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 牧场之国教学反
思(实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我执教的是小学语文部编版四年级下册的第19课《牧
场之国》，这篇文章语言优美，描绘的草原意境开阔，充满
诗情画意，处处给人以美的享受。对于这节课，我将从以下
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反思。

第1次生读感悟之后，教师就启发学生展开联想，不只一次地
问学生：“读着这些文字，你仿佛看见了怎样的画面？”再
引导学生找段落中的关键词概括每幅画的内容，让学生在提
炼和修改小标题的过程中提高概括能力。

这堂课的最大亮点，在于对文中四个段落（或四幅画面）的
解读与教学上层层递进，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在教学第一幅
（牛群专注吃草的）画面时，我的着力点在引导学生对难懂
字词的理解以及修辞手法的运用。在教学其他三幅画面时，
我开始放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感受自由选择并感受最深刻
的画面。放手让孩子们自由解读文本，采取作批注的方式训
练学生对文字的感受、联想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在小学各年级的阅读教学中，我们都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要
让学生充分的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
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本节课通过抓住文章中出现四次的赞
美“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来作为文章的线索，通过引读，师



生合作读等方式带领学生去感受荷兰牧场的宁静、祥和之美。
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学生领悟到了文本中的基本表达方法，
为下一个小练笔环节奠定了基础。

在最后一个环节，我设计的是课堂练笔——写学生最熟悉的
仰天湖的景色。我的本意是想在课堂上让孩子们进行读写结
合的练习，以此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可是我们从时间
的反馈上可以看出，这个环节不能在课堂上进行呈现，有点
遗憾。但是，学生能作为课后作业，将这一环节进行再续，
如果在下一堂课时，能真正落实这个环节，同样能达到提升
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目的。

在这堂课中，利用了背景音乐，让学生在音乐和丰富的联想
中，真正感悟到了荷兰牧场的美。在批注阅读环节，利用投
屏功能，及时引导学生利用批注阅读法，提高学生对文字的
感受、联想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整体感知课文后，用游
戏pk的形式，让学生回顾荷兰牧场给学生留下的整体印象。
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学习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乐了。在
最后，小练笔环节采用视频的形式，通过视觉感官，让学生
看到了仰天湖景色的动态与静态之美，为学生的写作埋下了
伏笔。

这堂课很精彩，但还是有我们值得讨论的地方：如在教学过
程中互动开放还不够，启发得不够灵活，学生没放开，给学
生读书的时间还不够。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篇二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
牧场之国美誉的荷兰的田园风光，课文有如一首意境优美的
散文诗，侧重描写了作为牧场之国的荷兰那种宁静悠闲的情
趣和意境，让人徜徉在这种意境中，留连忘返。

这堂课之前，开放月时曾经听过一位老师的教学，自己有诸



多想法：比如对教学突破口的思考，对课堂教学策略的思考、
对学生能力的提升方面的思考，对略读课文教学的思考等。
在教学中主要想贯彻这样的理念：

略去老师的讲解，注重学生的感悟。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
从练习入手，省去了很多老师的讲解。如：老师出示动物的
名字后，让学生自己说说有什么发现“黑花白牛、白头黑牛、
白腰蓝嘴黑牛、牛犊、老牛、、骏马、绵羊、猪、小鸡、长
毛山羊”等，让学生发现，动物的种类很多，特别是奶牛的
种类多，数量多。接着我又利用一个词语搭配的练习，让学
生发现“动物不但很多，而且它们的生活自由自在，是牧场
的主人。”从而深入课文，感悟动物们生活自在的句子，在
品句读句的过程中，其乐融融。

略去问题的串联，注重学生的朗读。在整篇课文的教学中，以
“真正的荷兰到底是怎样的?”这个主问题来展开教学，并根
据课文的总分结构，几次感悟“这就是真正的荷兰!”这一中
心句，省略了很多细碎的小问题，有效避免了串讲，把时间
还给学生，让他们充分自读自悟。在第四小节的教学中，我
让学生找找让你感受到牧场安静的句子，并读出那样安静的
感觉。通过学生自读、老师范读、女生齐读等让学生能充分
的接触文本，感悟文本。学生在学完课文之后，文中优美的
语言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略去语言的分析，注重表达的指导。有了对文本的充分感悟
和朗读的练习，学生对荷兰的美景有了深深地向往。于是，
我就给孩子看了许多荷兰的图片，并提炼了文章的表达方式，
让他们试着把荷兰的美景介绍给大家。并创设了世博会上给
荷兰馆当解说员的情境。孩子们情趣盎然，表达的效果也很
好。

整个过程设计围绕着“让学生的阅读能力有一个锻炼或者展
示的机会。”这样一个目标展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有
学生自由阅读概括段意的训练。有学生对课文内容理解展示



的过程。也有学生课文资料搜集的汇报。通过这些环节的展
开，不仅让老师了解了学生的阅读能力情况，而且教给了学
生如何阅读文章的方法。不只是授之以鱼，更是授之以渔。
学生不仅欣赏到了荷兰美丽的风景，感受了作者优美文笔，
更掌握了如何去读懂这份美丽的方法，以及如何表达眼中所
见的美景的一些方法。不足的地方是，学生在交流对文章感
兴趣的句子的时候，老师的引导不够有条理，如果能够再组
织的顺畅些，就不会凌乱重复了。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篇三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
牧场之国美誉的荷兰的田园风光，课文有如一首意境优美的
散文诗，侧重描写了作为牧场之国的荷兰那种宁静悠闲的情
趣和意境，让人徜徉在这种意境中，留连忘返。

本文是略读课文，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采取以学生自读自
悟为主的方式，让学生充分感受牧场之国荷兰的特点。

首先是让学生通过课前预习，初步掌握课文的生字新词的认
读和理解，以及对课文的初步了解。另外还让学生课外搜集
了一些有关荷兰的资料。

课堂上的教学，也把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找找，课
文主要为读者描述了几幅画面，并用简单的句子概括图画的
内容。接着，让学生找找自己最喜欢的句子，读出自己对句
子的理解，分享对荷兰这个牧场之国的感受。文中处处流露
出作者对荷兰牧场，尤其是对生活在其中的悠然自得的牛、
马、羊、猪、鸡这些家畜家禽的喜爱之情，只有真正融入文
本，才能有感情地读出来。因此，在教学时，我注意采用多
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受语言的特点，感悟荷兰牧场的美，
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仿佛自己也置身于荷兰动物与自然
和谐相处、辽阔无际的牧场上，正在欣赏着优美的画卷，被
眼前的景致所陶醉，发出“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的由衷感慨。



接着，在学习资料袋这一环节中，我让学生交流自己收集到
的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风车之国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再
适时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图片，学
生再一次为荷兰的美倾倒，把荷兰的印象牢牢地记在脑海了。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篇四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
牧场之国美誉的荷兰的田园风光，课文有如一首意境优美的
散文诗，侧重描述了作为牧场之国的荷兰那种宁静悠闲的情
趣和意境，让人徜徉在这种意境中，留连忘返。

本文是略读课文，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采取以学生自读自
悟为主的方式，让学生充分感受牧场之国荷兰的特点。教学
伊始，我首先让学生读懂阅读提示，根据阅读要求初读课文，
认识生字，了解课文资料。再引导学生认真地读书，在有所
感悟的基础上，我抛砖引玉，提出一个问题“牧场之国荷兰
留给你怎样的印象，你是从文中的哪些地方感受到的？”让
学生充分交流。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从白天和夜晚两个方
面，抓住课文中景物描述的重点句，说得头头是道。接下来，
我请学生把自我的感受读出来，有感情地读给大家听，在读
的过程中，我除了适时作有感情朗读指导外，还相机结合重
点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资料，如作者写牛、马、羊、猪、
鸡在碧绿草原上的活动，既是对自然景色的描述，也体现了
荷兰以畜牧业为主的特点，更突出了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
统一。然后我再从写法上指导：“你喜欢文中的哪些语句，
为什么？”让学生进一步感受语言的优美，领悟文中拟人、
比喻手法的妙处。

文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对荷兰牧场，尤其是对生活在其中的悠
然自得的牛、马、羊、猪、鸡这些家畜家禽的喜爱之情，仅
有真正融入文本，才能有感情地读出来。所以，在教学时，
我注意采用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受语言的特点，感悟荷
兰牧场的美，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仿佛自我也置身于荷



兰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辽阔无际的牧场上，正在欣赏着优
美的画卷，被眼前的景致所陶醉，发出“这就是真正的荷
兰”的由衷感慨。异常是文中四次出现“这就是真正的荷
兰”，在充分把握课文资料的基础上，学生能层层递进地读
好这四句，到达了人文统一的效果。

最终，在学习资料袋这一环节中，我让学生交流自我收集到
的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风车之国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再
适时经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图片，学
生再一次为荷兰的美倾倒，教室里“哇——哇——”的赞叹
声不绝于耳。本次课，收到了梦想的教学效果。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篇五

这是一篇描述十分优美的散文，但我觉得文章“形”比较散，
一会儿写草原上的牛群，一会儿又写低地上的骏马，一会儿
又回到草原写起了鸡、鸭、羊等家畜，一会儿又介绍人们如
何给牛挤奶，最终讲了荷兰牧场的宁静，所以还没有细细体
会到牧场的美丽，又是挤牛奶、又是运牛奶的，不明白该抓
住怎样一条支干来带领学生进行感悟、体会。可是，我就是
觉得这篇文章将荷兰的牧场描述得极为美丽，课文中的语言
也很丰富，就想美文应当美读，以读为主，以读促悟，以读
悟情，在读的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好好进行感悟、体会。

仔细思考之后，决定以第一小节为突破口，让学生在读书中
理解课文，体会情感。“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
国”。读了课文的第一小节后，我让学生说说从这句话中你
读懂了什么？学生根据自我的理解分别发表看法，说从这句
话中能够明白荷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因为那里有水、有花、
还有牧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的学生还补充说荷兰还是
一个风车之国，因为在语文练习册上专门有介绍荷兰的风车
的。听了学生的回答，我立刻说既然荷兰有着这么多的美称，
那么找找书上是如何来介绍它是一个水之国、花之国、牧场
之国的，并将找到的句子划出来。然后让学生自由读课文。



于是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从整体入手，认认真真朗读课文，
从课文中寻找答案。

其实课文中介绍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学生比较容易
理解。倒是“牧场之国”不太容易将句子找准，因为课文上
涵盖面比较大，基本上每一个自然段都有介绍的，既有牛群，
又有奔跑的骏马，还有许多可爱的家畜。当时我提了这样一
个问题“你比较喜欢哪种动物？能够抓住一些关键的词句说
说自我的理解。”根据自我对各种动物的理解，也根据书本
上的描述，学生也能说得具体。在说话的基础上，我让学生
理解牧场是所有动物的自由王国，它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的
主人以及在荷兰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统一。最终归结到课
文最终小节“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我想这样就给学生一个
十分清晰的思路，课文第一小节引出资料，最终小节简单总
结，中间经过几个场景的描述，使荷兰的风情展此刻我们眼
前。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篇六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六组“走进田
园，热爱乡村”中的第二篇课文，是略读课文。文本生动形
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美誉的荷兰的田园
风光，课文犹如一首意境优美的散文诗，侧重描述了作为牧
场之国的荷兰那种富足宁静悠闲的情趣和意境，让人徜徉在
这样的意境中，留连忘返。

在选择本课作为教研组研讨课，是因为以往听过一位教师的
教学，自我有诸多想法：比如对教学突破口的思考，对课堂
教学策略的思考、对学生本事的提升方面的思考，对略读课
文教学的思考等。于是决定自我尝试一下。但第一次的教学
并不如人意，异常是对时间的掌握，对略读课文的教学该略
去什么，又应当注重什么等问题的实践，于是在年级组教师
的共同研讨下，诞生了这堂课。在教学中主要想贯彻这样的
理念：



略去教师的讲解，注重学生的感悟。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
从练习入手，省去了很多教师的讲解。如：教师出示动物的
名字后，让学生自我说说有什么发现“黑花白牛、白头黑牛、
白腰蓝嘴黑牛、牛犊、老牛、、骏马、绵羊、猪、小鸡、长
毛山羊”等，让学生发现，动物的种类很多，异常是奶牛的
种类多，数量多。之后我又利用一个词语搭配的练习，让学
生发现“动物不但很多，并且它们的生活自由自在，是牧场
的主人。”从而深入课文，感悟动物们生活自在的句子，在
品句读句的过程中，其乐融融。

略去问题的串联，注重学生的朗读。在整篇课文的教学中，以
“真正的荷兰到底是怎样的？”这个主问题来展开教学，并
根据课文的总分结构，几次感悟“这就是真正的荷兰！”这
一中心句，省略了很多细碎的小问题，有效避免了串讲，把
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充分自读自悟。在第四小节的教学中，
我让学生找找让你感受到牧场安静的句子，并读出那样安静
的感觉。经过学生自读、教师范读、女生齐读等让学生能充
分的接触文本，感悟文本。学生在学完课文之后，文中优美
的语言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略去语言的分析，注重表达的指导。有了对文本的充分感悟
和朗读的练习，学生对荷兰的美景有了深深地向往。于是，
我就给孩子看了许多荷兰的图片，并提炼了文章的表达方式，
让他们试着把荷兰的美景介绍给大家。并创设了世博会上给
荷兰馆当解说员的情境。孩子们情趣盎然，表达的效果也很
好。

上课总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期望广大同仁多提宝贵意见。

牧场上的家教学反思篇七

《牧场之国》是统编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课文。
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足下万里，移步换景，寰宇纷呈万花
筒。本单元体现的语文要素是：体会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



搜集资料，介绍一个地方。

卡雷尔恰佩克笔下的《牧场之国》，有着浓郁的田园诗情。
一条条的运河、碧绿辽阔的草原、悠然自得的奶牛、骏马和
绵羊……一切都显得安闲、自由、静谧。作者的笔触充满美
感，文章起笔寥寥数字，就勾勒出荷兰特色：“荷兰，是水
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文章在优美的表达之中呈
现出严谨的顺序之美、层次之美。

首段总写，第二段用拟人化的写法分别描述了牛群、牛犊与
老牛的形态，动物和自然在此地此刻合二为一，主次分明。
第四自然段连串的排比+拟人，勾勒羊群、猪群、鸡群，它们
个个神态安逸，怡然自得。而课文有一次出现了“王国”，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动物的王国。第五段写牧场中人们的
活动，有鲜明的时间顺序。再换一个角度看，全文又表现出
白天与暮色苍茫的时间顺序。

第五自然段中描述的晚霞、挤奶的人、汽笛声、行驶的小船、
装满奶桶的船只、汽车、火车……都构成了一幅动态画卷。
虽是动态描述，但细细读来却是一片静谧，动中有静，静中
有动。这就是真正的很荷兰——宁静安详的王国。

本文的写作，运用了一种异常手法，即主题句穿插。文中一
共四次、反复穿插了“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句，其重要作用，
首先是构成文章清晰明朗的结构；其次是在反复吟咏中强化
抒情力度；最终是前后照应，构成线索，使全文浑然一体。
结合本单元的语文要素“体会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而
本课写静的手法更是高妙。

本课难点在于领会作者是怎样把人、动物（事物）、自然风
情结合起来描述的表达方法，从中感悟人、动物、自然和谐
统一的完美境界。

五年级上学期学生已初步体会了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但



对于体会静态描述和动态描述的表达效果有必须的困难，需
要教师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描述的表达效果。

语文课程应经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构成良好的个性
和健全的人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
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充分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进取
精神，关注个体差异和不一样的学习需求，进取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