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瓣雨教案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花瓣雨教案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主要是以人物对话为主线展开叙述的，通过初读，
学生已经能初步感受到小女孩的“懂事”，所以在精读课文
环节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小女
孩的懂事呢？让生抓住文中的三组对话，引导学生抓住关键
词精读小女孩的每一句话，分别体会到她的爱花、孝顺和听
话。在教学时，我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教学：

小女孩的答话是朗读的重点，因此我在教学时抓住关键词，

让学生边读边想象，从中体会小女孩的懂事。例如在感受小
女孩孝顺时，通过“摸上去像绒布”、“闻起来有淡淡的清
香”等词句体会小女孩为了让生病的妈妈高兴，“摘花瓣送
给她”的一片真情。在体会小女孩爱花时，抓住“舍不
得”“不好意思”等词语让学生感受小女孩虽然为了让妈妈
高兴摘花瓣，但却不忍心摘下整朵花。在感受小女孩听话时，
抓住“闪动的泪花”让生谈谈这是怎样的泪花？这泪花中包
含着什么？学生有的说是激动的泪花，有的说是思念的泪花，
还有的说是难过的泪花。在交流过程中，我珍视每一个同学
的阅读感受，鼓励他们积极思考，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引
起情感共鸣。

学生通过文中相关词句很容易就能体会到小女孩的懂事，因
此在教学时，我努力探寻文本的空白处，通过创设情境，让
生展开合理想象，与文中的人物进行对话。例如：在学生感



受到小女孩送花瓣是为了让妈妈高兴后，我让学生想象：妈
妈收到小女孩的花瓣后，会说些什么?小女孩的心情会怎样？
再如，课本最后写作者在小女孩的感染下，买了两盆月季花，
一盆送给了小女孩，另一盆放在了母亲的阳台上，在此，我
让学生展开想象:作者在把两盆花送给小女孩与他母亲时,分
别会说些什么?通过情境的创设，让生发挥想象，给予了学生
深入思考与言语表达的训练，进一步理解文章内涵。

在课文学完时，我让生再次品读课题，并让生思考：这花瓣
中飘着什么香？引导生领悟“飘香”的象征意义。这种香味
不仅仅是花香，更是浓浓的爱，此处在教学时引导的较好。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

1.在品析完文中的关键词后，给予学生充分朗读的时间略少，
忘记让生分角色朗读课文，所以课堂节奏有些过紧，导致最
后时间多5分钟左右让生完成《补》练习。

2.对于学生的回答引导、评价还不到位

3.个别问题的设计不深，让学生的回头流于形式

花瓣雨教案反思篇二

《花瓣飘香》是一篇洋溢着浓浓亲情的课文，通过一个小女
孩给生病的妈妈送花瓣的事，赞美了小女孩爱惜花草，体贴
妈妈的美好心灵。课文情节直白，情真意切。

第三段是精读的重点，我让学生通过充分的朗读，体会小女
孩真挚纯朴的亲情。因为文章是以人物对话为主线展开叙述
的，所以我在教学时启发学生抓住提示语中的关键词，来感
悟人物的内心活动。

我抓住本文的文眼“懂事”，让学生自读课文，找出认为小



女孩懂事的地方。在新课标的倡导下，我们已经明确课堂应
该属于学生，而不应以教师的讲解代替学生的思想。此时我
鼓励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下，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有所思考，受到情感熏陶。果然，有的学生觉得
小女孩摘花瓣送给生病的妈妈，是非常体贴妈妈的；有的学
生认为小女孩的爸爸交待她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惹妈妈生气，
她做到了，也非常懂事；也有的学生认为她没有摘整朵花，
而只是摘了一片花瓣，懂得珍惜花草……可见学生透过课文
所呈现的语言文字，真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对小女孩的感叹-
——“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本课的题眼是“飘香”，教学中让学生理解、感悟“飘香”
的象征意义，小女孩手里捧着的不仅仅是花瓣，还有一片孝
顺妈妈的心，一片浓浓的亲情。妈妈闻到的也不仅仅是花香，
还有孩子的一份真情，一份孝心。小女孩敬爱父母的美好品
德感染了作者，也感动了你我，再次回到课题，审视课题，
抓住题眼，加强对“飘香”象征意义的理解，深化感情，升
华主题。

课文结束前，学生已被小女孩美好的品质所感动。我用课件
出示一首小诗，这首诗是全文的浓缩，感情的升华。这一片
孝心，这一份爱心，通过学生对小诗充满感情的朗读中就知
道已经飘在所有同学的心中了。课后让学生设计一片花瓣，
写上对母亲的问候，作为妇女节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妈妈，让
这种亲情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本课故事性强，非常适合让学生进行课本剧表演。如果能让
学生带着想象，把课本直接当剧本，当堂进行表演效果会更
好，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对课本的理解。

花瓣雨教案反思篇三

《新课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
特点。二者之间的关系，用崔峦老师的话说就是：它们犹如



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基础，是
人文性的载体，人文性是工具性的“精、气、神”离开“工
具性”谈“人文性”，有舟天水，寸步难行；同样，只有工
具性，没有人文性，有水无舟，亦无法欣赏到“小小竹筏江
中游，悠悠青山两岸”的绝妙景致。

（1）、由于本人学的是非语文专业，语文素养还有欠缺，语
文知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语文的语言做不到“身形并茂”。

（2）对语文学科的学科性质学习不到位。

1．加强自己的业务素养，多向名师、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多
学习理论知识。

应把功夫下在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学识水平，为学生的自
主学习营造良好的氛围，为师生平等对话创设理想的情境上。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在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多样性的基
础上，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对话，帮助学生建构意
义。

2.从领悟人文内涵入手，有机进行语文形式的学习

语文课堂上，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往往是不同的，因此课
堂教学应少一些限制，多一些自由。学生必须能自己发现问
题，并通过共同探讨、相互交流来增强感悟能力，提高语文
素养。披文入情，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与作者灵犀相通，产
生情感共鸣，同时，研究文本的语文形式，学习表情达意的
方式、方法，相机进行言语训练。

3．以学习语文形式入手研读文本，相机渗透人文教育。

深圳的赵志祥老师在执教《地震中的父与子》时，他这样引
导：



孩子们就这样在研读文本的言语形式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学会了表达内心的情感体验，从而领悟到了这对父子间的深
情。

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实践操作上要解决很多问题。
从教师的角度看，如何发掘教材中的人文因素，如何在教学
中渗透人文精神，应采用什么教学策略来促使工具性和人文
性的统一，何谓两者统一的最佳状态和最佳效果，采用什么
样的评价标准，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从学生的角度看，应
具备什么态度、情感对待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怎样处理
教学的统一要求和个人的独特感悟、体验、理解的关系，如
何通过探究活动，透过语言文字的表层去体会语文的人文精
神、理解语言文字中蕴含的人文特征，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在语文教学中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不是一朝一夕能
做到的事。因此，我们必须在《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导下，
树立正确的观念，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学习，才能
更好地实现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相统一，大大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

花瓣雨教案反思篇四

今天要学习《花瓣飘香》这篇课文了，我特意买了几朵玫瑰
花，带到学校里。(本来是希望买到月季花，这样更符合课文
内容，但花店里没有，只能用玫瑰花代替)当我手捧玫瑰花，
刚走到三(1)班教室门口的时候，他们班里的孩子就惊叫起来：
“啊，好美的花!”一阵喧哗!我的心开始欢唱：哦，我们班
的孩子一定会更加惊喜的!

笑意刚刚在脸上绽开，一阵风似的，我们般的几个孩子就朝
我卷了过来：

“啊，钱老师，你怎么拿着花呀!”前呼后拥的，我随着他们
走进教室，说：“你们猜呢?”



“是要写作文吧，让我们观察静物，进行描写。”(天哪，竟
然用了“静物”这个词。丁林恒语就喜欢用这些很老练的词
语。)

“是奖给表现好的小朋友吗?”(是平时很难得到奖励的赵宇
立说的，老师奖励表现好的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定论了吧?)

“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学习课文吧?”(聪明，真会揣摩老师
的心思，这除了潘子一没有别人了。)

“我们要学习《花瓣飘香》这篇课文，有了这花，我们能更
加投入，能够沉浸在其中。”(惊叹!陈佳敏一直是我最得力
最放心的'助手，她总能说到我的心坎上。)

他们猜了很多很多。

我笑着说：“你们猜对了一些，但所有的答案加起来，还是
不完全对。的确，这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上好课。但，
即使没有花，我们的语文课也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啊，但我
为什么一定要去买呢?而且，你们知道吗，虽然我家里有好几
个花瓶，但我还是特意去买了一个新的花瓶，这是因
为……”

我顿了顿，孩子们都睁大眼睛望着我，等着听我的下文。

“因为这是我特意要送给你们的礼物!”

“礼物?!”

“是的，送给你们的礼物，送给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
学期来，我感受到了你们的进步，无论是上课还是做作业，
你们都更加认真了，所以，我要用玫瑰花来奖励你们!”

他们愣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们喜欢吗?”



“喜欢!”是非常确定的回答。

正式开始上课了，课堂上，对于表现好的同学，我奖励的是
一片我在整理花朵时摘下来的花瓣，孩子们都将花瓣轻轻捧
起，放到鼻子前闻了闻，他们，笑得好甜。

故事讲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了作为教师的幸福和快乐。我
有这样一些感慨：当我手捧玫瑰花，我拥有了教育的诗意。
我的教学不再只是为了完成知识授受的过程，而是充分享受
了每一个细节所带来的感动和快乐，花儿改变了心情，花儿
催开了课堂上张张灿烂的笑脸，花儿的芳香中，浓浓的师生
情谊，也正在飘散，飘散……当我手捧玫瑰花，我拥有了教
育的智慧。只是几朵小小的花而已，可我一下子就把孩子们
的眼睛和心灵吸得牢牢的，而且，我还把孩子们的心哄得热
乎乎的，美滋滋的，多值得哪!他们快乐，我更快乐啊!

花瓣雨教案反思篇五

《花瓣飘香》是一篇洋溢着浓浓亲情，情节直白，情真意切。
我抓住本文的文眼“懂事”展开教学。

小女孩说“我舍不得把整朵花都摘了……”她想说的话说完
了吗？从哪里看出来的？也许小女孩还想说什么，但是没说
出来，你能帮她把没说完的话补充完整吗？学生想象说话，
体会小女孩的虽然为了让妈妈高兴而摘花瓣，但却不忍心摘
下整朵花朵，怕影响别人观赏的心理。

最后让孩子们有感情地朗读一首小诗：

花瓣飘香

清晨，月季花上闪动着露珠，

小女孩摘下一片花瓣，



轻轻放在妈妈的枕边。

表一份心愿，

道一声祝福，

妈妈的脸上漾起了微笑。

小小的花瓣，

像绒布一样柔软，

淡淡的清香随风飘散。

小小的女孩，

像露珠一样透亮，

你不就是那片飘香的花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