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牧场之国教学反思与不足(实用6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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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与不足篇一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能力目标：感悟文章语言的生动性，积累语言。

情感目标：体会作者对荷兰的喜爱之情，激发大家对美好大
自然的向往之情。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了解荷兰牧场的特点，感悟文章语言的
生动，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

教学难点：让学生明白课文为什么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
荷兰。”

教具准备：搜集荷兰的有关资料。教学时间：1课时(第二课
时)

教学活动流程：

一、激情导入(2分钟)



(出示课件)师：有一个美丽的国度，在蓝天白云之下，在茫
茫绿野之间，在纵横交错的运河之中，一架架风车在慢慢转
动，红的、黄的、各色的郁金香竞相开放你们知道这个地方
是哪吗?(荷兰)说说你对荷兰的了解。(水之国、花之国、风
车之国……)其实，它还被称之为牧场之国，这节课我们就一
起走进牧场之国吧!(板书牧场之国)

二、出示学习目标(1分钟)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感悟文章语言的生动性，积累语言。

3、体会作者对荷兰的喜爱之情，激发大家对美好大自然的向
往之情。

过渡：为了顺利完成本课的学习目标，请同学们看学习指导。

三、出示学习指导(一)(自学)(1分钟)

1、自读课文，说说“牧场之国”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有朗读课文，同时用笔划出你喜欢的句
子，想想为什么喜欢?

四、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巡视指导(5――8分钟)

五、检查自学情况(10分钟)

1、自读课文，说说“牧场之国”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美、辽阔、碧绿草原、黑白花牛、成群骏马，膘肥体壮、绵
羊猪群，悠然自得、晚霞满天、牛羊歇息)(板书：牛专注、
马肥壮、羊悠然、猪呼噜、人挤奶)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同时用笔划出你喜
欢的句子，想想为什么喜欢?

(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又是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
――静态描写

牛犊的模样像贵妇人，仪态端庄。――拟人

极目远眺，四周全是丝绒般的碧绿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
牛。――比喻

……)

六、出示学习指导(二)(小组合作学习)(1分钟)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与不足篇二

《牧场之国》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散文诗。在教学这篇课文时，
我采取以学生自读自悟为主的方式，让学生充分感受牧场之
国荷兰的特点。

首先我以谈话导入，接着让学生介绍收集到有关荷兰的资料，
使学生对美丽的荷兰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
内在需求，然后揭示课题。在检查完学生的预习情况后，整
体感知课文内容，说说荷兰给你留下的整体印象是什么？用
简短的词语概括出来，并板书到黑板上，学生的热情被调动
起来，踊跃发言。不一会儿，课文的主要内容就概括出来了，
荷兰的美景展现在学生眼前，激发了他们自主阅读的兴趣。

接下来进入质疑解疑环节。引导学生紧紧围绕“这才是真正
的荷兰”入手，让学生理解牧场是所有动物的自由王国，它
们才是这个王国真正的主人以及在荷兰动物与环境与人和谐
的统一。



一路走下来，课堂很顺畅，条理很清晰，层次也很分明。在
教学过程中把握了文章重点，体现朗读的训练，让学生在读
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
到情感熏陶。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对这课的朗读的引
导做得不到位。教师对学生朗读的指导，怎么指导？这一直
以来是困扰我心头的一个难题。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与不足篇三

《牧场之国》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有水之国、花之国、
牧场之国美誉的荷兰的田园风光，课文有如一首意境优美的
散文诗，侧重描写了作为牧场之国的荷兰那种宁静悠闲的情
趣和意境，让人徜徉在这种意境中，留连忘返。

这节课我采用了高效课堂五步三查的教学模式，把课堂还给
了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略去老师的讲解，注
重学生的感悟。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利用导学案引导学生
学习，省去了很多老师的讲解。

在导学案中，以“真正的荷兰到底是怎样的？”这个主问题
来展开教学，并根据课文的总分结构，几次感悟“这就是真
正的荷兰！”这一中心句，省略了很多细碎的小问题，使学
生能够准确把握问题，让他们充分自读自悟。通过学生课前
预习，独学、群学、展示等让学生能充分的接触文本，感悟
文本。学生在学完课文之后，文中优美的语言也在孩子们的
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整个过程设计围绕着“通过自读自悟，交流展示，我能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并了解真正的荷兰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
目标展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学生自由阅读概括段意
的训练。有学生对课文内容理解展示的过程。也有学生课文
资料搜集的汇报。通过这些环节的展开，不仅让老师了解了
学生的阅读能力情况，而且教给了学生如何阅读文章的方法。
不只是授之以鱼，更是授之以渔。学生不仅欣赏到了荷兰美



丽的风景，感受了作者优美文笔，更掌握了如何去读懂这份
美丽的方法，以及如何表达眼中所见的美景的一些方法。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与不足篇四

第1次生读感悟之后，教师就启发学生展开联想，不只一次地
问学生：“读着这些文字，你仿佛看见了怎样的画面？”再
引导学生找段落中的关键词概括每幅画的内容，让学生在提
炼和修改小标题的过程中提高概括能力。

这堂课的最大亮点，在于对文中四个段落（或四幅画面）的
解读与教学上层层递进，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在教学第一幅
（牛群专注吃草的）画面时，我的着力点在引导学生对难懂
字词的理解以及修辞手法的运用。在教学其他三幅画面时，
我开始放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感受自由选择并感受最深刻
的画面。放手让孩子们自由解读文本，采取作批注的方式训
练学生对文字的感受、联想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在小学各年级的阅读教学中，我们都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要
让学生充分的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
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本节课通过抓住文章中出现四次的赞
美“这就是真正的荷兰”来作为文章的线索，通过引读，师
生合作读等方式带领学生去感受荷兰牧场的宁静、祥和之美。
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学生领悟到了文本中的基本表达方法，
为下一个小练笔环节奠定了基础。

在最后一个环节，我设计的是课堂练笔——写学生最熟悉的
仰天湖的景色。我的本意是想在课堂上让孩子们进行读写结
合的练习，以此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可是我们从时间
的反馈上可以看出，这个环节不能在课堂上进行呈现，有点
遗憾。但是，学生能作为课后作业，将这一环节进行再续，
如果在下一堂课时，能真正落实这个环节，同样能达到提升
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目的。



在这堂课中，利用了背景音乐，让学生在音乐和丰富的联想
中，真正感悟到了荷兰牧场的美。在批注阅读环节，利用投
屏功能，及时引导学生利用批注阅读法，提高学生对文字的
感受、联想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整体感知课文后，用游
戏pk的形式，让学生回顾荷兰牧场给学生留下的整体印象。
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学习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乐了。在
最后，小练笔环节采用视频的形式，通过视觉感官，让学生
看到了仰天湖景色的动态与静态之美，为学生的写作埋下了
伏笔。

这堂课很精彩，但还是有我们值得讨论的地方：如在教学过
程中互动开放还不够，启发得不够灵活，学生没放开，给学
生读书的时间还不够。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与不足篇五

1、认识本课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异国的田园风光。

3、揣摩课文中优美的语言，并摘抄下来。

导题

荷兰以郁金香、风车、牧场和运河而闻名天下。同学们，你
们了解荷兰吗？（2—3名同学交流有关荷兰的图片或资料）

的确，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让我们随作
者一同走进这优美、恬静的地方吧！

读文

1、边看插图，边读导读。



交流

1、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3、指名板书。

品味

1、带着你个人的感受读一读你喜欢的部分。

2、试着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积累

抄写你最喜欢的词句，并试着背一背。

运用

1、认读本课生字新词。

2、用“是……也是……”“仿佛”“悠然自得”写一句话。

3、找一篇优美的文章读给爸爸、妈妈听。

23古诗词三首（乡村四月，四时田园杂兴，渔歌子）

1、认识7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这三首古诗词，能默写
前两首古诗。

3、通过诵读、解读、悟读课文，了解内容，体会课文描述的
景物和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对祖国诗词的热爱之



情。

乡村四月四时田园杂兴

由题入手，弄清题意

1、板书课题。

2、自由读题，说说题意。“乡村四月”是指江南农村初夏的
时节。

3、出示插图，观察感受。

4、简介诗人及背景。

翁卷，南京诗人，一生未做官，描写了许多田园生活的诗篇。

反复诵读，弄懂诗意

1、教师范读，学生整体感知诵读的节奏和诗的画面。

2、学生自由练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握节奏，注
意“蚕”“桑”都是平舌音。

3、指名朗读，相互学习，相互欣赏。

4、组内轮读，试着利用工具书或文中注释弄清句意。

5、全班交流，讲讲诗意。

品评朗读，感悟诗情

1、自由诵读，边读边想象诗歌描绘的画面。

2、逐句品评，交流感受。



第一句主要写了江南水乡初夏时的景色。第二句主要写了劳
动人民紧张繁忙的劳作，也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
情赞美。“少”“才”“又”突出了劳作的繁忙。

3、想象画面，有感情地朗读。

背诵，积累语言

自学《四时田园杂兴》

1、按照学习《乡村四月》的方法自学，画出自己不明白的地
方。

2、小组内交流，教师指导点拨。

3、全班交流自学成果。

4、背诵。

1、理解《渔歌子》的词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背诵并默写这首词。

3、想象“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句话的'画
面，并描述出来。

学习词的内容，想象词中描写的情景。

结合词句展开想象，并能描述出来。

教学时间：一课时

课前准备：背诵课文查阅资料了解有关词的知识。

一、导入：



欣赏唐宋名家名词。

读生字：塞箬蓑

二、自读《渔歌子》理解词意

自读全词，整体感知。

读《渔歌子》有什么感觉？这首词写了哪些景物？

自读词，提出疑问。

四、细读《渔歌子》理解词意

1、《渔歌子》的作者是谁？哪个朝代的人？

2、自学、对照注解或字典理解字词的意思。

读生字：塞箬蓑

斜风：微风归：回家、回去

3、理解全首词的意思。

在美丽的西塞山前，几只白鹭飞上天空。河边粉红色的桃花
正在盛开，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有肥美的鳜鱼在游动。在风景
如画的河边，诗人头戴青箬笠；身穿绿蓑衣，沐浴着斜风细
雨，久久不愿离去。

五、总结升华

请同学们自愿理解词意。

全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大自然）

3、有感情地朗读《词两首》。

板书设计：

白鹭飞斜风细雨

渔歌子桃花流水热爱大自然

鳜鱼肥不须归

牧场之国教学反思与不足篇六

《牧场之国》是一张画。课文所描写的是被称为水之国、花
之国、牧场之国的荷兰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的情趣和意境，
我也被打动了。教学这篇文章，我想让同学们感受作者热爱
大自然的情怀。

首先我用大量优美图片导入，使学生对美丽的荷兰有了一个
整体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需求，然后揭示课题。利
用小组合作第五模块检查完学生的预习情况后，整体感知课
文内容，利用思维导图的解释来说说这篇文章的大致写作思
路和方法。紧接着步入模块二：我的感悟。设计两个完整的
问题：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2.选择课文片段朗读，在全班分享。学生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踊跃发言。荷兰的美景尽现在学生眼前，激发了他们自主阅
读的兴趣。这里体现朗读的训练，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
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接下来进入模块三：我的批注与发现。



质疑合作回答：1.荷兰的田园景色是怎样的？

2.文中哪些地方能说明牧场是动物们自由的王国？

3.为什么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这样小组的讨论在集
体的力量中展现出来。问题也在全班范围内得到解决。

不过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的引导作用还不够明显，没有体
现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模块四小练笔也没有真正进行下去。
应该紧扣田园选画面，渗透一些写法的指导，不能只停留在
理解感悟的基础上，应紧紧围绕“这才是真正的荷兰”入手，
让学生理解牧场是所有动物的自由王国。最后归结到“这就
是真正的荷兰”。遗憾是有的，所以提醒我要在教学中不要
忘记教学目标和实际情况的把我，一定要和自己的学生相结
合起来，临机应变，使课堂变得更加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