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模板13篇)

总结是对事物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观察和总结。总结需要
注重逻辑性和连贯性，避免在表达中出现跳跃或断点。以下
是一些值得一读的总结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和思考。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一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个小学生对季老的“访谈录”，
也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这两个人虽然在年龄、
阅历、学识上有着差距，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却平等和谐。所
以，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季老的和蔼亲切、对下一代
人的殷切希望和关爱。

而本文的内容比较简单，我是这样让学生认识这种新文体的：
一开始，我先让两个学生分别扮演苗苗和季老来朗读课文
（他们读的时候采用直接对话的形式），其他学生听着。等
他俩读完后。在学生认识这种文体之后，我再抛出问题“苗
苗和季老先生对读书有哪些见解？”等，一步一步来解决。

一节课的内容竟然没有上完，说明：

1、环节不紧凑，在一个问题上扩展的.太远。

2、随意性太大，往往在新生发出来的问题上扯得太远，想让
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是不现实的不高效的。

3、条理性不强，思维混乱，没有重点。

4、对教材的理解片面，没有一针见血的点中要害。



5、教学技巧有待提高，应向庞春燕、刘雅君、张邦富、张梅
恒、张勇、赵晓伟等老师多多请教。

6、对五年级教材缺乏整体把握、还没有融会贯通。应加强研
究与学习。

恳请到家批评指正，多提缺点和建议。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二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个小学生对季老的“访谈录”，
也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这两个人虽然在年龄、
阅历、学识上有着差距，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却平等和谐。所
以，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季老的和蔼亲切、对下一代
人的殷切希望和关爱。

而本文的内容比较简单，我是这样让学生认识这种新文体的：
一开始，我先让两个学生分别扮演苗苗和季老来朗读课文(他
们读的时候采用直接对话的形式)，其他学生听着。等他俩读
完后，我再问其他学生：“这两个人在干吗?”孩子们联系了
之前学过的对话形式说出了这是在“对话”。“一个问一个
答，他们在干什么?”“采访。”一个孩子马上接上来了(回
答得很激动，可能自豪吧)。“真好!那如果将采访的内容记
录下来呢，我们就叫它为‘访谈录’，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
的。而且它就像我们平时在对话一样，内容很简单……”在
学生认识这种文体之后，我再抛出问题“苗苗和季老先生对
读书有哪些见解?”等，一步一步来解决。

在简单解决一些问题后，我问学生：你们喜欢看闲书吗?(因
为我们的孩子处在农村，手头的课外书极少，有的也只是少
数的那么几个学生有那么少数的几本，且课间也很少看到有
人带课外书来学校看的，偶尔如果有那么一两个人在看，就
已经很不错了。)有的说喜欢，但苦于没书;有的干脆就保持
沉默，不表态，其实我心理清楚：他们爱玩，爱看电视，即



使有书也不去翻一翻。于是，我先给他们读季老先生的作品
《我的.童年》节选，然后结合老先生的主张教育学生：平时
多看一些闲书可以多学一些知识，也可能多写一些好的文章。
季先生有如此高的成就，其实跟他小时侯爱看闲书分不开的，
且小时侯记的东西长大了也不容易忘记。而文章写得好，苗
苗说的那两个重要条件——写真事、多看课外书，我认为也
是有道理的。接着，我提了个要求：全班每人准备一本课外
书，自己看了之后做些读书摘记或者写写读书心得，然后转
借给其他同学，同时，你也能借到其他同学的书，这样轮流
看的话，咱们不就有书看了吗?很多孩子都表示同意，但第二
天带书来的还是很少。

我希望经过我不间断的提醒，能慢慢地使孩子们有爱看闲书
的意识，并能主动积钱买书看，从提醒到自觉，让“书香伴
我行”不再是空话。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三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内容上较浅显，没
有过多深奥的词句，要求学生粗知文章大意只抓重点，难点，
方法上让老师放手教学，鼓励学生自己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和
方法把课文读懂。课上，我没有对文章进行琐碎的分析，而
是对教材进行了合理裁剪，大胆地进行取舍，而不是面面俱
到，抛出几个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如这篇课文和
其他课文比较，有什么不同说出你感兴趣的或不明白的地方，
自读课文后全班交流；季羡林和苗苗算不算书虫两个书虫有
什么不同在文中找出你的理由等等，这些内容简约，重点突
出，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本课作为访谈录，是学
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文体，在指导学生朗读时，我注意引导学
生体会这一老一小两个书虫说话的语气，把握住人物对话的
基调，要读得自然，不做作才好。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四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内容上较浅显，没
有过多深奥的词句，要求学生“粗知文章大意”只抓重点、
难点，方法上让老师放手教学，鼓励学生自己运用已掌握的
知识和方法把课文读懂。

课上，我没有对文章进行琐碎的分析，而是对教材进行了合
理裁剪，大胆地进行取舍，而不是面面俱到，抛出几个有价
值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如“这篇课文和其他课文比较，
有什么不同？”

“说出你感兴趣的或不明白的地方，自读课文后全班交流”；
“季羡林和苗苗算不算书虫？两个书虫有什么不同？在文中
找出你的理由”等等，这些内容简约，重点突出，大大提高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本课作为访谈录，是学生第一次接触
到的文体，在指导学生朗读时，我注意引导学生体会这一老
一小两个书虫说话的.语气，把握住人物对话的基调，要读得
自然，不做作才好。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五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中的学习目标第三项是理解课文内容，
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感受读书的乐趣。我在教学中设
计了以下内容：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

2、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谈谈多读书、读好书的体会。

1、向大家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书。

2、向大家推荐一些书目：《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利用课余时间读读。



这一设计使每一教学环节目标明确，各环节之间层次明显。
学生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不仅了解了读书方法，更重要的是
明白了阅读的.重要性使每个学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六

老师引导学生深入文本的问题，即指引线不能太抽象，又不
能太简化，游刃有余，张弛有度，学生才能学得有信心，课
堂上才会碰撞出各种耀眼的火花。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七

1、梳理出季羡林和苗苗谈了哪几方面的问题；

2、对不同问题，两人的`见解是什么；

3、同学间探讨读后感受。

1、根据教学重点，我由题目开始，提问：“这难道是一篇童
话吗？”引起学生对题目中小苗和大树对应人物的思考。



但是，孩子对于苗苗是小苗可以理解到，但是为什么把季羡
林比作大树，就只停留在岁数的差距上，忽略了象征含
义：“小苗”暗指苗苗犹如破土而出的小苗，求学路上需要
汲取营养；“大树”暗指季羡林爷爷学识渊博、学有建树，
好似根深叶茂的大树。

2、在寻找、勾画不同话题的见解时，没有直观的表格或者带
箭头的板书，容易造成少部分学生虽然找得到每一次季羡林
提出的见解，但是不能区分是针对哪一个问题提出的。（在
同步练习时填空）

做得好的地方：因为班级拼音普遍不好，特别是平翘舌和前
后鼻音，所以我把学生向上网录音中错误率高的字整理出来，
课前单独板书纠正读音，并举例强调字音。

之后还可以将口音特别重的学生（谢欣钰），单独发送标准
录音，让他们先听再跟读，再自己朗读，最后录音。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八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中的学习目标第三项是理解课文内容，
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感受读书的乐趣。我在教学中设
计了以下内容：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

2、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谈谈多读书、读好书的体会。

：1、向大家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书。

2、向大家推荐一些书目：《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利用课余时间读读。

这一设计使每一教学环节目标明确，各环节之间层次明显。



学生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不仅了解了读书方法，更重要的是
明白了阅读的重要性使每个学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九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中的学习目标第三项是理解课文内容，
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感受读书的乐趣。我在教学中设
计了以下内容：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

2、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谈谈多读书、读好书的体会。

1、向大家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书。

2、向大家推荐一些书目：《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利用课余时间读读。

这一设计使每一教学环节目标明确，各环节之间层次明显。
学生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不仅了解了读书方法，更重要的是
明白了阅读的'重要性使每个学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十

读下列词语：

季羡林

水浒传

彭公传

绿林好汉

三侠五义



中西贯通

古今贯通

文理贯通

１、这篇课文写了什么？

２、这篇课文与其他课文比较，有什么不同？

３、说出文中你最感兴趣或不明白的地方。

１、书虫鉴定会

季羡林和苗苗算不算书虫？在文中找出理由。

２、这两个书虫有什么不同？

１、通过学习课文，你觉得采访要注意什么？

２、如果让你采访一位作家，你会提出什么问题？

五、书虫第五关

１、想对小苗说些什么？

２、想对大树说些什么？

３、想对自己说些什么？

（任选其一）

１、采访一个想采访的人，写下采访记录。

２、凭想象写作者与书中人物的对话。



听后感：

这一设计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每一教学环节目标明确，
各环节之间层次明显。但这样的设计也是一把双刃剑，若教
师的课堂调控能力强，则可以生成许多精彩；若无法应对自
如，课堂就更显机械与生硬。执教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他睿智
的教学技能，透过课堂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能看到一种东
西在支撑着整个课堂，那就是教师的教学理念。内化的理念
在课堂中纯熟运用，整节课犹如李老师自已的'说的那样：如
茉莉，看起来平淡无奇，闻起来幽香缕缕，回味起来余香袅
袅。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十一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名小学生对季
老的访谈录，也是学生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不过，全文
内容较浅显，没有过多深奥的词句。课上，我没有对文章进
行琐碎的分析，而是对教材进行了合理裁剪，大胆地进行取
舍，抛出几个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交流。学习完课文以
后，我安排了学生对爱好读书的同学或新来的实习老师进行
采访活动，并且写了访谈录。学生对访谈录的格式掌握得很
好，但是，采访的问题准备得不是很充分，有的局限于一问
一答的形式，双方交流的话题不是很深入，上下文之间的衔
接也不够自然。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十二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中的学习目标第三项是理解课文内容，
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感受读书的.乐趣。我在教学中设
计了以下内容：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

2、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谈谈多读书、读好书的体会。



：1、向大家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书。

2、向大家推荐一些书目：《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利用课余时间读读。

这一设计使每一教学环节目标明确，各环节之间层次明显。
学生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不仅了解了读书方法，更重要的是
明白了阅读的重要性使每个学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

语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篇十三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又是对话形式的访
谈录，在课前我充分让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在课中，把课堂
交给学生，充分让他们读与悟，发挥合作探究的小组学习，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本节课中我深感课堂的氛围与提问的技巧有很大的关系：
开始我问“季羡林和苗苗的对话中一共谈了哪几个方面的问
题？”问题一抛出，读过之后竟然无人能回答，这是我意料
之外的。有些气恼，一番责问之后，我反省自己，是不是问
题给得太大呢？学生还没有透过全文概述中心的`能力？！于
是，我换种方式说：“苗苗提了些什么问题？季羡林爷爷是
怎么回答的？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然后根据回答再分类，
看看谈了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学生们纷纷举手，问题迎韧而
解，孩子们似乎如释重负……突然感悟：不同的学生对课文
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备课要备教材更要备学生，在完全了解
学生知识、能力等层面上进行教学问题的设计才是合理有效
的。

老师引导学生深入文本的问题，即指引线不能太抽象，又不
能太简化，游刃有余，张弛有度，学生才能学得有信心，课
堂上才会碰撞出各种耀眼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