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小草与大树教案反思 小草和大
树教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班小草与大树教案反思篇一

在学校组织的一人一课的活动中，我选择了《小草和大树》
这篇课文。这篇课文主要讲夏洛蒂勃朗特三姐妹生活贫困却
不放弃写作，在满怀希望得到大诗人的指点时却遭到冷嘲热
讽，出版诗集只卖出两本的重重打击下，依然不放弃，而是
理智地思考，从诗歌转向写小说，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脱
颖而出的故事，赞美了三姐妹不屈不饶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
讲完后，我总觉得有很多想法值得写下来，以便更好地做好
教学工作。

反思之一：研读文本是上好课的前提。课前我认真反复地读
课文，教参，理解文章的内容，并上网查阅有关文本的分析，
直至自认为对文本的重点、难点都理解了。

反思之二：研究本班学生的特点。因为是刚接的新班，对学
生的了解我差不多从第一堂课开始就留心。哪些学生学习基
础较好，哪些学生理解能力强，哪些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强以
及哪些学生存在什么问题，我都一一记在心中，并根据学生
的特点，在课堂上正确引导。

反思之三：虽然对文本已经认真研读，但后来在教学中还是
发现了漏洞。如：“小草”和“大树”在文章中出现了三次，
一次是课题，第二是骚塞给夏洛蒂的回信中提到，第三次是
结尾部分，备课时我认为“小草”就是指“成功之前的夏洛



蒂三姐妹”，而“大树”就是指“成功之后的夏洛蒂三姐
妹”，但是，在教学中我联系上下文发现，其实三次所指并
不相同。骚塞的信中所言是指“女人”和“男人”，只在第
三处才是喻指三姐妹。

反思之四：老师的语言要精炼，教学要富有激情。老师在教
学中犹如演员，角色的把握非常重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
状态，用恰当的语言引导学生学习、思考，并做到随机应变，
是一名好老师必备的教学品质。

小班小草与大树教案反思篇二

因为文章是一篇写人的文章，所以重点应该是透过语言文字
把人物的形象在孩子们头脑中变得丰满起来。这就需要不断
地品读语言了。首先让学生朗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说说主
人公遭遇了怎样的家庭不幸。面对这些不幸，主人公是怎样
艰难谋生的呢？用笔把表现主人公艰难谋生的词句画下来，
多读几遍，交流感受，体会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物性格。抓住
“洗衣、烧饭、缝缝补补、拾柴、捡破烂、替富有人家带孩
子”等词句体会主人公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形象，感受主人
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人物性格；抓住生活“再艰苦再劳
累，都不肯放弃学习，上不起学，就和弟妹们在家里跟父亲
读书”等细节体会主人公热爱学习、要强好胜的性格。抓
住“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尝试，都希望用笔敲开幸运之门”
等细节，体会主人公不甘命运驱使、富有理想的性格。然后
引导朗读第三、四自然段，交流感受。重点阅读第三自然段，
体会夏洛蒂向骚塞请教前后不同的心情。指导有感情朗读这
两个自然段，体会吓洛蒂的坚强性格，再让学生思考：面对
这些沉重的打击，夏洛蒂服输了吗？你从哪里看出来？结
合“孜孜不倦、敲开文学圣殿的大门”的'有关情节，理解感
悟主人公为改变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勤奋和坚强毅力。

夏洛蒂有没有通过写小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敲开幸运之门呢？
她是如何敲开的？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感受主人公经过不



懈努力最终取得成功的喜悦。通过这些环节的品读，夏洛蒂
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学生对文章内容和主人公的独特品质
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小班小草与大树教案反思篇三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童心和好
奇心的。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访“山
中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如
画的童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山中访友》
这篇文章景物优美、写法独特、感情真挚、语言精彩，对初
一学生来说应该是一篇能打动他们的文章，在讲课过程中应
着重调动起他们对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优美的语言的体验和
感悟，让他们进入作者用文字营造的优美的自然世界中。本
文讲课中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对景物的描写过于繁多和零散，
如果逐一分析，难免会显得零乱，而且逐一讲解的.后果是课
文给学生的感觉会支离破碎。如何使学生既能细致地体味课
文，又保持着课文的整体感、一气呵成的美，这是教材处理
中的一个难点。

在教材处理中尽量注意给学生空间和时间去与文本进行充分
的接触，在与文本的直接接触中产生个性化的阅读感受，进
行交流。注重对文本的体会和感悟。

小班小草与大树教案反思篇四

本次教学设计，我围绕着学生在预习时提出的问题：“‘小
草’指的是谁？‘大树’指的是谁”？进行了教学。因为文
章中的“小草和大树”出现了3次，一次是在课题，一次在骚
塞的回信中，一次是在文末。所以，我先出示了“骚塞的回
信”让学生通过朗读，了解骚塞回信的冷酷其实就是社会对
于女性的偏见：文学是妇女不能从事的事业，即使从事了也
不可能取得成功。那么，“小草和大树”分别指的是谁呢？
学生说：“小草”是夏洛蒂，“大树”指的是“骚塞”。我



出示句子“硬是用汗水和心血把‘小草’浇灌成‘大树’”
这句话怎么理解？学生：“夏洛蒂姐妹打破了妇女不可能从
事文学事业的传统观念和陈腐偏见，取得了巨大成功”。成
功前的夏洛蒂是“小草”，成功后的夏洛蒂是“大树”。于
是，我满意地结束了课程。但后来，我又到凤凰语文网查了
一下，结果发现，文章中的“小草和大树”出现的3次，含义
各不相同。回信中的“小草”指的妇女能从事的事业，“大
树”指的妇女不能从事的事业，小草不能变成大树，小草就
是小草，大树就是大树，言下之意，文学是妇女不能从事的
事业，即使从事了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言语中充斥着对妇女
的蔑视。

文末的“小草”指的传统观念中妇女不能从事文学事
业，“大树”则是指的夏洛蒂姐妹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巨大成
功和影响，小草浇灌成大树，即指，夏洛蒂姐妹打破了妇女
不可能从事文学事业的传统观念和陈腐偏见，取得了巨大成
功。

纵观全文，题目除了以上两个意思，还将成功前的夏洛蒂比
喻成小草，在接踵而至的艰辛和磨难中，以顽强的生命力，
茁壮成长，将成功后的夏洛蒂比喻成大树，突出她的成就非
凡。在自然界中，小草虽然不能变成大树，但在文学界里，
夏洛蒂姐妹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教学结束后的今天，反思自己的教学，深深地感到：“备课
应该用良心来备，可不能误了孩子。”

小班小草与大树教案反思篇五

《小草和大树》这篇课文，从课题表面来看，写的是自然界
中常见的两种事物。初读课文后，便了解到课文写的是夏洛
蒂?勃朗特三姐妹的成材故事!小草和大树在文中有着深刻的
含义，学生只有对文中的小草和大树的含义有了一定的理解
之后，才能轻松的理解文章的深刻主题。那么，如何引导学



生理解词义以及学习课文呢?鉴于此，我作了如下尝试：

对于这样的问题，学生很容易就概括出：小草象征着低微不
起眼的人，大树则象征着高贵显赫的人。

反思：本课以自然界中常见的两种事物作为课题，比较接近
学生生活，所以，我先让学生就课题畅谈自然界中这两种事
物的特征。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是相通的，这样设计，便
于学生产生兴趣，并且为下文学习铺垫。随后，我再质疑，
让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感知小草和大树分别代表着什么样不同
身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