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说课稿 小苗与大树的
对话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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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说课稿篇一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中的学习目标第三项是理解课文内容，
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感受读书的乐趣。我在教学中设
计了以下内容：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

2、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谈谈多读书、读好书的体会。

1、向大家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书。

2、向大家推荐一些书目：《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利用课余时间读读。

这一设计使每一教学环节目标明确，各环节之间层次明显。
学生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不仅了解了读书方法，更重要的.是
明白了阅读的重要性使每个学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说课稿篇二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篇“访谈录”，
也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文中的两个人物虽然在
年龄、阅历、学识上有着差距，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却平等和
谐。所以，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季老的和蔼亲切、对



下一代人的殷切希望和关爱。

本课作为访谈录，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文体，在指导学生
朗读时，我注意引导学生体会这一老一小两个书虫说话的语
气，把握住人物对话的基调，要读得自然，不做作才好。这
篇课文，我采用大讨论的方式，放手让学生围绕主题，结合
课文来讨论:“闲书闲吗?”这个问题，课堂气氛活跃，效果
也不错，学生都能结合小苗与季先生的对话，说出自己对于
问题的'看法。不够的地方是对古文积累这一块，对谈话内容
未作出恰当的引导，从学生的表情中，依然可以看出对这个
超难任务有点无奈。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说课稿篇三

1．指导学生认识 3 个生字，能借助字典、联系上下文和生
活实际读懂词句的意思。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分角色朗读课文，把握谈话的主要
内容。

3．引导学生能从对话中得到怎样读书和学习的启示，进一步
开展有关阅读的综合性学习活动。

把握访谈的主要内容，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明晰健康
成长的要求。

1．利用网络了解季羡林及其作品。

2．了解《水浒传》《施公案》《济公传》《古文观止》等文
章。

3．搜集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

1 课时



一、理解课题，激发兴趣

1．结合课题质疑、解疑。（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意图：通过这一环节让学生明白小苗指的是苗苗，大树指的
是季羡林。

2．为什么要把苗苗比作小苗，把季羡林比作大树呢？请大家
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找出答案来的。

3．交流课前对季羡林的了解。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1999 年 8 月 21 日，苗苗同学采访了著名作家季羡林爷
爷。让我们去听听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2．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音（尤其注意多音字），读通句
子。

3．检查自读情况。

4．指名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精读课文，深入探究

1．再读课文，说说苗苗同季爷爷都交流了哪些问题？他们对
读书各自有何见解？

2．学生先自己思考，再与同桌交流。（主要有以下方面：阅
读、偏科、学习外语和积累古诗文。）

3．读了他们的对话，你有什么感受？

他们之间的.交流亲切自然。苗苗：热爱读书的小学生，谦虚



好问，对季爷爷的尊敬、崇拜溢于言表。季爷爷：平易近人，
亲切随和，幽默中善于引导，满含着对下一代的关爱之情。
他们的对话，使我们懂得了多读书、读好书的必要。）

4．本文是一篇访谈录，通篇都是对话，你认为应该怎样朗读？

学生交流。教师点拨：要像说话一样自然，不做作，争取做
到亲切与自然。

5．同桌分角色对话交流，朗读课文。

6．在苗苗与季爷爷交谈的内容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个问题？
请你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学习实际来谈一谈。

学生自己先做准备，再在小组内展开讨论，最后全班交流。

7．重点引导“闲书”的问题：

学生自由交流，如果自己说不出来，还可以谈谈自己搜集的
关于阅读的名言警句。

（3）看来，“闲书”不闲，杜甫曾说过，“汝果欲学诗，功
夫在诗外。”今天，老师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学好语文，先
爱上阅读吧！

四、品味题目，理解深化

1．再读课题，为什么要把苗苗比做小苗，把季羡林比作大树
呢？

（1）与二人名字有关。

（2）寓意苗苗在求学和增长知识的路上刚刚起步，犹如破土
而出的小苗要汲取营养；季爷爷学识渊博，学有建树，恰似
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



2．文章把季爷爷比作根深叶茂的大树，其理由是什么？

（1）季爷爷学识渊博，学有建树，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2）季爷爷平易近人，关心下一代，有着高尚的人格魅力。

3．启发思考：怎样才能从一株小苗长成为一株参天大树？

五、学习访谈技巧，提高实践能力

1．访谈是与人交流，通过阅读这则访谈录，你对访谈技巧有
了一些什么新的认识？

（1）要有礼貌地请教，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2）要倾听对方的表述。

2．结合以上两个方面，再细读课文，加深对访谈的认识和了
解。

六、作业（任选一、两项）

1．搜集名人读书故事或读书名言。

2．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阅读，读书时作摘抄或填写阅读记录
卡。

4．写一个读书推荐卡，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同学。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说课稿篇四

1、能借助词典，认识本课生字，读懂词句的意思。

2、正确、流利、分主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资料，获得怎样读书和学习的启示，懂得就应多
读书、读好书。

【教学重点难点】

把握访谈的主要资料，进一步感受阅读的乐趣，明晰健康成
长的要求。

【课前准备】

媒体资源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习课文，导入新课

下面我们先听听本课的朗读，教师播放媒体资源。

请同学们在听的同时把生字新词及不明白的语句画出来，

教师抽查学生，检查学生对课文生字词的了解。

二精读课文，把握主要资料

1、分主角朗读课文，指名说说课文资料。

2、再读课文，说说苗苗同季老交流了哪些问题？

（阅读、偏科、学习外语和积累古诗文）

3、结合插图，体会文中人物的年龄、身份与情感，并透过朗



读表现出来。

苗苗：热爱读书的小学生，谦虚好问，对季老的崇敬溢于言
表。

季老：平易近人，亲切随和，幽默中善于引导，满含对下一
代的关爱之情。

三全班交流，重点研读

1、全班交流，重点交流“闲书”问题：

（2）同学们能从两个人的交流中体会到阅读的欢乐，帮忙写
作。

（3）教师小结：看来，“闲书”不闲，闲书也能发挥它的优
势，帮忙大家写好文章。

这天老师要说的是，如果你想学好语文，那么请先爱上阅读
吧！

四积累运用，培养潜力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划下来，多读几遍。

（2）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谈谈多读书，读好书的体会。

五布置作业

介绍自己喜欢读的课外书，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目。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说课稿篇五

【导语】本站的会员“梁祝与化蝶”为你整理了“小苗与大



树的对话教学反思”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如何在语文教
学中全面发展学生呢？在教完《小苗与大树的对话》后，我
对此有了很多思考：首先，在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科学
的人生观、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等，提高学生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其次，在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语
文素养塑造学生的心灵，因为没有思想就没有语言，没有正
确的观念为指导，就表达不出思想感情真实、健康的好文章。

叶圣陶先生说：“作文之形式为文字，其内容突不出思想情
感两端，以言思想，则积理必富而为文始清，若但读物得宜，
便会仿其词句，握管撰作，则收效犹薄。”教学的源头活水
就是塑造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的兴趣，把写作作为学生的
需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
如乐之者”。陶行知先生亦认为：“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
全副精神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

学生一旦与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就会主动钻研，乐此不疲，
渐入佳境。教学中要注意低起点，多鼓励，命题切合学生实
际，写作形式多种多样，力争将写作变为学生的需要。引导
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写作“会使自己的头脑更清醒，更无知，
更坚强，更轻松，会使自己和别人相处得更和谐”。

写作一旦成为一种需要，常常能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小学生阅历浅，生活范围窄，家庭学
校“两点一线”，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和素材的积累，作文
时常常搜肠刮肚，无病呻吟，甚至空想，胡编滥造。本人认
为，应该把学生从课堂上解脱出来，让他们在火热的社会生
活中去寻找素材，激发灵感，学会写。再其次，在语文教学
中，进行审美素质教育要教会学生去发现美。

要以语文课为基础，引导学生去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美。文学
作品具有以情动人、以形象感人的特点。它包含着自然与生



活，同时融进了作家情感的再创造因素，所以文学作品是自
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的高度统一体。通过语文课，唤起学
生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人性美的渴望。

要引导学生去认识美。中学生对于美的追求特别强烈。对于
他们爱美，追求美的愿望，应该给予肯定。由于他们的世界
观、人生观还未定型，对于美丑的分辨能力还不太强，他们
认为追求时髦、穿奇装异服，是一种时尚美，对美有自己偏
见。所以语文教育要引导学生去提高认识美、欣赏美的能力，
即识别美丑的能力。

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分析中外名著中典型人物形象，比较他
们不同的审美意义。要激励学生去创造美。现代社会日新月
异，发展迅速，与人类爱美的天性分不开。因此，我们要激
励学生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表达美，即创造美。我们要告诉
学生“美就是生活”，让学生从日常生活中，从身边的小事
中寻找美、感受美、欣赏美，并在提高这些方面能力同
时，“趁热打铁”，触发学生表达美的冲动和创造美的激情。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反思

小苗与大树对话教学设计

小苗与大树对话教学心得体会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教学设计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