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祖父的园子 祖父的园子教学反
思(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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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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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的园子篇一

《祖父的园子》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
传》。这篇课文以富有孩子气、且又带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的
语言，重点描述了作者在祖父的园子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
把世界在孩子心里的样子真实地再现出来，学生读来感觉这
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亲切、神往。

语文课就要有语文味，不管什么文章，只要让学生充分朗读，
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课堂上老师无须刻意提出许多
问题让学生回答。因此，教这篇课文时，我采用了“以读代
讲”的方法，让学生在充分读书的基础上，引导交流作者在
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是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作者为什
么对祖父的园子久久不能忘怀。交流中相机引导学生读有关
的段落，读出自己的体会，感受作者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

本节课是第一课时，主要是让学生熟读课文，解决生字词，
扫清障碍，对课文有个整体的感知，为后边的学习做铺垫。
老师准备得很充分，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讲练结
合，对重难点、易错点的把握精准，讲解细致，环节紧凑，
方法多样，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指导学生记笔记，把
课堂教学落到实处，效果好。

再准备充分的课堂也会留有遗憾，本节课在字词的指导上，



虽说易错字老师已经想方设法让孩子去识记，让孩子写，但
还是没有教师亲自示范书写，学生跟着写一遍的效果好。直
播时，电脑声音控制那块没调好，声音不稳定，有时声音小。

因此，针对本节课出现的问题，今后在准备直播课时，就要
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备课时就要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
准备要更充分。教师在示范书写这方面要想方设法去克服困
难，使学生学习更高效。做一项工作就要想法尽善尽美，我
一定会不断地摸索不断实践，使自己的综合素质有较大的提
高。

文档为doc格式

祖父的园子篇二

早在大学时期，我对作家萧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人教
版第十册《我和祖父的园子》一课正选自萧红的成名作《呼
兰和传》，为了上好课，我全身心投入到文本中，去感悟语
言，思考文字中包含的作者的感情线索，琢磨应该用怎样的
方法引导学生跟我一起感悟语言的魅力。

拿着教材，脑子里思路比较乱。正所谓是名家名篇。在网上
收集资料时，发现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刚上过这一课，上得
非常精彩。可是当我读完课文后，被萧红的文字深深感动，
所以就硬着头皮上这一课了。我深知应该向大师学习，但是
上课的教师、学生不同，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也不同，不能够
随意“克隆”大师的教学设计，必须自己深入钻研教材，设
计符合自己特点，符合学情的教学方案。

但是，光有粗线条的思路是不行的，怎样引导学生阅读感悟
文本的语言，提升学生理解的层次，也是设计教学预案时的
重点。那就接着再读课文，读着读着，好多地方会突然之间
顿悟，灵感顿生。教自己的顿悟过程，恰恰就是引导学生学
习的方法。像园子的自由一部分内容，在多遍的朗读中，找



到了中心句，体会园子中万物的自由。

课堂上基本完成了教学预设，教学内容的实施比较流畅。我
把教学重点放在引导学生理解文本，内化文本上，学生在与
语言文字的亲密接触中，能基本感受文字描绘的意境，体会
作者的内心情感。通过引导学生对诗意的语言的品味朗读，
通过对文字留白处的想象描绘，引导学生积累和运用语言。

在我的课堂教学中，有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进行听说读写的
训练的意识，但是因为教学经验不够，所以还有过多的顾虑，
还欠缺娴熟的引导技巧。学生个别朗读比较有感情，齐读部
分效果还不够理想；课上设计的几次说话训练，学生有内容
说，但面不够广，说得还不够生动。当学生朗读不够到位，
没有感情时，当学生说话语言贫乏，语调平淡时，我因为赶
进度而没有充分引导，给学生练习和表现的机会。因此，学
生的情绪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课堂有沉闷的感觉。在今后
的教学中，我会尽量摈弃这些功利的想法，实实在在为提高
学生的语文素养而教学，把学生的发展作为课堂上作重要的
因素来考虑。

文字是美丽的，充满魅力的，课堂上，让我们语文老师带着
学生在美丽的文字间徜徉，享受学习语文的幸福，领略语文
的诗情画意。

祖父的园子篇三

《祖父的园子》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
传》第三章第一篇。课文重点写了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
年生活。对很多人来说：童年是一块糖，总是弥漫着甜甜的
味道；童年是一挂秋千，飘荡着一串串清脆的欢笑；童年是
一架风筝，装载着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希望。而作者童年的乐
园则是祖父园子里那一幅明亮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
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蝴蝶、有蜻蜓、有蚂
蚱……这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里是



自由的，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
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空气里弥漫着自由，童年的作者也
是自由的，这自由是她童年快乐的源泉。文中字字、句句童
心四溢，贴近小孩子的生活，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在导入文本后，我让学生结合课文的阅读提示，自主地、入
情入境地读书，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体会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
累语言。在学生充分读书的基础上，让他们交流“我”在园
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思考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作者为什
么对祖父的园子久久不能忘怀？在交流反馈的同时，引导他
们读相关的段落，体会作者童年的快乐。这部分学习，充分
体现学生的个性化自主阅读，可选择自己最觉得有趣的说。
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悟出趣、悟出
情，让学生充分地感受作者对童年美好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
的怀念。不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让作者感到自由快
乐的，不光是祖父的园子，还有慈爱的祖父。他给了孩子心
灵的自由，他允许孩子随便玩闹，对孩子倾尽了爱心和耐心。
他的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
了孩子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
由的，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
至是充满梦幻色彩的。

另外，文中许多abb的词语如“胖乎乎、圆滚滚、蓝悠悠”都
很优美，体现了作者别样的情感，也很容易让学生感受到作
者满心的快乐。遗憾的是由于文章太长，课堂上花了很多时
间去读，后面没有时间去积累词语，训练学生说类似的词并
用词说话，只能匆匆收场。我想，如果让学生在得到语言文
化熏陶的同时，获得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那么这样的语文
课堂将使学生受益非浅！

祖父的园子篇四

《祖父的园子》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



传》。这篇课文以富有孩子气、且又带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的
语言，重点描述了作者在祖父的园子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
把世界在孩子心里的样子真实地再现出来，学生读来感觉这
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亲切、神往。

语文课就要有语文味，不管什么文章，只要让学生充分朗读，
不管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课堂上老师无须刻意提出许多
问题让学生回答。因此，教这篇课文时，我采用了“以读代
讲”的方法，让学生在充分读书的基础上，引导交流作者在
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是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作者为什
么对祖父的园子久久不能忘怀。交流中相机引导学生读有关
的段落，读出自己的体会，感受作者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

本节课是第一课时，主要是让学生熟读课文，解决生字词，
扫清障碍，对课文有个整体的感知，为后边的学习做铺垫。
老师准备得很充分，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讲练结
合，对重难点、易错点的把握精准，讲解细致，环节紧凑，
方法多样，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指导学生记笔记，把
课堂教学落到实处，效果好。

再准备充分的课堂也会留有遗憾，本节课在字词的指导上，
虽说易错字老师已经想方设法让孩子去识记，让孩子写，但
还是没有教师亲自示范书写，学生跟着写一遍的效果好。直
播时，电脑声音控制那块没调好，声音不稳定，有时声音小。

因此，针对本节课出现的问题，今后在准备直播课时，就要
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备课时就要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
准备要更充分。教师在示范书写这方面要想方设法去克服困
难，使学生学习更高效。做一项工作就要想法尽善尽美，我
一定会不断地摸索不断实践，使自己的综合素质有较大的提
高。



祖父的园子篇五

领学生学习第二课《祖父的园子》，我没再使用优教助手里
面的课件。

我们教学都习惯把优教助手里面的课件下载下来，稍作修改
就加以利用。以前我也是这样，自己研究完教材，已经定下
教学思路，可是到优教助手上找找课件，竟发现优教里面的
课件上，内容比我备的课丰富许多，恨不能解读课文及课文
牵扯到的训练都设计上了。一个课件好几十张图片，很多都
舍不得去掉。整理一下拿到课堂上运用，却发现一节课光走
课件，都上不完该上的内容。于是两课时的课往往上成三课
时，或者不止三课时。想压缩，很多内容又舍不得去掉，于
是把学生延时也用来讲了课。其实，这已经是我们大家的通
病，因为都反应按照课件上不完。每次按课件上，我想要执
行的“挂一漏万”——一课只讲一个知识点早就抛到九霄云
外去了。这次开学前，我根据教材内容算算时间，发现这学
期可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里磨蹭。于是我决定还是不用大家下
载修改的课件，而是尽量少使用课件。第二课就这样。

一、介绍作者萧红时，我用课件呈现了相关内容，不仅讲到
萧红是现代作家及其作品，更简单提到她一生的坎坷。并由
此导入课文。

二、领学生读通课文后，只是认识生字词我使用了课件，而
后，我们的学习就在端着课本对课文的读和讨论中进行。我
问学生“祖父的园子”是一个怎样的园子？学生很自然地就
找到了前三自然段。从中我们在反复读中共同体会了院子里
面有些什么——昆虫、花草树木；有什么特点——美丽且充
满了生命力。然后我又引导学生说写这个园子里的景物的段
落不止这些。很快学生就找到了课文的第15至19自然段。我
让学生再读这些段，看看和开头三个段所要表达的是否一样。
学生读过发现，这后面的段落写的是院子里所有东西及人的
自由快乐、无拘无束，是主人公在这园子里的感受。我问大



家为什主人公在这园子里这么自由快乐，大家结合预习，一
下想到了是因为祖父对她的宠爱。于是我让大家找出写祖父
宠爱她的段落——第4至14自然段。让学生读、说自己的读书
体会。孩子们很容易就抓住了文中的“我”在园子里瞎胡闹
而祖父又极其和蔼宽容的句子。于是我和孩子们共同体会课
文所表达的情感，并反复读喜欢的段落或语句。

三、针对作者在园子里的快乐，我直接领学生打开《同步练
习册》，把拓展阅读中萧红写给爷爷往帽子上插玫瑰花的部
分也直接抓紧了课堂，和学生进一步体会爷爷的慈爱和主人
公在园子里、在和爷爷相处过程中的快乐。然后顺便又读了
《从井里捞上来的美味》一篇，让学生再深刻体会爷爷对她
的疼爱。到这里之后，我询问学生，有谁知道爷爷为什么对
这个小女孩如此疼爱与宽容？已经读完《呼兰河传》的同学
告诉大家，是因为这个小女孩早早没了母亲，她的父亲又给
她娶了后妈，后妈对她不好，父亲也不爱她。最后我们回到
课文后面读阅读链接中的内容那是小说的结尾部分，让大家
感受作者内心的情感。大家体会到了伤感。

四、越是生命坎坷，越是怀念曾经幸福的时光和给她带来幸
福的爷爷。最后我鼓励大家继续把《呼兰河传》读下去，去
充分了解萧红的一生。

如此，两节课，我终于甩开课件的繁琐，上了一节大阅读式
的语文课。

我庆幸我们的学生生活在城乡之间，对课文所描写的内容还
不是太难理解，这篇描写儿童童真快乐的文章孩子们也比较
喜欢。不再逐句逐词地深分析课文，而是把时间放到反复读、
多篇读上，我课上得痛快，孩子们也读得快乐。

我感觉这次领学生学习《祖父的园子》，很符合我的心意。



祖父的园子篇六

《祖父的园子》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
传》第三章第一篇。课文重点写了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
年生活。作者童年的乐园则是祖父园子里那一幅明亮的漂亮
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
蝴蝶、有蜻蜓、有蚂蚱……这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
生命的气息。这里是自由的，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
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空气里弥漫着
自由，童年的作者也是自由的。

在导入文本后，我让学生结合课文的阅读提示，自主地、入
情入境地读书，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体会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
累语言。在学生充分读书的基础上，让他们交流祖父的园子
是一个怎样的园子？“我”在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思考从
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在交流反馈的同时，引导他们读相关
的段落，体会作者童年的快乐。这部分学习，充分体现学生
的个性化自主阅读，可选择自己最觉得有趣的说。并通过多
种形式的朗读，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悟出趣、悟出情，让学
生充分地感受作者对童年美好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怀念。
不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让作者感到自由快乐的，不
光是祖父的园子，还有慈爱的祖父。他给了孩子心灵的自由，
他允许孩子随便玩闹，对孩子倾尽了爱心和耐心。他的爱放
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
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由的，所
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至是充满
梦幻色彩的。

遗憾的是由于文章长，课堂上花了很多时间去读，后面的课
堂让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太短，导致有一些问题匆匆收场。指
导学生领悟写法时，我没有耐心引导好学生自己体会，有时
候采用了“告诉”他们的方式。课上设计的几次表达训练，
问题设置学生觉得有点难。设计问题时，应该更接近孩子们



的实际和兴趣点。

上完课后，我认识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在今后的教学中，我
应该更加认真研究教材，吃透教材，了解课本的意图，达到
教学目的。让学生都觉得学语文是一件快乐的事，都能积极
参与到课堂中来，更有效地实现语文教学读写结合，提高学
生综合能力。

祖父的园子篇七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了,我就读过萧红的《呼兰河传》,现在对
主要内容已记得不多了,残留在印象里的是这是一部很精彩的
小说,作者叙述的童年生活是令人向往的课文《祖父的`园子》
就选自《呼兰河传》。使自己又有机会拜读了这部小说的精
彩章节.感觉真好.这章写了“我”幼时和祖父在园子里自由
生活的情景，具体而又生动地表现了“我”的好奇、贪玩和
幼稚。字字、句句童心四溢，贴近小孩子的生活，容易引起
学生的共鸣。

文中的语言非常有特色，平和、朴实、充满童趣，运用拟人、
排比，使语言整齐而优美。欣赏这样的文章，要让学生结合
课前的提示，在充分读文的基础上体会作者的情感，在读中
感悟语言的特点。从而培养学生去粗取精的阅读能力。

随着作者富有诗意的语音，教学时主要让学生自主地、入情
入境地读课文，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发挥想象，
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
的，并积累语言。整个过程有三个“亮点”值得回味：让我
们随着作者美好的回忆，走近她魂萦梦饶的祖父的园子。

1、抓住佳词佳句感悟作者的写法。

文中许多abb式的词语，如“胖乎乎、圆滚滚、蓝悠悠”都很
优美，体现了作者别样的情感，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都体会到



了，有学生说这样的蜜蜂握在手里一定很有趣;有学生说用这
样的表达显得特别亲切，小蜜蜂就像作者的小伙伴，胖乎乎
的。注意让学生积累.

2、在联想中感受自由。

课文中的作者字里行间体现出童年生活是无拘无束的，是丰
富多彩的。吃黄瓜，追蜻蜓，捉蚂蚱，浇菜……对于学生来
讲，这些既是新鲜的，又是有趣的，作者轻松自在的文字也
让我们体会到无拘无束,倭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黄瓜
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写得多好啊!还让他们想象作者可
能还在园子里做什么，学生们都举起了手，热烈地说着他们
喜欢做的事情：爬树、挖坑、种豆，从树上摇果子，摘花，
撒花……正因为学生对文字产生了共鸣，他们尽情地展开了
思维的翅膀，尽情地说着自己喜欢事情。再让他们读课文的
时候已经能带上自己的感受。体悟童年生活的情趣。

3、拓展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有机会读一读整部小说。

祖父的园子篇八

不知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教育是爱的艺术，教学却是遗憾的
艺术。上完这堂课后，我发现好像可以很深刻的理解这句话
了。说实话，真的有遗憾在里面。总结一下，真的有很多不
足，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

一、课前准备不足

1.没有提前试试电脑和投影是否可以很好连接，以致于今天
早上上课时出现突发事情，重新换电脑，既耽误了上课时间，
又使自己感到很紧张。



2.没有提前试试课件，以致于今天在课堂上投影会不清楚，
或是字体太小，学生无法看清楚。

3.备课时忘了参考《同步学习》上面的问题，在课堂上可能
会讲不到位。

二、由于开始上课时突发事件，使我感到有点乱，在上课时
竟忘记了板书课题。

三、上课声音有点小，后边的学生听不太清楚。

四、提问问题太散，没有把问题集中到一起让学生讨论。

五、上课时，老师是主导，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不利于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六、在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时，没有及时给学生示范。

本堂课中的优点是：

一、上课中语言比较自然，教态大方，应付自如。

二、较好的把握课文中心，提出一个较好概括课文内容的中
心问题，引导学生一起思考，围绕中心一起学习。

三、课堂中能灵活运用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学习课文内容，并
且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今后要改进的地方是：

一、课前一定要准备好

1.备课要充分。教材、教师用书、《同步学习》充分运用，
综合备课。



2.提前试试课件，不清楚的幻灯片及时修改。

3.课件不能喧宾夺主，而是为学生服务。

二、上课开始一定要板书课题，不能再犯忘记板书课题这样
的错误。

三、提高上课的声音。

四、集中呈现问题，留时间给学生讨论交流并思考，锻炼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祖父的园子篇九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己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注重训练学生默读。根据“默读有一定速度，默读一般
读物每分钟不少于300字”这一要求，引导学生在默读中根据
需要搜索信息。对于这样的长篇，默读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
习方式，最终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课堂中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段进行
理解感悟，让学生在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阅读的
方法，最终达到能自主阅读和理解感悟的目的。在课堂中，
学生运用前面学到的阅读方法深入阅读和感悟，深入领悟课
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三、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以多种读书方式穿插进行，在课堂上，
学生时而浏览课文，时而默读片段，时而在我的引领下深情
朗诵，通过个别读、范读、师生对读等多种形式的读，把教
学推向了高潮。

四、为了将学生引进文学的乐园，在教学中适时插入《呼兰
河传》结尾中的章节，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



同时也弥补了课文的空白。

但教学永远是有缺憾的，在本课时的教学中，我认为还有不
足的地方。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教学中没有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还是教师引导得较多。

2.课堂容量偏大，个别地方处理得较为仓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