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蒲公英大班教案设计意图(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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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蒲公英大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让事实来说话是最好的论证方法。在学习这一课时，我引导
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来理解课文，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让学
生联系实际来理解课文，那样会更轻易与作者产生共鸣。特
别是学习蒲公英被空饮料罐砸这一部分，我问学生“你们平
时有没有被空中砸物砸过啊？时你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
法？”结果同学们纷纷举手发言，有的'说想上前跟那些乱扔
垃圾的人理论，有的说要教育那些人不要乱扔垃圾，从而与
作者产生了共鸣，自然而然地树立了环保意识。

学习语文，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学生积累词汇，丰富学
生的语言。在这篇课文中，重点练习三个词语“愁眉苦脸”、
“迫不及待”、“震耳欲聋”。这些词语我都是让学生通过
品读句子，在语句中去理解，去学会应用，效果不错。

蒲公英大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音乐蒲公英教学反思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
《音乐蒲公英教学反思》的内容，具体内容：《蒲公英》是
一首三四拍的歌曲，节奏平缓，旋律优美。下面是为大家准
备的，希望大家喜欢!范文 1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
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主
动...《蒲公英》是一首三四拍的歌曲，节奏平缓，旋律优美。
下面是为大家准备的，希望大家喜欢!范文 1 阅读教学是学
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考虑。学生对语文资料的反应往往是多元的，每
一个学生对教材的感受各不相同，在教学中我们应尊重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

在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在揭示《蒲公英》这则寓言故事
的道理时，不是照搬教参上的正确答案灌输学生，而是在学
生充沛阅读的基础上，尊重学生的主体感受，鼓励学生敢于
提出自身的看法，作出自身的判断，让学生谈谈自身欣赏哪
一类的人，适时让学生"辩一辩"。学生思想碰撞和观点交锋
的过程，就是他们独立考虑、独立判断的过程，更是追求真
理、探求真知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体验得到了
升华，主体性得到了落实。常此以往，就能达到《语文课程
规范》所提倡的"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发明性阅读的能
力，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
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

结尾的小练笔设计，让学生们想象一下，第二年这些蒲公英
种子也有了孩子，蒲公英妈妈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什么?这样，
既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思维，更协助学生在懂得探索与幻想重
要的同时，要正确处置听从和盲从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

范文 2 《蒲公英》是一则童话故事，全文采用拟人的手法，
写蒲公英的种子对太阳公公的嘱咐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结
果他们的命运也各不同从而告诉人们做事不要被表面现象所
迷惑，有时，有必要听从长辈的正确教导。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
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主动积
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往往是多元的，每一个学生对教材的
感受各不相同，在教学中我们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
特体验。遵循新课标"以人为本，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基本



理论，以尊重学生情感，张扬学生个性为立足点，围绕"读好
书"这一教学重点进行教学。让学生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体验。通过读中悟，悟中读，使学
生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一、培养收集并处理信息的能力。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
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因上此新课前，我让学生把通过各种
途径收集到的关于蒲公英的资料在小组内交流，把自己小组
认为比较有价值的资料与人共享，不仅体现"大语文观"，还
对理解读好课文有很大的作用。

二、训练从读中悟的能力。

依据阅读教学特点和低年级学生阅读的认知规律，这节课突
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避免繁琐的内容分析，以读代讲，充
分发挥朗读对理解课文内容、发展语言、陶冶情感的作用。
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把文本读正确，把自己的感觉读出来。
通过个性化的朗读对学生进行语感训练。如：教学第一自然
段时，我创设朗读情境，指导学生朗读：这些蒲公英的种子
在微风的吹拂下离开了妈***怀抱。他们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
也许要到天涯海角。如果你们现在都是蒲公英种子，一阵阵
风吹过，你们飞到了天空中，朵朵白云从你们身旁飘过，你
感觉怎么样?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学中我
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学生是怎么理解的就怎
么读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读进去――理解课文，
读出来――表达情感)。正如《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倡的"逐
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
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
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的境界。

三、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在教学中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没有把课文蕴含的道理简单地灌输给学生，而是组织学生展
开讨论。这些蒲公英种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结果?在讨论
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体验，鼓励学生畅所欲言，把自己的感悟
体验进行交流，让学生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思
想的启迪，不断提高认识水平。潜移默化地让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白看事物应当全面，不能被事物美丽
的外表所迷惑。有时，有必要听从长辈的正确教导。真正以
人为本，通过自主、合作、探究来领悟课文的精髓。

四、提高从拓展练习中延伸知识的能力。

结尾的小练笔设计，让学生表演读课文，然后根据题目要求
自己写一写，小组充分交流。既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思维，更
帮助学生在懂得探索与幻想重要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听从和
盲从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这节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读的形式上还够多，学生
能理解"嘱咐"，也会用嘱咐练习说话。但在如何读好太阳公
公嘱咐的话时，学生还未读出亲切关爱的语气。如果让学生
联系日常生活中父母、老师、长辈们是怎样嘱咐的，可能效
果会更好些。

范文 3 这是一篇童话故事，课文运用拟人的手法，写了蒲公
英种子对太阳公公的嘱咐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结果他们的
命运也各不相同。课文寓人生的哲理于有趣的故事中，为了
让学生深切感悟到做事要实事求是，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的道理，教学时，我创设了情境，注重了学生的体验，让他
们来感悟这个哲理。

总会发光，但闪光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金子，对于有经验人的
忠告，我们要听取。在故事中将文章传达的道理传达给孩子，
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运用太阳公
公的嘱咐，将听说读写的语文活动贯穿教学的始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
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积极主
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往往是多元的，每一个学生对教材的
感受各不相同，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独特体验。在揭示《蒲公英》这则寓言故事的道理时，我只
是把教参上的寓意出示给学生，并没有让他们通过说来交流，
应该让学生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让学生
谈谈自己欣赏哪一类的人，适时让学生"辩一辩"，这样才会
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追求真理、探求真知，在
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体验才会得到升华，主体性才会得到
落实。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加以改进，并加强孩子们这方
面的练习。的人还：

《蒲公英》教学反思

《蒲公英》教学反思

《蒲公英》教学反思

音乐教学反思

音乐教学反思

蒲公英大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在《蒲公英的梦》教学过程中我在阅读教学中让学生品读、
感悟，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积累词句，通过小组形式，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体会文中的`蕴意，从蒲公英的担心与遭遇体
会环保的重要，从而提高环保意识。

采取了以蒲公英的担心和遭遇为主线，引导学生抓住有关语
句品读、感悟。体会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而这篇文章



的思想感情是蒲公英“不快乐”，作者是由蒲公英的不快乐
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唤醒读者的环保意识。于是，我就以
这一个“不快乐”作为引导学生们学习文章的线索，让学生
们找到有关的句子去进行品读和感悟，从而理解课文，从小
树立环保意识，重视环保。

课文描写蒲公英开花时的快乐与被城市恶劣环境困扰时的悲
伤那些语句，把蒲公英的“快乐”与“悲伤”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还有一些“唉”、“哈”、“啊”这些语气词，引导
学生通过角色朗读来理解课文，以读贯穿课堂，层层进入蒲
公英的感情世界，从而对蒲公英产生深切的同情，对污染环
境的行为产生痛恨之情，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蒲公英的遭遇很多同学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让学生联系实际
来理解课文，那样会更容易与作者产生共鸣。特别是学习蒲
公英被空饮料罐砸这一部分，我问学生“你们平时有没有被
空中砸物砸过或者滑倒过？当时你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
法？”结果同学们纷纷举手发言，有的说想上前跟那些乱扔
垃圾的人理论，有的说要教育那些人不要乱扔垃圾，从而与
作者产生了共鸣，自然而然地树立环保意识。结合家乡阳朔
的环境整治前后的图片，从而做到：不乱排废气、不制造噪
音、不污染水源、不乱扔垃圾，保护自己的家乡。

在这篇课文，要求学生积累好词好句，重点训练三个词
语“愁眉苦脸”、“迫不及待”、“震耳欲聋”。这些词语
都是让学生通过品读句子，在语句中去理解，去学会应用。

一节课下来，自己还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在导学方面引
导不够好，一些学习能力中下的学生在自主学习是还是觉得
有些困难，以至于影响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在以后的教
学设计以及过程还学加强学生学习信息方面的设计和指导。



蒲公英大班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蒲公英的梦》这篇科学童话写的是在城市的街心公园，一
棵蒲公英开花了，但是她深受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渴望生
活在美丽的环境中，后来在梦中实现了她的愿望。教育人们
增强环保意识，保护我们的家园。

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实施了在阅读教学中让学生品读、感悟
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学习中积累词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真正上成有语文味道的'语文课。改变了以分析课文为主的教
学模式，而是采取了以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为主线，引导
学生抓住有关语句品读、感悟。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所要表
达的思想感情，而这篇文章的思想感情是蒲公英“不快乐”，
作者是由蒲公英的不快乐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唤醒读者的
环保意识。于是，我就以这一个“不快乐”作为引导学生们
学习文章的线索，让学生们找到有关的句子去进行品读和感
悟，从而理解课文，从小树立环保意识，重视环保。采取多
种方式进行朗读，把学生带到文章所表达的情景中去，让学
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理解，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自然而
然地产生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意识。这篇文章是一篇科学
童话，作者采用拟人的手法形象生动地把蒲公英活生生地展
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描写蒲公英开花时的快乐与被环境困
扰时的悲伤那些语句，蒲公英的“快乐”与“悲伤”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还有一些“唉”、“哈”、“啊”这些语气词，
引导学生通过感情朗读来理解课文，以读贯穿整节课，层层
进入蒲公英的感情世界，从而对蒲公英产生深切的同情，对
污染环境的行为产生痛恨之情，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蒲公英大班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生：如果我是蒲公英妈妈，我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在
沙漠里，不能落在河流中，也不能落在房子上。

教材中的“太阳公公”只是嘱咐蒲公英种子不能落在沙漠里，



不能落在河流中，而这位学生却能想到不能落在房子上。这
说明他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如果教者
捕捉住这一精彩瞬间，生成新的教学资源--“你真不错，真
是一个细心的妈妈，不仅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在沙漠里，
不能落在河流中，还嘱咐孩子不能落在房子上。是啊，还有
很多的地方和沙漠、小河一样不适合蒲公英生长，请你们都
来帮蒲公英妈妈想想，哪些地方不能去？”这样，教师及时
发现的这颗“石子”就会激起无数可爱的、跳跃的“浪花”。
这一教学设计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又引领学生跳出文本，更好地理解了文本。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
行为。每个学生对于文本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因而，课堂
上会有“众多声音”，教师既要听出“杂音”，分辨对错，
也要听出“高音”分清认识水平的高低，还要听出“奇音”
觉察见解的独特与新颖。

“世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课堂上“美”的生成
要从学生出发，相信学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学生是创造课
堂的有生力量。教者应善于倾听，善于发现，并能及时捕捉
课堂上的“奇音”，生成新的教学资源，上演出更多“无法
预约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