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 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
(优秀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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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篇一

本课是选自王尔德的一篇童话故事，语言优美，蕴意深刻。
自古以来，童话故事颇受孩子们的喜爱，更容易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巨人不愿意与孩子们分享花园，
致使他那美丽的花园陷入寒冬，这都是巨人自私、冷酷造成
的，而后来发现自己的自私换来的是寒冬之后，打开了花园
大门，与孩子们快乐地玩耍。语言简单易懂，道理也蕴藏其
中。让学生懂得快乐只有真正的分享才会快乐。

事情节的关系，我运用了图片展示和学生联想相结合，在一
次次朗读中体会，进而达到感情升华。在朗读的时候，一次
比一次有进步，这样孩子们不仅了解到环境描写是童话故事
常见的一个写法，还提高了朗读的情感。联想也是童话故事
特点之一，所以在练笔的时候，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整
堂课，在读中体会情感，在写中理解道理。

最后，通过知识链接，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童话故事这一体
裁，让童话的种子伴随着孩子们快乐地成长。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篇二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让学生在理解文本
的基础上想象画面，在想象的过程中达到文本与心灵的沟通。



只要用心灵去解读文本，通过想象去领悟文本，便能让语文
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巨人的童话》被喻为是童话中的“完美之作”，语言优美，
内容丰富。课堂上我们注重引导学生通过想象进入到童话优
美的意境中，使之感同身受。学生的思维、情感在老师富有
感染力的教学语言，富有启发性的过渡语、适时的教学点拨
和自己反复的朗读、品味中逐渐清晰、丰富，内心的体验与
文本的情感更靠近，内心的体验与文本的内涵更吻合。通过
对花园变化前后的想象研读，拾级而上、步步深入，由文悟
情，使学生在读、思、想、说、写的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
感受到“没有孩子就没有春天，有孩子就有春天”这一点。

整堂课我们都在一种自然、舒畅的情境中无痕地进行着语言
训练。课始引导学生感受故事的神奇之处，教师顺势而导；
课中感受花园的美丽与荒凉，教师引导学生自读自悟，想象
画面，读中感悟，以读见悟，直至熟读成诵；抓住花园“变
化”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眼，让学生在静静的默读思考中，
在细细的语言品味中，在对比朗读、想象说话中，理解童话
的内涵。课末的写话训练，更是把对寓意的心领神会通过丰
富的想象见诸笔端。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篇三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故事。这篇
童话故事充满童趣，运用很多四字词语，有利于学生积累运
用。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揭示快乐要与大家分享
的道理。在这些对比中，故事的情节变得跌宕起伏，留给学
生想象的空间，同时故事所揭示的道理也自然地显现出来。
因此我的设计中着重理解词语，积累词语。并且让学生在朗
读中学会根据课文内容想象画面，初步感受对比的表达方法。

在教学中，我设计了一条主线，巨人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让学生在不断的阅读中感受到巨人的形象。我采用了小组合



作学习的.方式，通过小组学习，形成个体的阅读体验。

正因为如此，也就忽视了对比的表达方法的学习，显得单薄，
不丰满。可以设计两条主线，将花园的变化作为第二条主线。
在学生独立学习与阅读中，自主学习到花园的变化。

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板书。板书的设计重点不能很好的
突出，有些凌乱。其次就是粉笔字的书写还需要加强。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篇四

《巨人的花园》是一篇朴实的童话故事，本文的显着特点是
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揭示道理。正是这些对比使
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故事所揭示的道理也自然显现出来，
但所有的情节变化都以墙为线索，所以我在教学这课时，就以
“墙”为切入点。然后，我让学生小组合作探索出与墙有关
的对比变化。结果，有的组发现巨人砌墙前与拆墙后花园情
景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前花园风景如画，之后却花不开，鸟
不来，还有的.组发现巨人砌墙与拆墙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先前他表现的很自私，之后变得宽容了……然后我让学生们
把自己的发现用列提纲的形式板书到黑板上。最后，再根据
学生提出的这两个有价值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同
学们都积极踊跃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和体会。让我深深的感受
到整堂课上都是以学生的思维发展为取向，我只是充当了引
导者，参与者。这样的教学方式才能真正地发挥学生的主体
功能。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篇五

童话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体裁。它以其生动浅显的语言、奇异
动人的故事情节、夸张独特的表现手法，深受学生的喜爱。
学生对童话学习的积极性普遍很高，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让
学生在感受童话带来的快乐的同时更深入地理解童话所揭示
的道理显得尤为重要。《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的



一部重要作品，文章揭示了“快乐应当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深刻道理。

在教学中，我首先注重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让朗读成为学
生学习的重要手段。通过预习，学生已经认识到了巨人的花
园是一个漂亮的花园。于是，我从标题中的“花园”为切入
点引入课堂，通过朗读描写花园四季景物的句子，通过放映
图片，使学生对这个漂亮的花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
让学生按要求仿写句子，在培养学生读的能力的同时，也训
练了学生快速思考的能力。

其次，注重培养学生的`品读、感悟能力。这则童话的一个显
著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揭示道理。课文中
有多处进行了对比：如巨人砌墙与拆墙后花园情景的对比；
巨人砌墙与拆墙后态度的对比、感觉的对比等等。学生通过
对比，反复品读，边读边感悟，在具体情境中感受到了巨人
的花园冬天时的荒凉与冷清，巨人在心理上的孤独，以及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孩子进入花园后的热闹场景，体会巨人态
度的转变。这一块的阅读，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后面重点语
句“唤来寒冬的，是我那颗任性、冷酷的心啊”这一句话的
理解。因此，这部分的阅读，不容忽视。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篇六

执教了《巨人的花园》这一课，教学感想还是颇多的，课文
讲的是一个巨人看到孩子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玩耍，很生气，
便赶走孩子，在花园周围筑起了围墙，不让孩子进入花园。
但是，从此花园里都是寒冷的冬天。一天孩子们从墙洞爬进
去，园里立刻有了春意。但巨人再次将孩子们赶出了花园，
之后花园又被冰雪覆盖了。后来，在一位小男孩的启示下，
巨人醒悟了，他立刻拆除了围墙，花园又成了孩子们乐园，
巨人生活在漂亮的花园和孩子们中间，感到无比的幸福。从
这篇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快乐才
是真正的快乐。



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课后做了深刻的反思，觉得有以下几
点做的较好：

1、本文的显著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提示道
理。结合课文内容上对比的特点，在教学时，我以“对比”
为主线，采用一系列的对比来进行教学：花园里墙里墙外的
景象对比，巨人前后的态度对比，拆墙前后的对比，循序渐
进，步步进入，最后理解重点句，提示道理，水到渠成，迎
刃而解。

2、紧紧抓住巨人指责孩子的那三句话，让孩子反复地读来体
会巨人当时的心情，让孩子通过读，自己领悟到巨人的自私、
冷酷，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同时感受到巨人开始时的态度。

3、重点段落的教学，我本着让学生多接触文本的原则，在具
体的语境中，以情导读，以读促悟。如在教学墙里墙外的变
化时，让学生通过读，感受到花园的变化，同时对“对比”
的写作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为后面以“对比”为主线展开
教学打下良好的铺垫。

4、文中多处让学生展开想象，如想象巨人的花园、春、夏、
秋、冬分别会是什么样的？巨人赶走孩子时，可能会怎样想，
小男孩儿凝视着巨人可能会对巨人说些什么等。既培养了学
生想象能力，又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5、本册教材的教学建议提出要让学生“积累语言，向课外延
伸”。因此，在本课教学我设计了“让学生背诵描写花园变
化的句子”这一环节，让学生多积累语言。课外拓展练习，
我又让学生想象，后来巨人的花园会是什么样子的，让学生
小组互说，培养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课下又布置了写话练
笔，由课内延伸到课外，达到了积累语言来应用的目标。

1、在朗读感悟巨人赶走孩子的句子时，除了让学生想象巨人
的想法，还可以让学生想象巨人当时的表情会是什么样的，



还应联系上下文，结合巨人的言行对他所斥责的对象——纯
洁、可爱的.孩子们所千万的伤害来理解、体会。紧紧抓
住“四处逃散”、“纷纷逃窜”等词，从多方面来感受巨人
的冷酷，为后面的提示中心打下基础。

2、本课教学我只注意引导学生明白“快乐要与大家分享”的
道理，忽视了一处对学生的启示：巨人在文中基本上是充当
反面角色，但在文章的结尾都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课文
让孩子明白分享的快乐外，还给了孩子另一个道理，那就
是“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让孩子在今后自己的生活中注
意这些东西，成为真正的人。

3、本课教学我以对比为主线，让学生了解了对比这种表达手
法，最后一处对比讲完，应该总结一下，告诉学生这种写作
方法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写作之中，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以上是我对这节教学的课后反思。总之，课堂教学是一门高
深的艺术，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反思，进行再创
造，才能有所得，有所为。

巨人的花园课后反思篇七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注重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课前我反复思考，从哪儿入手设
计会让学生顺理成章的走进文章，并引发无尽联想，点燃思
想的火花。在这节课开始我用了情境导入法，激发学生兴趣；
接着在感悟花园前后变化、巨人态度的变化上充分进行感情
朗读，通过形式多样地读，让学生去大胆想象。在突破本课
重难点的同时，引导学生走进美妙的童话世界，让学生感受
童话的神奇及有趣，从而激起孩子们读童话的欲望。

另一方面让学生从课文走向更广阔的童话世界，在结尾处安
排学生编童话。不但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同时也打开了学



生的思维。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我不住地鼓励学生勇敢的表
达，看到孩子们纷纷动笔，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我很是
高兴。遗憾的是这节课没有充分的时间保证这一环节的交流，
所以在下课时我宣布：“同学们下去可将童话续编完，下次
语文课老师专门安排时间继续交流，你还可以在交流会上讲
其他你喜欢的童话故事，请大家充分准备吧。”

这节课上完后，觉得离设想还是有些距离，但我觉得如果通
过这一单元的几篇经典童话的学习能将孩子们引向更广阔的
童话海洋，会有另一番令人欣喜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