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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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篇一

《桃花心木》是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这篇
文章语言朴实流畅、寓意深刻。作者借树苗的生长，来比喻
人的成长，写一个种树人让“树木自己学会在土地里找水
源”的育苗方法，说明了在艰苦环境中经受生活考验、克服
依赖性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

编选这篇课文，一是让学生抓住重点句段，联系生活实际，
领悟文章蕴含的道理;二是体会课文是怎样借物喻人，从中感
悟人生的道理;三是初步感悟文章的语言特点。

本科教学我紧扣目标，设计了如下教学环节。

林清玄的散文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善于从生活小事
或不起眼的事物中感悟到做人的道理。读了课文学生不难说
出，本文主要讲：作者看到种桃花心木的人一些奇怪的举动，
经过与他的一番对话，悟到了一个人生道理——在不确定中
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
主的心。

板书：

奇怪的举动——一番对话——人生道理

种桃花心木的人有哪些奇怪的举动呢?学生读文概括出：一是
浇水的时间不定，二是浇水的水量不定。假如老师就是种树



人，你有什么疑问呢?学生纷纷发问：为什么你不按时来?到
底一次浇多少水?等等。然后在读读文中作者的疑问。

作者从中感悟到什么呢?找出文中句既第四段反复读，然后按
照上学期学的：读进去，想开来的方法，结合生活实际谈谈
你的理解。学生谈到人的不确定是指生活中不可预料的一些
坎坷、曲折、磨难。只有经得起生活中风风雨雨的考验，才
能成为坚强的人、有作为的人。

本单元要让学生体会表达感悟的不同方法。于是，我引导学
生回归课题——桃花心木。以物命题，意图何在呢?意在街桃
花心木让人知道，人也要会在不确定中生活尤其重点体会课
文以“桃花心木”为题，不是单纯地写树木，而是借树木的
生长，来比喻人的成长。人在不确定中生活，经历风雨和磨
难，就能成为意志坚强、有所作为的人。树似人，人如树，
树与人的形象叠印在一起，以此体会到文章在表达上借物喻
人的方法。

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篇二

我教《桃花心木》时，我就有意识地让学生联系现实生活来
理解，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
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我带领学生朗读了这句话以后，提出下列问题让学生议论：

１、树木的“不确定”是指什么？人的“不确定”又是指什
么？

２、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３、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



验”？

第一题学生能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从而理解人的“不确
定”。

第二题学生能联系生活实际，谈了自己知道的在艰苦环境中
自强自立的人的事例。知道只有在不确定中，才会对社会环
境、人际关系等产生切身的感受，才会真正感知“尊
重”、“艰辛”、“珍惜”等情感，从而学会与他人合作，
体验到奋斗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学生在理解了这
句话后又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教者所费时间不多，却使学生
从文和道两方面受到启迪，既学习了语言，又受了教育，所
以联系现实生活来学习语文课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只
有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教学目的。

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篇三

课标指出：要指导学生探究性的阅读。课堂上我让学生在已
学的基础上再读课文，提出问题，学生提出课文的最后一句
话：种树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再枯萎了，为什么桃花
心木不再枯萎了？为什么在不确定中会找水源，拼命扎根的
树，长成百年大树就不成问题了？我指导学生带问题精读有
关句段，并展开讨论。这样从学生的“学”出发，来调控课
堂教学，树立“教”为“学”服务的思想。

这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课堂上我引导学生充分的自读自悟。
带领学生多种形式朗读。指名读、默读、自由读、男女生读、
齐读等。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并且让学生读后谈
出自己的看法、体会、作出自己的评价。如：对“种树人的
话”这段教学设计，我让学生们读完后，同桌间说说种树人
讲的有没有道理，谈谈你的个人感受。课堂上，很多同学谈
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感悟，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个
性和表达能力。



课堂上教给学生阅读方法，可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来
理解词语和含义深刻的句子。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只
是树，人也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
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我设计了这样两个
问题：1、“不确定”的生活指什么？2、联系生活实际讲事
例。第一题让学生通过联系上下文来理解，树木的“不确
定”指上文“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从而理解人的“不确
定”指生活的变化无常，会经受困难或遭遇不幸等。第二题
学生能联系生活实际，谈了自己知道的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
立的人的事例，学生们谈到了桑兰的故事，还有身残志坚的
和志刚；有的学生还能从反面谈到一些人被优越条件娇惯成了
“温室里的花草”，经不起生活的风雨的事例，学生们谈的
非常好，思想得到升华。从学生们的谈论中我也受到了教育。
两相对比，学生知道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
的考验”。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通
过自己亲自去实践，去竞争，去拼搏。只有在这个过程中，
才会对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产生切身的感受，才会真正感知
“尊重”、“艰辛”、“珍惜”等情感，从而学会与他人合
作，体验到奋斗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

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文是精读课文，精读课文的教学占整个语文教学的大半壁
江山，非下功夫教好不可。上完《桃花心木》这一课，对讲
读课文的教学我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预习的基础上，我先让学生默读课文，然后说说课文主要
写了什么？再让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针对学生的疑问，
我及时引导学生从课文中去寻找答案，发现问题，老师及时
进行点拨。讨论以后，学生对课文的整体感知基本明了，弄
清了课文主要写的什么。对种树人的一些奇怪做法有了初步
认识，对种树人的语言也有了新的看法，获得了人生新的感
悟。



课文中有不少富含哲理，意蕴深刻的语句，要让学生联系上
下文反复研读。例如：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
生活的人，就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
主的心。还有不少类似的句子，要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讨
论交流，认识语句的深刻含义。

文章虽然说的是桃花心木，说的是种树人的奇怪动作，奇怪
语言，更深层的含义是说人在不确定中生活，经历风雨和磨
难，就能成为意志坚强，大有作为的人。这种借物喻人的写
法，是本文升华主旨的特点。我在教学中及时渗入品德教育，
小学生也受到良好的人生观的教育。

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篇五

《桃花心木》是一篇说理性很强的课文，借种树喻育人。写
了一位种树人、让“树木自己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的育苗
方法和道理，说明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生活的考验，克服
依赖性，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

整节课我觉得有几处比较满意：

1、放手让学生进行自学。学生对种树人怎样种桃花心木，和
明白浇水的道理部分的解读与理解，我是通过“小组交流，
组内展示”这一环节完成的，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与文本对
话，从而突破了重点和难点。

2、适当牵引。尊重学生的学习经验，在学生的理解出现障碍
或偏差的时候，我及时的给予帮助和引导，体现了老师在教
学中的主导作用。如当学生汇报种树人的一段话时，对育人
的道理并未完全读懂，我恰当地设置了提问环节：你有什么
不理解？并让学生联系前生活实际想象“不确定的生活”的
意思，经过这一点拨，学生茅塞顿开，对课文重点、难点的
理解也水到渠成了。



3、结合学过的知识进行引导学习。这是一篇借物喻人的文章，
对学生来说指导写法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直接指导容易显得
生硬，间接指导又怕效果不佳。最后我想出借助谈话引出
《白杨》课文，由此及彼，让学生既学会阅读方法中的相关
联想，又不露痕迹的进行了写法指导。

当然，这节课由于课堂调控不当，也有很多失误。

1、小组合作效率不高，只能找到相应的句子，却不能很好地
组织语言进行表达。

2、朗读指导不到位，针对重点环节，学生不能很好地进行朗
读，提升空间有限。如果能够砸实一段的朗读，对于朗读水
平的提高会有一定的帮助！

改进措施：

今后在授课中要面向全体学生，给孩子们进行适当地引导。
提出的学习要求应该有层次，这样才会对全体学生都有教育
效果。今后我努力让自己的课堂更加有效，更多精彩！

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篇六

我教《桃花心木》时，就有意识地让学生联系现实生活来理
解，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
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我带领学生朗读了这句话以后，提出下列问题让学生议论：

1、树木的“不确定”是指什么？人的“不确定”又是指什么？

2、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3、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

1、题学生能通过树木的“不确定”联系上文“老天下雨是算
不准的”从而理解人的“不确定”是指生活的变化无常，会
经受困难或遭遇不幸等。

2、题学生能联系生活实际，谈了自己知道的在艰苦环境中自
强自立的人的事例，经不起生活的风雨的事例，两者对比，
最后归纳到第三题的问题上“为什么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
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学生通过事例很快就明白了那些
生活在艰苦环境里的人，接受的考验和磨练更多，为了生存
和发展，就必须克服依赖性，学会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在不
确定中生活的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自己亲自去实
践，去竞争，去拼搏。只有这样，才会对社会环境、人际关
系等产生切身的感受，才会真正感知“尊重”、“艰
辛”、“珍惜”等情感，从而学会与他人合作，体验到奋斗
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才会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
本领，才会得到生存与发展。反之，就会被社会淘汰。

桃花心木的教学反思篇七

一、带问题读。

课标指出：要指导学生探究性的阅读。课堂上我让学生在已
学的基础上再读课文，提出问题，学生提出课文的最后一句
话：种树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再枯萎了，为什么桃花
心木不再枯萎了？为什么在不确定中会找水源，拼命扎根的
树，长成百年大树就不成问题了？我指导学生带问题精读有
关句段，并展开讨论。这样从学生的“学”出发，来调控课
堂教学，树立“教”为“学”服务的思想。

二、引导学生阅读要有自己的见解。

这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课堂上我引导学生充分的自读自悟。



带领学生多种形式朗读。指名读、默读、自由读、男女生读、
齐读等。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并且让学生读后谈
出自己的看法、体会、作出自己的评价。如：对“种树人的
话”这段教学设计，我让学生们读完后，同桌间说说种树人
讲的有没有道理，谈谈你的个人感受。课堂上，很多同学谈
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感悟，受到情感的熏陶，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个
性和表达能力。

三、注重教给学生阅读方法。

课堂上教给学生阅读方法，可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来
理解词语和含义深刻的句子。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只
是树，人也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
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我设计了这样两个
问题：1、“不确定”的生活指什么？2、联系生活实际讲事
例。第一题让学生通过联系上下文来理解，树木的“不确
定”指上文“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从而理解人的“不确
定”指生活的变化无常，会经受困难或遭遇不幸等。第二题
学生能联系生活实际，谈了自己知道的在艰苦环境中自强自
立的人的事例，学生们谈到了桑兰的故事，还有身残志坚的
和志刚；有的学生还能从反面谈到一些人被优越条件娇惯成了
“温室里的花草”，经不起生活的风雨的事例，学生们谈的
非常好，思想得到升华。从学生们的谈论中我也受到了教育。
两相对比，学生知道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
的考验”。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通
过自己亲自去实践，去竞争，去拼搏。只有在这个过程中，
才会对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产生切身的感受，才会真正感知
“尊重”、“艰辛”、“珍惜”等情感，从而学会与他人合
作，体验到奋斗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