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槐乡五月教学反思(汇总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槐乡五月教学反思篇一

《槐乡五月》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全文通过写槐乡开满
槐花，沉浸在香海中，更写出了槐乡的孩子们热情好客，活
泼可爱，与槐花的深厚情谊。我这次进行的是第一课时的教
学，在设计教案时我把主要的教学目标设计为学会本课的10
个会读会写的生字和9个只识不写的生字，并且能够理解部分
由生字组成的词语的意思，同时使学生们能够正确、流利地
朗读课文，了解本课的主要内容，理清课文的条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做得比较满意的有：

一是导入课文很自然。一开课，在黑板上书写一个“槐”字，
并让学生举起手来和我一起书写，并与“愧”字进行区别偏
旁的比较组词，较好的帮助学生理解了字义和区别形近字。

二是生字新词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生字和新词进行归类
学习，教学目标十分明确，学生学习时自然顺畅，一步到位。

本课中有很多如“山山洼洼”“白茫茫”“香喷喷”“清亮
清亮”之类aabb、abb、abab式的词语，它们有的表示颜色，
有的表示味道。在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进行词语归类，
并根据生活经验进行再积累，丰富了学生的个人词库。

同时，我觉得自己在如下方面还需努力调整：教师的语言还
显琐碎;教师对学生课堂生成的精彩还需捕捉，少了一些灵动，
课堂气氛显得沉闷。



槐乡五月教学反思篇二

这是一篇好长的课文，从54页一直写到57页，我和学生花了
整整四节课才学完了它。可学生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学得津
津有味。因为这回学生真的是跟着作者那诗一般美丽的文字
走进了五月的槐乡，和作者一样迷恋上了那赏心悦目又清新
可口的槐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读第二小节的时候。这一段
讲的是被香气熏醉了的外乡孩子们尽情地品尝着槐花饭的甜
美，享受着槐乡孩子的热情款待。

“在这洋槐开花的季节，你们一定很想去槐乡看看吧”（一
张张小脸写满了对槐花的向往）

“那就跟着作者去吧，尽情地去读读课文第二小节，好好的
在槐乡逛逛。”（学生很起劲地读了起来）

“刚刚你们都在槐乡干了些什么呢？”

“我到了槐乡就被槐花的香气熏醉了，傻乎乎地卧在槐树下
不想回家。”

“你们也都去了槐乡，你们看到翁宇峰在槐树下那样儿了
吗？”这下学生可都乐了，小手一个比一个举得高，争着跟
我说看到了。

“老师，他呆呆地坐在槐树下，连我叫他都没听见。”

“他一个劲伸手抓槐花往嘴里塞，一不留神就撞着树了。”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槐花看呢！”

……接着又有学生说自己在槐乡吃到了香喷喷的槐花饭，现
在想起来还流口水；还有说槐乡孩子送了他一大包的槐花。
就这么说着说着，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文字和作者进行



心与心的交流。此时的朗读以不再需要我刻意的指导，每一
句听来都是那么动人。读书就当是这样才会是一种享受吧！

槐乡五月教学反思篇三

在教学《槐乡五月》第2自然段之前，我向同科目的老师请教
这个自然段理想的教法。她们认为据课文逐层去理解，学生
较易接受。可一走进教室，我就忍不住想尝试另一种教法。

我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同学们，五月,洋槐开花了，大家想
不想去槐乡旅游？”“想！”学生异口同声。“那好，现在
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同走进槐乡。请自由读《槐乡五月》第2
自然段，然后告诉大家：去到槐乡，你最想干什么？”这问
题一经提出，班里就像炸开了锅，很快小手林立。“老师，
我最想吃槐花饭！”一学生迫不及待。“我也想吃槐花
饭！”“我也是！”学生争先恐后。“哟！这么多人对槐花
饭情有独钟！那好，今天就让我们大饱口福吧！我这也有一
大碗槐花饭，”我拿起一个盒子，“请一个同学到讲台来，
给大家说说他是怎么吃槐花饭的。”班里一反常态，非常踊
跃。我请了曾超波。他到了讲台上，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个矿
泉水瓶，“我喜欢吃辣的。我可以在槐花饭上面浇麻油蒜泥、
陈醋。”

呵，这样子，好像早就彩排过的演员！讲台下面情不自禁地
送给了掌声。我内心一阵欣喜。看着下面跃跃欲试的学生，
我不忍就此打住，就再让两个学生来表演，且边演边解说吃
法。龙子佳的表演尤其让我感到意外，那可真的像电视节目
中介绍风味小吃的主持人。

“槐乡的人除了勤劳能干，还有什么特点？”“小朋友临走
时……清亮清亮的槐花新蜜。”一学生照搬课文原话。“你
手中的槐花多有重？要钱吗？从这你感受到了这儿的人怎
样？”“热情大方！”台下齐唰唰地回答。“除了吃槐花饭，
你还想干什么？”“我想躺在槐树下傻乎乎地睡。”那憨厚



老实的韦尚贤站起来说.“你可真会享受！”我投去了赞许的
目光，然后作陶醉样，“躺在槐树下，既可以闻到沁人心脾
的花香，又可以欣赏那美丽洁白如瑞雪的槐花。这是多么幸
福的感觉啊！”

……

在学习第2自然段时，我让学生说说到了槐乡自己最想干什么，
实际上就是让学生自主选择最想学的内容。这样的问题一经
提出，学生立即兴趣盎然，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把
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再如：“吃着如此美味的槐花饭，
你想到了什么！”“槐乡的人们除了具有勤劳能干的特点外，
还有什么特点？从槐乡孩子送礼，你感受到了什么？”以上
诸多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引导学生自主选择，自己去感
悟槐乡不但景美，而且人更美。常言道：教无定法。所以我
认为在平时的教学中，如果我们能尝试不同的教法，未必见
得不是好事。

槐乡五月教学反思篇四

《槐乡五月》是一篇文质兼美散文，文章如诗般清新流畅，
语言如歌般富有韵律。读完文章，第一感觉就是，要带着学
生美美地读好它。因此，“以读为主，读中感悟”是本课教
学中最重要的教学方法。

在本课教学时，本人设计了多次读书，力求让学生在课堂上
书声朗朗。个别读、齐读、自由读、配乐读、表演读、分组
读、老师范读等形式不同的朗读就不下二十次。老师设计各
种方式让学生能多读、乐读。学生在不同形式、不同要求的
读中感受到槐乡的美、人的美，感受语言文字本身的美，并
在不同形式、不同要求的读中表达美，再现美。

朗读不光只是一种形式，也不是一种技巧，从技巧上指导学
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舍本逐末的指



导得到的效果并不好，老师要着力在激发学生的情感上下功
夫，以情促读。因此，巧用媒体，给学生提供图片、音乐创
设槐乡五月的意境。在这样的“阅读情境”中，学生的朗读
情趣盎然。

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老师谈“讲”色变，认为老师讲就陷入
“烦琐分析”的樊篱。其实不然，毕竟学生的知识水平有限，
特别是处在三年级这个语文学习的转折期的学生来说，老师
应该充分认识自己不仅是学生的、合作者、参与者更是学生
学习的引导者。语文学习离不开语言文字的训练，离不开对
字词的品味、推敲。引导学生扣词扣句的感悟、推敲，正是
《语文课程标准》所强调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体现。

在本课的教学，设计了几处对语言文字的推敲。

“有的槐花抱在一起，远看像玉雕的圆球；有的槐花一条一
条地挂满枝头，近看如姑娘披散在肩头上的小辫儿。”

这两句比喻句勾勒出生动、形象的画面是美的，但城市学生
对从未见过槐花，要让学生纯粹地从读文感悟，是很困难的。
如何让学生体验到这种美，图文对照学习是一个途径。在学
生从文本中粗浅地感受到槐花就像“玉雕的圆球”时，出示像
“玉雕的圆球”状的槐花，让学生看这幅图上的槐花像什么，
当学生纷纷回答，像“玉雕的圆球”时，老师追问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就提醒学生好好地看图，从花的颜色、光泽、
许多花簇拥在一起的样子，感受作者把槐花比作“玉雕的圆
球”是十分贴切的。这时，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咀嚼和图片的
直观的形象，“玉雕的圆球”般的槐花便开在学生的脑海里
了。再通过图片，将学生存留在头脑中的文字符号激活，感
受加深，体验丰富了。由图到文，从直观的形象思维到对语
言文字的品味，填补了学生认知上的空白，符合儿童认知的
一般规律。

再如读到“她们飘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阵清香”时，追问



学生，此时怎么不用“走”，而用“飘”，引导学生结合上
下文体会，小姑娘走路时非常轻快，由此可见，她们的内心
是十分快活的。叶圣陶先生曾说：“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
神。”一个“飘”字中蕴藏着槐乡孩子的“乐”，这是何等
精妙，因此教师设疑，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感
悟、品味，从而体会文章谴词造句的精妙。

“‘嗡嗡嗡……’小蜜蜂飞来了，采走了香的粉，酿出了甜
的蜜。‘啪啪啪……’孩子们跑来了，篮儿挎走白生生的槐
花，心里装着喜盈盈的满足。”

这两句话有中蕴涵着对仗美，如何让学生感受到这种美，烦
琐的讲解只能让学生感到味同嚼蜡，让学生分成两大组轮读
这两句话，体会对仗语言的“应和”之美。然后将这两句话
分成小诗状排列，让互相对仗的语言一一对应，让学生在对
比中反复诵读，将这种语言美、文字美积淀。

本文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语言轻松活泼，且富有韵味的
对仗语句随文可得，通过让学生改写小诗的形式，对文本进行
“二度创造”，想象小姑娘，小小子在五月的槐乡快乐生活
的场景。

学生改写儿童诗其实也是对本文的一个吸收、内化，运用的
过程，也是对前文朗读欣赏对仗语言这个知识点的巩固。课
堂实践证明，学生在这一环节中灵感迸发，不仅能做到语言
对仗，而且想像丰富，“挂”“缠”“绕”“叼”“冲”等
动词也用得极为贴切，充分体现了槐乡儿童的活泼、快乐。

本课教学，本人的愿望是除了教出阅读的本色，读出文本的
特色，还要充分考虑到三年级孩子的心理特点，使课堂开放
而富有情趣，在教学中能充分调动学生阅读的内驱力，使他
们很积极地走进文本，与文本对话，这是吸收。接下来小诗
的创作，给孩子充分的空间，对文本进行再创造，让学生将
内化的语言融入了自己的情感，达到“情动辞发”的境界。



槐乡五月教学反思篇五

一、导入

1、春游的时候，我们远远看到了龟山上星星点点的槐花，你
们还在什么地方也见过槐花？

2、你们认为什么地方才称得上槐乡？

3、今天，我们就走进课文，去领略一下槐乡的风光

二、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一）体会槐花的白和多、美

1、大家自由读课文第一自然段，把你们在文中见到描写槐花
的句子划下来。

2、学生自由读，划句子，集体订正。

3、学习第2句。

（！）我在这句话中没有见到一个地方写着槐花，你们怎么
就知道这是写槐花的呢？

（2）引导学生领悟“坡坡岗岗”、“山山洼洼”、“白茫
茫”、“瑞雪初降”中对槐花白和多的描写。

（3）大家悟得好，读得一定更好，齐读第2句。

4、学习第3句

（1）槐花这么多，这么白，忍不住要好好地去欣赏它们。

学生看图，读句子。



（2）说说那么欣赏到了什么？引导学生体会“远看”的
密，“近看”的可爱。

（3）这么可爱的槐花，怎么想大家介绍呢？

练习诵读。

（4）打击欣赏到的槐花还有什么样子的吗？让我们也学着作
者那样来说一说。

有的槐花。

（二）体会槐花的香

1、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槐花真是开心。看又有谁来了？
让我们把第一自然段余下的部分默读一下。

2、小蜜蜂为什么来了？孩子们为什么来了？

3、槐花饭的香味，究竟有多少种啊？让我们来数一数。

一样的槐花，一样的槐花饭，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香味呢？
让我们和小组的同学一起来讨论一下。

4、交流体会。

5、槐花的香味让人陶醉，你也能读得让我们陶醉吗？

（三）总结：这槐花开放的季节可真是个节日，难怪，一到
五月，孩子们就要高兴地喊起来——五月，洋槐开花了！

三、学习二、三自然段

1、五月的槐乡这么美丽的景色，同学们心里会这么想？



3、全班交流。体会槐乡孩子的热情、好客、能干、勤
劳………

4、指名读2、3自然段。

四、总结

五月，洋槐开花了，花儿带来了美景，也给人们带来了快乐，
让我们不由得要赞叹五月，是槐花飘香的季节，是槐乡孩子
的节日。

五、摘抄词句，语言积累。

板书

22、槐乡五月

白好看

槐花多好吃孩子的季节

香好玩

槐乡五月教学反思篇六

1、注重了课前的组织教学。

（上课前五分钟）我说：“同学们，你们看，今天有这么多
的领导和老师来听课，你们紧张吗?”生：“不紧张。”

我说：“可老师有点紧张，你们谁能说几句鼓励我的话
啊？”

生甲：“老师，我们相信你是最棒的！”



生乙：“老师，不用紧张，你一定能行。”

我说：“听了你们的鼓励，老师不紧张了，可是我看到有些
同学也紧张，那么也请你们大声的对自己说一句：我能行。
我最棒。”

生大声说出，然后我又说：“请同桌的两个同学互相说：我
俩能行，我俩最棒。再对全班同学说：我们能行，我们最棒。
”

就这样学生放松了，心情愉快了，有了好的学习状态，我为
教学开了好头。

2、注重了课堂激励性评价。

课堂上，当学生积极提问或响亮的回答后，我不仅及时的进
行了语言表扬，还奖励了糖果，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个
个小手举得高高的，回答既完整又真确。

3、为让学生感受“飘香的季节”，赏槐花之美，品语言之神
韵。我做到了以下几方面：

（1）自主探究感悟美。对这样一篇诗一般的美文，不同的孩
子感受各异。我让学生们通过个体自主感悟，说说槐乡的槐
花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自行体会槐花的多、白、美、香
的特点，再使学生有目的地品味文中优美的文字，体会不同
的感受。

（2）感情朗读品味美。我曾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读是基
本手段，读是综合，读是表达，把读变成一种理解，一种评
价。”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课文诗一样的语言直接激发
了学生感情朗读的欲望，欣赏着美丽动人的槐花，伴随着舒
缓轻柔的音乐，学生静心朗读体味，通过个体领悟读、集体
感受读，让自主体味后的朗读，读出文的意境。



（3）个性想象表达美。本篇课文对槐花的描写，留下了许多
艺术的“空白”，比如“有的槐花抱在一起，远看像玉雕的
圆球；有的槐花一条一条地挂满枝头，近看如维吾尔族姑娘
披散在肩头上的小辫儿。”就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每
个孩子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槐花”，教学时我通过多媒体课
件出现槐花开放的.远景和近景，让学生展开充满诗意的想象，
对槐花之美进行再创造，这是对课文语言文字的进一步理解
和提升。整个环节的交流给了孩子充分大的空间，学生尽情
地表达自己的快乐，自由地表达心中所感。

不足之处：

今天讲的是《槐乡五月》的第二课时，但我为了展示学生的
书写，开始设计了《基础达标》，在这一环节足足用了10多
分钟，因而影响了后面的教学，导致这课没有完成预期设计
的教学任务，十分的遗憾和惋惜。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不仅要备好课，还要备学生。坚持不懈的
实施“学案式”教学，不断摸索、不断学习。使自己能在教
学改革中不断的成长。

槐乡五月教学反思篇七

槐乡五月(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运用多种方式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品味语言文字，学习欣赏作者的优
美词句。

3.借助具体的语言材料，感受槐乡五月的美丽景色，感受槐
乡孩子的勤劳、热情淳朴，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教学重、难点：

通过语言文字体会作者为什么说“五月，是槐花飘香的季节，
是槐乡孩子的季节”。

教学设计：

一、导入新课

1读题。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了解到的槐乡五月是怎样的呢？板
书：槐花、孩子。

二、感悟花“香”

1.轻轻读读课文的第一段，把感受最深的句子划下来。

交流。

2.出示句子“连风打的旋儿”。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了什么呢？
指导朗读。

3.还从第一段的哪些地方也感受到槐花的香？再次默读第一
段，找找。

4.交流指导。齐读。

5.从“海”字中体会到了什么呢？出示句子。读着这些句子，
你的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出示图片欣赏。齐
读。

配乐齐读第一段。

7.此时此刻，整个槐乡仅仅是沉浸在香海中吗？它还沉浸在



哪里呢？交流。

板书：乐。齐读句子。

三、品味“醉”意

1.走在槐乡，到底是什么让你陶醉呢？自由读第二段。

2.组织交流。走在槐乡，是什么让你醉？

3.除了香气让你醉，还有什么也让你醉呢？指导朗读。

4.那除了槐花的香味让你醉，槐花饭的美味让你醉，还有什
么也让你陶醉呢？指导朗读。

板书：美。朗读句子。

四、体悟“快乐”

1.创设情景。出示图。观察图片，欣赏感受快乐。

2.出示句子。自由读段。

3.小姑娘起立。现在，你们就是槐乡的小姑娘了，让大家看
看，你们长得多俊俏呀，再用槐花装扮自己，让自己变得更
美，来美美地读好这句话。

那小姑娘们，透过这个“飘”字，你想表达自己怎样的心情
呢？齐读。

小小子，该我们了，看到小姑娘这么美滋滋的，也赶快装上
槐花，拿起槐花，大饱口福吧。一起来读。从小小子们“大
大咧咧、不时、塞上一把”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呢？齐读。

4.看，五月，洋槐开花了，小姑娘会用槐花装扮自己，小小



子会不时尝尝槐花的美味，孩子们都尽情地享受着这份快乐，
五月，岂不就是槐乡孩子的季节吗？出示句子，配乐朗读。

五、释放体验

1.那里要举办一次槐花节，想请同学写一则广告语，让更多
的游客到槐乡来做客。

2.再次齐读句子。

六、板书设计

槐花香

槐乡五月美

孩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