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联教案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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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春联教案反思篇一

《春联》是一篇知识性很强的说明文，课文用精练的语言，
生动地说明了春联的作用，种类、特点及读春联的好处．我
在教学这课时反思如下：

（一）在课文的精读阶段，我重点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品读春
联，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无穷奥秘，激发学生热爱语言文字
的思想感情。例如在分析春联“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
杏花红”的时候，我先带领学生感知描写的内容，再让学生
体会从哪里能感受到春光是美好的？这样学生一下就抓住了
重点词“芳草绿”、“杏花红”，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到春的
气息，同时有加深了对春联描写的内容的印象。

（二）另外对写春联的对仗、声律等知识的学习方面，我也
作了灵活处理，让学生通过自学来给大家介绍春联的写法，
了解对仗，然后归纳出八个字：字数相等、词类相当。并指
导学生用所了解的写法来分辨几副混乱的春联，补充不完整
的春联。这一活动是渐趋渐进的，课堂中整个教学的大步骤
层次感是非常明了。体现了语文教学的实践性、综合性及文
化性。

（一）白板技术不够熟练。我在操作白板时，有几次速度较
慢，直接影响了教学的紧凑性，导致拖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还是归结于平时操作的机会少了，不能很好地驾驭白板课
件。



（二）板书不够及时。例如学生在说出春联内容特点的时候，
我没能及时书写在黑板上，而是事后找机会补上的。从中也
能看出我备课还不熟，准备的不够充分。

（三）讲课内容存在错误。课堂练习时，我在让学生配对上
下联，最后一幅对联学生说反了，我开始并没有发现，后来
带大家读的时候才发现错误。说明我当时在备课的时候没有
留意细节部分，较粗心，以后要吸取经验，避免再出现类似
情况。

春联教案反思篇二

《春联》一课，用优美的语言介绍了春联的作用、种类、特
点以及读、背春联的好处。在课文的精读阶段，我重点引导
学生通过反复品读语言文字，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无穷奥秘，
激发学生热爱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通过课堂实践我有如下
的体会：

一、 读春联，激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教学一开始就出示了四幅大红春联，
同学们马上被带到了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气氛中，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欲望。并且为学生创设了愉
悦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兴奋起来，为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课
文作好准备。再让学生融入浓浓的文化气息中，在这样的情
境中赏读课文，品味春联内容之美与形式之美，感受汉民族
语言文字魅力，了解中华民俗文化。

二、品春联，重积累

语文注重积累，在语文教学中，我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和提
供积累优美语言文字的机会。在学生找到课文中的春联后就
尽情地诵读这些透着美的文字，插上想象的翅膀，借助绚丽
的图片，将春联描写的美妙意境描述出来，这是以读促悟。



再引导学生带着理解读好这些对联，这是以悟促读。在读中
领略春联所表现的丰富多彩、情致美好的内容。再接下来，
让学生按照春联的内容来送春联就水到渠成了。在美美的朗
读中，学生自然体会到了春联讲究对仗及具有声律美的特点，
这时，我引导学生将这一点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语文的教
学重在让学生积累，在本课教学中我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和
提供积累优美语言文字的机会。

三、对春联，拓视野

学了课文，就应该让学生有所得。基于这一点，我把了解春
联对仗特点作为一个教学重点。教学上仍然以读为主，让学
生在读中感知特点，在读中体会特点，然后归纳出八个字：
字数相等、词类相当。接着让学生根据对仗的特点来对对子，
从字到词，再到句，由易到难，学生兴味盎然。之后便是春
联上下联的一个连线题和一个补充题，学生均完成得非常出
色。在这过程中学生不仅尝到了解决问题成功的喜悦，而且
又积累了不少课外的春联，可谓一箭双雕。另外，我引导学
生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课外学习资源来充实对文本的解读，拓
宽语文学习的内容、形式、渠道，让学生在更广阔的时空学
语文、用语文，把生活看成是学习语文的大课堂，使学生获
得的知识和产生的情感更加立体、丰厚、久远。

春联教案反思篇三

最近，我执教苏教版小学四年级（上）第２３课春联，教后
通过自己的反思，同行的探讨，专家的引领，对这课及语文
教学又有了些新的认识．《春联》是一篇知识性很强的说明
文，课文用精练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春联的作用，内容以
及特点．在课文的精读阶段，我重点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品读
语言文字，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无穷奥秘，激发学生热爱语
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重点突现三方面
的特点：



有句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会学生学习的
方法，逐步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对学生来说很重要．在分析
春联内容的时候，我选择两条春联重点品读，着重分析，另
外的两条则由学生同桌合作学习，再以汇报学习成果的形式
交流．实践表明，学生能很好地自主学习，他们也品尝到了
自主学习成功的喜悦！

春联教案反思篇四

春联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节庆物品，寓意深刻。我认为教
师应牢牢抓住“文化”二字，在丰富幼儿的感受方面多做文
章。

引导一：建议教师把讲述春联传说放在活动开始环节，然后
引导幼儿欣赏春联，这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兴趣，使幼儿自然
而然地将春联的过去与现在、传说与现实联系起来，感受春
联文化的深远。

引导二：建议教师增添“色彩的秘密”环节，让幼儿讨论：
除了春联的纸张使用红色，在过节时还有哪些饰物也是红色
的?为什么人们在这时偏爱红色，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通
过对以往节日经验的梳理，幼儿能逐渐感受和认识到红色在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深厚含义，它代表喜庆、
欢快、热烈、吉祥。

引导三：建议教师让幼儿自带春联并向同伴介绍，引导幼儿
讨论：春联里的话是什么意思?你最喜欢哪一句，为什么?通
过同伴间的交流，幼儿会明白春联中的文字都是人们对自己
和他人的美好祝愿，感受到蕴藏在春联文化中的积极情感。
活动可在给邻班孩子送春联、张贴“福”字的环节中自然结
束，进一步丰富幼儿的情感认知和情感体验。

原方案的取材和幼儿生活密切相关，有利于幼儿再现经验和
获得真切的体验，幼教之友《针对《亲近春联》教案设计来



文集粹》。但是，活动内容安排得多并不代表活动丰富，也
并不能说明活动开展充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认清活
动性质，找准活动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活动过程在目标
的指导下合情合理地开展。

确，才造成了设计的不合理。

看了原方案，我一直在思考该活动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是感
知春联的颜色、图案、字数、字体吗?显然不是。人们之所以
在春节贴春联，目的是为了表达对新年、新春的一种期盼和
祝福，体验辞旧迎新的快乐。因此，我觉得活动目标不应仅
放在了解春联的外在形式特征上，而应更多地让幼儿体悟春
联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激发幼儿对春联的兴趣，从真正意义
上了解春联，了解春联文化。例如让幼儿通过读春联，理解
春联所传达的美好愿望，启发幼儿思考如果让自己来写春联，
想表达什么，等等。

首先，“大胆探索并发现春联的特征”的目标太高。春联的
特征包含形式和内容两部分。形式上的特征是上下联字数相
等、对仗、平仄相对；内容上的特征是寄情抒怀、用语轻快
喜气等。孩子们要发现这些特征，必须有一定的识字量。还
要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否则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其次，目标中的“认识上下联”这一点对于大班幼儿来说就
更难了。仄声结尾，即最后一个字通常是第三、第四声为上
联；平声结尾，即最后一个字通常是第一、第四声为下联。
基于大班幼儿知识经验的局限，建议删去这一目标。

原方案在引导幼儿探索发现春联的外部特征方面着力较多，
而对于春联文字寓意方面的揭示比较缺乏。我认为有必要选
几副易于理解的春联让幼儿欣赏，并有意识地在结构、字义
等方面加以分析。这对于幼儿亲近春联有着切实的作用。



春联教案反思篇五

《春联》是一篇知识性很强的说明文，课文用精练的语言，
生动地说明了春联的作用，种类、特点及读春联的好处．在
课文的精读阶段，我重点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品读语言文字，
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无穷奥秘，激发学生热爱语言文字的思
想感情。

通过课堂实践我有如下体会：

我在开头就创造了一个节日的氛围，教室里贴了四幅大红春
联，播放了过新年的背景音乐，同学们马上被带到了欢欢喜
喜过新年的气氛中。当大家大声念着黑板上的春联时，学习
春联的欲望也大大增加了，不知不觉进入了课文的学习之中。

语文注重积累。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
和提供积累优美语言文字的机会。

春联的内容广泛，正是学生积累语言文字的良好素材。课文
中介绍了四大类春联内容，为了使学生既爱读爱学，又在朗
读的过程中有所感悟，积累内化。有句话说：＂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逐步培养他们的学
习能力对学生来说很重要．在分析春联内容的时候，我首先
指导学习第一幅春联“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先感知描写的内容，再让学生体会从哪里能感受到春光是美
好的？这样学生一下就抓住了重点词“芳草绿”、“杏花
红”，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到春的气息，同时有加深了对春联
描写的内容的印象。

然后又指导了一幅春联“春回大地千山秀，日照神州百业
兴”。由于春联语句短小，语言浅显，另外的两条我组织学
生自学，和同桌讨论，再以汇报学习成果的形式交流．实践
表明，学生能很好地自主学习，他们也品尝到了自主学习成
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