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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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一

《巨人的花园》这篇课文是选自王尔德童话集的一篇意蕴深
刻的童话。自古以来，童话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章体裁，尤
其受孩子们的青睐。

本文的显著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揭示道理。
文中有许多处进行了对比，如，巨人砌墙与拆墙后花园情景
的对比，巨人砌墙与拆墙后态度的对比、感觉的对比，正是
在这些对比中，故事的情节变得跌宕起伏，故事所揭示的道
理也自然地显现出来。本课教学的重点是想象画面，体会巨
人在行动上和心理上的变化，教学难点是体会这篇童话在表
达上的突出特点。

作为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已接触了不少童话，童话本身以其
生动有趣深深吸引了这些爱幻想的孩子。孩子对童话的浓厚
兴趣使本篇教材具有莫大的磁性，但磁性到底能吸引住多少
孩子，得靠教师的精心引导，因为孩子们毕竟没真正掌握阅
读童话的技巧。

在教学时，我让朗读成为学生阅读学习的探究的重要手段，
让学生在自主、民主的氛围中学习，自主地读、说，在自读
自悟、主动探究中读懂这篇意蕴深刻的童话，让每一位学生
的心灵都为之一颤，为他们点燃心中的一盏明灯，让他们学
有所获。



寻找文本中的空白点，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童话中没有对
巨人外貌的描写。教学时我出示了安徒生童话《拇指姑娘》
中拇指姑娘外貌描写的段落，引导学生描写巨人的外貌。学
生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描写中能大胆的想象。由于课堂时
间有限，在描写方法的指导上还存在着不足。

引导学生拓展性阅读。文本里有许多想象的空间，比如巨人
赶孩子们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小男孩会
说话的眼睛凝视着巨人，但他没有说出来，又比如当巨人看
到小男孩这种眼神后，他心里火辣辣的，那为什么火辣辣的，
也没有写出来，这时我就安排学生说一说写一写，这样既加
深了对文本的理解又训练了学生表达的能力，通过前期一系
列的对比感悟，这时再出示重点句，学生对重点句的理解也
就水到渠成了。课的最后，链接本文的作者王尔德，名人档
案。拓展作业，收集有关幸福的`名人名言。收集王尔德的其
它童话故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学生都发生了
浓厚的兴趣。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二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故事，它透
过讲述孤独而自私的巨人与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们间的故事，
告诉我们快乐需要与人分享的`道理。教学重点难点是：1、
体会巨人在行动上和心理上的变化轨迹，以及这些变化带来
的结果，明白快乐应当和大家分享的道理。2、体会这篇童话
在表达上的突出特点，感受童话魅力。此课我上的是第一课
时的资料。主要是认识生字词语，朗读课文，读通课文，了
解故事梗概，精读课文的第一部分花园的变化。

首先，一篇课文是单元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应把课文和单
元割裂开来，而要注意相互的关联性。这也是教材处理与把
握的一个问题。这个单元的重点是童话，而作为本单元的第
一篇课文，在上课文前，就应先引导学生理解单元提示的资
料，让学生在了解总的资料的基础上学习新的知识。先学习



有关童话的知识，询问他们对童话的了解和理解。激发学生
的兴趣，让他们对本单元的课文能持续一种好奇、喜爱的情
绪，为后面的上课做好准备。每个单元的单元提示对于每个
单元的课文都有引导和开篇的作用，因此要好好利用单元提
示，才能为课文的开篇打好基础。

这节课在开题时，我的导语是“同学们，你们喜欢童话吗？
你读过哪些童话？”并以游戏的形式猜童话主人公，引起学
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其次，在上一篇课文前，预习工作是十
分重要的，因此要让学生养成预习的好习惯。而第一课时教
学时需要对学生的预习状况进行及时的反馈和检查。在第一
课时中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做到正确连贯。在读的环节中
做得不到位。当然，仅仅是读课文可能会让学生觉得枯燥、
乏味，所以要采用多种阅读的方式，比如能够带着问题读，
能够赛读，能够大声朗读，也能够是默读。在预习时学生可
能会有些疑问，在这个环节让同学们带着问题去读课文，读
完课文及时反馈这个问题。在预习中把她解决。

再次，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就应给学生自主的思考和阅读空间，
这样学生才能对文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才会读懂课文。

第一课时主要是整体感知课文，深入领会课文的内涵还得靠
第二课时，而在第一课时结束前抓住课文的主要问题留给学
生一个悬念，不仅仅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体现出课时
的连贯性。比如在上《巨人的花园》第一课时结尾的时候，
就能够提问“巨人的花园经历了哪几次变化？”“巨人的态
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等等。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三

我在四(1)班执教《巨人的花园》，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巨人
看到孩子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玩耍，很生气，便赶走孩子，在
花园周围筑起了围墙，不让孩子进入花园。但是，从此花园
里都是寒冷的冬天。一天孩子们从墙洞爬进去，园里立刻有



了春意。但巨人再次将孩子们赶出了花园，之后花园又被冰
雪覆盖了。后来，在一位小男孩的启示下，巨人醒悟了，他
立刻拆除了围墙，花园又成了孩子们乐园，巨人生活在漂亮
的花园和孩子们中间，感到无比的幸福。从这篇童话中，我
们可以体会到，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我认为自己比较成功的有三点：

一、注重挖掘文本的情感因素，在想象中陶冶情操。

我抓住花园情景的变化、感觉的变化和人物态度的变化，引
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对孩子们见到美丽花园时的反应，
巨人训斥孩子时的凶恶态度，训斥孩子后花园的荒凉，拆除
围墙后花园的和谐，我都引导学生通过想象进入到童话优美
的意境中，使之感同身受。

二、关注文本，在对比中感受领会文意。

本文的显著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提示道理。
结合课文内容上对比的特点，在教学时，我以“对比”为主
线，采用一系列的对比来进行教学：花园里墙里墙外的景象
对比，巨人前后的态度对比，拆墙前后的对比，循序渐进，
步步进入，最后提示道理。

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

我借助课件播放优美的画面，让学生感受花园的美。学生的
思维、情绪、想象和表达能力得到了发展。在学生感受四季
美景时，他们看到优美的画面，直接感悟，可以让他们感受
到课文内容的具体生动，富有真情实感，以达到较佳的效果。

当然，也有很多不足，最大的不足是还舍不得放手，对学生
总是不放心，我应该引导学生成为真正学习的主人。



1、关注学生的言语实践较浅

这一课堂的语言训练意识较浅，我应该引导学生自读自悟，
想象画面，读中感悟，以读见悟;应该抓住重点语段，引导点
拨学生在细细的品味语言中，在对比朗读、想象说话中，理
解童话的内涵。

2、读悟中领会寓意不深

语文教学应该以读为本，让感悟充盈课堂教学，让学生通过
心灵的体验，将知识和感深深地植入内心深处。由于时间仓
促，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没有很好的领学生读文本。

在我的教学设计中，“读”，是我教学的重要一方面，不是
放任自流、毫无目的的读，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循序渐进的
零距离读，让学生进入童话的意境，引导他们通过揣摩课文
中的语言文字所负载的内容，体验语言文字所渗透的情感，
从而使感悟更深刻、更高效、更有价值。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让学生在理解文本
的基础上想象画面，在想象的过程中达到文本与心灵的沟通。
只要用心灵去解读文本，通过想象去领悟文本，便能让语文
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篇四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故事，这篇
童话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巨人拥有一座美丽的花园，
但当他看见孩子们在里面玩时很生气，把孩子们都赶了出去，
在花园周围筑起了高墙，将孩子拒于墙外。从此，园里花不
开，鸟不语，一片荒凉，只有冬天永远留在那里，他的自私
换来了花园的寒冬。之后经一个男孩的提醒，巨人明白了自
己的自私和冷酷，他把花园送给了孩子们，自己也获得了快
乐和幸福。从这篇童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和大家一齐



分享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篇课文在写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运用比较进行写作，
如巨人回来之前和巨人回来之后花园的不同景色，春天来了
花园内外的不同变化，孩子们进入花园和巨人赶走孩子们后
花园的不同景色等等，因此，我在上课的过程中紧紧抓住教
材的这一特点，运用比较进行教学。

我首先引导学生学习了巨人不再时，孩子们在花园里快乐玩
耍的情景，巨人回来了，花园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然后
引导学生开始学习后面的文章，在学生初步了解巨人的加入
给花园带来的变化之后。我引导学生抓住“没有孩子的地方
就没有春天。”这句话从“有孩子就有春天”和“没有孩子
就没有春天两个方面进行阅读。学生通过找句、品词，慢慢
的感悟到，巨人不愿意让孩子到花园里来玩，所以春天永远
不会来到花园里，是巨人的自私换来了寒冬，文章告诉我们
有了快乐就应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次是阅读，我让学生在自主、民主的氛围中学习，自主地
读、说，在自读自悟、主动探究中读懂这篇意蕴深刻的童话，
让每一位学生学有所获。抓住巨人的言行细细品味，引导学
生想象，体会巨人性格的变化。

最后我安排学生说一说，比如巨人赶孩子们的时候是怎样想
的，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小男孩会说话的眼睛凝视着巨人，
但他没有说出来，又比如当巨人看到小男孩这种眼神后，他
心里火辣辣的，为什么火辣辣的，却也没有写出来，这样就
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训练了学生表达的潜力。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学生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五

《巨人的花园》是一篇朴实的童话故事，本文的显着特点是
运用对比的方法展开故事情节，揭示道理。正是这些对比使



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故事所揭示的道理也自然显现出来，
但所有的情节变化都以墙为线索，所以我在教学这课时，就以
“墙”为切入点。然后，我让学生小组合作探索出与墙有关
的对比变化。结果，有的组发现巨人砌墙前与拆墙后花园情
景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前花园风景如画，之后却花不开，鸟
不来，还有的.组发现巨人砌墙与拆墙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先前他表现的很自私，之后变得宽容了……然后我让学生们
把自己的发现用列提纲的形式板书到黑板上。最后，再根据
学生提出的这两个有价值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同
学们都积极踊跃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和体会。让我深深的感受
到整堂课上都是以学生的思维发展为取向，我只是充当了引
导者，参与者。这样的教学方式才能真正地发挥学生的主体
功能。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篇六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一篇童话故事，四
年级的孩子对童话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里面人物的对话很多，
所讲述的内容浅显易懂。为此，我在教学本课时设计了如下
环节。

首先，注重挖掘文本的情感因素，在想象中陶冶情操。我抓
住花园情景的变化、感觉的变化和人物态度的变化，引导学
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对孩子们见到美丽花园时的反应，巨人
训斥孩子时的凶恶态度，训斥孩子后花园的荒凉，拆除围墙
后花园的和谐，我都引导学生透过想象进入到童话优美的意
境中，使之感同身受。学生的思维、情感在富有感染力的教
学语言、富有启发性的过渡语、适时的教学点拨和反复的朗
读、品味、互相启发中逐渐清晰、丰富，内心的体验与文本
的情感更靠近，内心的感悟与文本的内涵更吻合。整个过程，
把情感融于语言文字训练中。透过对重点词、句的想象研读，
拾级而上，步步深入，由文悟情，使学生在读、思、想、说、
写的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做人要宽容，不要太自私的
熏陶与感染。



其次，关注学生的言语实践，在训练中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我有强烈的语言训练意识，整堂课都在一种自然，舒畅的情
境中无痕地进行着语言训练。在感受花园的“美丽”，教师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想象画面，读中感悟，以读见悟；感悟
花园的变化和巨人的变化，抓住“唤来寒冷的，是你那颗任
性、冷酷的心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眼，让学生在引
读点拨中，在细细的品味语言中，在比较朗读、想象说话中，
理解童话的内涵。课末的说话训练，更是深化对寓意的心领
神会。那里，我凭借教材进行恰当、巧妙的语言实践，既使
学生在实践中内化语言、运用语言，增强了语文综合学习潜
力，同时又在训练的过程中升华了人文内涵。

最后，抓住教学的生长点，在读悟中领会寓意。语文教学就
应以读为本，让感悟充盈课堂教学，让学生透过心灵的体验，
将知识和感深深地植入内心深处。在设计中，我十分注
重“读”，不是放任自流、毫无目的的读，而是透过多种形
式、循序渐进的零距离读，使学生进入童话的意境，引导他
们透过揣摩课文中的语言文字所负载的资料，体验语言文字
所渗透的情感，从而使感悟更深刻、更高效、更有价值。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激发了学生读童话，爱童话的兴趣。同
时也使学生明白了，只有分享快乐，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花园教学反思二年级篇七

《巨人的花园》是是英国作家王尔德写的一篇童话故事，讲
的是一个巨人看到孩子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玩耍，很生气，便
赶走了孩子，在花园周围筑起了围墙，不让孩子进入花园。
但是，从此花园里，都是寒冷的冬天。一天，孩子们从墙洞
爬进去，园里立刻有了春意。但巨人再次将孩子们赶出了花
园。之后花园又被冰雪覆盖了。之后，在一位小男孩的启示
下，巨人醒悟了，他立刻拆除了围墙，花园又成了孩子们的
乐园，巨人生活在漂亮的花园和孩子们中间，感到无比的幸
福。从这篇童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和大家一齐分享的



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这篇课文在写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运用比较进行写作，
如巨人回来之前和巨人回来之后花园的不同景色;春天来了花
园内外的不同变化;孩子们进入花园和巨人赶走孩子们后花园
的不同景色等等;正是在一次次的比较中揭示了文章的主题。
因此，我在上课的过程中紧紧抓住教材的这一特点，运用比
较进行教学。

在教学中，我先引导学生学习了巨人不再时，孩子们在花园
里快乐玩耍的情景，然后，话锋一转：巨人回来了，花园又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引导学生开始学习后面的文章，在学生
初步了解巨人的加入给花园带来的变化之后。我引导学生抓住
“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这句话从“有孩子就有春
天”和“没有孩子就没有春天两个方面展开阅读。学生透过
找句、品词，慢慢的'感悟到了文章的主题：巨人不愿意让孩
子到花园里来玩，所以春天永远不会来到花园里，是巨人的
自私换来了寒冬，文章告诉我们有了快乐和完美的事物就应
和人分享。就应说，透过这样的比较阅读，学生的语感得到
了有效的训练，对文章主题的感悟也是在自主阅读，充分思
考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

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遗憾，首先，在引导学生
对“有孩子就有春天”和“没有孩子就没有春天”的相关句
子进行比较阅读的时侯，注重了朗读的训练，而忽视了语言
文字的训练，如描述冬天的词雪花飞舞、狂风大作、鲜花凋
谢、树叶飘落、冰雪覆盖和描述春天的词如阳光明媚、草翠
花开、绽出绿芽等这些词没有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和运用，也
没有让学生进行积累。其次，是在讨论问什么巨人不让孩子
们到花园里玩耍这一问题时，有学生回答巨人是怕孩子们损
坏花园里的花草，这一明显不贴合文章主题的答案时，没有
及时的引导，所以学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在最后引导学生
对冷酷的巨人说话的时侯，许多学生都告诉巨人自己不会损
坏花草的，而不是针对巨人的冷酷进行劝说。事后想来，当



学生回答巨人是怕孩子们损坏花园里的花草，而不让孩子们
到花园里玩的时候，只要引导他们再去读一读，巨人回来之
前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的完美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