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 巨人的花
园教学反思(模板8篇)

公益活动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心与责任感，让社会更加温暖与
美好。公益活动的执行过程中需要注意风险评估和应变措施
的制定。小编整理了几篇公益活动总结，供大家参考学习。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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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二

童话，深受学生喜爱，它那动人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和优美
的语言，能把学生带人美好的情境，使他们受到真、善、美
的熏陶。教学《巨人的花园》这篇课文时，我着力让学生在
学习中既领悟童话的写法，感受语言的优美，又从语言文字
中感悟做人的真谛，感悟快乐要和他人分享的幸福，将语文
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相融，使课堂教学呈现出既有深度又
有广度的新局面。

课堂伊始，我让学生读了一遍课文后，问道：“这篇童话写
得怎么样?”“太好了!”“太打动人了!”“太曲折
了!”“曲折?”多好的能进发活力的一个词语。随即，我又
问道：“你觉得哪些方面曲折?”“情节曲折。”面对其他同
学的一脸茫然，怎么办?这么好的能挖掘的词语我不能弃而不
顾。当即，我在黑板上画了两条线：一条直线，一条波浪线。



我说：“是啊，故事情节就仿佛这两条线，我现在给大家讲
一个童话故事：‘从前，一个巨人旅行回来，看到了许多孩
子在自己的花园里玩，他非常生气，把孩子们赶跑了。后来，
在一个小男孩的感动下，他再也不赶孩子们了，还和他们快
乐地一起玩。’这个故事好吗?”“不好，太简单了，没有情
节，十分枯燥。”这时，一个学生看着那条直线，会意地说：
“这样的情节太平淡了，就和那条直线一样。”“是啊，”
我趁势说道，“那么这篇童话的情节到底曲折在哪儿呢?”学
生大部分心领神会，急忙打开课本，细读课文。一会儿，一
个个小手举了起来：“第三自然段中巨人回来很生气，是一
个曲折处。”我随即在波浪线的第一个高潮处板书“很生
气”。随着学生的回答又在第二个高潮处板书“发脾气”，
在第三个高潮处板书“大声叱责”。接下来我又问道：“巨
人生气的前后花园有什么变化?请同学们找到相关的语言读一
读，体会体会。”

在学生的体会和交流中，我们共同归纳出了两个
字：“美”“荒”。然后引领学生通过读把这种感受表达出
来。“那么由‘美“荒’让人感受到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氛围
呢?请同学们再找出相关的语句读一读，用心去感受一下。”
学生通过对“一缕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明媚的阳光”“草
翠花开”“孩子们的笑声使花园增添了春意”“鲜花凋谢，
树叶飘落，花园又被冰雪覆盖了”等词句的品读，感受并提
炼出了“暖”与“冷”两个字。“美”与“荒”，“暖”
与“冷”强烈的对比写法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通过板书，
学生潜移默化地领略了作者写作上的精妙之处。

接着，在第三个曲折处，我问道：“同学们，巨人大声叱责
后，是什么让巨人的心灵发生了变化。”“是小男孩的一双
会说话的眼睛。”“想想看，此时此刻，小男孩可能会说什
么?”很快，学生思维的闸门又一次打开。有的说：“巨人啊，
快醒醒吧。知道吗?是您自己首先封闭了您的心，才让您的心
灵变得荒凉、冷酷的啊!”有的说：“巨人啊，您知道吗?世
界是因我们才变得丰富多彩，是因我们才变得有滋有味，难



道您永远要让自己孤单一辈子吗?”有的说：“快打开您那颗
外表任性、冷酷的心吧，其实您一定和我们一样充满爱
心。”此时，学生不是在想小男孩可能会说什么，而是在直
接与巨人对话，已经完全融入到课文之中。一个学生满怀激
情地说道：“其实巨人拆开的不仅仅是围墙，更是自己那颗
冷酷的心，任性的心，是自己那颗自私的心，荒凉的心，是
自己那颗曾经被黑暗吞噬的心。”这时，全班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在掌声中，我从学生那明亮的眼睛中看到了他们正在
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这节课通过引入“一条直线”和“一条波浪线”让我明白破
解故事类文本的密码之一就是“变换”。因为文章以曲为美，
凡优美的记叙文，往往离不开一波三折的情节，人物的情感
和性格只有在情节的变化中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什么
是故事，故事就是情节的跌宕起伏。平铺直叙，没有意外，
没有变化，就没有故事。这两条线让我明白文本中其实有很
多朴实的东西等着教师去发现，去思考，也等着教师采取有
效的方法去揭示，去帮助学生理解、运用。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三

作为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已接触了不少童话，童话本身以其
生动有趣深深吸引了这些爱幻想的孩子。孩子对童话的浓厚
兴趣使本篇教材具有莫大的磁性，但磁性到底能吸引住多少
孩子，得靠教师的精心引导，因为孩子们毕竟没真正掌握阅
读童话的技巧。

在教学时，我使朗读成为学生学习的探究的重要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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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位学生的心灵
都为之一颤，为他们点燃心中的一盏明灯，让他们学有所获。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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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让学生在深入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懂得美好的东西应
与别人同享。

第一，在学习“同一个花园，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景
色呢？”这个问题的时候，由于我为了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
出示了“当巨人外出，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时，花园里（ ）；
巨人回来后禁止孩子们玩耍，当春天来临时，花园里（ ）；
当孩子们偷偷钻进花园里玩耍时，花园里又（ ）；当巨人训
斥孩子，孩子纷纷逃窜时（ ）”这一系列的填空，结果好心
办坏事，这些填空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教学过于死板。两位
老师认为，应该在学生读的基础上，让他们自由说说原因，
再回到课文中去找答案。

第二，在抓住巨人的言行仔细品味时，总是从巨人看到孩子
在自己的花园里玩，心里会怎么想，进行朗读指导，体会巨
人任性、自私、冷酷的心，教学方式太单一。

要上好一堂课真的很不容易，今后要多上课，多向有经验的
老师请教。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四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一篇童话故事，四
年级的孩子对童话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里面人物的对话很多，
所讲述的内容浅显易懂。为此，我在教学本课时设计了如下
环节。

首先，注重挖掘文本的情感因素，在想象中陶冶情操。我抓
住花园情景的变化、感觉的变化和人物态度的变化，引导学
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对孩子们见到美丽花园时的反应，巨人
训斥孩子时的凶恶态度，训斥孩子后花园的荒凉，拆除围墙
后花园的和谐，我都引导学生透过想象进入到童话优美的意
境中，使之感同身受。学生的思维、情感在富有感染力的教
学语言、富有启发性的过渡语、适时的教学点拨和反复的朗



读、品味、互相启发中逐渐清晰、丰富，内心的体验与文本
的情感更靠近，内心的感悟与文本的内涵更吻合。整个过程，
把情感融于语言文字训练中。透过对重点词、句的想象研读，
拾级而上，步步深入，由文悟情，使学生在读、思、想、说、
写的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做人要宽容，不要太自私的
熏陶与感染。

其次，关注学生的言语实践，在训练中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我有强烈的语言训练意识，整堂课都在一种自然，舒畅的情
境中无痕地进行着语言训练。在感受花园的“美丽”，教师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想象画面，读中感悟，以读见悟；感悟
花园的变化和巨人的变化，抓住“唤来寒冷的，是你那颗任
性、冷酷的心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眼，让学生在引
读点拨中，在细细的品味语言中，在比较朗读、想象说话中，
理解童话的内涵。课末的说话训练，更是深化对寓意的心领
神会。那里，我凭借教材进行恰当、巧妙的语言实践，既使
学生在实践中内化语言、运用语言，增强了语文综合学习潜
力，同时又在训练的过程中升华了人文内涵。

最后，抓住教学的生长点，在读悟中领会寓意。语文教学就
应以读为本，让感悟充盈课堂教学，让学生透过心灵的体验，
将知识和感深深地植入内心深处。在设计中，我十分注
重“读”，不是放任自流、毫无目的的读，而是透过多种形
式、循序渐进的零距离读，使学生进入童话的意境，引导他
们透过揣摩课文中的语言文字所负载的资料，体验语言文字
所渗透的情感，从而使感悟更深刻、更高效、更有价值。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激发了学生读童话，爱童话的兴趣。同
时也使学生明白了，只有分享快乐，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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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六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让学生在理解文本
的基础上想象画面，在想象的过程中达到文本与心灵的沟通。
只要用心灵去解读文本，通过想象去领悟文本，便能让语文
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巨人的童话》被喻为是童话中的“完美之作”，语言优美，
内容丰富。课堂上我们注重引导学生通过想象进入到童话优
美的意境中，使之感同身受。学生的思维、情感在老师富有
感染力的教学语言，富有启发性的过渡语、适时的教学点拨



和自己反复的朗读、品味中逐渐清晰、丰富，内心的体验与
文本的情感更靠近，内心的体验与文本的内涵更吻合。通过
对花园变化前后的想象研读，拾级而上、步步深入，由文悟
情，使学生在读、思、想、说、写的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
感受到“没有孩子就没有春天，有孩子就有春天”这一点。

整堂课我们都在一种自然、舒畅的情境中无痕地进行着语言
训练。课始引导学生感受故事的神奇之处，教师顺势而导；
课中感受花园的美丽与荒凉，教师引导学生自读自悟，想象
画面，读中感悟，以读见悟，直至熟读成诵；抓住花园“变
化”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眼，让学生在静静的默读思考中，
在细细的语言品味中，在对比朗读、想象说话中，理解童话
的内涵。课末的写话训练，更是把对寓意的心领神会通过丰
富的想象见诸笔端。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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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语言巨人的花园教学反思篇八

教学本课，重点是让学生体会到巨人前后行为所发生的变化。
因此在教学时，我引导学生重点探讨了花园发生变化的原因，
然后带领学生重点学习了课文结尾部分，感受故事所蕴含的
道理。本课有小练笔的要求，在教学时我也穿插了这一点，
让学生展开想象，想象孩子们会在花园里玩什么游戏，学生
参与度还比较高。总之，童话的教学要富有趣味性，要让学
生感受到故事奇妙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