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科学蓝色的星球教案 蓝色的
树叶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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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
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科学蓝色的星球教案篇一

本周四，市教研室黄老师一行来我们学校进行“有效教学”
的教学检查。

我执教的是《蓝色的树叶》。之前在设计教案前，我想着这
是一篇按事前发展的顺序的课文，所以我想为孩子们学习按
事情发展顺序做一个铺垫，就打算严格根据课文的文路来上
课。

课伊始，我先带孩子们巩固生字词，先开火车认读生字，孩
子们认读的规律为：术术美术的术，然后齐读生字卡片，认
读的规律为：术sh u shu。然后集体出示生字词。

接着，回顾课文的第一自然段，让孩子们明白第一段写得是
李丽借绿铅笔的原因。

然后借助课文的第一幅插图，让孩子们观察插图，说说哪一
个女孩子是李丽，哪一个孩子是李园园，鼓励孩子认真观察
插图并结合课文进行说话训练。然后问孩子们，课文哪一自
然段是写这幅插图的，孩子们一击即中，都说是课文的第二
自然段，然后我让孩子们继续看课文，除了第二自然段还有
哪些段落也是写李丽向林园园借绿铅笔的呢?之后，归纳出课
文的2-4自然段都是写李丽向林园园借绿铅笔的事。



学习第二自然段，让孩子认真读，然后用“====”划出李丽
的话，用“~~~~”划出李园园的话，其实之前预设的是用“-
----”划李丽的话的，可是在上课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脱口
就是用双横线，就不好更改，以致在课堂上发现划双横线其
实让孩子们挺麻烦的，听课的林老师在后来的评课中也指出
了。在课堂上，让孩子们学得轻松时教师的责任，我却给了
孩子们不必要的麻烦。学习李丽的话，体会李丽的“礼貌”，
再学习林园园的话，抓住“吞吞吐吐”，体会林园园的“舍
不得”。

然后迁移学习课文的第3、4自然段。再次借助课文的第二幅
插图，观察李丽的“用心”和林园园的“脸红”为学习第五
自然段铺垫。也让孩子们明白这就是事情发展的“结果”。

课文的语言训练点是“-----------吗?”“---------吧。”
所以我抓住“脸红”让孩子们领会林园园的“知错就改”，
预设“过了一个星期，李丽正要给花涂颜色的时候，发现自
己的红铅笔不见了，她再次向林园园借，她会怎么说?”孩子
们纷纷举手，一个孩子说：“你把红铅笔借给我用一用行
吗?”可惜时间已经很短，说话的训练面不广。不过我的预设
就是将这个说话训练点放在第三课时，所以当时心里并无遗
憾。

后来，徐老师跟我交换意见的时候，我觉得她的见解确实让
我深思。确实，课文的内容，就是李丽想借，而林园园不借。
孩子们不难理解。“阅读课该教什么?”徐老师建议结合课文
的语言训练点，教给孩子们借东西如何用标准的言语来表达。

后来，我思量着。在巩固生字词和回顾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后，
我该让孩子们直接划找李丽是怎么借的呢?划出“你把绿铅笔
借给我用一用行吗?”“现在可以把你的绿铅笔借给我了
吧。”之后学习的点就是说话练说，让孩子们充分的练说，
准确地练说。



小学科学蓝色的星球教案篇二

《蓝色的树叶》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
文讲的是李丽向林园园借绿铅笔，可林园园舍不得借给她，
找了很多借口，最后李丽就用自己的蓝铅笔画树叶。文章的
旨意在于让学生明白：当别人有困难时我们应该热情相助。
教学时既要让学生看到林园园的不足，又要让学生相信林园
园以后会成为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学生。但是，在渗透思想品
德教育的同时，要围绕文章的旨意，否则容易上成思想品德
课。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确，当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
时，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因此，我精心设计了
新课的导入。课开始，我出示最常见的绿色的树叶，并让学
生说说你还见过什么颜色的树叶？学生回答：金黄的、红色
的等，就是没有蓝色的，此时我板书课题。在揭题后，我问
学生，读完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疑问吗？学生自然就问了“树
叶怎么会是蓝色的呢？”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个疑问，开始了
这篇课文的学习。

并使之成为一种习惯。“那你们想对林园园说些什么呢？”
这一说话训练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本课教学，识字环节较扎实，通过多种形式反复朗读，如：
小老师领读、指名读、同桌互读、齐读等，学生掌握较好。
但也存在了许多不足之处：

1、导入新课时，老师问：“你还见过什么颜色的树叶？”学
生说见过黄色的、红色的树叶，此时还应引导学生联系季节
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如：春天有绿色的树叶，秋天有黄色
的树叶??语文课，就是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

２、整节课之中，让学生自由读文过多，要在读书的形式方
面多变化。低年级的孩子，不太适合这种集体的自由读文，



教师也不便于掌握学生的读书情况。

３、在指导学生读好对话时，教师的引导要进一步细化。在
几名学生读书感情不到位的情况下，教师要分析其原
因。“小声地说”“吞吞吐吐”“我怕你”“只好”等词，
是训练低年级的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揣摩人物心理的好的机会，
可先让学生议一议，然后再读。通过分角色读或者教师范读，
就很容易读出味来。

４、注意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学生读书时拖音、低着头读
书、不认真听别人发言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改
掉。

小学科学蓝色的星球教案篇三

《蓝树叶》是一篇讲读课文。主要讲李丽在美术课上，画树
叶时绿铅笔找不到了，她向林园园借，但李丽没接她的绿铅
笔。李丽用蓝铅笔画了树叶。林园园看见了画蓝树叶，脸红
了。

首先，我让学生朗读课文，想一想，林园园想不想把自己的
铅笔借给李丽呢？为什么？学生通过朗读课文，大多能通过
林园园的做法和回答中，感受到，其实林园园是不想把铅笔
借给李丽的，因为，她已经画完了，还说没画完，尤其是，
即使说画完了，又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让人感受到是不想借
给的意思。

其次，针对学生的理解，我又引导学生走进人物的心里，通
过分角色朗读人物的对话进行感悟，通过注意对话中林园园
的语气，如：吞吞吐吐；提出的要求：不要.....不要..... ；
人物的表情：皱着眉头等，进一步体会林园园是在为舍不得
借铅笔给李丽找各种借口。

为了让学生能学有所得，我避免了像提出学了这一课你明白



了什么？这样千篇一律的问题，而是让学生进行反思，在以
往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像林园园这样的事呢？学生纷纷反思
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欣喜地看到，学生在反思中不断成长。

对学生“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的道理的教育也就水到渠成。

小学科学蓝色的星球教案篇四

课伊《蓝色的树叶》是人教版二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一篇课
文。课文讲美术课上，李丽向林园园借绿铅笔，林园园不愿
意把绿铅笔借给李丽，李丽用自己的蓝铅笔画了蓝色的树叶。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

本课计划用五课时完成。第一、二课时主要学习生字和初读
课文，第三课时理解课文，第四、五课时朗读背诵，练习巩
固。理解课文时，我是这样安排的：激趣导入——整体感
知——精读课文——小小练笔。

课堂上，学生有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我想我们的教学就成功
了一半。为此，我找了一些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树叶图片，
让学生观察、欣赏。为学习课文做好铺垫。

让学生观看课文视频，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让学生对
课文有个整体印象，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在学习课文中，我主要抓住李丽和林园园的三次对话，让学
生体会李丽有礼貌、诚恳，林园园找借口、不愿意。抓住课
文中的两个句子：树叶那么绿，真惹人爱。你要注意，不要
削，画的时候不要用力，不要画得太多。让学生仿照句式说
句子。让学生体会林园园为什么脸红了。最后进行对话表演。

为了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学生的写句能力。在理解课文
的基础上，让学生说一说、写一写自己想对林园园说的话。
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的想象力还是很丰富的，有的学生



想对林园园说，你快点把绿铅笔借给李丽画树叶和小草，同
学们才会喜欢你。

随着年级的递增，课文也越来越长。这既考验着教师对教材
的处理能力，也考验着学生对教材的理解能力。在教学中，
我要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相信会发现教学中的乐趣。

小学科学蓝色的星球教案篇五

《色的树叶》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
讲的是李丽向林园园借绿铅笔，林园园没有借的一件事。教
学时既要让学生看到林园园的不足，又要让学生相信林园园
以后会成为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学生。整体感觉上得还不错。

本课教学，识字环节较扎实，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朗读，如:
小老师领读，指名读，同桌互读，齐读等，学生掌握较好。
不仅读准字音，了解字形，也明白了字意，并能在此基础上，
运用词语说句子。教学时，注意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指导
学生朗读。教学激发了学生的思考的积极性，引发学生深入
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存在了许多不足
之处:

1，导入新课时，老师问:"你见过什么颜色的树叶"学生说见
过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树叶，此时还应引导学生联系季
节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如:春天有绿色的树叶，秋天有黄色
的树叶，半绿半黄的.树叶。语文课，就是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的过程。

2，整节课之中，让学生自由读文过多，要在读书的形式方面
多变化。低年级的孩子，不太适合这种集体的自由读文，教
师也不便于掌握学生的读书情况。

3，在指导学生读好对话时，教师的引导要进一步细化。在几
名学生读书感情不到位的情况下，教师要分析其原因。"小声



的说""吞吞吐吐""我怕你""只好"等词，是训练低年级的孩子
通过语言文字揣摩人物心理的好的机会，可先让学生议一议，
然后再读。通过分角色读或者教师范读，就很容易读出未。

4，注意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学生读书时拖音，低着头读书，
不认真听别人发言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改掉。

5，注意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学习，
善于发现问题，体会课文蕴含的道理。如指导:李丽小声对林
园园说:"把你的绿铅笔借给我用一用行吗"这句话时，我只是
让学生抓住"小声地"这个词，让学生用小声的语气去读，忽
视了学生的自主能力。可以这样设计:老师大声地读这句话，
让学生听一听老师读得行吗学生如果说行，让学生再去读这
句话，细细理解到底该怎么去读，通过反复读，学生发现应
用小声的语气来读这句话，学生自己发现了问题，就会有一
种成就感，学习兴趣被极大调动，更加乐于学习。

6，进行品读环节的教学，应注意找准切入点，以切入点的突
破来贯穿全文。如本课的切入点就是"林园园看着主些蓝树叶，
不由得脸红了。"引导学生抓住林园园的表情，心理变化特点，
指导学生读好人物的对话。在深入理解人物对话，心理的基
础上，丰富自己的内心体验，懂得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