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叶子活动反思 做一片美的叶子教
学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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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活动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散文诗，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大树和叶子的
外形之美与内在之美，再由物及人，由大树和叶子想到了人，
想到了人的生活，告诉孩子们要做一个立足本职，无私奉献
的人。

第二课时的开始，我就让孩子们把课文按照大树之美，叶子
之美，由物及人分成了三层，孩子们找的很准确。然后老师
进行了逐层讲解。第三层是整篇文章的升华，也是最难理解
的。我让孩子们先抓住“生活的大树”、“输送着营
养”、“茁壮葱翠”、来感悟叶子的奉献和人的奉献之间的
关系。来举例说明人们是如何为生活的大树输送营养的。正
因为无数叶子的奉献，是生活的大树永远站立在太阳和土地
之间，展示其无穷的活力和风采。大树的美来自叶子，叶子
的美也来自大树，它们是相互依存的。最后向学生呼吁，为
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为了我们祖国和地球的生生不息，
都来做一片美的叶子吧！

整节课上下来，如果在课前准备时让孩子们去观察叶子，搜
集叶子，说说叶子的功能等可能对这节课的教学会更有帮助。
下一次，根据不同的课文应该让孩子们做好不同的准备。



叶子活动反思篇二

《做一片美的叶子》是金波先生写的一篇散文，在描写了大
树和叶子美的同时，还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启发我们为
了生活的大树，要“做一片美的叶子”。在教学时，我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改变课文形式，提高学生的朗读兴趣。本篇课文以短句
为主，读起来朗朗上口。在学生达到了基本要求之后，我便
以现代诗的呈现方式，让男女生分角色朗读，在关键句子处
让全班齐读。这就有点类似于舞台朗读的形式，学生兴趣盎
然。

二．画关键语句，体会叶子的美。文中直接描写大树美的句
子很好找，就在前两自然段。描写叶子美的语句，大部分学
生都能够找出：一处是“每一片叶子形态各异——你找不到
两片相同的叶子。”一处是“春天的时候，叶子嫩绿；夏天
的时候，叶子肥美；秋叶变黄；冬日飘零”。我引导学生总
结出两点——形态各异和变化多端。但是这两处都是描述叶
子的外在美，还要引导学生挖掘叶子的内在美。那怎么样才
能让学生体会到“美”既要看形式又要看内涵呢？当时，我
随机举了一个例子。我找出我们班一个品学兼优的男孩站了
起来，问同学们他美不美？孩子们忍俊不禁，都点起头并大
声高呼“美”。我又问：“假如这位同学作业不按时完成，
上课说话，爱打架，同学们说他还美吗？”孩子们连连摇头。
我趁机引导：当我们说一个人美的时候，不仅要看外在的，
更要注重——。孩子们答出“内在美”。我又说“树叶也是
一样，金波爷爷不仅赞叹了它的外在美，还歌颂了它的内在
美，你们能够找到相关句子吗？孩子们赶紧投入到了阅读和
寻找的过程之中。这样就顺利的分析了叶子的内在美和外在
美。

三．寻找叶子和大树之间的关系，联系实际谈感悟。“绿叶
为大树而生。”“大树把无数的叶子结为一个整体。”“无



数的叶子在树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这
些句子来感悟大树和叶子的相依相存。再让学生举例说明，
现实生活中，如果把我们比作一片叶子，那哪些事物可以比
作大树呢？孩子们说了很多，有班级、学校、家庭、学习兴
趣小组等，后来又类比到环卫工人和环境的关系、家庭和社
会的关系、骑车和道路畅通的关系等。最后我总结道：只要
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那这棵生活的大树将会变得很美很美。

我觉得这堂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以层层递进的问题来激发学
生去思考、去探索。这种“质疑——解疑——释疑”的过程
就是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过程。从学生的表现来看，他们
既收获了不断挑战自我的喜悦，同时也有疑惑不解的紧张。
但如何指导学生读出课文那种特有的意境美，还需要进一步
探讨。

叶子活动反思篇三

本文描写了大树的美、叶子的美，揭示了大树和叶子的内在
联系，透露了大树和叶子结为一体、相互依存的道理，抒发
了作者“做一片美的叶子”的思想感情，读来琅琅上口，给
人一种美的感受，并且获得情操的陶冶，实在是一篇难得的
好教材。

一是设色敷彩、描形绘态的色态美

俄罗斯艺术大师列宾曾经指出：色彩就是思想。本文作者在
描绘“美的叶子”的时候，以“绿色”作为贯串全篇的基调，
因为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十分鲜活，充满生机，使人顿生喜
悦之感。你看，大树“像一朵绿色的云，从大地上升起”，
这形象的比喻，多么贴切;这生命的色彩，多么耀眼，而绿云
升起又多么轻盈可爱!

大树的枝头，叶片丛生，每一片叶子都形态各异，显示了自
然界的生物姿态飘逸，各式各样，绝不雷同，否则哪来的丰



富多彩!自然，“美的叶子”尽管以绿色为主调，但是也并非
纯粹单一，如同万物都在运动变化一样，这美的叶子
的“美”就美在随着季节的交替更迭而不断变异，它春
天“嫩绿”，夏天“肥美”，秋天“变黄”，冬天“飘零”，
固然顺应了自然规律，但它春萌生，夏旺盛，秋枯萎，冬终
结，酝酿着又一个生命的周期，真是生生不息啊!这是内蕴
的“美”的质素。

应该说，作者抓住“美的叶子”设色敷彩，描形绘态，让读
者的美感油然而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颇见功力的。

二是突出功用、揭示联系的哲理美

本文以“做一片美的叶子”为题，描写“美的叶子”不是孤
立的、游离的，而是将其与大树、太阳、土地有机交融起来，
使它的“美”折射出哲理的光辉，令读者寻绎难尽：

“绿叶为大树而生。”它接受阳光的照射，进行光合作用，
酿造生命的乳汁奉献给大树，使大树茁壮、葱翠地成长。同
时，“美的叶子”在春、夏、秋、冬展现了不同的风采，然
而叶落归根，直到生命的终结还要化为护树肥料，融进肥沃
的土壤，使大树来年萌发更加繁茂的枝叶，挺立于大地之上，
这是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啊!

“美的叶子”对于大树来说，贡献殊多，功不可没，但它依
存于大树，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一旦离开大树，它就失去生
存发展的余地了，这里边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多么发人
深思，令人警醒啊!

三是由物及人、生发联想的情意美

美的叶子、美的大树，美在哪里?就美在互相支持，共同发展，
焕发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这如同人类社会一样，生活之树
为什么能够常盛不衰?就因为我们每人都像叶子，为生活的大



树输送营养，促成了生活之树蒸蒸日上，茁壮成长!因此，作
者以“做一片美的叶子”为题，以“为了我们的树，做一片
美的叶子吧”收篇，显然是由物及人、生发联想，饱含着美
好的浓情深意：

“做一片美的叶子”，就要像美的叶子一样，为人类社会的
生活之树作出奉献;

愿生活之树常青，美的叶子更美!

课文的作者金波，在谈到自己创作的这篇文章时说，树是最
富于牺牲精神的。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人类，毫无怨言。
我自己写的时候，从外表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人跟叶
子相比，有很多相同之处，这棵树是个象征。可以是祖国、
可以是集体，我觉得这篇文章倒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
从奉献来说，是人就应该有奉献精神，就像树一样。作者，
为我们揭示了这篇文章的主题：奉献。

这片课文的核心问题，是做一片美的叶子。叶子没在哪里?一
是每片叶子都很美，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说明它形态各
异;二是每片叶子都做着相同的工作，说明它乐于奉献，三是
叶子飘零，回归大树低下的根，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鞠躬尽瘁。形态各异是它的外在美，后两点是它的内在美。
这是一种丰富的统一。最后，作者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我
们的大树，都来做一片美的叶子吧。

教学时，从抓课题入手，提出一个问题：叶子美在哪里?学生
读课文，找出关键词句(形态各异、奉献、自己的位置)，引
导学生体会文字背后的意思。学生通过阅读，知道叶子美在
外表，更是美在心灵，从而体会到关键词句表情达意的作用。
最后响应作者的号召，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我们的生活，
做一片美的叶子吧!



叶子活动反思篇四

为了让学生身同感受，在学习本课时，课前让学生自己动手
收集树叶，看谁能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在亲身实践中，让
学生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感受，同时为理解文中叶自形态各
异做好铺垫。

《做一片美的叶子》是一篇有着诗一般语言的散文，文章对
树叶的无私奉献进行了礼赞，又由叶及人，从大树联想到社
会，理解一个人应该怎样面对社会，怎样在社会上找准自己
的位置，怎样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这样一篇托物言志的美文，先引导学生欣赏远望大树和
近观树叶的美，从而理解树叶的外在美。接着又引导学生感
悟树叶的内在美，在处理这一教学环节时，应紧扣“绿叶为
大树而生。”这句话，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理解，学生各抒己
见：“春天的时候，叶子嫩绿，把大树打扮得很漂
亮。”“夏天的时候，树叶又葱翠又肥大，为大树制造很多
营养。”“秋天的时候，叶子变黄了，但还是回到了它的根，
化作肥料，继续为大树做贡献。”……在学生发表自己的见
解过程中，得穿插树叶中的叶绿素与阳光、水、二氧化碳结
合制造养分的知识，并介绍的`成语“叶落归根”，学习过程
中，学生自己的体会和老师的点拨相结合，感悟的文章的内
涵和欣赏语言文字的美相结合，使学生和文本之间进行了很
好地对话，真正具有浓浓的语文味。

叶子活动反思篇五

《做一片美的叶子》是一首很美的散文诗，作者用诗一般的
语言描写了大树和叶子的外形之美与内在之美，再由物及人，
由“大树”和“叶子”想到了人，想到了人的生活，启迪人
们要学习叶子那种立足本职、无私奉献的精神。

刚备课的时候，我感觉教学这篇课文是比较难的，所以从网



上也查阅了不少详案，从诸多教案中获取更容易让孩子接受
引导方式。最终决定，充分借助板书，通过文字逐步延伸，
慢慢引领孩子弄懂文意和拓展意义。教学中，我主要是围绕
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教学的：

首先，得了解叶子的工作。只有明白了叶子的工作，才能体
会它的生存价值。孩子们通过读课文，很轻松地知道了叶子
的工作就是把阳光变成生命的乳汁奉献给大树，我借助简笔
画的方式给孩子们介绍了植物的蒸腾作用和叶子的光合作用，
让学生了解树叶的存在对于大树的意义。我又问孩子们：秋
冬季节，树叶叶落归根，是不是不再为大树工作了呢？一些
读书较多的孩子告诉大家，树叶落地，也是一种滋润大树的
肥料。这样的几个问题，让孩子们明白了树叶的一生都在为
大树工作，周而复始，一直在奉献、付出。

其次，得了解大树对于树叶的意义。我让孩子们读7、8小节，
让他们说说大树为叶子做了些什么？孩子们从文字上马上就
能找到答案：大树把无数的叶子结为一个整体。我知道，他
们并不太了解其中的含义。我告诉孩子们：一片树叶脱离了
树叶是无法生存的，你见过一片独自飘零独自生存的树叶吗？
孩子们都摇摇头，我给他们介绍了树叶生存的需求，让孩子
们明白，没有大树，树叶也是无法生存的，体会树叶为大树
奉献，同样大树也对树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再次，得了解树叶与人的联系。我问孩子们：为什么说我们
每个人都像叶子？一开始很多孩子都找两者的相似点，未进
行深层的联系。我给了他们启发：我们三（3）班就是一棵大
树，你们就是？孩子们立即回答：一片片树叶。就这样找到
了联系，继而延伸出了伟人、英雄、凡人这样的类似于树叶
的人，又延伸出了集体、国家、地球这样的大树。孩子们明
白了树叶离不开大树，要为大树奉献一生，人离不开集体，
要为集体荣誉而奋斗。最后，我呼吁：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
大地，为了我们的祖国和地球的生生不息，都来“做一片美
的叶子吧”！



最后，完成课后练习4。课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孩子们一起完
成课后练习4，通过说，来巩固对课文的理解，通过说，再次
感受树叶的奉献精神，通过说，加深对“爱”的理解。

教学下来，感觉还可以，当然，我想还有不少孩子对于其中
的联系还是糊涂的。不过，我想，通过两堂课的教学，孩子
们对“爱”的概念更清晰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