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部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祖父的园子教学设计（推荐 3 篇） 

 

【部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祖父的园子教学设计第 1篇】 

教学要求  

1.认识本课的生字。学会“蚂蚱、樱桃、蚌壳、瞎闹、锄头、倭瓜、

水瓢、圆滚滚、一动不动”等词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心情,感悟作者的写作方法。 

3.联系生活实际,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 

 

重点难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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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作者的心情,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教学课时    

一课时。 

  

课文详解 

祖父的园子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

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

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停在上面一动不

动了。[①这些句子写出了昆虫的什么特点] 

段导读:第 1自然段开门见山,直接介绍园子里的昆虫。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②“明晃晃”表达了

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段导读:第 2自然段写园子留在作者记忆中的色彩。 

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养羊,羊把果树给啃了,果树

渐渐地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还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

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它们并不存在。小的时

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

风,榆树先呼叫,来了雨,榆树先冒烟。太阳一出来,榆树的叶子就发光

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③这几句写出了大榆树怎样的

特点] 

段导读:第 3自然段写园子的过去,着重写了自己印象最深的榆树。 

第一部分(第 1~3 自然段):写园子里的昆虫和树,突出园子是个大花

园。  

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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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种小白菜

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地溜平。其实,

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有时不但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

了。[④“有时……反而……”表明了什么] 

段导读:第 4自然段写“我”在园子里模仿大人做事,有时还会帮倒忙。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⑤这句话在文中的作用是什么]因为我太小, 

拿不动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

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钩一阵。[⑥这句话

说明了什么]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当做野草割掉,

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⑦这句话写的是什么“我”真在劳作吗] 

段导读:第 5自然段写“我”怎样铲地。 

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够了,把草拔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⑧祖父的大笑和追问说明了什么] 

我说:“是的。” 

 我看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

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 

 我并不细看,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⑨“马马虎虎”说明

了什么]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过去摘下来,吃黄瓜去了。

黄瓜还没有吃完,我又看见一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下黄瓜追

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也没有存心一定要追上,

跟着蜻蜓跑 几步就又去做别的了。采一朵倭瓜花,捉一个绿蚂蚱,把

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线头上只拴着一条腿,蚂蚱不见了。[⑩

作者的童年生活有什么特点]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段导读:第 13 自然段写“我”在园子里玩耍、嬉戏时的情景。 

 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

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 

  “下雨啰!下雨啰!”[ 浇水这一平常的举动在孩子眼里就是下雨,

从这里你体会到了什么] 

段导读:第 14、15 自然段写“我”跟着祖父在园中浇水。 

第二部分(第 4~15 自然段):写“我”在园子里模仿祖父做事情。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

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

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手,仿佛大树都

会发出声响;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段导读:第 16 自然段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把大树、土墙都赋

予人的情感,使我们感到祖父的园子真美。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

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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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一切都活了”“都是自由的”]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

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

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

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

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

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段导读:第 17 自然段通过写动植物的自由,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自由快

乐。 

 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白云来了,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

草帽上。 

第三部分(第 16~19 自然段):写在园子里,一切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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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第 20 自然段):写“我”玩儿累了,就睡着了。 

 

教具准备： 

课前搜集到的有关萧红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 介绍作者,揭示题目 

1.介绍作者。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坛,萧红就像是她笔下的北方院落里的花

朵一样,鲜明而热烈地开放。萧红的《呼兰河传》就是对故乡的一本

回忆录。在这本书中,她用了许多文字写了自己的童年,尤其重点描写

了家里的园子,她称它为祖父的园子,自己的后花园。为什么她对园子

如此念念不忘呢这个园子给童年的萧红留下了什么呢让我们随着作

者美好的回忆,走进她魂萦梦绕的祖父的园子。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2.板书课文题目。 

 

二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把课文读通顺。 

提醒:“倭瓜”中的“倭”字读作 wō。 

“蚌壳”中的“蚌”字读作 bànɡ。 

“水瓢”中的“瓢”字读作 piáo。 

2.再读课文,思考:祖父的园子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你是从课文

中的哪些地方看出来的(归纳学生的发言) 

(1)祖父的园子是一个好玩儿的地方。 

(2)祖父的园子里充满了快乐。 

(3)祖父的园子非常美丽。 

(4)祖父的园子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 

3.找出你最喜欢的句子或段落,反复朗读。 

 

三 走进园子,品味童年 

1.默读课文,园子里的哪些情景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2.课堂交流。根据学生的回答,老师随机指导。 

(1)这花园里有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 

①朗读第 1 自然段,想象描写的情景。 

②用一个词概括园子里的蜜蜂、蝴蝶、蜻蜓和蚂蚱给你留下的印象。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充满生机、热闹、美丽……) 

③有感情地朗读第 1自然段,读出热闹和生机勃勃的感觉。 

(2)“我”和祖父在园子里边干活儿边玩儿。 

①默读课文第 4 至第 15 自然段,画出“我”干活儿和玩儿的句子,细

细地读一读,想象“我”的心情。 

学生甲:“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 

学生乙:“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钩一阵……” 

学生丙:“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过去摘下来,吃黄瓜去

了……” 

学生丁:“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

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啰!下雨啰!’” 

…… 

②讨论:“我”在园子里到底是玩儿还是干活儿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干活儿就是玩儿,玩儿就是干活儿,反正都充满了欢乐。) 

③选择句子或段落,有感情地朗读,读出“我”的快乐。 

(3)园子里的花、鸟、虫子和倭瓜等。 

①朗读课文第 17 自然段,你从这段话中看出了什么是从哪些句子里

看出来的 

②课堂交流。引导学生关注下面的句子,在反复朗读中体会园子里的

那份自由。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 

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 

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 

…… 

③有感情地朗读这一自然段,体会其中的自由和快乐。 

3.默读课文,思考:“我”在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呢可以从哪里感受到

(“我”在园子里是快乐的,是自由的。) 

4.是啊,这里是作者童年的乐园,难怪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称园子是

她的后花园呢!有人说,一个人的快乐是藏不住的,一张口,从你说话

的声音中都能听得出。不知道你从作者的叙述中是否感受到了这一点。

找出表现“我”心情快乐的句子,有感情地朗读几遍。 

5.小结:园子是作者童年的乐园,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快乐,所以这个

园子在她心中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温馨,那样的难以忘怀。但是,你

不觉得她的自由快乐,还来源于领她到园子中的慈爱的祖父吗所以作

者称园子是“祖父的园子”。 

 

四 总结全文 

从课文的字里行间,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童年是一

幅画,绚丽多彩;童年是一首诗,耐人寻味。让我们齐声、有感情地朗

读这篇文章,再次感受童年的美好。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教学反思： 

 1.全篇以轻快、优美的文笔详尽地展现了祖父的园子的勃勃生机。

园子里的所有生命都是那么无拘无束;祖父又是那么宽厚仁爱;尤其

是童年的“我”,在这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因此,学习这篇课

文时,放手让学生完全自主地阅读。 

2.在学生读课文的时候,让他们画出哪里表现出了祖父的园子不仅是

童年的乐园,而且是学习的课堂;懂得大自然处处皆学问,获得知识的

途径有很多种;学习作者留心观察生活的写法,用心感受生活的写法,

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最后全班交流,畅谈自己的感受。  

  

板书设计： 

祖父的园子  

生机勃勃 

快乐 

自由 

 

备课资料： 

1.《呼兰河传》简介。 

《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40 年写于香

港,1941 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七章,前有序后有尾声,

文学巨匠茅盾作序。创作此小说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

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

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

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

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

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

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2.作者简介。 

萧红(1911~1942),中国女作家。原名张迺莹,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

滨市呼兰区)人。“萧红”是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

玲玲、田娣等笔名。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

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她有着与女词

人李清照相似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

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

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抗争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

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

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

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

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部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祖父的园子教学设计第 2 篇】 

《祖父的园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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