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桃花心情说说 课文桃花心木的教学设
计方案(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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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赏桃花心情说说篇一

一、教师思考

新的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
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变被动学习为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主体如何发展的最基本形式，要求个体对为什么
学习、是否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等问题有自觉的意识
和反映，是教学条件下的学生的高质量的学习。

二、教学理念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阅读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
自主阅读、探究的实践活动。学生在阅读活动中具有自主性、
独立性和选择性，教师则是学生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和合作者，
不能以自己的分析讲解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在阅读实践中，
应力求做到知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过程与方法的和谐统
一，要坚持以读为主线，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
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珍视学生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

三、教学特色

自主阅读、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主动发展。



四、设计说明

1、学习目标的自主性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什么有作主的权力，教师不能包办。学习
目标的自主确定，是学生主体重新构建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可一刀切地用集体的学习目标来取代学生自己的学习
目标。

片断1：

师：指名读课文,其他同学思考,你读懂了什么?

生：我读懂了种树人是怎样种桃花心木的。

生：我读懂了种树人浇水没规律。

2、学习方法的自主性

学习方法是不能移植的。每一个人的学习都有自己的方法，
人只有能按自己的方法来学习知识，理解知识，并在学习过
程中完善自己的方法。让学生自由地读，自由地学，自由地
感受，自由地表达，学生有了自由，就有了灵性，就会冒出
创造的火花，课堂上就会形成场的效应。

片断2：

师：你最喜欢课文的那一段？

生：我最喜欢种树人语重心长的那段话。

生：我最喜欢种树人种树的那一段。

3、体验感悟的自主性



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行为，不应以教师
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
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手的情
感熏陶，获得思想的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真是学生独特
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第斯夺惠曾说：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
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唤醒、激励和鼓舞。

片断3：

生：广泛地自由谈。

4、问题情景的自主性

提出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最有魅力的教学，就是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生的思维与知
识产生共鸣。因此，我们要尽量克服让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
应让学生摆脱思维的束缚，激活创新的火花，从而形成阅读
能力。

片断4：

师：大家读懂的内容可真多，那么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呢？

问题的参与者，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高了。这样的阅读教学
才是高质量的。]

五、教案设计

桃花心木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诵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二）能力培养点

1、培养学生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2、培养学生阅读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三）德育渗透点

使学生感悟到作者接种树喻育人，懂得人应经得起生活的考
验，学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能养成依赖的心理。

（四）美育渗透点

使学生感受到人生之美在于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在于学会
自立、自强。

二、学法引导

（一）教师教法

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自

探究、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并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二）学生学法

自主阅读、自主感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主动发展。

三、重点、难点

通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进而悟出课文是借树喻育人，体
会其中所含的深刻道理。



四、教具准备

cai课件

五、教学步骤

桃花心木

一、导言：

生活的大海并非永远风平浪静，人生的旅途也决非平原纵马，
永远一路顺风。人的一生总要经历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与磨难。
再不幸与磨难中，有的人悲观消沉，最后被困难所击倒。而
有的人却不甘沉沦，将腰杆挺的更直，从而成为杰出的人才。
正如种桃花心木的人，不定期地照看桃花心木一样，有的桃
花心木在自然界的考验中枯萎了，有的却能长成百年的大树。
这节课我们就继续的欣赏和学习台湾当代名作林清玄《桃花
心木》。

二、学习课文

（一）师：谁愿意朗读课文。师指名读，其他同学看屏幕，
边听边思考：你听懂了什么？

师引导学生读懂种树人是怎样种桃花心木的。

生：

生：

（三）师：请同学们用你们喜欢的方式读课文，看看哪些问
题能够独立解决，哪些问题能够合作解决。

实物投影相继打出：



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陈百年的大树就不
成问题了。

师小结：

种树人不定时，不定量地浇水，目的就在于模仿自然规律，
他善于创造自然的成长环境。让树苗在不确定中汲水成长，
这样树苗自己就能够学会适应自然，并战胜自然，最终寻找
到适合自己存活的办法。

师指导朗读

（四）种树的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萎了。因为这
种与众不同的种树方法，使桃花心木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学会了独立生存的本领。种树人的一番话解开了作者心中的
不解之谜。而且从种树人的一番话中，作者还领悟出一个道
理，那就是：

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

师总结阅读方法

三、师总结：

是的，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更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更能
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这正如俗话说得那样：不经风雨，
难成大树。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为男。人和树是一
样的，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人更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从而学
会生存和发展的本领。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像课文中的桃花心
木一样，能够经得起生活的磨练，最后长成参天大树，长成
栋梁之材。



赏桃花心情说说篇二

主办方：

承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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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桃花节是成都市龙泉驿区一年一度的迎春盛典，而四川国际
标榜职业学院这一所古典特色的田园学堂，恰恰与桃花朵朵
盛开的美景所相辅相成。

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和优秀的教学资源，以及五大博物馆的
特色资源，使得“国家3a级风景区”这一盛名，归于四川国
际标榜职业学院的囊中。

然而还有校园中的自然资源——各种瓜果树木以及藤类植物，



让参观者随处可见，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所以桃花节
和国际标榜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活动目的

借桃花节宣传标榜，同时为龙泉的经济发展助力。四川国际
标榜职业学院环境优美，人杰地灵，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
的对象。

此次活动最为主要的目的在于大力宣传和提高标榜田园式学
堂，在社会各界及广大高中生和家长心目中的形象、地位。
让社会各界的人士可以更好的认识四川国际标榜，扩大国际
标榜做为国家三a级风景区在旅游业的影响。

三．活动意义

此次活动不仅为国际标榜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宣传的
契机，也提高了国际标榜自身的文化内涵，同时还扩大、提
高了龙泉桃花节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更好的把此次盛会加以渲染，间接的促成龙泉经济的腾飞发
展，同时也让社会各界看到了龙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使地方经济、文化面貌
得以全面体现！

四．活动主题

“幸福学园，标榜未来”是我们此次的活动的主题！在这样
的美丽、清新的学院里读书，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想，我们会
努力抓住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梦想、未来！

我们此次的活动要紧紧围绕“幸福学园，标榜未来”这一主
题，在活动中凸显幸福的学园和对未来的.热爱与期望。凸显
国际标榜在当代大学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五．活动预算

舞台材料400元

声乐器材、音响600元

工作人员劳动、餐费500元

服装、道具费300元

交通费100元

共计费用1900元

赏桃花心情说说篇三

桃花心木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它是一种特别的树，树
形优美，高大而笔直，桃花心木要靠自己长成大树，这就是
它与别树的不同之处。

读了这篇文章，我在很多地方含有感触：我对种树人的一番
话有所感触：“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
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
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的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
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他这一席话，充分体现了他
的观察细致，因此就了解了一些经验，使他种树种的更好。
生活中也一样，一个人一件事干多了，就会产生许多经验，
从而这件事就干得更好。

这句话表现了作者极高的领悟能力，可以由树联想到人，揭
出了借物喻人的谜底。

了解《桃花心木》这篇文章后，我深有所感。我知道了树苗
要长成百年大树，不仅要靠别人给它浇水，更重要是靠自己



找水源，拼命扎根，才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枯死。如果树苗
养成了依赖性，即使长成大树，但一旦遇到狂风和暴雨，就
会连根拔起。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当你遇到一道难解的应用题，便去
抄袭别人的答案。这样做只会害了自己，失去一次锻炼自己
思维的机会，使自己养成了依赖的习惯。

我羡慕很多能自立的人，可我做不到，中国的孩子们也都做
不到。中国虽然有发展，但中国能比上美国吗?为什么，为什
么比不上美国?因为中国，因为中国的少年像被关在笼子里的
小鸟，被家长管着，浪费了童年，浪费了这个大好时光，大
家都听说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吧!为什么说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呢?因为那些穷人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过独立的生活，
根本没有半点依赖家长的心，他们就像桃花心木树苗一样，
靠着自己找到它们必须拥有的水源，才能生活下去。

而现在每当孩子想帮家长做事时“去去去，学习去!”家长都
是以这句话回答孩子，爱孩子，就应该让他(她)去锻炼，去
拥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去面对困难，
去战胜胜困难;爱孩子，就应该解开学习之锁，到大自然中去
体验生活;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不要虚度童年，外面的世
界是美丽的，是精彩的;爱孩子，就应该让孩子到社会中去分
清是非，分清好坏，在社会站稳脚!

我认为我们只有脱离了父母的溺爱才能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同学们，你认为呢?

赏桃花心情说说篇四

乡下老家屋旁，有一块非常大的空地，租给人家种桃花心木
的树苗。

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树形优美，高大而笔直，从前老
家林场种了许多，已长成几丈高的一片树林。所以当我看到



桃花心木仅及膝盖的树苗，有点儿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种桃花心木苗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他弯腰种树的时候，
感觉就像插秧一样。

树苗种下以后，他常来浇水。奇怪的是，他来得并没有规律，
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时十几天才来一次;浇水的量也
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

我住在乡下时，天天都会在桃花心木苗旁的小路上散步，种
树苗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茶。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
时间也不一定。

我越来越感到奇怪。

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了。所以，他
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

我起先以为他太懒，有时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

但是，懒人怎么知道有几棵树会枯萎呢?

后来我以为他太忙，才会做什么事都不按规律。但是，忙人
怎么可能做事那么从从容容?

种树的人笑了，他说：“种树不是种菜或种稻子，种树是百
年的基业，不像青菜几个星期就可以收成。所以，树木自己
要学会在土里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老天下雨
是算不准的，它几天下一次?上午或下午?一次下多少?如果无
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长，树苗自然就枯萎了。但是，在
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
问题了。”

种树人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



一定的量，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
法深入地下，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存
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种树人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动。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
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
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现在，窗前的桃花心木苗已经长得与屋顶一般高，是那么优
雅自在，显示出勃勃生机。

种树的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萎了。

[美文品评]

??这篇文章颇给人一种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感觉，也
是以种树之法，寓为人处世之理，但本文更是以桃花心木这
种特殊的树的生长过程设寓，生动形像地揭示出人生的哲理：
“人也一样，在不确定中，我们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不会
依赖。在不确定中，我们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觉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
力生长。”告诉人们，自主精神才是一个人的立身立世之本。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
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与情
感的感知，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文章层层深入，层层设疑，由事入理，融理于事，意
味深长，奈人寻味。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借物喻人，寓意
深刻。哲理通俗易懂，具有教育意义。语言自然亲切朴实。

赏桃花心情说说篇五

教学完《桃花心木》一课，充分切实明白了是“用教材来教，
不是教教材”的真正含义。



由林清玄的文章说起，感悟小事，获得启示。今天学习的
《桃花心木》也是这一类文章。图片认识桃花心木，有什么
想说的？课文是怎样描写桃花心木的，读句子感悟桃花心木
的外形特点。在这些体验下再读题，学生对桃花心木的形象
就更深刻了，学生也更有意愿学习课文了。

让学生自主学文，找到种树人奇怪之处，做上批注，交流知
道几个“不定时”。真奇怪，有什么疑惑想对种树人说，自
然学到种树人的话语，朗读，体验交流中明白道理。一种启
示自然显现在学生的脑海里，还得扎下根来，延伸到生活中的
“不确定”，图片情景再现生活中不确定的事例，学生看着
思考着，再说一说今后生活中的不确定，在说中，启示已慢
慢扎进学生心里。再进一步让学生写一写，“如果有一天”。
一颗“不确定”，面对困难，做好心理准备，锻炼自己独立
自主的心的思想。已经成为一颗种子深深种在学生的心里。

用教材教，教会学生去学，去思考，去生活。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