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树叶的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树叶的教案篇一

《蓝色的树叶》这篇课文写得是在一次美术课上，李丽的绿
铅笔不见了，向同桌林园园借，可是林园园舍不得借给她用，
李丽就用自己的蓝铅笔画树叶。课文结尾这样写着：李丽拿
起自己的蓝铅笔，用心地画着一片片树叶。林园园看着这些
蓝树叶，不由得脸红了。课文内容真实、生动，贴近儿童生
活，有着较强的生活气息。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学习生字新词，朗读课文，懂得要有助人
为乐的好品德。执教这课时，我是这样做的：

采用多种方法教学生字后，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采
用了“听音找字”的游戏巩固生字。这游戏能较好地激起学
生的学习欲望，学生很快就进入学习状态。首先让学生准备
好自己制作的生字卡片，然后听老师读字，学生迅速举起听
到的生字。这游戏既考查了学生掌握生字正确读音的情况，
尤其是翘舌音的字“术、惹、皱”，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一举两得。

学习课文内容时，我从整体入手引导学生自读课文思考并说
出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由于这篇课文中的事与学生生活十
分接近，所以在教学手段上，我注意以读为本，抓住李丽和
林园园的四次对话作为指导的重点，鼓励学生反复朗读，揣
摩人物内心世界，丰富内心的感受。如：学习第三自然段时
我引导学生找出林园园的话中有几个“不要”？自己尝试读



一读，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在朗读中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
际进行反思，通过初读、再读、品读、选读、分角色等形式，
让学生体会感悟出李丽自始至终都非常有礼貌，林园园则自
私，一次又一次地找借口不愿把绿铅笔借给李丽。在读和理
解的基础上，我利用多媒体课件出示图像并提出问题：林园
园看见李丽画了蓝树叶，为什么脸红了？学生们争先恐后地
发表自己的见解：林园园最终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是不对
的，同学有困难应当热情帮助。她因为羞愧而脸红，从而使
学生受到思想教育。但是，在引导学生认识林园园的做法是
错误时，我也很注意防治学生把林园园作为批判对象，使学
生认识到林园园虽然有错，但她最后还是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并改正的。最后，我还相机进行了说话练习：“我想对林园
园说……”让学生和林园园对话，结合生活中的具体实例进
行沟通和交流，还鼓励他们写下来，初步培养学生的写话能
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认识到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尤其
是当别人有需要时，更应该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学生能能领
会到课文传达的教育信息，这是我在本课教学中觉得最成功
的地方。但是，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方面仍比较欠缺，学生朗读的参与面较小，鼓励性的语言
没有发挥较好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参与到学习中，
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以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方面应加以探究
以改正不足。

树叶的教案篇二

在进行到学唱歌曲这一教学环节时，我考虑到第一、二句比
较难唱，容易出错，在学生基本唱对的情况下，我用了两分
钟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了仔细的讲解和练习。现在看来这是多
余的，显得有点画蛇添足。可以在学生第一遍唱完后，问一
下学生：你最喜欢哪一句？哪一句最难唱？当学生说出最难
唱的一句时，老师再对这一句进行范唱，学生跟唱。这样就
显得自然了。



这节课最后的七分钟里，我是安排的让学生个别唱，这显得
内容单一，缺乏新意。经过和听课领导的交流，我又设计了
两种结尾。

第一种是接着上一个步骤：根据歌词大意进行情境表演来进
行延伸。可以接着再请第二组、第三组上来，分别由老师指
导，学生现场进行情境表演。最后再请全体同学随着音乐进
行即兴表演。这样课堂气氛就达到了高潮，学生也学得非常
尽兴。

第二种结尾是安排学生欣赏《八月桂花遍地开》。先让学生
初步听，知道这是二胡独奏。再复听，让学生跟着音乐哼唱
歌曲。这首歌曲本来就不难，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听了两遍
后，学生应该很容易就会唱。

这就是我对《树叶儿飘飘》这节课的反思。感谢校领导和老
师对我的指导和建议，谢谢大家。

树叶的教案篇三

《蓝色的树叶》这篇需要两个课时，第一课时老师引导学生
自学生字词，初读课文，对课文大致了解，第二课时学习理
解课文，有感情朗读课文。

第一课时的重点是识字，初读课文。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我采用了读课题学生自设疑问的方法导入课文。这种导
入方法，能较好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快进入学习状态。
在课前我也布置了预习，读书的作业，学生通过自由读文把
生字划出来。课堂上我要求他们把划出的生字自己借助课文
中的拼音识记一遍，说说结构和偏旁部首。然后全班交流重
点难记的字词，提示他们使用多种方法。例如：熟字记忆法，
换偏旁换部分，猜字谜等等。最后通过开火车读，基本上全
班都能轮一遍。在指导初次朗读时，先是让学生自读课文，
因为他们刚学完生字，自己读可以把生字融到课文中读，体



会字意。

在第二课时，重点在朗读和语言的积累。我将李丽和林园园
的几次对话作为指导的重点，通过朗读对话中人物的.语气、
神态、动作，让学生自主体会。朗读中，我发现大多数学生
很容易能把问句的语气读好，但是却容易忽视细节。比如学
生在“把绿铅笔借我用一用行么？”这句话时，课文里需
要“小声地”读，不少学生没有注意到这点，反而更大声了。
往往需要老师提醒或者暗示。不足之处还有给学生读的时间
少了点，对于语感差的学生来说更需要多读。语言的积累我
主要通过在读文中指导学生理解词义，巩固生字，分析三次
对话，走进语言的感情里，这样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
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角色互换从而体会“同
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的道理。最后以“我想对林园园
说……”“我想对x说……”这样的口语训练收尾，加深学生
对这类似问题的体会。

树叶的教案篇四

仔细分析一下这首歌曲，《小树叶》是一首描写树叶在秋风
中飘落的情景，第一段描述了小树叶被秋风吹落，离开树叶
妈妈的失落、伤感的情感。第二段描写了小树叶勇敢面对，
明年继续打扮树妈妈的勇敢。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这首歌
曲歌词比较简单，容易理解。难的是让幼儿唱出小树叶的情
感变化，这需要让幼儿的情感进行移植。

我首先第一步做的是让幼儿理解歌曲的意思，中班的小朋友
很喜欢听故事，于是我将歌曲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其中
在故事中，我细致地描写了小树叶的心理活动，小树叶离开
自己的妈妈的依依不舍，让幼儿进行移情，使幼儿引起情感
上的共鸣。同时在讲述的同时，我还配上了简易的简笔画插
图，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深深吸引了小朋友，使他们完全
融入到情境中。



第二步学唱歌曲，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学习歌曲是轻而易
举的。虽然歌词很简单，在进行第一课时，我只教了第一段。
小朋友学会歌曲后，引导孩子在唱歌时进行了情感处理，表
现出小树叶的伤心、难过，看到小朋友能真正投入到唱歌活
动中。有了先前的铺垫，发现个别小朋友的表情是那么得伤
心、失落！在第二课时，小朋友很快记住了歌词，情感流露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唱歌活动中，经常会出现孩子扯大嗓门喊歌，这是很不好
的习惯。不仅仅对孩子的嗓子不好，而且很难表达歌曲的情
感。所以，帮助幼儿理解歌词要放在学习歌曲之前，再引导
幼儿进行情感处理。

树叶的教案篇五

本课我在第二课时教学设计上，我首先复习了生字，然后指
导书写了“铅和拿”字。在对这两个字的书写教学上，我显
得薄弱。没有对重点笔画做出其他颜色的标记。同时对拿字
的最后一笔上学生说成“弯钩”时我没有及时纠正。应该
是“竖钩”。此处暴露了基础知识上的漏洞。同时孔主任课
后说在指导写字上应该选取“铅笔”或者“笔和拿”这样可
以互相纠正。我也认为有道理，下次课上准备纠正。

在本课上我设置统领全文的问题是：“林园园为什么不愿意
借李丽绿色铅笔？你是从哪看出来的？”本篇文章就是从这
一问题开始逐一拨开。课后大家研讨时认为此处应该再加入
说说是怎么体会的，这样效果会更好。此问题抛出后，学生
都能找到了三次对话，都能从林园园的语言上看出她不愿意
借。那么我重点就让学生入情入境的去理解去体会，同时带
着体会去朗读。同时在适当处我做了示范读。但是在第一次
对话的处理上，我还是显得急噪了，有点乱了方寸的感觉。
应该让学生理解吞吞吐吐后，去体会林园园的心情，然后再
去读，这样效果会更好。后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说明我
在备课时候还是不够细致。上课时候容易颠倒。此处有待于



提高。

在本课的指导朗读上，我缺乏学生之间互相评价，都是由老
师来评价，显得比较单一，也显得课堂上失去学生主控性。

在本课的扩展方面，我设置了如果你是她们的同学看见这一
幕，你会怎么做。课后教研时同组人员认为，如果加入林园
园听见大家的话，她又会怎么想，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她又会
怎么做？这样课堂显得更为丰满。

孔主任，对板书的设置上也提出了她自己中肯的意见，她认
为不用抓书上的词也可以，可以抓住心理方面去板书，相信
会更深刻。

对于大家的建议，我都认真的去吸取，希望珍惜每次教学研
究的机会，让自己快速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