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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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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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课文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一

《桂花雨》是一篇充满着浓浓乡情的优美散文，文章紧
扣“小时侯，我最喜欢桂花。”这句，以童年时代的眼光展
开叙述。学生读后，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共鸣，特别是“母
亲”常常说的一句话更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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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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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引导学生感受“摇桂花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是，我紧
抓“缠”字，让学生说说什么是缠？你什么时候回缠着妈妈？
联系自己当时的心情，与老师配合演一演，从这个过程中，
学生知道了“我”对摇桂花这件事的重视。在感受“桂花
雨”的时候，我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设计了问题：你淋过雨
吗？雨丝飘落在头发、颈脖上有什么感受，与桂花雨的飘落
有什么相似之处？学生发言热烈，觉得感受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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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接着让学生读中理解，理解中读，特别是让学生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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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课文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二

经历了一场中考总复习，再反思三年来的教学，我得到了很
多启发：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是根本。

1 、从七年级开始就让学生阅读《语文报》、《散文》、
《读者》等优秀报刊。这些报刊杂志每一期都有优美的文章、
丰富的课外知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情感教育。除让学生广
泛阅读外，每星期还要求学生做一篇读书笔记，对自己喜欢
的文章或片断进行欣赏，把感悟写下来。从七年级到九年级，
学生在阅读方面已积累了许多经验，中考复习时，老师只是
启发和点拨即可。

2 、平时注意抄写、背诵。每星期布置抄写作业，名言警句
和优秀的段落或文章。这既可以练字，同时也是潜移默化，
扩大课外积累。同时在抄写的基础上全面落实背诵， “背诵
虽是一种最野蛮的手段，却是一个文明的办法”。

3 、课堂教学中落实大语文观， 丰富课堂内容， 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平时教学可以放开手脚， 以教材为基础， 但不
是拘限于教材， 可以大胆旁征博引， 介绍相关的文学作品、
文学故事、名人轶事、成语故事等内容，并关注其他的相关
学科，以此拓展学生视野，丰富课堂内容，激发学生学习语
文的兴趣，提高语文素养。

4 、课堂教学当注重有效地使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
和探究性、合作性的学习方式，使教学真正教会了学生学习，
既向学生传授了知识，又培养提高了学生的语文能力，并落
实到了笔端。

5 、重视点滴的作文训练。平时教学中，当注意培养学生观
察生活、感悟生活的习惯，引导学生时刻用眼用心体会生活，
及时用笔记录生活，以此培养学生丰富细腻的情感，提高观
察感悟能力，并为写作积累鲆活真实的素材。让学生写日记



或写随笔不失为一个很有效的举措。

小学课文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三

还是在六月初，偶然在报纸读到一条消息：现代著名女作家、
在华语文坛享有盛誉的琦君（潘希真）女士走完了她九十载
风雨人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当时，很有一种落寞悲感。说
实话，琦君的文章，读得并不多，但对其人其事却是早有所
闻，也极为感佩。于是翻出前不久刚听过的一位老师执教的
《桂花雨》，重温那一份情怀，回味那一缕清香。想到斯人
已逝而余香袅袅，遂萌生了再教《桂花雨》的念头，很想与
我的学生共同领略琦君散文中淡雅的神韵，悠悠的情坏。

在备课时，我将静心细读了不下十遍，又上网查找了本文及
作者的相关资料，也参考了许多教师的设计思路。就像中列
举的琦君作品如《烟愁》、《细纱灯》、《三更有梦书当
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等，真是美文，而且这
些作品中，有过半的篇目是关于故乡或童年的。作者笔下的
故乡，既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更是精神的家园，是灵魂
安居的所在；作者笔下的童年，是美和真的世界，是自由心
灵的栖息地，是她心性的萌发与归宿。最打动人的是那一份
浓郁的乡情，而又以清淡舒缓的笔调娓娓道出，读者徜徉在
她清丽的文字里，浸润在醇美的情境中，不经意间就被触动
了心灵深处最柔弱的部分，然后便欲罢不能，挣脱不出，任
由思绪缠绕在故园情思，放飞心情回到遥远的童年。这是作
者一生未能解开的情结。

这是我阅读文本时对其思想内容与情感基调的把握。需要指
出的是，对故园的情思，或者对美好童年的追忆，虽然是人
的一种普遍的心理，但它不是抽象的，不是形而上的，不能
脱离了具体的事物、情景来空泛地议论或感悟，它总是化为
某些特定的事物或场景，比如家乡的秋白梨啊、满山的杜鹃
花啊、孩提时的灯笼啊什么的。本文则是桂花香和摇花乐，
负载了乡情，寄托了童年的美好回忆。



于是确定了课堂阅读的导向和思路：以文本内在情感为主线，
以重点词句为凭借，以诵读、感悟、言语表现为手段，追求
语言与精神的同构共生、协调发展。就像于永正先生讲的那
样，阅读教学应该追求“意文兼得”。从语文学科的特
性——言语性出发，就是要探究两层：意义层面的，感悟它
言说了什么；形式层面的，学习它如何言说的。像这样一篇
情感浓郁、意蕴丰厚的，自然是体现人文性的绝好材料，须
引领学生进入文本的精神境界，体验作者强烈的思乡情和对
童年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但是，如果仅仅让孩子在课堂上
经历情感的体验，满足于思想情感的熏陶、感染，而忽视了
语言的欣赏、品味，忽视了语言的积累和运用，那么语文课
的特性就得不到全面的彰显与确认。

因此在阅读时，既引领学生进入文本的精神境界，体验作者
强烈的思乡情和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又注重对语言
的欣赏、品味、感悟，强化语言的积累和运用，体现语文课
的特质。首先，从整体入手，通过对几个重点句的品味、诵
读，初步感受花香。然后，抓住母亲的一句话，并以此为线
索串起全文的阅读、理解，再以重点句的反复诵读、换词比
较感悟、想象写话等手段，来引入文本境界，感悟桂花之香，
摇花之乐，并体会在语言上是如何表现的。最后一转，引出
对故乡的怀念，对童年快乐时光的追忆、留恋，完成对文本
主旨的领悟。

当然，本课在设计与操作上存在许多不足：朗读指导还不够
理想，学生的朗读还没有进入声情并茂、浑然忘我的境界，
这制约了情感的激发、氛围的形成。某些环节的处理，教
师“牵”引过于明显了，不能顺应学生学习的进程灵活调整
自己的教学预设，显得有些生硬。说明自己在教学机智上还
缺乏锻炼。写话的质量不尽如人意，这一定跟教师的启发、
前面教学环节的铺垫有关。请老师们多批评、帮助。



小学课文桂花雨教学反思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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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课文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五

新课标人教版第九册第7课《桂花雨》是琦君所写的一篇文质
兼美的散文，作者用抒情的笔调，写下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



乡的怀念。文笔疏淡有致，令人回味。文首开篇明旨，写小
时候我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童年的摇花乐，文章后半
部分，写母亲爱家乡的桂花。

面对这样的文章，每一段都非常优美，很难取舍。在第一次
对文本进行解读后，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了：

借助朗读，把文字化成一幅幅画面，从画面中点出这是思乡
之雨、回忆之雨。这样的处理，主要是抓住了桂花的香、摇
花的乐，花雨的美，牵出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有留恋，让
作者魂牵梦萦。

但是，在把这种对教材的解读实施在课堂教学后，我们却发
现这样的问题：教师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后，过于拘泥于文本，
觉得文本中的很多枝枝叶叶都值得学生去体悟，都想跟学生
交流、享受，想把教师自已对文本的解读来触动学生。学生
在下面听着老师很激情得投入着，他们的情感体验远没有老
师那么强烈，甚至说是很少的。我们认真地检讨，发现我们
老师的教学思路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学生的学路是非常
不清晰的，他们很吃力地跟着老师在文本中跳来跳去，而面
对文本、潜心阅读、自我感悟的`东西是并不多的。

新课标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强加于
学生，而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引导学生发现，于是我们对教
学的顺序进行了如下调整：

1、从课题入手，营造阅读期待：什么是桂花雨？然后定格文
章第５自然段，分享桂花雨的美丽，体会那份摇花的快乐。

2、品读“浸”字，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

3、对比母亲的话，杭州的桂花再香，也比不过家乡的桂花：

这里，出示杭州满觉陇的桂花，的确是非常美非常香，但是



为什么母亲还是认为家乡的桂花更香更美呢？回文再读，再
次品味那摇花乐，那桂花香。于是这份快乐更乐，这份花香
这香，情感上自然也就提升到了思乡的层面。

这样的处理，不仅老师的教路非常清晰，更重要的是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教师也以一个
学习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学习中去。

其实，这样的生成过程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我们在仔细
解读文本后，满心欢喜地想把这种阅读体验带给学生时，却
由于学生的一下子难以达到这种体验，使教学效果备案阻滞
不前，于是再三修改、再实践。不过，与其说是痛苦，不如
说是一种教学的磨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