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涂涂画画写日记大班语言教案(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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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涂涂画画写日记大班语言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叽、喳、蓬、棱、崭、跃、巢、牌”8个字;能在田
字格中正确书写“羽、领、捉、理、跃、蹦、灵、晨”8个字。

2、正确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教学重点：

1、会认8个生字。会写8个字。

2、初读课文，把字音读准，把课文读顺。

教学难点：

1、识记“叽、喳、蓬、棱”等字，正确书写“羽、领、捉、
理”等字。

2、通过多种方法自主识字。

3、结合生活体验朗读，读好问句。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2、想不想和小鸟一起到美丽的大森林里去看看?

3、好，让我们一起走进26课“红领巾”真好。(师板书课题，
生齐读)

4、质疑问难：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红领巾”为什么加
上引号?)就让我们一起到文中找答案吧!

5、师：说说你的感受，谁知道为什么“红领巾”要加上双引
号?(生自由汇报。)

6、师小结：“红领巾”爱护小鸟，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

二、自主识字。

1、自由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找出来，用自己喜欢的办法学
会它们(生字全部学会的同学，可以当小老师，在组里帮助其
他同学认字;也可以查字典;问老师等等)

2、小组内同学们互相交流识字情况。(可以认卡片;也可以自
编谜语，自编游戏。)

3、同桌合作检测识字情况，做“你指我认”的游戏：一个人
拿卡片，另一个人读生字，遇到不会的放在一边，同桌互相
帮助识字，看哪组合作得最好。

4、指名当小老师领读：带拼音读词语、去拼音读词语、打乱
顺序读生字。

注意强调：

(2)扩词识字——蓬、棱



(3)编歌谣识字——几只小鸡叽叽叽，一群小鸟喳喳喳

(4)联系生活识字——牌字在哪里见过?(车牌)

6、齐读生字卡片上的生字、词语。

三、读课文，整体感知

孩子们，把生字记牢了，相信课文你们也会读得很好。想试
试吗?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读通课文中每一句话。

2、引导合作朗读。在小组内把自己读得最棒的段落读给大家
听，互相评价。把自己读得还不够好的段落请同学帮一帮。

3、全班齐读一遍课文

四、写字指导。

师：你们读的棒极了!接下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小手吧，一起来
写写字。

1、出示要求会写的生字：

羽、领、捉、理、跃、蹦、灵、晨

2、指名读读，说说它们各是什么结构的字。

3、同桌讨论，你读了这些字发现了什么?

(1)“羽、领、捉、理、跃、蹦”六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灵、
晨”是上下结构。

(2)“跃”字的右边不是天。



(3)“领”字左边是令不是今。

(4)“跃”字和“蹦”都是足字旁的。

4、示范指导：你们哪个字需要老师帮帮忙?

重点指导：

“跃、蹦”的足字旁最后一笔是“提”，

“领”：“令”的捺变点，

5、学生在书上描红，并练习书写。教师巡视指导。对于写得
好的学生奖励一面小红旗，并全班展示写得好的字。

涂涂画画写日记大班语言教案篇二

1、学习按图样拼贴各种物体，并用数字记录每种图形的数量。

2、发现并感受图形之间的组合关系。

3、学会用语言讲述操作过程及结果。

4、发展观察、辨别、归案的能力。

5、知道按事物不同的特征进行排序会有不同的结果，初步了
解排序的可逆性。

1、课件-各种图形

2、幼儿用书《看图拼画》

一、学习用多个图形拼出三角形。

1、教师：小猪搬新家了，它需要一块大的三角形地垫，可是



家里没有。它想请小朋友帮忙用这些小的地垫拼出一个大的
三角形地垫来。

2、鼓励幼儿尝试用各种图形组合三角形。

3、展示与交流

教师：谁来说说你是用了哪些图形拼出三角形地垫的?有谁的
方法和他不一样?

4、教师展示幼儿的作品，引导幼儿发现组合三角形的多种方
法。

二、学习看图拼画。

1、教师：小猪还想请小朋友帮它拼出两幅画。这两幅画就在
幼儿用书第24页上，请你们照着样子用图形片拼一个和它一
样的画来。拼完后，看看用了哪几种图形片，数数每种图形
片用了几个，并从不干胶材料上选出合适的数字贴在方框中
的横线上。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如果没有一样大小的图形，怎么办?

3、幼儿操作。

三、交流与总结

1、教师出示幼儿拼出的两种图样，逐一引导幼儿讨论。

2、教师引导幼儿发现：同样图样可以用不同的图形拼出来。

1. 通过这次图形的搭拼，大部分幼儿对这次活动很感兴趣，
但不能 又快又好的搭拼出各种可爱有趣的图形，以后将继续
多开展这样得活动，激发幼儿动脑的思维能力，提供大量的
图形卡片供幼儿进行各种搭拼活动。



2.多引导幼儿观察周围的事物和形容物体的外形。

涂涂画画写日记大班语言教案篇三

1、理解儿歌的内容，能吐字清晰、完整的朗诵儿歌。

2、通过儿歌激发幼儿自己动手画画的兴趣。

教师和幼儿每人一盒水彩笔、绘画纸每人一张，配乐儿歌
《小画笔》的磁带

一、出示各色水彩笔，直接导入课题。

教师提问：这些彩笔都有那些颜色？用小画笔可以做什么事
情？

二、教师介绍儿歌名称，教师有感情的.示范朗诵儿歌，幼儿
欣赏：

1、教师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儿歌含义：画笔可以画什么？

2、幼儿欣赏配乐儿歌《画画歌》；小小蜡笔好朋友，五颜六
色真好用，挺挺背儿直直腰，画只小鸡叽叽叽，画只小鸭嘎
嘎嘎，画个宝宝笑哈哈。

三、运用儿歌，用彩笔自由绘画：美丽多彩的世界。

四、教师小结幼儿活动情况

涂涂画画写日记大班语言教案篇四

广西桂林，以“文学文本解码”为主题的广西高中语文新课
改高端论坛在山水酒店举行，受广西师大陈玉秋教授之邀，
我执教《祝福》。



“读过文章的举手，能说说你读这篇小说的感受吗？”酒店
的会场不大，台子尤其小，摆不下课桌，只能密密地摆放五
十张椅子，高一的学生就这样双腿并着局促地坐着上课，书
包还垫在腿上。

没有人举手，安安静静。

“那没有读过《祝福》的同学请举手！”

整个会场瞬时寂静，空气里凝结着担忧，我没看台下，努力
保持镇定。

“没事，没关系。我们就现场读读，语文课就是来读书的，
这堂课我们就一起读鲁迅的这篇小说。”我的语调很沉稳，
上回江阴讲课我不也是给学生十五分钟默读的时间嘛，这回
我索性再多给几分钟得了，语文教学，本来就是基于学生的
阅读而展开的。我这样安慰自己，可心里还是有点嘀
咕：“江阴的十五分钟，那是再读，今天，学生可是白纸一
张，《祝福》的皮毛都没摸到过，而且，这种环境下的阅读，
能有质量吗？”我嗅到了一丝紧张，学生的脸上多少有些抱
歉，仿佛他们做错了什么。其实也没做错啥呀，课前没读怎
么的，老师上课不就是教读的吗？我这样想着，就觉得这不
是个事儿，我要是再怎么个烦躁这课堂就真难以推进了。

我开始微笑，很平静地挂着笑意：“没关系，我们现场好好
读读，读的时候大家可以画画圈圈，觉得哪里写得有味道就
停下来做个记号。”偶有几个学生迎着我的目光，会意地点
点头，很快又沉浸在文字里。

是我要的读书气氛了，可是，为什么总有几个学生凑得很近
在读着，原来，他们没有文章！

“阅读，最终是自己的事情，是独自的，来，没有文章的同
学举手，老师给你找来。”



工作人员急乎乎地送来了打印的文章，我感激地示意，简单
地望向站在会场远处的好心的校长。我想无声地告诉他，没
事，一切都没事，课堂就是这样的，真实又鲜活。你看，学
生们不是读得很认真吗？我甚至听到笔尖流泻的声音，如桂
林秀山丽水一般，自然，清新，真诚。

十五分钟了，举手表示读完的学生还不多。

“不急，我们再读，读读想想，小说写了祥林嫂的哪些经历，
边读边整理，不急。”我这样说，也这样安慰自己，45分钟，
我们还有时间，再说，即便教不完，又怎么样呢？很真实地
做好每一个细节，就是好的教学，尤其，读书是我们不能代
替学生去完成的最重要的环节。阅读是语文课程中极其重要
的学习内容，新课程标准也着重强调了学生阅读的自主性和
独立性。不以课前预习代替课堂上的阅读，我们的语文，就
从最真诚最用心地阅读开始，浅浅地，踏踏实实地，走进文
本深处。清人唐彪言：“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
是人之文、我之文也。”唯有读书时间不能少，在读书中学
会读书，再朴素不过的道理。

我继续慢着，手陆陆续续地举起来了，不一会儿，台子上高
扬的手化成自信的树林。

……

“读书，学会方法比得出结论更为重要！”下课的时间到了，
我指着背景图上的“文学文本解码”六字说，“文学文本解
码，是藏在文字的细微处和深处的，小说，请往小处去说去
读，下课。”

掌声四起，所有的眼睛都藏着感动。

广西师大博士唐子江先生口占一诗以贺：



肖子才情非自夸，

培雍毓就李桃花。

东华山水温州地，

浅唱低吟耀永嘉。

深入眼睛字句化，

探及肺腑人心抓。

祝言小处觅真道，

福泽徒生育彩葩。

唐兄夸赞，当视为勉励！没有最好的课，只有最真的祝福！

课堂，危机四伏的课堂，其实更是有最好机会的课堂。重要
的不是临危不惧，而是会转危为“机”！把功夫扎扎实实地
化在读原文上，这是学好语文的金玉良言。

祝言小处觅真道，我愿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在语文路上！

[祝言小处觅真道--桂林教学《祝福》(教师随笔)]

涂涂画画写日记大班语言教案篇五

《涂涂画画真好看》是儿童认识色彩、学习绘画的开始，也
是增强学生自信的一节美术课。从教学内容上来看，它可以
分成两部分。一是认识颜色，感受色彩世界的美丽，二是用
色彩和线条大胆地涂画出美丽的画面，表达自己对色彩世界
的感受，初学的儿童正处于急于探知事物的时这看起来更像
是一节涂鸦课有的学生特别的敢画画，无论画什么，他都会



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的画画，可是一旦有人会批评他，他可
能会收一些，甚至他从此也再也不敢放手画了，这是多么可
怕的一件事，教学中应该怎样才能更好的让学生有所发展，
有所提高，甚至帮助他树立信心。

在教学中，有意的保护学生的那种纯真的涂邪是很有必要的，
让他们那颗童心能够保持原有的激情，大胆的展示自己对未
来的向往，也许他会从中看到美术也是他的一种语言，他可
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生活在
一个充满色彩的世界里，红、橙、黄、绿、青、蓝、紫……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斑斓，如此的美丽，让他们用那无数只画
笔动情的表现，他们会从中得到快乐。在用它描绘美丽的世
界和生活中会带给孩子们许许多多美好的憧憬和记忆。在刚
入学的美术课上，孩子们拿出五颜六色的画笔，他们是拿他
当了了自己的好朋友，第一节课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在画画时
还有小助手和好帮手，他们用稚嫩的小手急切地想画些什么，
但举起画笔时，有的学生心里不免会有些胆怯，他们怕万一
要是画不好，纸可能就不能要了，老师会说些什么，是不是
批评，是不是会发现自己不会画画。他们会有些迟疑，老师
要鼓励他们，要在他们那些涂的鸦的'作品中找到他们的一些
闪光的地方。这才是老师的责任，不能把孩子扼杀在你的手
下，鼓励他们畅想，遨游线条和色彩的世界，当他们把求助
的目光投向老师的时候，我们要低下头去看看他，有什么地
方可以给他以帮助，也可能你的一句启发，他就萌生了对美
术的极大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他也可能将来成为一个画
家，因为他更爱画画了。美术课是学生表现自己想法的地方，
是学生的另一展示自己的舞台，老师的宽容和鼓励学生学生
会大胆、自信地描画自己心中的色彩。《涂涂画画真好看》
是儿童认识色彩、学习绘画的开始，也是增强学生自信的一
节美术课。从教学内容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认
识颜色，感受色彩世界的美丽，二是用色彩和线条大胆地涂
画出美丽的画面，表达自己对色彩世界的感受，初学的儿童
正处于急于探知事物的时期，我在美术课上一开始就是让他
们把他们的彩笔当成了自己的游戏的对象，让学生探索他们



的彩笔流出来的那一条条的线，涂涂的一块块的色彩，感受
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线条和色彩，从他们的脸上感受到
了他们真的用手画了一道线条，真的看到了他亲手画的一个
造型，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我明白他是高兴的，这不就我鼓
励的结果吗，我也是很喜悦的，大胆体验线条和色彩这本课
的一个重点，也是我这节课所要提倡的。在教学时要应充分
发掘他们的这种悟性，培养他们对线条和色彩的兴趣，进而
让他们了解生活中的线条和色彩也是很美的，欣赏、表现线
条和色彩可以提高他们对美术语言的感悟。宽松、自由的创
作空间，鼓励学生大胆表现是一年级的一个应该提倡的教学
思路。让学生在美术课上更有成功感，他们通过老师的眼神，
老师的话语，知道老师很欣赏他的作品，知道他们画的这张
画不是一张烂纸，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这将会对他们的将来，
学习和认识形、色与肌理等美术语言提供更大的帮助，激发
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愿望。他们能用眼睛和心灵去感受
这个美丽色彩世界，也能用丰富多彩的线条和色彩表现出自
己感受，因此，这节课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就像教材中所选
用的几张学生作品一样，不管成人能否看懂，他们往往能兴
趣盎然地解释自己的作品：“我画的是游乐园里的疯狂老鼠
车”“我画的是在太阳下盛开的鲜花”“这是我设计的格子
布”“我看到了美丽的大地”“我画的是一片花的海洋”等。
他们可以对一片颜色做出多种判断，想出不同的事物。

他们是最具有想象力的儿童，我们的许多的发明创造也正是
想象的结果，他们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他们可能是未来的
宇宙探索者，他们可能设计室，也可能是画家。我们要保护
他们那种大胆想象，勇敢表现的精神，保护他们这种个性，
我们的祖国将会有一批综合素质和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