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桂花雨教学反思(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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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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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一

课文第三段是本课学习的重点，我抓住重点句引导学生自主
阅读感悟，并引导感情朗读，以读促讲，在读中体会“摇花
乐”。我先让学生找到文中写“摇桂花”的句子，将重点句
写在小黑板上，“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
帮着抱桂花树使劲摇。规划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
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这段话并不难
理解，我就让学生“自由读一读，看看能读懂什么？”学生
透过语言文字的描述能体会到作者喜欢桂花的情感以及摇桂
花的快乐。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着段文字的理解，增强心
理体验，我及时播放摇桂花的录象，相机说话：“大家抱着
桂花树摇啊，摇啊，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到我们的头上、身
上、脖颈里、鼻尖上，有的.甚至落到我们张大的嘴里。

此时，你们想说些什么吗？”这是，学生已完全进入情景，
美妙的词句也就脱口而出。

部编版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一篇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描写了在家乡摇落桂花时的
情景，课文以“桂花雨”为题，以“桂花香”为线索，写
了“我”童年时代的“摇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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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课文内
容，引导学生从摇花乐中体会到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



家乡的怀念是教学的重点，教学难点是体会母亲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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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课程标准》十分重视朗读。在如此淡雅的文章教学中，
我采用以读代讲法：用“读”来理解课文，来体会作者思想
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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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
我今天在课堂上“读”的三点小小的体会：

指导学生读出喜爱：课文的第一小节主要写了作者最喜欢桂
花。在指导学生朗读这段话时，我就是抓住了“最”字进行
做文章，问学生作者最喜欢桂花的什么？学生开始只能回答
出最喜欢桂花的“香气迷人”。但如果仅仅是香气迷人可能
并不一定引起作者深深的喜爱，对桂花的品格也是作者深爱
的原因之一作者还喜欢桂花的“谦虚”，“不爱张扬”。开
始学生理解不到位，我就让学生静心默读课文，一遍下来，
学生举手了，找到了课文的原句，“笨笨拙拙”，“不与繁
花争艳”等，于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学生的朗读水到渠成，
很有感情。

指导学生读出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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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
中设计了感悟---理解—朗读—体会的教学过程指导学生读出
我在摇桂花时的乐趣。

指导学生读出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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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这段
时将作者琦君的生平和《桂花雨》的`原文录音出示通过拓展
写作背景帮助理解难点让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理解文章的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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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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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三

第11课《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她写的这篇文章的确非常
优美。通过学习要能真正体会作者的那一番思乡情，童年乐。
我谈谈教后的三点小小的体会：

课文的第一小节主要写了作者最喜欢桂花。在指导学生朗读
这段话时，我就是抓住了“最”字进行做文章，问学生作者
最喜欢桂花的什么？学生开始只能回答出最喜欢桂花的“香
气迷人”。其实作者是通过对比其他的花，来表现桂花
的“不爱张扬”。开始学生回答不出，我就让学生静心默读
课文，一遍下来，学生举手了，找到了课文的原句，“笨笨
拙拙”，“不与繁花争艳”等，于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学
生的朗读水到渠成，很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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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学生同摇同乐，
觉得很是开心，特别是学生扮演小作者，喊一喊摇花时的句
子和缠着母亲要摇花的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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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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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学习这两段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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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桂花雨教学反思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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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五

《桂花雨》的教学目标定位在教学生从浓浓的桂花香中，体
悟到淡淡的乡愁。教学中我紧扣一个“香”字，在描写桂花
香的语句中，加以必要的点拨和引导：

课文多处写到了花香，学生也一读就懂，很容易“滑”过去，
看不到语言文字丰富的意蕴和独特的表现力。一个“浸”字，
将无形的香气写得可感可触，通感之美；一个“沉浸”，将
桂花的香味与心中的甜美、浓郁的乡情写得鲜明生动。在引
导学生品味，磨砺学生敏锐的语感来。

“外地的桂花再香，也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对
这句话，学生大多能体会出母亲对家乡的思念之情。然而，对
“外地的桂花”如何之香？家乡的金桂为何最香？母亲何以



说出这样的话？作者何以还能记得？……这些问题都是学生
不曾会想到的，也就不会读到作者的心里去，也就难以真切
地体会到作者挥之不去的乡愁了。于是，我补充了“外地”、
补充了作者的“经历”、补充了写作的特定“时空”。努力
引导学生体悟到淡淡的乡愁。

课文的第一自然段，看似简单，却易误读。学生往往以为作
者喜欢桂花，就是喜欢笨拙的树、茂密的叶、细小的花以及
迷人的香气，而不知道作者用衬托的手法，突出桂花唯一值
得我喜欢的是迷人的花香。我在学生朗读时及时地作了三次
插问：树好看吗？叶好看吗？花好看吗？以问促读，引导学
生体会对比衬托的写作技巧。

1．教师放手不够。

2．对学生期望太高。

部编版桂花雨教学反思篇六

《桂花雨》是第二单元一篇略读课文，这篇课文作者通过回
忆童年时代在家乡院子里“摇桂花”这件事，寄托着浓浓的
思乡之情。设计本节课导学案时我主要结合“三维四步一
评”教学模式和“234”教学模式而进行，注重学生“自学、
质疑、合作交流、语言积累、写作、评价”等能力培养，可
能是学生和我都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吧，整节课下来，并非
如我所愿，所呈现问题很多，简单罗列如下：

1、在课前质疑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没有含金量，太过肤浅，
大部分学生提出如下问题：“(1)什么是桂花雨?(2)桂花雨是
怎么回事?”等，同时学生不会带着问题去学习课文，到最后
质疑解答时如此简单的问题还没有答案。

2、在导学释疑这一块，我抛出问题之后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指导，即在学习策略中明确学生如何分步进行学习，然而



学生不适应，而是匆匆讨论之后直接做出答案，有的甚至预
习时干脆抄好答案，照本宣读现象特别严重，失去了课堂讨
论交流的真正意义，这样一来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不到很好的
锻炼。

3、学生缺乏课堂中积累好词好句的习惯，在每节课之后他们
都不能有的放矢的找一些好句子进行积累，更谈不上当堂背
诵，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训练。

4、课堂评价，本节课我主要采用“得分评价、学生互评、教
师语言激励”等方式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评价，但从课堂中
看，学生对我的得分评价机制没有吃透，与课堂教学不能同
步，更不能进行及时统计，导致评价真正意义上没有为教学
服务。

5、课堂气氛不够活跃，整节课中积极发言的学生少之甚少，
语言表达也不够准确，声音太小，导致本节课中老师讲解太
多，有违新课改理念，以后我会在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上
下功夫，争取有一个积极活跃的课堂气氛。

6、对于阅读课文的上法我自己也拿不准，备课时总想面面俱
到，课堂中容量太大，每个环节处理起来都感觉时间很紧张，
对学困生也不利。

以上就是上完本节课后自我感觉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会在
以后的教学中积极探索，不断优化课堂教学，让教学模式真
正为课堂教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