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 祖父的园子教
学设计(精选8篇)

经典作品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展示了人类的情感、思想和
价值观。如何运用适当的细节和情感表达，使经典作品更富
有感染力和感人力？以下是经典电影赏析，欢迎大家一起品
味其中的艺术之美。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我”在园子里充满情趣、自由自在、
幸福快乐的生活，体会祖父的宽容和慈爱，感悟“我和祖父
的园子”的精神意义。

3、感受萧红语言清新自然、率真稚拙之美，体会文字的意蕴,
产生阅读其作品的愿望。

1、精读课文，感受文章中的“景”的自由，体会文中小姑娘
自由快乐的生活和祖孙情深。

2、感悟作者的表达方法。

师：有一篇文章，读着，读着，我们就沉浸在作者那烂漫的
童年生活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萧红的童年。读
课题!

预习时，读课文超过五遍的同学请举手。了不起!熟读课文是
我们阅读理解的基础。是不是觉得这篇文章语言近乎口语，
并不难理解，但要读出文字背后包含的那些情感还需要我们
凝神静气地阅读。



有谁带着问题读课文的?

会读书!带着问题读书会让我们的阅读更有方向，更有收获。

同学们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含金量很高，这节课我们就围绕
这个问题进行阅读探究。

学习任务：这是一个怎样的园子呢?

课文中有两个小节直接写园子的，打开课本，略读课文，把
它们找出来。

1.让我们到园中来漫步吧。出示第二自然段：

自由地读一读，想一想，在萧红的眼里，这是一个怎样的园
子?

这是一个怎样的园子?结合文章的语句来谈一谈。

2.让我们继续在园中漫步。

在萧红的眼里，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园子?自由地读一读。

这一段，读着，读着，有一个词会扑面而来。

有一句话，概括地写出了这一点。

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都是
自由的。

这一段文字写得很美，写得很妙，这精彩的地方需要我们静
下心来好好地品读、品读。

这些句子好在哪里呢?专心地读一读，静心地品一品。



你有什么发现?

还有什么发现?

这四个“愿意……就……”后面还有一个“随意”，写出了
什么?对!园子是自由的，作者的心灵也是自由的。景物的自
由代表着身在景物中人的自由。这种写法就叫借景抒情。这
自由呀，装得下天和地。读吧，自由地练一练。

谁愿意展示一下你的朗读。老师为你配上一段音乐。用你的
朗读表达出作者内心的自由。

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眼前会浮现出许多画面。同学们，
细读出滋味，品读有收获。再读一读，哪个镜头最吸引了你。

预设：

文中相似的句子串起来就成了一首诗。不信你看：

“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

“祖父栽花，我就栽花。”

“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

“祖父浇水，我也抢过来浇。”

“祖父笑了，我也笑了”

“我开心地笑了，祖父也开心地笑了”

如果你关注了细节，读了这一段后，祖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
表情浮现在我们眼前——笑。让我们一起来回忆：



这是和蔼可亲的笑!这是欣赏的笑!这是宽容的笑!这是充满爱
意的笑。

同学们，这一次又一次笑容的背后你读到的是祖父什么?那一
份浓似一份的爱。

不管是瞎闹，还是淘气，即使是越帮越忙，甚至闯出点小祸，
在萧红的记忆里祖父是勤劳的，是宽容的，是疼爱她的，祖
父带给了萧红无限的自由和快乐。

(萧红出生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对她十分冷漠，母亲也不喜
欢她，只有祖父疼爱她，祖父是萧红一生最重要的人。在萧
红眼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园子，而是萧红童年生活的乐园，
这个园子只属于“我”和最亲爱的祖父，这个园子是萧红的
家园)。

5、这个园子是萧红的乐园，是一个充满爱的园子，更是她的
家园。萧红怀念的是园子，怀念的是祖父，也是怀念那一段
真性情的岁月。所以萧红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呼兰河
传》。在《呼兰河传》记叙了一些人还有一些小事。文章的
结尾她这样说：“呼兰河这小城住着我的祖父，也埋着我的
祖父……”茅盾称这本书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
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这位北国才女在1942年1 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去世了，只
有31岁。在这堂课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来轻轻地读首诗。也
算是我们对她的一种纪念!

祖父一天都在园子里边

我也跟着祖父在园子里边

祖父



戴一顶大草帽

我

戴一顶小草帽

祖父栽花我就栽花

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祖父铲地我就铲地

祖父种菜我就溜平

祖父浇水我就“下雨”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园子里的一切都是活的

花醒了鸟飞了

虫子说话倭瓜上架

玉米上天黄瓜开花

玩累了

我找个阴凉地

就睡着了

不用枕头不用席



只有一顶小草帽

……

课件

19、我和祖父的园子

乐园 爱园 家园

作业：

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下节课和同学一起分享。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二

1、默读训练，圈点勾画，概括文章内容。

2、朗读训练，品味语言，体会作者童年的自由快乐。

3、体会祖父的爱，感受园子对于我的精神意义。

在朗读与语言品味中，体会作者童年的快乐自由。

难点：第17段如何表达自由。

课时安排：一课时

本文选自萧红《呼兰河传》，今天我们将它做为我们七年级
第四单元的补充课文来学习。看看是否有更深的感受。

过渡：“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样样都有。”

样样都有：炫耀感、满足感、自豪感、得意感朗读



默读训练，整体感知

请大家默读课文，圈点勾画，概括园子里有些什么?(总结分
类：)

全文大约1000多字,以每分钟400字左右的速度,三分钟时间。

概括:指将相同的事物合理的归类.

动物：蜜蜂、蝴蝶、蜻蜓、蚂蚱

植物：榆树、狗尾草、倭瓜、黄瓜

玩闹的经历：栽花、拔草、溜土、铲地、浇水、摘黄瓜吃黄
瓜、追蜻蜓、捉蚂蚱

浇菜、睡觉

朗读训练，品味语言

预设：

(一)、动物：第一段：蝴蝶、蜜蜂。

出示去掉颜色的句子，分析有什么不同?

出示去掉叠词的句子，学生读，体会叠词的特点。

小结：描绘事物可以通过色彩去表现生机、活力，可以通过
叠词去表现可爱的情态。

(二)、植物：第三段：大榆树

风雨中、阳光下。扣“先”“呼叫、冒烟、发光”



对称句式,句式整齐,有对称之美,互相映衬,有情趣.

拟人的修辞,用儿童的眼光,写出了大树神奇的一面,引人注意，
耐人寻味。

榆树叶子上有水，太阳光照射下发亮，闪烁，写颜色。

(三)、事：5—12：铲地

预设：动作描写、语言描写读出了我的可爱调皮，祖父对我
的爱。

(四)、自由：17段

1、圈一些词语表达作者在园中的感受。

活、自由

2、抓11个“就”：重读，不在意句式的重复，反复的渲染，
浓烈的抒情

3、感受我的自由

借景抒情。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园子、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
可缺少的了”。

读一组句子。

拓展延伸：

介绍萧红经历及写作《呼兰河传》的背景知识。

明确：祖父的爱是萧红晦暗人生中唯一的温暖和亮光。



读一组句子：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样样都有。

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
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是自由的。

去读《呼兰河传》吧，你一定会爱上她诗一般的文字，梦一
般的童年。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三

1.结合预习，能认读“倭瓜、蚂蚱”等生字词，读通课文。

2.走进文本，感受祖父的园子里的自由、快乐、爱，体会作
者的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重点段落，感悟“反复”等表
达方法。

3.走出文本，联系生活，学会反思自身的童年生活。

【教学重难点】走进文本，感受祖父的园子里的自由、快乐、
爱，体会作者的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重点段落，感
悟“反复”等表达方法。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课前谈话：qq农场

一、检查预习，整体感知



1.辨音

2. 标注自然段序号，了解特殊段落。

幻灯片出示相应段落

3.整体感知

师：通过预习，你觉得祖父的园子是一个怎样的园子？用一
个词语概括的说说。

指名学生把词语写在黑板上

二、探究文本，感悟特点

师：那么，你是从哪些句子感受到的？请你默读课文，在课
文中画出一些句子，然后把这些词语写到句子的旁边，做批
注。

生自主画句子。

根据学生反馈情况，相机教学：

（一）感受园子的美丽

（二）感受作者的自由和快乐

（三）感受祖父的爱

三、照应课前，拓展反思

2.总结全课

四、布置作业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四

1、认识课文中的生字，读读记记“蜜蜂、蝴蝶、蜻蜓、蚂蚱、
樱桃树、李子树、大榆树”等词语。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心情，感受作者的表达方法。

3、让学生自主地如情入境地读书，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
和快乐，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
表达出来的，并积累语言。

1、引导学生自主读书，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领悟表达方法。

2、体会“我”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学习作
者留心观察生活，用心感受生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1、出示“萧红”的图文资料简介

2、引入课题

认读词语 分析这些词语

(一)课文中有几个自然段是直接描写园子的，快点儿找找看
是哪几自然段?

1、自由读这些自然段，思考：在作者童年的眼里，这个园子
是个怎样的园子?你可以用个什么词语来形容呢?请你写一两
个认为恰当的词语，有的词语可能就藏在这几段话的字里行
间。从哪些段落体会到的?读相关语句，说感受。

预设：

(1)“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
样样都有。…………停在上面一动不动了。”



a、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找出有关的语句读一读。

b、园子里有些什么颜色?

c、她会怎样向别人介绍这个园子? 带着怎样的语气，怎样的
心情?

(2)“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
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a、去掉“是”读读看，比较比较。“是”起到了什么作用?

(3)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 又飞到
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a、在我的眼中，这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

b、你从哪儿感受到这份自由? (愿意……就…… 愿意……
就……)

c、心中有自由快乐，看什么都是自由快乐的，让我们再来看
看园子的景像吧!引读：

出示课件

d、谁再来读一读这段话，比一比谁的更自由。

2、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体会到这是一个 师引读( )的园子 根
据板书引读

(二)学习我和祖父在园中的段落

2、在园子里，我是那么自由，那么快乐，这园子简直就是
(“我”的乐园)



3、介绍萧红的童年其实很孤单寂寞…… 相机出示文字介
绍(相机出示文字介绍)

4、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祖父是怎样的态度呢?请同学们再
次默读4—15自然段，划出有关的句子。

5、因此萧红一直怀念这个园子，那么，这个园子在萧红的心
中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园子吗? (爱、温暖) 所以萧红在书中
这样写道 (出示)

(三)升华

1、文章的题目为什么叫《祖父的园子》?

2、在《呼兰河传》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呼兰河这小城里
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五

字典，课本图片，笔记本，网络畅通，学习所用电子产品。
网络教学目标：

1、正确认读文中的“蚱、晃”等11个会认字，正确书写“蝴、
蚂”等14个会写字；会读“蚂蚱、樱桃、蚌壳、瞎闹、倭瓜、
水瓢、圆滚滚”等词语，通过查字典并结合课文解释不懂的
词语。

2、默读课文，说出课文内容，说说园子里有什么，“我”和
祖父在园子里做什么，祖父的园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3、读出“我”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说出作
者童年生活的情趣。

正确认读生字词，读出“我”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



的心情。

读出“我”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教学过程

1、谈话激趣：童年是快乐的，童年生活是美好的，人们往往
留恋童年时光，女作家萧红的《呼兰河传》就记录了这样的
感受。

今天我们一起感受她的童年生活吧！下面先介绍一下萧红ppt。
在萧红的记忆里，难以忘却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萧红
童年的记忆，走进《呼兰河传》节选的——《祖父的园子》。
（ppt：祖父的'园子，学生齐读课题。）

1、自由大声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遇到自己喜欢的句子多读几遍。

3、学生借助工具书，联系上下文自学生字词。

4、教师领读我会认生字，练习朗读。

5、教师领读我会读词语，练习朗读。

6、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学习我会写生字，观察讲解易错
字。“拔”区别拔和拨；“承”；区别瞎和割。

7、学习词语：明晃晃、光芒四射。

8、默读课文，说一说作者从哪两方面写祖父的园子的？

9、跟老师一起读读前三段，说说园子里都有什么？学习前三
段。

10、再读课文前三段，读出喜爱之情。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抄写本课生字、词语。

3、积累abb词语。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六

祖父的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
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
鸟、有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有云朵的影子，这是作者
童年的乐园(作者曾称它为自己的后花园)，就像作者说的一
样，“花园里边明晃晃的”，“新鲜漂亮”。这里一切都是
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里是自由的，花是自由的，
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
空气里弥漫着自由，童年的作者也是自由的，这自由是她童
年快乐的源泉。课文重点写了作者在园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
活。祖父给了孩子心灵的自由，对孩子倾尽了爱心和耐心。
他的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
了孩子自由快乐幸福的童年。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由的，
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至是充
满梦幻色彩的。

孩子气十足的腔调，春天的泥土般新鲜的语言，诗意浪漫的
景物描述，是本文表达方式上的突出特点。因此我将本课的
教学目标确定为让学生自主地、入情入境地读书，感受作者
童年生活的自由和快乐，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领悟
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并积累语言。教学本课的重点
是引导学生自主读书，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领悟表达方法。

《课程标准》中提到“语文课程应致力于语文素养的形成和
发展。”“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
程。”等的理念，因此在教学中我力求引领学生真实地触摸



文本，使学生实实在在地对文本进行解读，从而使学生获得
收益，得到语言文化的熏陶的同时，获得语文素养的全面提
升。寻求阅读视界的敞亮：以文本为基点，进行情感阅读、
情境阅读、想象阅读、引导阅读等方法让阅读丰富起来。进
而理解从而使阅读多元化。

1、速读课文，捕捉重点信息；运用摘录法、圈划法，归纳、
提炼文本重点信息，学会长文短读。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心情，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
初步体味萧红文字独特的“阳光味道”，激发进一步阅读萧
红文字的兴趣与热情。

3、通过“眼中园——心中园——梦中园”的全新解读，建构
自由明亮的儿童精神家园。

引导学生自主读书，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领悟表达方法。

诵读法、想象法、品味法

*教师：《祖父的园子》多媒体

*学生：预习本课，搜集作者相关资料

一课时

一、 导入

由《呼兰河传》中萧红的话“童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
忘却”导入的学习。

二、步入园中

（一）整体感知， 鸟瞰园子



1.板书课题，交代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主要通过速读、默读
进行学习。

2.速读课文，寻找文中对园子直接描写的段落，并从这些段
落中，找出关键词语，概括这是怎样的园子。

（出示学习建议）

1. 带着任务跳读、扫读，一目五行、十行地读。

2. 找重点段，画关键词，思考：这是怎样的园子？

（二）感悟眼中之园，样样都有。

1.感悟昆虫的世界，样样都有。

引导学生从种类、颜色、形态、声音等方面进行理解。

2.感悟园中的树及其他，样样都有。

引导关注“满身带着金粉”、“满身绒毛”、“胖乎
乎”、“园滚滚”、“小毛球”，思考作者这样细致的描写，
和“花园”有什么关系？（感受侧面描写的精妙）

（三）感悟心中之园，一切自由。

【植物自由】

1.默读、浏览课文摘录关键词词语，圈出自由之物。

2.视像化朗读，感受园子里万事万物的自由（阅读策略之
二）。

3.引导学生发现反复的写法；通过对比品读，研究“就”字
所传递的率性、自由的味道。



【人自由】

1.浏览课文，思考并概括课文写了萧红和祖父在园中的哪些
事情。

(出示学习建议)

——跳读、扫读，圈画关键词，捕捉重点信息

（预设：栽花、拔草、种菜、铲地、摘黄瓜、追蜻蜓、采倭
瓜花、绑蚂蚱、浇水、睡觉……）

2.拓展阅读:

《我和祖父的另一个世界》，感受萧红童年生命的自由。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
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
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
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若不是把全身的力量跳尽了，祖
父怕我累了想招呼住我，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他越招呼，我
越不听话。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
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
就好了。休息好了又是跑。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
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祖父蹲在地上
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
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
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
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
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
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
照样地拔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



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
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
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
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祖父
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
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
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祖父刚
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
大呀……”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
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
也不可缺少的了。

四、感悟梦中之园：光芒四射

1.同学们，玩着玩着啊，我们就累了。让我们在萧红的园子
里静静地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

师配乐朗诵范读：

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白云来了，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
了祖父的草帽上。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
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2、总结升华

3.拓展阅读：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



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
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
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
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
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
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
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
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1940年12月20日香港完稿。

五、板书设计

祖父的园子

眼中园 样样都有

心中园 一切自由

梦中园 光芒四射

六、布置作业，延伸课外



课外阅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七、教学反思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七

1、熟读课文，想象课文描写的“我”在祖父的园子里的生活
情景，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

2、认识8个生字及“蚂蚱、樱桃、蚌壳”等词语，摘录描写
优美的句子。

学习过程：

大家已经预习过课文了吧？下面请同学来读一下黑板上的词
语。

在小说《呼兰河传》里，萧红用了大量的文字，写了一个园
子，而且写得细致入微。一个普普通通的园子，为什么会让
萧红如此留恋呢？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祖父的园子吧！

（一）感受自由的快乐

自由读第一自然段：你从这一自然段里读出了什么？得意，
指导找出带颜色的词语，积累abb词语。

还有一个自然段也在写这个园子，请同学们看地13自然段。

自由读，读着读着，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脑子里会出现一个
什么词语呢？（随心所欲）用片断中的话来解释“随心所
欲”这个词语的意思。

出示句子：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板书：自由）



一读句子。

哪些是自由的？（倭瓜、玉米、黄瓜）

引读

我是倭瓜，我愿意就；我是玉米，我愿意就；我是黄瓜，我
愿意就。

还会有什么？出示句子：我就是，我愿意就

哦，真的是（二读句子）

过渡：我也是自由的，我要就。找读4——12自然段。

园子里的一切景物的自由都传达着我的自由，这种写法叫作
借景抒情，融情于景。

我是自由的，所以我是快乐的。（板书：快乐）

我玩累了——齐读最后一自然段。

此时，她正做着甜甜的梦呢，梦里她看见——（让学生想象
梦里看见的东西。）

读到这，你们地心里也痒痒的，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二）品读祖父的爱。

过渡：园子留给我的，仅仅是自由的快乐吗？除此之外，难
道就没有什么让我值得留恋吗？

齐读4——12小节。体会到什么？（祖父的`关心）从哪些词
可以看出来？（3个笑）



在萧红的眼里，祖父是个怎样的？在笑里还读出了什么？
（和蔼，慈祥）

板书：爱。

插入：萧红一生悲苦。8岁丧母，父亲因为她是个女孩而歧视
她，继母更不喜欢她。她是在可怜的阴影中长大的，但是她
从祖父那里享受到了快乐的童年，享受到了什么是爱。无论
她经历怎样的痛苦，无论她面对怎样的不幸和苦难，祖父就
像一束阳光一样温暖着她，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

再读课文。

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题目为什么叫《祖父的园子》了吗？

老师引：那是一个装满——自由的园子

那是一个装满——快乐的园子

那是一个装满——爱的园子

祖父的园子教学活动设计篇八

教学目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对文本语言的触摸，感悟，还原语
言的形象性，拓展学生的想象，丰富语言的积累和运用表达
的能力。多层次多角度地“看”园子，理解作者童年生活的
自由和快乐，理解“园子”的精神意义。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这园子里蜂子——学生读课文，出示第二段

（是呀，这园子真―（美、五彩缤纷、充满神秘、充满生机）

还是一个怎样的园子呢，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

二．学习第13节。（感受快乐和自由。）

师：谁来读第13自然段[出示13节]

读着读着，文中哪种气息扑面而来啊？（自由）

师：看看，你从哪儿感受到这份自由？

师：还从哪里感受到了这份自由？

生：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

师：它是爬上架还是爬上房，由自己决定。黄瓜结不结果，
由自己决定。玉米长多高，由自己决定。蝴蝶飞哪里去，由
自己决定。这是一份多么自由的感受啊。

师：这段话写得非常特别，看看哪个句式出现得最多？“愿
意……就……”不觉得罗嗦吗？生：有一种自己决定的感觉，
不觉得拘束。给人特别自由的感觉。

师：让人感觉到那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怎么能把这份随心
随性的自由读出来呢，

指名分读（倭瓜、黄瓜、玉米和蝴蝶）

师：分不出谁更自由，它们都是那么自由。

三．学习我和祖父在园中的段落。



生：我也是自由的。

师：同学们捕捉了许多我在园子里自由自在的画面。细读出
滋味，好好地去读读这些画面，细细品品，读着读着，有什
么感受。

生：第三自然段把我吸引了。

师：给大家读读。（生读，出示段落）

你感觉哪里最有趣？

师：真有意思，还有吸引你的画面吗？（12节）

生：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看着满地的狗尾草，祖父是怎
样的神情？祖父笑够了，才把我慢慢叫到他跟前，祖父虽然
教我（出示11小节）

师：我发现这段话里有一个字重复出现了很多次，数一数？

从那么多“又”中，你读出了什么？能否读出调皮、贪玩

小结：作者的语言很朴实，但却那么充满着童真、童趣，勾
起了我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

师：是啊，正因为祖父的勤劳、他的宽容、他的爱，给萧红
这么多的自由。所以，我眼中看出来的一切也是——自由的。

师：其实，萧红的童年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这么欢乐，母亲很
早就去世了，父亲是个很冷酷的人。祖父成了萧红生命中最
重要的人。在一篇文章中她这样写：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
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
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出示链接）生读。

师：读到这里，你能明白，为什么萧红心中还是念念不忘那



个园子？在她心中，这还是一个的园子。

师：学到这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题目不是祖父的园子，也
不是我的园子，而是——我和祖父的园子。正如萧红在书中
写的：“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
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师：在《呼兰河传》的尾声中，再一次提到了这个园子。
（出示链接。教师朗读）

师：萧红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是什么？

师：当我们轻轻走出这个园子，回眸看它的时候，你的心中
留下了什么？

师：萧红现在怎么样了？祖父的园子到底怎么样了？现在这
个园子究竟什么模样？

师：同学们产生了太多新的疑问，好，带着这些疑问，走出
课堂，去解决它。相信你的阅读视野也会不断拓展。

师：你课后打算给自己一份怎样的作业？

师：老师也有一个建议：文中祖父和我的趣事留给我们印象
很深，相信你和你的家人朋友一定也有许多的趣事，学会捕
捉，放大细节，你的文字也会像萧红那样自然流淌出来，记
下爱和温暖的故事吧，让我们一同分享你的快乐童年。

板书设计：

我和祖父的园子

快乐自由

爱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