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朵杏花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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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朵杏花教案篇一

语文是一门充满思想，充满智慧、充满灵性、充满人文精神
的学科。语文可也应该充满灵气与活力。赞可夫说过：“儿
童在课堂上的生活应该是自由自在，又丰富多彩的。”因此
在教学中坚持民主，营造宽松氛围是不可缺少的。

陶行知说：“创新能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为此我们
教师应该千方白计地在课堂中构建民主和和谐的人际环境使
自己成为学生尊敬的长者、合作的伙伴讨论的对手交心的挚
友，使学生能够大胆怀疑，勇于猜测，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
见解。我们教师要允许学生提出节外生枝或异想天开的问题，
允许学生敢于给其他同学或老师的教学进行挑剔。记得我在教
《第一朵杏花》时，要求学生回家先预习，再反馈他们的学
习的情况，再反馈过程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
么竺爷爷要弯下腰来求问。”可能有的学生没有理解这句话，
在回答的过程中答案无奇不有，其中还有一位学生说：“竺
爷爷可能是驼背。“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如果在这时我出声
阻止这一切，那么我想再以后的教学中学生还会这样异想天
开的回答问题吗？答案肯定是”否“。这时我们教师要蹲下
身子以儿童的'眼光来思考问题了。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乃至
所错。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作为人师至关重要的是把学生的错误
作为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而引导他们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总
结经验，走向成功的彼案。



第一朵杏花教案篇二

可桢爷爷从外面回来，看到杏花开了，便走近杏树‘数’了
数，已经有四朵不同程度的绽放开来……”“竺爷爷‘弯下
腰来’，‘习惯’地问，‘你知道杏花是哪天开放的
吗？’”“弯下腰来”感受竺可桢爷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的特点，学生基本能由我的引导感悟到；而这里的“习惯”
二字，说明竺爷爷的细心观察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动
作；“我是问第一朵是哪天开放的。”感受到竺可桢爷爷对
科学研究的负责；还有“什么事情啊？”“什么时
候？”“是第一朵吗？”表现他对杏花开放的关注。

别人赏花，他却数花，问花。最妙的地方是当竺爷爷听到第
一朵杏花开放了的时候的反应：“顷刻间像年轻了几十岁，
立即兴冲冲地快步走到前院。”此时的竺爷爷是何等的兴奋
和激动啊！这里的问句短小，语气急促，不难看出他此时格
外激动、兴奋，几近欣喜若狂的情态。

这篇课文出现了这组一问一答的对话，而这段对话大都没有
提示语，但引导学生读好对话，通过人物语言来想像他们说
话时的语气神情，理解竺爷爷内心活动却是教学的重点与难
点。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让他们在读
中体会，读中想象，想象到人物说话时各自的语气、神态，
甚至动作，并进行空白处的补充，然后进行分角色朗读，学
生读得投入，而且动作到位，如读到孩子回答“是”的时候
有的学生用力地点了点头，通过朗读真正体会到竺爷爷一丝
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

学生虽然能较好的体会到竺可桢爷爷的这种精神，但在教学
本课后我思考了很多，感觉自己仍存在一些问题，如：

1、备课的过程中“备学生”欠缺乏，导致课堂中出现的一些
现象不能灵活把握。这就意味着课堂教学的失败，这让我深
深的感到了自己的不足。



2、在教学过程中，我讲述的部分多于学生理解感悟和朗读，
似乎是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今后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明确
自己引导者的地位，更好的让学生发挥他们的优越性。

3、另外，在教学完本课之后才发现自己将文中小女孩只是一
带而过，没能引导学生感受这个小女孩身上值得他们学习的
东西。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首要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备课，如何更深
层次地与文本对话。加强对教学的解读，灵活变通教材，及
时关注时代的发展的新动向，吸收生活中鲜活的素材，把它
及时地整理、融合到自己的教学中。同时学习多样的教学手
段也是我的当务之急，主动了解学生，找到适合孩子的最有
效的教学手段。

《第一朵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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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朵杏花教案篇三

教学本课时，我从题眼出发问“课题能不能换为‘一朵杏



花’或‘竺爷爷’？”使教学过程围绕着第一朵杏花进行，
再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如“竺可桢爷爷从外面回来，看
到杏花开了，便走近杏树数了数，已经有??”“竺爷爷弯下
腰来，习惯地问，‘你知道杏花是哪天开放的吗？’”这里
的习惯二字，说明竺爷爷的认真和负责已经深入到了他的生
活之中，感受竺可桢爷爷慈祥和善的特点，“你知道杏花是
哪天开放的吗?”“我是问第一朵是哪天开放的。”“什么事
情啊？”“什么时候？”“是第一朵吗?”以及他对杏花开放
的关注。别人赏花，他却数花，问花。最妙的地方是当竺爷
爷听到第一朵杏花开放了的时候的反映。“顷刻间像年轻了
几十岁，立即兴冲冲地快步走到前院。”此时的竺爷爷是何
等的兴奋啊！这里的问句短小，语气急促，不难看出他此时
格外激动、兴奋，几近欣喜若狂的情态。

通过对学生的朗读指导，进一步的诵读体味，把这种情感通
过朗读真切的表达出来，让学生感受竺爷爷对科学研究严谨、
一丝不苟的态度。从而也使学生懂得学习也应具有一丝不苟
的学习态度，做任何事都应该具有一丝不苟的态度，这样才
能把事情做好。从而使学生受益终身。

第一朵杏花教案篇四

本课的教学我是从课题直接入手，板书课题后，请同学比较
《一朵杏花》与《第一朵杏花》的不同，进而引出疑问问什
么课文不以《一朵杏花》为题，而要以《第一朵杏花》呢？
接着请学生带着这个问题再去阅读课文。课文以《第一朵杏
花》为题，实际上是从竺可桢把握第一朵杏花开放精确时间
来说明他对待科学研究的这种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课堂教学上我主要抓住竺可桢的几处动作、神态和语言来帮
助学生认识竺可桢，体会他的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本文语言清新‘平和，对话语言较多，无提示语，在指导学
生阅读感悟时要给学生以想象的空间。重点进行分角色朗读，



可通过让学生补充写第二段中人物对话神情的方法，加深对
人物特点的认识。

《第一朵杏花》反思二这篇课文讲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
桢前后两次向孩子们查询第一朵杏花开放的具体时间的一个
小故事，赞扬了竺可桢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说明只有
通过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题为“第
一朵杏花”实际上是从把握第一朵杏花开放精确时间来说明
竺可桢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现记录下上此课时的点滴做法：

开课时，我在板书上故意把“第一朵杏花”的“第”字漏写，
一下子，学生在下面七嘴八舌“老师，你漏写了一个‘第’
字。”顺着学生话我问：“不就漏了一个字吗？都是写杏花，
没有什么不同？”学生激动地站起来说：“老师，意思不一
样的……”一下子，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看着学生们红扑
扑的脸，知道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我
把“第”也写在了黑板上。

在对课题质疑后，我追问学生：“请你自读课文，看看课文
几次提到了‘第一朵杏花’？并勾画出来。”学生带着激情，
自读，快速找到竺可桢二次看杏花的情景，以及时间。在理
解感悟课文内容时，通过学生读，讨论，交流，汇报等多种
形式去自悟。进而明白了竺爷爷弯下腰来和小男孩说话可以
说明竺爷爷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

这篇课文出现了几组一问一答对话，而这段对话大都没有提
示语，但引导学生读好对话，通过人物语言来想像他们说话
时的语气神情，理解竺爷爷内心活动却是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让他们在读中体
会，在读中想像，想象到人物说话时各自的语气、神态，甚
至动作，并进行空白处的补充，然后进行分角色朗读。通过
他们自己的讨论，加深了人物间对话的理解，此时学生读得
更投入了，也真正体会到了竺爷爷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



第一朵杏花教案篇五

《第一朵杏花》这篇课文讲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前后
两次向孩子们查询第一朵杏花开放的具体时间的一个小故事，
赞扬了竺可桢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说明只有通过精确
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题为“第一朵杏
花”实际上是从把握第一朵杏花开放精确时间来说明竺可桢
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

设下疑问：开课时，我在板书上故意把“第一朵杏花”
的“第”字漏写，一下子，学生在下面七嘴八舌“老师，你
漏写了一个‘第’字。”顺着学生话我问：“不就漏了一个
字吗？都是写杏花，没有什么不同？”学生激动地站起来说：
“老师，意思不一样……”……一下子，课堂的气氛活跃起
来，看着学生们红扑扑的脸，知道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已经被
调动起来了。我把“第”也写在了黑板上。

带着问题读课文，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紧接着让学生，我
追问学生：“请你自读课文，看看课文几次提到了‘第一朵
杏花’？并勾画出来。”学生带着激情，自读，快速找到竺
可桢二次看杏花的情景，以及时间。在理解感悟课文内容时，
通过学生读，讨论，交流，汇报等多种形式去自悟。进而明
白了竺爷爷弯下腰来和小男孩说话可以说明竺爷爷是一位平
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

想象写提示语，分角色朗读，体会竺可桢爷爷对科学一丝不
苟的态度：这篇课文出现了几组一问一答对话，而这段对话
大都没有提示语，但引导学生读好对话，通过人物语言来想
像他们说话时的语气神情，理解竺爷爷内心活动却是教学的
重点与难点，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让
他们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想像，想象到人物说话时各自的语
气、神态，甚至动作，并进行空白处的补充，然后进行分角
色朗读，学生读得投入，真正体会到竺爷爷一丝不苟的科学
研究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