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芜了的花园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荒芜了的花园教案篇一

1、学会9个生字，认读5个生字，注意“溉”与其形近
字“概”“慨”，“慕”与“幕”“墓”，“棘”
与“喇”“刺”的区分，理解“荒芜”、“荆棘”、“追
慕”、“惋惜”等词的意思。

2、了解前后对比的写作手法，体会这样写的好处，走入文本
抓住人物语言的前后变化，找依据，谈感受。

3、分角色朗读课文，感受人物心情，体会文中蕴含的哲理，
懂得只有脚踏实地地去做才能实现目标，并明白团结协作精
神的重要性。

（二）教学重难点

通过人物对话理解文章内容：“为什么荒芜了的花园，还是
依旧荒芜着？”

（三）课时安排：2课时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出示图片对比理解“荒芜”。



出示漂亮花园图片，问学生可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它？

接着出示荒芜花园图片，问学生可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通过对比，进而理解“荒芜”一词的意思。

2、板书课题《荒芜了的花园》。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新词的读音，遇到不理
解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或生活、查字典理解。

2、形近字辨析：

概、墓、棘

3、利用多种形式理解词语，学生交流。（如借助字典、联系
上下文理解等）

荒芜：田地因无人管理而张满野草。

荆棘：丛生多刺的灌木。

追慕：追怀、羡慕。

惋惜：惋，叹息。惜，爱惜，吝惜本课指对花园的荒芜表示
可惜。

毅然：坚决地，毫不犹疑地。

悉心：用尽所有的心思。

滔滔不绝：比喻话多，连续不断。

凄凉：寂寞冷落，凄惨。



4、简述课文围绕“荒芜的花园”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几个人想让荒芜的花园恢复往日的美丽，但他们只说不做，
结果荒芜的花园，还是照旧荒芜着。）

5、师生交流。

一座荒芜了的花园，迎来了几位来客，似乎有了重焕生机的
希望，但是在几次三番的争论与扭打中，希望似乎越来越渺
茫，这座荒芜了的花园只有继续荒芜的命运。课下复习文章，
找出花园来客们的几次讨论和争论，认真的读一读。

第二课时

1、复习词语：荒芜、荆棘、追慕、惋惜、毅然、滔滔不绝、
凄凉、悉心。

2、指生复述课文。

（一）品读赏析，感受花园的变化。

1、学生自读课文1——4段，勾画出：这荒芜的花园昔日如何
光景？现在又究竟荒芜到了什么地步，划出相关句子。

2、学生交流：

体会对比写作方法的好处，适时引导学生可以将此方法运用
到自己的写作中去。

提醒学生“灌”“荆”的写法，是左右结构，不能写成上下
结构。

（二）研读重点，朗读感悟。

默读课文，思考：花园来客都想还花园以美丽，他们是怎么



做的？为什么荒芜了的花园依旧荒芜着？从中你明白了什么
道理？（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自由读、悟，然后组织小组讨论，
全班交流。）

重点环节预设：

事情似乎因几位来客而发生了转机。

1、当花园的来客面对花园的凄惨景象，他们的反映是什么？
勾出你认为是重点的词句，有感情的读一读。

（他们看见这座美丽的花园现出这样的凄凉景象，几乎要心
痛的哭了。他们坐在快要坍塌的草亭中的破椅子上，谈起这
座花园以前的美景，个个脸上都显出追慕惋惜的神色。）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文中1—4段描写花园昔日美好景色的句
子，今昔对比，体会“追慕”“惋惜”的含义。

2、这几个人说了些什么？

（一个人叹气道：“难道我们就任它长此荒芜了吗？”其余
的人都毅然站起来，答道：“不！决不！我们大家应该努力
把它整理好。”）

体会反问句式的强烈语气。

学生试着感情朗读，读出毅然决然的决心。

3、青蛙和蟋蟀看到这群来客雄心勃勃的想把花园建好，什么
表现？画出来体会着读一读。

（青蛙带着满肚的欢喜……跳出来听。蟋蟀也暂时停止了它
的悲鸣……荒芜了的花园仿佛有了希望。）

4、那么，花园来客们接着做了什么？



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讨论，看看他们讨论的经过，从那些句
子可以看出他们的决心很大。

5、结果怎么样呢？为什么荒芜了的花园依然荒芜着？

（因为这几个人虽然改造花园的决心很大，但是他们光说不
做，而且各持己见，没有一个人去行动）

师：你们是从哪看出来他们光说不做的？

（他们由黎明讨论到傍晚，从详细计划到入手方法，从“互
相辩论”到“漫骂、扭打”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他们却
没有一丝一毫的行动）

6、学生分角色表演读花园来客的表现。

7、面对这样的结局，青蛙和蟋蟀又有那些变化？

（青蛙等得不耐烦了，哭丧着脸，不高兴的，一步一步，慢
腾腾地仍旧走进石罅中去。蟋蟀的希望也渐渐地破灭了，它
不愿意再看他们的争斗，终于把头缩回草丛中，跑到墙角下，
拖长它的音调，又悲鸣起来。）

1、默读课文思考交流：读了这则寓言你悟出了什么道理？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自由读、悟，然后组织小组讨论，全班
交流。）

只说空话，不去实干，是任何事都做不成的。做人不能夸夸
其谈，只说不做，将会一事无成。空谈不如实干，行动剩于
雄辩)

2、学了这篇文章，你认为这是一群怎样的人？

3、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学了这篇文章，你想对他们说点



什么？

1、仿写寓言小故事，试着运用对比的写作方法，感受寓言的
魅力。

2、以本课内容为主题，办一期手抄报。

3、召开一次以“诚信”“踏实”“合作”为主题的班队会。

荒芜了的花园教案篇二

《荒芜了的花园》是冀教版语文第十册第三单元“启智于身
边”中的一篇寓言故事。这则寓言主要讲的是几个人想重修
荒芜的花园，但他们各持己见，却没有一人去行动，最终花
园依旧荒芜着。文章开始从“所见”——杂草和荆棘生长
和“所闻”——蟋蟀悲鸣两方面写出了花园的荒芜;接着抓住
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事物——美丽的池水、美丽的花木、唱夜
之歌的夜莺，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勾勒出过去花园的生机
勃勃，突出了今日花园的荒芜寂静;最后，几个人细细地讨论、
悉心地讨论、滔滔不绝地讨论和两次辩论，但谁也未付诸行
动，结果花园依旧荒芜着。文章条理清晰，情节起伏，语言
朴实无华，在平淡中透出一股淡淡的嘲讽和哀伤。通过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夸夸其谈，只说不做，最终结果是一事无成。

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后出示：荒芜了的花园，还是照旧荒芜
着。

请大家想一想，这篇寓言故事以这样的一句话结尾，有什么
深刻的寓意吗?

有的学生答：“之所以荒芜了的花园还是照旧荒芜着，是因
为a、b、c君他们心动而不行动，只是在那里干讨论，不干真活。

有的学生答：”之所以荒芜了的花园还是照旧荒芜着，是因



为他们的决心够，行动不够!他们看到了这座荒芜了的花园，
下定决心要把它整理好，于是开始讨论，从黎明讨论到傍晚
还是没有行动。就像有时候我们告诉爸爸妈妈、老师好好学
习，但是总是没有实际的行动。

孩子们的回答令我感叹!孩子们有时真的值得我们刮目相看了。

荒芜了的花园教案篇三

在阅读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要以课文为凭借，不脱离具体的
语言文字和环境，即紧扣“文本”；另一方面要以学生为主
体，充分调动他们的能动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解读
课文，也即抓“人本”。文本与人本统一，就可以收到较好
的阅读教学效果。在二期课改三（下）的新教材中，有许多
文章可让学生展开议论。《荒芜的花园》就是其中的一篇。

阅读以语言文字为凭借，读者从语言文字中获取信息后，需
要进行两个层面的信息加工，一是把语言文字具化为形象；
二是在形象感悟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获取更深层次的认
识，也即透过现象抓本质。然而，阅读教学中，大量存
在“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现象，即学生既没有把语言文
字具化成形象，又没透过具体的.形象进行理性分析，有的只
是对语言文字的一般意义解码，只知道文章“写了什么”，
没进入文章所描绘的事件之中，更不知道文章所蕴含的深刻
主题。

在上海市二期课改展示课《荒芜的花园》一文的教学中。我
着重让学生通过议论来感悟课文的中心，感觉良好。

可以说，这是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文章，难就难在这篇文章
在中心的表现手法上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

虚处，即用简略的文字概括之，如文章的末段：“我们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如果我们愿意让别人在此种



植快乐，同时也让这份快乐滋润自己，那么，我们心灵的花
园就永远不会荒芜。”

也有实处，即用细腻的笔墨形象地描绘人、事、如：“几年
后有人在往这所花园去，去发现哪里真的杂草丛生，毒蛇横
行，几乎荒芜了。”在指导学生阅读时，我们要虚者实之，
实者虚之。如指导学生读荒芜的花园的句子，可在学生对花
园为什么荒芜有感悟的基础上，启发学生从中领悟到心灵的
花园其实也需要中指快乐，再指导学生读最末一段的那句话，
启发学生展开讨论：“当时看来，这个主意是绝妙的，但现
在看看妙不妙呢？”虚实结合，学生的理解更为深刻。

学生讨论交流的能量得以爆发：

贝尔太太不该出这个主意，使一所快乐的花园变成了荒芜的
花园。

其实，花园里除了花草树木是美丽的风景之外，人也是一道
独特的风景，人因为欣赏美景而快乐，风景也因为人的欣赏
而更美丽！

贝尔太太太渴望得到人们的感恩和道谢了。

有时候，一个人的付出不一定要回报，或许不求回报的付出
才更为高尚，当然，人们也的确太粗心了点。

荒芜了的花园教案篇四

1、学会9个生字，认读5个生字尤其注意“芜”字的读音，理解
“荒芜、荆棘、追慕、惋惜”等词的意思。

2、理清文章脉络，初步感知叙事文章的三部分——“起因、
经过、结果”。



3、了解前后对比的写作手法，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4、学写寓言故事。

【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受人物心情，体会文中蕴含的哲理，懂得只有脚踏实地地
去做才能实现目标。明白要有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过程与方法】

1、课前预习，利用工具书扫除阅读障碍，查阅词语的意思。

2、认读课文，小组学习交流，使生字词再强化。

3、整体感知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4、快速浏览文章，弄清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各是什么。

5、走入文本抓住人物语言的前后变化，找依据，谈感受，体
会事理。

6、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重点难点

抓住人物语言、态度、动作前后的变化，感受只是夸夸其谈，
不落实行动到头来只能一事无成的道理。

1、板书课题《荒芜的花园》

2、你眼中花园是什么样的？荒芜的花园又是什么样的？

生：花园鸟语花香，生机勃勃。



生：荒芜的花园没有生机。

（师追问：荒芜何意？生：本意指草长得多而乱，指田地、
花园等因无人管理而长满野草）

3、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荒芜的花园，看看里面发生了怎样的故
事？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新词的读音，遇到不理
解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或生活、查字典理解。

2、再读课文想想

课文围绕“荒芜的花园”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几个人想让荒芜的花园恢复往日的美丽，但他们只说不做，
结果荒芜的花园，还是照旧荒芜着。）

1、默读课文思考交流：

看到荒芜了的花园，花园来客怎么说怎么做的？为什么花园
还是照旧荒芜着？

读了这则寓言你悟出了什么道理？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自由读、悟，然后组织小组讨论，全班
交流。）

2、重点部分预设：

（1）第六段，他们看见这座美丽的花园现出这样的凄凉景象，
几乎要心痛的哭了。他们坐在快要坍塌的草亭中的破椅子上，
谈起这座花园以前的美景，个个脸上都显出追慕惋惜的神色。

生：他们面对凄凉的花园很难过。



师追问：追慕何意？追慕什么？

惋惜何意？惋惜什么？

（抓住重点词“追慕，惋惜”引导学生理解第一段至第三段，
今昔对比，理解花园来客今天的惋惜心情。）

师总结：今昔对比，花园的荒芜使来客痛心不已，为他们后
来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品读：谁能读出他们此时惋惜的心情？

（2）第七段，一个人叹气道：“难道我们就任它长此荒芜了
吗？”其余的人都毅然站起来，答道：“不！决不！我们大
家应该努力把它整理好。”

生：他们下定决心整理花园。

……

师追问：“难道我们就任它长此荒芜了吗？”这是什么句式？
有什么作用？

生：反问句。起鼓动的作用，鼓动大家去重建花园。

师追问：其他人是如何响应的？

生读：其余的人都毅然站起来，答道：“不！决不！我们大
家应该努力把它整理

好。”

师评价引导朗读：

a.好，你读出了他们毅然决然的态度。谁再来读读？



b.好，大家都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

师总结：那么，花园来客们究竟做了什么？

（3）第八段到第十八段，

生：他们开始讨论如何重建花园。

学生结合自己的理解谈他们讨论时态度的变化

（先是细细地讨论改造的方法，“悉心地讨论”如何布置，
滔滔不绝地讨论了整整一天，直到后来“相互辩论”到“谩
骂、扭打”）

师：结果如何？

生：没有一丝一毫的行动。

生：更能吸引读者。

生：有讽刺的意味。

师：那么大家再读一读，看谁能将他们这夸夸其谈的表现呈
现给大家。

3、品读佳词妙句，领悟作者的个性写作手法。

文章运用了哪些独特的写作手法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
读几遍，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对比的写作手法：

（1）青蛙带着满肚的欢喜，由池岸下的石罅中跳出来听；蟋
蟀也暂时停止了他的悲鸣，由草丛中露出半个头来，看他们
讨论。



（2）青蛙等得不耐烦了，哭丧着脸，不高兴地，一步一步，
慢腾腾地仍旧走进石罅中去。蟋蟀的希望也渐渐地破灭了。
它不愿意再看他们的争斗，终于把头缩回草丛中，跑到墙角
下，拖长它的音调，又悲鸣起来。

（3）一个人叹气道：“难道我们就任它长此荒芜了吗？“其
余的人都毅然站起来，答道：“不！决不！我们大家应该努
力把它整理好。”

（4）荒芜了的花园，还是照旧荒芜着？

师：读了这两组句子，大家有什么发现？

生：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

师：你能结合句子，说说这样写的好处吗？

第一组：学生结合青蛙和蟋蟀的表情、动作、心理谈感受。

第二组：学生结合刚开始花园来客毅然决然、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的态度和后来一无所成的结果谈感受。

这是一群______的人。

允许学生多角度看，多角度谈体会，总结本课的感受。

五、课后向生活延伸

1、寓言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它用我们易于接受的方式交
给我们做人的道理，老师向大家推荐《伊索寓言》，希望大
家用心读一读，写写自己的感受。

2、大家可以将自己感受到的或是取之于身旁的智慧火花试着
编写一则寓言故事，写在小本本上。



荒芜了的花园教案篇五

贝尔太太在城外修了一座花园。花园又大又美，吸引了许多
游客，他们毫无顾忌地跑到贝尔太太的花园里游玩。

年轻人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小孩子扎进
花丛中捕捉蝴蝶；老人蹲在池塘边垂钓；有人甚至在花园当
中支起了帐篷，打算在此过他们浪漫的盛夏之夜。贝尔太太
站在窗前，看着这群快乐得忘乎所以的人们。她越看越生气，
就叫仆人在园门外挂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私人花园，未
经允许，请勿入内。可是这一点也不管用，那些人还是成群
结队地走进花园游玩。

后来贝尔太太想出了一个主意，她让仆人把园门外的那块牌
子取下来，换上了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你们来此游
玩。为了安全起见，本园的主人特别提醒大家，花园的草丛
中有一种毒蛇。如果哪位不慎被蛇咬伤，请在半小时内采取
紧急救治措施，否则性命难保。最后告诉大家，离此地最近
的一家医院在威尔镇，驱车大约50分钟即到。

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那些贪玩的游客看了这块牌子后，对
这座美丽的花园望而却步了。

几年后，有人再往这所花园去，却发现那里因为园子太大，
走动的人太少而真的杂草丛生，毒蛇横行，几乎荒芜了。孤
独、寂寞的贝尔太太守着她的大花园，她非常怀念那些曾经
来她的园子里游玩的快乐的游客。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如果我们愿意让别
人在此种植快乐，同时也让这份快乐滋润自己，那么我们心
灵的花园就永远不会荒芜。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为大家分享的3篇小学三
年级语文《荒芜的花园》原文、教案及教学反思就到这里了，



希望在荒芜了的花园的写作方面给予您相应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