亲说这句话时，会想起什么？（桂花树的样子、摇桂花的
情景、桂花的用途）

*母亲说这句话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母亲这句朴素的话，与“月是故乡明”如出一辙。母亲每
年都闻着桂花的香气，关注桂花，收获桂花，体验着馈赠桂
花的快乐，吃着桂花做的食品，喝着桂花茶。桂花，已充盈
她生活的全部空间。家乡院子里的这棵桂花树，是唯我的，
是母亲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还会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呢？
桂花是没有区别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用嗅觉区分桂花，而
是用情感在体味它们。一亲一疏，感觉自然就泾渭分明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家乡在母亲心中的分量。）

*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总结：再甜不如家乡水，再浓不如家乡情，再好不如家乡人，
再香不如家乡桂。乡情难忘，童年难忘，那一场美丽的桂花
雨飘落在我们的心间。

（这个“又” 字说明作者不止一次地想起故乡童年时代
的“摇花乐”和桂花雨，只是这次母亲的话使他又一次想起。
淡淡的一句话，却传递出了作者对故乡桂花深深的怀念。家



乡的桂花，是跟作者童年的快乐连在一起的，那种“摇花
乐”和桂花雨已植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幸福童年的最美好、
最耐人回味的记忆。这恐怕是作者难忘家乡桂花的真正原因。
）

五、作业。

1、 摘抄你喜欢的句子。

2、 想象练习:

；落在身上，
像                      。

这桂花雨真                     
!

板书设计                   11、 桂
花 雨

摇桂花     快乐       思念故乡

桂花雨   多、香、美   怀念童年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七

| by:   sugarlemon ]

桂花雨教后反思

无论是怎么样的教材，无论是做何种程度的备课，到了课堂
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在今天上桂花雨的时候，我们也是先从桂花的典故讲起的。



月宫里的桂树，那美味的桂花酒，甜甜的桂花糕，醉人的桂
花蜜，很自然的引到了琦君儿时家乡的桂花。

在第一自然段中，有关于桂花的描写，桂花树不想梅花那么
有姿态，笨笨拙拙的。不开花时，满树茂密的叶子；开花季
节，也得仔细的从绿叶丛里找细花。桂花不与繁花斗艳，可
是它的香味儿真是迷人。

我在黑板上板书：满树茂密叶。接下来，学生在回答开花时
的特点是说：绿叶丛中有细花。忽而转头间，看到了黑板上
的前五个字，脑子里有了灵光。爸爸可是诗兴大发，我们为
何不能？我要引导孩子也做一首关于桂花的诗。我就
说：“谁能把这句话说得简练些？”有个孩子说：“叶丛找
细花。”我把这句话改了一下：“绿丛觅细花”，然后板书
在黑板上。前后对照，让孩子们读一下。孩子们读完，一下
子发现：“啊，老师，像我们背的诗！”接着我说：“我们
背的五言律诗一般有几句啊？”“四句！”“那我们要是我
们在写两句我们不是成了诗人了啊！”我看到孩子们的眼睛
闪耀出了光芒！“好，我们也要做诗人!”

写到不与繁花斗艳这个地方，孩子们的思路出现了问题，不
知道如何用简洁恰当的语言来组织这句话，我就想起了毛泽
东的《卜算子咏梅》里面的一句话要他们模仿：“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孩子们
立即说：“俏也不争艳！”有个孩子说：“桂花不俏，只是
细细的小花，不能这么说。改成‘不与花争艳’行不行？”

另外一个孩子说：“不与花争艳太俗了，也太白话了！改
成‘桂花不争艳’好不好？”大家一致通过，我又提出了要
学会“推敲”，我们也来炼字，最后我们把“艳”改
成“妍”字，就成了“桂花不争妍”。最后一句，要写香味
了，孩子们说：“香味飘十里”！不够远！“香味飘千里”！
还不够远！“香味飘万里”！“桂子的十里花香远飘海内外
了啊？不符合实际！”我说。这时教室里一片沉默。突然，



有个孩子说：“老师，你在给我们讲诗词的时候曾经说过，
艺术的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实吗？您说李白的‘白发三千
丈’和‘飞流直下三千尺’不是夸张地手法吗？我们这也是
夸张的手法！”掌声伴着话音的落下而响起！我一时语塞，
是这么说过的，而且经常这样说，为什么到了写的时候却放
不开手脚呢？“聪明的孩子，智慧的孩子！”我说。顺势把
香味飘万里写在了最后一句尾联的位置上。

于是我们的诗诞生了：“满树茂密叶，绿丛觅细花。桂花不
争妍，香味飘万里。”孩子们得意洋洋，反复的吟诵，几遍
之后我开始听到小声地嘟囔了：“最后一句不好听！比我们
平时背的诗差远了！”我暗自窃喜，孩子们还是有鉴别能力
的嘛，没有被一点的成功冲昏头脑。于是我说：“我们的最
后两句如何？是不是不那么好啊？”孩子们很认可，说不上
口。但是怎么改我们暂时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就往下看吧，
到了学完这篇文章在回头写下这句诗。于是之后的桂花乐，
摇花乐我们欣然而往，大家都沉浸在那浓郁的花香之中。关
于浸字，我们总结为：大家沉浸在花香中，儿童沉浸在快乐
中，大家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作者沉浸在对故乡的思念，
对母亲的缅怀，对儿时的美好回忆中！于是我们的尾联应蕴
而生：“芬芳浸故园！”

整个诗出炉了，孩子们要求起个名字，经大家一致讨论，定
名为“桂花吟”，和前面我给他们吟诵的《红楼梦》中的
《葬花吟》对应起来了。仿佛在朗读中看到了那花谢花飞飞
满天的场景，仿佛闻到了那沁人心脾的芬芳。孩子们骄傲的
把诗抄在了书上，不客气地在下面作者栏注明了：当代，！
他们自己的名字，他们自己的诗！

桂花吟

当代：

满树茂密叶，



绿丛觅细花。

桂花不争妍，

芬芳浸故园。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桂花）

此文转载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八

1.学会“箩、杭”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会边读边想象课文描述的情景，边读边体会作者通过景
物表达的思想感情.

4.培养热爱生活的情趣和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1.按要求预习课文，自学生字词.

2.查找有关桂花的资料.

3.课件

1.复习引入

2.提起“桂花”你会想到些什么？（链接生活与积累的古诗
词）

3.生活在江浙的琦君每见桂花飘香，就会想起那一场场“桂
花雨”板书课题



4.读题质疑

1．接读课文，思考：在作者美好的记忆中的桂花雨是什么样
的？课文哪句话点了题。

2.交流：（1）文中描写桂花落的语句。 课件

（2）结尾的句子。课件 师点拨：文末点题是写作常用的方
法，可以使文章结构更完整，要学会运用。

（3）结尾的写法值得我们学习，那么开头一二节呢？

a.采用对比的方法，突出对桂花的喜爱。旧知牵引——《桂
林山水》课件

b.读了这段语句，你能用合适的aa式叠词补充这段文字吗？
课件词语手册p36

点拨：叠词往往能更生动地表情达意，富有童趣，习作中有
意识地加以运用。

3.那么，文中是什么使我“又”想起了故乡同年时代的“摇
花乐”，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

课件出示母亲的话

1.“这里”指哪里？课文哪些句子在描写杭州的桂花香？哪
些句子在描写家乡的桂花香？

2.读这两段语言，你觉得杭州的桂花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吗？

3.为什么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哪些方面比不上）



（1）第三节：关注桂花、馈赠桂花的快乐。（类比我们自己
育出来的豆苗和买来的没什么两样，但感情不同）

（2）第四节：桂花给邻居带来的香甜。

（3）第五节：收获桂花的快乐——板书：摇花乐 桂花雨 指
导感情朗读。

4.再读课件“于是，我又想起……”你还读懂了什么？（又
一次）

作者仅仅为了写摇花乐、桂花雨？板书：思乡情。

同步中的《故乡路》

板书： 桂花雨

摇花乐——桂花雨

思乡情

桂花雨的教学设计导入语篇十九

一 我能快速地在课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家乡( )观赏( )认真( )

担忧( )赶忙( )时期( )

二 我知道下列句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夸张 比喻 拟人

1.一山的桂花树开花时,那才是香飘十里.( )



2.我一摇,桂花纷纷落下,真像下了一阵桂花雨.( )

3.笨笨地桂花树可惹人喜爱了.( )

4.钟山只隔数重山.( )

三 我能照样子写句子.

例:这的确是一次伟大的奇观.

这是奇观.

1.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2.我又想起了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

四 我知道下面两句话应该读出什么语气.

1."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呀 " ( )

2."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 )

五 读了课文,我也想起了一些难忘的人和事.

听到_______________,我总会想起______________,还
有______________.

看到_______________,我总会想起______________,还
有_____________.

一,比一比,再组词.

茁( ) 捧( )吩( )栋( )

拙( ) 棒( )纷( )拣( )



二,给下列句中带点的词换个意思相近的词.

1,桂花树上长满了茂密的叶子.( )

2,母亲赶紧吩咐人提前摇桂花.( )

3,母亲洗净双手,撮一点桂花放在水晶盘中.( )

三,课文填空.

1,"桂花开得( )时,不说( ),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
( )."若将句中"没有不"换成别的词语,可以是:( ).

2,父亲闻着( )和( )的混香,诗兴大发:"( ),( ).( ),( )."

3,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 )小枝小叶,( )在簟子上,( )好
几个天太阳.桂花晒干了,( )铁罐子里,( )茶叶中泡茶,( )桂
花卤,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 ( )在桂花香中.这正
是父亲诗中所说的:"( )."

四,拓展练习

1,填写读书名言.

1)"书犹( )也,( )读之可以( )."这是刘向说的,说明读好书
可以让人变得( ).

2)"我扑在书上,就像( )的人扑在( )上."高尔基把书比作(
),说明读书可以使我们( ).

2,填写歇后语.

茶壶里煮饺子--( ).

八仙过海--( )



刘姥姥进大观园--( )

( )(自己写一歇后语.)

3,练习三成语歌

江山如画的江南,是人间天堂.傍晚泛舟西湖,明月清风,桂子
飘香.极目远眺,湖光山色,水光接天,真是相得益彰.江南还是
个鱼米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