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大
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一

朱熹曾说：“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他充分
肯定了在语文学习中“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手段。好的朗
读胜过繁琐的讲解。

在《桂花雨》这篇课文教学中，教师通过多种方法指导学生
进行朗读。通过默读、自由读、引读、范读、配乐读、师生、
生生互读等方式进行诵读、品读。

学生通过自己去读，自己去接触范文，仔细揣摩，反复体味，
内心融入，读出那浓郁而迷人的那场桂花雨，感受着作者那
如雨般的`思乡之情。

整堂课教师以读代讲，以读促情的做法，获得非常成功。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二

朱熹曾说：“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他充分
肯定了在语文学习中“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手段。好的朗
读胜过繁琐的讲解。

在《桂花雨》这篇课文教学中，教师通过多种方法指导学生
进行朗读。通过默读、自由读、引读、范读、配乐读、师生、
生生互读等方式进行诵读、品读。



学生通过自己去读，自己去接触范文，仔细揣摩，反复体味，
内心融入，读出那浓郁而迷人的.那场桂花雨，感受着作者那
如雨般的思乡之情。

整堂课教师以读代讲，以读促情的做法，获得非常成功。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三

《桂花雨》是五年级上册一篇表达思乡之情的散文，浓烈的
情感隐藏于朴实的文字背后，游弋于淡淡的叙说之中。这节
课，我的任务就是带着学生一起把文章由浅入深地读进去，
走进这芬芳的“桂花雨”，走近作者的内心世界，感受作者
寄托在桂花雨中的思乡之情。

在默读思考“桂花给我带来了哪些快乐”这个环节，我欣喜
地发现与昨日的课堂相比，学生对细节的敏感度大大提高，
抓住那些毫不起眼的隐藏在平凡文字中语句，深切地感受着
童年时桂花带给“我”的种种快乐。我也因此而精神大振，
一个劲儿地夸他们会读书，有见识。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充分思考、充分交流的基础，因此当体
会“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时，学
生们争先恐后地畅所欲言，于是对这个句子含义的理解迎刃
而解。

我先请孩子们抓住这句话提问。问题提得很好，如“为什么
杭州小山上的花更多，妈妈却感到怎么也比不上院子里的桂
花呢？”“桂花的香气都差不多，母亲为什么要这样说
呢？”

孩子们早已迫不及待了，高举着小手，两眼放光，唯恐不能
在课堂上回响自己的声音。于是有了这样精彩的交流：

“因为作者回忆了童年时桂花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家乡的



桂花对于他是美好的回忆，母亲也一样，所以她觉得家乡的
桂花更香，那是一种香甜的回忆。”

“家乡的桂花树是妈妈亲手为它浇水、施肥的，家乡的桂花
树有妈妈的辛劳和爱，所以感到更香。”

“妈妈是为了我上中学才不得不离开家乡的，当她客居在杭
州时，非常思念家乡，所以觉得杭州的桂花比不上家乡的桂
花香。”

我适时地插进一句“母亲想念的只是桂花树吗？还有别的什
么吗？”在我的暗示下，孩子们急切地在书中的字里行间搜
寻着、阅读着。在我的引导下，阅读的范围扩大了，发现更
有深度了。

“在家乡时，妈妈每年都会把摇下的桂花送给邻居做糕饼，
她和村子里的人相处多么和睦啊。我想，因为母亲想念那些
邻居了，所以便觉得故乡的`桂花最香。”

“母亲和人们还一起用桂花泡茶、做糕饼，这种快乐是在杭
州没有的，所以杭州的桂花树再多，母亲也觉得没有家乡的
桂花香。”

“我觉得这样说体现了母亲对家乡的眷念之情。”

好一个眷念之情！这样的感受居然出自顽劣的周煜人之口，
好久未曾激动过的我也禁不住心热起来。

此刻的我，在林立的高举的小手间穿梭，把话筒递向每一个
脸涨得通红的急着表达的学生，听着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受，
我也仿佛沐浴在桂花雨的芬芳中。

课终，我郑重地说：“谢谢你们精彩的发言，我今天的教学
后记会因为你们不俗的表现而丰富、精彩！”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四

《桂花雨》是我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执教的一节比较成功的公
开课。在教学中，我认为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能使阅读教学
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使教学更加生动、感人。

一、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使阅读教学重点得以突出

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使阅读教学难点得以突破

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使阅读教学达到人文化境界

首先，我使用了浅兰色的底版，在这个底版上采用的是黑色、
黄色和橘红色的字体，给人舒适的感受。比如说“桂花”我
就用的是黄色的字体，使人联想到桂花是黄色的，而“香”
用橘红色，给人以温馨之感。

此外，我还插入了高清晰度、具有美感的图片，有桂花树、
桂花和我和妈妈摇桂花树的图片，还有透析心灵感受的小雨
图，这些图片能帮助学生形象的感受到课文中的人与物。

另外，我还从音乐库中找到了一段很舒缓的音乐，在学生自
己感悟课文后，在音乐的伴奏下，学生有感情的读课文，仿
佛都进入了那个美丽的故乡，看到了桂花、感受了摇花的乐
趣！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五

朱熹曾说：“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他充分
肯定了在语文学习中“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手段。好的朗
读胜过繁琐的讲解。

在《桂花雨》这篇课文教学中，教师通过多种方法指导学生
进行朗读。通过默读、自由读、引读、范读、配乐读、师生、



生生互读等方式进行诵读、品读。

学生通过自己去读，自己去接触范文，仔细揣摩，反复体味，
内心融入，读出那浓郁而迷人的'那场桂花雨，感受着作者那
如雨般的思乡之情。

整堂课教师以读代讲，以读促情的做法，获得非常成功。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六

《桂花雨》这是一篇作者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描写了作者
在家乡摇落桂花时的情景，表现了儿时生活的乐趣，字里行
间充满了对家乡、对童年生活的无比怀念。

本课的教学难点是体会母亲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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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中没有一
句思乡的语句，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可是怎么引导学
生们体会呢？为此我考虑过几种教学方法，但都感觉无法让
学生深刻地体会。后来张婷主任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作者
对桂花印象这么深刻，不就是因为桂花的香和摇桂花时感受
到的快乐吗？”

再读课文，细细品味，这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正是蕴涵在作者
回忆桂花香和摇花乐的过程中的，于是，我把教学重点定位在
“香”和“乐”上，引导学生从这两处去体会，最后再自然
的引到母亲说的那句话，感受思乡之情。

桂花的香是作者一家人爱桂花的情感源头。只有充分调动起
学生对桂花的感情，才能为下文的摇桂花做好情感铺垫。所
以我从引导学生体会桂花“香”入手，先让学生找到文中描
写桂花香的句子，在逐句知道学习“桂花不与繁花斗艳，可
是它的香气味儿真是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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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等语句。让学生



通过自己的朗读、感悟，体会桂花的香，体会作者对桂花的
喜爱之情，从而很自然的就过渡到摇桂花的“乐”。

看着学生们完全投入其中，我趁热打铁，引出母亲的这一段
话：“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
”引导学生从母亲怀念家乡的桂花感悟到，母亲思念的其实
是自己的家乡。就这样，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消化了本课的难
点，在此基础上，我又播放了一首作家余光中写的《乡愁》，
看着投影上的动画，听着深情地诗句，学生的感情再一次得
到升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本课所要表达的情感。

从这一课的教学中，学生体会到很多，而我学到的更多：上
一节课不容易，想上一节好课，更是需要下功夫研究，老师
把教材钻研透了，方法引导对了，学生上课就轻松了，也快
乐了！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七

小学语文第九册中的`《桂花雨》是一篇自渎课文。文中弥漫
着作者淡淡的思乡情绪和对故乡美好的回忆，是一篇优美的
散文。

新课程提倡，教师应遵循学生发展的需要和状况来设计课堂
教学，而不是请学生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教学过程参加学习，
教师的“教”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这就要求教
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学生身上，更多地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
可能反应，并思考相应的对策。

所以在设计《桂花雨》的教案时我尽量以学生的合作探究、
自主学习为主线，引导学生多读，在读中感悟和理解，自己
发现问题，并在读书、思考、讨论和交流中解决问题，掌握
学习方法。并通过课文的学习，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童年生
活，说一说自己不能忘记的人和事，在阅读学习中培养口头
表达能力。



“摇桂花”这一段既是课文内容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
这部分的教学我注意了读中感悟，引导学生深入的体会
了“摇桂花”时的快乐心情。我先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再利
用评读来渗透“注重抓住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从中感受人物
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学习方法，这也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
然后从学生从读懂的地方入手，因势利导，然后步步深入，
渐入佳境。对于作者盼望“摇桂花”的迫切心情和“摇桂
花”的快乐，我引导学生阅读文字，从领会对话和动词入手，
用分角色朗读和让学生说说这样读的理由，在阅读中体验和
感悟作者的急切和快乐之情。

在引导学生感受“桂花雨”的时候，开始我就设计了一个问
题；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快乐的大事？学生发言热烈，觉得很
开心，这时学生融入课堂中间，结合淋雨的生活经验来体验
其舒服的感觉，接着让后学生读中理解，理解中读，特别是
学生扮演小作者，直接来喊一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
雨呀！”体验喊时的心情，然后带着这种感悟和体验再次进
入文字，读出了其中的感情。最后，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童
年生活，说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进行情感和能力的迁移。

课文的最后两个自然段是作者的真情流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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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我设计了一个辩论题：到
底是作者家乡的桂花香，还是杭州的桂花香？学生一小组为
单位展开热烈的讨论，在各种观点的交流过程当中自然的体
会到作者和母亲的那份深情。

教学反思：教学不是教师唱独角戏，离开“学”就无所
谓“教”，也就是说教学要从重视教师“教”的构思，转向
重视学生“学”的引导。相信学生，让学生在充分自学中思
考、记忆、分析，发现问题，提出疑点，在老师和同学的帮
助下解决问题，获得知识，这样所获得的知识才扎实牢固。
给学生的理解与表达留有足够的空间，学生自然就会碰出智
慧的火花。



五年级语文桂花雨教学设计篇八

《桂花雨》这是一篇自读课文，写了作者儿时在家乡摇落桂
花的情景，充满了对家乡对童年生活的无比怀念。第二单元
是课文都是与怀念家乡的游子情绪有关，因此在设计本课时，
我结合单元导读和之前学过的古诗词引导学生了解了借景、
叙事抒情的表达方法，并引相关诗词让学生体会透过景物和
叙事来抒发思乡之情的方法。进而带着对这种写法的认识来
学习《桂花雨》这一课，思考作者透过那些景物和事情来表
达思想之情。这是学习本单元的重点，掌握了方法，学生理
解起来也会水到渠成。

在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先读课文前的导读部分，思考导读
中提出的两个问题：桂花带给“我”哪些快乐？为什么母亲
说：“那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的桂花香”？这两个问
题对学生来说都有必须难度。课文中桂花带给我的快乐有些
地方比较明显，有些地方比较含蓄，所以学生较为容易找出
摇桂花的快乐，但是无法寻到桂花糕、桂花香、桂花茶的快
乐，在课堂教学中，我的引导不够充分。之后听钟老师的课，
发现她这一点做得很充分。她让学生找到描述桂花的句子，
再带着感情朗读，再利用评读来渗透“注重抓住人物的语言
和动作，从中感受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写作方法，引导学
生深入体会了“摇桂花”时的快乐情绪。之后让学生读中理
解，理解中读，个性是让学生扮演作者，直接来喊一
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体验喊时的情绪。然后带
着这种感悟和体验再次进入文字，读出了其中的感情。她的
课堂以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为主线，引导学生多读，
在读中感悟和理解，自我发现问题，并在读书、思考、讨论
和交流中解决问题，掌握学习方法。这是我在课堂上做得不
够的地方，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光太少，学生听老师说，
懒得去思考，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用心性。

另外，我在教学中对于课文中重点词语的品读不够。在介绍
桂花的“香”这一特点时，学生都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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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抓住重点词语透过品读感悟语言文字，
帮忙学生理解课文资料。我透过“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与
“全都浸在桂花香里”的换句式训练来强调桂花香，却忽视
了一个“浸”字的独特作用。尤其是一个“浸”字，那里能
够尝试学生运用自我平时积累的语言材料来代替“浸”字，
透过他们自主的比较，体会词语的含义，比可培养他们推敲
词语的良好语言习惯。有人说语文教学就应少一点知识的灌
输，少一点理性的分析，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指导并帮忙学生
“揣摩、品味、理解、吸收”语言上来，这是语文教学本体
的回归。我觉得这话说得好，我今后的教学在这方面必须要
加强，才能避免课堂教学蜻蜓点水。

在课堂教学中没有引导学生融入课文描绘的生活情境。在体会
“摇花乐”时，“缠”字写出了作者急切情绪，“使
劲”、“喊”写出了摇桂花的快乐，同时反映出他对桂花的
喜爱。但是在学习这几个重点词语时，词语的含义学生体会
得不够深。而我用自我的讲解让学生理解，而没有用回忆生
活、联系生活的方法来引导学生体会词语包含的情感。讲“缠
“字的时候，能够让学生回忆生活中类似“缠”父母的情景。
但在引导学生体会“摇花乐”时，如果让学生们站起来加上
动作摇一摇，之后说“那伴着阵阵芳香的‘桂花雨’是一幅
怎样的画面啊？”，给学生更多的时光去思维，去深入想象，
帮忙学生理解作者“喊”时的情绪，再次加上动作来喊一喊，
相信学生们的情感就能彻底激发出来了。当然，这需要激情
和热情，而我就是缺乏这个。

课文最后我试图透过母亲心思的讨论，母亲话语的品读，更
加深刻地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但是这么多的问题一个
个套给学生，却始终没能到达学生与文本的共鸣。于是，还
是我自我自说自话解释了母亲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其实，对
于这些深刻难懂的问题，能够留给学生小组讨论，在交流中
体会、思考。



另外，在时光安排上，我要尽量留足够的时光让学生去自主
学习，当然自主学习不是把时光都留给学生，而是要有老师
适当有效的引导和监督。在提问资料和理答方式上要注意避
免重复答案或者简单的鼓励，而是要结合课文资料进行引导、
激励性的评价。在备课时，要围绕课堂教学目标、资料，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同时也要鼓励学生用心地、主动地提出有
价值的问题，才能提高课堂提问质量。

我一向以为自我是一个有亲和力的人，但是看了视频才明白
原先是张苦瓜脸，从头到尾没有笑过，因为一向觉得自我笑
起来很丑，以后要注意课堂上多一些微笑。课堂上从容了许
多，但还不够淡定，对于课堂中出现的冷场不能有效地扭转，
常因为紧张忘记了课堂程序。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前对于自我的教
学没有清醒的认识，如今看了视频会发现很多细节的问题和
根本性问题，就像一面镜子，让我对照自我，努力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