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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特级老师薛法根的课朴实中透着灵气，大气中不乏精致。这

次听的《爱如茉莉》是苏教版国标六年级的一篇新课文，描述了父母

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爱，一如平淡无奇的茉莉，洁白纯洁，素雅温馨。

薛老师上来不矫情、不造作，娓娓道来，训练扎实，拓展有深度。上

课伊始，薛老师就鼓励学生上黑板默写课前预习的词语，孩子们愣了

一会儿，或许平日里的老师从来不在第二课时就默写，更何况还是公

开课呢，万一出丑了怎么办。两组共六个词语中有的是文中直接就有

的，有的是稍作改动的，都是描述茉莉特点的词语。薛老师在对个别

字的书写进行指导后，引导学生用其中的几个词语来说一句话。这是

他的一贯风格，教学中的字、词、句、段都要训练到位，每个环节都

要围绕学生语言文字的学习。不因高年级学生已具备自主学习生字词

的能力而偏废，也不在乎字词学习会使体验感悟不那么流畅，注重的

是学生扎实的语文学习。正如薛老师后来在评课中所言：“语文课是

语文的，发展学生语文学习能力是核心目标。”导入新课后，薛老师

有这样一段话：“希望同学们在这堂课上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

关注文中那一个个生活的细节、每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

或许都有茉莉一样的真爱；我们还要到文中用心去感受精美的语言，

在朗读过程中要从一个字、一个词语、一个句子、或者一个段落中去

体会那淡淡的如茉莉花香一样的真爱。”这段提示语既点明了学习

要求，也指导了阅读方法。

    薛老师在深入钻研教材之后认为此文是“生活有真爱，细节谈真

情；语言有温度，字词知冷暖。”必须引导学生关注细节，从而品味



出语言蕴含的情感。学生真的是静心读文，划下充盈着真爱的字词句，

在交流中不时有精彩、有思考、有启发，更有真情实感。如此大手笔

的精读环节，往往对于我这样的新手会不好把握学生在交流中的提升。

薛老师的教学示范提醒了我：“在学生交流中老师要评价、要点拔、

要引导。”不要为了体现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要关注他们的个

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他们的好奇心、求知心而不敢越雷池

半步—————“该出手时就出手”才是对学生学习的真正尊重。分

享薛老师精妙的评价————当一位学生分别从文章的 12 小节和

16 小节中体会出父母之间的真爱如茉莉一样纯洁透明时，薛老师充

分肯定这位学生能把前后两段文字联系起来分析，很会读书。

   



 这种肯定能让其他学生模仿到一种阅读方法————学会联系、整

体阅读。分享薛老师适时的引导————最后薛老师问学生结尾为何

要用两个“爱如茉莉”你是怎么理解的？学生各抒己见，薛老师一一

作点评，但当一位学生说第一个是妈妈说的，第二个是爸爸说的。薛

老师反问道：还有“我”的呢？那应该用三个“爱如茉莉”。学生意

识到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入，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新课程标准中强调

要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但这不代表老师可以对学生错

误的理解似是而非。分享薛老师的智慧点拔—————“刚才大家都

说得很好，不过有一段大家都没有提到，那就是第 9小节，请你们仔

细读读，你脑中出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用心、用朗读把这个画面再

现出来。”“初升的阳光从窗外悄悄地探了进来，轻轻柔柔地笼罩着

他们。一切都是那么静谧美好，一切都浸润在生命的芬芳与光泽里。

这句中的阳光与平日的有何不同呢？”“带着感情去读，带着感情去

体会，带着感情去表达，就一定能感动人心。”等等。

    在新课程的课堂中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时会出现“被学

生过牵着鼻子走”的现象，薛老师说：其实在交流中需要点拔，但不

一定要面面俱道，要有取舍。点拔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激发起

学生的无穷潜力。最让我感动、敬佩的是：薛老师在课堂中指导学生

把一段话整整读了四遍，直到这位学生把文章读正确了才让她坐下。

事后的评课中薛老师说：“或许我这个五分钟有些浪费，但课堂上对

一个孩子特殊照顾五分钟，将改变他语文学习的命运。”在我的课堂

中也有许多这样语文上有理解可是学习习惯不够好的孩子，我会让他



重读课文，却没有如此耐心地一遍又一遍。我担心着教学完不成，担

心着其他孩子分心。真应该有“舍”才会有“得”啊！ 〖你正在浏

览《老百晓在线》提供的文章 在评课中我更是体味到了薛老师的智

慧话语，如：语文课应简单、朴实，不追求热闹。静心才会融入，热

闹流于浮华。太多的媒体、教学方式会使学生忙着用眼、用手，可就

是不用脑不用心。

   



 我追求的课堂不要甜言蜜语，花言巧语，要朴素实在，就像文中所

说的“静谧美好”。语文课要有深度，要有智慧的挑战。教师在追求

课堂“有深度的简单”必须要有丰厚的底蕴。课的结尾体现了薛老师

所提到的“有智慧的挑战”————模仿文中“爱如茉莉，平淡无奇，

洁白纯洁，素雅温馨。”说一句话，谈谈你对爱的理解，强调后半句

一定要说明你为什么打这样的比方。在学生滔滔不绝，不时闪现智慧

火花的过程中，我的脑中突然冒出“真水无香”一词，老子说过：大

音稀声，大象无形，庄子也曾经讲过牙人辨猪的故事。

    最好最真的东西，总在看来最平常的事物之中。“真水无香”一

如《爱如茉莉》，清新淡雅；一如薛法根老师，才华横溢，毫不张扬；

一如他的教学，质朴存真！正因如此才让我有冲动写下此文。

    《爱如茉莉》教学反思 2

    《爱如茉莉》是一篇弥漫着淡淡香气的散文，以生动传情的笔触，

描写 了父母之间互相关爱，有如茉莉一样洁白纯净，芳香宜人，抒

发了对这种感情的赞美之情。

    在对这节课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注意了以下三点：

    1、找准切入点。

    课堂教学中，一个好的切入点，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使教学内容简明扼要，“牵一点而动全文”，避免繁琐的分析与讲解，

在简简单单的教学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使课堂教学省时高效。于

永正老师认为“简单不是减少，是目标简约、精简环节”。

   



 以前我也听过有的老师讲《爱如茉莉》，从头讲，妈妈说爱像什么？

我一开始同意妈妈的看法吗？后来，我又怎么认为的？整个课堂教学

中，老师不停地问，学生不停地回答，把学生读书的时间占用了不少，

学生也没有真正地深入文本去理解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听课的

时候，我就在想或许这篇文章有更好的切入点吧。看着文章的题目，

我在想“爱如茉莉”，不就是这篇文章的切入点吗？一是茉莉花有什

么特点，二是父母之间有什么样的爱。二者都弄懂了，找到两者之间

的相似之处，我想这节课的教学目标也就达成了。所以这节课的教学

我也就抓住了这两条线索：茉莉花的特点与父母的爱。

    2、细节悟真爱。

    “生活有真爱，细节有真情，语言有温度，字词知冷暖”。 本课

中父母之间的那份平淡又真切的爱，融在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

如果不用心去品，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我先指导学生“关注细节，抓人物的一个动作、一种眼神、

一句话语”去体会父母之间的爱，引导学生用心阅读文中发生的感人

故事，找一找描写特别感人的细节，并写写批注。然后在课堂交流中

紧紧围绕细节处展开品读，通过“直奔”、“紧握”、“叮嘱”等词语

感受真爱，引导学生理解“直奔”、“蹑手蹑脚”、“紧握”等词的含

义，从而体会父亲对母亲那份无微不至的关心；通过父母说的两段话，

感悟他们之间的彼此体贴、默默付出；透过“探”字体悟“人有情，

景有语”。学生品词析句，在“品字”中体会到作者遣词造句的精妙，

在“读文”中感受出文字中的温度，对父母的真情有了了切身的感悟。



    3、寻找身边的爱。

   



 现在的孩子怨言太多，对父母的抱怨、对老师的抱怨非常的多，除

了一些合理的之外，有的时候显得过多的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会体谅

师长的良苦用心。他们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爱，而“爱”这一字眼涵盖

的范围太广，内涵又太深，所以我就让学生谈一谈身边爱的细节。为

了帮助学生理解爱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我以“爱是什么？”为题

让学生谈感受。我先开头说：“爱是什么？爱是妈妈的担心，爱是爸

爸的叮嘱，爱是孩子们上课时专注的眼神，爱是孩子们那一张张纯真

的笑脸，爱是家长们的理解和支持，爱是家长们的关心和帮助??”课

后作业布置小练笔，让学生写写身边的真爱。

    一件件小事啊，一个个细节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

一缕微笑??只要留心，我们便会发现它们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啊，

但因为太平常了，常常给忽略了，正酷似茉莉的质朴无华、幽香袅袅、

平淡无奇。也不知道学生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对真爱是否有了更深的

理解，是否也能有一颗爱别人有心。

    课堂教学永远存在遗憾，文中还有许多爱的细节还没有来得及细

细品味。也请在坐的老师们批评指正。

    《爱如茉莉》教学反思 3

    学生已学过很多以“爱”为主题的文章，但多限于“母爱”，像

《爱如茉莉》这样以“爱情”为主题的现代文却是第一次接触到。

    上学期，上《清平乐村居》时，第一次大胆拨动了那根情弦：

    当问到什么是“相媚好”时，有一学生立即回应“谈情说爱”。

全班哄笑。当时也惊讶于该生的大胆表达，他拨动了所有学生懵懂的



不好意思触及的那根弦，但他说的基本正确，不该让他面临尴尬，更

加不能使课堂走向嬉闹，回应所有学生“你别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相媚好’就是说彼此之间很亲热，亲热地聊天、打趣说笑。”学生

兴致更高了，趁势引导想象说话，“这对老夫妻，喝了点小酒，带着

点微醉，在亲热地打趣说笑，他们会对彼此说些什么呢？”随手拉起

前排一个学生，他有点不知所措，带点羞涩。喊他坐下，重复问题，

不一会儿，该生主动举手了，回头请他说，“先说，是谁对谁说？老

头子对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对老头子？”他断断续续说，“老头子对老

婆子说，‘老婆子，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们刚结婚时的情

景吗？’”继续引导说话，“哦，老头子想领老婆子回忆刚结婚时的

情景。他们还可能说什么呢？”小学语文教学反思

那个直呼“谈情说爱”的男生迫不及待了，“老婆子对老头子说：‘老

头子啊，你都好几年没说你爱我了，我好想再听你说一遍。’”口气

极挠人。再引导，“哎呀，老夫老妻了也需要不时甜蜜一下的嘛！”

一对女生举手，想扮演两人说话。学生间对话，这是我在引导说话时

没有想到的方式，学生自己“冒”出来了，教学相长啊！“老婆子，

那片竹林是咱俩亲手栽种的，如今已经高耸入云了，明天，咱们过去

看看吧！”“好啊，明天一起去看看，它们见证了我们生活的变化

啊！”不羞涩的学生积极说话，其他学生也都乐在其中，“同学们，

我相信这一对老夫妻‘相媚好’的样子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各不相同，

读书就是要这样把文字读活。”“你感觉这对老夫妻的生活怎么

样？”生答“美满”“和谐”“幸福”。“俗话说，‘只羡鸳鸯不羡仙’



，任谁看到这样的情景都会被打动的。再读这两句词，把理解和感情

读进去。”有感情朗读水到渠成。

    那是我们第一回在课上共同“谈情说爱”，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

但交流下来，我知道了什么叫“思无邪”。

    继续交流了下片对三个儿子的描写之后，我们回头再品了“醉”

字，“醉”不只是“喝醉”，更是“陶醉”“沉醉”，这样的感情和睦、

生活安宁怎能不让人“酒不醉人人自醉”？旁观的词人也不免羡慕向

往。那一课，我们都上的很开心，因为有情。

    有了那一课的铺垫，本课的教学思路更加清晰了：

    一、感受爱：从字里行间感受“爱如茉莉，平淡无奇却洁白纯净、

幽香沁人心脾”。

    “爱体现在细节处”，“爱是互相怜爱”。

    二、交流爱：爱体现在细节上，谈自己感受到的父母、朋友、老

师对自己的爱。

    辩析恋爱是电视上看到的那样的吗？

    父母之间在爱吗？结婚是恋爱的结束吗？交流自己感受到的父母

间爱的细节。

    三、采访爱：采访父母，了解他们恋爱时对方为自己做过的让自

己最受感动的一个爱的故事或爱的细节。

    四、追踪爱：调查孩子成功采访完成作业的比例，70%。

    发现遭遇的困难——父母耻谈或表示不记得了。

   



 成功案例分享，询问是如何和父母沟通的、何以能采访成功，交流

当时父母的神态、语气、对采访的态度。

    五、爱不完……

    有一位学生在日记中对我说，“麻烦以后不要布置这样肉麻的作

业了。”我回应，“这是爱的作业。”看来，爱，依然是中国孩子羞

于交流、需要学习的。爱不完，我愿意在自己更有体会更能发言之后

给学生以启发、引导。

    《爱如茉莉》教学反思 4

    生活有真爱，细节有真情，语言有温度，字词知冷暖”。本课中

父母之间的爱就流淌在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中，如果不用心去品，是感

受不到的。作者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述了父母间温柔、细腻的感情，

如一脉涓涓细流，在你心里流动；如一缕淡淡花香，驻足你的心房。

    1、音乐创情境

    音乐与文学，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音乐让人有灵性。因

此，在课的伊始，我就用声情并茂的语言创设情感场，在最后学完全

文后的总结时，我也配上了音乐。合适的音乐非但不会伤害语言，而

且会让语言自身的意味保持得更长久。尽管语文教学要回归简单，但

也并不一定要谈多媒体色变。

    2、字词促理解

   



 语文教学有时也需要咬文嚼字。在字词的感悟中，有助于学生读懂

文字的内涵，体验蕴含在其中的情感。在对“奔”字的教学中，我从

语音入手，让学生获得语义的理解，从语义的理解感受当时父亲的心

情。把语文学习的真谛隐含在这个字的处理中，引导学生一步步感觉

到文字的温度。课堂教学永远存在遗憾，感觉不足的是在对“掏”“钻”

等动作的领会上还没有到位，文中还有许多爱的细节还没有来得及细

细品味。

    3、诗歌见真情

    语文教学的核心是语言和思维的训练。优秀的表达，必是思想锤

炼的结果。当学生即兴创作的小诗在课堂上静静流淌时，那一刻的我

内心被滋润了。“爱，是一把大伞，为你遮风挡雨。爱，是一束鲜花，

芬芳怡人。爱，如甘甜的露水，滋润心田；爱似灿烂的阳光，带来无

限温暖……”即使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强的孩子，也在最后的创作中吐

露出了心声。

    也许，在“品字”中体会到作者遣词造句的精妙，在“读文”中

感受出文字中的温度。这样的教学，或许就是一种有效的教学。

    《爱如茉莉》教学反思 5

    这是苏教版国标五年级的一篇课文，“生活有真爱，细节有真情，

语言有温度，字词知冷暖”。本课中父母之间的爱就流淌在生活中的

许多细节中，如果不用心去品，是感受不到的。作者用散文诗般的语

言，描述了父母间温柔、细腻的感情，如一脉涓涓细流，在你心里流

动；如一缕淡淡花香，驻足你的心房。



   



 在设计这篇课文这一课时时，主要是按照这样的步骤来进行的：初

步感知。因为是第一课时，孩子们以前也没怎么接触过，所以首先磁

带的范读让孩子们整体感受课文。接着说话训练。先说说你见过的茉

莉，再通过看图片，学习课文中的表现茉莉特点的词语，试着用这些

词语再说说茉莉。接着进入本节课的重点，就是找一找课文中的一些

能表现出爱的细节，读一读，说一说。最后总结出爱与茉莉的特点。

    我觉得这节课的设计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注重教学引导

    在语文课堂中，各个环境之间的引导与连接相当重要。本课教学

中我通过联系生活实际，范读磁带，图片、音乐等的渲染快速地把学

生带入学习这篇课文的情境中，为后面的说、找、读打下基础。

    二、注重对学生读、说能力的培养

    朗读是学生与课本的情感对话。有时候有感情的读胜于喋喋不休

的讲，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也安排了大量的读，并有对学生的朗读

指导，努力让孩子们在读中体会感情加深理解。

    说话是语文学习中的一项重要能力，本节课的教学中，安排了一

系列从简到难的说的训练。刚开始学生可能不知道说些什么，可是说

着说着就便有话可说了。

    三、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就是学生的找细节，谈体会。同学们找了很多

也说了很多，很多同学都说了自己的体会，只要他的体会有道理，都

给予肯定和表扬，当然如果说的不合理的也给予及时的纠正。



    四、理解过程中引导学习生字词

   



 传统的生字词教学是把生字词都集中起来逐个教学，但这样的教学

太枯燥。因为孩子们都是五年级了，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学生字的能力，

所以本节课没有安排生字的认读教学，而是把一些词语的教学穿插在

课文的教学当中。这样既不枯燥，又可以培养学生根据上下文理解词

语的能力。

    五、关注到少数家庭特殊的孩子

    本来的课后习题想设定为：请回家观察观察自己的爸妈之间的爱

是什么样。后来一想不行，有些孩子父母不离异或不在身边，这样的

题目可能会引起学生的自卑。于是在课堂上把课题的爱范围扩大，并

把题目换成：你感受过平凡无奇的爱吗？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也能感受

到生活处处都有爱。

    因为很欣赏薛法根老师执教的《爱如茉莉》，所以课堂的有些设

计就是模仿他的教学，但又根据我们这边的学生特点进行了修改和补

充。发现孩子们接受的还是不错的。

    在这次课堂教学评比活动中，收获很多。最大的感受是，教师对

教材的钻研特别重要，要学生体会到的内容，教师必须首先能够更深

刻地感悟到，然后才有可能让大多数学生也感悟到；另外教师在课堂

上的生成语言很重要，要能抓住学生语言中的亮点进行生成教学，这

样才能使课堂更和谐融洽。在教育教学中我需要努力学习的还很多。

很幸运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谢区教育局给我们这次学习机会！

    一、一节课下来，觉得把握得比较好的有这样几方面：

    1、一个大问题“从那些细节感受到了父母之间的真爱?”统领第



二课时的教学，重点突出，思路清晰。

    2、充分给足了学生自主默读、交流探究、课堂练笔的时间。

   



 3、析词品句，体会了真情。李海林说：“语文课上出了多种味道，

唯独没有语文味”，成了“没有语文的语文课”。字词知冷暖，语言有

温度。执教时，我紧紧扣住文本的主旨，把情感的熏陶感染和语言的

理解运用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课标”要求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

谐统一。如引导学生理解“直奔”、“蹑手蹑脚”、“紧握”等词的含

义，从而体会父亲对母亲那份无微不至的关心;通过父母说的两段话，

感悟他们之间的彼此体贴、默默付出;透过“探”字体悟“人有情，

景有语”……

    二、40 分钟的时间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以致匆匆结束。反思这

一教学行为存在的原因主要有：

    1、为体现这节课情节的完整，我将第一课时理清文章的情感脉

络又提了出来。本想以复习的形式带过，没想到学生对这个问题显得

有点懵，可能是我提问的语调唬着他们了吧。

    2、整节课的节奏有点松散，本想让学生在宽松一点的氛围中自

主学习的，很显然对课堂的驾驭能力还不足。同时也给我提出了这样

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优等生的提高又要照顾到层次低一些的学生。在

练笔环节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好的学生早就写好了，差的学生还在

写写涂涂改改的……说实话，如果是赛课，我可能就“带”过去了。

    3、个人语言还需锤炼，重要的是把很多的东西吸收、内化为自

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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