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 故乡的芦苇教学反思
(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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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一

在品读词句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品味、鉴赏课文优美的句子，
传神的用词。例如在选词填空"每年，当春风刚刚吹榭雪花，
故乡的芦苇就迫不及待地从未褪尽寒意的泥土里(探、露)出
尖尖的靛青色的脑袋。"括号里应该选哪个句，为什么?("探"
更符合句子的拟人化写法，也写出芦苇的初春时节生长的生
机和活力。)在品读的方法选用结合学生的实际，教师能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用这些方面品评课文词句，培养了学生的语感，
提高语言鉴赏能力。

在读文方面，我设计了许多的"读"，有层次地读，有目的地
读，多种形式地读，我们通过小组互动，同桌互帮、朗读展
示等激发措施，让学生勤读、乐读、善读。把读通课文的任
务完全地交给学生，做为五年级(第三学段)的学生能不能完
成这个任务?答案是肯定的，但做为教师在指导读书的方面就
要多下功夫，在这里我们营造了一种思乡的情绪，通过相关
的歌曲，诗歌营造情境，让学生入境生情，进而引发，强化
读课文的.情感。

学生能够体会诗人的情感，并通过有感情的读文表达情感，
我把更多的时间放给学生，重点指导读，体会写法。

但在教学中我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在细读课文，说说你
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这些快乐的?学生汇报出从芦叶哨、芦叶



船中感受到快乐，但学生没有说出从纺织娘好听的歌声中感
受到快乐，学生没有说，老师也没有及时地点拨，感觉在理
解文章内容上不完整。在学生读文中，由于开火车式读课文
学生朗读得非常流利学生阅读能力较强，如果能把开火车式
读文的时间放在细读课文时，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会更
好。

总之，在教学中取长补短，深入研究教材，研究学生，尽快
使学生动起来，活起来，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主动
地参与到学习当中，我们的课堂才会更有效。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二

观看生本课堂教学实录这是第二次，在今天的《故乡的芦苇》
这节课上又让我看到了孩子们尽情的在课堂的展示的情景，
这种自由洒脱给人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感觉，你看老师就
像是一个主持人，引导着孩子们展示自己，

在这节课中从孩子们回答问题中可以看出，学生的知识面很
广，其中就涉猎的古诗就有六首左右，像“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等等，出口成章，
真是让人羡慕！我想这有两点原因：一是孩子的课外阅读量
肯定是惊人的，二是孩子们课前的预习是十分认真的。

联系自己的学生想要在课堂上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如可来引
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应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
语文教学的主方向，像我们一年级，学校为我们准备了几本
绘本，另外我还搜集了很多的电子版的绘本，我想在阅读课
上与孩子们一起来共读，另外积极的发动我们的家长在家长
与孩子一起阅读我推荐的书，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得以文学的
滋润，以智慧的洗涤。

另外这节课还有一个环节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最后的小组展



示自己制作的课件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制作课件的水平绝不
在我们老师之下，画面精美，内容丰富，孩子们就是这样在
制作的过程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智慧。我想在四五年级的
学生可以放手给孩子们，大胆的给孩子提供展示的舞台，也
许我们的孩子也会给你一个惊喜！

生本课堂――学生的课堂，学生展示的舞台，课堂的主人，
这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

故乡美丽幽静的环境，让一些远离故乡的人十分怀念。我的
故乡十分幽静，在河中长满了芦苇。在别人的眼中我的故乡
可能是一个破烂的农村山野，可是在我的'眼中我的故乡，非
常美丽，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充满了温暖。

在作者的故乡里，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牵动着作者的
一起一波的怀乡之情，文中所讲到的小河、野花、油菜花、
棉花，虽是略写但是足足可以表明作者对他的故乡的思念和
作者对故乡风景的赞美和喜爱，更让我感觉到了作者故乡风
景的美丽、迷人。最主要的还是作者故乡的芦苇，他利用花
花草草们的衬托，更生动的描写出了芦苇的朴实、有蓬勃的
生命和极其广泛的作用，赞颂芦苇乐于献身的精神，思乡之
情才得以升华。

作者在文中这样描写芦苇：对于故乡的农民来说，他是取之
不尽的建筑材料：常用它搭瓜棚、豆架，打篱笆，编苇席、
苇帘子。用芦苇盖得房子，冬暖夏凉;每年春节，给孩子做花
花绿绿的马灯、八角灯，少不了要用芦苇做支架；芦蔑又可
以做风筝，编制各种工艺品，散花着特有清香的芦叶，可以
用来包粽子；雪白的芦根，又甜又脆,可以食用，还可以治病.
.....

芦苇的用处极其的多，而且它对于人类的生活非常有用，希



望大家可以保护芦苇、不乱折损芦苇。

在大家过端午节的时候吃的粽子就是用芦叶包裹的，如果没
有了芦苇就没有了芦叶，那香甜的粽子少了芦叶的清香，会
不好吃的。

芦苇对于我们大家，非常重要，一定不要折损它。

--------------------

橡树和芦苇主要讲了一棵橡树和一棵芦苇是邻居。一天橡树
对芦苇说：“上苍对你太不公平了，你长的这么瘦小，连一
只小小的麻雀都能把你压弯，当微风在水面上吹过，你就不
停的打颤，还左右摇摆，那副样子真叫人心疼。再看看我身
材高大魁梧，我不仅能遮住太阳的光线，还敢和旋风雷电搏
斗。我傲然屹立在天地之间，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摧毁。”

芦苇说：“橡树兄弟，我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柔弱。当狂风袭
来时我会弯腰但不会折腰，狂风对我也没有办法。”

它的话还没说完，一阵狂风吹来。风暴过后，芦苇抖落身上
的雨水，挺直了腰，发现他的邻居橡树只剩下一堆枯枝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橡树虽然高大魁梧但是经不起风雨的吹打，
所以我们不要拿别人的短处和自己的长处比，要学会取长补
短。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三

我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发现学生学习常常是浮于表面：只知故
事，不品语言;只知情节，不明主旨。所以在教学中，我引导
学生深入本课，使他们能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和作者的思想
感情。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学会阅读，这节课教学
中我注重培养学生带着疑问阅读的良好习惯。同时根据教材



特点，抓住训练时机，巧设思维情境，渗透学法指导，
使“教材”变成学生的“学材”，在师生共同实践探索中使
学生领悟学习方法。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将学习的主
动权教给学生，课本让学生读，思路让学生讲，规律让学生
找，学法让学生悟，使阅读方法真正成为学生主动获得的一
种可贵的精神财富。与此同时，我也反思到语文课堂应该有
琅琅的读书声，强调读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读中体会课文，
亲近课文，使作者情、教师情、学生情三者统一。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四

在基础知识重点学词方面，例如多音字“载”的字音，组词
方面加以区分，并通过字音、字义辨分组词。学生能够主动
识字，养成在生活中识字的习惯。

在品读词句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品味、鉴赏课文优美的句子，
传神的用词。例如在选词填空“每年，当春风刚刚吹榭雪花，
故乡的芦苇就迫不及待地从未褪尽寒意的泥土里(探、露)出
尖尖的靛青色的脑袋。”括号里应该选哪个句，为什
么?(“探”更符合句子的拟人化写法，也写出芦苇的初春时
节生长的生机和活力。)在品读的方法选用结合学生的实际，
教师能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用这些方面品评课文词句，培养了
学生的语感，提高语言鉴赏能力。

在读文方面，我设计了许多的“读”，有层次地读，有目的
地读，多种形式地读，我们通过小组互动，同桌互帮、朗读
展示等激发措施，让学生勤读、乐读、善读。我们四人组在
讨论把读通课文的任务完全地交给学生，做为五年级(第三学
段)的学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答案是肯定的，但做为教师
在指导读书的方面就要多下功夫，在这里我们营造了一种思
乡的情绪，通过相关的歌曲，诗歌营造情境，让学生入境生
情，进而引发，强化读课文的情感。

学生能够体会诗人的情感，并通过有感情的读文表达的情感，



可见教师的常规训练很好，教师能把更多的时间放给学生，
重点指导读，体会写法。

但在教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在细读课文，说说你从
哪些地方感受到了这些快乐的?学生汇报出从芦叶哨、芦叶船
中感受到快乐，但学生没有说出从纺织娘好听的歌声中感受
到快乐，学生没有说，老师也没有及时地点拨，感觉在理解
文章内容上不完整。在学生读文中，由于开火车式读课文学
生朗读得非常流利学生阅读能力较强，如果能把开火车式读
文的时间放在细读课文时，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会更好。

总之，在四人组这次活动中我们从选课，备课、试讲、讲课、
反思中互相学习，在教学中取长补短，深入研究教材，研究
学生，尽快使学生动起来，活起来，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
方法，主动地参与到学习当中，使我们的课堂会更有效。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五

在基础知识重点学词方面，例如多音字“载”的字音，组词
方面加以区分，并通过字音、字义辨分组词。学生能够主动
识字，养成在生活中识字的习惯。

在品读词句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品味、鉴赏课文优美的句子，
传神的用词。例如在选词填空“每年，当春风刚刚吹榭雪花，
故乡的芦苇就迫不及待地从未褪尽寒意的泥土里(探、露)出
尖尖的靛青色的脑袋。”括号里应该选哪个句，为什
么?(“探”更符合句子的拟人化写法，也写出芦苇的初春时
节生长的生机和活力。)在品读的方法选用结合学生的实际，
教师能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用这些方面品评课文词句，培养了
学生的语感，提高语言鉴赏能力。

在读文方面，我设计了许多的`“读”，有层次地读，有目的
地读，多种形式地读，我们通过小组互动，同桌互帮、朗读
展示等激发措施，让学生勤读、乐读、善读。我们四人组在



讨论把读通课文的任务完全地交给学生，做为五年级(第三学
段)的学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答案是肯定的，但做为教师
在指导读书的方面就要多下功夫，在这里我们营造了一种思
乡的情绪，通过相关的歌曲，诗歌营造情境，让学生入境生
情，进而引发，强化读课文的情感。

学生能够体会诗人的情感，并通过有感情的读文表达的情感，
可见教师的常规训练很好，教师能把更多的时间放给学生，
重点指导读，体会写法。

但在教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在细读课文，说说你从
哪些地方感受到了这些快乐的?学生汇报出从芦叶哨、芦叶船
中感受到快乐，但学生没有说出从纺织娘好听的歌声中感受
到快乐，学生没有说，老师也没有及时地点拨，感觉在理解
文章内容上不完整。在学生读文中，由于开火车式读课文学
生朗读得非常流利学生阅读能力较强，如果能把开火车式读
文的时间放在细读课文时，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会更好。

总之，在四人组这次活动中我们从选课，备课、试讲、讲课、
反思中互相学习，在教学中取长补短，深入研究教材，研究
学生，尽快使学生动起来，活起来，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
方法，主动地参与到学习当中，使我们的课堂会更有效。

文档为doc格式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六

在品读词句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品味、鉴赏课文优美的句子，
传神的用词。例如在选词填空“每年，当春风刚刚吹榭雪花，
故乡的芦苇就迫不及待地从未褪尽寒意的泥土里(探、露)出
尖尖的靛青色的脑袋。”括号里应该选哪个句，为什
么?(“探”更符合句子的拟人化写法，也写出芦苇的初春时
节生长的生机和活力。)在品读的方法选用结合学生的实际，
教师能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用这些方面品评课文词句，培养了



学生的语感，提高语言鉴赏能力。

在读文方面，我设计了许多的“读”，有层次地读，有目的
地读，多种形式地读，我们通过小组互动，同桌互帮、朗读
展示等激发措施，让学生勤读、乐读、善读。把读通课文的
任务完全地交给学生，做为五年级(第三学段)的学生能不能
完成这个任务?答案是肯定的，但做为教师在指导读书的方面
就要多下功夫，在这里我们营造了一种思乡的情绪，通过相
关的歌曲，诗歌营造情境，让学生入境生情，进而引发，强
化读课文的情感。

学生能够体会诗人的情感，并通过有感情的读文表达情感，
我把更多的时间放给学生，重点指导读，体会写法。

但在教学中我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在细读课文，说说你
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这些快乐的?学生汇报出从芦叶哨、芦叶
船中感受到快乐，但学生没有说出从纺织娘好听的歌声中感
受到快乐，学生没有说，老师也没有及时地点拨，感觉在理
解文章内容上不完整。在学生读文中，由于开火车式读课文
学生朗读得非常流利学生阅读能力较强，如果能把开火车式
读文的时间放在细读课文时，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会更
好。

总之，在教学中取长补短，深入研究教材，研究学生，尽快
使学生动起来，活起来，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主动
地参与到学习当中，我们的课堂才会更有效。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七

本文语言准确、形象、优美。全文突出一个"美"和一个"趣"
字。如何让学生感受美，体验到趣呢?除了让他们直抒胸臆的
谈感受外，就是通过多样的美读来加以体会。因为后面的"
趣"读可能比"美"读更贴近学生生活吧，所以不论学生"表演"
是否到位，情感是否都抒发出来，由于我用了许多激发性评



价语言，调动了学生的.读书积极性，使课堂气氛的确因此而
变得轻松愉悦。

本文是一篇文笔亮丽的抒情类写法的文章，加上已具备一定
读、说、写能力的高年级学生，再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必须要
进行写法的渗透。

课上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学生自主预习的内容也不少，但为
什么课堂上不积极举手发言呢?我想或许是自己刚带这个班学
生对教师不了解不敢轻易举手发言，或许是怕他们所预习的
内容不合要求，或许是不知道该怎样汇报的缘故吧!但不论怎
样我都得尽快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使他们想学会学得有效。

学生能力培养远远重于知识传授，所以我们得尽快使学生动
起来、活起来，使他们掌握一些学习方法，主动参与到学习
当中，这样他们才会学得更自主、更开心，我们的课堂也才
会更有效。在以后的教学之中我会继续努力把学生的学习兴
趣激发起来。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八

《故乡的芦苇》是一篇文笔亮丽的抒情类文章，语言形象、
优美。全文突出一个“美”和一个“趣”字。在教学中我的
教学设想是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在与学生交流中将芦苇美景
图呈现于黑板，让学生更直观感受芦苇的美，理解课文内容，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本课教学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教师的语言，情感决定着一堂课是否成功，特别是语文教
师，语言一定要饱含激情，达到煽情的效果。在这样的课堂
中才会与学生发生情感的碰撞。”在本堂课中，因为语言设
计平淡加上课堂氛围紧张，师生互动较少，场面略显冷清，
没有达到预设的.理想效果。

对三年级的学生而言，听教师范读优美句子更容易进入语言



情景中，在本课中我没有及时范读引导学生感受优美句子，
没有带领学生进入课文情景。

由于我的整个教学设计被板书牵引，课文篇幅较长，加上本
课教学时讲通文，面面俱到，导致重点没有讲透，没按教学
计划达到目标。

本课教学设计可作如下更改：

一、导入。走进作者，了解作者童年，学习开头与结尾的首
位呼应的写作方法。

二、读悟。指导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通过关键词一片片、
一簇簇、碧生生、绿油油等叠词让学生感受芦苇的多和绿，
通过比喻句犹如一朵朵绿色的轻云让学生感受芦苇的轻，指
导犹如的意思是好像。边指导边板书图画。

三、赏图。配乐欣赏乡村芦苇美景，教师配乐范读3—4自然
段，创设情景让学生感受芦苇之美。学生自由谈感受，再指
导学习第四段的拟人句，读出欢快的情感。

四、忆趣。学生小组合作学习5—7段，与小组成员交流芦苇
丛中最有趣的事，并说出有趣的地方，选一名组长代表发言。

五、总结。总结课文的写作方法，并联系当地实际选几处美
景，学生用本堂课学到的写作方法写家乡的美景。（可用上
叠词、比喻句、拟人句的修辞手法，首位呼应的写法）

故乡仪芦苇教学反思篇九

在作者的故乡里，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牵动着作者的
一起一波的怀乡之情，文中所讲到的小河、野花、油菜花、
棉花，虽是略写但是足足可以表明作者对他的故乡的思念和
作者对故乡风景的赞美和喜爱，更让我感觉到了作者故乡风



景的美丽、迷人。最主要的还是作者故乡的芦苇，他利用花
花草草们的衬托，更生动的描写出了芦苇的朴实、有蓬勃的
生命和极其广泛的作用，赞颂芦苇乐于献身的精神，思乡之
情才得以升华。

作者在文中这样描写芦苇：对于故乡的农民来说，他是取之
不尽的建筑材料：常用它搭瓜棚、豆架，打篱笆，编苇席、
苇帘子。用芦苇盖得房子，冬暖夏凉;每年春节，给孩子做花
花绿绿的马灯、八角灯，少不了要用芦苇做支架；芦蔑又可
以做风筝，编制各种工艺品，散花着特有清香的芦叶，可以
用来包粽子；雪白的芦根，又甜又脆,可以食用，还可以治病.
.....

芦苇的用处极其的多，而且它对于人类的生活非常有用，希
望大家可以保护芦苇、不乱折损芦苇。

在大家过端午节的时候吃的粽子就是用芦叶包裹的，如果没
有了芦苇就没有了芦叶，那香甜的粽子少了芦叶的清香，会
不好吃的。

芦苇对于我们大家，非常重要，一定不要折损它。

观生本课堂《故乡的芦苇》有感

观看生本课堂教学实录这是第二次，在今天的《故乡的芦苇》
这节课上又让我看到了孩子们尽情的在课堂的展示的`情景，
这种自由洒脱给人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感觉，你看老师就
像是一个主持人，引导着孩子们展示自己，在这节课中从孩
子们回答问题中可以看出，学生的知识面很广，其中就涉猎
的古诗就有六首左右，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望洞庭山水
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等等，出口成章，真是让人羡慕！我
想这有两点原因：一是孩子的课外阅读量肯定是惊人的，二
是孩子们课前的预习是十分认真的。联系自己的学生想要在



课堂上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如可来引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应
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语文教学的主方向，像
我们一年级，学校为我们准备了几本绘本，另外我还搜集了
很多的电子版的绘本，我想在阅读课上与孩子们一起来共读，
另外积极的发动我们的家长在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我推荐的
书，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得以文学的滋润，以智慧的洗涤。

另外这节课还有一个环节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最后的小组展
示自己制作的课件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制作课件的水平绝不
在我们老师之下，画面精美，内容丰富，孩子们就是这样在
制作的过程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智慧。我想在四五年级的
学生可以放手给孩子们，大胆的给孩子提供展示的舞台，也
许我们的孩子也会给你一个惊喜！

生本课堂――学生的课堂，学生展示的舞台，课堂的主人，
这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一般情况下，如果看到的是“由……说开去”、“由……引
起的联想”、“从……得到的启示”、“……遐思”这样的
文章标题，那么，这文章所运用的写作模式就大有可能
是“引入深化”式。此种写作模式常常用于一事一议、一事
几议、读后感、观后感、杂文、小评论、小小回忆录、咏物
抒情小品、知识小品以及联想类文章等等。其表达的特点就
是从一个“点”出发，进行拓展，进行延伸，进行深化；全
文由此及彼，文中的那个“点”，只是一个引子，只是一个
展开话题的由头。

《故乡的芦苇》就属于这一类的文章。原文如下：

多年来尤其令我梦牵魂绕、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故乡的芦苇。

是的，就是那些看来似乎很不起眼的、朴实无华的芦苇。一
片片，一簇簇，碧生生，绿油油，迎着轻风，摇曳着修长的
青玉似的秀枝，远看犹如一朵朵绿色的轻云，在地干线上飘



拂着，给乡村平添几分恬静和飘逸。

几乎所有的河沟，小湖，池塘，都有绿色的芦苇掩映着。

每年，当春风刚刚吹谢雪花，故乡的芦苇就迫不及待地从还
未褪尽寒意的泥土里探出尖尖的靛青色的脑袋。它长得很快。
要不了多少日子，它就可以长到几尺高，快活地舒展出它那
扁平的狭长的叶子。

一到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摘一片芦叶，熟练地卷成
小小的哨子，放在嘴边，吹出各种悦耳的乐音，孩子们为这
美妙的音乐所陶醉，在亮晶晶的小河边，在碧青青的草地上，
快乐地奔跑着，忘情地呼唤着。

《故乡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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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