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枫叶红了教学反思 枫叶如丹教学
反思(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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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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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叶红了教学反思篇一

春天，绿的世界。秋天，丹的大地。

绿，是播种者的颜色，是开拓者的颜色。人们说它是希望，
是青春，是生命。这是至理名言。

到夏季，绿得更浓，更深，更密。生命在充实，在丰富。生
命，在蝉鸣蛙噪中动，在炽热和郁闷中成长，在暴风骤雨中
经受考验。

于是，凉风起来时，秋天到了。万山红遍，枫叶如丹。

播种，发芽，吐叶，开花，结实。

孕育，诞生，长大，挫折，成熟。

天地万物，人间万事无一不贯穿这个共同的过程。而且，自
然与人世，处处相通。

今年五月，曾访问澳大利亚。5月在南半球，正是深秋。草木，
是金黄色的；树林，是金黄色的。

南威尔士洲青山山谷一位陶瓷美术家r先生家作客。那时天色



已晚，看不清周遭景色，仿佛是一座林中木屋。次日清晨起
来，整个青山全在静中。走到院中，迎面是株枫树，红艳艳
的枫叶，挂满一树，铺满一地。

我回屋取了相机，把镜头试了又试，总是觉得缺少什么。若
是画家，会描出一幅绚烂的油画，可我有不是。在望望那株
枫树，竟如一位凄苦的`老人在晨风中垂头无语。

这时，木屋门开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蹦了出来。她是r先生
的外孙女莉贝卡，他们全家的宝贝。小莉贝卡见我凝视着枫
树，就跑到树下，捡起两片红叶，来回的跳跃，哼着只有她
自己懂得曲调。

最初的一缕朝阳投进山谷，照到红艳艳的枫树上，照到莉贝
卡金色的头发上。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动快门，留下一张自
己很满意，朋友们也都喜欢的照片。后来有位澳大利亚朋友
为那张照片起了个题目：秋之生命。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恍然明白：枫叶如丹，也许由于有着
跳跃的、欢乐的生命，也许它本身正是有丰富内涵的生命，
才更使人感到真、善、美，感到它的真正价值，而且感受的
那么真切。北京香山红叶，自然能使人心旷神怡；若是没有
那满山流水般的游人，没有树林中鸣声上下的小鸟，也许又
会使人感到寂寞了。

枫叶如丹，显示着长久的生命力。霜叶红于二月花经历了这
个境界，才是真正的成熟，真正的美。

枫叶红了教学反思篇二

《枫叶如丹》一课由作者在澳大利亚照一张照片的故事而引
发了一系列的思考。文中的第二部分，课文里的作者对r先生
家的枫树的印象，有几次情感变化。



起初感觉很好，红艳艳一片，分外耀眼；继而遗憾，“那株
枫树，竟如一位凄苦的老人在晨风中垂头无语”觉得少了什
么；后因小莉贝卡蹦跳的身影而拍下了令自己满意的照片。
抓住这一情感的变化，有助于学生去理解文中的第13自然段。
学生说想到了春天，一片绿油油的草坪、树枝上冒出了嫩绿
的小芽、田间地头都是绿的；秋天，桔子、柿子等各种水果
挂满枝头；金灿灿的菊花竞相开放；而就在不经意的朗读指
导中，学生自己发现文中的“撒种，发芽，吐叶，开花，结
实。孕育，诞生，长大，挫折，成熟。”这个在自然界的规
律，有助于学生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枫叶红了教学反思篇三

《枫叶如丹》一文将静穆的自然和弥散着生命力的人，织成
了美妙的图画。将自然之理与人生之理巧妙的融为一体进行
哲理思考。所以在教学时，应引导学生多积累哲理性语言，
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获得思想启迪。根据以上分析以及学生特
点和课标的要求，制定如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体会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几文中关键语句的作用。

2.掌握借物喻人的写作手法

3.引导学生对于人生价值、生命意义有正确的思考。

教学重点：理解文中所包含的哲理

教学难点：怎样理解“成熟的美、正确的美”

二、说教法



本课教学，以学生为主，以自读自悟合作学习为主，突出学
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切实让学生自读自悟。并使学
生在自读自悟、整体感知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努力促进学生
阅读能力的形成。课后引导学生完成习作，从而提高学生语
文综合素养。

三、说学法

在学法指导上，利用朗读加深学生对文章整体感知的'能力。
培养学生边读边想、善于积累格言警句的习惯。

四、说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古人用“霜叶红于二月花”来表达对枫叶的喜爱。那你们喜
欢枫叶吗？为什么？

现代作家袁鹰又对枫叶寄寓了怎样的情感呢？

（教师出示古诗《山行》及枫叶的图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整体感知

1.学生齐读课文，感知文意

2.自由读文，划分层次并勾画疑难

3、体会文章的语言美

（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结构，对课文有个初步的认识

指出文章使用的修辞手法）

（三）、质疑问难研读赏析



1.为什么说“自然与人世，处处相通”

（指一名学生读文，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汇报成果
教师小结）

2、第二部分叙述了一件什么事？

（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3、作者对r先生家的枫树印象有几次变化，原因是什么？

（从原文中找到答案，再师生齐读段）

4、也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恍然明白了什么？

（感受文章的哲理性语言特点）

5、什么是“真正的成熟、真正的美”？

（学生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见解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深化对文章中心的理解）

（四）、拓展延伸

1、积累文中富有哲理的话。

2、用一段富有文采的话写出你读文后的感受

（五）板书设计

枫叶红了教学反思篇四

自然人世

枫叶秋之生命(活力)



霜叶红于二月花

课后反思：

《枫叶如丹》是一篇叙事散文。它的语言朴实无华却蕴含着
深刻的人生哲理，是篇难度较大的文章。在设计教学时我主
要想以读促学，以读促教。在教学中具体是这样做的：

1、通过三个大环节和学生一起读书。一是初读，用心读文，
读通、读美;和学生一起到文中倾听作者的心声;让学生去倾
诉，倾诉自己在读完课文之后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的初步
的人生观。

2、通过课件和《秋日私语》音乐，创设情境，让学生进入秋
季枫叶万山红遍的情景中，用心读书，到文章的字句中去倾
听作家袁鹰的心声。

3、本课的题目《枫叶如丹》含义不易理解，我在上课之初给
学生置疑惑，然后在引导学生熟读、理解的基础上，再来体
会课文题目的含义――红红的枫叶就像红红的颜色一样，在
众多颜色中显示着成熟的美。从课上情况来看，效果不错。

但本课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1、教师不能灵活驾驭课堂，没有做到以学定教。

文章语句富有哲理，字字珠玑。但在这节课上我，不能充分
尊重学生，不能认真聆听学生的发言，并就学生的发言适时、
适度评价。尤其在处理初读课文，找出美句的部分时，有的
同学此时就开始谈感受，而我却被教案束缚，如果能就学生
的发言即时评价，引导学生朗读理解课文，通过读揣摩作者
的内心世界，可能教学效果更好。

二、一味重读，却没有实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有机



统一。

在学习课文时，我引导学生倾听、倾诉，这样学生的语言能
力得以提高，但是我在处理引导学生探究文章的内涵却不到
位。如果能通过读课文，让学生读出“枫叶如丹”的滋味，
本课才会真正让学生受益。今后在我自己备课时要锻炼自己
深入浅出的本领。

三、学生缺少自我探究的机会，不能落实“三维”

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目标体现得不够明显，究其原因我
认为还是教学设计中缺少学生自我探究的机会。在今后的教
学实践中我要不断磨练自己，深入备课，讲课时灵活处理教
案，以学定教，心中有数，使得自己尽快达到师生互动，共
同提高。

枫叶红了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一、理解关键语句的作用。

二、体会整句及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三、培养朗读能力。

教学重点：

一、朗读课文。

二、理解文中包含的哲理。

教学难点：



理解“成熟的美，是真正的美”

教学过程

一、从课文标题可看出什么？

散文写秋景、枫叶象征意义

二、听读配音朗诵课文

抒情散文，感情强烈，包含诗意，联想、详细丰富；托物言
志，借景抒情，或直抒心意，有较强的感染力；语言凝练、
优美，含蓄，耐人寻味。

三、轮读课文。

1、找出文中的哲理句。

“自然和人世，处处相通。”“成熟的美，是真正的美。”

2、文章的两个部分，各主要采用什么表达手法？

前一部分，抒情；后一部分，叙事、抒情。

四、朗读第一部分，思考讨论

1、既然是“枫叶如丹”，为什么前面要写春、夏天？它们和
秋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歌颂生命，展现生命的全过程。内在关系是生命。

2、文章写春、夏、秋，赞美大自然的什么？

赞美大自然的生命力。



3、从哪儿看出“自然和人世，处处相通？”

对偶句“撒种……成熟。”

4、这一部分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多用整句，多是短句，节奏鲜明、韵律，抑扬顿挫，琅琅上
口富有音乐感。词语生动、鲜明，简洁明快。

5、这一部分运用什么表现手法？

由春联想到希望、青春、生命，由秋联想到成熟、收获，移
情于物，赞美了生命的过程。

五、默读课文第二部分

1、这一部分写什么内容？与前一部分有何不同？

第一部分单纯抒情；这一部分叙事，写照相的经过。

2、作者对r先生家的枫树的印象，有几次变化，原因是什么？

初感很好，“红艳艳“一片，分外耀眼；继而遗憾，觉得缺
少些什么；衬托着小莉贝卡蹦跳的身影，画面顿时增添了跳
跃的、欢乐的活力。

3、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位凄苦的老人”来比喻枫树？

反衬，突出下文所描写的充满生命力的画面。

4、为什么朋友们都喜欢这张照片？“秋之生命”的含义是什
么？

因为照片显示了生命的活力和欢乐。“秋之生命”点出了照
片的灵魂，即生命。这是点题之笔。



5、“我恍然明白……那么真切！”作者到底明白了什么？联
系上下文分析。（要求先用笔写，再讨论。）

寓理于事，表现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

6、结尾表现出作者的什么思想感情？

作者已是六旬老人，然而，在人生的秋天却强烈的感受到了
生命的欢乐和活力，表现了积极的人生观。文中所引杜牧的
诗句（《远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
做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也表现了这种积极的
人生态度。这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所表现出的
没落、消极的人生态度比较，是截然相反的。

7、中心

作者通过大自然的生长规律以及红枫和女孩构成的美好景色，
赞颂了长久的生命力。

六、这篇散文能否删去第一部分？

两部分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可单独成篇。但删去第一部分，
文章的内涵就不那么丰富、深刻了。第一部分写出生命的过
程，表达出秋又蕴含了新的生命；“自然与人世，处处相通。
”是前一部分的结束，也是第二部分的张本。第二部分承第
一部分，进而又突出秋之生命，赞颂了生命的成熟。

七、完成课后练习

八、布置家庭作业

附板书：

借物喻理



一﹑自植物（枫叶）天地天物，

然动物（人物）人间万物。

因事明理长久的生命力

二﹑人拍照一事恍然（主旨）真正的成熟

世缺少些什么－揿动快门－满意喜欢真正的美

[《枫叶如丹》教学设计(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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