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场之国反思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精选7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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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场之国反思篇一

《牧场之国》这篇课文是“牧场之国”的角度展现荷兰的独
特风情。课文描绘了荷兰牧场白天的辽阔无际、宁静和谐和
夜晚的祥和寂静、神秘含蓄。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引导学生理
解荷兰牧场的特点、体会比喻拟人手法的运用，感悟语言的
生动。

我在教学时，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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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感情地、多种形式的
朗读让学生感受语言的特点，感悟荷兰的美。导入环节，我
采用一组荷兰的风光图片激发学生对牧场之国风景的向往从
而揭示课题。

在细读课文这一环节，我紧紧围绕“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入
手，让学生体会牧场之国是黑白花牛、成群骏马、绵羊猪群
的王国，体会荷兰夜晚的祥和寂静。在指导朗读方面我主要
是引导学生体会拟人句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内容注意语调的
轻缓急促，例如第四自然段作者流露出对绵羊猪群这些家畜
的喜爱之情，我让学生发挥想象，选择一种动物来说说他们
在牧场上想什么做什么，一来学生更能体会拟人手法在这一
自然段中的作用，二来学生更加能够体会这些家畜在牧场的
悠然自得。这时学生就更能把心融进课文描绘的意境中去，
从而发出“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的由衷感慨。

在交流第4自然段“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



表示赞许”时，我顺势问“这些猪，可能在说什么哪？”孩
子们的手举得高高的：“荷兰真美，我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在这里吃的好，睡的好。永远也不要离开。”“虽然别
处把我当做又馋又懒的动物，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我
是这里的主人。”

每次欣赏完一幅画面后，我适当小结：“膘肥体壮的骏马，
辽阔无垠的原野，野草遮掩的运河，这就是——”孩子们就
默契得一起说：“真正的荷兰！”我不由地会心一笑。一年
了，孩子们已经熟悉了我的教学风格，尽管曾经烦恼走思的
学生多，曾经反感管不住嘴的孩子多，曾经为不写作业的学
生生气，但毕竟，将近一年的相处下来，我们的磨合已经到了
“心有灵犀”的地步。我从他们课堂上高举的小手、精彩的
回答、兴奋的小脸上都能读到他们对语文课的喜爱。

看来，教无定法。如果对一篇文章，教师真正喜欢，真正读
透了，是能够发现许多“语文的事儿”的，当我们把自己对
教材的独特理解融入教学设计，引领孩子们进行“感悟、朗
读、积累、运用”的语文之旅的'时候，我们和孩子们一起，
完成了一次生命历程。

牧场之国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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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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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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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白天和
夜晚两个方面，抓住课文中景物描写的重点句，说得头头是
道。



接下来，我让学生把自己的感受读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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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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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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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文中四次出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在充分把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学生能层层递进地读好这四
句，达到了人文统一的效果。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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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哇——哇——”的赞叹
声不绝于耳。

牧场之国反思篇三

《牧场之国》字里行间洋溢着宁静悠闲的情趣和意境，让人
不觉为之动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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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文中四次出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在充分把握课
文内容的基础上，学生能层层递进地读好这四句，达到了人
文统一的效果。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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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哇——
哇——”的赞叹声不绝于耳。本次课，收到了理想的教学效
果。

牧场之国反思篇四

我们学习了《牧场之国》一文，经过学习学生对荷兰有了深
刻的认识，而在这之前学生有的还不明白荷兰这个国家。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荷兰是一个另人神
往的美丽国度，课文作者用华丽优美的语句描述着荷兰的美
丽。

阅读教学的第一要素是“读”。读，是一种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自我提高的过程，经过指导小学生进行理解性阅读、积
累性阅读、有体验地读、传情达意地读、有兴趣地读等，来
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全班交流自我最喜欢的部分，说说吸引你的理由，最终将
自我的感受融入到朗读中，反复读—悟—读，最终到达学习
目标。

牧场之国反思篇五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
去实际行动。”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也说过：“教师当然须
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
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可见教师教学中
的教法对于孩子的学习有多么的重要。“授之于渔”的教法，
孩子们终身受益。所以，北碚区致力构建“双主共学”的课
堂模式推进“卓越课堂”建设。这是行之有效的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努力推进素质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那什么是“双主共学”专家们已经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解释。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理解的双主共学就是课堂上教师以学定
教，在学生充分自学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学生自学能会的教
师不讲，学生能小组探讨出答案的内容教师创设环境，引导
交流，针对难点适时点拨。对于无法解决的困难，教师授予
学法，搭桥铺路，让孩子们借助帮助达成目标。整个过程中
教师、学生都是学习的主体，各自履行自己的任务，真正调
动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探索未知的欲望，而不是依赖与接收。
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

这样的课堂是理想中的课堂，说来容易，做着难。这需要教
师真正走进学生的世界，需要教师敢于实践，敢于失败又战
的勇气。实践中还可能面临不能达成目标，教师“讲”不完，
学生启而不发，学得慢的现象。不过这些情况都是初期阶段
才会产生的问题，只要教师坚持以学定教，坚持授予学生学
习的方法，久而言之，孩子们的进步将会是惊人的。

这学期，我在自己的语文教学中就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有了
一些初步的体验。我就《牧场之国》的教学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精心备课，紧扣课堂目标和学生情况设计预习单。

要上好课，必须备好课，备课是上好课的必要保障。所以在
践行“卓越课堂”的过程中我把备课放在首位，认真结合我
班孩子的情况进行备课，并紧扣课堂目标，学生情况设计预
习单。预习单的设计遵循先易后难、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
望，让孩子们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带着问题走进课堂。例如
教学《牧场之国》第二课时之前，让学生们完成这样的预习
作业：

1、围绕课文内容提出你想探讨或不懂的问题。

2、荷兰为什么是牧场之国，结合课文说说你的理解。作业1
是想了解掌握孩子的需求，孩子们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后还



有什么不理解，针对孩子们的需求落实第二课时的教学任务。
作业2是这篇课文需要学生通过学习达成的教学目标。对于这
个重要内容，课前让孩子们先学习，通过批改预习单了解孩
子们的情况教学时就更有针对性，也便于调整自己的教法。
因此批改预习单时发现学生只考虑到因为牧场辽阔，这儿生
活着自由众多的牲畜，所以这儿是牧场之国，孩子们没有看
到这儿还生活着一样喜欢放牧生活的人们，所以针对这一情
况，我进行了教法的更改。课上就这一块内容进行深入的讨
论，让孩子们自己找出答案。

二、采用自主、合作、探讨的开发课堂模式，通过师生对话、
生本对话、生生对话等形式促进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习得
阅读的方法。

例如教学《牧场之国》这篇课文时，我抓住主要问题——说
说荷兰为什么是牧场之国。让学生带着预习的收获又一次与
文本对话，找找课文中相关的词句，补充自己预习本上的回
答，达成二次批注学习，通过自主学习、小组学习、师生对
话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文字中扑捉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是用这
样的方法引导班上的多数孩子又一次学得阅读的方法——怎
样抓住关键词句体会感受。

在整个学习中我没有让孩子们小组学习查找一个大问题，而
是在需要讨论、需要合作的时候才合作，让小组学习落实效
果。始终把教师放在导的位置，适时点拨与引导，让孩子们
自己去学习。例如：根据孩子们的交流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
让学生体会作者动静结合的写作方法；点拨作者运用不同的
词语表示多的意思；点拨作者抓住动物的动作、语言进行想
象的方法，如：老牛悠闲漫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黑色的
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并指导学生仿
写句子。整个课堂始终是老师、学生共同在学习。学生在发
展的同时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点拨能力、教育智慧等都在
悄悄地变化着。



分析,找到这四次出现的地方，让孩子们感受后模仿这种反复
的写法修改自己的一篇写景习作。抓住关键句关键词体会感
受弄懂文章主题，是学习这篇文章的主要阅读方法，学完之
后让学生们运用这种方法学习结构类似的文章《音乐之乡》，
把课内阅读延伸到课外，把同一题材的学法进行梳理与整合，
使学生学习所获更清楚明白。

总之，双主共学的课堂，师生一起成长，作为教师只要想到
课堂是孩子们的，课堂上我们充分引导帮助孩子们学习，点
拨学法，启发思维，引领方向。我们的课堂将魅力无限，卓
越课堂将真正实现。

牧场之国反思篇六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荷兰是一个另人神
往的美丽国度，课文作者用华丽优美的语句描述着荷兰的美
丽。学生在学习这类课文往往是读着很美，但真正要说出美
在哪，为什么觉得美就很难。第一单元的一篇《七月的天
山》，同样是语句非常优美，读完之后都觉得景色实在是美
不胜收，但几乎没多少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那种美。
也许对学生来说有难度，所以我在教学《牧场之国》时侧重
引导学生多读，从读中慢慢感受动物们在牧场上自由生活的
场景，只要学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牧场的和谐宁静，体会
绵羊猪群骏马的悠然自得，那么这篇略读课文所要传递的感
情就已经渗透进学生的脑海之中了。在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
结合语句想象画面，升华感受。在各种方式的朗读之后，全
班交流自己最喜欢的部分，说说吸引你的理由，最后将自己
的感受融入到朗读中，反复读—悟—读，最后达到学习目标。

牧场之国反思篇七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牧
场之国美誉的的田园风光，课文有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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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课文内容。再学生认真地读书，在有所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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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物描写的`重点句，说得头头是道。接下来，我请学生把自
己的感受读出来，有感情地读给大家听，在读的过程中，我
除了适时作有感情指导外，还相机结合重点句引导学生深入
理解课文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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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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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真正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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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文中四次出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在
充分把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学生能层层递进地读好这四句，
达到了人文统一的效果。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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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哇――哇――”的赞叹
声不绝于耳。本次课，收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