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精
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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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教师发展中心和王xx名师工作室给
我这一次学习交流的机会。下面，我就我指教的《父亲的菜
园》谈谈的思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近年，我们重视“学本课堂”，重视学生的学情，这一次的
磨课也让我在备课的过程中更重视孩子的学情。刚开始，为
了在课堂上突显活动和作业，我设计了“概括小标
题”、“利用小标题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写批
注”、“拓展练笔”、“课外阅读补充”等活动。活动是多
了，但是学生消化不了。于是，在考虑学生吃得饱，吃得好
的情况下，我舍弃了一些活动，把“概括小标题”、“写批
注”做细，让学生能真正有所收获！我想说，没有最好的课
堂，只有适合学生的课堂。

其次，一个大活动串起了一堂课。我从课前观看“微电影”
入手，引导学生关注人物的一言一行，为课文的教学做好铺
垫，接着，通过完成“影片简介”这个任务来落实概括课文
主要内容的目标。小标题的出现，即有利于学生简要概括课
文内容，也聚焦了电影的三个画面。然后，以演员的身份去
解读父亲的所作所为，去读好父亲的每一句话。最后，电影
的镜头落在我的菜园，让学生为电影取名，给孩子充分的思



考和内化的空间。

以上，就是我的浅薄思考，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父亲的菜园》是人教版第八册第七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
父亲的菜园是一篇略读课文，写了“父亲”通过艰辛的努力，
在荒凉贫瘠的山坡上为家人开辟出一处菜园，赞扬了父亲执
著、勤劳的品质。课文重点写了开荒、填土和肥土，生动细
致地描写了“父亲”的言行，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父亲”的
敬佩和感激之情。

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依据略读课文的编写意图，设计以下
教学环节： 先让学生自由读课文，把课文内容读准确、读通
顺。然后让学生合上书，用文中的词语完成词语搭配，理解
难理解的词语。接着抓住文中描写关键的语句去理解这是一
个怎样的菜园。这一个环节按照“画出相关句子—说感悟”
的过程组织学习。另外思考为什么以“父亲的菜园”为题，
让学生在讨论中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然后抓住文中描写父
亲语言、动作的语句去理解和感悟“父亲”的精神。这一个
环节按照“画出相关句子—写出感悟—同桌交流—集体交
流—解决问题”的过程组织学习。最后学生思考：学了课文，
你在写作方法上得到什么启示或有什么收获？引导学生围绕
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反映人物特点来谈收获。

在这堂课的设计上我把着力点放在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感
悟上，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阅读活动中，去理解和感悟“父
亲”的精神。把朗读课文、交流感受整合在思考与解决问题
中，发展学生语言和思维。首先，我问学生“这个是一个怎
样的菜园”，学生很容易便回答到，这是一个碧绿的、诱人
的、肥沃的、来之不易的，接着就趁机针对课文题目《父亲
的菜园》，引导学生结合全文内容来理解，作者所以将这块
菜园命名为“父亲的”而不是“我们的”“我家的”，正是



因为这块土地是父亲同恶劣的自然环境（荒蛮多石，暴雨冲
土，贫瘠无肥）进行抗争，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才拥有了
这块“翡翠般的菜园”。在体会“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这
个主问题中，重点结合“父亲”在开荒、填土和育肥中，所
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等精神，引导学生畅谈
读后的感受。父亲创造的不仅仅是荒凉中奇迹，而且是顽强
意志与不懈努力的胜利。最后，分别提取文中描写父亲行动、
语言的句子让学生总结写人的重要方法，引导学生学会作者
通过父亲一言一行的方法来表现这位普通农民勤劳朴实，执
著自信的品质。

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在交流的时候总是滔滔不绝。其实要想
一节课上得成功，就一定要以学生为主题，让他们自己去学
习、理解课文。现在我在教学中主要采用这种方法，也请同
事们、老师们给我一些意见，谢谢。

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父亲的菜园》是根据教育部20xx年颁发的《小学语文教学
大纲》编写的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第八册中的一篇略读课文，
这对于从教20多年的我来说，却还是一篇从未尝试过的新教
材。

课文按事情的发展顺序，依次写了：（１）失去菜园、（２）
决定开垦新菜园、（３）开垦荒地、（４）垒上石墙、（５）
种上豌豆、（６）用豌豆肥田、（７）拾粪肥田、（８）菜
园获得丰收等八项内容。作品通过对父亲的言行的具体描写，
意在引导学生体会父亲的勤劳、坚毅的品质，培养学生热爱
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在教学这篇课文时，依据教材的编写意图，也就是加强学
生的阅读实践，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学习文中的父亲的优
秀品质。在课堂教学中的质疑问难、讨论解决问题的环节中，
出现了下列的现象：课文第九自然段落是描述父亲用“豌豆



肥田”的情节，文中有这么一个句子——“父亲却把那一片
豌豆全翻在泥土里”，而后又告诉作者：“这一季豌豆就用
来肥土吧。”针对用“豌豆肥土”的做法，学生们展开了争
辩，褒贬不一。有的学生认为：用豌豆肥田不合算，理由是：
（１）文中说家里的菜碗总是盛不满，说明家里缺少菜，这
些豌豆果实应当让家里人吃；（２）肥田有更好的的办法，
如去远点儿的地方割青草，然后挑回来??还可以??老师，您
说是吗？我没想到学生会钻“牛角尖”钻到这儿来了，学生
的这种观点是对教材内容的否定？是生命化教育的亮点？这
是我在备课时始料不及的，真让我叫苦不迭，心里暗暗地嘟
囔着：在高喊语文学科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今天，
怎么来了个这样的教材??课堂上，为了维护做老师的尊严，
只好自找下台阶的路，绞尽脑汁想了一番，我故作轻松地说：
“看来你们舍不得用豌豆来肥田。——其实，我也这么想，
我赞赏同学们的见解。但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金无足
赤，人无完人’，对‘豌豆肥田’的细节，你们可以保留自
己的意见，对其他情节中那‘父亲’的言行，老师更表示敬
佩，从整体上说，‘父亲’的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我不敢保证我的学生们能接受我“表演”，走下讲台
后返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忐忑不安。

如何突破这一教学难关呢？我静下心来重研教材，觉得课文
的教学难就难在这“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上。

如有人教学《司马光》一课，让学生讨论“还有哪些方法救
出小孩？”学生奇思异想，解决的方法五花八门，称其“这
是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我们没有注意到荒诞的一面，倒
是特别欣赏孩子的思维力。如果我们把课文做为载体，这样
的创新思维的挖掘会有很多，由于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思维的
创新或人文性拓展，而失去了语文基本能力的训练,这恐怕也
不是素质教育所追求的。想到这儿,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下来,
虽然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但已不再为课堂上的“教导”
担心，也顾不了学生们能否接受我的“表演”了，权且如此
而已。



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父亲的菜园》是人教版四年级第七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
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父亲历尽艰难为家人开垦菜园的动人故事。
故事中的父亲敢于同困难作斗争，勇于用双手创造美好的生
活。他带给子女的，不仅是一个菜园，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
子女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课文按事情发展顺序，写了因新修公路失去菜园，父亲毅然
要开一块菜地，重点描写了开荒、填土和育肥，生动细致地
描写了父亲的言行，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父亲的敬佩和感激之
情。因此，通过理解文中写父亲言行的句子来理解“父亲的
菜园”的来之不易，进而感悟父亲坚毅、执着的品质和对土
地的热爱，成了本节课的学习重点和难点。基于体现略读课
文对培养阅读兴趣、提高自学能力、养成阅读习惯的教学要
求，在教学中，我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以人为本，以读为本，让学生在读中感悟父亲的品质，积累
语言，培养语感，达到提高语文素养的目的。

1、在新旧菜园的对比环节上，可让学生简单的谈谈感受。

2、在朗读写父亲勤劳的句子上，“勤劳味”读得不浓，不够
到位。

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父亲的菜园》中有这么一个片断：

父亲辛勤劳作后有了回报，菜园里长出了一片绿绿的豌豆。
父亲却把这些豌豆要来肥田。

教学这个片段时，设计在课件中出示豌豆的图片，然后提问：
假如这绿绿的豌豆就在眼前，是你家的，你有什么想法？孩
子们顿时兴奋了起来。“我想吃了他。”“我想卖掉



它。”……“但父亲是怎么做的？”就像我想象中的一样，
我顺势提出了这个问题。学生回答后问道：“老师，干嘛偏
要用豌豆来肥田，到山上摘些树叶肥田不就行了吗？”“对
呀，其实，把豌豆摘下来一半要来吃，一半卖了要来买化肥
可以吗？”……看来孩子们都舍不得把豌豆要来肥田。其实，
我也这么想，但是……。面对孩子们的质疑，说什么好呢？
尴尬死了！哪个家伙写篇这样的鬼文章。

在这堂课的最后，我设计了这么一个问题：假如现在这位父
亲就在眼前，你会跟他说些什么呢？孩子们又兴奋起来了。

“叔叔，你好！”麦胜焯一站起来就吐出了这么一句。“你
好！”幸好，我的反应也不慢。”“你能教我们怎么种蔬菜
吗？”“当然能！”我像条件反射似的的回答。“那就先交
学费吧！”末了，我心血来潮又补充了一句。全班哄堂大笑
起来。

“叔叔，我建议你在地里种些地瓜。”黄伟明说。“你一定
很喜欢吃地瓜了。”我说。“可惜我的儿子不喜欢吃。”我
又补充了一句。同学们又笑了，我也跟着他们在快乐地笑。

……

我不知道这样的教学是否合符规范。但我觉得这样的课堂很
快乐，学生快乐，我也快乐！

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篇六

本课是四年级下学期课本中的一篇阅读课文，通过写父亲克
服各种困难在山地上修建菜园的事，体现父亲执着、顽强，
遇到困难不言退，不服输的品质。而这也是需要通过课文的
学习，引导学生领悟学习的教学重点。教案中，我设计了：
走近菜园——看到诱人的翠绿；走向父亲——看到父亲的菜
园；走进菜园——看到父亲的精神，这样循序渐进的三个教



学环节，从对文字的理解，逐步深化提炼，引申出其中蕴涵
的可贵精神。

教后反思：

这节课的设计我还是考虑到三十五分钟的教学时间，对于课
的容量反复修改了几遍。课上完后，自己还是感觉因为内容
量大，导致某些环节处理的不够细致，特别是与学生交流的
时间不够充裕，读的时间也无法充分的保证。对于篇目比较
长的文章，能够在一节课的时间内比较麻利的处理完，我觉
得还是有些困难。对于理解接受能力较差的孩子，还是很困
难的。这也给自己提了个醒，设计内容一定要有针对性，宁
缺毋滥，简洁明快。

从课堂上学生的总体表现来说，喜忧参半。有一部分孩子的
口语表达能力提高很快，积极性也高。相对的另一部分孩子
的表现则不尽人意。我想这可能也与自己平时在课堂的训练
中忽视这部分不太爱表达的孩子有关。在今后的课堂中，与
学生间的口语交际训练得加强，争取大面积的提高孩子的说
话能力。

课堂学生的表现来看，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方面差距还是不
小的。特别是很多孩子的表现是很被动的，在教师的引导下
是一个样，自己学习的效果又是另外一个样。阅读理解方法
的指导还需进一步总结提高。除了教师的引导要有方法外，
学生自学的手段方法也要进一步规范。防止学生脱离教师这
根拐棍就会站不稳或摔跟头。

从讲台走下来，我觉得需要总结的东西很多，一方面是针对
于这节课的，更多的是对于自己在平时的教学中反映出来的
很多纰漏，需要自己慢慢消化，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我想
这比单纯的评价一节课的优劣要有意义的多。



父亲树林和鸟的教学反思不足篇七

这是四年级下学期课本中的一篇阅读课文，通过写父亲克服
各种困难在山地上修建菜园的事，体现父亲执着、顽强，遇
到困难不言退，不服输的品质。而这也是需要通过课文的学
习，引导学生领悟学习的教学重点。教案中，我设计了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三组词：从词体会文的主要内容；第二部
分：父亲在开垦中遇了何种困难？怎样解决的？结果怎样？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三部分：针对父亲为家里做的贡献，
来为父亲写一段颁奖词，根据所学的父亲的精神来赞扬父亲，
同时达到小练笔的效果！在上课中，我发现了自己仍然存在
的一些不足，以下是我教学本课后一些感受：

这节课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在说，看见孩子们不发言，还有
那盲目的神情，我自己就茫然了，害怕课堂达不到预期的效
果，我就独自把一些知识点给点明直接说出来了，这就让孩
子们的自己思考的地方变少了，没有充分的发挥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这也给自己提了个醒，设计内容一定要有更强的目
的性，考虑孩子的知识储备。

从课堂上学生的总体表现来说，喜忧参半。有一部分孩子的
口语表达能力提高很快，积极性也高。相对的另一部分孩子
的表现则不尽人意。我想这可能也与自己平时在课堂的训练
中忽视这部分不太爱表达的孩子有关。在今后的课堂中，与
学生间的口语交际训练得加强，争取大面积的提高孩子的说
话能力。

课堂学生的表现来看，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方面差距还是不
小的。特别是很多孩子的表现是很被动的，在教师的引导下
是一个样，自己学习的效果又是另外一个样。阅读理解方法
的指导还需进一步总结提高。除了教师的引导要有方法外，
学生自学的手段方法也要进一步规范。防止学生脱离教师这
根拐棍就会站不稳或摔跟头。



从讲台走下来，我觉得需要总结的东西很多，一方面是针对
于这节课的，更多的是对于自己在平时的教学中反映出来的
很多纰漏，需要自己慢慢消化，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我想
这比单纯的评价一节课的优劣要有意义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