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草绿了教案反思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教
学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草绿了教案反思篇一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一课，是作家肖复兴在1992年为了纪
念叶圣陶先生写的回忆文章，回忆1963年叶圣陶先生
为“我”修改作文，并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从中表现了
叶老先生对文一丝不苟、对人平易真诚，堪称楷模的文品与
人品。这篇课文以“爬山虎”为载体，表达了作者对叶圣陶
先生的崇敬与怀念之情。文章感情真挚，语言含蓄，特别是
文章结尾“在我的眼前，那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更是言
虽尽而意未了。

文章篇幅较长，再加上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经过
反复思考、探索，在这堂课上，我努力调动学生情感，激发
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1、抓住教学难点质疑。课题的以物喻人，是这篇文章教学的
难点，我恰恰从课题入手，巧妙的运用欣赏两幅爬山虎的图
片和两段美文的阅读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记忆中叶老与肖复
兴初见时的代表性事物——爬山虎之美，为“那片绿绿的爬
山虎”的象征意义做好铺垫。然后利用过渡语言设疑：“留
在作者内心深处的仅仅是那片爬山虎吗？”以此通过对两件
事的研读，领悟叶老的人格魅力就像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一样，
永远激励着作者努力进取，永远坚实着作者文学创作的脚步。
至此破题，使学生化难为易地理解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也深
化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2、确立教学重点研读。要想顺利地突破难点，又必须先要理
解两件事中叶老的高贵品行，有了感情的积淀，才能水到渠
成地体会到爬山虎背后蕴含的作者的情感。

（1）为解决“叶老为我修改作文认真”这个问题，我预想学
生光靠肖复兴的叙述和表达，很难走进叶老这位名人的。因
此，我把“叶老修改稿的原稿”这一直观作品呈现在同学面
前，并启发学生想象70岁的叶老坐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为
“我”一字一标点地修改作文的情景，进而引出“假如这是
叶老为你修改的作文，你有什么感受？时，学生对叶老的崇
敬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2）在处理“叶老为我修改的两处语病和简短的评语”时，
我立足于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通过这篇课程资源，不仅
教给学生使用不同的修改符号，修改作文中的语病，还指导
学生在作文中要写真事、表真情，并渗透详略得当的写作方
法。

（3）在抓住字、词、句重点细致地研读了“修改作文”这件
事后，我又采用读文与想象、角色换位与表演等多种教学手
段，研读文章的“邀请做客”一事。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
体验去发现、感悟“握手”这一细节，感受叶老的亲切平和。
又引导学生“如果你是叶老先生，你会对肖复兴说些什
么？”学生在充分想象后，畅所欲言，此时的学生俨然成为
了一位“叶老”，深刻感受着叶老先生“亲切之中蕴含的认
真，质朴之中包含的期待”。

回首整个的教学过程，我感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与缺憾。
如，在这堂课上，感觉读的还不够充足。虽然努力地通过快
读、自读、指名读、男女生对比读、默读、齐读等方式让学
生亲近文本，但是在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时，指导的功力
还不够！



小草绿了教案反思篇二

课前，我认真预习了教材，并反复朗读了几遍，这是一篇人
文优美的文章。从课题的“那片”一词就暗示了这是一篇回
忆性的文章，睹物思人，感人致深。课前，我在教学上润于
了写作训练。“以物思人”的文题，比如“一张照片”“月
夜”“还是那片绿叶”“那片火红的枫叶”等。学生题材新
颖，内容具体，事例典型，我并安排学生足够的时间修改，
同时并出示修改作文的最基本方法与修改符号。

１、把用词不准确的地方改准确。

２、把不通顺的句子改通顺。

３、把长句断成短句。

４、删去重复啰嗦的词句。

５、增添一些词句，使表达的意思更清楚，更完整。

６、改正错别字和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

针对我班学生，修改作文不是难点，通过学生亲临实践，很
自然地引进了新授内容，看看叶老先生是怎样批改作文的。
出示资料袋“一张画像”让学生先读原文，再读修改后的文
章，然后谈谈自己的体会。也就是从叶老先生修改的作文中，
能体会到叶老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借机出示课题，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在学生熟读的基础
上，我出示了课文第九自然段，让学生反复地读，并要求背
诵仿写。本自然段就三句话。第一句“融洽”；第二句“亲
切、质朴、融化”；第三句“绿得沉郁”。这样不但有利于
背诵理解，而且有利于仿写。第１０自然段最后一句“在我
的眼前，那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这句话与题目呼应，含



蓄地写出了作者１５岁时那个夏日午后的事情一直留在脑海
中，叶圣陶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激励着作者前进，像这样的
句子文中有，让学生多读几遍课文，然后鼓励学生相互交流
写作文和修改作文方面的体会。这个环节学生表现还是不错，
有的说，我知道了写作文要写得真实，要有感情。也有的说，
无论批改作文还是写作文，也要像叶老那样仔细认真，一丝
不苟。还有学生说，读了这篇课文，我觉得我们的语文老师
就是这样……这是从学生对文章的整体感知而获得的信息，
从语文基础上，学生也不错，毕竟四年级了，知道怎样去预
习新课，怎样清扫字词障碍，学生会用工具书，大多数学生
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学完本课，我在反思：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在教学
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参与的兴趣与自寻新知的动力，我
也设计了多个环节展开教学：“旧文引新文，激发学生求知
欲”“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寻求新知”“在练习中巩固新知，
深化新知”我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借用作者的思想与知识，
特别是叶圣陶先生为肖复兴修改习作的方法，那不仅仅是修
改作文，是做人的原则，更是教育我们要怎样做人。然后师
生采用“共议”“共体会”“共总学法”通过修改训练，层
层深入形成阶梯性，有目的地促进学生修改自己习作的能力。

这篇课文是作家肖复兴为了纪念叶圣陶先生写的回忆性的文
章，在回忆中主要写了叶圣陶先生给“我”批改作文，并
邀“我”到家中做客，使“我”受益匪浅的成长经历，表现
了叶老对文一丝不苟，对人平易真诚，著称楷模的文品与人
品。一个久负盛名的作家，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虽相差悬
殊，却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这一切都源于叶圣陶先生那亲
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含的期待，使人倍感亲切与
温暖，同时叶老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要想写好作文，首
先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君子不重则不威。”

同时，我也注重了如下方面：首先是“读文学写”本文是通
过描写景物抒发感情，借景抒情是指作者通过对具体景物的



描绘，来表达自己或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借景抒情的关
键在于对所描写的景物要有深刻，独特的感受，情与景要互
相协调，情由景生，这样与景相生相成，这样才能产生独有
的艺术魅力。本文最大的写作特点就是借景抒情，作者两次
写到爬山虎，通过对爬山虎的生动描写来抒发情感。那么，
我们在写作文中如何来借景抒情呢？最好的方法是让学
生“实写实练”比如：我让学生写“秋天的故事”为了使习
作动笔成功，我们可以通过描写秋天的景物来抒发不同的情
感。有个学生这样开头“秋雨拍打着我的脸，一堆堆深灰色
的密云，低低地压着大地……”就这一句突出了人物深沉而
揪心的情感。“九月的天空湛蓝而深远，九月的田野七彩纷
尘，九月的人们匆忙而急促”“迷人的秋色，像一幅五彩斑
斓的画卷，迎着客人惊喜的目光轻轻展开……”同样写秋，
这一句就烘托出人物轻松愉快的心情。读起来情感细腻。总
是，高兴时花儿会笑，伤心时鱼儿伤心落泪，这就是借景抒
发感情。首先，必须情由景生，有感而发，景触心弦，情动
于衷，不言不快，这样才能达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地境界。
然后，必须以情为主，以景为辅，写景目的是为了抒情，笔
在写景，心里却是“字字是情，句句是情。”

学学作者拟题。题目是文章的眼睛，文题好，能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就像本课“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读起来就扣人心，
抓人眼。如果从作者的思想情感去分析文题，为什么本课
以“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为题。因为作者的作文写得亲切自
然，叶老批改作文时“如文见人，如文见心”。所以才请作
者到他家做客，叶老的教导，教会作者怎样做人，怎样作文，
时间已去多年，所以以此为题。

总之，从本课的教学上，我深知语文的深度与广度，“一尺
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小草绿了教案反思篇三

语文学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让学生理解要读的内容，如何



让学生读懂，引导他们进行思索，这非常重要，在语文教学
中我们每天都必须注意。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注意学生的学习
情绪，学生要主动的去学，要有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郑
和远航》这篇课文时，我就让学生通过设疑，造成学习的阶
段目的，使学生有目的地学习。

通过有目的的学习活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能
更自觉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

郑和出生的时间、地点，郑和的家庭情况等学生都搜集到了，
学生通过上网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主
探究的意识、自主探究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从而也提高了语
文课堂学习的效率。

学生在预习时，老师的点拨引导要到位。学生在搜索信息时，
由于网上的信息大，学生要学会速读，要学会筛选，要学会
概括，到把网上搜集到的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有些无关
紧要的东西看都不要看。由于我在学生上网前交代这次时间
紧张，根据平时学生上网的一些不足之处，及时提醒学生一
要知道上哪些网比较快捷，二要提醒学生阅读的速度，三要
提醒学生摘抄主要的或者用自己的话概括。所以学生在短时
间内，获得的资料很多，在学生交流时，学生滔滔不绝，连
我都有些不敢相信，这都是我的学生吗？看样子学生在自主
探究中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小草绿了教案反思篇四

《绿》是朱自清的一篇美文，学生能从中学什么呢？当然是
怎样写绿了。绿，看得见，摸不着，能把绿写出来，真不是
件容易事。但是，朱自清却能写出来，而且在他的文章中不
是一次写到，足见非同一般。

1、2两段，着力描绘的是梅雨潭周围的环境，重点是梅雨瀑。
观察点由远而近，山边——厅边——潭边，视角分俯视、平



视、仰视，朱自清笔下的梅雨潭的绿也呼之而出。这里的问
题是，为什么要先写周围环境？学生经过讨论明确，是烘云
托月，写周围环境和谐映衬，此处的景物才会与周围环境协
调和谐，而不至于孤零零突兀在那儿。我们写景物，应都能
有这样的映衬意识。

第3段，是作者浓墨重笔书写绿的地方。这部分也就似乎作者
如何来描绘绿的。本文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教材编者
提供了详细的旁注，这是语文学习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习惯在阅读教学时请学生“圈
点勾画注”，但这些方法的指导如何依学情而设，如何有效
指导等问题，却未引起重视，因而这个做法多数情况下就是
一个形式。我观察下来的情况是，很多学生并不真正的领会
并自觉运用。做的最“理想”的恐怕是文言文，看学生喜欢
把字词解释和句子翻译密密麻麻地写在字里行间——我读书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的确有帮助理解的作用。

作文。我提示学生，写作时，可以参考朱自清的这篇文章的
写法，也算是“先学先用”吧。事实上，像朱自清的《春》
《绿》都是学生写作的极好参考，毕竟大多数初中生还是在
模仿阶段。对于学生而言，阅读经典美文，从中汲取一些写
作养分，还是可取的。

小草绿了教案反思篇五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一文，写的是著名作家肖复兴回忆少
年时代叶圣陶先生为“我”修改作文，并邀请“我”到他家
做客，从中表现了叶老先生作文一丝不苟、对人平易真诚，
堪称楷模的文品与人品。作者受到叶圣陶先生的关怀教导，
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事。课文借物喻人，感人至深。特别是
文章结尾“在我的眼前，那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更是言
虽尽而意未了。

文章篇幅较长，再加上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经过



反复思考，在这堂课上，我努力调动学生情感，激发学生对
语文学习的兴趣，为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充分调动学生主
动参与自寻新知，我设计了下面各个环节开展教学。

一、抓住教学难点质疑

课题以物喻人，是这篇文章教学的难点，我从课题入手，欣
赏两幅爬山虎的图片和两段美文的阅读相结合的方式，构建
记忆中叶老与肖复兴初见时的代表性事物——爬山虎之美，为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的象征意义做好铺垫。然后利用过渡
语言设疑：“留在作者内心深处的仅仅是那片爬山虎吗？”
以此通过对两件事的研读，领悟叶老的人格魅力就像那片绿
绿的爬山虎一样，永远激励着作者努力进取，永远坚实着作
者文学创作的脚步。至此破题，使学生化难为易地理解了作
者的写作意图，也深化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二、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感情。

教学中让学生充分地朗读课文，在理解的基础上，联系上下
文，进一步理解“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作家的作品就是这样
写的”这个句子，体会叶老的人品、作品，体会从叶老身上
得到的启示和教育，品味并体验作者的感受。

为了解决“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为什么三十年来作者都忘不
了这个问题，我利用过渡语言设疑导入：作者的感受这么深
的`原因是叶老先生仔细、认真地为“我”修改习作，感受叶
老不仅仅是为“我”改了一篇习作，并且使“我”懂得了应
该怎样做人，怎样作文。我采用自学法让学生通过读读划划
来完成这个问题。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小结、归纳出修改
习作的一些方法。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学生评评议议，教
师采用读讲结合的方法，促进学生深入地理解知识，为如何
掌握修改作文的方法扫除障碍。

三、在练习中学会修改



语文学习的资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学这篇课文不仅仅是
学到了如何去阅读如何去体会课文蕴含的情感。我们还学
到(转载于:)了如何去写作文如何去修改作文。这一点可以通
过学习删除号、阅读叶老的评语等几个环节让学生在学文中
潜移默化的学会。教学中我抓住《一张画像》的原文及修改
文、学生自己的习作等，把语文学习从课本延伸到其他相关
文本，拓展语文学习的途径，在开放中丰富教学资源，在实
践中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