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蓝色的树叶教案幼儿(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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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蓝色的树叶教案幼儿篇一

本课讲了一件发生在美术课上的事。李丽和林园园是同桌同
学，李丽要画树叶时找不到绿铅笔，她向林园园借，林园园
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把自己心爱的绿铅笔借给她，后来李丽
只好用蓝铅笔画出一片片蓝树叶。林园园看到后，感到很难
为情，不由得脸红了。

课文内容真实、生动，贴近儿童生活，有着较强的生活气息。

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注意：李丽从头到尾都非常
有礼貌，林园园则表现得比较自私，不肯把绿铅笔借给同学
又不好明说，找了一个又一个借口推托。另外，前后图文结
合，组织学生对三次对话进行分析，让学生走进语言，积累
语言。加深语言的感悟。让学生走进故事中，对具体的事例
进行沟通和交流。

1、认识“术、铅”等9个生字，会写“由、术”等10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懂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教学重点：通过朗读对话中人物的语气、神态、动作，让学
生自主体会。

教学难点：理解李丽和林圆圆的三次对话的意思。



课前准备：课件（教学挂图或投影片）、生字、生词卡片，
课文朗读录音磁带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9个生字，会写10个字

2通过学习课文，懂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1.课件演示一片片树叶。

2.师生对话：同学们，你曾经见过哪些颜色的树叶？

3.出示蓝色树叶，你脑子里会有什么疑问？

4.围绕蓝色的树叶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你们想知道吗？
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吧！

1.学生自主读课文，借助拼音自读生字，画出自然段。

2.学习生字新词

（1）认读词语：出示课件：美术铅笔惹人爱吞吞吐吐

桌子盒子皱着眉头注意削铅笔

（2）书写指导：认真观察田字格的生字，看清笔画和每一笔
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3）用小手在书桌上写一遍。

（4）书写生字时你有什么提醒小伙伴的话。学生在“田字格
中描红并写一个字和书上的字进行比较。“由”、“术”。
写后交流。看看哪儿写得好？哪儿需要修改。学生再写一个。
要把字写规范。

3.课文有几个自然段，请5个小朋友读课文，并对听的小朋友
提出要求。

4.课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

5.看课文插图刮风，主人公在干什么？找一找他们的对话，
划出来读一读。

xxx

听写词语：美术铅笔惹人爱吞吞吐吐

桌子盒子皱着眉头注意削铅笔

1．自读自悟，体会李丽和林园园对话的语气。

2.思考：

(1)李丽为什么要向林园园借绿铅笔？（原因：一是因为老师
要求画树，画树叶要用绿铅笔；二是因为李丽的绿铅笔找不
到了。）

(2)李丽借到绿铅笔了吗？请你自己细心地读课文，找出李丽
从头到尾都非常有礼貌，林园园则表现得比较自私，不肯把
绿铅笔借给同学又不好明说，找了一个又一个借口推托的语
言。



(3)交流：指名朗读李丽和林园园的对话。

a讨论第一次对话。

李丽是怎么借绿铅笔？林园园是怎么回答的？（李丽小声说,
林园园吞吞吐吐地回答。随机理解“吞吞吐吐”，并指导朗
读她们两人的不同语气。）

看看第一幅图，出示课件。你喜欢谁说话的样子？此时的林
园园画完了画吗？从哪儿看出来的？学生评价。（引导学生
看图说话：她已经把树画好了，树叶是那么绿，真惹人爱。
此时的林园园完全可以把笔借给李丽画树叶，林园园这样做
很小气、自私。李丽说话非常有礼貌。）

b表演第二次对话：在你的学习小组里和小伙伴一起练一练，
看谁表演得最传神。指名表演朗读。指名学生分角色表情朗
读。做一做“趴”的动作给老师看。

c交流第三次对话：出示第三次说话的内容。在读的过程中，
模仿李丽和林园园对话时的语气和表情做一做。用读的方式
体会人物的内心。

（4）朗读感悟，挖掘人物的内心想法。提高要求：你能把李
丽和林园园说话时的语气读出来吗？学生自由练习。

把三次对话齐读，李丽和林园园的对话，重点体会林园园的
话。让学生和林园园“对话”练习。学生自由发言，相机评
论。告诉林园园用实际行动为同学解决困难，热情地帮助同
学，才是受欢迎的小朋友。

（5）李丽为什么没接林园园绿铅笔呢？林园园看见李丽画的
蓝树叶为什么脸红了？

看看第二幅图，学生结合书上的语言文字或自己的话说一说。



3.小组讨论：从林园园的脸红，你想对林园园说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说出林园园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一定会改正
的。

蓝色的树叶教案幼儿篇二

林园园从盒子里拿出绿铅笔，说：“你要注意，不要削，不
要用力画，不要画得太多。”

林园园讲了三个“不要”，总是担心李丽弄坏，或者使用得
太费，舍不得借。她借绿铅笔的话也是有条件的。听了林园
园的话，李丽连忙说：“我只画树叶和小草。”

理解三个“不要”和“连忙”“只画”。(“连忙”和“只
画”，是讲李丽一心想借用绿铅笔，既然林园园肯借给她绿
铅笔，就立刻表示同意林园园的要求)

蓝色的树叶教案幼儿篇三

1．揭示课题提问：树叶一般都是绿色，黄色和红色的，怎么
会有蓝色的树叶呢？读读课文，说说“蓝色的树叶”是怎么
回事。

2．课文中的林园园画的绿色的树叶可爱吗？读读有关的句子，
说说理由。

3．出示第一幅插图，仔细观察李丽和林园园的表情，想想她
们说了些什么。找出课文中的对话读一读，并说说从对话中
体会到什么。

4．出示第二幅插图，说说这幅插图画的是课文哪部分的内容，
李丽和林园园分别在做什么，她们可能在想什么。



5．假如你当时在李丽和林园园旁边，你会对林园园说什么？
（注意结合林园园“不由得脸红了”，要想到她已经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了，所以林园园会用行动改正错误的。）

蓝色的树叶教案幼儿篇四

这一环节我分两部分完成。一是，初读感知，了解大意。

阅读教学必须遵循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过程。因此在初
读感知时，我根据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引导学生三读课
文：一读，借助拼音，自学生字新词，把课文读正确。二读，
复习巩固生字新词，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三读，了解课
文大意，想想蓝色的树叶是怎么出现的?边读边用笔划划圈圈，
数一数李丽和林园园有几次对话?在学生初读基础上，随文检
查学生学习生字新词情况。

这样处理较好地体现了“学生的学习是一种活动，是一个学
生通过自主活动感知、感受、感悟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进入：朗读课文，学习词句。在这一步中，我
主要采取的是情景教学法，根据课标对二年级阅读的要求，
借助读物，在读中学习词句，了解课文大意。在学生初读课
文的基础上，重点抓住李丽和林园园的四次对话进行训练。
根据事情的发生发展和学生情况，引导学生重点学习，读懂
第1组对话。

(出示第一组对话)让学生观察图画，借助图画了解李丽，林
园园的神态、动作，想象他们当时的情景，相机引导学生积
累词汇“小声”“吞吞吐吐”;指导学生学习问句，读出问句
语气，用问句说话。(相机出示幻灯片把绿铅笔借给我用一用
行吗?————吗?)在此基础上分角色朗读。

2、3、4次对话，运用第一次对话的方法，指导学生观察图画，
自主练习对话，随文学习词句，分角色朗读课文。



因为注重课文的朗读，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的一
条重要途径。在语文教学上都特别强调一个“读”字。。在
朗读的过程中，渐渐进入诗文所创造的意境，从而受到了审
美的教育;文界的名师高手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要把对学生的
朗读指导，视为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的主要途径。因此我在
此环节教学中恪守其训，以李丽和林园园的四组对话为重点,
进行了充分的朗读训练.

蓝色的树叶教案幼儿篇五

李丽说：“现在可以把你的绿铅笔借给我了吗?”

林园园说：“我怕你把笔尖弄断了。”

李丽说：“我小心一点儿。”

理解“只好”。这个词是说李丽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她已经
把房子、小山画好了，只等画树。齐读第一自然段。没有绿
铅笔，没法画，所以只好等林园园把画画完，才又一次向林
园园借。

“我怕你把笔尖弄断了。”这是林园园的心里话，她担心李
丽使绿铅笔时会把笔尖弄断，实在有点舍不得借。

蓝色的树叶教案幼儿篇六

1、课件出示自读要求：

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生字；喜欢读的段落多读几遍；
同桌合作，读一读新词，相互解答不明白的词意。

2、汇报交流

（1）指名读喜欢的段落，检查自学效果。



（2）课件演示摘苹果游戏，识记生字：

术、铅、惹、吐、桌、盒、注、削、皱

（3）课件演示青蛙过河游戏，读词语：

皱眉借铅笔趴在削铅笔不由得吞吞吐吐盒子惹人喜爱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