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牧场之国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篇一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我自我认为成功之处有以下方面：

课堂教学中，我把课堂活动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找找
自我最喜欢的句段，读出自我对句段的理解，分享对荷兰这
个牧场之国的感受。在教学时，我注意采用多种形式的朗读
让学生感受语言的特点，感悟荷兰牧场的美，激发热爱大自
然的情感。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去阅读、去感受，学生仿佛
自我就置身于荷兰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辽阔无际的牧场上，
正在欣赏着优美的画卷，被眼前的景致所陶醉，发出“这就
是真正的荷兰”的由衷感慨。再适时经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
展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图片，学生再一次被荷兰的美倾倒，
把荷兰的印象牢牢地记在脑海了。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一篇描述十分优美的散文，但我觉得文章“形”比较散，
一会儿写草原上的牛群，一会儿又写低地上的骏马，一会儿
又回到草原写起了鸡、鸭、羊等家畜，一会儿又介绍人们如
何给牛挤奶，最终讲了荷兰牧场的宁静，所以还没有细细体
会到牧场的美丽，又是挤牛奶、又是运牛奶的，不明白该抓
住怎样一条支干来带领学生进行感悟、体会。可是，我就是
觉得这篇文章将荷兰的牧场描述得极为美丽，课文中的语言
也很丰富，就想美文应当美读，以读为主，以读促悟，以读
悟情，在读的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好好进行感悟、体会。



仔细思考之后，决定以第一小节为突破口，让学生在读书中
理解课文，体会情感。“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
国”。读了课文的第一小节后，我让学生说说从这句话中你
读懂了什么？学生根据自我的理解分别发表看法，说从这句
话中能够明白荷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因为那里有水、有花、
还有牧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的学生还补充说荷兰还是
一个风车之国，因为在语文练习册上专门有介绍荷兰的风车
的。听了学生的回答，我立刻说既然荷兰有着这么多的美称，
那么找找书上是如何来介绍它是一个水之国、花之国、牧场
之国的，并将找到的句子划出来。然后让学生自由读课文。
于是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从整体入手，认认真真朗读课文，
从课文中寻找答案。

其实课文中介绍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学生比较容易
理解。倒是“牧场之国”不太容易将句子找准，因为课文上
涵盖面比较大，基本上每一个自然段都有介绍的，既有牛群，
又有奔跑的骏马，还有许多可爱的家畜。当时我提了这样一
个问题“你比较喜欢哪种动物？能够抓住一些关键的词句说
说自我的理解。”根据自我对各种动物的理解，也根据书本
上的描述，学生也能说得具体。在说话的基础上，我让学生
理解牧场是所有动物的自由王国，它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的
主人以及在荷兰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统一。最终归结到课
文最终小节“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我想这样就给学生一个
十分清晰的思路，课文第一小节引出资料，最终小节简单总
结，中间经过几个场景的描述，使荷兰的风情展此刻我们眼
前。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篇三

《牧场之国》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散文诗。课文所描写的是被
称为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的荷兰的田园风光，字里行
间洋溢着宁静悠闲的情趣和意境，让人不觉为之动容。

教学这篇文章，意图是引领学生感受荷兰和谐、优美、宁静、



悠闲的田园风光图，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首先我激qing导入，接着让学生介绍收集到有关荷兰的资料，
使小学生对美丽的荷兰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在需求，然后揭示课题。在检查完学生的预习情况后，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说说荷兰给你留下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用简短的词语概括出来，并板书到黑板上，学生的热情被调
动起来，踊跃发言。一会课文的主要内容在学生的板书下，
完全出现在黑板上，荷兰的美景尽现在学生眼前，激发了他
们自主阅读的兴趣。接下来进入质疑解疑环节。学生围
绕“为什么称荷兰为牧场之国？从那些语句体现出来的？”
展开交流讨论。紧紧围绕“这才是真正的荷兰”入手，让学
生理解牧场是所有动物的自由王国，它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
的主人以及在荷兰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统一。最后归结到
课文最后小节“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紧扣田园选画面，渗
透一些写法的指导。一路走下来，课堂很顺畅，条理很清晰，
层次也很分明。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了文章重点，体现朗读的
训练，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
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还是牵得太多，没有让学生自由选
择画面进行教学。启发还欠灵活。另外我对这课的朗读的引
导做得也不到位。教师对学生朗读的指导，怎么指导？这一
直以来是困挠我心头的一个难题。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
牧场之国美誉的荷兰的田园风光，课文有如一首意境优美的
散文诗，侧重描写了作为牧场之国的荷兰那种宁静悠闲的情
趣和意境，让人徜徉在这种意境中，留连忘返。

本文是略读课文，在教学这篇课文时，我采取以学生自读自
悟为主的方式，让学生充分感受牧场之国荷兰的特点。教学



伊始，我首先让学生读懂阅读提示，根据阅读要求初读课文，
认识生字，了解课文内容。再引导学生认真地读书，在有所
感悟的基础上，我抛砖引玉，提出一个问题“牧场之国荷兰
留给你怎样的印象，你是从文中的哪些地方感受到的？”让
学生充分交流。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从白天和夜晚两个方
面，抓住课文中景物描写的重点句，说得头头是道。接下来，
我请学生把自己的感受读出来，有感情地读给大家听，在读
的过程中，我除了适时作有感情朗读指导外，还相机结合重
点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如作者写牛、马、羊、猪、
鸡在碧绿草原上的活动，既是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也体现了
荷兰以畜牧业为主的特点，更突出了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
统一。然后我再从写法上指导：“你喜欢文中的哪些语句，
为什么？”让学生进一步感受语言的优美，领悟文中拟人、
比喻手法的妙处。

文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对荷兰牧场，尤其是对生活在其中的悠
然自得的牛、马、羊、猪、鸡这些家畜家禽的喜爱之情，只
有真正融入文本，才能有感情地读出来。因此，在教学时，
我注意采用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感受语言的特点，感悟荷
兰牧场的美，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仿佛自己也置身于荷
兰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辽阔无际的牧场上，正在欣赏着优
美的画卷，被眼前的景致所陶醉，发出“这就是真正的荷
兰”的由衷感慨。特别是文中四次出现“这就是真正的荷
兰”，在充分把握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学生能层层递进地读
好这四句，达到了人文统一的效果。

最后，在学习资料袋这一环节中，我让学生交流自己收集到
的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风车之国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再
适时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一幅幅如诗如画的图片，学
生再一次为荷兰的美倾倒，教室里“哇--哇--”的赞叹声不
绝于耳。本次课，收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



这是一篇描写非常优美的散文，但我觉得文章“形”比较散，
一会儿写草原上的牛群，一会儿又写低地上的骏马，一会儿
又回到草原写起了鸡、鸭、羊等家畜，一会儿又介绍人们如
何给牛挤奶，最后讲了荷兰牧场的宁静，所以还没有细细体
会到牧场的美丽，又是挤牛奶、又是运牛奶的，不知道该抓
住怎样一条支干来带领学生进行感悟、体会。不过，我就是
觉得这篇文章将荷兰的牧场描写得极为美丽，课文中的语言
也很丰富，就想美文应该美读，以读为主，以读促悟，以读
悟情，在读的基础上再引导学生好好进行感悟、体会。

仔细思考之后，决定以第一小节为突破口，让学生在读书中
理解课文，体会情感。“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
国”。读了课文的第一小节后，我让学生说说从这句话中你
读懂了什么？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发表看法，说从这句
话中可以知道荷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因为这里有水、有花、
还有牧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的学生还补充说荷兰还是
一个风车之国，因为在语文练习册上专门有介绍荷兰的风车
的。听了学生的回答，我马上说既然荷兰有着这么多的美称，
那么找找书上是如何来介绍它是一个水之国、花之国、牧场
之国的，并将找到的句子划出来。然后让学生自由读课文。
于是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从整体入手，认认真真朗读课文，
从课文中寻找答案。

其实课文中介绍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学生比较容易
理解。倒是“牧场之国”不太容易将句子找准，因为课文上
涵盖面比较大，基本上每一个自然段都有介绍的，既有牛群，
又有奔跑的骏马，还有许多可爱的家畜。当时我提了这样一
个问题“你比较喜欢哪种动物？可以抓住一些关键的词句说
说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对各种动物的理解，也根据书本
上的描写，学生也能说得具体。在说话的基础上，我让学生
理解牧场是所有动物的自由王国，它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的
主人以及在荷兰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统一。最后归结到课
文最后小节“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我想这样就给学生一个
十分清晰的思路，课文第一小节引出内容，最后小节简单总



结，中间通过几个场景的描述，使荷兰的风情展现在我们眼
前。

《牧场之国》的教学反思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荷兰是一个另人神
往的美丽国度，课文作者用华丽优美的语句描述着荷兰的美
丽。学生在学习这类课文往往是读着很美，但真正要说出美
在哪，为什么觉得美就很难。第一单元的一篇《七月的天
山》，同样是语句非常优美，读完之后都觉得景色实在是美
不胜收，但几乎没多少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那种美。
也许对学生来说有难度，所以我在教学《牧场之国》时侧重
引导学生多读，从读中慢慢感受动物们在牧场上自由生活的
场景，只要学生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牧场的和谐宁静，体会
绵羊猪群骏马的悠然自得，那么这篇略读课文所要传递的感
情就已经渗透进学生的脑海之中了。在读的过程中引导学生
结合语句想象画面，升华感受。在各种方式的朗读之后，全
班交流自己最喜欢的部分，说说吸引你的理由，最后将自己
的感受融入到朗读中，反复读-悟-读，最后达到学习目标。

*《牧场之国》的教学反思

《牧场之国》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散文诗。课文所描写的是被
称为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的荷兰的田园风光，字里行
间洋溢着宁静悠闲的情趣和意境，让人不觉为之动容。

教学这篇文章，意图是引领学生感受荷兰和谐、优美、宁静、
悠闲的田园风光图，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首先我激qing导入，接着让学生介绍收集到有关荷兰的资料，
使小学生对美丽的荷兰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在需求，然后揭示课题。在检查完学生的预习情况后，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说说荷兰给你留下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用简短的词语概括出来，并板书到黑板上，学生的热情被调



动起来，踊跃发言。一会课文的主要内容在学生的板书下，
完全出现在黑板上，荷兰的美景尽现在学生眼前，激发了他
们自主阅读的兴趣。接下来进入质疑解疑环节。学生围
绕“为什么称荷兰为牧场之国？从那些语句体现出来的？”
展开交流讨论。一路走下来，课堂很顺畅，条理很清晰，层
次也很分明。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了文章重点，体现朗读的训
练，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
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还是牵得太死，互动开放不够，没
有体现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启发得不够灵活，所以学生没
放开，没能达到活而和谐的境界。应该紧扣田园选画面，渗
透一些写法的指导，不能只停留在理解感悟的基础上，应紧
紧围绕“这才是真正的荷兰”入手，让学生理解牧场是所有
动物的自由王国，它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的主人以及在荷兰
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的统一。最后归结到课文最后小节“这
就是真正的荷兰”。还感觉学生与文本的交流不够，换句话
说，就是学生对课文读得不透，虽然我给学生读书的时间了，
可是时间还不够。另外我对这课的朗读的引导做得也不到位。
教师对学生朗读的指导，怎么指导？这一直以来是困挠我心
头的一个难题。

遗憾的是不管自己设想的多么好，如果不和自己的学生相结
合，不临场随机应变，那么整个课堂也会显得单薄而空洞。
厚积薄发，学以至用，是我们老师在教学中应追求的目标。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篇四

《牧场之国》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散文诗。课文所描写的是被
称为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的荷兰的田园风光，字里行
间洋溢着宁静悠闲的情趣和意境，让人不觉为之动容。



教学这篇文章，意图是引领学生感受荷兰和谐、优美、宁静、
悠闲的田园风光图，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首先我激情导入，接着让学生介绍收集到有关荷兰的资料，
使小学生对美丽的荷兰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在需求，然后揭示课题。在检查完学生的预习情况后，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说说荷兰给你留下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用简短的词语概括出来，并板书到黑板上，学生的热情被调
动起来，踊跃发言。一会课文的主要内容在学生的板书下，
完全出现在黑板上，荷兰的美景尽现在学生眼前，激发了他
们自主阅读的兴趣。接下来进入质疑解疑环节。学生围绕为
什么称荷兰为牧场之国？从那些语句体现出来的？展开交流
讨论。一路走下来，课堂很顺畅，条理很清晰，层次也很分
明。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了文章重点，体现朗读的训练，让学
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
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还是牵得太死，互动开放不够，没
有体现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启发得不够灵活，所以学生没
放开，没能达到活而和谐的境界。应该紧扣田园选画面，渗
透一些写法的指导，不能只停留在理解感悟的基础上，应紧
紧围绕这才是真正的荷兰入手，让学生理解牧场是所有动物
的自由王国，它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的主人以及在荷兰动物
与环境与人和谐的统一。最后归结到课文最后小节这就是真
正的荷兰。还感觉学生与文本的交流不够，换句话说，就是
学生对课文读得不透，虽然我给学生读书的时间了，可是时
间还不够。另外我对这课的朗读的引导做得也不到位。教师
对学生朗读的指导，怎么指导？这一直以来是困挠我心头的
一个难题。

遗憾的是不管自己设想的多么好，如果不和自己的学生相结
合，不临场随机应变，那么整个课堂也会显得单薄而空洞。
厚积薄发，学以至用，是我们老师在教学中应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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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之国教学反思篇五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
牧场之国美誉的荷兰的田园风光，课文有如一首意境优美的
散文诗，侧重描写了作为牧场之国的荷兰那种宁静悠闲的情
趣和意境，让人徜徉在这种意境中，留连忘返。

这节课我采用了高效课堂五步三查的教学模式，把课堂还给
了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略去老师的讲解，注
重学生的感悟。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利用导学案引导学生
学习，省去了很多老师的讲解。

在导学案中，以“真正的荷兰到底是怎样的？”这个主问题
来展开教学，并根据课文的总分结构，几次感悟“这就是真
正的荷兰！”这一中心句，省略了很多细碎的小问题，使学
生能够准确把握问题，让他们充分自读自悟。通过学生课前
预习，独学、群学、展示等让学生能充分的接触文本，感悟
文本。学生在学完课文之后，文中优美的语言也在孩子们的



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