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评课稿优
缺点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教学反

思(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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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评课稿优缺点篇一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当我看到这个题目时，我就
被深深地吸引了，当得知是季羡林先生的文章时就更加爱不
释手，反反复复读过许多遍，越来越感觉到季老就在眼前，
伟人的形象随之高大；越来越感觉到季老的文品如其人——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人生的一种崇高境界，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不仅仅仅是季羡林先生在介绍德
国的民俗风情，更重要的是在赞扬一种精神！精美隽永的短
文不难理解，重要的是让学生对国学大师油然而生敬仰、崇
拜之情。所以，“走进季羡林”成为本堂课的教学目标。

“走进季羡林”，让学生回忆起季老在《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中亲切的话语，孩子们对季老提出的“中西贯通，文理贯通，
古今贯通”记忆犹新；“走进季羡林”，让学生在季老的散文
《怀念母亲》《月是故乡明》中，体会到了魂秦梦绕的思乡
情和赤子深情；“走进季羡林”，让学生被字里行间弥漫的
真情挚意所打动，“树愈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种植……这天，孩子们也许还不太懂，
但是这位鸿儒长者肯定会在他们的心灵立起一道丰碑！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这行云流水般的散文，自然天



成，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这不仅仅仅是说给给
孩子们听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是多么令
人向往！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评课稿优缺点篇二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这篇课文的教学目的一是让学生
了解德国的民族风情特点，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语言。二是使
学生在语言文字的训练中潜移默化的受到“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教育。从中受到启示与教育。根据这个目的我精心
的设计了第二课时的教学过程。

为了让学生了解德国人种花的特别之处，我抓住关键词“家
家户户、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应接不暇、花的海洋、山阴
道上”，感受奇丽的景色。如：“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当这两个词语浮现在你眼前时，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情景？
让生自由说，从而理解。“应接不暇”，从而引入本文，感
受花多、花美。然后让学生欣赏德国大街上这道独特的风景。
看完之后让学生自己说说刚才看到的，感受到的。让学生深
刻地感受季老的文采，从花美到人美，从奇丽的景色到奇特
的民族。

这一堂课讲下来，收获很大，对自己的教学看得更加清楚了，
明白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评课稿优缺点篇三

本文是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精美的散文。课文语言朴实，读
起来却让人回味无穷。课文在讲述德国风景民俗的同时，用
最精练概括的语言为我们阐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又耐人寻味
的哲理，那就是德国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崇高境界。
所以我把教学目标定位在让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并结合上



下文与生活实际体会含义深刻的语句，从中感受德国那道奇
丽的景色，品味那一个奇特的民族，从而体悟那一种颇耐人
寻味的崇高境界。

教学中，我以“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一句
为主线，层层深入，让他们在优美朴素的文字中，获得心灵
的触动，激发情感的共鸣。其次，扣词体会。对描写德国景
色奇丽的语句“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户户的
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
成了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我主要指导学生抓住关联词语“任何、家家户户、花团锦簇、
姹紫嫣红、花的海洋、应接不暇”等进行体会，使学生在如
沐春风中感受到德国小镇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通过多次
朗读、想象、欣赏、品味等感性体验，倘佯在语言文字所描
绘的美好画面中。在教学描写奇丽景色的句子时，我是这样
设计的：第一步，读文字，想画面。引导学生抓住“姹紫嫣
红、花团锦簇”这两个词，放飞想象，让学生用心感受、用
心触摸，透过文字背后，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
到了什么。此时，学生看到的就不仅仅只是方块字，更是有
声有色、有情、有味的画面、情境。第二步，体会写法；引
导学生了解作者是怎样写出这么美丽的景色的，学生感悟到
是见闻和想象相结合的形式。不仅让学生感受文字的美妙，
更是学习了表达的方法。第三步，美读悟情。通过不同形式
的朗读，让学生在读中进一步升华情感。

本课也存在不足之处。在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境
界是颇耐人寻味时，引导的不到位，导致学生没能理解“人
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生境界和民族品格。因此孩子们在
联系生活实际谈身边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境界时，
孩子们说的都很少。我在在对学生的评价语言上、教育机智
上也有待提高。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评课稿优缺点篇四

在认真解()读了文本之后，我认为这虽是一篇较为短小的文
章，内容也较浅显易懂，只要抓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这一文章的主旨，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在我反复“光
顾”教材的过程中，总觉得还少点什么。“每一家都是这样，
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走在街上的时候，
自己又看别人的花。”其实这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我想只要我们的孩子认真读书，都能理解这句话。生活中孩
子们有没有感受过类似的境界？这一点，我相信孩子们也能
举出实例。但仅仅能举出实例，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还不够，
还要让学生深深地体会到德国这个民族的这一种美好的境界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永远不可能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
是与别人一起构成这样那样的关系。一个人总是经常为别人
做事，为他人服务，别人也在经常为这个人做事，为这个人
服务。在一个家庭里是这样，在社会上，同样是这样，无论
从事什么行业，你总是在某一方面，为别人服务，而在许多
方面，你都在接受别人为你服务。由此，我首先抓住“多么
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这句赞叹，引导学生去研
读课文，通过朗读去想象奇丽的景色，通过朗读去体会德国
这个民族的奇特，然后再上升到理性的东西，使学生从中受
到启发。

事实上，当我讲完这一课反思自己的得与失时，我觉得我的
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在教学目标的达成上，预设的教学目标
基本实现。总的教学脉络清晰，一步步引导学生在朗读中体
会情感，在思考中理解句意，从而理解本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不仅使学生从中受到启示与教育，在写作方法上也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课堂上在引导学生想象描述花团锦簇的景象时，
同学们发言都很精彩，这说明学生是在认真读书了，这一点
我感到是我的一大突破。

当然，这堂课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我还
是缺乏经验，在引导学生想象“景色奇丽”一部分内容时，



我有点浪费时间了，处理得太繁琐，学生已经理解这段话的
内容，我还是让学生反复去读去想，读得太多了，反而有
点“过犹不及”。在对学生的评价语言上、教育机智上也有
待提高，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才能不断地提高。我今后
会继续努力的。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评课稿优缺点篇五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这篇课文向学生展示了德国奇特
的风情。在教学中我首先抓住“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
的民族！”这个赞叹句，提出贯穿全文的大问题，引导学生
去研读课文，通过朗读、想象去欣赏感受奇丽的景色，去理
解体会德国这个民族的奇特风情，进而再理解“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这种耐人寻味的境界，使学生从中受到启发，有
所收获。通过反思，我觉得这节课有以下的特点：

学生的生活经历与文本有较大的差距，怎样让学生逐渐走进
文本，深入文本，受到感染和熏陶呢？我根据课程标准和学
生的实际，进行精心的教学设计。

（1）抓关键词句，通过理解、朗读、资料补充和欣赏图片，
感受德国的奇丽的景色和奇特的风情。

（2）通过音乐渲染，想象画面，小练笔，感受德国民族
的“风情”。

（3）通过小组交流、感情朗读，抓重点词句的方式，领略德
国的奇丽景色和感受德国民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崇
高精神境界。

1、对关键词语的理解，使词语教学鲜活起来。首先对“花团
锦簇”、“姹紫嫣红”的理解，采用联系上下文理解，借助
画面渲染的方法。这种由“形”到“意”再到“境”，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对语言文字的感知、领悟和积累，使



词语教学鲜活起来。其次，对“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理
解，补充成语来历，让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对比理解，
感受德国街道上景色的奇丽。

2、通过反复诵读，合作交流，在体会“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
的”和“自己又看别人的花”的意境中，理解“我为人人”和
“人人为我”的境界。

然而，在这堂课中还存在着一些遗憾：

1、“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文章的主题，学生能够明
白他的意思，但不能够很好的联系实际，举一反三。

2、“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在理解这个句子
时，其中的“变化”和“美丽”，学生理解时过于表面化，
表述不够准确。

上完这节课，虽然很累，但是收获很大，当然也有遗憾。有
人说，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想，正因为这些遗憾，
才让我在不断的反思、探索、总结中追求完美，走向成熟。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评课稿优缺点篇六

这篇课文为我们叙述了作者在德国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文字
简练优美。通过描写德国人种花的与众不同，突出他们每个
人都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真因为如此，他们
才会将自己的花种在临街的窗户外面，让别人看，全文充满
了作者的真情实感。

教学课文第三节时，有一句描写德国街景的句子，在这句句
子中有“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应接不暇”这几个词的词义
要学生理解，这对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比较难理解。因此，在
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看图，读句，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
自己来解释这些词语。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来



解释词义，如：找近义词、用自己的话说说、查找字典等方
法。

在解释词语的过程中，我认为不应是要求学生背诵字典上的
注释条，而是在读句的基础上理解词语的意思，注重引导学
生个性化释词。在理解词义的基础上，联系完整的语境再读
句子。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读的质量，而且读中又加深了对词
语的理解与感受。将理解词语与指导朗读，学习课文联系在
一起，使学生真正做到“读中悟，悟中读”。今后的教学中
我将尝试运用更多的方法让学生来理解词语，让教学取得更
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