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的勇气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
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花的勇气教案篇一

听了《花的勇气》，受益匪浅。这篇课文是四年级下册的一
篇略读课文。说实在的，这篇文章不好上，我想根据自己的
所听、所见谈几点自己的所感。

在导入环节，老师运用由花想古诗的方法，总共出示了六种
常见的花，学生借此复习了和每种花有关的古诗句，温故知
新，复习了古诗，也活跃了课堂气氛。

本文是略读课文，连老师首先引领学生复习了略读课文的学
习方法，并且牢牢抓住了本篇课文的学习重点——经历的事
件和由此对应的人物心情的变化，这符合略读课文的学习特
点。小组内的合作讨论也符合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
出示的填空题，由事件和心情交错组成，符合学生的认知习
惯，理清了课文的整体脉络：“（无花）失望——（藏花）
吃惊——（不见花开）遗憾——（花开原野）惊奇——（气
魄）震撼”这是一组颇具特点的课文脉络图，连老师巧妙地
运用这张图，借此要学生说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中段学
生对文章梗概的把握需要方法的指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指导。由此图老师还让学生说说还能发现什么，这是对文章
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作者的心情皆因花起。

在重点环节老师先让学生感悟“花满原野”时让作者心头一
震的画面，说说从哪些词语看出了作者这种心情？通过让学
生对词语的细细品味来达到对文本的深层认知：“改天换



地”写出了变化大，“全冒出”来体现了变化快……教师由
这一段的教学引入到第二自然段也就是“藏花”时的教学，
同样让学生挖掘体现作者惊奇的词语，“这么多”，“这么
密”，“这么辽阔”。从果到因的反序教学，更能体现对比
的巧妙，也更能体现出文中的中心——花的勇气，由此花儿
由藏身到开满原野的过程更加令人回味，令人印象深刻。借
此出示填空题：青草下藏的，不仅仅是花，还是（）。此项
语言训练，训练了学生挖掘文本深层内涵且合理表达的能力。
最后再次回到第七自然段，配乐朗读，学生一定沉浸在从惊
奇到震撼的画面中，作者心情的变化过程由此也内化到学生
的内心。

在语文这门学科的学习中，读和写是密不可分的。为了实现
知识的迁移，老师又引导学生学习《花的勇气》的写法，让
学生写出种子的'勇气是（）；梅花的勇气是（）；青松的勇
气是（）。训练了学生组织概括语言的能力。

花的勇气教案篇二

四年级新教材对于我来说已是新手，又遇“生命”的文章，
更是一大挑战。生命之重难以承受，但本人仍硬起头皮去轻触
“花的勇气”。

一、我的文本解读：

本文文质兼美，到处都有我们需要积累的语言，到处都有我
们需要品读的句子，但一堂课时间有限，因此我重点抓住作
者看到的三个画面——没有花的绿地、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
地、花的原野来解读感受文本，抓住重点词语，通过朗读，
品出言中之意，悟出言中之理，感受言中之情。

二、我的教学设计：

三个画面我该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引领学生去品读，通过什么



方式让学生习得。三个画面分别侧重于什么？通过这些问题
的思考解决，完成了我课堂的环节教学设计。

三、我的细节处理：

特级教师王崧舟老师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诗
意语言”，只有让语文课显得“诗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
趣才会不减，只有“诗意课堂”才能营造出“熏陶、感染”
的氛围，语文不是教出来的，我们更不能竭泽而渔。这一直
是我课堂教学的原则。因此本堂课，我注意导入的“诗意铺
垫”，注意环节之间的“诗意过渡”，引导点播的自然，练
习的精当等。

课堂教学对我们来说是一条艰难的漫漫长路。但，我们相信
伴着冷风冷雨中的“花的勇气”孜孜前往，一定会有改天换
地的画面出现。

花的勇气教案篇三

这是冯骥才先生写的《维也纳三个画面》中的一个画面，我
自己很喜欢这篇。这是一篇独立阅读课文，一课时完成。第
一次研读教材时，我发现这篇课文不难理解，通过多读课文，
就能很好地理解作者的情感变化。那么这节课应该让孩子们
学会什么呢？说来惭愧，我想了很久，没有找到突破口，不
知如何下手，后来在我们校长的指导下，我发现，其实这篇
课文每段都有可供语言训练的点。基于它是一课时要完成，
不可能每段都教。我选择了第一、第二、第七、第八四个自
然段作为训练点，而前三个画面中对应地体现作者的内心感
受，于是就抓住这条主线设计了今天这样一节课。

今天的教学，训练点基本上都完成了，基本目标都达到了，
比如第一自然段中的缩句练习，及体会“非……不可”这组
关联词，第二自然段的当堂背诵优美句子，第七自然段中学
会用各种好词形容盛开的小花，第八自然段中的模仿最后一



句话的作者写法，这些基本目标的顺利完成了，也充分调动
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整堂课的学习气氛较好。

但在这节课中，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毛病，就是忽视了讲解
法运用。以前讲解法是传统教育的常用方法。这种方法有着
不少的弊端，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教育需要了。所以老师在课
堂上都忽视这种方法，就怕被人评论成“填鸭式”教学方法，
而多采用的指导学习法，自读自悟法，引导读书法等等。但
我认为，学生毕竟还是孩子，思维能力还不是很强，理解力
还有一定的局限，遇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就干瞪眼了。其
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老师就可以运用讲解法，直截了当
地告诉学生一些有关知识，例如，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指
导学生完成把“辽阔”一词换成四个字词语的练习时，学生
一下没有想到，不会回答，当时我也有些慌乱，就选择让孩
子回家去想这种做法。而过后，我就在想，其实这个练习是
有一定的难度的，为什么我不在课堂上就当场教给孩子一些跟
“辽阔”意思相近的词语呢？比如“无边无际”“一望无
际”等，再让他们把词放到句子中去读，去体会，这样孩子
们不也能学到新的知识？显然，这比让他们回去想更有效，
更能提高学习效率。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能很多地去
运用了。

我想一节好的课，不能哗众取宠，不能只有空架子，而应该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去引导学生学到
真正有用的知识，学会理解语言，感悟语言，运用语言，使
之成为言语的!

花的勇气教案篇四

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教师只是学生学
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是平等中的首席，而不
是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在学习中提出的
问题或学习中出现的.某种情况，给予示范，或予以点拨，或
组织讨论、辩论，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采用表演



等方式帮助学生感悟语文内容，突破学习上的难点。在《花
的勇气》这一课的教学中，我是这样引导的：作者的心情为
什么由“失望”、“遗憾”、到“惊奇”、“心头怦然一
震”呢?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认真体会课文哪些词句词
表现作者的心情，读完之后组内交流。”(学生或默读或朗读
或勾画)当学生以自己的学习方式读完后，在小组内交
流，“我认为这一句可以看出作者很失望，我愿意为大家读
一读”。学生动情地朗读：“四月的维也纳可真乏味!绿色到
处泛滥，见不到花儿，下次再来非躲开四月不可!”学生各抒
已见，把体会到的，找到的句子拿出来共同体会、分享成功
的喜悦。这样，我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
者，学生在讨论、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不断闪现智慧的火花，
自主学习的意识在增强，学习方式在逐步转变。转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不只是课堂上的事，应该是学生终身的事。

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应该立足于现在，立足于课堂，由课
堂向课外延伸，由课堂向课后拓展，由课堂向课外发送，培
养学生自觉运用最佳学习方式的意识。

花的勇气教案篇五

今天执教《花的勇气》一文的第二课时，从备课的教案来看，
是一节思路非常普通的家常课，无非是引导学生品读文章中
语言优美或者含义深刻的句子，在读中感悟，在感悟中读。
但是，教学中却感到与学生一起走进了花的世界中，教得尽
兴，学得快乐。反思这节课的教学，觉得取得这样的教学效
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自己教学语言的感染力。在这堂课上，
我语调欢快，时不时地变化着语气跟学生交流，有时还略带
夸张地激励学生读出画面。对于学生的点评也比平时更为丰
富，有时赞赏他们能想象着画面读，有时表扬他们把春天带
进了教室，有时还夸他们是小老师，让同学们学着读。一节
课下来，书声琅琅，我和学生却不觉得疲倦。看来，今后，
我在上课时，要少些老师的架子，多些儿童的`率性，向儿童
节目的主持人学学怎么带动气氛，让课堂成为孩子们乐学的



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