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那树说课稿(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那树说课稿篇一

《那树》这篇文章，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描写为
我们讲述了那树的生命历程，用形象打动人心，尤其是那
树“绿着生，绿着死”的形象更是给大家震撼。因此，在学
习这篇文章时，以激情的导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与作品
融为一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更好把握那树形象，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力求使学生在语文学习、认识自然方面都
有收获。

首先设置情境，创设氛围。

课前播放歌曲《好大一棵树》，用优美的歌声，创设浓浓的
氛围，以歌曲中对那树的赞颂抛砖引玉，达到未成曲调先有
情的效果，有效调动学生的情感，然后顺势导入。

进入第一个环节，默读课文，开阔文章内容，感悟那树形象。
由于本课篇幅较长，我采用了默读。对于本课字词，我采用
了提问检查的形式。一可以节省时间，让学生更多的阅读。
二是我不想因提问字词使创设的氛围消失。问题设置以一问
概括全篇内容，以主问题带出次问题，问题看似简单，实则
不然，要想回答好，学生必须在整体感知、提炼、归纳后才
能生成答案。从而，锻炼了学生分析、概括、表达能力。

第二个环节品读课文，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个环节以读



促讲，朗读是不讲之讲，是熏陶。朗读文本时，语气的轻重
缓急，声音的抑扬顿挫，无不传递着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感
悟与态度。通过朗读增进了对文章的理解，对文章的深入理
解又推动了朗读。先让学生从文中找出具体语句，品析重点
词语，体会作者的这种情感，并通过自己的声音传达出作者
的情感，然后交流，交流时加强对朗读方法指导。

第三个环节理解主旨。在学生准确感悟那树的形象，充分理
解作者思想感情上，我及时引导学生探究本文主旨，水到渠
成。

第四个环节，让学生各抒己见，我口说我心。这个环节引发
了学生的思考，答案涉及课文又超越课文，让学生通过自己
的思考将人类与自然、文明进步与诗意生活，对生命的认知
与感受以简练而恰当的文字展现，使思维得以深化，能力得
以提升。

板书清楚明了地显示了课文主要内容，使学生对本节课的学
习有了系统、完整的印象。那树对人类无私奉献与惨遭人类
杀戮形成鲜明对比，对比中引发学生深深思考。

这节课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让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
的主人。教师充当的是学生学习上的同行者、陪伴者。老师
讲得少，学生读得多，，想得多，说得多。通过多媒体课件
的展示、老师适当的点拨、环节的合理设计，学生不仅学到
了知识，还提升了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美的体验和情
感的熏陶。

本节课，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学生的思维还不能完全放开，
答题角度有些单一，虽然一再启发，但效果不够理想。由于
课堂更多的是生成，有些学生回答不到位或回答没有涉及到
的地方，老师点的稍多一点。在延伸阅读环节中，学生在谈
完了与那树遭受悲惨命运类似的生活现象后，教师如果利用
多媒体再举例，创设直观的强烈的情境，给学生以冲击力，



教学效果会更好。

以后，我会向着高效的语文课堂奋进，使学生每节课、每个
人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获。

那树说课稿篇二

本节课着重训练学生“理解重要词句在文中的含义和表达作
用”“赏析文学作品的语言”以及“筛选并整合文中重要的
信息和材料”的能力，课上学生思维积极，注意力比较集中，
基本上完成了教学目标。

“佝偻”是早期“那树”留给人们的容貌；

“引颈受戮”是近期“那树”悲惨命运的写照；

“周道如砥”是现时“那树”的灰飞烟灭；

选择这三个关键词由理解它们的语境义入手，生发出一系列
的问题，逐步完善那树的形象，课堂结构清晰，流畅。

不足的是对“周道如砥”这个词的理解稍显浮浅，这也影响
了对文章主题的挖掘。

文章的主题似乎仅仅停留在要保护环境这一层面上了，对都
市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矛盾缺乏深层次的思考。
作家王鼎均说：“对付文明造成的灾害，是用进一步的文明，
不是否定文明！”这一点应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个词基本上都是由理解语境义入手进而
生发出一系列问题，显得程式化，可以尝试着二三两个词让
学生自己提问，筛选有价值的问题，自问自答自评，这样更
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读
书习惯：学贵多思，学贵多问。



那树说课稿篇三

《那树》的教学重点是训练学生“理解重要词句在文中的含
义和表达作用”“ 赏析文学作品的语言”以及“筛选并整合
文中重要的信息和材料”的能力，课上学生思维积极，注意
力比较集中，基本上完成了教学目标。用三个关键词语贯穿
全文成为本节课的一个亮点，三个词语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
关联的，它们暗示了“那树”早期、近期和现实的命
运，“佝偻”是早期“那树”留给人们的容貌，“引颈受
戮”是近期“那树”悲惨命运的写照，“周道如砥”是现
时“那树 ”的灰飞烟灭，选择这三个关键词由理解它们的语
境义入手，生发出一系列的问题，逐步完善那树的形象，课
堂结构清晰，流畅。本文的主题是重点引导学生对都市文明
的发展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矛盾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在理
解“周道如砥”这个词时可以在第三个问题前这样增设这样
两个问题：人类追求“周道如砥”有没有错？为了达到“周
道如砥”的目的杀死了“那树”值不值得？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三个词基本上都是由理解语境义入手进而生发出一系列问
题，显得程式化，可以尝试着二三两个词让学生自己提问，
筛选有价值的问题，自问自答自评，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学贵多
思，学贵多问。

但仔细想想，本课的教学还是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

例如：

一、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自由读好文本。 读好文本是对话
的基础。通读文本，并读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阅读才是自
由的阅读，有效的阅读。而本节课上，为了节约时间，我只
给了学生四分钟的默读时间，在这四分钟里，学生要读完一
篇两千多字的文章，还要勾画和批注，外加思考，这怎么让
他们去感知大树的形象呢？难怪学生发言不够踊跃了，而在
后来追加的课堂中，学生还是能够说出来的呀。同样在“品



读体会”环节中，也是为了节约时间，我范读过文章之后，
就直接进入到交流听读体会环节，这也直接导致了学生发言
的时候，只有感受，但却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一感受是我通
过诵读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感受，此时若能
给一些时间让他们自己品读，自己思考，我想想他们一定也
能分析出来。

二、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素质教育从根本意义
上来讲，是要优化教育教学过程，而且要把优化教育教学过
程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核心。 新课程也明确了“学生是
语文学习的主人”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确立
了学生在语文课程中的主体地位。虽然我早已认同了这种观
点，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未能很好地去贯彻落实它。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总是想着要呈现一个完整的课堂教学，
因而每一个教学环节都有意识地去控制时间。并没有给学生
充分的时间去发现，也没有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发言，更没有
给他们充分的信任，而是急急地把答案就给他们了。我没有
意识到教材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课堂教学是要通过这个例子
教给学生一些方法，培养他们的一些习惯；课堂教学中，重
要的不是老师教了什么，而是老师要带领学生经历阅读的过
程，然后看学生在学习这个例子的过程中获得了多少。我想
在本节课中，我有些本末倒置了，我成了主角，而学生成了
被动的接受者。

总而言之，设计很美，可实施起来比较难，会出现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我们的教学之路就是努力把用心的设计尽可能付
诸实施，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课堂的效果会更趋向完美。

那树说课稿篇四

通过充分的备课和制作精美的课件，我信心十足的展示了
《那树》的教学过程，讲过课之后，和同事们共同讨论，这
时我才发现，在这节课的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有些是
我从来都没有考虑到的。



有的同事说导语有些短，没有调动学生的情感，不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紧跟着的字词检查更使学生的注意力松弛；学
习目标在大屏幕上展示的时间过短，学生不能认真朗读和思
考，有些流于形式，尤其是第二个目标，２、过程与方法：

（1）多种教学法相结合，以读为主，在读的基础上突破悟这
一难关。通过朗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及意蕴。

（2）倡导合作探究，激发学生乐于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倡导快乐学习，尊重阅读个性。达到知识互补和提高，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本次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课上
仅仅进行了范读、速读、指名朗读、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读，
在学生自主、个性阅读这个方面受时间限制发挥得不够。

对于学生回答的有些答案我没有给予明确的肯定或否定，例如
“倒霉的一棵树”这不符合答题的要求，这只是提到树的命
运而非品质，我应该给出明确的回答；蚂蚁和树告别时的对
话，作为蚂蚁一方的同学根本没有同情的感觉，而是定格在
表演，说明学生没有做到人文对话，本节课的教学没有达到
感动学生内心世界的效果。

“你是交通专家你会如何做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学
生只是流于形式，没有一个深入的探讨。

根据同事们提出的意见，我做的修改有：1、学生朗读时，我
加强了朗读指导。（缓慢、沉重的语气及重音）2、加强学生
的小组合作学习，强化个性阅读，给够学生表达的时间。3、
把语文教学进行延伸，课后作业改在课上来完成，并要求学
生联系周边的生活环境来谈感受，提对策，以更深入地理解
课文主旨，同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渗透。

学无止境，教无定法。每上完一堂课，回头反思，总会发现
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每次反思，都会有一些收获。



那树说课稿篇五

通过充分的备课，我展示了《那树》的教学过程，讲过课之
后，和同事们共同讨论，这时我才发现，在这节课的教学中
还存在着很多不足。

１、课堂活动形态和活动内容的不协调。

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你是交通专家，你会如何处理
那棵树？小组讨论，写下来，请发言人来发言”。这个环节
设计的本意在于：学生在对文章主旨有了感性的认识后，加
入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进而做到自我的发现。然而，小
组讨论的形式，主要是学生通过互相合作，使问题的解决更
全面，更深入的过程。而此时，学生对老树被杀一事，已经
有了很感性的自己的理解，其实“面对人类你想说什么”这
个问题应该是指向个人的，这是一个学生个人对文本阐发的
过程。事实证明，学生后来的书写也多表达了个人的意见。

２、学生发现以后教师的点评不到位。

在发现的课堂上，课堂时间应该还给学生，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教师的时间少了，是否意味着教师的主要任务在备课，
在怎样把课堂连缀起来？或者，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就轻描
淡写了呢？当然不是。我以为，课堂上教师的时间少了，就
意味着教师的语言要更简练更精细了。学生发现之后教师的
点评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然而在这堂课上，教师的点评基本
是归纳和复述式的。学生的发现是精彩的，教师的点评却软
弱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进一步发现。事后，
我想，教师的点评是否可以从这几方面着手发展：延伸式的
点评；问题式的点评；归纳式的点评；指摘式的点评。当然，
从此次的问题中我知道，教师点评的功力该在平时苦练。

在这堂课上，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学生发现的时间不
够；比如：有的地方有教师赶着学生发现的，或教师代替学



生发现的。

语文学科提高兴趣，每节课、每个人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
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