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爷爷的压岁钱课文全文 爷爷的芦笛
教学反思(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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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的压岁钱课文全文篇一

在执教《爷爷的芦笛》后，我及时进行了反思，总结了一些
成功之处，同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方。

一直以来，我认为“提领而顿，百毛皆顺”的教学策略关键是
“主线”的设计，这个“主线”可能是一个“牵一发动全
身”的问题，这个主问题要有利于课文的整体阅读教学，要
着眼于全课，以利于全课的深入阅读和理解；也可能是贯穿
全课的一根红线；也可能是整节课教学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等。

这篇课文的课题——《爷爷的芦笛》既是文眼，又是全文的
主线索。基于文本这个特点，我决定紧扣课题，围绕“每次
强强听到的芦笛声是怎样的？这样的芦笛声给强强带来的是
什么”这两个问题展开教学。引导学生层层深入感受爷爷的
笛声给强强带来了想象与回味，带来了惊喜与欢乐，带来了
坚强与勇敢，从而感受到爷爷对强强的那种独特的关爱与期
盼。

本课中的环境描写生动、到位，但是学生们却不能准确地用
朗读表达出海水的凶猛、海风的疯狂等一些恶劣的环境变化。
于是，我马上播放从网上下载的海浪澎湃的声音并配上海浪
翻滚的图片。学生入情入景地聆听着，用心感受，想象当时



的环境。把学生的所有感官引导进入课文中的情境，体验课
文所描绘的内容和情感，此刻学生能充分感受到海水是如何
的汹涌，也为这些从未经过大风大浪的学生理解主人公当时
为何会非常害怕打下基础。除运用多媒体的辅助教学之外，
我还注意挖掘教学内容的.内在美，引导学生体味大海平静和
凶猛时的不同景象，激发学生想象强强的心理变化，让学生
用自己的思维去体验探知的全过程，体验语文之美，让学生
去享受学习的愉悦。

我在课堂上，我尽力做学生的指导者，尽力给学生更广阔的
学习空间。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
学习氛围。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教
学的内容安排不当，容量过大，没有很好地把握轻重缓急。
重、难点学生理解的时间少。二是在学生朗读、感受了环境
变化和强强心理变化后，没有让他们结合生活实际去说，谈
朗读感受，而是一到两个学生回答后就直接进入了主题探究。
三是音响效果不好，狂风巨浪声响过大，直接影响了教学秩
序。四是拓展内容不丰富，引导不足，完全没有教学效果。

爷爷的压岁钱课文全文篇二

《爷爷的芦笛》讲述了一个名叫强强的小男孩到爷爷的小闸
屋渡过了一个狂风大浪之夜，逐渐地成长起来的故事，让我
们体会到了“不经风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的真正内含。文章
语言文字优美，故事情节起伏跌宕，耐人寻味。

根据学生实际和教材的特点，我进行了以下尝试：

这篇文章比较长，但全文紧凑，行文优美。课题《爷爷的芦
笛》既是文眼，又是全文的主线索。基于课文这个特点和六
年级学生已有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我决定紧扣课题，围
绕“爷爷的芦笛声给强强什么感受”展开教学，让学生在整
体感知课文脉落的基础上，然后进一步体会想象中的大海令
强强向往，白天大海风平浪静，悠扬的芦笛声给强强带来了



快乐；晚上，大海狂怒起来，爷爷的芦笛声让强强战胜恐惧，
变得勇敢起来。

教学前，我想通过诵读对想象中的大海，五月风和日丽的大
海，夜晚狂风怒潮的大海进行感悟，并抓住每种环境下强强
的心里感受对全文进行品读。只有点拨学生品味语言文字，
用心地读重点句段、精彩句段、疑难句段，去感受情景，想
象意境，才能真正读懂“爷爷的芦笛”的内涵。但全文内容
多，第二课时时间有限，既要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又要渗
透读的训练，还要领会文章的精神内涵，设计教学过程难度
较大，不知道该从那一条主线牵引，哪一点进行切入。实际
教学时我让学生在浏览全文后得出了爷爷的三次芦笛给强强
的整体感受：向往、高兴、勇敢。围绕这三点再让学生深入
课文具体体会，学生在读中重点抓住了环境描写的句段，围
绕环境描写把握了强强的心理，在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说自
己的感受，渗透语言表达的训练。我认为在阅读教学中，我
们不能用分析代替学生的读书，代替学生的自悟自得。应避
免繁琐的分析，要让学生注重语言的感悟。学生通过自悟而
受到情感熏陶，其效果要远远甚于老师通过分析而强加给学
生的说教。

课文7至13小节是全文的重点段，也是全文的“魂”。在教学
这一部分时我想通过学生的整体感悟去体会环境描写与人物
心理情感的关系，理解爷爷的言传身教对强强成长的作用。
所以我让学生自读时想象看到的画面，想想自己印象最深的
是哪个镜头。由于我没解决好预设和生成的问题，这个环节
处理的比较乱。学生没有先把握环境的描写，而是从强强的
表现入手谈了自己的感受，虽然事前我也想到过这一点，但
课堂上没有及时牵引，学生的体会不够深刻，文章的“魂”
最终没有丰满起来。

现在觉得，如果直接启发学生找出描写海风、海浪凶猛的句
子和强强动作、心理的句子，体会强强经受实际锻炼的情形，
课堂环节会更加紧凑，语言文字的训练能更扎实，课堂也能



更有实效。

2、 处理好预设和生成的问题。学生的生成其实是学生与文
本的倾心对话，学生的问题可能是琐碎的、无序的、模糊的，
这就要求老师巧妙地引导学生继续抓住文章之魂。而教师对
文章的整体把握，大环节整体牵引，可以使学生随之展开的
学习有立足点，也不至于散乱。预设合理，生成也就有迹可
寻。

爷爷的压岁钱课文全文篇三

《爷爷的芦笛》这篇课文行文优美，饱含哲理。主要讲强强
到海边爷爷的小闸屋里，在狂风巨浪之夜，独自一人经历恐
惧，最后在爷爷的芦笛声中变得勇敢起来的事，让我们体会到
“不经风雨怎能成长的”道理。

在学生理清课文思路之后。我直接进入进入课文重点部
分7——13自然段。围绕两个问题展开教学：强强在这个夜晚
心理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我依据学生的
回答情况，进行点拨。如。学生找到第九自然段时，能抓
住“裹紧、蜷缩、钻进被窝、连大气都不敢出”体会强强当
时特别害怕。我接着问：他为什么害怕？学生自然找到第八
自然段，通过两个句子体会到当时海面的风狂浪高的情景，
当学生说出来后，我让学生带着自己的体会读。在这一部分
的教学我觉得学生进入到了情境之中，读得很有感情。

但在后面的教学中，还是有学生对“海边的孩子，不沾点海
水是长不结实”，理解不到位。有的学生只能说表面上的意
思。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课后思考，还是我自己过高地估计
了学生的理解能力。直接吧把这个句子让学生读，他们不容
易理解。应该让学生联系前文，理解“沾海水、结实”在课
文中的含义，此时，让学生交流、讨论，效果会更好，相信
这样，理解这句话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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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压岁钱课文全文篇四

这是一篇行文优美、饱含哲理的短篇小说。主要讲了强强到
海边爷爷的小闸屋里，在狂风巨浪之夜，独自一人历经恐惧，
最后在爷爷的笛声中变得勇敢起来的事。因为课文在写作上
很有特色：一是线索分明，以“芦笛”贯穿全文；二是注意
通过环境描写反衬人物的心理变化；三是人物的语言、动作、
心理描写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教学本课我是围绕第二个
写作特点进行教学，重点学习课文第三部分，以思考题“默
读课文8-10自然段，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分别画出描写当晚环
境的句子和描写强强心理活动的句子，并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贯穿整个部分，然后组织学生
交流，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此环
节学习到位，为下文做了铺垫，在理解爷爷说的“海边的孩
子不沾的海水是长不大的”这个句子的含义时，让学生学会
抓关键词“海水”“结实”来理解句子的含义，学生们在谈
含义时感受颇多，场面热闹，发言踊跃，句句精彩，成了本
课教学中亮丽的一面，很是感动。

这节课不足点是：在理解爷爷这个人物品质的刻画时较欠缺。



对强强来说爷爷这个人物形象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不深，对
芦笛声还蛮深刻的。

爷爷的压岁钱课文全文篇五

《爷爷和小树》是一年级课文的第五课，这篇课文是小学阶
段第一次以段落的形式出现的课文。它以浅显的文字讲述了
冬天到了，在一个农家小院里爷爷为小树绑上稻草御寒过冬;
夏天到了，茂密的小树为爷爷遮挡猛烈的阳光，让爷爷能在
凉快的树荫下度过炎热的夏天的故事。

在本课的第一课时教学中，我把目标定位在运用多种方式帮
助学生认记汉字。如这个“伞”字的教学，引导学生发挥想
象，再以实物形象帮助识记字形，这符合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但是写字教学的时间，是安排在下课前十几分钟呢，还是安
排在专门的写字课来指导比较好，这个问题我也不很清楚。
总觉得在一堂课中，写字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一年级
孩子朗读课文与识字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把读书的权力
交给学生，充分信任学生能读懂课文，打破老师教阅读的思
路，树立学生学读书的意识，尊重学生的想法，在教学中要
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以体现审美价值的
个性化、多元化，并调动学生学语文的积极性。在之前的课
文教学中，我是先让学生自己去读通读懂课文，然后在理解
过程中，在没有教给读书方法的情况下，让学生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试着练读。等学生读了以后，老师觉得不对，再去一
句一句地教。这看起来好像是在培养自读能力，但是效率低
下。其实，一年级学生学朗读，就是要由老师教的呀。

课堂不仅是知识传递的殿堂，更是人性教育的殿堂。《爷爷
和小树》这篇课文可以挖掘教材中的各种道德因素，对学生
进行引导和教育，从而使教学演变成为学生道德生活——爱
护树木，保护植物。通过讨论、汇报信息等形式，学生能够
感受到树木对人类的用处，及应该保护树木，引申了对做人
的教育，主要是想让学生能够初步感知一些做人的道理，让



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学会做人。本文的语言口语化，以
孩子的视觉、角度、立场阐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的和谐关系，
为孩子的知作出了引导，为孩子的行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