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通用8篇)
初中教案是一种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教师合理安
排课堂时间。小班教案是小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下面是一些优秀的小班教案示例，供大家参考。

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篇一

前几天我们学了课文《我的长生果》，学习这篇文章后使我
受益匪浅。

了书对她的好处，在写作文时她不像别人一样千篇一律，而
是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写作文。通过写作文作者也悟出了两条
道理：一，作文要构思别出心裁，落笔时也要有与众不同的
鲜味才行。二，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作文练习也是离不开借
鉴与模仿的。

读了这篇课文，我认识到了书的重要性，于是就有空便读些
书丰富我的知识。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一次快乐的往事，
我平时积累的这些词语一下子像酵母似的发挥了作用，我从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写起，以马路上的喧哗声和过节的喜庆
气氛反映出了我们一家人的开心、快乐。写着写着我就禁不
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将平时积累下来的描写快乐的词句恰当
的运用在了文章里，使文章更加突出了欢快和喜庆。这一篇
充满真情实感的作文得到了老师的好评。我的心里乐滋滋的
像喝了蜂蜜一样甜。

我喜欢读书。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我要攀

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养成快速阅读的好习惯。

2、通过阅读让学生了解阅读课外书籍有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
悟出写好作文的道理。

3、通过感情朗读，使学生从中积累好词佳句，并谈谈文中哪
些话对自己有启发。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同学们看过《西游记》，知道西游记中有悟空偷吃长生果一
事，那里的长生果能使人长命百岁，其实我们同学们也拥有
长生果，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那我们就来学习《我的“长
生果”》便会收获多多，板书课题。

二、学习课文

1、自由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理解我的“长生果”是
什么？

2、交流看后收获。

三、细读课文

1、继续培养学生通过自学提出问题自检或相互交换检测。

2、汇报各种自检题并交流。

重点讨论文中作者悟出的好的写作方法是什么？

“假如不是读过几百部真正的小说，我决不可能写出那八百



字”，这句话对我的启发。

四、品读课文

1、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品读。

2、朗读展示，师生评议。

3、积累好词佳句并摘抄，背诵优美的句子。

4、反馈学完本文你有什么收获。

五、总结全文

“读书是我们的快乐”我希望同学们从读课处书中吸收营养，
掌握写作方法，丰富自己的知识。

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篇三

在当代文学界，有一位女作家，她13岁时第一篇小小说在县
报上变成铅字，至今已写作了50年，完成小说集19部，散文
集12部，文集3部，出版作品字数达500万字以上。这么一位
高产作家，你们想了解她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吗？请我们一
起走进叶文玲的文章《我的“长生果”》。

（简洁干脆的导语，既简介了作者情况，又激发了学生阅读
的兴趣。）

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篇四

学习目标

1．认识12个生字，积累31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悟出的道理。

3．学习一些读书和习作的方法。

学习重点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内容，结合自己的课外阅读和习作实际体会
“长生果”的寓意，并学习作者的读写方法。

学习准备

在读书中使自己收获的经历。

课时安排

1课时。

学习过程

一、回顾导入

这一单元的主题是“我爱读书”，在前几篇课文中，我们一
直在和书进行着有趣地对话。今天，我们再来学一篇关于读
书的文章，板书：长生果，知道长生果吗？（指指营养极其
丰富的果子），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把它加上了双引号（补
写课题）。

齐读课题，你想知道什么问题？（我的“长生果”是什么？
为什么把书叫做我的“长生果”？）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大家赶快打开书，带着问题采取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
文，把课文读通读顺



2.框出四字词语,联系上下文,利用词语手册理解意思，并交
流。(出示)流光溢彩、津津有味、天长日久、如醉如痴、浮
想联翩、悲欢离合、牵肠挂肚、如饥似渴、不言而喻、黯然
神伤、千篇一律、大显身手、心安理得等。

3．参考阅读提示中的问题和方法，再读课文，把感受最深的
地方多读几遍，在旁边做批注/article/。

三、细读课文，深入理解

班级交流：

（1）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件事？从中悟出了哪些
道理？

看香烟人小画片；看连环画；去小镇的文化站读文艺书；读
学校图书馆中大部头的小说。

每一部分从哪些句子词语可以看出他很爱看书?

仔细回顾一下作者读书的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内
容与方法上有什么变化。

重点抓住第六小节中:我读得很快,囫囵吞枣,大有“不求甚
解”的味道。以及第十二小节中：这时我养成了做笔记的习
惯：记书中优美的词语，记描写的精彩段落。

重点回忆了两次作文的构思与写作的经历。得出了一些道理：

作文，首先构思要别出心裁，落笔也要有点与众不同的“鲜
味”才好。

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作文练习，开始离不开借鉴和模仿，
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应该是自己呕心沥血的创造。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读书写作体验来理解，来谈自己的感受。

引导学生学习并运用作者的写作方法和读书方法：你认为作
者这两次写作成功的`奥秘在哪里？联系课文（博览群书，入
情入境，做读书笔记，会借鉴运用等）。

四、精读课文，体会情感

通过刚才的交流，你理解为什么把书比作“长生果”了吗？
（将书比喻为“长生果”，意思是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
人类文明延续的营养。作者就是在书的引领下写作越来越成
熟的。）

读句：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看来书真正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啊！即使多年之后品味读书的
味道，还是这样让人心醉。再读：“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莎士比亚）

引读：书籍是你我的—－长生果！

五、品读语言，学习积累

1、读了多遍课文，你发现作者在运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1）生动的比喻。找出比喻句有感情地朗读背诵。

重点品悟第2自然段（出示句子：我每忆及少年时代，就禁不
住涌起愉悦之情。）

师：将这句话与第2自然段比较着读一读，看你发现了什么。

（它们的意思还是一样的，只是把四个比喻句删掉了。）

师：你真善于发现！多读几遍第2自然段，一定还会有新的发



现。

（学生读书）

（生发现这四个比喻句前两个是一组，后两个是一组。）

师：你怎么发现它们能分组的？

师：是啊，不但工整，写得也很美。再读一读。

（学生发现作者先把感受比喻成自然风光，我仿佛看见了蝴
蝶飞过花丛，听见了泉水流过山谷的丁冬声。多美呀！）

（学生发现第一组和第二组暗暗照应，蝴蝶在花丛飞过，正
是一个美丽的画面；泉水流过山谷，不也是一首欢快的乐曲
吗？）

师：你们不但善于发现，还有自己的独特分配体验。正是这
四个比喻，把那种少年读书时的愉悦感受，变得生动形象，
让我们心里似乎也出现了这种美妙的感觉。

再来读读第二自然段，你一定会读得很美很美。

六、课外作业

红灯组：摘抄优美的词语，记描写精彩的段落

黄灯组：选用本课的四字词语写一段话。

绿灯组：围绕文中讲到的读书与作文的事以及悟出的道理联
系自己写体会。

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篇五

1、认识扉、瘾等生字，并通过互相提醒认清字形，读准字音。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课文主要内容，重
点感悟作者从读书和作文中受益的语句。

3、学习一些读书和习作的方法。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内容，理解感悟作者从读书和习作中受益
的语句，并学习作者的读写方法。

结合自己的课外阅读和习作体会长生果的寓意。

1课时

让学生搜集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

一、谈话导入，激趣读文

1、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都是离不开书的。莎
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高尔基说过：书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皮罗果夫也说过：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
社会，它能够陶冶人的感情和气质，使人高尚。书又好比是
源泉，好比是船只，好比是顾问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
一直在和书进行着有趣地对话。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关于
读书的文章。（板书课题）

2、读了课题以后，你想知道什么？这是一篇阅读课文，要求
同学们运用平时的学习方法自己读懂课文，在课文中找到答
案。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 自由朗读课文，读准每一个字音，把课文读通顺，记一
记不认识的生字。

2、和同桌交流自己记生字的办法，并互相读一读课文。



3、带着问题默读课文，看自己能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问题：

（1）我的长生果指的是什么？

（2）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件事？

4、汇报交流读书的收获。

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篇六

看图书：报偿《秋天来了》甲优

阅读文艺书籍：馈赠《一件不愉快的往事》赞誉

读中外名著

【教后反思】

这是一篇阅读课文，课文很长，如何在一节课内完成这篇课
文的学习：

我想首先得让同学们运用以前所学的阅读方法进行快速地阅
读，迅速地捕捉文中所传递的信息。

第二、应该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然后全班交流，教师点拨，
既做到以学为主，也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第三、精心处理教材，紧扣文章主线展开教学，教学线路清
晰，重点突出。

得这些时间花的也是值得的。



我的长生果教案反思篇七

1.指导学生认识12个生字。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悟
出的道理。

3.让学生学习一些读书和习作的方法。

[重点难点]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内容，结合自己的课外阅读和
习作实际体会“长生果”的寓意，并学习作者的读写方法。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释题理解

1.齐读课题。

2.“长生果”是什么?为什么给它加上引号?

3.莎士比亚曾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作者把书比
做“长生果”，与莎士比亚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了解“阅读提示”的内容

1.默读“阅读提示”。

2.交流：想想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件事?从中悟出
了什么道理?

把你感受较深的部分多读几遍，并和同学交流体会。

3.“阅读提示”对我们学习课文有什么帮助?



下面我们就结合提示中的问题来自学课文，理解感悟。

三、围绕提示问题，自读自悟

1.出示自学要求。

(1)读一读，看看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件事。

(2)想一想，作者悟出了什么道理?

(3)写一写，在自己感受较深的部分旁边写出体会。

2.学生根据要求自主学习。

(教学建议：给足学生学习的时间，让学生在默读、浏览的过
程中迅速把握文章主线，在细读深思中了解作者的感悟，在
个人理解的基础上写出个性化的感悟和体会。)

3.在小组内交流学习收获。

四、全班交流感悟，体会作者的感情

1.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件事?(根据学生的回答板
书。)

看：“香烟人”画片——连环画——文艺书籍——中外名著

写：《秋天来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

2.作者在这些事情中悟出了些什么道理?(根据学生回答引导
朗读句子。)

(1)作文，首先构思要别出心裁，落笔也要有点与众不同
的“鲜味”才好。



(2)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作文练习，开始离不开借鉴和模仿，
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应该是自己呕心沥血的创造。

(板书：构思别出心裁内容与众不同情感真实细腻借鉴模仿创
造)

3.学生朗读课文中自己感受较深的部分，并简单谈谈自己的
体会。

(教学建议：不仅要让学生说说自己感受较深的部分，还要引
导学生在文中找出作者描写自己读书的句子，体会她是怎样
读书的，并谈谈自己的体会。以此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结合学生交流板书：津津有味废寝忘食囫囵吞枣如醉如痴)

4.有感情地朗读打动自己的部分。

五、学习和借鉴读写方法

1.作者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吗?

2.作者在写作文方面有何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3.交流：谈谈你在生活中是怎样读书的?作者写作文的经验对
你写作文有什么帮助?

六、总结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