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 槐乡的孩子
教学反思(模板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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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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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一

教学时，我首先让学生独学，画出不认识的生字，借助拼音
或查字典读准字音。在此基础上再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
一件什么事？槐乡的孩子可爱吗？你从文中的哪些描写中体
会到的？这时学生边自读边勾出描写槐乡孩子的词句后在小
组内交流，为接下来的汇报打下了基础。班级大展示时学生
的热情分外高涨，你问我答，相映成趣，在大家七嘴八舌的
补充中弄清楚了文中难理解的词句。

一是抓住“槐树是一种怎样的树和槐米的用途？城里大多数
学生都没有见过槐树，因此在教学时我充分利用图文资料解
决了学生在认知上的疑难点。然后在了解“槐米是一种什么
样的东西”这个问题时，引导学生细读课文，弄清“槐米”
称谓的所指、由来、功用、槐乡孩子采集槐米的原因，在疏
解课文的同时也就理解了全文的背景，在此基础上朗读，以
声释情，传达出了孩子们对槐米的喜爱和自己采摘槐米换学
费的自豪。

二是抓住“槐乡的孩子上学和我们现在上学有什么不同
呢？”有的学生说槐乡的孩子采摘槐米自己挣钱交学费的事
情；有的学生说出自己上学读书都是爸爸妈妈挣钱交学费。
然后围绕这一问题深入的讨论，从而体味到槐乡的孩子吃苦
耐劳的精神和以苦为乐的情怀。在感受槐乡的孩子劳动快乐
的同时，也感受到他们收获的喜悦。



总之，在教学中一定要把学生放在首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让他们能够自主地学习，积极思考问题，努力培养他们的发
散思维;同时，还要抓住语文课与社会、人生相结合的特点，
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

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二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我把重点放在了让学生在读的过
程中体会槐乡孩子的懂事、吃苦耐劳和以苦为乐的特点。

从槐乡的孩子与我们有什么不同想开去？让学生透过各种方
式的读说自已读了课文后的的体会。学生在回答时，大都抓
住了“勤劳的槐乡孩子是不会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的，他们
上学的钱是用槐米换来的。”槐乡的孩子爱劳动，对此学生
感受最深，学生已经能够透过读文理解文中的内函，但总结
的潜力不行，大都是只看到点，看不到面。槐乡孩子以苦为
乐的精神，是靠我归纳出来了。因为这是本学期的第一篇略
读课文，虽然课文都是由学生具体读，但都是我直接参与指
导方法等，是我一步步引着走的，属于半放半扶。以后的略
读课我准备完全放手，让学生在小组内合作学习。

课堂上把重点放在了让学生在读的过程中体会出槐乡孩子的
懂事、吃苦耐劳和以苦为乐的特点，因为是略读课文，所以
我就只提了一个问题，槐乡的孩子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呢？让
学生透过各种方式的`读说自已读了课文后的的体会。

学生在回答时，大都抓住了“勤劳的槐乡孩子是不向爸爸妈
妈伸手要钱的，他们上学的钱是用槐米换来的。”及槐乡孩
子的勤劳，对此学生感受最深，槐乡孩子以苦为乐的精神，
是靠我点出来了，当时有部分学生说第三段写的槐乡孩子干
活时的样貌写得很好，当时天很热他们还在干活．我就趁机
引导学生朗读体会当时天气的热，又读一读描述干活时的句
子，学生体会到孩子们劳动时是很快乐的。学生已经能够透
过读文理解文中的内函，但总结的潜力不行，大都是只看到



点，看不到面。反思本节课，虽然课文都是由学生具体读，
但都是我直接参与指导方法等，是我一步步引着走的，属于
半放半扶。下次的略读课我打算完全放手，由各学习小组的
组长和学生一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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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三

《槐乡的孩子》是小学三年级上册的第一篇略读课文。虽是
略读，但文章语言优美，文风淳朴。课文字里行间处处洋溢
清香，恰如文中槐米之香，丝丝缕缕，清淡不绝。文风之美，
又如槐乡孩子们身上透现的勤劳、质朴、善良的品德之美。

但是，文中所写的生活环境、劳动场景，距离我们的学生是
那么遥远。他们不知道槐树是什么树，不知道鸡热了干吗耷
拉翅膀，更未体验过槐乡孩子们那种劳动之乐。所以，读过
课文之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问。而当时我班教室电脑正在
修理，不能找相关图片资料稍为解惑。于是在课堂上，我把
自己设置要提问的问题暂置一旁，把提问的空间留给孩子们。
质疑时，孩子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大家在理解、体会的基础上，重读课文，听得出来，
他们充满了对槐乡宁静生活的向往，也跟着槐乡的'孩子一起
体验着劳动的快乐。而我，也在孩子们的快乐中体会着教育
的幸福。

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四

开始，我就引导孩子们理解“槐乡”，从而引出“橘
乡”、“鱼米之乡”，既理解“乡”，又扩充了生活积累。
在学到“八月，天多热。”这句话的时候，我引导学生想象
在炎热的天气里各种事物的表现，自己在最炎热的时候的感
受。通过调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既让他们体会到了槐乡孩
子的辛劳，也让他们感受了那份快乐。

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才能源头活水不断;语文教学只有贴
近生活，才能显得厚重和丰富;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才能
真正为学生所喜爱。这节课我觉得上的很轻松愉快，我相信
我的学生也会有如我一样的感觉。

《槐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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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五

课文描写了生活在槐乡的孩子们采摘槐米，从中获得快乐，
使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本课在处理文本内容
时，用了一课时，(作业例外)阅读课文把学习的权利交给了
学生，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课文。本人认为本课
的教学指导还是比较务实的。槐树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并
不陌生，只要学生查资料就能了解槐树的生长特点，无需老
师作太多的指导。最重要的是槐树下的故事。本单元都是体
现孩子课余生活的乐趣，每篇文章的语言都很优美，也是学
生走进写作的一个亮点模式。

这篇课文的语言朴实，读起来轻快，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
在作者的笔下，本来是辛苦的劳动，却变得轻松快乐。在授
课时，本人出示了阅读要求，让学生一步步的完成。如：

1、读了第一自然段你能看出槐乡孩子对槐树有一种什么感
情?

2、勾画描写槐花的特点的句子，槐米有什么用途?

3、第三自然段作者描写了三种动物有什么作用?(重点)

3、那些地方能表现孩子们的欢乐心情。

4、孩子们劳累了一天为什么还带着甜蜜的微笑?(重点)

5、槐乡的孩子可爱吗?为什么?(重点)

在教学的重点点拨中，运用了句子比较突出重点。如：槐乡
的孩子可不怕热。(鸡热得耷拉着翅膀……狗……蝉……)在
点拨的过程中适当提示这是一种写作技巧“衬托的手法。”
比如，写要下雨了，“狗、树叶、知了……”这都是衬托下
雨前的闷热。这里本人重点引导了，因为在写作中，无论是



中段还是高段学生，最基本的写作技巧还是要掌握。如，要
体现天气很热的句式：花儿(热得收藏起了笑脸)，星星(热得
躲进了云层)，小花猫(热得直趴着喘气)，可是老师(仍然还
在灯下批改作业)。描写天气冷的句式：今年的天气特别冷。
田野的蔬菜______,街道小院的水管______，就连那水泥地板
也______。

怎样培养独立阅读能力，是本人在本课教学中的一个首要环
节。如：准备好工具书，词典字典等。阅读时不走马观花，
要仔细地读，重要的地方勾勾画画，从而了解课文内容。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反复读，细细品读，每句斟酌，体会每段表
达的意思，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再次阅读，核实阅
读中老师所出示的阅读要求。从而把课文理解得更透彻。课
后练习，写一种植物或一处景物，并写出此处所发生的趣事，
伤心事等。(学生作品略)学生习作是较成功的，因此而得到
同行们的认可。

为了拓宽学生阅读知识，同时也体现阅读课的实质意义，注
重字，词、句、段、篇的训练落到实处，本人出示了与本课
有关的四字词语。

让学生自己去积累文本中的“的”“地”字短语，并安排抄
写习作。即使课文中的知识处理不足也可以通过这种有效的
作业方式足以弥补了。

“品读”是本文的重点，但为了学生阅读量的增大，让学生
选读欣赏，抄写文中美句并仿写句式。如：槐乡的孩子离不
开槐树，就像海边的娃娃离不开大海，山里的孩子离不开石
头。

仿写：1、(我离不开妈妈，就像河里的鱼儿离不开水，田里
的禾苗离不开肥沃的土壤。)

2(我离不开学校，就像幼小的孩子离不开妈妈的怀抱，大山



的人们离不开大山的土地。)

总之，本人坚信，如果阅读坚持这样做，相信自己的教学效
果差不了多少，学生的学习效果也能务实。只有脚踏实地的
教学，朴实的教学设计，会逐渐创新的。总归一句，语文教
无定一，自己的学生，因材施教方能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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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六

《槐乡的孩子》是一篇自读课文，文字生动，字里行间处处
洋溢清香，恰如文中槐米之香，丝丝缕缕，清淡不绝;意境之
美，又如槐乡孩子们身上透现的勤劳、质朴、善良的品德之
美。因为是自读课文，所以我准备一个课时就完成，重点在
让学生联系生活经验，感受课文，品读课文。

上课一开始，我从家乡的树引出槐树，从槐乡引出“橘
乡”“鱼米之乡”。既理解“乡”，又扩充了生活积累。

课中，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槐花图片，意在让学生对槐米感
兴趣的情况下，抱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去学习第二段槐米的作



用，目的之二，是学习怎样仔细观察，有序表达。图文并茂，
讲读结合。

在读到“八月，天多热。”这句话的时候，我引导学生想象
在炎热的天气里各种事物的表现，自己在最炎热的时候的感
受。通过调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既让他们体会到了槐乡孩
子的辛劳，也让他们感受了那份快乐。

最后我再拓展的环节问学生：“生活中，你从事过什么劳动，
他们给你带来了什么收获和快乐?”学生的回答也非常精彩。

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才能源头活水不断;语文教学只有贴
近生活，才能显得厚重和丰富;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才能
真正为学生所喜爱。这节课我觉得上的很轻松愉快，我相信
我的学生也会有如我一样的感觉。

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七

教学中，我在学习借鉴别人经验的基础上，着重突出了两点：

一是抓住课文“槐乡的孩子不怕热”进行品读，让学生从中
理解“槐乡的孩子”“不怕热”不是天气热他们更舒服，而
是他们不因为大热天的恶劣环境影响劳动，从而体味到槐乡
的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以苦为乐的情怀。

二是感受槐乡的孩子劳动的.快乐的同时，感受他们收获的快
乐。对于后者，学生更易理解，也更利于他们理解前者——
劳动的快乐。

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八

本学期的第四课《槐乡的孩子》是一篇自读课文，文字生动，
字里行间处处洋溢清香，恰如文中槐米之香，丝丝缕缕，清
淡不绝；意境之美，又如槐乡孩子们身上透现的勤劳、质朴、



善良的品德之美。

因为是自读课文，这篇课文我准备一个课时就完成，重点在
让学生联系生活经验，感受课文，品读课文。

上课一开始，我从家乡的树引出槐树，从槐乡引出“橘
乡”“鱼米之乡”。既理解“乡”，又扩充了生活积累。

课中，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槐花图片，意在让学生对槐米感
兴趣的情况下，抱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去学习第二段槐米的作
用，目的之二，是学习怎样仔细观察，有序表达。图文并茂，
讲读结合。

在读到“八月，天多热。”这句话的时候，我引导学生想象
在炎热的天气里各种事物的表现，自己在最炎热的时候的感
受。通过调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既让他们体会到了槐乡孩
子的辛劳，也让他们感受了那份快乐。

最后我再拓展的环节问学生：“生活中，你从事过什么劳动，
他们给你带来了什么收获和快乐？”学生的回答也非常精彩。

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才能源头活水不断；语文教学只有
贴近生活，才能显得厚重和丰富；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
才能真正为学生所喜爱。这节课我觉得上的很轻松愉快，我
相信我的学生也会有如我一样的感觉。《三年级语文上册之
五》这一教学反思，来自！

本文文质兼美，如诗般清新流畅，如歌般富有韵律。因
此，“以读为主，读中感悟”是最重要的教学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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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入手，以读解文，以情带读，通过开放的教学
设计，创设优美的情境，把学生带入课文描述的优美意境，
让学生在文本对话、思维碰撞、情感交流中获得个人体验和



独特感受，引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不断实行自我建构。

教学时，我让学生以游客的身份走进槐乡，去观察，去感受。
以“走进槐乡，你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统领课文的
第一自然段，先让学生在整体上对第一自然段有一个把握。
在他们初步感知的基础上，通过品读句子来细细体会槐花的
多、白、美、香这些特点。通过“山山洼洼”“坡坡岗
岗”“瑞雪初降”“一片白茫茫”感受花多色白；通过“抱
在一起”“远看像玉雕的圆球”“挂满枝头”“近看如维吾
尔族小姑娘披散在肩头上的小辫儿”感受槐花的婀娜多姿。

在品读槐花的过程中，我适时出示槐花图片让已留在学生脑
海中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同时伴之以轻柔的音乐，让学生
在视觉、听觉上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在品读过程，我注意
到了几个重点字词的把握，例如三个表示香味的词语：“清
香、醇香、浓香……”以及“浸”这个字，通过对这些关键
字词进行推敲，进一步让学生感受到槐花的美。

课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表达对热情好客的槐乡孩子的喜爱。
在这一部分，我采用了多种朗读方式，指名读，齐读，男女
生读，通过多种朗读方式让学生体会槐乡孩子的热情好客。
同时在教学中也抓住了一些关键字词，如“飘”这个字，一个
“飘”字中蕴藏着槐乡孩子的“乐”，因此我在教学时故意
设疑，提出把“飘”字换别的字，如“跑”、“走”等等，
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从而不遗余力地感悟、品味这个字。
学生在教师的置疑下，透过这个字眼，感悟到了槐乡小姑娘
轻快，轻盈的心情。

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九

槐乡五月围绕“美”来展开——槐乡的景美，槐乡的饭美，
槐乡的人美。槐乡八月围绕“劳动”展开，槐乡孩子的劳动
是采收槐米。表达了作者对美丽迷人的槐乡五月，对勤劳能
干、热情好客、淳朴可爱的槐乡孩子的喜爱。“以读为主，



读中感悟”是我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学方法。

是发现了一些问题，齐读时由于语速偏慢，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情感的充分体现。

在教学中我也很注重抓关键字、词、句，从关键字词句入手，
让学生有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的概念。例如我先让学生抓
住“五月，是槐花飘香的季节，是槐乡孩子的季节”为表达
主线，使学生对全文有个总的印象，然后进一步深入学习、
领会课文的内容，做到抓一句而带动全篇，为学生的个性化
阅读做好了准备。还有在教学“中午，桌上就摆出了香喷喷
的槐花饭，清香、醇香、浓香……这时候，连风打的旋儿都
香气扑鼻，整个槐乡都浸在香海中了。”这段文字时，我先
让学生找出表示香的词语，然后理解“清香、醇香、浓
香……”感受槐花香味越来越香，越来越浓，并通过朗读体
会，还有“浸”字更是体现了香味到处都是。学生通过对关
键字句的理解，更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教学是取得了
比较好的效果。

在教学过程后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觉得在课堂调控上，对
学生的关注，调动学生情绪方面等仍有欠缺。

槐乡五月课文人教版篇十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倡导的教学理念。为了落
实这一理念，我在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的经验，让语文教学
向儿童的生活世界回归。

低段的学生已经有了运用语言的经验，也积累了相当的生活
经验，特别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口头表达能力。因此
说“生活经验是语文学习的.重要资源”的观点，完全符合学
生学习语言的特点。

在本堂课中，有许多把学生生活经验引入课堂的成功例子：



例如从家乡的树引出槐树，从槐乡引出“橘乡”“鱼米之
乡”。既理解“乡”，又扩充了生活积累。在学习槐乡孩子
的劳动情景时，让孩子们想象是在怎样的天气中进行的，通
过调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既让他们体会到了槐乡孩子的辛
劳也让他们感受了那份快乐。

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才能源头活水不断；语文教学只有
贴近生活，才能显得厚重和丰富；语文教学只有贴近生活，
才能真正为学生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