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绿色畅想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绿色畅想教案篇一

我这一课的教学内容是学唱歌曲《绿色歌谣》的歌谱。教学
重点：1、感受八分休止符的节奏型。2、复习f调音阶位
置。3、有表情的熟练演唱歌谱。教学难点：认识八分休止符
并体会有八分休止符的节奏。

第一课时，在教学重点地把握上不是很准确，把重点偏到了f
调音阶的巩固练习和八分休止符的节奏认知上。由于对各个
环节教学时间上把握不是很好，所以在唱谱这一环节时间太
少，学得很仓促，显得整个课堂完整性不强。虽然各个环节
的衔接还是比较紧，但教学语言比较生硬，使原本应该活泼
的音乐课堂气氛一直比较低。过多地注重了音乐知识的学习
忽略了音乐可感受音乐的重要性，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学生学得比较被动。

第二课时，针对以上问题作了及时地调整，从环节设计和教
学内容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在各个环节的时间把握上比第一
课时好。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感受音乐节奏，我将f调音阶的复
习巩固调整到了后面，把生硬的教学生打节奏变成了让学生
听节奏型，自己找出节奏并敲击出节奏，这样使学生主动参
与进来自己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打击乐的加入世音
乐课堂注入了活力，学生随着音乐敲击节奏不仅掌握了节奏
而且对歌曲的整个情绪有了完整的印象和更深刻的理解。但
也从中发现了新的问题：1、乐器如何合理的有秩序的发放。



2、板书应该再严谨一些。

3、节奏处理上有些粗，应该再细一些。

整堂课还算完整，学生能够边用乐器敲击节奏边有表情地唱
谱。但是从形式上还是有些单调。

第三课时，在前两节课的基础上吸取经验，及时总结并注给
课堂入了新的内容来完善整堂课。首先从发声时间上的把握
控制得比前两次好一些，节奏的认知上更加明确并且重点突
出，难点处理得也比较好，各环节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了。
学生使用乐器的积极性高，大部分学生能够有表情的唱谱，
更重要的是唱谱游戏和律动的加入使整个课堂活跃了起来，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高，在节奏律动和音乐活动中掌握了本节
课的教学内容，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通过此次教学展示，我收获很多，能够一课比一课上的好这
离不开各位老师们对我教学上的帮助，提出的很多宝贵意见
我都及时收录下来并且用到了下一课的准备中。专家的意见
对我的启发很大，对新课标的学习还要继续，怎样搞好音乐
教育好要继续探索。

绿色畅想教案篇二

花了两节课的时间上《绿色蝈蝈》，感觉甚是不满意，主要
原因在于：（一）花了太多的时间学习字词。虽然学生预习
过，但从课前检查的情况来看，学生预习的效果不好，于是
我花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教读、巩固字词。从课后的听写信
息反馈过来看，情况虽略有好转，但还是不容乐观。（二）
花大量时间介绍作者法布尔与《昆虫记》。对于法布尔这样
的花毕生精力于昆虫研究与写作的科学巨匠，生平经历的介
绍对于学生应该有所影响，再说，《昆虫记》是下个学期要
读的名着，让学生对它有所了解很有必要。（三）整体感知，
效率太低。我预设了两个问题：（1）课文从几个方面描述蝈



蝈？（2）作者对绿色蝈蝈的称呼有哪些？照理说这是两个很
简单的问题，学生而且预习过，但我叫道的学生（中等生）
没有答好，不知什么原因，第一个学生从第二个问题答起，
而且回答得非常不全面，我连叫了几个学生，才把全部称呼
才找出来，我乘胜追击，追问了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不
断变换称呼，这说明了什么？在我的引导下，学生才逐渐搞
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明了作者把绿色蝈蝈当做人来写，当做
朋友来写，表达了作者对绿色蝈蝈的喜爱之情，也可以作者
热爱自然、尊重生命，与昆虫和谐相处的美好意愿。这样纠
缠之后，一节课就就所剩无几，完了。（四）、教师对教学
程序与文本不是过于熟悉。课堂教学效率要高，教师必须对
教学程序与环节烂熟于心，但我这两节课不是这样，比如说，
在讲了整体感知的第一个问题后，我却马上过渡到声音的具
体描述，并把重要板书屏显出来，这违背了原来的教学预设；
又比如说，在没有很详细感知本课科学小品的基础上，就出
示了辞海里一段绿色蝈蝈的说明文字，让学生感悟本课说明
文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另外，文本的细读对有效教学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我对文本不是很熟悉，比如说，对课文
第三自然段描写绿色蝈蝈声音特点的语段，我就不是特别熟
悉，只好与学生一起阅读学习，讲起课来也不是很流畅；又
比如，我对第五自然段写蝈蝈捕蝉的语段也不是很熟悉，最
后我舍弃了这段传统课堂必讲的重点语段。要把精华授予学
生，让学生上课有所得，教师课前一定细读文本，对文本有
自己深透的、独特的理解，上课之间一定再熟悉课堂教学程
序与有关环节，抵抗遗忘。（五）对教学思路不是太清
晰。()教师备好课后，做好课件后，对教学内容与思路一定
要再做细致的审视与思考。但我发现这节课我没有做到这一
点，以致教学遗忘了一些环节，重要的内容便无法讲深透，
影响了学生的听课。

通过这一课的教学，觉得有这样几点要特别注意，也是今后
要纠正的：

1、课堂教学要合理安排时间，重点内容要突出。字词教学重



要，作家作品知识也重要，但他们只是为课文教学服务的，
文本的解读才是课堂的重中之重，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
的地位，教学时要突出，时间的安排要向它倾斜，否则，课
堂教学便是本末倒置。

2、关注学生预习，加强对学生预习监督。语文教学预习非常
重要，她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顺逆与成败。以前，教师只
关注学生的数量，没有关注学生预习的质量，不能让学生为
预习而预习，除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预习方法指导外，还必
须警醒学生不能抄袭参考书，要自己诚信预习，真正为提高
自身的自学能力服务。

3、备课要细读文本，课前要熟悉程序（环节）。有效教学提
倡细读文本，教师课前一定要细读文本，对文本有自己深透
的理解，并努力化为自己的东西；上课前要再次熟悉教学环
节，以抵抗遗忘，这样对教学过程的流畅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也大大地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4、课前要厘清教学思路。虽然备课时已经梳理了教学思路，
根据文本与学生实际确定了教学的方向，但时间一久，很容
易遗忘，因此，课前教师要再次厘清教学思路，对教学的课
件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审视，把教学的各个环节与有关问题都
逐一做细做密，并用过渡语勾连起来。

绿色畅想教案篇三

选自《昆虫的故事》。(又名《昆虫记》)《昆虫记》是一部
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深入浅
出，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
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
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本
书的问世被看做动物心理学的诞生。《昆虫记》不仅是一部
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
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



的维吉尔”等桂冠。

绿色畅想教案篇四

因为自己喜欢绿色，所以对《向往绿色》这篇课文就情有独
钟，在教学中我采用直接导入法，表达了自己对绿色迷恋和
喜爱之情，来吸引学生，紧接着为什么作者如此迷恋绿色呢，
通过默读相关的.语段，学生也能快速地理解作者喜欢绿色的
原因，感受绿色的韵味。在此基础上，说说为什么作者如此
迷恋绿色，就水到渠成了。本节课重视学生概括能力的培养
选词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用一个词概括大、小环境的特点
等设计，是让学生在充分阅读课文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词句，
进行教学，效果很好。

绿色畅想教案篇五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以四季交替变换的话题引入，让学生
充分发言，让学生说说可以用哪种颜色表示四季，从而引入
绿色希望话题，导入歌曲教学。

本课以绿色环保为主线，让学生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教
学设计上，从聆听感受开始，并且每次听都是带着问题听，
并且预设问题层次由浅入深，让学生不断感受音乐，让学生
不断体会感受音乐的节奏节拍，并且用打击乐让学生为歌曲
伴奏，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节奏感，感受音乐的律动，感受
音乐的旋律。本节课各项教学环节完整清晰，各项教学内容
丰富多彩，根据新课程标准通过听、看、唱、跳等不同形式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律动，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
学中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而不是教师教学过程
的罗列，让课堂充满生机，努力营造和谐的音乐氛围，让学
生轻松的学、快乐的玩，在音乐活动中学会学习，学会创造，
学会表现，挖掘音乐潜在的.特殊魅力，培养学生内在的音乐
修养，较好地完成了本堂课的教学任务。



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极大
地激发了学生的内在情感。让学生对保护环境有很高的认识，
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从歌曲教学上教学，让学生自主说出他
们演唱的困难，之后教师在进行指导与讲解，这对于学生能
力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律动、问题研讨与创编等环节，从分
发挥学生互助合作学习的精神，培养学生的小组合作意识，
让每一个学生都自觉的参与到学习中来，让学生发挥小主人
的作用。整堂课以“体验、感受音乐”为主，尊重学生的独
特情感与体验，将多媒体辅助手段和音乐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歌表演环节，从分发挥学生的小组合作意识，培养他们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让学生和自己的小伙伴共同创编与表
演，在情感中体验美，感受美、表现美。

注重了实践性。通过形式多样的音乐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他们主动参与，在教师的引导下全身心投入到律
动与表演中，从分发挥了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总之，本科让学生学会了歌曲的同时也参与了表演，充分锻
炼了他们的综合音乐素质，在学习中感受音乐给他们带来的
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