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祖父的园子教案【优秀 6 篇】 

 

  《祖父的园子》教学设计篇一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资料，感受“我”在园子里充满乐趣、自

由自在的生活，体会祖父的爱，初步感悟园子的精神好处。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会８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4．感受萧红语言新鲜自然、率真稚拙之美，产生阅读

其它作品的愿望。 

  教学重点 

  体会“我”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情绪。 

  教学难点： 

  学习作者留心观察生活，用心感受生活，真实地表达自

己感想的写作手法。 

  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童年记忆中冬日下的一对对骆驼，给林海音留下了

难忘的记忆，那么这天要学习的这篇课文中的哪些童年生活

情景让“我”对童年生活念念不忘呢？下面，我们一齐走近

萧红的《祖父的园子》，感受她的童年生活。 

  2．板书课题：祖父的园子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资料。 

  2．勾画生字新词，注意读准字音。透过查阅工具书，

联系上下文，同桌交流等方法理解文中部分词语。 

  3．小组讨论：作者回忆了童年时在祖父的园子里经历

的哪些场景？ 

  4．全班交流：记忆中的园子（1—3 自然段），跟着祖父

在园子里干活、玩耍（4—15 自然段），园中的一切都是活的，

都是自由的（16—17 自然段），在园中玩累了，能够快乐地

入梦（18—20 自然段）。 

  5．交流课文主要资料：记忆中祖父的院子色彩鲜艳，

景物众多，祖父经常在园子里劳作，“我”也经常在园子里

“乱闹”、玩耍，园中的景物的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快

乐的。 

  三、细读品味，体会文意。 

  （一）走进“园子”，感受童年的趣事。 

  1．在祖父的园子里，有一位小女孩，她顽皮可爱，读

文章相关段落，标出她做的哪些趣事，认真体会。 

  2．交流：你觉得哪件事最搞笑？ 

  预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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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东一脚西一

脚地瞎闹。有时不但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 

  这哪里是在种小白菜，“我”就是在瞎闹。谁愿意当当

文中的小女孩，读出作者的调皮劲儿。 

  预设二：“其实哪里是铲，但是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钩一阵。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当作野

草割掉，把狗尾草当谷穗留着。” 

  “我”是在怎样铲地的？哪里是在铲地呀？这简直就是

帮倒忙。 

  预设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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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样是浇水，我和祖父有什么不同？从哪里读出

来的？ 

  （2）想象一下，小萧红大喊着“下雨啰！下雨啰！”的

神情是怎样的？（激动地、欢快地、开心地、天真烂漫地……） 

  （3）感情朗读。你边读边想象她的动作，神情。 

  （4）小结：本是浇菜的水和工具，可到了“我”手里，

就成了“乱闹”的玩具。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读出作者的快

乐和顽皮。 

  （二）走近祖父，体会祖父的慈爱。 

  1．作者在园子里这么淘气，这么调皮，祖父是什么态

度，阅读 5-----12 自然段，细细体会。 

  2．重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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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一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我看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了，说：“这

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地讲给我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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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抓“慢慢地”体会祖父对我的慈爱。 

  （2）抓祖父的笑：“大笑起来──笑够了──还在笑”，

从这三次笑中你读出了什么？ 

  （3）祖父的笑里隐藏着什么？（慈祥、和蔼可亲、疼

爱孙女的） 

  （4）分主角朗读对话，体会文章表达的情感。 

  3．在这座园子中，孙女爱胡闹，祖父从来不恼，正是

有了祖父的慈爱，在他宽容、耐心、呵护下，我才能够如此

地在园子中纵情嬉戏！那么这座园子在“我”的眼中在“我”

心里又是怎样样的呢？ 

  这是一座乐园，更是一座爱园。 

  4．小结：祖父给与“我”足够的宽松氛围。让“我”

自由快乐的，不光是祖父的园子，更有慈爱的祖父。祖父允

许“我”随便玩闹，对“我”倾注了爱心和耐心，祖父给了

“我”心灵的自由，他的爱放飞了“我”孩子的天性，在他

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由、快乐而又幸福的童

年。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三）走进园中景物，感受作者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 

  1．心中是自由快乐的，看什么都是自由快乐的，在作

者眼里，园中的景物又是怎样的呢？自由读（16—17 自然

段）。 

  2．把自己当成园子里的一只蝴蝶、或者一朵花，或者

一棵树，来讲述你的快乐和自由吧！引读（17 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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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的阳光下，花开了，在我看

来，就像__________；鸟飞了，就像__________；虫子叫了，

就像__________；倭瓜有的爬在架上，有的爬在房上，在我

看来，是__________；黄瓜有的开着花，有的结果了，在我

看来，是__________；玉米长得个性茂盛，在我看来，是

__________…… 

  3．短文连用十个“就”字，朴素的文字，普通的景物，

自由自在的景物，处处传达着“我”的自由与快乐。一切景

语皆情语啊！带着这样的感受齐读 13 段（引读 13 节）。（这

是对园中景物的一次回望。有了对文中趣事的理解，再读第

13 节就能更好地领悟作者写作的巧妙，体会到作者在借景抒

情，体会到作者“心”的自由。此处读是一次情感的升华。） 

  四、回顾总结，延伸拓展，渗透园子的精神好处。 

  1．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祖父的园子是一个怎样的

园子？ 

  2．有自由的园子真好，有爱的园子真好。就这样一天

一天的，祖父、后园、“我”三者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在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三十一年短暂而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对于人间的“温暖与爱”

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的萧红常常会忆起呼兰河城，因

为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她的祖父，有她和祖父的园子。所以，

作者用一颗真诚的心，用一本《呼兰河传》记录了以前的点

点滴滴。 

  《祖父的园子》教学设计篇二 

  １、知识目标： 

  ⑴、掌握课文生字、词。 

  ⑵、熟练朗读课文，理清思路，把握文章主旨。 

  ２、能力目标： 

  ⑴、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 

  ⑵、培养学生语言积累及口语表达能力。 

  ⑶、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３、情感目标：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寻找美，寻找亲情，

从而提高审美观。 

  １、重点：学习朗读，感悟课文内容。 

  ２、难点：通过学习课文，每一个学生都能有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 

  讲授法、合作探究法。 

  多媒体教学。 

  ２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简介作者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先展示、交流学生搜集的有关女作家萧红的资料，再多

媒体展示教师搜集的资料如下： 

  萧红：原名张乃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她从小生长在

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她的童年却是在可怜的阴影中长

大的，在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零的挣扎过来。她的父亲

张庭举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他冷酷、

贪婪，甚至因为萧红是个女孩而歧视她。只有在她的祖父那

里，可以得到温暖和爱，祖父和他的后园是她童年时代的一

束阳光，因而她对于和祖父一起时的那段童年时光有着强烈

的眷恋之情。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她笔下的祖父以及充满乐

趣的后园。 

  三、学习目标 

  多媒体出示： 

  １、掌握课文生字词。 

  ２、熟练朗读课文，理清思路，把握文章主旨。 

  四、朗读课文 

  １、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２、交流自己预习时查找的生字、词，然后集体订正。 

  ３、教师范读课文，给学生以美的享受。 

  五、整体感知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探究学习，锻炼学生整体阅读、

归纳、概括能力。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１、祖父和“我”在后园都做了哪些有趣的事？并简单

复述。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２、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喜欢文中的祖父么？为什

么？ 

  小组派代表发言，其他组补充完善，最后多媒体展示讨

论结果： 

  ⑴、第一问答案： 

  ①、种小白菜。 

  ②、铲地，重点写“狗尾草”事件。 

  ③、我在后园吃黄瓜、追蜻蜓、捉蚂蚱、扬水“下雨”。 

  ④、我和祖父讨论“樱桃树为什么不结樱桃”，“为什么

樱桃树不开花”等问题。 

  ⑤、插花事件。 

  ⑵、第二问答案： 

  祖父： 

  勤劳慈爱、幽默风趣，有一颗童心。 

  “我”： 

  天真活泼、顽皮可爱，有一颗自由的心 

  六、小结 

  作者通过回忆童年时代快乐、自由、温馨、美好的后园

生活，表达了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浓浓亲情的眷恋，也表

达了作者对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向往，以及童年的“我”作为

一个真正的人的自由和天性。 

  七、作业 

  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任意选择一题做答： 

  １、在本文中找出你喜欢的五个词语解释并各自造一个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句子。 

  ２、在下列词语中任意选出五个，把它们连接成一段话

（不少于 50 字）。 

  嘴馋、玫瑰、玩腻了、明晃晃、毛嘟嘟、蓝悠悠、寂寞。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以朗读为主，研讨赏析文中优美语句。 

  〖教学过程〗 

  １、本课的作者。 

  ２、给下列词语注音： 

  谷穗、玩腻了、衣襟、地榇、嘴馋。 

  二、朗读、赏析、感悟 

  １、找出文中你认为写得精彩的句子，大声朗读，并结

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悟出发，谈谈自己的理解。 

  （朗读时要注意，有的文段应大声朗读，有的可以欢快

地朗读，有的甚至像小萧红那样喊，有的则要默默地品读。） 

  如： 

  ⑴、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

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

了。 

  ⑵、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

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

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⑶、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飞上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

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⑷、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

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

日子那么长。 

  （除了这些句子外，当然也可以是其他句子。） 

  ２、小组合作探究： 

  本文写出了浓浓的亲情，也写出了“我”作为一个真正

的“人”的自由和天性。找出集中反映人的自由和天性的段

落，互相交流体会。 

  第一部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

又远。” 

  第二部分：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休息好了

又是跑。” 

  三、交流（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在你的亲人中，你最喜欢谁，为什么？ 

  （用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说明。） 

  四、小结 

  五、布置作业 

  １、必做题： 

  同学们，在你们的童年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请把它们

写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童年的欢乐和那温馨美丽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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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情！ 

  ２、选做题： 

  阅读萧红的其他作品，并写出读书笔记。 

  《祖父的园子》教案篇三教学目标： 

  1、认识 8 个生字，读记“蚂蚱、倭瓜”等词语。 

  2、自主探究文本，体会园子的特点，感悟作者自由、

快乐的童年；了解作者“朴实无华、借物喻人”的表达方式。 

  教学重点： 

  感悟作者自由、快乐的童年以及对祖父的怀念。 

  教学难点： 

  了解作者“朴实无华、借物喻人”的表达方式。 

  教学过程： 

  一、课前引入 

  1、家里有菜园的同学请举手，说说你在菜园里都做过

了哪些事？（指名说） 

  2、有个作家叫萧红，在她小时候的眼中，祖父的园子

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 19 课，一起去分享萧红

的童年。 

  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二、认读词串，整体把握文本。 

  1、出示 3 组词串： 

  找一找这 3 组词串有什么特点？指名说 

  2、当我们把课文里的词语分分类，记忆起来就方便多

了。比如：我和祖父的园子里的昆虫真多，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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