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汇
总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一

《巨人的花园》是中下体验式课程《秘密花园》中的一个活
动，将的是一个巨人看到孩子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玩，很生气，
他在花周围建起了高墙，将孩子们拒于门外。从此，园里花
不开，鸟不语，一片荒凉，春、夏、秋都不肯光临，自由冬
天永远留在这里。故事以“巨人外出、巨人回来、巨人醒
悟”三个环节为主线，故事中运用了大量的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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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对比中，使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
故事所揭示的道理也自然地显现出来。因此，在活动中运用
图示，通过直观的对比进行梳理，从而帮助幼儿理解和感悟，
知道有分享、有宽容、才会有快乐的道理。

（一）倾听并理解故事内容,感受童话的美妙。

（二）愿意和大家分享快乐。

重点:倾听并理解故事内容。

难点:理解“快乐是需要分享的”的道理。

记号笔,白板,美丽花园和残墙的图卡。幼儿用书第3册
第22~27页语言cd(《巨人的花园》)。



（一）远方的花园。

1.导入故事,想象巨人的花园。很远的地方,有个巨人,他有一
个大大的花园,你们觉得会是一个怎样的花园呢?(幼儿自由猜
测。)

（二）花园里的故事。

1.倾听故事第一遍,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2.有一个巨人,经常到外地去旅游……·(教师用优美的语言
完整地讲述故事一遍。)

（第一遍完整地讲述故事,有助于幼儿整体感受童话作品的艺
术性。）

（三）走进巨人的花园

1.阅读幼儿用书第22页。巨人出去旅游的时候,谁喜欢来花园
做客?那时巨人的花园是一个怎样的花园?(教师在白板上画下
孩子的笑脸,旁边贴上美丽的花园图卡。)

5.阅读幼儿用书第26页。巨人发现了树下的小孩,是怎么想
的?巨人是怎么帮助小孩的?巨人的花园发生了什么变化?(教
师在孩子的笑脸旁边贴上美丽的花园图卡。)

6.阅读幼儿用书第27页。巨人还做了什么?你们猜,巨人的花
园以后会变得怎么样?

教师小结:开始巨人很自私,所以孩子们害怕他,春姑娘不喜欢
他,他的花园冷冷清清,巨人是不快乐的;当巨人愿意和大家分
享快乐的时候,花园里变得热闹又美丽,大家都很快乐。所以,
快乐是需要与别人分享的。

（理解“有分享、有宽容,才有快乐”的道理对于中班幼儿来



说有一定的难度。运用图示,可以帮助幼儿通过直观的对比进
行梳理,有助于幼儿的理解和感悟。巨人是在转变的,所以问
幼儿“喜欢什么时候的巨人”,让幼儿知道能改正错误的人应
该得到宽容。）

（四）讲讲花园的故事。

翻阅幼儿用书,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二

能肯据课文想象画面，明白快乐应当与大家分享的道理。

能和别人交流自己的感受。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想象画面，体会巨人在行动上和心理上的变化。

体会童话在表达上对比的突出特点。

多媒体辅助教学

一、 三分钟口语训练（课外搜集资料，拓宽知识面，培养自
主学习的能力）

二、复习导入

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巨人的花园》一课，上节课我们初
读课文学习了本课的生字新词看看同学们掌握的怎样。

出示课件1：复习生字生词

认得准读得清（练读、找生读、齐读）



洋溢 允许 喧闹 增添 训斥

冷酷 脸颊 拆除 围墙 覆盖

凝视 愉快 破损 孤独 呼啸

北风呼啸 瑟瑟发抖

四处逃散 鲜花凋谢

三、新授

师：童话世界五彩缤纷，令人遐想，给人启迪，现在让我们
再一次走进童话世界里去感受童话的无穷魅力现在我们继续
学习《巨人的花园》，那位同学简单回忆一下课文主要讲了
一件什么事，巨人的花园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找学生回答）

师：同学们想不想到四季如画般的花园走一走看一看？

出示课件2（四季花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师：巨人的花园多美呀！巨人不在家的日子里，孩子们快乐
的嬉戏玩耍。这里就是孩子们的乐园。可是，所有的一切在
巨人突然回来后发生了变化。

请同学轻轻把书打开41页默读（3—8）自然段从哪些语句看
出花园发生变化？巨人做了什么？边读边画出巨人驱赶孩子
们的句子。

读一读从中体会到什么？（景色的变化主要与巨人对孩子的
态度有关）

板书：筑墙 驱赶 冷酷

出示课件3（巨人驱赶孩子们的三句话重点体会）



品读感悟

（1）、 有一年秋天，巨人突然回来 了。他看到孩子们在花
园里玩耍，很生气“谁允许你们到这儿来玩的！都滚出
去！”

（2）、可是巨人又发脾气了：“好容易才盼来春天，你们又
来 胡闹，滚出去！”

（3）、“喂 ! 你赶快滚出去！”巨人大声叱责。

（想象巨人的心理活动、神态、及动作）

进行朗读训练已读促讲读中感悟 （练习读、点名读、齐读）

师：从以上三句话中你体会到巨人是怎样的人？

联系上下文想象一下他说这些话时，心里会怎么想，说话时
是什么样子？（想象巨人的心理活动、神态、动作）

想象一下：（他可能瞪着眼睛，涨红了脸，双手叉腰，心想
这是我的花园你们随便进来真没规矩。或眉头一皱跳老高心
想你们这些烦人的家伙，我要好好收拾你们，如此大胆，竟
敢不走，冲向男孩。）

从中体会到什么？（朗读后谈感受）

（巨人无情无义自私、冷酷无情，无情赶走孩子们，就是赶
走温暖幸福快乐还有春天。他独自享用花园得到什么？孤独、
寂寞、荒凉、在难耐的寒冬里瑟瑟发抖）

他对这些浑然不知，就在他又一次把孩子们赶跑时有一个小
男孩没有跑。

四、这个小男孩有什么举动？使巨人发生怎样的变化？



（自由读9—10自然段你画描写小男孩神态动作的词句读一读）

凝视——会说话的眼睛都说了什么？

伸手——花开非常神奇春天来了！

亲吻——第一次感到愉快找到幸福。（使巨人幡然悔悟判若
两人）

五、巨人终于明白什么？然后做了什么？

出示课件（突破本课的难点）

有感情的朗读 （文中的重点段）

“噢！是这么回事呀！”巨人终于明白，没有孩子的地方就
没有春天。他不禁抱住那个孩子：“唤来寒冬的，是我那颗
任性、冷酷的心啊！要不是你提醒，春天将永远被我赶走了。
谢谢你！”

（终于明白是自己的任性、冷酷赶走了春天、温暖、幸福非
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加明白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
春天，孩子能带人间最美的一切）

六、师:我们真心的为巨人感到高兴，此时巨人和孩子们都感
到无比的幸福。

齐读最后一段（读出幸福的感觉，从哪些词感受到巨人无比
幸福）

板书：拆墙 奉献 慈祥

出示课件：巨人和孩子们在花园分享快乐

表示动作的词：站 爬 巨人的表现与原来完全不同，形成鲜



明的对比此时他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让人羡慕。（揭示
本课的中心）

巨人是怎样获得这些幸福的？（能够分享的快乐才是真正的
快乐）

七、质疑

八、小结（今天学习这节课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九、精神升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巨人在小男孩的启发下，由任性冷
酷——变得热情具有奉献精神，他懂得了给予奉献的快乐幸
福。这时候他不仅仅是身材魁梧，他已成为灵魂的巨人“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断改掉自己的毛病，将来也能成
为灵魂上的巨人！让我们在精神的花园里快乐每一天。

十、作业

把《巨人的花园》童话故事讲给周围的小朋友或家长听。

续写《巨人的花园》小朋友好巨人在花园里怎样快乐的生活。

板书设计： 筑墙 驱赶 冷酷

9巨人的花园 { } 分享快乐

拆墙 奉献 慈祥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三

１、揭示课题，展开联想：

你想象中的巨人是如何的？



巨人的花园里又是怎么样的风景呢？

２、范读课文，初步感受：

从老师的朗读语气中感受本篇童话的趣味。

３、自读课文，读通课文：

要求不读错字，读通句子，读懂童话故事，划出不理解的词
或者句，和喜欢的词和句。

４、交流自学，熟识词句：

认读带生字的词，并联系上下文理解“洋溢、允许、隆冬、
孤独、训斥、覆盖、凝视”等。

交流不理解的词句。

５、再次自读，读出情感。

６、作业：

《作业本》。

一、听写词语

二、带问题朗读课文

巨人的花园经历了几次变化？

为什么有这些变化？

三、学习１、２自然段

指名朗读，说说巨人的花园为什么受到孩子们的喜欢。



四、学习３至６自然段

想一想：巨人回来后，花园有了什么变化？为什么？

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巨人？

五、学习７、８、９自然段

巨人的花园为什么突然有了春意？哪些地方看出花园有了春
意？

巨人看见孩子们，起先是怎么想的？

（所以要发脾气）

小男孩让巨人明白了什么？

指导朗读“唤来寒冬的，是我那颗任性、冷酷的心啊！要不
是你提醒，春天将永远被我赶走了。谢谢你！”

１、学习１０、１１自然段：

自读课文，联系插图，讨论：

拆了围墙后的花园，成了怎么样的？巨人感受到的是怎么样
的幸福？

２、感悟童话的表达特点：

通过阅读这个童话故事。

３、我们懂得了什么？作者是通过怎样的方法让我们感受到
这种道理的？

（花园里情景的对比和巨人心情的对比，让我们感受到分享



美丽的快乐。）

４、作业：

想象作文：巨人推倒围墙后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四

1、认识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鲜花盛开、绿
树成阴、鲜果飘香、洋溢、允许、围墙、告示牌、隆冬、孤
独、狂风大作、雪花飞舞、草翠花开、训斥、覆盖、凝视、
火辣辣、冷酷、愉快、拆除”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根据课文内容想象画面。

3、明白快乐应当和大家分享的道理，愿意和同学交流阅读感
受。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想象画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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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件

2课时

第二课时

一、激趣入境

2、昨天我们初读了课文，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巨人的花园什么
样呢？

3、、指名回答。

二、细读探究



1、情境渲染：正当孩子们沉浸在这美丽而又快乐的花园里时，
巨人回来了，花园里发生了神奇的事。请同学们自由读文，
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花园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这件
神奇的事情引起了你的哪些思考？读后我们来交流一下。

2、指名发言交流后，师梳理。

提炼出大家都关注的两个话题：

（1）春天为什么会离开巨人的花园？

（2）春天为什么又会回到花园里呢？

（教师随机出示这两个问题）

3、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师鼓励：带着问题再来读文，一边读一边想，然后在小组内
进行讨论，最后形成自己小组的意见，咱们比一比看看哪个
小组的意见最全面，最有说服力。

4、学生汇报：

（1）（我们小组通过讨论，认为……）小组代表汇报后教师
小结：是巨人的自私、任性、冷酷使春天离开了花园，巨人
赶走了孩子，春天也走了。

（2）孩子们被赶走了，春天也走了，花园里什么样呢？（放
课件）此时的花园变了，让你感觉怎样？（凄凉、寒冷）如
果你是巨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孤独、寂寞）读课
文的第6自然段。体会一下花园的凄凉和巨人的孤独。（学生
自由读后指名读，师随机出示第6自然段）

（3）那春天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哪个小组同学有自己的见解，
小组代表发表意见。



师指导读：是的，小男孩用无声的语言和满树的桃花让巨人
明白了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他是多么感激小男孩啊，
你能读好第9自然段吗？指导读。

（4）情境渲染：真是春风融化冰雪，暖语滋润心田，醒悟后
的巨人变得怎么样呢？我们男女生赛读最后两段。

（5）巨人用宽容善良的心融化了坚冰。从此，他的花园里又
春意盎然，充满了欢声笑语，它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让咱
们随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快乐地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三、交流感悟

1、从这篇童话中你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

生：人不要太自私

生：要尊重别人

生：宽容的人才会有快乐

生：快乐要大家分享......

2、名言大放送（老师想把这几句话送给我们四2班的全体同
学）

课件出示：（齐读）

如果把爱拿走，我们的地球将会变成一座坟墓―――白朗宁
（大诗人）

送一份快乐给别人你会得到成倍的快乐―――陈侠（教育家）

爱，既是付出，也是享受。



3、你也能把你的收获和体会创编成一条名言吗？（学生练写
后交流）

四、作业：

1、收集有关幸福的名人名言。

2、把《巨人的花园》编成童话剧，以小组为单位演一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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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旅行洋溢着笑声

巨人的花园砌起围墙覆盖着冰雪分享快乐

拆除围墙孩子的乐园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五

一个有思想的教师不会把语文仅仅当做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
工具，也不会把语文课仅仅看作是传递学生知识、培养学生
能力的阵地。语文有着丰富的内涵，语文课负载的任务除却
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价值取向的定位、道德情操的涵
养以外，还应该是激发学生对科学、对文化、对文学产生向
往的一门课。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材选文中涉及到了
科普、文学、文化等不同题材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小
学语文课本我们就能发现，单就文学来说，教材中古今中外
的名家名篇都有涉足，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童话、神话等
不同体裁也均有照顾。所以，由一篇文章的学习唤起学生对
这一类体裁文章、书籍的向往应该是教师在教学中十分在意
的事情，或者说是语文教师很重要的职责所在。我想，如果
每一位教师都能自觉承担起这一份职责，那么，语文知识的
学习、语文能力的训练将不再单调，语文课堂也会随之丰富



很多，语文课将会真正成为学生走向广袤的文化世界的桥梁。

《巨人的花园》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的一篇优美童话，在
教学中立足于童话，让学生深入到作者幻想的世界里，通过
对语言文字的感悟触摸人物特点，理解文章内涵，并在理解
中进一步感知童话特点，领略童话魅力，进而激发学生对童
话的兴趣，引领学生走进更多的童话应该是这节课的教学目
的。

1、读熟课文，了解文章内容，通过体会花园和巨人的变化，
得到如“孩子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开放心灵，春天就能
住在你的身边”等生活启迪。

2、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并掌握生字新词。

3、采用把教材和原文对照的方法学习，在补充比较中感受王
尔德语言的优美，品味童话的魅力，唤起学生走进童话世界
的欲望。

体会童话的语言特点，感受童话的魅力，唤起童话阅读的欲
望。

在带领学生沉醉在童话世界里的同时，能透过文字倾听到文
字背后的声音，领悟生活的真谛。

两课时。

1、童话，是同学们最喜欢的一种文学形式。还没有上学，我
们就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口中知道了很多童话故事，比如：

比如，深海中那位有着人的面容，却有着鱼的尾巴的心地善
良的——《美人鱼》

比如那位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和大灰狼斗智斗勇的——



《小红帽》

比如《狼和小羊》……

比如——

（学生交流阅读过的童话）

（教师可从以下方面准备这个问题，但不要苛求学生：

从情节上说：童话富于幻想，情节曲折动人，

从语言上说：童话言语简单，富有童趣，

……）

3、也正是因为童话通俗易懂、富于变化、神奇有趣的特点，
才让它具有了超人的魅力，才让那么多热孩子喜欢上它。这
节课，我们再来读一篇童话——《巨人的花园》。（板书课
题）

（设计意图：从同学们熟知的童话故事的内容入手引领学生
走进童话，有利于在瞬间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在他们心中唤
起一个又一个童话的场景，从感觉上走进一个童话的世界。
对童话特点的交流又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1、同学们预习课文了么？谁愿意把课文读给大家听？（指名
分节读课文）其他同学认真看，仔细听。

（在学生读课文的过程中指导、纠正容易读错的字音，尤其
注意“洋溢”“瑟瑟发抖”“喧闹”“破损”“凋谢”“叱
责”等词语。）

2、默读课文，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巨人的花园。（变化，神



奇……）

（教学预测：如果学生说到“美丽”“孩子们的乐园”这一
类的词语，可以引导学生画出描写巨人花园的语句，连起来
读一读，帮助他们体会到，文章中巨人的花园不是一直美丽，
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孩子们的乐园，它的特点和价值是随着
巨人的心情做法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

３、巨人花园的变化让我们感到神奇，神奇的原因是正是因
为它这些奇妙的变化。所以，在这一篇文章中变化和神奇是
融为一体的。请同学们仔细读课文，看看哪些地方的描写让
我们感受到了花园的神奇？用序号标出你找到的神奇之处。

4、汇报交流。

（设计意图：这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看
事物的能力，以及在语言文字中敏锐的捕获信息的能力。另
外，教学从“神奇”入手，是为了抓住核心的文字品味学习，
让教学走向简约而丰满的境界。）

（一）神奇之一：春天里，巨人的花园冰雪覆盖

2、同学们都来读这几句话，这几句话中有一个词，看似很普
通，但是用的很精妙。猜一猜，是哪一个词，说说你认为它
妙在何处。

（学生可能会猜到“瑟瑟发抖”“荒凉”等词语，只要能说
出有理由就达到了理解语言文字的目的。在这几句话中，我
个人认为“仍然”一词用得比较精妙，因为，这一个词把墙
内墙外两种不同的景象对接了起来，是本段中第一句话的延
续，在墙内外的对比中凸显了巨人花园的荒凉。）

3、师生对照读：



生：春天终于来了，村子里又开出美丽的鲜花，不时传来小
鸟的欢叫。

师：但不知为什么，巨人的花园里仍然是冬天，——

生：天天狂风大作，雪花飞舞。巨人裹着毯子，还瑟瑟发抖。
他想：“今年的春天为什么这么冷？这么荒凉呀……”

4、巨人不知道，同学们知道么？用上因为……所以……回答，
指导学生尽量用简洁的语言把原因说具体。

5、是的，正像大家所说的一样，春天不来巨人的花园，正是
因为这里看不到孩子们。这一个意思，王尔德在原文中明确
的表达了出来。我们来读一读。

由于看不见孩子们，小鸟便无心唱歌，树儿也忘了开花。有
一朵花儿从草中探出头来，看见那块告示后，它对孩子们的
遭遇深感同情，于是又把头缩回去，继续睡觉了。

6、为什么巨人的花园春天里却是一派严冬景象？

7、花草不来没关系，有人来，你们看——

雪和霜对此乐不可支。“春天已忘记了这座花园，”他们叫
喊着，“这样我们可以一年四季住在这儿了。”雪用她那巨
大的白色斗篷把草地盖得严严实实，霜也让所有的树木披上
假装，随后他们还邀来北风和他们同住。北风应邀而至，
穿—身毛皮大衣，他对着花园呼啸了整整一天，把烟囱帽也
给吹掉了。“这是个令人开心的地方，”他说，“我们还得
把冰雹叫来。”于是，冰雹来了。每天三个钟头地不停地敲
打着城堡的房顶，房上的石板瓦被砸得七零八落，然后又围
着花园一圈接一圈地猛跑起来。他浑身上下灰蒙蒙的，呼出
阵阵袭人的寒气。



8、这里是谁的世界？

这里是——冰的世界，

这里是——雪的世界，

这里是——北风的世界，

这里是——冰雹的世界。

有了这四位先生在园子里奔跑呼啸，巨人的这座花园就一定
是——冰天雪地的世界！

9、再读一读这段描写，体会体会雪霜风雹的开心。

10、让我们再来解答巨人心中的疑问吧——

同学们，你们知道春天为什么不光顾我的花园呢？

然而春天再也没有出现，夏天也不见踪影。秋天把金色的硕
果送给了千家万户的花园，却什么也没给巨人的花园。“他
太自私了，”秋天说。就这样，巨人的花园里是终年的寒冬，
只有北风、冰雹，还有霜和雪在园中的林间上窜下跳。

12、想像一下这一年间巨人是怎么过来的？（引导学生从语
言、行为、心理等方面想象。）

（二）第二次、第三次神奇，孩子们的来去让花园瞬间变化。

１、终于有一天，巨人看到了一缕明媚的阳光，而且还听到
了动听的音乐，他还以为是国王的乐队从墙外过呢，其实你
们知道么？巨人仅仅是听到了一个小鸟的叫声而已。但这，
对巨人来说，也已经是一年的时间没有听到了，所以，作者
说他激动地跑到花园里……（激动）



2、仅仅一个词就把巨人当时的表现概括了，真不过瘾。我们
都来设想一下，当时正在床上瑟瑟发抖的巨人有什么表现，
让我们感觉这个郁闷了一年的人激动了。（写三五句话）

3、写完以后，读，交流。

4、激动的巨人跑到花园里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景象——

花园里草翠花开，

5、草翠花开是一番怎么样的景象呢？我们把这四个字放大一
下，分小组分别用一两句话描写花园里的草，花，鸟。

6、学生朗读自己写的句子，在朗读与倾听中感受春天到来时
花园的生机与活力。

“好容易才盼来春天，你们又来胡闹。滚出去！”

8、齐读巨人的话。指导学生体会到可怕地训斥。

9、孩子们纷纷逃窜，随着孩子们的离去，我们又看到了一次
神奇的变化——

刚才盛开的花朵，转眼间——

刚才繁茂的大树，转眼间——

刚才鸣叫的小鸟，转眼间——

刚才还是生机勃勃，花繁叶茂的花园，转眼间——

10、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赶走了春天？

又是什么唤来了严冬？



11、巨人也明白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你听，他这样说——

“唤来寒冬的，是我那颗任性、冷酷的心啊！”

你听，他还这样说——

“我真是太自私了！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我这儿来
了。我要把那可怜的孩子抱上树，然后再把围墙都推倒，让
我的花园永远成为孩子们的游戏场所。”

“我有好多美丽的鲜花，但孩子们才是最美的花朵。”

1、同学们，在这篇童话中，巨人对孩子们的表现前后有着很
大的变化，巨人的花园也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些变化是以什
么为界限分隔开的呢？（一堵墙）

2、再读读课文，用这样的句式表达墙在变化中的作用。

巨人不愿意孩子们在自己的花园中玩耍，所以，垒砌一堵高
墙，于是——

巨人发现了孩子们能为自己带来春天，所以，拆掉了那堵墙，
于是——

巨人在花园四周垒起了一堵高墙，同时也——

巨人拆掉了那堵高墙，同时也——

3、从上面的句式中任意选择一句，补充完整，表达自己的认
识。

4、关于那堵墙，看过这篇童话的老师们这样表达自己的感
受——

心，是一座花园，拆掉围墙，鲜花就永远和你相伴。



拆掉围墙，把美好的东西和人一起分享，幸福和快乐才真正
属于你。

自私的人不能拥有美好的事物，也不能拥有人生的幸福，甚
至会扼杀一切美好与希望。

（设计意图：至此，童话的主题就完全揭示出来了。在这一
环节的设计上，我采用教材中语言、原文中语言、学生自己
的感悟、教师感悟四位一体的方式呈现，目的不是让学生完
全懂得这些话，懂得从每一个角度表达出来的生活哲理，而
是让他们全方位接受信息，作为一颗种子埋在他们的心中。
我有一个美好的期盼，期盼这些种子在遇到合适的温度的时
候能够悄悄的发芽，哪怕仅仅只有一颗也好。）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大花园，长满了绿茸茸的青草，美丽的鲜
花随处可见，多得像天上的星星。草地上还长着十二棵桃树，
一到春天就开放出粉扑扑的团团花朵，秋天里则结下累累果
实。栖息在树枝上鸟儿唱着欢乐的曲子，每当这时，嬉戏中
的孩子们会停下来侧耳玲听鸟儿的'鸣唱，并相互高声喊
着，“我们多么快乐啊！”

但是，这美丽的文字在我们的文章中仅仅化成了四个词语，
分别是——鲜花盛开，绿树成荫，鲜果飘香，白雪一片。

一日清晨，巨人睁着双眼躺在床上，这时耳边传来阵阵美妙
的音乐。音乐悦耳动听，他想一定是国王的乐师路经此地。
原来窗外唱歌的不过是一只小红雀，只因巨人好长时间没听
到鸟儿在花园中歌唱，此刻感到它妙不可言。

这鸟儿的鸣叫远比一缕阳光来的动感十足。

再比如，巨人拆掉围墙，冬天再来临的时候，巨人是这样看
冬天的——



现在他已不讨厌冬天了，因为他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让春天
打个吨，让花儿们歇口气罢了。

2、多么美好的语言啊！还有很多这样的语言，同学们只有到
原文中才能看到。还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小男孩在很多年
以后，在巨人老的走不动的时候又来了，还是小男孩的摸样，
他是谁？他来做什么呢？到原文中去探究吧。

（设计意图：《巨人的花园》在改编过程中因篇幅所限，删
掉了很多文字和环节，甚至在保留的环节上也做了很大的调
整。设计这一环节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深度感受这篇童话的
优美，唤起他们阅读的欲望。）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六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根据课文内容想象画面。

2、抓住巨人这个明显角色及孩子们、小男孩这些角色进行分
析，感受巨人言语、行动使花园带来的变化。

3、明白“快乐应当和大家分享”、“人不要太自私”的道理。

体会这篇童话在表达上的突出特点。

一、读题，解释“花园”，教师在题上画大问号，激发学生
质疑的兴趣，学生大胆质疑。

二、围绕学生在质疑中提到的“巨人的花园是怎样的”这个
问题，引导学生学习，引出“花园景色的变化是由巨人这个
角色造成的”的问题，为分析角色，体会童话寓意做好铺垫。

1、四人小组交流学案二

2、小组汇报。（汇报形式：一组汇报，其他小组质疑、补充。



）

3、根据学生的汇报出示相关句子体会：

从前，一个小村子里有座漂亮的花园。那里，春天鲜花盛开，
夏天绿树成阴，秋天鲜果飘香，冬天白雪一片。

但不知为什么，巨人的花园里仍然是冬天，天天狂风大作，
雪花飞舞。

巨人激动地跑到花园里，他看到花园里草翠花开，有许多孩
子在快乐地游戏，他们大概是从围墙的破损处钻进来的。孩
子们的欢笑使花园增添了春意。

与此同时，鲜花凋谢，树叶飘落，花园又被冰雪覆盖了。

这个小男孩在树下一伸手，桃树马上绽出绿芽，开出许多美
丽的花朵。

体会方法：

（1）引导学生抓住以上的句子谈感受，在感受中适时呈现相
关课件直观帮助感受。

（2）根据学生的感受指导学生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朗读，加深
体会。

4、景色对比，引出角色。

（1）出示对比景色：

春天鲜花盛开，夏天绿树成阴， 巨人的花园里仍然是冬天，

秋天鲜果飘香，冬天白雪一片。 天天狂风大作，雪花飞舞。



花园里草翠花开。 鲜花凋谢，树叶飘落，花

桃树马上绽出绿芽，开出许多 园又被冰雪覆盖了。

美丽的花朵。

（2）引导：轻轻地读一读，你发现了什么？（左边描写的是
美丽的景色，右边描写的是孤独、冷冰的冬天，这不同的景
色变化，都是因为哪个人物角色造成的？）

师过渡：那么，我们就来对巨人这个角色做个分析。

一、 走近巨人（进行角色阅读）

学习方法：

1、发下角色阅读题，学生边阅读童话边自主答题。

走近巨人、了解巨人、感受巨人

三次训斥：

听着这样的话语，我想对巨人说：“

巨人无情的行动：

巨人用围墙隔开的仅仅是孩子吗？

巨人的内心：

不知怎么，巨人看着小男孩的眼神，心里感到火辣辣的。

此时，巨人在想：

2、组织汇报：



（1）就巨人语言的体会方法：鼓励学生个人上台展示，在展
示中读出巨人训斥的话语，谈出自己想对巨人说的话；在听
了若干个同学对巨人说的话后，指导学生读出巨人的冷酷无
情与自私。

（2）就巨人动作的体会方法：四人小组讨论。小组汇报。共
同体会?小组引读。

（3）就巨人内心的体会方法：随机抽几份阅读题展示，师生
共同评议，并在评议中朗读。

3、在学生通过以上角色阅读体会了巨人内心的愧疚之后，动
笔把体现巨人后悔的语言和动作的句子用“。”画出来，进
行体会。

（1）语言：唤来寒冬的，是我那颗任性、冷酷的心啊！要不
是你提醒，春天将永远被我赶走了。谢谢你！

（学习方法：a、指名学生读巨人的话。b、提问，归纳板书、再
读：当巨人冷酷、无情、自私的时候，他赶走了春天。他留
住春天的又是什么？ ）

（2）行动：他立刻拆除围墙，把花园给了孩子们。

（3）花园的变化：从那以后，巨人的花园又成了孩子们的乐
园，孩子们站在巨人的脚下，爬上巨人的肩膀，尽情地玩耍。
巨人生活在漂亮的花园和孩子们中间，感到无比的幸福。
（配乐朗读）

四、以“读完了这篇童话故事，我想说……”的主题话题，
让学生畅所欲言，揭示童话蕴涵的道理。（分享快乐才是最
大的快乐）

五、布置作业



把童话故事《巨人的花园》讲给家长或朋友听，请他们提提
意见，准备参加班内将要开展的“故事大王”评选活动。

板书设计： 9、巨人的花园

冷酷 无情 自私 赶走春天

分享快乐才是最大的快乐

无私 留住春天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七

童话对四年级的孩子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从小就在童话书堆
里长大。但是他们在读童话时有可能只注意了其中的情节，
而没有特别注意其中优美的语言文字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道理，
这里就需要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引导作用，通过语言文字的
品析，帮助学生积累语言，明白做人的道理。

始终贯彻创设情境理念，通过图片，音乐，文字等艺术手段，
为学生创设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情境，把学生带到生活的真实
情境中去，方便学生更好得理解课文，在这基础上以朗读为
经，以品悟为纬，通过读课文，品语言，悟内涵，写感受等
方式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素养。

1、会认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理解"洋溢"，"冷酷"
等词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巨人的花园景色变
化的过程。

3、明白"快乐要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道理。

了解巨人的花园景色的变化过程。



明白"快乐要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道理。

创设情境法，朗读法

多媒体课件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导入：[板书：（）的花园]同学们：在你们印象当中花园
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花园呢（生答）刚刚
同学们畅所欲言说了自己印象当中的花园，也用自己的词语
描绘了花园的景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著名童话作家王尔
德笔下的《巨人的花园》，看看这个花园式什么样的。

2、将板书补充完整

二，初读课文，初步感知"巨人的花园"

1、教师引导学生初读课文：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划出生字
词，标出自然段，同桌可以相互讨论，交流比较难读，难写
的生字。

2、教师适当提醒："拆"字是翘舌音，书写时最后一点不能忘。
注意"牌"字的笔顺书写。

3、交流初读感受：读了这篇课文，你觉得巨人的花园是一个
怎样的花园呢（学生的答案应该是多种多样的，重点是：美
丽，荒凉）

三，品悟语言深入理解"巨人的花园"



1、引导：同学们：文中哪些地方让你感受到花园很美。又是
哪些地方让你觉得花园很荒凉呢请你自由读课文，找出相关
语句，并在后面作适当的批注。

2、交流：走进"美丽"的花园

从前，一个小村子里有座漂亮的花园。那里，春天鲜花盛开，
夏天绿树成荫，秋天鲜果飘香，冬天白雪一片。村子里的孩
子都喜欢到这里玩。

（1）引导：这里哪些词让你觉得花园很美呢（在学生回答完
之后板书：鲜花盛开，绿树成荫，鲜果飘香，白雪一片）

（2）配乐指导朗读

（3）顺读而导：是啊，花园是如此美丽，一年四季都有不同
的景色，那么读着这么美妙的句子，你仿佛听到了什么。看
到了什么呢（当学生说到仿佛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时：幻
灯片出示句子如下）

巨人的花园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八

1、认识8个生字，会写“溢、覆”两个生字，理解“鲜花盛
开、绿树成阴、鲜果飘香、洋溢、草翠花开、覆盖”等词语；
积累文中描写景色的词句。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根据课文想象画面，
并能用较优美的语言进行形容。

3、通过朗读、品味、想象，了解这个故事的内容，体会童话
的语言特点，感受童话的神奇，初步培养阅读童话的兴趣。

激趣导入，导入揭题：



2、生答

4、齐读课题。

师导：巨人的花园到底是一个怎样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第一次逛巨人的花园

一、粗读感知

１、初读课文：请打开课文，同桌为伴，互相帮助，自由朗
读课文，读准字音，通读句子。遇到困难也可以请老师帮忙。

2、刚才在同学们的朗读中，老师发现这些词有些难读，谁来
帮忙读一读。

交流反馈：（出示词语）允许喧闹增添训斥拆除斥责凝视

覆盖洋溢冷酷任性孤独愉快火辣辣围墙告示牌脸颊隆冬

（1）自由读词语

（2）指名读（正音：“凝”后鼻音；拆、斥：翘舌音；火辣
辣可以读第一声，还有哪些词也是这种类型的，举例）

（3）同桌互读，纠正读音

3、这些加横线的字是本课的生字，书空一遍，你觉得哪个字
特别容易写错，你有什么小窍门教给大家。

你觉得还有哪些字容易写错的，请你选择一个端端正正地在
书本上写一个。

4、同学们真了不起！这里还有一组词，肯定也难不倒大家，
谁会读。



出示第二组生字：鲜花盛开绿树成阴鲜果飘香狂风大作雪花
飞舞北风呼啸

发现了吗,这些词有什么特点？你能说说类似的词吗？

二、重点品读，感悟语言

默读提示：仔细读课文，划出课文中描写花园的句子！

反馈：你找到了哪个句子？

（一）漂亮

那里，春天鲜花盛开，夏天绿树成阴，秋天鲜果飘香，冬天
白雪一片。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到那里玩。

指名说----齐读----再齐读——说----与第二段连起来读

师：孩子，你喜欢到那里玩吗？（问4生）为什么？齐读

例：是呀，这里春天鲜花盛开。瞧，这是（）那是（）还有
（）。看，这花是（）那花是（）真是五颜六色姹紫嫣红，
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到那里玩他们有的放风筝，有的在草地上
打滚。花园里常年洋溢着孩子们的笑声。

那么夏天、秋天、冬天，花园里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请
你选择一个说一说！

出示句式：

夏天绿树成阴，花园里（），孩子们都喜欢到那里玩，他们
（）欢乐的笑声。

秋天鲜果飘香，花园里（），孩子们都喜欢到那里玩，他们
（）花园传出着孩子们欢乐的笑声。



冬天白雪一片，孩子们都喜欢到花园里玩，他们（）（）的
花园里，洋溢着孩子们欢乐的笑声。

师：这真是一个（漂亮）的花园。板书。一年四季各有各的
乐趣，出示：花园里常年洋溢着孩子们欢乐的笑声。连起来
读。

（二）荒凉（过渡：你还找到别的描写花园的句子吗？）

“但不知为什么，巨人的花园里仍然是冬天”

1、你仿佛看到了一个怎样的花园？（生板书：荒凉）

2、仍然，可以看出什么？为什么用上这个词？

3、此时村子里又是怎样的情景？（指名读）

春天终于来了，村子里又开出美丽的鲜花，不时传来小鸟的
欢叫。

4、男女生对比读。

（还有让你觉得荒凉的句子吗？）出示句子：与此同时，鲜
花凋谢，树叶飘落，花园又被冰雪覆盖了。

2、“与此同时”与什么时候同时又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老师读前句，学生读后句。

（三）快乐

你还找到别的描写花园的句子吗？（最后一段）

1、指名读，说体会，（生板书：快乐）想看看那快乐的画面
吗？看图，看后想说什么？



2、自由尽情读，读出快乐

3、想象画面，写话：孩子和巨人还会做什么？（等待一会儿）
把你想到的写下来！

（四）归纳梳理，存疑下课，

引读：是啊，这是一个多么善变的花园啊！曾经（一一出示
所有描写花园的句子）（配乐）

（男女分读）

教后记：

1、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原则。整堂课以学生为主体，
积极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尽可能多让学生多听、多思，多讲，
通过质疑、朗读、想象说话等，让学生积极参与，自己主导
课堂，成为课堂真正的主角。

2、把朗读作为体验文本的手段和归宿。整个教学设计通过不
同层面、多种形式的读，引领学生走进文本，探究文本的意
蕴，体悟文本的情愫，感受文本的美妙，让学生在反复触摸
文本语言的过程中，获得言语智慧的滋养，享受学习语文所
带来的愉悦。

3、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从作者生动的描写中想象画面。重
视学生语言的积累，强化口语表达和写作实践。语文学习的
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习语言。言语训练是语文学习的必要
途径，因此对口语交际、小练笔等进行精心设计，让学生在
听说演写的实践中切实感受语言，学习语言，发展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