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画森林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画森林教案篇一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注重体现理念。让学生在宽松愉快的氛
围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实现了本课预期的教学目标。
现就课堂教学情况反思如下：

课上我多次放手，让学生多种形式读、互读、互学等，把自
主权交给他们，培养了他们合作探究的`精神。尤其是对生朗
读进行评价环节，不仅是个性的展示，而且也是学生自主学
习的一种体现，真正做到了把自主权还给学生。

新课标提出，语文课要以读为本，要重视对学生的朗读指导，
让学生在读中感悟、体验。在这一环节中，我抓住课文中的
重点句子指导学生练习朗读。在读中体会句子表达的情感。
我自己也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与学生一起朗读，为学
生范读，让学生能通过师朗读，进行模仿。

部分学生仍然读得不够理想，感情上不来，我想这还需要教
师的引导，板书设计可再新颖些，可加些图片，符合低年级
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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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森林教案篇二

开学初，一次在班级讲授第二单元识字课《场景歌》收获颇
多。场景歌这篇课文是一组数量词归类识字。把数量词分类
集中在四幅不同的图画之中，让学生在感受美丽景色、感受
美好生活的同时，认识事物，认识表示事物的汉字，初步感
知不同事物数量词的表达方式。本堂课我设计的形式比以往
更加丰富，学生们学习的也相对轻松，也更易于学生接受，
理解。

我认为优点有：开篇导入采用图片配音乐及文字的方式，很
好的将学生带入到课堂情景中来。在认读生字方面采用多种
形式认读，进一步巩固学生的识字成果。本课的教学重难点
通过自主阅读、出示图片、展开想象、联系表达、趣味诵读
等方式，让学生真正体会到量词的表达效果。这几种读的形
式激发了学习的兴趣，期中拍手读和师生对读的方式欢迎。

虽然有优点，但也有不足之处：1。教学评价语需要改进，过
多得使用“很好，真不错”等俗套的评语。2。在教学生讲授
的内容多了一些，尤其是量词的学习方面，侧重在理论上多
一些，缺少实践练习。合作学习没有应用到教学中来。

改进措施：

1。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好地设计教学评价，使评语更有针对
性、灵活性。

2。在下一节课上课之前，或者利用课下时间对孩子进行拓展



练习，以恰当地学会使用量词。

3。多运用合作学习，并落到实处，不能流于形式。

画森林教案篇三

学生通过看动画等活动，有了深刻的体会，说起句子来就不
会显得苍白无力了。这样一方面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给学生
想象的空间，抒发出自己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
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将阅读文本与说话训练相结合，实现了
语文学科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在指导朗读教学雷雨前这一部分时，我通过让学生感受动画，
做“压”“垂”的动作进行指导，学生兴趣浓厚。在指导雷
雨中这一部分时，我抓住了重点句子：“哗、哗、哗，雨下
起来了。”在这一环节中，我提倡让学生进行个性化朗读，
如：有的学生用拍手打节奏或小手轻拍桌子等通过不同的声
音来体会雨下得很大。

画森林教案篇四

我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上，重点引导了学生读，让学生在读中
感悟，在读中理解。只是有些环节还是没到位，首先是教学
时间的安排上。因为时间不够，第四、五个环节显得非常仓
促，蜻蜓点水式地走了一下教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其
次就是对文本的'挖掘还不够深，主题没有升华。教学仅仅停
留在语言文字的层面上，至于教者为什么选编这篇课文？通
过学习这篇课文，学生要获得哪些方面的知识？教学中没有
显现出来。

我觉得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提升呢？

一、老爷爷独自一人改变荒山，他的决心和勤劳的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



二、小动物们乐于助人，富有爱心。

三、大山为什么会光秃秃的？有了花草树木，小动物才会在
这里安家，教育学生要有环保意识。

四、联系生活实际，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身边的环境？

画森林教案篇五

新的教学理念提倡：要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尊重学生的独
特想法。由于生活积累的不同，对同一篇课文或同一个人物，
学生往往会产生不尽相同的感受和反应。只要没有方向性的
错误，教师就应该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不要用单一的评价
尺度限制学生。教师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
观点和见解，体现审美价值的个性化、多元化，这样有利于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学生的思维。

这节课中，我非常感激这位同学，是他的这个疑问让全班同
学对于小鹿兄弟间的情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是他的这个
疑问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个性化阅读的内涵，让我感受到
了仔细聆听学生心声的重要性。有时精彩就在那刹那间，作
为教师，我们要善于抓住课堂当中那稍纵即逝的瞬间，让精
彩的火花处处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