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天文学活动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春天文学活动教案篇一

1、懂得散文中“比喻”手法的特殊作用，学习并理解“洁
白”、“松软”等词汇。

2、通过欣赏散文，使幼儿对散文诗感兴趣，萌发幼儿感受美、
表现美的情趣。

3、根据散文原有的格式，引导幼儿学习适当的仿编。

课件、配乐散文诗磁带。

（1）幼儿观看课件，完整欣赏散文诗。

（2）提问：诗里说了些什么？听了有什么感受？

2、再次欣赏散文诗、体验作品。

（1）欣赏第一自然段，问：小雪花是怎样落下来的？

（2）欣赏第二自然段，问：雪花分别落在哪些地方？那里会
有什么变化？

理解词汇：雪花像“美丽的白纱”、“闪光的银瓦”、“松
软的棉絮”？

（3）欣赏第三自然段，问：“为什么能让空气更加清新？



3、集体朗诵散文诗。

4、迁移作品。

（1）提问：你看到小雪花还会落到哪里？那里会有什么变化？

（2）幼儿回答发表自己见解。

（3）请幼儿自己说说：如果你是小雪花，你想落在哪？

5、幼儿创编

师：你们喜欢小雪花吗？请你们像诗中说的那样也说一句话
好吗？

幼儿练习仿编，教师引导。

6、“你们想和小雪花一起跳舞吗？那我们一边唱歌，一边来
和小雪花做跳舞，好吗？”

春天文学活动教案篇二

一直以来，学校以创建书香校园为目标，学生通过大量的阅
读，扩大了知识面，学校也初步形成了书香氛围，但书香校
园的创建，少不了创作活动的参与。我校文学社的成立为书
香校园的创建填补了空白、增添了活力。也为成员们的语文
学习施了一针催化剂，它的辐射作用也会影响到每一位学生
对语文的学习与理解，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促进全校学生
文学素养和个性特色的发展。

二、活动目的：

1、拓宽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在文学社实践活动
中提高语文素养，培养社员留心观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



勇于创新的精神。

2、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学生交流、表达能力和文学鉴
赏能力，进一步发挥学生特长，培育文学新苗。

3、深化素质教育，通过文学社开展的阅读交流、参观采访、
投稿发表作品等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让学生体验
合作与成功的喜悦。

三、活动准备：

1、建立健全的文学社管理章程。聘请校长和社会贤达担任文
学社顾问。聘请学校优秀语文教师担任培训导师。

2、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社员的综合素质。如：如何进行采访
报道、如何搜集整理素材，包括指导社员学会一些常用的应
用文及诗歌等一些文体的写作。

3、争取在学校支持下，通过文学社顾问及其他热心教育人士
的帮助，落实好文学社外出采风、专题讲座、习作研讨、编
辑社刊等各项活动按计划有序进行。

四、文学社组织

顾问：郑国梁郑培云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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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学社活动内容

1、开展读书活动，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学会做读书
笔记，写读后感。并交流观点，展开探讨，形成“求同存
异”的学术风气。

2、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系列讲座，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利用网络让学生观看一系列的文学讲座）

3、在全校范围内以社团的名义开展写作、辩论、诗歌朗诵等
比赛，陶冶参与者情操，锻炼参与者能力，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

4、围绕写作开展一些活动，例如游戏、参观等。文学社的社
员的习作尽量和平时的周记、日记结合起来，力求不给他们
增加额外的负担。

5、在学校开展活动的时候，以小记者的身份进行采访，试着
撰写新闻报道。

6、向学校红领巾广播站发表自己的优秀作品，并积极参与本
社的各项讨论。

7、鼓励学生勇于竞争，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写作竞赛，并积
极投稿。

8、学期结束，对不能履行文学社纪律要求或不能完成各项工
作的社员予以劝退。

五、文学社的常规活动时间：

四



春天文学活动教案篇三

1.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心愿或有情趣的事情写成小诗。

2.培养学生热爱诗歌的情趣，体会诗歌的特点，激发想象力，
学习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
力。

教学重点

1.体会诗歌的特点，学写小诗。

2.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心愿或有情趣的事情写成小诗。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春天文学活动教案篇四

1、理解诗歌内容，学会用不同的语气有表情的朗诵诗歌。

2、进一步认识秋天的自然景色，感受秋天的美。

3、提高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发展想象力。

4、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5、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秋天景象的图画。

1、出示图片谈话导入活动。



这是什么季节?你是怎么知道的?

2、教师朗诵诗歌，幼儿欣赏。

(1)诗歌里都说了些什么?

(2)一片树叶飘呀飘好像什么?

(3)几片树叶飘呀飘又好像什么?

(4)秋天来了，为什么燕子、蝴蝶不见了?

3、幼儿跟老师一起朗诵诗歌。

4、教师与幼儿轮流分组朗诵诗歌。幼儿边看图边朗诵诗歌。

5、提醒幼儿用不同的语气有感情地朗诵。

秋天一片树叶飘呀飘，好像空中飞小鸟，几片树叶飘呀飘，
好像蝴蝶在舞蹈。

片片树叶片呀飘，咦!燕子飞走了，蝴蝶不见了，啊!我知道，
我知道，秋天来到了。

新课程的理念是让每个幼儿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活动中，我紧紧把握这个理念，使幼儿在积极愉快的气氛中
以游戏的形式，让幼儿轻松地认识、理解了学习内容。课上
的气氛也是很活跃的，发言也很积极，较好地达到了预期设
计的活动目标。

春天文学活动教案篇五

1、认识“钥、匙、趁”等8个生字。会写“盒、扇、邮”
等10个字。能读写“清凉、留意、扇子”等16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朗读，读出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1、激发学生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2、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对秋雨的喜爱。

重难点、关键

通过朗读，激发学生对秋雨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课前准备

1．搜集有关秋天景象的图片。

2．小黑板，填空题。

3．根据课文第2自然段内容绘制成各色秋景图，如枫叶图、
菊花图等。

课时划分：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欣赏秋色，育情导学

1．指导观察秋天下雨时的情景图。（让学生能形象、直观的
感知画面。）

3．唤起情感：你喜欢这秋天的雨吗？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篇
文章，一定会有全新的感受。

4．板书课题，并齐读课题。你是怎样读的？



师：有位朋友觉得是那清凉而又温柔的雨把秋天带给了我们。
在他的眼里，那细细的雨犹如一位变幻神奇的魔术师，想听
听他是怎么说的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吧！

二、听读课文，感知内容

1、范读课文，完成填空题。

小黑板，填空题：秋天的雨，是一把（）；秋天的雨，是一盒
（）；秋天的雨，藏着（）；秋天的雨，吹起（）。指学生
口头填空，并读。

2．你们觉得秋天的雨神奇吗？

3．你们最喜欢哪几段内容？选择你喜欢的段，读一读，还可
以进行背诵，然后对你的同桌说说你喜欢的原因。

三、品读课文，感受神奇

1．品读第1自然段。

b、指名多人次地朗读第1自然段：谁愿意把第1自然段内容朗
读给大家听听？

c、引导学生用审美的情趣体悟情感：你觉得秋天的雨神奇在
何处？

d、指名交流并读出神奇之处。

e、激发情趣：秋天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2．品读第2自然段。

a、引导学生朗读：秋天的大门打开后，作者首先看到的是什



么？

b、指名学生朗读后并回答。

c、采取赛读的方式让学生欣赏性地朗读课文，喜欢哪一句就
读哪一句，并把那一句所描画的景物图片贴到黑板上。师：
老师也喜欢这一段，因为秋天有红色的枫叶、有金黄色的田
野、还有橙红色的果树和各种颜色的菊花，这么多颜色出现
在我们眼前，黑板上，你会用四个字的词来形容吗？（五彩
缤纷、五颜六色……）

d、品说文字：你觉得这一段中哪一句说得格外有趣？

e、联系生活，丰富想象：你能联系家乡秋天的某一景物特色，
像书上说的那样有趣吗？

四、变读为述，积累语言

1．师引：假如是在诗歌朗诵会上，你打算用怎样的方式把这
两段内容朗诵给大家听？

2．让学生先在四人小组内说说自己的想法，然后进行朗诵练
习。

3．指名学生上台进行表演性朗诵并评点。

五、习写生字和词语，当堂展评

六、布置作业

1、朗读课文

2、抄写词语表中的词语和自己喜欢的语句。



板书设计：

一把钥匙

11秋天的雨一盒颜料丰收的歌

藏着气味欢乐的歌

吹起喇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