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枣核教学反思 枣核教学反思(大
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三年级枣核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本课的成功之处是由《我的中国心》导入，强调这首诗
表达的是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感情。萧乾先生在《枣核》
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

通过找寻围绕枣核所写事情“索枣核、得枣核、话枣核、议
枣核”很容易发现“枣核”是这篇文章的线索。

从内容上看，枣核形象生动地寄托了思乡之情。

从结构上看，枣核又是本文叙事线索。

从写法上看，以小（枣核）写大（思乡之情）。

学生的创新：“在回答美籍华侨生活得好吗？从文中找出根
据”时，大部分人有理有据的回答了生活得好，也有一个同
学认为她生活得不好，理由为思乡恋国心切，越老越烈，心
情不好。

三年级枣核教学反思篇二

《枣核》一文的写作特点是以小见大、以物传情。枣核 ――
一颗看似寻常不被人留意的种子；送枣核 ―― 一件极为平
凡普通的小事，而在萧乾笔下，却写得那样情意浓浓，含义
深刻。小小的枣核寄托了一位远离祖国近半个世纪的美籍华



人思恋故土的民族深情。“改了国籍，不等于改了民族感情；
而且没有一个民族象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作者独具慧眼，从小处着笔、从大处着眼，寓情于物，以小
见大、从一件小事中，发掘出了一个有深意的重大主题。 这
也是本文的一个学习重点。为完成这一目标，我围绕枣核设
计了这样三个环节：

初读枣核。这个环节主要是通过朗读整体感知课文，让学生
谈谈初读的感受，并积累重点词语。

读懂枣核。利用设计的问题，引导学生把握全文主要内容、
理解主题，同时指导学生阅读方法。

品味枣核 。抓住主旨句：“ 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
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透过这位友人，作者看到的是整个华夏民族对故土的依恋之
情。而且，这种思乡之情也正是爱国之情的具体体现。拓展
部分我给大家欣赏了席慕容和余光中的《乡愁》诗歌朗诵，
让学生再次受到了爱国情感的熏陶。

授完课后，自我感觉思路还较清晰，学习任务也完成了，但
总觉得有很多需改进的地方。首先，新课程理念强调让学生
自主合作学习，教师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而本课
的教学，我是牵着学生的鼻子走的，问题全是我设计的，虽
完成了学习任务，但学生是被动学习，主动探究、发现问题
的意识未得到增强。想到黄校长所开设的《冰心诗两首》一
课，学生自主意识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通过小组合作，
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努力在小组内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的，
全班交流。课堂上，学生学习热情高涨，上课很投入，每每
有语出惊人的表达。这种情景正是我所期待的，可怎样才能
在我的课堂上出现呢？现在我明白了：只有解开束缚的绳索，
放手让学生自由活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组织学生合作探



究，才能创设出我所期待的'课堂。其次，因为本课主题不难
理解，我所设计的问题也都较浅显，难以激发起学生探究的
欲望。授课内容多停留在教参层面，自己对文章内容的思考
不多，挖掘深度不够。记得薛主任在讲题目枣核的作用时，
除了我们通常所讲的“枣核是文章的线索，是抒发游子思乡
之情的载体”外，还发现了文题和文章语言风格的关系，两
者都是质朴无华的。并由此让学生明白语言质朴无华但饱含
感情的文章绝不逊色于辞藻华丽的文章。这一点让我映象极
为深刻，如没有对文章深入地思考，哪会有这样的发现呢？
我应该向薛老师学习，多深入思考文章，力争形成自己独到
的见解。老师会发现了，也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去发现。

三年级枣核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本课创
设了学生小组合作的环节，一是让学生在初学时说说课文主
要讲了什么，学生从小组交流中取长补短，也为复述故事做
准备；二是让学生讨论主人公“枣核”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这是教学的关键点，学生在相互交流中感悟人物品质，了解
相对应的事例，这也为复述故事做了准备。学生在交流中养
成了主动交流的习惯，掌握了学习语文的方法。

由于本篇课文是略读课文，因此，在教学字词方面应侧重于
学生的前置性学习。我让学生在预习时主动识字，在课堂上
突出对学生前期预习内容的检测，提高学习的`效率。

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故事内容的基础上，我采取了“整体—
部分—整体”的教学形式，顺着文章中枣核的人物品质这条
主线组织教学，让学生借助文中人物的细节描写来感受人物
身上所具备的精神品质。通过品读、思考、交流这一系列学
习过程，学生不仅深入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深刻感受到
了枣核形象的丰满、生动。



三年级枣核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本课的成功之处是由《我的中国心》导入，强调这首诗
表达的`是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感情。萧乾先生在《枣核》
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

通过找寻围绕枣核所写事情“索枣核、得枣核、话枣核、议
枣核”很容易发现“枣核”是这篇文章的线索。

从内容上看，枣核形象生动地寄托了思乡之情。

从结构上看，枣核又是本文叙事线索。

从写法上看，以小（枣核）写大（思乡之情）。

学生的创新：“在回答美籍华侨生活得好吗？从文中找出根
据”时，大部分人有理有据的回答了生活得好，也有一个同
学认为她生活得不好，理由为思乡恋国心切，越老越烈，心
情不好。

三年级枣核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简单，还记得郑桂华老师说的，“教学目标一定要
明确，一堂课彻底解决一两个学生切实需要解决问题，这样
才能真正给学生留下点东西。”所以在《苏州园林》的教学
目标设定中，我把目标确定为：通过朗读体会作者通过生动
的语言表现苏州园林的图画美和体会作者对苏州园林的情感。

教学环节简化，语文学习本身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快乐的事情，
在文字的世界里，学生可以展开无限的想象，把阅读和阅历
有机的结合。所以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设计过多的学习环节，
更没有必要设置那么多的学习障碍给学生。所以在教学环节
的设计上，我力求简单，根据教学目标设计了两个大问题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3-6自然段，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



看看作者是如何将苏州园林的`图画美体现出来的？和体会作
者对苏州园林的情感）来串联起整个教学过程。

教学方法简便：简单意味着可以学习，是学生经过努力可以
达到的。简便的方法、简捷的思路是为学生所喜欢，所乐意
接受的。所以在这堂课中我主要通过朗读和小组讨论的方法
来实现。指导学生正确的朗读方法，教会学生如何有效的阅
读和讨论。真正好的方法是能为人所用的有效的方法，而简
单的方法往往能比较有效的解决问题。

教学媒介简单：在课堂上，用多媒体这一教学工具能够使得
课堂更为的丰富，但是我始终都坚持多媒体的存在时为了更
好的展示教学过程，是教学思路更为清晰。因此教学课件不
需要太过花哨，以掩盖文本的魅力，但是需要把关键的信息
用最清楚的方式来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充分的利用，以达到
有效帮助解读文本的功效。

教学用语简要：一轮一轮的磨课，一次一次的反思，总是觉
得话太多，总是不能真正的放手，“忍住不说，尽量少说，
最后才说，都得精要”。这个十六字方针一次又一次在我的
心里盘旋，深入。我说的少了，学生就有了更多说话的机会。
可能简单的课堂，其独特的神韵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