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花教案第二课时(模板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
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养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小学语文教材12册中的《养花》一文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
作品。文章讲述了老舍先生的养花实践，在养花的过程中感
受到了养花带来的乐趣，抒发了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本单
元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领悟作者安排材料的方法。在带领
学生精读文章前，我把教学的重点定为1。：领悟作者是怎样
围绕养花的乐趣来安排材料的。2。体会养花给作者带来的乐
趣，产生热爱生活的情感。反思本课的教学过程，有如下体
会。

在小学阶段学生已经阅读了好几篇老舍先生的作品，如
《猫》，《林海》，《草原》，对老舍先生以及他的作品风
格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在这一课教学前，我只是让学生
课下去回顾老舍先生的生平，重温他的作品，并没有像原来
那样花大量时间对作者进行全面的介绍。让学生针对这篇课
文中的内容，提出疑问。预习中学生对课文第4自然段中提到
的老舍先生的腿病提出了疑问，这也正与文章内容有关。于
是我便鼓励学生去查找资料了解他腿病的有关情况，为准确
的理解课文打下基础。

在第一课时我就引导学生理请了作者的思路，明确了课文每
一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从学生的生活
实践出发，先让他们谈谈自己养花的感受，从而引入课文。
教学中我重点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两次“这多么有意思呀”
展开教学。让学生仔细读文，找出两次“这多么有意思呀”



分别是作者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有意思”又指的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学生认真的阅读课文，边读边思考从中找到
了答案：第一次是因为作者摸着了养花的门道，花草养活了，
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让作者觉着有意思。第二次是
因为养花可以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有益身心，胜
于吃药，所以作者觉着有意思。这也正是养花给作者带来的
乐趣所在。

文章中有一处是学生不好理解的，就是课文的第6自然段，写
花死了，作者很伤心。既然伤心，怎么还能说是养花的乐趣
呢？在教学这一内容时，我提出疑问组织学生讨论。在讨论
的过程中，有的学生就能够联系上下文，有的学生能够联系
以往读过的老舍先生的作品，有的学生能够联系作者的人生
经历及生活态度，理解到“人生百味”，人的一生要经历很
多，养花就要经历这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者的乐观
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听了学生的回答，我知道他们是真
正读懂了课文。

为了更好的理情文章的思路，我在理解课文后设计了这样一
道题目：老舍先生以（）为主线，先概括的说明我（），再
分述（），最后点明中心（）。通过这道题，让学生在精度
课文的基础上再一次理清文章思路。在本课教学的最后，我
还启发学生说出自己的爱好，并且按照：“我喜欢（），它
可以（），可以（），还可以（），这就是（）带给我的乐
趣。”这样的形式来说说。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留意生活，
产生热爱生活的情感，还训练了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

1．本课的教学，对文章中一些语句和词语体会还不够深入，
如第三自然段的'“像朋友似的关切它们”应该让学生说说作
者是怎样做的；第四自然段的抢救花草，应该让学生想想当
时的场面，或者做一做动作，体会体力劳动的不容易。2。理
解体会语句的方法还是不够多样。应该多寻找一些适合于学
生的方法，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多多
注意这些，在教材的理解上多下功夫，尝试运用更多可行的



教学方法，丰富自己的课堂教学。

养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作为一位刚到岗的人民教师，我们需要很强的课堂教学能力，
通过教学反思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大家知道
正规的教学反思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六年级下册
《养花》教学反思，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落实了“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在这节课中根
据教材特点安排了《艺术与人生》的活动实践，使学生在尝
试扮演的言语实践活动中学习，很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人人都乐于参与学习，参与
倾听表达。同时允许学生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作
业练习等，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差异。

二、正确处理了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虽然教学是以
活动促学习，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但并没
有脱离语言文字的学习，而是在引导学生充分地理解课文语
言文字的基础上，运用课文中的语言进行交流、运用，同时
鼓励学生自觉地将角色语言带进课堂，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口
语交际能力。

三、有效地发挥了教师的组织与引导。教师在教学中没有丝
毫包办代替，机械控制，而是让学生充分地表达。既尊重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又因势利导，及时、准确地
对学生理解感悟上的难点、疑点、误点进行了点拨。

四、注重了对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正确
导向。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明确的思想教育的训话，而是在学
生理解语言的实践活动中步步引导。通过体会课文中所蕴含
的丰富情感，情不自禁地受到熏陶感染。

五、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对话教学。教师从一进入课堂便与



学生平等而坐，面对面地以朋友的身份进行交谈。学生不感
到压力与紧张，只觉得有自我表现的轻松与自由，使课堂时
时充满着活力，即使在后半节的教学中教师也始终以鼓励的
语言对待每个孩子，所以学生的个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养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这篇课文的内容比较简单，整篇采用了先分后总的写法。课
堂上，我首先让学生齐读总结段，然后引导他们根据总结段
找出相应的段落。就这样，学生们轻松地从大体上理解了课
文。

在课堂上，我也花了较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人生态度的教育。
“文章不是无情物”，本文就是通过写养花中的喜怒哀乐，
来表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因此，我一边讲授内容，一边不
失时机地引导学生要正确面对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快乐与
悲伤，使学生们对生活都能充满信心。

通过这种对比和迁移的教学手法，一方面使学生通过自己对
生活的认识来了解作者的生活体验，能使他们更深入的理解
课文；一方面也引发了学生思考问题的兴趣，真正的参与思
考。最重要的是，同学们能把自己的生活乐趣同老舍先生的
养花生活进行对比，把自己的故事也写成文章，并从小事当
中感悟到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一是达到了理解课文主题的目
的，一是让他们学会了从小事中总结经验及人生道理的“以
小见大”的写作方法。

养花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我努力追寻着让阅读教学最大功效的服
务于学生的写作的课堂教学模式，并力求使课堂教学别具特
色。在《养花》一人一课教学时，我采用了这样的教学形式：



老舍先生的养花生活进行对比，把自己的故事也写成文章，
并从小时当中感悟到了一个人生的道理。

一是达到了理解课文的目的，另一方面让他们学会了从小事
中总结经验及人生道理的“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这是老
舍的名篇，层次分明，文字隽永。

一、通过朗读，体会养花拳乐趣。

二、引导剖析，领悟养花的乐趣。

三、运用类比，理解养花的乐趣。

四、总结全文，全面领略养花的乐趣。

第七节把分析课文与总结课文结合起来，让学生回味养花的
乐趣。

养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一、落实了“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在这节课中根
据教材特点安排了《艺术与人生》的活动实践，使学生在尝
试扮演的言语实践活动中学习，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人人都乐于参与学习，
参与倾听表达。同时允许学生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作业练习等，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差异。

二、正确处理了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虽然教学是以
活动促学习，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但并没
有脱离语言文字的学习，而是在引导学生充分地理解课文语
言文字的基础上，运用课文中的`语言进行交流、运用，同时
鼓励学生自觉地将角色语言带进课堂，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口
语交际能力。



三、有效地发挥了教师的组织与引导。教师在教学中没有丝
毫包办代替，机械控制，而是让学生充分地表达。既尊重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又因势利导，及时、准确地
对学生理解感悟上的难点、疑点、误点进行了点拨。

四、注重了对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正确
导向。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明确的思想教育的训话，而是在学
生理解语言的实践活动中步步引导。通过体会课文中所蕴含
的丰富情感，情不自禁地受到熏陶感染。

五、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对话教学。教师从一进入课堂便与
学生平等而坐，面对面地以朋友的身份进行交谈。学生不感
到压力与紧张，只觉得有自我表现的轻松与自由，使课堂时
时充满着活力，即使在后半节的教学中教师也始终以鼓励的
语言对待每个孩子，所以学生的个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