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成功不足之
处(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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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成功不足之处篇一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作品，故事讲的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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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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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课后反思，觉得有以下几点做的较好：

1、紧紧抓住巨人指责孩子的三句话，通过分析比较及“演一
演”这种孩子们感兴趣的形式来体会巨人当时的心情，领悟
到巨人的任性、冷酷。

2、根据中年级学段目标，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自由读、默读、
指名读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边读边思考的能力。

除了上述几点做的较好，还有以下几方面需要改进：

1、在朗读感悟巨人赶走孩子的句子时，我把重点放在“体会
巨人说话的语气，感受巨人的冷酷”上，没有让孩子们展开



想象。此处可以让孩子们说一说巨人的心理，他当时在想什
么，借此培养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能加深
孩子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引导不够及时。课堂教学过程中，孩子们尽管答出了“隆
冬”是指冬天最冷的一段时间，却没有真正领会其含义，因
此在找近义词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而我仅仅是告诉孩子
们“再找找”，却没有告诉他们哪里找，怎么找。此时，我
可以强调“隆冬”指的是一段时间，并不是风或是雨，就不
至于出现“狂风”这样的答案。

3、过于强调标准答案。在上课前，我的心里已经有了问题的
答案。因此，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孩子们的回答能和
标准答案一样，孩子们明明答对了，我却没有及时地给予肯
定。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先肯定孩子们的想法，再进行总结，
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

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成功不足之处篇二

这篇文章很美，我在教学时改变了以上教学设计的思路，抓
住一些重点词展开：

教师有序地把上面这些词排成四项。

。问：这些词有什么不一样？再读课文：花园的景物变化与
什么变化有关？（与主人、孩子地态度有关。第一次巨人出
去旅行，孩子们再巨人地花园里快乐地玩耍，所以一片春天
美丽地景象。第二次，主人搭起围墙不让孩子进花园，花园
没有了春天。第三次，孩子从破损地围墙进入花园，被巨人
驱出，花园就变得荒凉，最后一个小男孩指出，让那位巨人
明白了，花园又是一片春天得景象。紧紧抓住这些花园景色
的词帮助学生理解、朗读、体会。那位巨人明白了什么？围绕
“任性、冷酷“让学生体会文章的中心。



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成功不足之处篇三

在教学中，先引导学生学习了巨人不在时，孩子们在花园里
快乐玩耍的情景，然后，话锋一转：巨人回来了，花园又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引导学生开始学习后面的文章，在学生
初步了解巨人的加入给花园带来的变化之后。我引导学生抓住
“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这句话从“有孩子就有春
天”和“没有孩子就没有春天”两个方面展开阅读。学生通
过找句、品词，慢慢地感悟到了文章的主题：巨人不愿意让
孩子到花园里来玩，所以春天永远不会来到花园里，是巨人
的自私换来了寒冬，文章告诉我们有了快乐和美好的事物应
该和人分享。应该说，通过这样的对比阅读，学生的语感得
到了有效的训练，对文章主题的感悟也是在自主阅读，充分
思考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时的教学中，还有不足的地
方。存在的不足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遗憾。

首先，在引导学生对“有孩子就有春天”和“没有孩有孩子
就有春天”的相关句子进行对比阅读的时侯，注重了朗读的
训练，而忽视了语言文字的训练，如描写冬天的词“雪花飞
舞、狂风大作、鲜花凋谢、树叶飘落、冰雪覆盖”和描写春
天的词如“阳光明媚、草翠花开、绽出绿芽”等这些词没有
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和运用，也没有让学生进行积累。

其次，是在讨论问为什么巨人不让孩子们到花园里玩耍？这
一问题时，有学生回答巨人是怕孩子们损坏花园里的花草，
这一明显不符合文章主题的答案时，没有及时地引导，所以
学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在最后引导学生对冷酷的巨人说话
的时侯，许多学生都告诉巨人自己不会损坏花草的，而不是
针对巨人的冷酷进行劝说。事后想来，当学生回答巨人是怕
孩子们损坏花园里的花草，而不让孩子们到花园里玩的时候，



只要引导他们再去读一读，巨人回来之前孩子们在花园里玩
耍的美好景象。

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成功不足之处篇四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故事，这篇
童话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巨人拥有一座美丽的花园，
但当他看见孩子们在里面玩时很生气，把孩子们都赶了出去，
在花园周围筑起了高墙，将孩子拒于墙外。从此，园里花不
开，鸟不语，一片荒凉，只有冬天永远留在那里，他的自私
换来了花园的寒冬。之后经一个男孩的提醒，巨人明白了自
己的自私和冷酷，他把花园送给了孩子们，自己也获得了快
乐和幸福。从这篇童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和大家一齐
分享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篇课文在写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运用比较进行写作，
如巨人回来之前和巨人回来之后花园的不同景色，春天来了
花园内外的不同变化，孩子们进入花园和巨人赶走孩子们后
花园的不同景色等等，因此，我在上课的过程中紧紧抓住教
材的这一特点，运用比较进行教学。

我首先引导学生学习了巨人不再时，孩子们在花园里快乐玩
耍的情景，巨人回来了，花园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然后
引导学生开始学习后面的文章，在学生初步了解巨人的加入
给花园带来的变化之后。我引导学生抓住“没有孩子的地方
就没有春天。”这句话从“有孩子就有春天”和“没有孩子
就没有春天两个方面进行阅读。学生通过找句、品词，慢慢
的感悟到，巨人不愿意让孩子到花园里来玩，所以春天永远
不会来到花园里，是巨人的自私换来了寒冬，文章告诉我们
有了快乐就应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次是阅读，我让学生在自主、民主的氛围中学习，自主地
读、说，在自读自悟、主动探究中读懂这篇意蕴深刻的童话，
让每一位学生学有所获。抓住巨人的言行细细品味，引导学



生想象，体会巨人性格的变化。

最后我安排学生说一说，比如巨人赶孩子们的时候是怎样想
的，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小男孩会说话的眼睛凝视着巨人，
但他没有说出来，又比如当巨人看到小男孩这种眼神后，他
心里火辣辣的，为什么火辣辣的，却也没有写出来，这样就
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训练了学生表达的潜力。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学生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成功不足之处篇五

本册第三单元都是童话故事，因此我利用学校为学生提供了
许多课外书的契机，让学生在十一长假中阅读童话故事，并
想想读了故事后你有什么收获。上这一课前，我也布置了生
字等预习，为学习课文做好准备。

上课时，我重点放在了读这一环节上。

1、初读故事，谈谈故事主要内容，也可以谈谈读了故事有什
么想说的。

2、再读课文，扫除生字障碍，画出自己喜欢的词语或句子，
与同桌伙伴分享你的收获，有疑问的地方提出来，共同解决。
这一环节花的时间不是很多，大部分学生已经养成了良好的
预习习惯，所以都做得很不错。但因为时间问题，不能照顾
到全部中下生，只能按原来的老方法，要他们回家听写巩固。

3、自由品读课文 。

曾经听过不少优秀课例展示，老师们都以小组合作学习的形
式自由品读喜欢的段落，然后汇报交流，说说为什么喜欢，
感觉课堂效果好，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高。我也曾多次效
仿，但发现总是有点乱，不易调控课堂。所以上这节课时，
我没有硬性规定小组合作学习，而是自由品读段落，说说你



用怎样的心情读的，为什么这样读，读了后想说什么。

读书的形式多样，可以找同伴合作读，也可以自己读。在展
示交流的时候，学术的积极性很高。因为是自由选择段落，
所以没有按课文顺序逐段去读去理解。本以为这样会把文章
瓦解而显得杂乱无章。但发现学生的感悟能力远远超过我的
想象。第一个学生读的是巨人瑟瑟发抖感到疑惑的段落。他
的语气还不够。我相机指导理解瑟瑟发抖这个词，并叫学生
配以神情动作读好这个词，读好这段话。接着我以导问导答
的形式深入理解巨人的疑惑：“是啊，今年的春天为什么这
样冷？这样荒凉啊？如果你在巨人身边，一定会对他
说————”学生纷纷举手回答，他们以自己感悟到的“花
园需要孩子”，“快乐需要大家分享”等来解答巨人的疑惑。
这一段落的朗读感悟，我感觉自然流畅，收效不错。

接下来，有很多学生朗读了巨人无情赶走孩子的段落，说出
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巨人很自私，很冷酷，最后导致了他很
孤独很可怜。当学生品读第一自然段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
喜欢这一段。他说读着这一段我感受到这花园一年四季都是
那么美，我很想去那里玩一玩。借着他的话题，我顺势导读：
“花园的美，你们都看到了吗？请大家边读边想象，把四季
美丽的画面呈现在脑海中。”在这样的引读，导读过程中，
我感到上这课很轻松，把以往过多的分析讲解全转换成学生
自主读文，自主感悟，学生学习兴趣高，课堂效果也很好。

最后，我让学生把自己感受最深的话写在书上，结束本课教
学。

上完这课，我感受最深的是老师大可放手让学生去感悟课文，
不必事事都为学生想透想全，为学生安排一切学习活动。如
果总是按部就班地安排学生读哪段，接着感悟这一段，长此
下去，学生不仅腻烦，而且养成一种等着老师“喂”的惰性。
我认为让学生自主选择段落感悟朗读，老师要课前深备课文，
要时刻有从细节入手统领全局的大气，不然，就无法真正做



到引导学生的充分感悟课文.

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成功不足之处篇六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故事，它透
过讲述孤独而自私的巨人与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们间的故事，
告诉我们快乐需要与人分享的`道理。教学重点难点是：1、
体会巨人在行动上和心理上的变化轨迹，以及这些变化带来
的结果，明白快乐应当和大家分享的道理。2、体会这篇童话
在表达上的突出特点，感受童话魅力。此课我上的是第一课
时的资料。主要是认识生字词语，朗读课文，读通课文，了
解故事梗概，精读课文的第一部分花园的变化。

首先，一篇课文是单元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应把课文和单
元割裂开来，而要注意相互的关联性。这也是教材处理与把
握的一个问题。这个单元的重点是童话，而作为本单元的第
一篇课文，在上课文前，就应先引导学生理解单元提示的资
料，让学生在了解总的资料的基础上学习新的知识。先学习
有关童话的知识，询问他们对童话的了解和理解。激发学生
的兴趣，让他们对本单元的课文能持续一种好奇、喜爱的情
绪，为后面的上课做好准备。每个单元的单元提示对于每个
单元的课文都有引导和开篇的作用，因此要好好利用单元提
示，才能为课文的开篇打好基础。

这节课在开题时，我的导语是“同学们，你们喜欢童话吗？
你读过哪些童话？”并以游戏的形式猜童话主人公，引起学
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其次，在上一篇课文前，预习工作是十
分重要的，因此要让学生养成预习的好习惯。而第一课时教
学时需要对学生的预习状况进行及时的反馈和检查。在第一
课时中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做到正确连贯。在读的环节中
做得不到位。当然，仅仅是读课文可能会让学生觉得枯燥、
乏味，所以要采用多种阅读的方式，比如能够带着问题读，
能够赛读，能够大声朗读，也能够是默读。在预习时学生可
能会有些疑问，在这个环节让同学们带着问题去读课文，读



完课文及时反馈这个问题。在预习中把她解决。

再次，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就应给学生自主的思考和阅读空间，
这样学生才能对文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才会读懂课文。

第一课时主要是整体感知课文，深入领会课文的内涵还得靠
第二课时，而在第一课时结束前抓住课文的主要问题留给学
生一个悬念，不仅仅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体现出课时
的连贯性。比如在上《巨人的花园》第一课时结尾的时候，
就能够提问“巨人的花园经历了哪几次变化？”“巨人的态
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