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美术葡萄教案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美术葡萄教案反思篇一

说起葡萄沟，孩子们都非常向往。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
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有名。本课重点围绕“葡萄沟真是个
好地方”展开学习的，使学生通过理解语言文字，对那里产
生喜爱之情。

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自学找找课文的中心句，初
步感受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在初步感知后，又引导学生思考：
为什么说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呢？并让学生充分朗读，感
受“好地方”。围绕总结句“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了
三个方面的内容：葡萄沟盛产水果：葡萄沟葡萄多，景色美
丽；维吾尔族老乡非常热情好客。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本课教学的重要支撑，在课上让学生
欣赏各种颜色的葡萄图片，体会葡萄的多和美。通过欣赏各
个地方水果丰收的场景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好像去葡萄沟游
览了一番，从整体上感受到葡萄沟水果多、景色美、人热情。

在文本的赏析中，一个重点段落中的重点词汇“五光十色”
引起了我的注意。学生的情感将被充分调动。“五光十色”
除了颜色多，还写出了这些葡萄很有光泽，甚至可以联想到
这些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如珍珠般闪闪发光。通
过该词的学习，孩子们对葡萄的美感受更深了。



本课的遗憾之处是：文本解析的不够透彻。在本堂课中，老
师说的太多，以致留给学生自主合作的时间少了一点，在以
后教学中，要多留时间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展示热情。

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力求问题
设计的简洁。让课堂教学思路能够更加清晰明了，问题设计
更有层次性，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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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验不足，明显存在：

1. 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比较不敢放手，引导过程中较为急
促，学生思维的训练玫有充分发挥。

2. 忽略了教学目标中的过程与方法

3. 没有切合学生的学情

本文的教学中我着重抓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充分朗读。
如：“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九十
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
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
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
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
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
吃个够。”通过朗读，感受葡萄沟水果之多，景色之美，老
乡之好客，从而体会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本课教学的重要支撑，在课上让学生
欣赏各种颜色的葡萄图片，体会葡萄的多和美。通过欣赏各
个地方水果丰收的场景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好像去葡萄沟
游览了一番，从整体上感受到葡萄沟水果多、景色美、人热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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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沟》这篇课文介绍了位于我国新疆吐鲁番的水果之
乡——葡萄沟。课文围绕总结句“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
开了四个内容的叙述：1。葡萄沟盛产水果；2。葡萄沟景色
美丽、独特；3。维吾尔族老乡非常热情好客；4。葡萄沟生
产的葡萄干色鲜、粒大、味甜，非常有名。

《葡萄沟》是一篇文质兼美的课文，语言生动优美，词汇丰
富，是训练朗读的好教材。课文以新课标的思想为指导，要
求学生通过学习课文对葡萄沟的物产和景色有所感悟，领略
葡萄沟的风土人情，产生对葡萄沟的向往和对维吾尔族人民
的喜爱之情。葡萄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水果之一、“爱屋及
乌”的情感迁移会激发孩子们对葡萄沟的向往和热爱之情。
通过这组教材的学习，进一步了解祖国的辽阔、美丽，并激
发学生认识家乡的渴望和赞美家乡的感情。

根据低年级学生实际，挖掘情感因素，采用演示、朗读、视
频、品尝等方式引导学生入情入境，自主赏析，在各种语文
活动中提升审美情趣，受到情感熏陶。教学时，以读为主，
让学生读中悟，悟中读。在反复的朗读、品读中感受葡萄沟
葡萄的特点。葡萄沟不仅葡萄好，而且老乡热情好客。采用
多媒体导入新课，能一下子抓住低年级的学生的注意力，为
下面的教学打下基础。多媒体设计为：先出示学生熟悉的中
国地图，让学生明确新疆的地理位置。再提出去新疆玩一玩
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接着借助多媒体
努力营造气氛，表现吐鲁番风土人情的画面的介入带孩子们
走进了遥远而神奇的新疆，使学生迫切地想了解这块神秘的
土地，了解葡萄沟，从而激发了学习兴趣，达到“课伊始趣
已生”的效果。

1、以歌曲的形式导入，引出课题，并学习了生字“沟”。此
环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起了他们的探知欲望。



2、整堂课结构严谨，思路清晰。学习方法多样，课堂纪律好，
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气氛活跃，回答问题积极。

3、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引导、组织学生运用多种形式充分
地读，抓住关键词语让学生品读、体会，重难点突出。如
对“五光十色”一词的处理比较好，能引导学生通过理解、
体会，感受葡萄颜色的美。

4、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了丰富多
彩的教学情境，提高了识字教学效率。让识字成为了一种丰
富有趣的学习活动，激发了学生的识字兴趣。

在讲解葡萄沟的样子时问的问题有些琐碎重复，提问问题时，
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少了，缺乏自主感悟，经常是老师刚问
完学生还未来得及思考，答案就说出来了，有点说课文的感
觉，没有把读课文体现出来。另外，课上提出的问题不够明
确，不能做到水到渠成，层层递进。

在今后处理词语上，力求把会认的和会写的字以句子的形式
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直观上整体感受会
认和会写的字。这样做的话，一方面，让生字始终存在于具
体的语言环境中，有助于学生理解字词含义；另一方面，也
为学生下一步的朗读课文打下坚实基础。此外，作为小学语
文教师，我要善于开发和利用课堂的教学资源，利用学生已
有的生活经验来认识、理解字词，精心设计一些富有启发性
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读书，去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为课堂添姿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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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歌曲导入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快速进入上课情境；

2、小组合作探讨葡萄干制作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交流意识
和合作氛围。



1、教师评价语不是很丰富，虽然在慢慢进步，但由于孩子们
各种各样，回答也是五花八门，所以我的评价语还不是太丰
富。

3、拖堂了，没有把握好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和节奏，

所以出现拖堂现象。所以在提前备课时还是要注意时间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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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沟》这篇课文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神秘的吐鲁番，美丽富饶的葡萄沟，令孩子们心驰神往。通
过读语句，看地图，引导学生找出葡萄沟的位置，从而形成
葡萄沟的初步感知，激发心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在读到“五光十色的葡萄”一段时，与语文园地中三道练习，
仿写比喻句，仿写其他颜色的词语，学习联系上下文的方法。
通过及时引导学生做葡萄园的“小主人”，在充分朗读的基
础上将文本语言进行内化，向游客（老师同学）介绍家乡的
特产，同学们通过这样的场景介绍地有声有色，象模象样。

在本节课中朗读评价语很关键，恰到好处的评价语，既会非
常简洁，又能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这需要老师的教育机智，
但同时也需要积累，积累多了才能运用自如，自己在这方面
平时注意的还不到位，指导朗读这方面以及语言评价还需要
完善。

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没有走进自己设计的情境中去，当
你自己都没觉得葡萄沟有多美，又怎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呢？总的来说就是自己没有把自己投入到课文中去，只是想
让学生感到美，这是远远做不到的。其实有几个学生去过葡
萄沟，可以把照片给所有孩子看一看，也分享一下自己去葡
萄沟的感受，再结合课文的描写，感觉更真实一些，也会让
学生产生对葡萄沟的向往。



另外板书设计，板书是为了明确文章脉络，但好得板书不只
是起到这个作用，还会引发学生对写作方法的指导，可以慢
慢尝试图片文字相结合和思维导图的方法，更能说明文章为
什么这么写，总之讲一篇文章，要明确：文章写了什么？怎
么写的？为什么这么写？由繁入简，由简入深，抓住关键词
句，多朗读进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