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通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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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篇一

【设计理念】

在丰富的言语实践中，激情打开学生与文本的绿色对话空间，
浓情营造师生之间充满灵性的对话磁场。

【教学目标】

1．能正确认识2个生字，理解“姿态、迷人、至少、邻居、
成熟、浸、尤其、提前、香飘十里”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自读自悟和与同学交流，体会作者思恋家乡的思想感
情，并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预设流程】

一、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

2.让我们用心去读读课文，把生字念准，把课文读通，读到
喜欢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

3.读完了，你想跟老师说点什么？

4.初读课文，交流读书体会。



7.请同学们默读课文，能找出文中描写桂花香的句子吗？

8.感悟：

（1）“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2）“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
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3）“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朗读指导：是呀，泡上一杯浓浓的桂花茶轻轻地呷上一口，
这香真是沁人心脾，叫人难忘啊。把这种感受送进去读一读；
过年时尝一口糯糯的甜甜的桂花糕，这花香唇齿留芳，弥久
不散，谁来感受这样的香？读——）

每当桂花盛开时，满树生香，花香随风飘逸，弥漫四方，人
们沉浸在花香里；不开花时，人们用它泡茶做糕点，整个村
子全年也都像被浸泡在花香里似的，人们被这浓浓的花香给
深深地陶醉了。

让我们一起陶醉一下（齐读）。

9.老师有幸在课余读了《桂花雨》的原文，在原文中有这样
一句话深深的吸引我：

“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读到这里，你明白是什么让作
者对桂花魂牵梦萦？

是呀！正是“桂子花开香十里”让作者对桂花魂牵梦萦呀！
（板书：桂子花开香十里）

二、享受“摇花乐”和“花雨美”

但是，在作者的记忆里难以忘怀的仅仅是桂花的香味吗？



你认为更重要的是什么？出示：

于是，我又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还有那摇
落的阵阵桂花雨。

文中哪些句子具体描写了摇花乐和桂花雨？出示：

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摇啊摇，
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我喊着：“啊！
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1.是呀！这就是摇花的乐趣，奇妙的桂花雨。你们想读读这
些句子吗？你最喜欢哪一句?（朗读指导）

2.下面，老师带你们一起去享受摇花的快乐，桂花雨的美丽。
请大家轻轻闭上眼睛。师配乐范读：

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我尽情地
摇着桂花树，任由桂花像雨点一样纷纷落下来，摇啊摇，桂
花落在我的头上、脸上、肩上、身上、脚上，落得我满头满
身都是，我沐浴在香甜的桂花雨中，整个人陶醉了，我忘情
地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3.听着听着，你笑了，告诉老师你为什么笑呢？你仿佛看到
了什么呀？

4.此刻，我们也都浸在香气四溢的桂花香里了！摇啊摇啊，
桂花落下来了，落到你的肩上，落到你的手上……同学们，
在你的脑海里是怎样一副画面？请赶紧写下来吧！

5.写作反馈。（板书：枝摇花落乐心头。）

细细香风淡淡烟，

竞收桂子庆丰年。



儿童解得摇花乐，

花雨缤纷入梦甜。

是呀！桂花雨中有我多少欢乐的笑声，桂花雨中有我多少童
年的回忆呀！难怪琦君会说“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出示）（板书：魂牵梦萦桂花雨）

三、体悟母亲思乡的情怀

桂花的香，摇花的乐，花雨的美都让我对桂花魂牵梦萦，但
仅此而已吗？还有更特殊的原因吗？让我们再深入地读读课
文最后第二自然段。

1.我念中学的时候……可是，母亲却说……出示母亲的话：

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

母亲说什么？

3.其实，除了这一句，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还隐藏着许多
母亲与家乡桂花的小故事，隐藏着母亲与家乡的一片深情。
让我们再细细地读读文章，把这些小故事找出来，把这份情
读出来！

4.反馈。

5.是呀！母亲每年都关注着桂花，收获着桂花，她品尝着桂
花的香甜，体验着馈赠桂花的快乐，桂花已充盈她生活的全
部空间，家乡的桂花，成了母亲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在
母亲心中，家乡的桂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所以，当
我把杭州的桂花捧给她时，母亲深情地说……我把母亲的话
牢牢地记在心里，也轻轻地对自己说……（指导朗读母亲的



话）。

6.母亲的这番话，这份情，自然影响了我，感染了我，于
是……（读最后一句）

7.桂花的香，摇花的乐，花雨的美，对童年的怀念，对母亲
的依恋，对故乡的留恋，怎能不让作者魂牵梦萦呢？读“桂
花，真叫我魂牵梦萦。”你们读出了作者内心深处浓浓的情。
这桂花让我……（板书：恍如重返故里游）

四、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

1.许多年过去了，作者琦君早已告别了童年，早已离开了母
亲，早已远离了故土，如今的她已有88岁的高龄，可是她仍
然喜欢用自己的笔写童年，写母亲，写故土。别人问她为什
么，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总是不能忘却旧事，我一辈
子最爱写的就是故乡，亲人，朋友，花草树木。这魂牵梦萦
的故土，这难以割舍的童年，倘若都能一一地收藏起来，藏
在记忆的花园里，我想那一定是一朵朵常开不败的花。当我
们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温馨，那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花
朵的芬芳，更是美丽的人生。”（师读幻灯出示）喜欢这段
话吗？原来琦君写“桂花雨”，其实是在记录美丽的人生呀！

桂花雨

桂子花开香十里，

枝摇花落乐心头。

魂牵梦萦桂花雨，

恍如重返故里游。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桂花雨》教学设计八第一课时,



桂花雨，希望对你有帮助！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篇二

10月11日，我参加了包河区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评比，课题是
四年级上册《桂花雨》。

《桂花雨》一课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中弥漫着作者淡淡的
思乡情绪和对故乡美好的回忆。学生读后，很容易产生强烈
的共鸣，特别是“母亲”常常说的一句话更让人回味无穷，
本课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体验摇桂花的乐趣，难点是体会母亲
对故乡桂花的怀念。

上完课后，发现许多不足之处，反思如下：

问题一：重点词语把握上的不足。

在介绍桂花的“香”这一特点时，孩子们都找到了“桂花开
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
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这样一句话。我准备抓住重点词语
通过品读感悟语言文字，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不过孩子
们的品读并不到位，比较他们在理解重点词语前后的朗读，
没能发现明显的区别，证明这一环节效果没达到。

我通过“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来解释桂花飘香的远，却忽
视了更为重点的词语“香飘十里”,通过“没有不浸在桂花香
里的”来强调桂花香，却忽视了一个“浸”字的独特作用。
尤其是一个“浸”字，可以通过他们的自主比较，体会词语
的含义，从而培养他们推敲词语的良好习惯。

问题二、将语文活动融入到生活中时，不够深入形象。

在体会“摇花乐”时，“缠”字写出了作者急切的心
情，“使劲”、“喊”写出了摇桂花的快乐，同时反映出他



对桂花的喜爱。可是在学习这几个重点词语时，对与词语的
含义，孩子们体会的不够深，我却一语带过。

本来我试图用朗读来引导学生体会词语包含的情感。有位学
生读的很好，而我却没能及时抓住他的语气做及时的引导，
虽然后来用全班齐读的方式来引导，但是效果不够明显，而
且显得不够自然，学生也没有更深的体会。

问题三、多媒体课件有待改进

由于时间太紧，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太粗糙，有待加强。以后
在多媒体制作方面要多加努力，将多媒体直观、有趣的一面
发挥出来。

问题四、时间把握不够准确

四十分钟的课堂，只用了短短三十分钟就将课上完了，剩下
来的时间老师和学生都没事情做，虽然后来也学习了生字词，
但很明显的是画蛇添足。没有受到良好的效果，反而显得多
余，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

以上问题，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自身教学基本功差，自
身素质不高，才导致本次评比课的失败，这是一次惨痛的教
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只有认真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地上
好每一节语文课，多读教育教学理论，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才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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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时 我尽量以学生
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为主线，引导学生多读，在读中感悟
和理解，自己发现问题，并在读书、思考、讨论和交流中解
决问题，掌握学习方法。



在教学“感受桂花香”时，我先让学生通读一次课文，然后
找出描写桂花香的句子，让学生抓住“浸”字体会桂花迷人
的香气。最后让学生反复品读这些句子。

“摇桂花”这一段既是课文内容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
这部分的教学我注意了读中感悟，引导学生深入的体会
了“摇桂花”时的快乐心情。我先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再利
用评读来渗透“注重抓住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从中感受人物
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写作方法，这也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在
引导学生感受“桂花雨”的时候，开始我就设计了一个问题：
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快乐的事情？学生发言热烈，觉得很开心。
这时学生融入课堂中间，有的还结合淋雨的生活经验来体验
其舒服的感觉。于是我接着让学生读中理解，理解中读，特
别是让学生扮演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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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感悟“思情 ”

“ 思乡情”这一段是本文的教学难点，教学时我先设疑“难
道是杭州的桂花不香吗”，然后 出示杭州满觉陇的桂花，
学生体会到杭州的桂花是非常香非常美的。我又追问 但是为
什么母亲还是认为家乡的桂花更香更美呢？ 这时我给学生留
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讨论，在讨论不出答案时，让学生 回
文再读，再次品味那摇花乐，那桂花香。于是这份快乐更乐，
这份花香这香，情感上自然也就提升到了思乡的层面。 本课
教学我 精心创设了各个环节的情境，让学生充分的读，从读
中感悟，结果收效颇佳。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篇四

我从母亲的“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没有家乡院子里的桂花香。



”这句话着手，让学生划找体现家乡桂花香的句子，着重抓住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香里。”中的“全年”“整个
村子”“浸”这几个词字引导学生深入感受家乡的桂花香。
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让母亲难忘的只有家乡的桂花
香吗？引导学生发现令人难忘的还有发生在家乡童年的往
事“摇桂花”。在这一部分的教学中，我着重引导学生想
象“摇桂花”的快乐，再用朗读来表达这种快乐。最后，将
这些内容整合，引导学生发现难忘桂花香，回忆“摇花乐”
都因为作者想请难忘、童年难忘。

这堂课下来，学生对作者的感情以及文章的表达有一定的领
悟。但备课匆忙，课堂匆忙，还是忽略了很多东西。

1、对文本的钻研不够。文中有两句话“桂花盛开的时候，不
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这两句话中都
用了一个“浸”字，但“浸”的程度、范围都有变化，应通
过对比发现引导学生体会两个“浸”字的不同。此外，在品读
“摇花乐”的“乐”时只让学生体会来表面的快乐，没有深
究还“摇”出了什么？应引导学生挖的更深，只要深入，才
能更好的让学生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2、“生本”意识欠缺。为了更好的“控制”学生，课堂环节
多是一问一答，缺少学生自主交流讨论的时间，应给予学生
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能增强学
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3、朗读指导缺乏。在本堂课中多是让学生自己去体会自己去
读，缺少让学生互相点评，在学生有困难的情况下，应通过
教师范读来引导学生，下次争取将朗读环节做细。

4、课堂习惯的培养。本班是本学期新接手的班级，课堂习惯
不佳，我应该花更多时间在培养学生的课堂习惯上。开学抓
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所松懈，接下来要继续关注学生读



书、拿书、书写、笔记等习惯。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篇五

这是一篇语言优美的散文，课文以“桂花香”为线索，写
了“我”童年时代的“摇花乐”，表达了对家乡亲人和美好
生活的眷恋。在“摇花乐”这一情景中，反映了作者童年生
活的乐趣以及作者淳朴的情感。在教学过程中，我以“作者
为什么喜欢桂花”这个问题贯穿课堂，从三个原因引出桂花
香、摇花乐、思乡情三个板块，把“摇花乐”作为重点让学
生感悟作者童年时候的欢乐。

一、感受“桂花香”

课文一、二自然段主要写了桂花的香味。对于学生来说，桂
花并不陌生，所以我在教学之前先让学生讲讲他们自己对桂
花的认识，学生能说出桂花的香味很浓，桂花小小的，很不
起眼……这时，再让学生读这两个自然段，学生能很自然地
联系到自己，理解作者喜欢桂花的原因是因为桂花香。教学
过程中，也能看到学生把相关的语句都找出来了。在这一部
分，我重点让学生理解了“浸”这个字，让学生联系游泳时
候自己浸在水里的感觉以及海绵浸泡在水里的状态，体会人
们浸在桂花香味中的感觉。

二、感受“摇花乐”

这一部分是本课的重点，我没有按照课文中的顺序来讲，而
是先让学生找出直接写作者摇花的快乐的句子，让学生找出
句子中的关键词，特别是一些动词，让学生做一做这些动作，
和作者一起感受这份快乐。摇了之后，花自然会落下来，此
时再让学生联想花落下来的情景。同时，屏幕上出示一张桂



花落下来的图片，帮助学生联想，学生能联想到像下雨、像
蝴蝶、像落叶……再让学生把这份快乐喊出来。在充分感受
摇花快乐的前提下，再回到第三自然段的开头让学生体会作
者期盼摇花的心情，就更容易理解了。在这里，我和学生一
问一答，学生也仿佛走进了课文，和作者一起期待，一起急
切地盼望摇桂花的那天。摇桂花的快乐，不仅仅是作者的，
作者的父母也是快乐的，我让学生找一找，读一读，继续沉
浸在摇桂花的快乐中。

三、感悟思乡情

这是这篇课文的难点。直接让学生自己体会，有一定的难度。
我从母亲的话入手，“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
宅院子里的金桂。”询问学生是不是外地的桂花真的不如家
乡的桂花香，学生都知道肯定不是，但是还不能直接联系到
思乡情。于是我补充了关于作者的一些资料，又设置了几个
情境让学生通过说话训练来一步步体会这种乡情。最后，还
给学生补充了作者其他写乡愁的散文片段，让学生读一读，
进一步感受这种思乡情。

学生在课堂中，感情得到了熏陶，所以朗读方面情感也很丰
富很充沛。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我忽略了写作手法的指导，在
以后的教学中还要仔细地琢磨教材。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篇六

《桂花雨》这是一篇作者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描写了作者
在家乡摇落桂花时的情景，表现了儿时生活的乐趣，字里行
间充满了对家乡、对童年生活的无比怀念。因此，我认为，
为了让学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一是要多读，在反复的有
感情的朗读中体会作者的情感；二是多揣摩，从作者的摇花
乐中体会到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家乡的怀念。在这一
课的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中的
作用，引导学生自主阅读文本，感悟文本内容，尊重学生独



特的体验，让学生去探究，去发现，实现自主、合作、高效
地阅读。

这篇课文的第一句说道：“小时候，我最喜欢桂花。”第一
课时，我们品味了作者喜欢桂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谦虚，不
骄傲；是因为它的香气迷人，令人沉醉。但更令作者喜爱的
还是那乐趣无穷的“摇花乐”。所以上课伊始，我就请同学
回忆课文内容，说说作者为什么最喜欢桂花，然后板书关键词
“香”和“乐”。接着，请同学们默读2——6自然段，找出
描写“桂花香”与“摇花乐”的句子，再品一品。四年级的
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读感悟能力，因此我还请他们在适
当的地方写写批注。这个环节的设计一方面能使学生明确本
堂课的学习任务，另一方面，也充分给予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时间，为后面的“以学定教”作准备。

接着，随学生的交流而灵活探究。学生先找到描写桂花香的
句子，我就引导大家来学习这一处。在这个环节里，我坚持
以学生的感悟为主，教师再适当点拨。主要的教学方法是从
抓关键词理解入手，再来感悟整句话，比如第一句“桂花开
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
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里的“浸”字，和第二句“全年，
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里的“沉浸”，先谈体会，
二者又做了一番比较，前者侧重于“香”的程度，后者侧重
于村庄人们的心情。学生也能很容易感悟出来。

“摇花乐” 这部分内容叙述了“我”的乐、“母亲”的
乐、“父亲”的乐，这三种乐是逐渐提升的，对于“我”来
说，摇桂花是一种童年的游戏之乐。这也是全文的重点，需
要花大力气挖掘，只有把这种欢乐充分理解之后，“思乡
情”这个难点才可以水到渠成，不讲自悟。如何“品味”？
我抓住重点句段，让学生直面语言文字，在语言文字的训练
中，感悟词句，想象意境，使文本的语言有色彩、有声音、
有形象，有生命的活力。我先抓住重点句子“这下我可乐了，
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树使劲地摇。”让学生



在两个连续的“帮着”和一个动作“使劲地摇”中来体会作
者的这种乐，这种急。接着，因势利导，“那么在桂花还未
摇落时，作者又有怎样的表现呢？”学生很快找到句
子“‘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缠着母亲问：‘妈，
怎么还不摇桂花嘛！’”这里，我引导学生体会关键词的表
情达意，如“大事”，与“乐事”进行比较感悟；再
如“缠”，通过看字形，想象画面，各种形式的读创设情境，
品出了“我”的那种期盼之情；其次，在情境中放飞学生丰
富的想象，激发他们灵动的思维，如对那一场令人魂牵梦绕的
“桂花雨”的学习。每次读到这句时，给我的感觉除了快乐，
还有就是非常的浪漫。所以我特意找了一段浪漫的音乐配以
整段的学习，在悠悠的音乐衬托下，学生想象了这样一种意
境，并逐步融入了其中，特别是后面的深情呼喊，使自己的
感情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之上，我又将文本变换
为小诗的形式让学生去朗读，目的是希望能将情境创设得更
完美些，让在座的学生同作者一起陶醉在那一场纷纷扬扬
的“桂花雨”之中，但不知是否淡化了这个“乐”字。学
完“我”乐的句子后，再读“父母“的乐。这里父亲的诗其
实对“香”和“乐”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当学生读出桂花丰
收的意思时，我又将一开始的那句“全年， 整个村庄都沉浸
在桂花香中。”提了上来，因为我觉得那句话表面是
写“香”，细读之下，还包含着全村人丰收的快乐。特别是
前面的描写，更能衬托出摇落桂花以后的乐趣。然后再读诗
歌，我想学生的体味也应当更深刻些了。

课文的最后两个自然段是作者的真情流露，这时需要学生静
心体会，默默感受，特别是母亲的那句话以及作者怀念童年
的那份情。这里母亲说的话也是本课的一个难点，一开始的
交流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理解，接着，我创设出一些假设的情
境让学生逐步走进母亲的心理，然后，联系生活实际，通过
采访班上的外地学生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作者的这种托物寄情，
再读最后一个自然段，我想学生的体会已深刻，不用多讲，
他们就体会到了作者和母亲的那份情。最后的小练笔既是对
整篇文章的一个总结，也是为了配合这次的主题“读写结



合”，但总觉得可写性不是很强。

桂花雨教学反思不足措施篇七

第11课《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她写的这篇文章的确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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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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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定要将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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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我今天在课堂上
的三点小小的体会:

一、指导学生读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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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导学生读出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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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了上次姚老师上课的经验，所以和学生同摇同乐，觉
得很是开心，特别是学生扮演小作者，喊一喊摇花时的句子
和缠着母亲要摇花的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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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和学生一起喊，
一起读。



三、指导学生读出真情

课文的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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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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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着姚老师的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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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快乐，读出真情，我想这是我今
天这两节课最大的收获。不过还是有遗憾的，就是课文学完
后，我也和姚老师一样，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也写写自
己童年生活中的趣事。事后我在想，学生现在才四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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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