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祖父的教学反思(精选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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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一

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这则片断很精彩。读后都让人开怀
大笑，同时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做的傻事和调皮的事。我自己
研讨文本时，非常喜欢这一段：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
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
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
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
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
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从墙头上
飞走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
不知道。”

这样清新流畅的文字，任何解释和分析都显得苍白，甚至可
能破坏了那种和谐美。所以，我只是带着学生一遍一遍地读，
谈谈读完这段文字，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更可以展开想象，
想象那高高的、蓝蓝的天;想要飞翔;想要拥抱如此惬意的生
活……阅读是个体精神对象化的过程，正如那句话所说：一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此精美的散文，如此挥
洒自如的行文，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只有让学生把心放
到文章中，去触摸文字，一遍一遍地读，感受作者要表达的



心情。

本课的教学循着“潜入——内化——释放”这样的层次进行
悟读指导。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进入文本细读，把文
本的欠缺部分、空白点读出来，这样一来，文本就活了，并
打开了学生的思维空间，释放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样
的学习过程既是一个自我建构意义、熏陶感染的过程，也是
一个自我建构阅读和方法的过程，这正是略读课文的要义所
在。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二

面对这样的名篇，如何才能引导学生读懂作品内容，真正领
悟字里行间的感情，课后能静下心来读《呼兰河传》呢？我
采取半扶半放的形式，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引导学生抓
住重点句段品读。

首先，我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初步体会“我”内心的
感情；接着细读课文，从写景、叙事的具体语句中体会思想
感情；然后阅读课后的“阅读链接”，品味小说的结尾，更
深入地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最后，从整本书的`视角重
新审视课文，帮助学生体会作品的悲剧意味，丰富学生情感
体验的层次性。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三

课文主要讲两部分内容，一是我和祖父在园中的生活，二是
园中的景物。

我跟随祖父在园中摘花、拔草、种白菜；铲地认谷穗；摘黄
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捉蚂蚱；浇菜泼水；歇凉睡觉等活
动。其中铲地认谷穗写得最详细，在这一活动中，我采用让
学生体会重点字词，并结合生活实际学习，体会祖父与我的
浓浓亲情。



讲到“韭菜”和“狗尾草”时，孩子们也陷入了沉思，显然
区分这两种植物不是语文课要解决的问题。重点讲教辨认的
过程，在辨认两种植物的过程中，我把韭菜误认为狗尾草割
掉，祖父不因这事儿生气，让我们感受长辈对晚辈的宽容。
祖父教我认谷穗，教育方式独特，把知识寓于生活，从实践
中让我体会生活常识。

园中的景物是另一个重点。昆虫特别，树木特别，蝴蝶和蜜
蜂写得最详细，榆树写得也最详细，通过声、形、色来写榆
树。景物的另一个重点写了太阳特别大，天空特别高，这两
个特别实际不是指太阳和天空，而是通过天空和太阳的特别
反衬园子的特别。

我问孩子们，在太阳下，土墙会回答吗？大树会有声响吗？
不会，那为什么作者说，大树有声响，土墙会说话？一个学
生说，我们平时考试的时候，把桌子搬到六年级教师，咱们
教师很空，走到空荡荡的教室里，说一句话，就像有人在重
复一样。这是回音，文中正像这位学生所说的一样，是一种
回响，也是作者的想象。树也有回音吗？有个经常爱读书的
孩子说，刮风了，树叶在动，这也是作者的想象。园中的一
切景物，都与作者很和谐，因为她喜欢园中的一切。这里的
一切景物都写出了作者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这节课最成功之处是，让孩子们发挥想象，我结合生活实际
与课文内容进行比较，这是我课堂的一大进步，以学生为主
题，走进学生内心，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童年。

这节课需要提高的地方是，园中的活动和园中的景物，这两
部分内容知识点零碎，教学过程衔接性不强。课堂上让学生
读的机会太少，特别是学生感悟完之后缺乏再次有感情朗读。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四

文中的作者字里行间体现出生活是无拘无束的，是丰富多彩



的，吃黄瓜，追蜻蜓，捉蚂蚱，浇菜……对于学生来讲，这
些既是新鲜的，又是有趣的，他们一定只从书本中看到过，
可能只听长辈讲过，现在作者的童年带他们走进一个全新的
世界，特别新奇，让他们想象作者可能还在园子里做什么，
学生一个个都举起了手，热烈地说着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爬
树、挖坑、种豆，从树上摇果子，摘花，撒花……正因为学
生对文字产生了共鸣，他们尽情地展开了思维的翅膀，尽情
地说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再让他们读课文的时候已经能带上
自己的感受。

另外课文第17自然段写“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
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
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学生就说黄瓜也像人
一样，很天真，有思想，有情绪，爱耍小脾气，生活无拘无
束。最后一句“太阳也不知道。”感觉写得很突然，作者认
为太阳是什么都知道的，却不知道蝴蝶飞哪里去了，想法很
有趣。

纵观整节课的教学，我着力引领学生真实地触摸文本，紧扣
文中关键字、词、句，不断地品味、感悟、内化，使学生实
实在在地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读，让学生在得到语言文化
熏陶的同时，获得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整篇课文学生的学
习欲望强烈，思维自由洒脱，想说的话特别多，真正走进了
祖父的园子。课文学习快结束时，我进行了延伸：“想象萧
红生活，借《呼兰河传》里的文字向学生简单介绍萧红的生
活，并随着推荐这部作品。

总之，文字是美丽的，充满魅力的，课堂上，让我们语文老
师带着学生在美丽的文字间徜徉，享受学习语文的幸福，领
略语文的诗情画意。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五

?祖父的园子》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



第三章第一篇。课文重点写了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
活。对很多人来说：童年是一块糖，总是弥漫着甜甜的味道；
童年是一挂秋千，飘荡着一串串清脆的欢笑；童年是一架风
筝，装载着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希望。而作者童年的乐园则是
祖父园子里那一幅明亮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
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蝴蝶、有蜻蜓、有蚂蚱……这
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里是自由的，
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
么都是自由的，空气里弥漫着自由，童年的作者也是自由的，
这自由是她童年快乐的源泉。文中字字、句句童心四溢，贴
近小孩子的生活，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在导入文本后，我让学生结合课文的阅读提示，自主地、入
情入境地读书，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体会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
累语言。在学生充分读书的基础上，让他们交流“我”在园
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思考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作者为什
么对祖父的园子久久不能忘怀？在交流反馈的同时，引导他
们读相关的段落，体会作者童年的快乐。这部分学习，充分
体现学生的个性化自主阅读，可选择自己最觉得有趣的说。
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悟出趣、悟出
情，让学生充分地感受作者对童年美好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
的怀念。不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让作者感到自由快
乐的，不光是祖父的园子，还有慈爱的祖父。他给了孩子心
灵的自由，他允许孩子随便玩闹，对孩子倾尽了爱心和耐心。
他的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
了孩子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
由的，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
至是充满梦幻色彩的。

另外，文中许多abb的词语如“胖乎乎、圆滚滚、蓝悠悠”都
很优美，体现了作者别样的情感，也很容易让学生感受到作
者满心的快乐。遗憾的是由于文章太长，课堂上花了很多时
间去读，后面没有时间去积累词语，训练学生说类似的词并



用词说话，只能匆匆收场。我想，如果让学生在得到语言文
化熏陶的同时，获得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那么这样的语文
课堂将使学生受益非浅！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六

?祖父的园子》选自萧红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
作者自己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祖父菜园无拘无束的玩耍和自
由自在的生活，使她感到了无比的自由和快乐，正是这样她
才对祖父的园子是那样的喜爱，同时包含了对童年生活的无
限怀念。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祖父园子的样貌和园中的景物，重点叙述
我和祖父在园子的活动。在讲述祖父园子样貌的时候，通过
以读带讲的方法，文章思路清晰，有些内容显而易见，学生
都能很快的掌握，并对详写部分和略写部分重点做了区分，
让学生领悟到详写和略些可以使文章主次突出。本课的重点
是我和祖父在园子的活动，因为我们地处农村，对农村的田
园生活比较熟悉，学生能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受萧红在
园子中那种激动，欢快，天真烂漫，放肆玩闹的情景，所以
采用入情入境的方法让学生去感悟，原来童年乐园的那么的
美好。尤其是课文第十三自然段中摘黄瓜吃黄瓜，黄瓜没吃
完，又去捉蜻蜓，蜻蜓追不上又去采倭瓜花、捉蚂蚱，她放
肆的玩闹，玩的是那样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此时祖父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没有任何责备，反倒宠爱有加，由着我
放肆的瞎胡闹。而这更体现了祖父对我的喜爱，他是那样的
慈爱、宽容、有耐心。

祖父的园子是那样的特别，就连太阳在园子里都显得特别大，
特别亮，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的蚯蚓不敢钻出地面，亮
得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就连天空也显得特别高，光芒
四射的太阳让祖父园子的一切都有了生命，抒发了作者不仅
喜爱祖父的菜园，还对童年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怀念。而祖父
园中的景物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是自由的。作者采用寄情于物得方法，将自己的情感寄托
在倭瓜、黄瓜、玉米、蝴蝶上，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表现了自
己在祖父园子的快乐，自由。用重点读，重点体会的方法，
让学生体会，品味。

通过这一节的教学，让我深刻体会到实实在在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是多么的重要，把学生的发展做为课堂中最重要的因
素来考虑。文字是美丽的，富有魅力的，让我们带着学生在
美丽的文字间徜徉，感受学习语文的幸福，领略学习语文的
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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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教学反思篇七

随着作者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了祖父的园子。

由于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从萧红和她的
《呼兰河传》入手，介绍萧红短短一生的文学成就，介绍她的
《呼河兰传》，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接着，我让学生结合
课前的提示，充分地让学生自主地读课文，在读中体会情感，
在读中感悟语的特点。在学生充分读书的基础上，让他们交流



“我”在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思考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
作者为什么对祖父的园子久久不能忘怀，我让他们交流的同
时，引导他们读相关的段落，要求读出自己的体会，感受作
者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祖父的园子》语言幽默，富有
诗意，真实地再现了多彩的童年生活，讲述了作者在祖父园
子里的一些故事，读起来仿佛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在作者
笔下，园子里的小动物，小昆虫，花草树木都像是有生命的，
有自己的思想，生活自由自在。

在精读课文的时候，我主要让学生自主地、入情入境地读课
文，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发挥想象，体会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
累语言。整个过程有两个地方感觉学生讲得很好：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八

文中许多abb的词语如“胖乎乎、圆滚滚、蓝悠悠”都很优美，
体现了作者别样的情感，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都体会到了，有
学生说这样的蜜蜂抱在手里一定很有趣；有学生说用这样的
表达显得特别亲切，小蜜蜂就像作者的小伙伴，胖乎乎的。
在讲到“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榆树先呼叫，
来了雨，榆树先冒烟。太阳一出来，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
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时学生讲到作者以童年
的角度去看，在她眼里这树像在童话中一样，会叫，会冒烟，
还会发光，在她看来一切是那么美好。真的为学生的答案喝
彩，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想法感悟作者，感悟文字。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九

1、教学环节的设计还不够紧凑，比如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太
独立，实际是可以融在一起的。

2、第一环节用时过多，致使完成后边的任务显得很匆忙，出
现拖堂的现象。



3、教学用语不够干净利落，语言激励性不强。

4、朗读的指导和对重点段落的朗读训练不够。

5、虽然有拓展，但由于时间不够实际没有拓展开。

6、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发言面少，显得拘谨。

祖父的教学反思篇十

课堂上检查预习情况时，我让学生分段朗读课文，读到有趣
的地方，比如第14、17自然段时，学生不由地笑了，他们被
新鲜的语言感染了，被作者的童年生活影响了，于是我请读
的学生坐下，让全班同学自由放声读起来，发现他们读地特
别有劲，我也暗暗高兴，这篇文章他们一定感兴趣。

在研读课文的时候，我主要让学生自主地、入情入境地读课
文，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发挥想象，体会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
累语言。整个过程有两个地方感觉学生讲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