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爸爸的花儿落了教学重点 亲爱的
爸爸妈妈教学反思(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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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爸爸的花儿落了教学重点篇一

看纪念演出；参加座谈会；参观纪念馆。按照以上四个部分，
依次阅读课文，来理解全文回顾历史，面向现实，呼唤和平
的强烈愿望。

2、自己动手搜集一些有关战争的图片和资料，并结合你的理
解数数自己的感受。

3、同学之间相互帮助搜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出一
期简报。

4、文中对那位日本人是什么态度，为什么？结合新闻和报纸
的相关报道，了解现在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情况，并发表你
的看法。

爸爸的花儿落了教学重点篇二

经历了这不平凡的2020年，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
我们又回到了盼望已久的熟悉的校园。转眼间，一学期的工
作即将画上圆满句号，现将本学期工作总结如下:

1、和家长多交流，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的状况



线上教学我们无法很好的监控学生的学习状态，难免有一些
学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产生惰性，有时课也不听，作
业也完不成，这时我就利用微信，电话跟家长进行沟通，让
家长督促孩子要认真听课，及时完成作业，鼓励他们克服困
难，坚持不懈，努力完成作业。还有的家长对我们的工作不
太理解，口出怨言，我们也充分的理解家长的难处，耐心地
给予指导，还有个别特殊的孩子家庭条件的限制，不能听课，
我们就单独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布置一些作业，避免学生
功课落下。

2、积极备课，精益求精

线上教学我们主要依托钉钉网络平台向学生开展同步的教学
和辅导，学生在钉钉上传作业，我们在线批改，也就是按照
教学—指导—答疑—作业—检测的流程进行工作的，线上教
学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每天上的都是公开课，
听课的不仅是200多名学生，还有几百名的家长，这无形都增
加了很大的压力，在每次上课之前，我都会认真研读课本，
精心备课，组内试课，教案修改，直到组内的几位老师都觉
得没有问题了，才算过关，稍微松一口气，真的是每一个环
节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对于学生提交的作业，我们也是认
真批改。一改作业就是几个小时，几十本作业批改下来，眼
疼脖子酸，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懈怠，对
待工作仍然是不打折扣。

1、抓习惯，树榜样

复课之后发现学生自由、散漫，一部分学生心中无组织无纪
律，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为了让班级工作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重审班级的一些制度，让学生明确什么时候该做
什么事，应该怎么做，这也就是说要抓好学生良好的行为习
惯，如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等等，这些都是十分
重要的。我要求学生从点滴的小事做起，比如见到室外的垃
圾随手捡起，见到老师主动问好，佩戴红领巾，学习用品的



摆放，站路队上下楼梯靠右走……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另外每周我也会利用班会课的少
量时间，让学生指出班上存在的不良问题，是哪些同学犯的
错误，初次犯的错误我们会原谅，多次我们就会批评。让同
学们指出错误，然后提出改进的方法，促使该生不断的进步，
让好习惯在大家的监督下逐步的形成，同时树立班级榜样，
让学生都去效仿学习，这样好的行为习惯就越来越多。

2、复学复课，实抓教学

线上教学，教师隔空喊话，虽然老师很卖劲，但一部分学生
自制力不强，不能专心听课，对新知识不能理解或是似懂非
懂，这样就造成了优秀生与学困生的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
化很严重。复学后，我们做好摸底工作，了解学生掌握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找准教学的切入点，同时每节课我都会认真
的备课，梳理知识点的联系与区别，明确教学的重难点，课
上，采取有效的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使课堂教
学有的放矢，当然在这期间少不了对学困生的辅导，采取结
对子的方式，这样帮扶针对性就比较强，促使学困生尽快的
赶上，保证一个学生都不要掉队。

1、对教材的把握不够到位，浮于表面。

2、班级两极分化严重，中等生下滑，学困生更差，返校后时
间紧任务重，补差的工作觉得很吃力，效果不明显。

3、部分学生处于应付心理，只为完成作业而完成作业。

4、学生心浮气躁，阅读沉不下心，读书效果不佳。

1、认真钻研教材，准确把握每课的重难点，提高教学质量。

2、补差工作任重道远，要有计划，有落实，常抓不懈，坚持
到底。



3、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激励学生的上进心，做好学生的思想
工作，扭转他们的学习态度。

4、培养学生自觉阅读的好习惯，让他们乐读、会读，让读书
真正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总之，为了今后更好的工作，我会不断的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争取将工作做得更完美。

爸爸的花儿落了教学重点篇三

这个问题是在与学生“走进英子与爸爸的几个小故事之寄钱
闯练”学习环节时，一生突然提出的，当时学生反应很热烈，
经过大家讨论交流，大致认为原因有三：

一是爸爸本是爱花的人，文章34自然段写到“他把草帽推到
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那器灌满水的.喷壶，
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浇
花”、“爸爸摘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所以想
到让爸爸也在花池中种满蒲公英也是很自然的事。

一是英子已完成交代的事情，提个小小要求也是孩子家常有
的。同时，在爸爸的影响下，英子对花也有一种特别的情素，
由此想到让爸爸也在花池中种满蒲公英作为小小的奖赏也合
理。

一是英子闯练成功，先前的惴惴不安变为满心欢喜，从银行
出来，映入眼帘的便是满花圃的蒲公英——这可是英子成功
后看到的第一道风景，感觉当然特别美。不难想象，此时蒲
公英已绽放在英子内心，且在她记忆中留香。因此让爸爸也
在花池中种满蒲公英，珍藏这份美好的体验也好。

或许还有其他更深远的意味，只是觉得与孩子们一起走进文
本联系生活，听听这朵花开的声音，也听听学生智慧之花悄



然开放的声音，感觉很妙。

爸爸的花儿落了教学重点篇四

这篇小说的教学要求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用
简洁的语言概述文章内容。因此，课前我划出课文主要的层
断，上课时师先范读，学生再跟读，最后到个别读，效果还
不错，学生能在朗读的基础上，理解文章的情感，那就
是“爸爸对自己的亲情和盼望自己长大、懂事，写得而不露。
”

教学过程中，我抓住父亲对“我”上学偷懒的惩罚，表现了
父亲对“我”的深情，那就是严厉但不失爱心，情节是：有
一天，下大雨，她因赖床不起，而受到爸爸的惩罚，爸爸狠
狠地打了她一顿，仍然坚持要她上学，不过拿了五大枚铜板，
破例让她坐洋车上学，她上学时忘了穿上花棉袄，爸爸拿着
送到学校来，还给了她两个铜板。事情不大，却充分表现出
爸爸是十分爱她的，这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了阵阵涟漪，
使她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懂得自
己去克服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父亲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这些上课过程我都较好地处理了，也是这堂课的成功之处。
另外的教学要求是“理清文章的思路，从中感受至爱亲
情。”文章的两条线索：一线是爸爸爱花，另一条是毕业典
礼。前者是主线，因为作品所要刻画的主要形象是爸爸，在
作品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后者是画线，是为情节的发展有序
而设的，它对主线只是起着烘托、映衬、推动的作用。对于
线索的把握，学生较容易把握，但书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我们知道了，生活中的亲情你们能谈谈吗？你有没有类
似“我”赖在床上不想上学的经历，你的父亲是如何处理的？
学生虽然有个别发言的，但不够热烈，也就是说在拓展延伸
这方面，老师引导的不够深入，学生还不能从课文中真正领
会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是这堂课的不足之处，为了把“世上
只有爸爸好”这样的口头禅作文说好，是否前面变布置，也
许效果好些，假如今后加强这方面的练习，会起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

这是一篇情感颇深的文章，文中作者对父亲的回忆有快乐，
有感伤，文中爸爸对作者有严厉的责罚，更有深沉而绵长的
爱意。但是，在文中，学生只停留在表面字句的理解上，对
作者深层情感的把握不是很到位。学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呢，我们不能简单地生气或郁闷，知道了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经过观察与分析，我发现学生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

其次，学生的父母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管教不严，溺
爱有加，甚至放任自流，出了事就呵着护着。有的父母常常
吵架，而无暇顾及孩子的感受了，在无形之中就给孩子造成
了心灵上的阴影。有的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品位一般，整天
沉溺在麻将室或者歌舞厅，甚至连孩子的三餐都难以按时保
证。这样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毫无感激之情，在这篇课文中自
然难以产生情感体悟的共鸣了。

所以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除了备课本外，更要多备学生，
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才能更好的帮助学生去挖掘
课本中深邃的内涵和体悟作者深沉的情感。

教学时，有同学问我：“英子到东交民巷寄钱出来以后，看
到了东交民巷街道的花圃中种满的蒲公英，她高兴地想：闯
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
蒲公英。这当中的蒲公英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对啊，蒲公英，看似轻描淡写的
一笔，是否别有含义？

带着这问题我再次研究课文内容，发现全文是由“花”串连
起来的，在全文中起贯穿全文的作用，“蒲公英”便是这一
线索的组成部分。在英子成功寄出钱之前，心里是那样的惴
惴不安，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任务，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并不是一件易事！而她，按照爸爸的吩咐，果真顺利的完成
任务，成功的喜悦必然给她带来好心情。此时的英子看到了
蒲公英——在她成功后看到的第一道风景，感觉当然特别美，
这时的蒲公英犹如她的吉祥物，那是她经历成功的标志！这
份美好的回忆当然要珍藏，她很自然地想到要让爱花的爸爸
也种上一些。由此看来，虽然这只是轻轻的一笔，却含义丰
富。

本文主旨为“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孩子”。显
然“成长”是主题，“花”是为主题服务的，她的成长足迹
就是通过花来体现。我们发现，在英子由一个不懂事的小女
孩变成为一个遇事镇定的小大人的整个过程中，过渡很自然，
因为每一次关键的成长都有“花”作为标志：

１、从爸爸对花的悉心照料，我们似乎看到了他对女儿的呵
护备至，女儿在爸爸的关怀下开始乖巧、懂事。

２、蒲公英的出现标志着英子已经能为家里出力了。

３、那朵戴在英子胸前的夹竹桃花伴随英子上台领毕业证书，
也伴随她告别童年、伴随着她勇于面对生活——她已不再是
小孩子了。爸爸的夹竹桃花落了，正是她成长的标志。

总之，全文借用“花”清晰地引出了一段段回忆，这，正是
英子成长的足迹。

爸爸的花儿落了教学重点篇五

为了让学生能更好的把握课文内容，理解文章主旨，我在课
前给孩子们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然后让孩子们带着
对这段历史的真切认识去阅读课文。

本课教学我设计的教学主问题是“为什么萨特说记忆是“沉
重”的，又是“美丽”的？”，根据文首萨特的那句话而设



计。采用了小组讨论、读中品的方式，并举例了一些历史事
件，以加深印象。

课堂上也让学生阅读了《综合性学习》中“铸剑为犁”的内
容，深层感知了战争带给人类的残酷性。通过分析，加上对
那段历史的介绍认识，很多学生都能说出文章的主旨就是文
中的那句：世界不要再有战争了。

。我在想，这个教学环节是不是可以删去，以情感解读为主。

爸爸的花儿落了教学重点篇六

这篇小说的教学要求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用
简洁的语言概述文章内容。因此，课前我划出课文主要的层
断，上课时师先范读，学生再跟读，最后到个别读，效果还
不错，学生能在朗读的基础上，理解文章的情感那就是“爸
爸对自己的亲情和盼望自己长大、懂事，写得而不露。”

教学过程中，我抓住父亲对“我”上学偷懒的惩罚，表现了
父亲对“我”的深情，那就是严厉但不失爱心，情节是：有
一天，下大雨，她因赖床不起，而受到爸爸的惩罚，爸爸狠
狠地打了她一顿，仍然坚持要她上学，不过拿了五大枚铜板，
破例让她坐洋车上学，她上学时忘了穿上花棉袄，爸爸拿着
送到学校来，还给了她两个铜板。事情不大，却充分表现出
爸爸是十分爱她的，这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了阵阵涟漪，
使她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懂得自
己去克服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父亲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这些上课过程我都较好地处理了，也是这堂课的成功之处。
另外的教学要求是“理清文章的思路，从中感受至爱亲
情。”文章的两条线索：一线是爸爸爱花，另一条是毕业典
礼。前者是主线，因为作品所要刻画的主要形象是爸爸，在
作品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后者是画线，是为情节的发展有序
而设的，它对主线只是起着烘托、映衬、推动的作用。对于
线索的把握，学生较容易把握，但书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我们知道了，生活中的亲情你们能谈谈吗？你有没有类
似“我”赖在床上不想上学的经历，你的父亲是如何处理的？
学生虽然有个别发言的，但不够热烈，也就是说在拓展延伸
这方面，老师引导的不够深入，学生还不能从课文中真正领
会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是这堂课的不足之处，为了把“世上
只有爸爸好”这样的口头禅作文说好，是否前面变布置，也
许效果好些，假如今后加强这方面的练习，会起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