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桃树下的小白兔教学反思 一棵小
桃树教学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幼儿园桃树下的小白兔教学反思篇一

《一棵小桃树》是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写的一篇语言含蓄、
寓意深刻的借物抒情散文。虽是自读课文，但有一定的难度
和深度。

状物的散文，往往寄托作者的某种情感，可谓物中有情、情
中有志。作者笔下的小桃树实为作者本人的化身。作者通过
对小桃树顽强生命力的赞美，反映了自己对未来对理想的执
着追求。

作为一节公开课，我精心准备。在设计时，重点突出情感和
托物言志的写法。我设计了三个学习目标。分别是：

1.托物言志的写法和作者抒发的情感；

2.课文赞美小桃树顽强的生命力寄寓着什么深刻的含义；

3.教育学生人虽然几经磨难，但仍然要百折不挠地追求人生
的幸福和美好的理想。

在教学内容上从认识小桃树到理解小桃树最后学习小桃树，
做到了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课堂设计合理、流畅，课堂上
注重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参与度比较高。



在小桃树和作者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在理解这一点时，我在黑
板上列出一个表格，让学生理解小桃树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
小桃树的遭遇就是作者自己的遭遇。但在这一点的处理上，
没有让学生自己总结，而是直接列在黑板上，这样会限制学
生的思考，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进一步改善。

还有问题设计上，也需要进一步精进，比如在认识小桃树这
一板块，我提了两个类似的问题，一个是小桃树在成长过程
中遭遇了哪些磨难，还有一个是结合小桃树的成长经历，看
看我的小桃树一棵怎样的小桃树，对学生而言，第二个问题
相对来说好回答一些，可以在文中找相关语句再来归纳，所
以在设计问题方面，以后要反复斟酌，多以学生视角考虑。

当然，一堂公开课难免会有缺憾，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一堂公
开课中学到了什么，反思到什么。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次公开
课，因为这是对我们自己检验和提升的最好方式，力争在教
学中每一节课都像公开课一样精心备课，认真上课，让学生
学到知识，同时促进自己的成长。

幼儿园桃树下的小白兔教学反思篇二

在教学过程中，我初次告诉学生什么是默读。让学生体会什
么是默读，以及默读应该注意的问题，我发现，在学生的学
习习惯养成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多么大！当我走下讲台，
看学生静静的默读的时候，他们那么认真！就在上学期，看
到孩子们歪歪扭扭的坐姿，马马乎乎的书写，我还痛苦欲绝，
后来，我在课堂上数不清多少次的纠正、不厌其烦的要求中，
孩子们的习惯慢慢的发生着改变。现在，在我的课堂上安静
的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的见！我观察着孩子们的读书姿势和
投入情况，心里竟然也产生了一些成功的愉悦。

默读之后，我呈现了三个问题让学生回答小白兔和小灰兔分
别对应的做了哪三件事。我提示学生，每件事只用三个字，
让学生学会初步的总结归纳。然后让学生同桌互读，（我现



在经常用同桌互读的形式，一个读，另一个听，学生的注意
力相对集中，而且学生也很容易发现自己和同桌哪一些词语
句子读的不对！）互读结束，学生已经算读了三遍了，我先
检查生字的了解，然后，小组内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结果，
回答情况很好，基本上都能说好。

我把三件事情板书在黑板上，让学生根据这三句话把课文分
成三大块，学生的反应真快，很快就有一部分学生完成了。

而教师的导学地位，我觉得应该是在难点的突破和重点的把
握上，在这里我体验到一些教学细节对重点和难点的突破多
么重要。本课我抓住小白兔种菜的辛苦让学生体验劳动的苦，
学生在我的范读中，在几个人表演常常种菜浇水、施肥、拔
草、捉虫的细节中，我强调常常所表现出小白兔坚持不懈、
辛勤劳动，才能收获。然后让学生写写划划，学生看到这个
勤劳的小白兔想对他说写什么，学生在回答中也体验着劳动
并不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最后让学生体验小白兔和小灰兔在老山羊家见面的情景，学
生再次感受小白兔收获的自豪、喜悦，让学生体验自己是那
一只要白菜、吃白菜、再要白菜的小灰兔，看到小白兔之后，
心里想什么、以后会怎么做。

学生很快联想到自己身边偷懒的现象、说出了一些让我很感
动的话，我想，语文课程对孩子的成长，就是这种细节上的
启发、点拨，也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吧。

幼儿园桃树下的小白兔教学反思篇三

好的语文课，都是家常味道，行云流水，没有刻意的做作，
没有明显斧凿的痕迹，一切顺着语文的特点、文本的特质、
学生的学情自然流淌，如苏轼所言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
于不可不止”。我一直努力着朝着这样的方向，《一棵小桃
树》的教学就在寻常味道上下了功夫。没有特别精巧的问题，



没有特别出奇的构思，平常的导入，常态的提问，家常的对
话，为的就是引领学生老老实实学语文，真真切切悟人生。

只有基于真实学情的教学，才是有效高效的教学。“你自读
这篇文章，你读出了什么？有一点就说一点。”没有花里胡
哨，简洁导入，却是了解学情的最好方式。朱永新说过，学
生的学情永远是教师教的原始出发点，一切为了学生，应当
成为教师的课堂生命姿态。学生在我的引导下娓娓道来，读
出了“对小桃树的怀念”，读出了“小桃树和“我’的关
系”，读出了“小桃树和“我’的关系，“我们’之间共同
的经历”，读出了““我’对奶奶的情感”，读出了“我
的“童心’”。多种回答，既是对贾平凹散文意韵的充分挖
掘，又能对学生的真实学情做出大致判定，使教师粗略知晓
学生的阅读和理解程度，据此可以调整预定的教学设计。

在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基础上，通过文章旁边的几处
批注把握了这篇文章为“自读课文”的特点，也巧妙地引出
了这堂课的主问题——在批注边上的第四自然段，哪几个词
语写了小桃树的“没出息”。此举一石双鸟，一是通过学生
的思考、回答更具体真切地感知学生的阅读状况；二是告诉
学生自读课文的学习之道：关注编者的旁批和问题，学会自
主阅读。

当下，把教读课文与自读课文混教统学的大有人在。固然，
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自读课文存在的意义在于“教是
为了不教”，让学生把教师所授之法内化为自身的实践之法，
不一味依赖老师，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能自己读懂一篇文
章。教会学生自主读书，这是语文教师的存在意义，也是教
学的终极意义。这堂课，我利用文本属于自读这一特点，充
分利用编者旁注（即课程资源），加以巧妙的整合、提炼、
穿插，引导孩子自身去探索章法之妙，发现语言之趣，体悟
意义之深，较好地完成了一次自读课语文之旅。

每一类文体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行文思路。比如小说鲜



明的人物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描写，诗歌朦胧的意象指向和
凝炼跳跃的非常态语言，戏剧跌荡起伏的情节设计和个性化
的人物对白。散文作为教学最为常见的文体角色，理应最被
学生熟知。事实上，学生对此仍是一知半解的，需要教师相
机调教。这节课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利用第二个批注引领
学生走进散文细节描写的语言中，对学生强调阅读散文一定
要注意反复出现的细节描写，这是在教读这类散文的一个方
法。接着开始重锤敲打这一段落，先读后品。

大凡经典散文名篇，无一不重视细节的构画。品读“没出
息”的小桃树的细节描写，是因为“散文中这类地方，往往
寄托着深意，要仔细体会”。如此不厌其烦地让学生不断寻
找小桃树的细节，就是给学生灌输一种观念：细节就是散文
的生命力。而在具体品读中，我给学生提供了品读细节描写
的两大方法：一是陌生化词语的运用对表情达意非常重要；
二是散文的用词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感受。阅读与写作
是不可分割的双面胶，在引导学生阅读的同时，很自然地渗
透精当的写作知识。

课堂尾声，我利用文中的资源，即第一段中“我常常想要给
我的小桃树写点文章，但却终没有写就一个字来”这一句，
问学生：“读完整篇文章，让你也用一个字来概括，你会用
哪个字？”学生答出很多答案，例
如“梦”、“缘”、“爱”、“怜”。这是学生对于整篇文
章的总体认知，在此处我再追问“你从哪些些句子中读出了梦
（缘、怜。）”，这样就又从整体感知走进了局部解析，从
抽象的感觉走向了具象的文字，让学生在语言间行走。做到
了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让学生真正地以语言为核心进
行学习。接着我让学生猜我所喜欢的字——“蓄”，并顺此
托出散文的“蓄势”写法，好的文章要蓄力，蓄势而为，蓄
情而作，不要开始就把感情达到高潮。

此外，我给学生介绍了本文的双线结构（桃树是明
线，“我”是暗线），两条线索一交织，托物言志的手法就



出来了。又多次提及“读这类文章，要注意作者潜伏的情
感”，去引导学生理解散文“寻常的情景，不寻常的情感”
的深义。

这些都是散文阅读与写作的要义。这节课，能从文本固有的
意蕴中沿坡讨源，自然引申出相关写作知识，这样的传授显
然更易被学生理解、接受和巩固。这些知识的传授，不是灌
输性质的，而是尽量把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领悟，
最大范围地让学生展示自己。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阅读时，“要尽量去体验作品中美好
的内容和形式，并陶醉于其中。”这节课，语言品析做得比
较实在，抓住一个词、一个句子，甚至一个标点符号，让我
们的学生体验并陶醉于咀嚼语文的美好滋味，品味文字里的
深沉情感，真正地带领学生走进文本，在文字的深处慢慢欣
赏，慢慢领悟。

这堂课的高潮之一是引导学生聚焦重点段落第四自然段，对
于关键词语进行重锤敲打。我先让同学们朗读，在对文字有
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再通过主问题“你能从哪几个词看出它很
没出息”直指词语，引导学生深入文本进行探究，对词语进
行探究品析。这个环节做得比较扎实，效果良好。比如对
于“委屈”这个词的理解，我在第一个同学起来回答之后并
没有急于讲出自己的理解，而是连续追问几个学生““委
屈’是想说它长得怎么样”，让学生不断思考作者运用这个
词语真正想要表达的含义，帮助学生理解“委屈”这一“陌
生化”词语在这里运用的效果。由表及里，通过追问层层深
入，让学生自然而然地生成答案，让“学习”真正地发生。
再如对于“瘦瘦的，黄黄的”这组叠词的运用，我通过联系
生活情境帮助学生去理解。又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解”层面，
更有方法上的点播——生活经验有助于你遣词造句。这样就
非常自然地将阅读与写作教学融合在一起，让学生有更高的
能力的提升。对于“拱”这个字，我将这个词改成了“长”，
是因为“长”是学生很容易写出的字，非常接近学生现有的



认知。果然，学生很自然地就想到“拱”字能更加生动形象
地描绘小桃树破土而出时需要冲破层层阻碍，很有助于理
解“小桃树”生长环境的恶劣，成长的艰辛。如此，通过对
散文细节描写中的动词、形容词、虚词等进行多角度品析，
或追问，或换词，或联系生活情境，在品析的基础上还进行
了更高层次的方法性的指导，例如“陌生化词语的运用有助
于表情达意”、“生活经验有助于你遣词造句”等等，体现了
“以语言为核心”、“以语言活动为主体”、“以培养学生
的语言运用能力为目标”的语文教学原则。

大凡名家写作，都极其关注文本遣词造句（包括标点）的妙
用。这堂课有一处语言品析细节，大家印象颇深。文中有一句
“大家都笑话它，奶奶也说“这种桃树是没出息
的。”，“奶奶也说”这个“说”字能不能换成“奶奶也笑
话它”？这个“说”，多数老师会忽略，其实细细思考，我
们能从中嗅出不一般的味道，品出了人物的独特情感，即奶
奶与其他人对这棵小桃树的情感倾向是不同的，用词自然也
有差异。这样，会对学生以后咬文嚼字自读好文章打下好的
基础。

品析语言，就需要老师有一颗敏感的语言心，能透过文字洞
察更多的内涵。在“委屈”一词的分析时，我课后想想一些
老师提出的看法，觉得还是很有道理。“委屈”还应该是与
其他事物对比才能体现出来，要是独自伫立在天地之间，没
有对比，估计就不会有“委屈”可言了。对于“紧抱”着，
有思考，但没有太析透。为什么“紧抱”？当然是胆怯、害
怕，不太敢面对其他的物类啊。今后，在语言的品味上，我
们还得更下功力。

幼儿园桃树下的小白兔教学反思篇四

一棵小桃树的教学，我首先是带领同学们观看了《朗读者》
里贾平凹的一段朗诵视屏和作者介绍，然后和同学们聊了聊
余秀华后进入文本学习首先，我带领同学们寻找“这是一棵



怎样的小桃树，能让我如此难忘？”同学们很快便找出来：
这是一棵虽然孱弱、渺小、卑微、弱小但是却生命力旺盛、
不屈不挠的小桃树。

接着，带领同学们找出作者与小桃树在：生长环境、经历、
现状等发布方面的共同点。同学们发现我和小桃树都是出生
卑微、历经磨难虽然作者现状很失落，但是受到小桃树感染
后也充满了动力。自然过渡到作者这种托物言志的写法。最
后：借用宗璞的话“人和花都会各有各的不幸......”教会
同学们：抛开出生环境、人生的种种遭遇对个人的束缚，应
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因为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幼儿园桃树下的小白兔教学反思篇五

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散文名篇《一棵小桃树》又回到了初中语
文教材里了。作为一篇“托物言志”的文章，很多老师在解
读的时候都认为“我”从小桃树身上汲取到了力量，将这篇
课文看成了一篇催人在逆境中奋起的“鸡汤文”。《教师教
学用书》中也从结尾归纳出一个生活哲理：“不屈不挠的奋
斗会战胜磨难，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但仔细揣摩，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讲道
理”，而是作者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给每个读者打开一扇审
视自己人生的窗口。与其说本文是在鼓舞人“不要放弃”，
不如说它是在告诉人“你很普通”。

首先，作为主角的“小桃树”和“我”都很平凡，自始至终
都不带有任何幸运的主角光环，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生活的真
实写照。小桃树本来应该是一颗被吐掉的桃核，它的诞生是
充满偶然性的，而且它生长的地方也是一个不被人关注的角
落。和小桃树类似，“我”从小山村中走出，渴望有作为，
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只能慨叹自己太天真、太幼
稚，连“人世大书的第一行文字”还没有读完。其实在人类
并不漫长的文明史中，有数以千亿的人类个体生命曾经存在



于这个世界上，但能被载入史册的名字却寥寥无几。即使在
今天，70亿地球人中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家喻户晓，我们当
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如“小桃树”一样，仅仅是角落中的生
命而已，而且不会像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一样开挂逆袭，
只会在这个角落中度过一生。

第二，“小桃树”和“我”成长的经历以及“我”在挫折后
的感触，正是每个普通人成长的必然历程。通过文章我们可
以看到：在“小桃树”和“我”的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
挫折坎坷。桃树是没有意识的，但“我”却在生活的打击下
一步步走向消沉了。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呢？其实，
每个人在少时都是有梦想的人，但绝大多数人又都会在长大
的过程中，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中与梦想渐行渐远。此时，在
不放弃梦想的同时还要想接受自己的平凡和普通，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事。文中“我”的痛苦，就来源于他深切地感受到
了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而当“我”看到风雨中挣扎抗争
的小桃树时，当“我”看到小桃树依然保有一个欲绽花苞时，
“我”的情感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过程，就是接受梦
想与现实巨大反差的过程，就是在坚持人生梦想和接受人生
平凡的杠杆上找到支点的过程，是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三，“小桃树”和“我”并未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这恰恰引导着我们走出名利的误区，去关注生命过程中的意
义。文章的结尾处，既没有说小桃树后来如何，也没有
给“我”的命运一个圆满团圆的结局，仅留下了一个具有主
观色彩的结尾。但就是这个结尾，让读者回归到了自己的生
命之中：绝大多数普通人生命的意义是不能用“成功”
或“失败”去定义的。一个普通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
一个不为人关注的小人物来到这世上一次，可能会被苦难消
灭，但却不可以被打败。小桃树在风雨中，用它的行动告
诉“我”，开花结果不仅仅是它的梦想，更是它的本能，哪
怕花并不会开，果子也遥遥无期，但依然要在风雨中坚守生
命固有的姿态。这便给了“我”，也给了所有普通读者怀揣
梦想走下去的勇气。个体的生命历程因为有为梦想而抗争的



过程而有了独特的意义，至于梦想能否实现，反而显得不那
么重要了。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篇散文是写给每一个平凡的个体
生命的。我们绝大多数读者作为一个平凡的个体生命，读了
这样的文章，更应当直视自我，放下包袱，用属于自己生命
的本能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