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运动代表讲话稿(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一

1.学会“箩、杭”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会边读边想象课文描述的情景，边读边体会作者通过景
物表达的思想感情.

4.培养热爱生活的情趣和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课前准备

1.按要求预习课文，自学生字词.

2.查找有关桂花的资料.

3.课件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复习引入

2.提起“桂花”你会想到些什么？（链接生活与积累的古诗



词）

3.生活在江浙的琦君每见桂花飘香，就会想起那一场场“桂
花雨”板书课题

4.读题质疑

二、品析开头结尾

1.接读课文，思考：在作者美好的记忆中的桂花雨是什么样
的？课文哪句话点了题。

2.交流：（1）文中描写桂花落的语句。  课件

（2）结尾的句子。课件  师点拨：文末点题是写作常用的
方法，可以使文章结构更完整，要学会运用。

（3）结尾的写法值得我们学习，那么开头一二节呢？

a.采用对比的方法，突出对桂花的喜爱。旧知牵引——《桂
林山水》课件

b.读了这段语句，你能用合适的aa式叠词补充这段文字吗？
课件词语手册p36

点拨：叠词往往能更生动地表情达意，富有童趣，习作中有
意识地加以运用。

3.那么，文中是什么使我“又”想起了故乡同年时代的“摇
花乐”，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

课件出示母亲的话

三、品悟重点句，辐射全文



2.读这两段语言，你觉得杭州的桂花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吗？

3.为什么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哪些方面比不上）

（1）第三节：关注桂花、馈赠桂花的快乐。（类比我们自己
育出来的豆苗和买来的没什么两样，但感情不同）

（2）第四节：桂花给邻居带来的香甜。

（3）第五节：收获桂花的快乐——板书：摇花乐 桂花雨 
指导感情朗读。

4.再读课件“于是，我又想起……”你还读懂了什么？（又
一次）

作者仅仅为了写摇花乐、桂花雨？板书：思乡情。

四、阅读延伸，品读同题材文章。

同步中的《故乡路》

板书： 桂花雨

摇花乐——桂花雨

思乡情

课后反思：

这节课是我上给实习的师范生听的，教学过程中总体上觉得
学生学得很是投入，教学设计的安排比较流畅，具体来说，
我觉得有以下几点自己今后继续多加运用：



2. 以点带面。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几乎都能找到一处能辐射全
文的支点，这就像那个能撬起地球的杠杆支点一样，具有非
常大的作用。我今后在备课时要潜心找到这个支点，这样不
仅能让自己的教学脉络清晰，省时高效，而且学生学习时也
会如剥笋般层层深入，循序渐进，从而水到渠成理解文意，
品出文味。

3. 内外融合。新教材围绕主题编排课文，内容集中，在教学
中我们要适时融入更多的相关题材的篇章、诗文，增加阅读
的量，如果老师没有时间去找文章，那么同步练习就是很好
的帮手。里面编排的文章总是契合课文的写作内容和角度，
课堂上不妨接纳进来。有时间可品一品，没时间读一读也是
好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作业本、同步等练习册备课前必须
看一看，尽可能在教学设计中融入其中的重点、难点题目，
有时练习册里的题目甚至能启发我的教学思路，闪现教学的
亮点。

4. 触摸生活。在教学设计中看不出这一点。我在教学这篇课
文时，引领学生品位第二自然段作者描写桂花树样子“笨
笨”这一词语时，先通过与“笨”的比较，结合朗读体会到
了贬义褒用这一独具特色的写作方法，然后结合词语手册中
的一个练习题，让学生结合课文内容来填写叠词，进一步巩
固、加深对叠词妙处的体会，感悟语言的魅力。但我最满意
的自己教学处理还不是这些。记得那天升旗仪式上，刚好有
一名旗手在发言稿上讲到一句“被妈妈臭骂”了一通，听来
甚是刺耳。于是我在品位好词佳句这一环节的最后，引入这
一事例，让学生发现生活中对词语感情色彩的把握，继而指出
“臭骂”一词不得当，是对妈妈的一种侮辱，引到学生换上
合适的词语更换，最后我和学生讨论得出“数落”意思最接
近，感情色彩最贴切，让学生对生活中的语文敏感，将语文
的触角延伸到生活中，触摸我们的生活。课后，学生的习作
中写到类似情景时，都会用上“数落”一词，看来这个词语
的教学非常成功。



当然，教学的中还是有不少困惑，比如如何上出略读课文的
特点，虽然这周去炼化听了讲座，但还是不能准确领会，有
待进一步探寻。

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二

《桂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作者琦君用抒情的'笔调，
写下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怀念。文笔疏淡有致，令人回
味。文首开篇明旨，写小时候我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
童年的摇花乐，文章后半部分，写母亲爱家乡的桂花。

面对这样的文章，每一段都非常优美，很难取舍。在第一次
对文本进行解读后，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了：

在这个块面的教学上，抓住一个“浸”字，扣住花香，感受
桂花香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借助朗读，把文字化成一幅幅画面，从画面中点出这是思乡
之雨、回忆之雨。这样的处理，主要是抓住了桂花的香、摇
花的乐，花雨的美，牵出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有留恋，让
作者魂牵梦萦。但是，在把这种对教材的解读实施在课堂教
学后，我们却发现这样的问题：教师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后，
过于拘泥于文本，觉得文本中的很多枝枝叶叶都值得学生去
体悟，都想跟学生交流、享受，想把教师自已对文本的解读
来触动学生。学生在下面听着老师很激情得投入着，他们的
情感体验远没有老师那么强烈，甚至说是很少的。我们认真
地检讨，发现我们老师的教学思路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
学生的学路是非常不清晰的，他们很吃力地跟着老师在文本
中跳来跳去，而面对文本、潜心阅读、自我感悟的东西是并
不多的。

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三

《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她写的这篇文章的确非常优美。



读这篇文章，就如淋浴在一场香香的桂花雨中。在那浓郁而
迷人的香气中，感受着琦君那如雨般的思乡之情。下面就是
我今天在课堂上的小小的体会：

“摇桂花”这一段既是课文内容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
这部分教学我注意了读中感悟，引导学生深入地体会了“摇
桂花”时的快乐心情。教学时我先让学生初读课文，并概括
文章主要内容，然后让学生朗读后划出重点语句，然后步步
深入，渐入佳境。对于作者盼望“摇桂花”的迫切心情
和“摇桂花”的快乐，我引导学生阅读文字，从领会对话和
动词入手，用分角色朗读和让学生说说这样读的理由，在阅
读中体验和感悟作者的急切和快乐之情。对于“桂花雨”的
感受,我引导学生结合淋雨的生活经验来体验其舒服的感觉,
然后又让学生直接来喊一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
呀!”体验喊时的心情，然后带着这种感悟和体验再次进入文
字，读出了其中的感情。最后，引导学生仿写句子、回忆自
己的童年生活，说说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进行情感和能力的
迁移。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对于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
一线教师来说，更是遗憾多多。课堂气氛有些沉闷，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当学生划出了描写
香气的句子谈感受时，脱离了文本具体的语言环境，孤零零
地那么几个句子，确实很难入情入境。让学生采用不同形式
的读，在语境中感受体会，或许情况就不同了。我感觉教师
牵得痕迹太浓，教师讲得多，学生说的少，对学生学法指导
不够。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但略读的味道没上出来。但具体
如何放，我不知道，这方面只有以后多关注，在教学实践中
争取摸索出一点教学略读课文的方法来。

语文的工具性是人文性的载体，人文性又是工具性的灵魂，
二者合一，方能绽放异彩。阅读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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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感悟和积累。”
执教本课后我发现：学生通过文本感悟生活，只有感悟到了，



他们才会用心去生活，才会逐渐变成一个有思想的人。新的
语文教学应为学生们提供一个温馨、和谐的人文环境，倾注
更多的人文关怀，激发起孩子们的情感渴望，点燃起孩子们
的`心灵火花，让语文成为学生们人生成长的心灵鸡汤，追求
的精神元素。应引领学生在课堂中学会生活，把生活中积累
的生活经验融进课堂，融入文本。让学生用心灵去拥抱语言，
和作者作心灵的直接对话，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
作者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操。作者的生活经验与学生的生
活经历产生共鸣，学生才能从文本中体会到作者丰富的情感，
通过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来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课堂
与生活紧密的结合，这样的课堂会让师生之间都获得灵魂的
呼唤、精神的提升。

通过这次上课，我发现了自身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或许，有
些不是一朝一夕能改正过来的，但学习无止境，在今后的教
学中我会不断学习，力求进步。

桂花雨教学反思篇四

《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她写的这篇文章的确十分优美，
几遍下来，我真的如淋浴在一场香香的桂花雨中。在那浓郁
而迷人的香气中，感受着琦君那如雨般的思乡之情。可是，
虽然文章四溢琦君的这份浓浓的思乡之情，可也正如那“得
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一样的得从字里行间细品方见。
所以必须要将自我全身心放入课文当中，你才能真正体会作
者的那一番思乡情，童年乐。下头就是我今日在课堂上的三
点小小的体会：

课文的第一小节主要写了作者最喜欢桂花。在指导学生朗读
这段话时，我就是抓住了“最”字进行做文章，问学生作者
最喜欢桂花的什么？学生开始只能回答出最喜欢桂花的“香
气迷人”。其实作者除了喜欢桂花的“香气迷人”外，还喜
欢桂花的“谦虚”，“不爱张扬”。开始学生回答不出，我
就让学生静心默读课文，一遍下来，学生举手了，找到了课



文的原句，“笨笨拙拙”，“不与繁花争艳”等，于是，在
理解的基础上，学生的朗读水到渠成，很有感情。

课文的第三小节是重点段落，在这节中，我着重引导学生理
解作者的“摇花乐”、父亲的“丰收乐”、母亲的“助人
乐”以及母亲和全村人的浓浓的乡情。虽说这节是重点段落，
因为有了上次姚教师上课的经验，所以和学生同摇同乐，觉
得很是开心，异常是学生扮演小作者，喊一喊摇花时的句子
和缠着母亲要摇花的样貌，学生很放得开，喊得入情，做得
自然，效果很好，连我也被感染了，忍不住和学生一齐喊，
一齐读。

课文的最终两个自然段是作者真情的流露，这时需要学生静
心体会，默默感受，异常是母亲的那句话以及作者怀念童年
的那份情，所以这两段的学习，我学着姚教师的样貌，一开
始就拎出来，在精读课文前先让学生朗读，在学完课文的基
础上，再次将这两段话提出来，学生此时的体会已深刻，不
用多讲，他们就体会到了作者和母亲的那份情。

简单地读，读出喜爱，读出欢乐，读出真情，我想这是我今
日这两节课最大的收获。可是还是有遗憾的，就是课文学完
后，我也和姚教师一样，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也写写自
我童年生活中的趣事。事后我在想，学生此刻才四年级，他
们能写得出来吗？如果要他们写，我又该如何指导他们写呢？
如果也照作者这样用散文的格式写，肯定是不行的，我想还
是用一般的记事方式教他们写吧，毕竟他们才刚刚升入四年
级。

桂花雨教学反思篇五

一、激发兴趣，直奔主题：

二、指导学生读出快乐：



三、指导学生读出真情

简单地读，读出喜爱，读出快乐，读出真情，我想这是我上
这节课最大的收获。课文学完后，我又推荐了一篇文章《月
光曲》，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不过遗憾的是学生现在已经四
年级，应该让他们动手写一下自己童年快乐的事，这样真正
做到了语文教育的听说读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