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桂花雨教学设计分课时 部编版五
年级桂花雨教学设计(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五年级桂花雨教学设计分课时篇一

《桂花雨》为一篇略读课文，字词不作为教学重点，本节课
在本单元思乡的大主题下，在对作者感情的体会上，学生能
够很轻易的理解。那么教学的重点就在于引导学生理解作者
是如何来表达思想之情的。

不得不承认，设想永远是设想，实际教学和原来的设想会有
差距的。我本来准备在教学桂花雨的时候，把八个句子的描
写方法都简单说一说，重点分析两三个，在世界教学中，由
于时间限制，没能做到，只是简单的分析三四个句子。在教
学摇花乐部分时，我打算把摇花时的动作语言简单分析，再
让学生走入情境去感受，想象自己会怎么做怎么说。但是在
课堂中，我忽略了学生的，没有让学生说一说，去深入感受
那种快乐。最后，整节课由于对事件整体把握不准，教学进
程过快，造成了最后十分钟的留白，只能让学来临场发挥了。
这充分显示我作为教学新手，课堂应对能力不足。

这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注意，在备课时要做好充分准备，一切
皆可发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性。

五年级桂花雨教学设计分课时篇二

朗读是语文学习中的最基本的一种阅读方式，是理解课文的
有效方法。



可怎样激发学生朗读的激情?在教学《桂花雨》一课时，我用
激情导读的方式激起学生内心的共鸣，获得深切的体验，取
得较好的效果。我先让学生读文寻找：书上哪一句话写
了“我”盼望摇桂花的迫切心情，请画下来。学生画完后我
指名让学生读出句子，然后问：你从哪个词体会到作者非常
想摇桂花呢?学生很快找到“缠”字，但我没有象往常一样追
问孩子为什么，而是接着陈述：是啊，我摇桂花的心情是多
么急切啊，可妈妈却说(引学生读妈妈的话)：“还早呢，没
开足，摇不下来的。”

当学生读完妈妈的话后我说：“妈妈说早，没开足，不能摇，
可我小孩子哪管这些，我就是想摇啊，非常想，于是我成了
妈妈的小尾巴整天粘着她，妈妈在洗菜，我说(学生马上心领
神会读‘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妈妈去晾衣服(学生
读‘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妈妈在扫地(学生读‘妈，怎
么还不摇桂花嘛!’)妈妈去……”

就这样我一遍遍地创设情境，学生也跟着一遍遍地朗读，很
自然地把作者迫切摇桂花的心情读了出来，课堂的气氛也达
到了高潮。我通过创设情境为学生搭建了与文本与作者对话
的平台，在一遍遍朗读中走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因此接下
来学习“摇花乐”学生很快进入角色。

五年级桂花雨教学设计分课时篇三

1．多种方式练读课文，在理解的基础上，用恰当的朗读表达
自己的感受。

2．品读重点句段，发挥想象，读懂课文描述的画面、场景，
体会作者蕴含其中的思乡思亲等的情感。

3．联系全文和生活实际，理解文中难懂的句子、诗歌。

4．理解作家以“乐”写“思”的表达精妙。



1．板书课题。

引导学生直奔文本中心句段，指名朗读并出示：桂花纷纷落
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
的雨呀！”

自由练读，边读边想象当时的画面。

3．师：现在你能说说这“雨”是怎么回事了吗？

教师引导学生抓住“纷纷”“满头满身”等处品读体会摇下
的桂花就像下雨一样。

4．指导朗读，读出桂花雨的特别之处。

1．教师质疑：这雨是怎么“下”起来的呢？你知道吗？

引导学生理解桂花是“摇”落下来的，补充出示：这下我可
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树使劲地摇。

2．引导学生自主质疑：读到这里，你有什么疑问吗？

预设：桂花为什么要“摇”下来呢？

3．过渡：是的，通常花儿在开花时节格外需要人们去呵护，
为什么桂花却要把它摇落下来呢？——请读一读第二自然段，
看看你读懂了什么。

学生自读，探究其中原因。

4．组织交流，引导学生从“摇下来的桂花完整、新鲜”
和“自然谢落或被风雨吹打下来的香味差”两方面回答，并
要求学生把两方面原因说完整。

师：谁来用朗读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指名朗读相关内容，



用书声音解决疑问。

1．过渡：看来，成熟了的桂花就应当“摇”，那就让我们一
起去摇一摇吧！

集体朗读：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
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
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2．师：字里行间，你感受到了什么？

引导学生抓住“帮着……帮着……”“抱”“使劲”“喊”
等字词体会“我”在摇桂花时的兴奋、快乐。

指导朗读，读出“我”的兴奋、快乐之情。

3．教师质疑：为什么“摇桂花”能给作者的童年岁月带来这
样无比的快乐呢？再读第三、四自然段，潜心思考，品味文
字。

组织交流，结合学生回答，重点引导学生从三个层面理解：

l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乐事”

（1）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引导：看来“摇桂花”是我期盼已
久的事了。你注意到了哪些字眼？引导学生抓住“缠”字。

（2）教师启发：想象一下，“我”缠着母亲的时候会怎么说、
怎么做呢？

组织学生练习表演，教师抓住“老是”“缠”等字眼以
及“我”和母亲的话进行互动表演。

（3）通过刚才的表演，你体会到“我”在摇桂花前是什么样



的心情？

指导学生朗读，表达“我”期待之久和喜出望外之情。

l这是全家人的“乐事”

引导学生体会母亲对于桂花的虔诚、父亲的诗兴。

（2）教师引导：其实，桂花给全家人带来的快乐全藏在父亲
的这首诗中了！（出示小诗）自己读一读，再和同桌讲讲自
己的对诗句的理解。

组织交流：讲讲自己读懂的诗句意思，主要体会诗中表达的
丰收之乐、全家欢聚之乐。

指导朗读小诗，感受丰收的喜悦、这是收获的快乐。

l这是全村人全年的“乐事”

师：不止于此，桂花还在全年里给全村人带来了快乐！你读
出来了吗？

放手让学生自己走进文本，了解全村人收桂花的忙碌，以及
桂花在一年中带给人们的芳香和喜悦。在些基础上练习朗读
表达快乐之情。

4．摇桂花给“我”、全家人和全村人带来这么多快乐，让我
们使出全身的力去摇一摇桂花吧！

出示并集体朗读：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
帮着抱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
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五年级桂花雨教学设计分课时篇四

学习目标

1.学会“箩、杭”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会边读边想象课文描述的情景，边读边体会作者通过景
物表达的思想感情.

4.培养热爱生活的情趣和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课前准备

1.按要求预习课文，自学生字词.

2.查找有关桂花的资料.

3.准备“摇花乐”的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自读提示明要求

师生谈话：说说在儿时曾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

教师导语：童年曾发生过的趣事令我们难忘，只要一想起它，
我们仍会感受到一种快乐.今天我们要读的课文的作者就用手
中的笔把童年趣事记录了下来，让我们走进课文，共同感受
作者表达的情感.(板书课题：桂花雨)

交流课前查找的有关桂花的资料后，针对课题说说想了解哪



些内容.

初读课文知大意

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内容?

小组合作交流学习：伙伴之间互相读课文，纠正字音，再说
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全班交流：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n品读语句悟情感

读课文，看“摇花乐”的挂图，在课文中找出有关的语句画
下来.

a．“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摇.”

b．“摇呀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

c．“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分小组读所画的句子，边读边想象语句所描绘的情景，再说
一说此刻在脑海中出现了

一幅怎样的画面，从画面中感受到了什么.(有感情朗读“摇
花乐”这一段.)

教师导语：多么令人难忘的摇花乐，它同样也把童年的快乐
带给了我们.然而，作者

仅仅为了写摇落的阵阵桂花雨吗?联系上下文，读读有关语句，
再说说你的`感受.



a．“我喜欢的是桂花.”

b．“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c．“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居，
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

d．“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学生边读有关语句，边谈自己的体会.教师适时引导学生通过
这几句话，联系上下文，如与“梅花、梅树”的对比，体会
出作者对家乡的怀念.

体会母亲对故乡的怀念.

a．找出有关描写母亲的语句.

b．读母亲的话“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说说自己的感受.

试着用“这里的——再——，也比不上——”这样的句式说
说母亲还可能会说些

什么.

c．与同学交流：母亲的话要表达怎样的情感?

【听着母亲的话，“我”不禁又想起了“摇花乐”，你能通
过朗读向同学们表达出“我”的思乡之情吗?(引导学生练习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最后一段.)

难忘童年的画面，难忘母亲的话语，更难忘故乡的桂花，读
读课文中的语句，想一想，课文中是否还有让你回味无穷的
句子?找出来并有感情地读一读，再交流为什么要这样读.



积累语言求发展

读了这篇课文，你的内心产生了怎样的感受呢?

在课外阅读中，在你的生活实际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人们对
家乡的怀念呢?说一说.

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

五年级桂花雨教学设计分课时篇五

1、认识2个生字。读读记记“姿态、迷人、至少、邻居、成
熟、完整、尤其、提前、香飘十里”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每一个学生在通过合作学习、汇报展示、课堂互动交流中，
都体验到学习带来的喜悦，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和学习能力。

4、通过同学交流，体会作者思恋家乡的思想感情，并领悟这
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抓住课文中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句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一、提出学习目标(3分钟)

1、谈话导入。

同学们，童年是美好的、幸福的、难忘的，回忆童年美好的
事情更是一种享受，充满了乐趣。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琦君
的童年，欣赏美丽的桂花雨。板书课题《桂花雨》。

2、提出学习目标。

(1)、把课文读通读顺。难懂的字词和句子多读几遍。



(2)、了解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抓住主要内容和重点句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4)、情地朗读课文。

(5)、能结合对课文的理解，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要求：

1、小组内按学困生——中等生——优等生的顺序进行展示。

2、别人展示时，其他同学要学会倾听，并做好点评。

(一)基础知识展示(小组内)

1、这节课，我学会了姿态、迷人、至少、邻居、成熟、完整、
尤其、提前、香飘十里等词语。

2、我会用其中的一些词语造句。

3、我知道了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4、我知道了“桂花雨”是指好多桂花落下来，就像下雨一样。

5、我会解答(课后思考题、每课一练的题目)。(教师及时到
学生之中指导展示)

(二)学文悟情展示(小组内)(此环节有时可与“创造性展示”
合为一体)

1、了解课文的主内。

知道这篇文章，描写了作者在家乡摇落桂花时的情景，表现
了儿时生活的乐趣，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家乡、对童年生



活的无比怀念。

2、学生从重点词句中感受文本所蕴涵的丰富内涵。

生1：“我喜欢的是桂花。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不像梅树那
样有姿态。不开花时，只见到满树的叶子;开花时，仔细地在
树丛里寻找，才能看到那些小花。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
了。”我体会到桂花是精致的小花，会散发着那样迷人芳香，
让人快乐?)

生2：第五自然段内容中的“是件大事”，“总是缠着母亲”
我体会到作者急切地盼着摇花。

生3：“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
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我体会到“没有不”表
示“都”，“浸”字感受到桂花香不是一缕，而是空气中都
散满了，人好像就浸泡在桂花的香气里。“十几家邻居”说
明大家不用走出家门，就能闻到桂花香。

生4：“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这句话我
从“全年”感受到不光是开花季节香，人们还把桂花做成了
各种食品后，整年都可以感受到桂花香;“整个村子”可以感
受到，我们做的桂花糕、桂花茶，家家户户都可以分享。

生5：“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我的
体会是“母亲这句朴素的话，与“月是故乡明”有异曲同工
之妙。母亲年都闻着院子里的桂花香，关注桂花，收获桂花，
体验着丰收的喜悦，馈赠的快乐……桂花，已充盈了她生活
的全部的空间。家乡院子里的这棵桂花树，浸透了她的心血
和汗水，乃至是母亲生命中的一部分，还有什么桂花可以和
它相比呢?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母亲其实是对家乡的一种什
么情怀——思乡。”

3、学生展示朗读能力。



生1：我觉得这个句子“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
使劲地摇。摇呀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
花。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应读
得“乐”一些。才能感受到摇花的快乐。

生2：我觉得这个句子“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
里念着：‘只要不来台风，我就可以收几大箩。送一箩给胡
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他们两家薄饼做得
多。’”这句应该这样读，才能读出一种把好东西与大家分
享的快乐!

(三)创造性展示(以小组形式全班展示)

1、小组朗读课文的一段话。

2、小组展示自己仿写的一段话。

3、小组通过朗读搜集到的思乡的诗句。(小组展示的形式多
种多样)

三、激发知识冲突(适时进行)(5分钟)

童年和故乡留给了作者什么呢?其实令作者真正难以忘却是什
么?(此环节有时与“学习成果展示”合为一体)

四、知识拓展延伸(2分钟)

收集琦君的散文集《桂花雨》，鲁迅的《朝花夕拾》，,林海
音的《城南旧事》。愿你们在这浓浓的书香中也能找到一份
童年的快乐。

在介绍桂花的“香”这一特点时，孩子们都找到了“桂花开
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
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这样一句话。我准备抓住重点词语



通过品读感悟语言文字,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不过孩子们
的品读并不到位，比较他们在理解重点词语前后的朗读，没
能发现明显的区别，证明这一环节效果没达到。

让语文课真正成为语文课，研究语言、品味语言是关键。可
是如果教师引导重点词语的把握不全面，就会失去它应有的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