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花教学反思(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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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养花教学反思篇一

《养花》是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出自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乐趣》。这篇文章充分发挥了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写
作特点。其“形散”表现在，从“我爱花，也爱养花”入手，
大致写了老先生选花、养花、赏花的事儿，其中又穿插了养
花的目的、养花的伤心事，最后落脚在“有喜有忧，有笑有
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
花的乐趣”上。

随心而发，随性而为，没有一个特别明朗的脉络结构，而且
第一段的“我爱花，也爱养花”和最后一段的“养花的乐
趣”两句是学生寻找中心句时容易混淆的两个句子。总之，
中心不明确、脉络不清晰。其“神不散”又表现在围绕一
个“爱”字，写老先生爱花、爱养花的一系列有关的事，字
句平实，却处处见老先生高雅的养花之乐。

在教学《养花》时，我的第一课时目标设定了4个：

1、检查生字、课文的预习；

2、理清课文脉络结构；

3、了解文章中心思想；

4、品读选花的段落。



都顺利地完成。这节课被陈主任听课，课后她提出问题：六
年级的学生学语文，除了基本的语文知识与能力，还应当有
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不然语文学习就太流于表面。也同时提
出了修改建议：在第二课时，抓住最末段的“忧”与“泪”
深入理解为什么“忧”与“泪”也会成为乐趣，从而促进学
生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与理解。

在第二课时，在“从哪些语句可见老舍先生爱花、爱养花”
这个大问题下，刻意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搬花搬得筋疲力尽也
“有意思”，为什么菊秧被砸死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老舍养花
的乐趣。在这两处的铺垫下，最后一段出现“有喜有忧，有
笑有泪”时，学生很自然就理解了：因为爱，所以喜悦忧愁、
欢笑泪水都是难得的快乐。

当学生的感情体悟深入到这一层，他们在生活中享受自己的
乐趣时，成功了自然欢喜，遭受挫折了，也能有一定的承受
和应对的能力了。学语文，容易在知识的层面简单，不要忽
略在精神与情感的海底去深刻，切记切记。

养花教学反思篇二

《养花》一文讲述了作者老舍养花的情形，从中感受到养花
既须劳动，又长知识，能给人们带来乐趣，抒发了老舍爱花、
爱养花，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本文中作者传递的不仅仅
是“养花之乐”，还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花之情”、“育
花之理”，以及热爱生活的感情，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交
相辉映，相应成趣！同时，在字里行间，还蕴含着许多发人
深省的哲理：“多得些知识决不是坏事。”“不劳动，连棵
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等。

（一）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能说说老舍先生为什么养花吗？

板书：爱花，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二）讲读“为什么养花”（第1、7自然段）：

2.出示句子，读一读：

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3.比较：这两个句子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第一自然段介绍了为什么养花，第七自然段总结养花有什
么乐趣；开头与结尾相互呼应）

4.默读第1自然段

思考：这些句子是怎样体现“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
乐趣”？

a.指名回答

b.根据句子之间的关系，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本段内容。

5.自读第7自然段

a.思考：是怎样总结出养花的乐趣的？

b.指名回答

c.根据句子之间的关系，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本段内容。

过渡：中间这几部分会写什么呢？（具体写养花的乐趣）

通过指导第2自然段，归纳概括自然段内容的方法。



自主研读第3—6自然段。

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我考虑学生虽然能够感受到老舍先生
在写养花的乐趣，但这些内容学生有的自己能够归纳出来，
有的归纳不出来，如何指导他们归纳每段的段意，从而按自
然段来编写提纲是我教学中的重点。理解“获得知识之乐”和
“付出劳动之乐”是课文的难点。

为了达到教学效果，我是这样设计的：这篇课文是围绕
着“养花的乐趣”来写的，那么我应先让学生首先有个明确
地认识，即每个自然段都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所以在教学
伊始，我就安排学生抓住一头一尾两次提到的“养花的乐
趣”的句子，来体会文章的主线。通过比较这两句的异同，
从而让学生领悟到头尾的相互照应，确立课文中间的内容是
具体说明养花有哪些乐趣的。再通过重点指导第二自然段，
理解“获得知识之乐”，归纳出概括段意的方法，帮助学生
自学后面的内容。

但通过教学的实践，这样的设计还是有许多问题的：首先就
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不够明确，教学始终是在按照我的
教学设计，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再次就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研究句子的意义上，反复的分析某个重点句，肢解了文章
的整体性，占用了大量的阅读时间，使整节课的阅读量没有
达到要求。

通过总结这节课的得失，我改进教学方案，初步的设计是教
学的主线不变，抓住两次“养花的乐趣”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通过对第一自然段的指导，掌握归纳段意的方法；加强朗读
体会和朗读指导，引导学生通过自读自悟理解课文内容，结
合课文整体内容理解难句，再把自己的理解通过朗读表现出
来；减少无效的提问，组织学生主动把读文章的发现感受谈
出来。教学不是简单的传承，不是外在的告诉，我还将从课
文本身、课后练习以及学生实际入手，细致研究教学设计，
实现“有感情的朗读”和“深入理解的读”，使语文课更加



生动有效。

养花教学反思篇三

本文是总复习中的一篇文章，在教学时，我充分利用教材，
带领同学们通过反复诵读，去体会作者看似平淡的字里行间，
欣赏作者遣词造句中用词的准确，感悟作者的语言魅力。

特别是文中的一个否定句和一个反问句，采取了将句子进行
比较，如：将多得些知识决不是坏事与多得些知识是一件好
事，进行比较；将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
理吗与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是真理进行比较，体会
到文中的否定句和反问句更能表达出作者的强烈的感情，从
而去体会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使学生受到语言熏陶，扎实
地掌握语文基础知识。

小学语文教材12册中的《养花》一文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一
篇有名的散文。文章讲述了老舍先生的养花实践，在养花的
过程中感受到了养花带来的.乐趣，抒发了热爱生活的思想感
情。从文章的思想，结构，到语言的表达，都是一篇非常典
型的范文。但是，在我班教学进行初读课文时，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认为，这篇课文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语言，整篇课
文如同在报流水账，似乎与同学们心目中的名家名篇相差甚
远。

在理解完课文内容后，我又专门选取一个自然段（第四段），
去感悟整段文字是如何条理清晰，层次井然地进行叙述的，
再到全文的每个自然段都写得很有层次，不仅是自然段，而
且全文同样前后顺序安排的清楚得当，都按一定的顺序写，
使文章清晰明白。

通过分析讨论，同学们明白了如何去遣词造句，如何去安排
好文章的材料，如何有条理地进行叙述。看似报流水账的文
章，实则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语文的学



习，还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其中积累好词好句很重要，我
找到概括老舍养花乐趣的这一重要的句子鼓励学生把它背下
来，丰富了学生的语言。

通过学习这样一篇优美的散文，把“双基”的训练在课堂上
扎扎实实地落实，还能起到指导学生写作，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课后指导学生写小练笔，（你有什么爱好？又是怎么
做的？等）模仿文中的格式，口吻去写，使同学们的写作能
力又有了一定的提高。

养花教学反思篇四

《养花》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文中讲
述了“我”养花的情形，从中感受到养花既须劳动，又长知
识，能给人们带来乐趣，抒发了“我”爱花、爱养花，热爱
生活的思想感情。《养花》一文被安排在六年级下册的综合
性复习单元，应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考察学生六年的语文
学习效果，因此我没有按照正常的课文来分析教学。

六年级学生通过六年的语文学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语文学
习方法。本节课，我以课后的三道练习题为主，以阅读习题
的形式组织教学。

本节课的设计了导入、字词学习、体会养花的乐趣等环节。

导入部分，我以各种花的图片和赞颂花的诗句为引，让学生
感受花的“美”与其所蕴含的精神品质，激发学生对花的喜
爱，感受其中的诗情画意，增强课堂的韵味。

字词学习环节，主要放手让学生自学。课前学生预习查阅字
典，理解“异、倾、置、载、秉”等字在词语中的意思，课
堂上找出“奇花异草、大雨倾盆、置之不理、三年五载”等
词语所在的语句，结合字的意思，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推想
词语的意思。



体会作者养花的乐趣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完成本项任务，
我没有逐段逐句细致的分析。而是尊重学生自己的阅读体验。
首先让学生找出文章中最能概括作者养花感受的一句话。主
要考查学生对文章中心和关键句的把握能力。然后以“乐
趣”展开阅读，让学生用具体事例谈谈作者养花的乐趣所在。
这样来学习，既把握了文章的重点，亦避免了支离破碎的、
繁琐的讲解，更有利于学生对文章中心乃至整体构思的把握。

当然这节课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本节课想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检测学生的阅读能力，把文章当成了阅读练习来讲，造
成对文章的分析不够细腻。另外，本次课堂的语言设计不充
分，各部分之间的衔接不太流畅，尤其是对于一篇文笔优美
的散文来说，课堂缺少了韵味！

养花教学反思篇五

《养花》是一篇关于养花的教学文章，通过讲解植物的生长
环境、养护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养护花卉。在阅读这篇文
章的过程中，我有一些反思。

首先，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初学者来说过于简单，缺乏深入
的讲解。文章中提到的养花的基本步骤和注意事项大多数人
都已经知道，而对于一些更深入的问题，如花卉的疾病防治、
花卉的繁殖等，文章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讲解。因此，如果读
者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养花的知识，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进行
学习。

其次，我认为这篇文章缺乏实用性。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关于
养花的基本知识，但是并没有对具体的花卉进行介绍和分析。
由于不同的花卉具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养护方法，因此如果
读者想要养护某一种特定的花卉，这篇文章并不能够提供太
多的帮助。

最后，我认为这篇文章的语言表达较为简单，缺乏文学性。



文章中的语言较为平淡，缺乏生动的形容词和修辞手法，因
此读起来比较枯燥。如果能够通过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介
绍养花的知识，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会更强。

总之，虽然这篇文章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篇不错的入门教材，
但是如果想要深入地了解养花的知识，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
学习。同时，如果能够通过更生动的语言表达来介绍养花的
知识，文章的吸引力和可读性会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