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粒种子教案反思中班(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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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粒种子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1、认识生字12个，积累词语11个词语和句句子。

2、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两小节。

3、知道种子通常在春天发芽长大，初步了解种子发芽需要一
定的温度、水分和空气。

教学重点：

1、识生字12个，积累词语11个词语和句句子。

2、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两小节。

知道种子通常在春天发芽长大，初步了解种子发芽需要一定
的温度、水分和空气。

生字卡片媒体录音

一、情境引入课题：

1、师：老师这里有一段很优美的文字，想请大家来听一听，
并且告诉老师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哪一个季节的景色。

教师朗读：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
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
的。(春天)

2、师过渡：是啊，春天到了，冰雪融化了，桃花开了，柳树
绿了，瞧，种子也从泥土中醒来了，听，他在说着悄悄话呢!
让我们打开课本，听听种子在和谁说话，他又说了些什
么?(出示课题：一粒种子)

二、检查自学的生字词语：

1、游戏一：点泡泡(检查词语掌握情况)

2、游戏二：照镜子(书空“泥、粒、渴、喝”)

三、学习课文：

1、:师：我们把这些生字宝宝放到课文中再来读一读。(学生
轻声读课文)边读课文思考：课文里几次写到种子“挺一
挺”?用线划出。

2、学生交流：

第一次“挺一挺”(学习课文第一小节)

(1)组内朗读第一节

(2)做动作，演一演

第二次“挺一挺”(学习课文第二小节)

(1)指名读第二小节。

(2)演一演



(3)种子觉得很舒服，会说些什么?

第三、四次“挺一挺”(学习课文第三—九小节)

1、默读3—7节：这几节写谁和谁的对话?

2、介绍“蚯蚓”：你听说过蚯蚓吗?它有什么特点?

3、板书：松土(空气)

4、学生字：咱呢

5、分角色朗读

6、学习八、九小节

(1)师：是啊，春天这么热闹!课文中是怎么描写春天热闹的
景象的呢?

(2)自由读划出写春天热闹的句子

(3)种子听到外面这么热闹，他怎么说?

比较句子：我要出去!

啊，我要赶快出去!

3、思考问题：

师：通过刚才的学习，聪明的小朋友你们知道种子发芽需要
哪些条件?(水、空气、阳光)

4、小结：小作者根据种子发芽需要温度、水分和空气三个条
件。用拟人化的写法写了这篇科学通话。四个“挺一挺”叙
述了种子发芽生长的全过程。



四、读写结合的拓展练习：

完成“说一说”

种子钻出地面以后，会看到什么呢?加上动作，说一说，写一
写。

一粒种子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1、知识与能力：综合运用学过的方法认识14个字;读懂课文，
了解种子发芽需要哪些条件;分角色朗读课文，加上自己喜欢
的动作。

2、过程与方法：充分利用课件，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像力
和创造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感受种子对美好、光明世界的向往之情。

认识14个生字;知道种子发芽需要哪些条件。

认字卡片，教学课件。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1、(课件演示春天的美丽景色。)同学们，现在是什么季
节?(指名学生说说春天的景色。)春天真是个美丽的季节，小
树发芽了，小草绿了，花儿开了，农民伯伯开始播种了。你
们知道种子吗?今天我们就要学习一篇有关种子的课文。相信
大家学了课文就会有收获。(板书课题)

2、读读课题，说说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3、说说你对种子了解的一些情况。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遇到不懂的字词请教同学或老师。

2、把难读的字词找出来，并多读几遍。

3、小组内互读、互评。

4、检查自读情况。

5、标出自然段，并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三、自主合作，学习生字。

1、在文中找出要认的14个生字，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方法自
主认读。

2、同桌互读，纠正字音。

3、在小组中认读，交流识字方法。

4、教师检查自学情况。

5、把生字放回课文里读一读。

四、图文结合，理解课文。

1、课件播放画面，配乐朗读，学生边看、边听、边想课文中
给我们讲了什么?

2、分自然段理解课文。

(1)指名读第1自然段，说说这个自然段告诉我们什么。

(2)自由朗读第2自然段，读了这个自然段，说说你们知道了



什么?

(3)指名分角色朗读3-8自然段，集体评议：读得好吗?好在哪
里?

(4)小组讨论：种子想出去吗?从哪里看出?它又是怎样看到外
边世界的?(课件再次演示种子要出土的和出土后的画面。)

(5)交流讨论情况。

3、种子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他的心情怎样?他会说些什么?

4、教师小结：种子为了快快长大成才，特别希望能早点看到
光明、美好的世界。春天的气候暖和，种子呆在肥沃的土壤
里，有水、有空气，又在蚯蚓的帮助下，它看到了外边的世
界，这多么令人高兴啊!

五、指导朗读，体验情感。

1、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课件配乐)

2、学了这篇课文，你知道种子的生长需要哪些条件吗?

3、学完课文，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吗?

4、有感情地读课文，加上自己喜欢的动作。

六、巩固知识，丰富课外。

1、让父母考考自己是不是还认得15个字，并给它们口头组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加上自己喜欢的动作和同学们演一演。



一粒种子教案反思中班篇三

一粒种子睡在泥土里。它醒过来，觉得很暖和，就把身子挺
一挺。

它有点渴，喝了一口水，觉得很舒服，又把身子挺一挺。

春风轻轻地吹着，种子问蚯蚓：“外面是什么声音?”

蚯蚓说：“那是春风。春风在叫我们到外面去呢!”

“外面什么样儿?也这么黑吗?”

“不，外面亮得很。”蚯蚓一边往外钻，一边说，“我先把
土松一松，你好钻出去。”

种子听了很高兴，又把身子挺一挺。

春风在唱歌，泉水在唱歌，小鸟在唱歌，小朋友在唱歌。种
子听见外面很热闹，连忙说：“啊，我要赶快出去!”

种子又把身子挺一挺，眼前忽然一亮，它高声喊道：“啊，
好一个光明的世界!”

一粒种子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一粒种子》是一片有趣的课文，通过种子和蚯蚓的对话，
感受到种子的生长过程。

成功之处：

1、以学生为主体，把学生当作课堂最为重要的资源，使学生
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1)激励学生，调动学习积极性。

在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我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说一说，
种子钻出地面后，他会看到些什么呢?课堂上这一环节是最出
彩的，学生们兴致颇浓。凡是敢于举手说一说的同学，我就
用粘纸、书签等奖品鼓励他们，其目的在于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下课时，我没料到有些没被请到说一说的
同学要求我再给他们提供一次机会，他们一定会有更出色的
表现。此时此刻，我感动极了，我想这个教学环节设计对了，
真正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2)师生互动，平等民主。

课堂上，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作为教师，必须
转换角色，学会与学生合作。这节课中，我参与学生的学习，
师生间相互传递信息，沟通想法。

2、重视朗读训练。

读书活动其实也是学生体验情感的活动。而有情感体验的读
书活动，才更具有生命活力。因此，在教学中，我范读有关
文中的语句，实际效果很不错。我能感受到自己动情的朗读
已打动了所有学生，为他们后面的学习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以读代讲，让学生充分享受到了读的乐趣。

3、注重从小培养学生的质疑习惯。

课堂上，我努力创设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建立平等合作的
师生关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形成质疑问难的习惯，养成
探根求源的意识。因为我尊重学生的想法与看法，且鼓励其
提问的积极性，学生才得以畅所欲言，虽然学生的有些问题
是我备课时所没有料想到的，但我觉得学生能提出一个问题
或发表一种见解，哪怕是错误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这比我
告诉他一个真理更重要，更有价值。



一粒种子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1、学会课文中10个生字，知道“挺一挺、舒服、钻出来、热
闹”等词的意思。

2、了解种子的生长过程，感受生长的快乐。

3、懂得种子发芽需要一定的条件，获得一些简单的植物生长
的知识。

4、能用“热闹、一边……一边……”各写一个句子。

教学重点：学会课文生字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了解种子发芽的条件和经过。

教学安排：3课时

第一课时

一、看课题提问

看到这个课题你最想知道什么?(种子是怎样长大可的?……)

二、听配乐朗读课文

1、你都听明白了什么?交流

2、自由读课文，看还能读明白什么?

3、交流

4、填空：课后习题6

三、检查课文的预习情况



1、把自己最喜欢的、读得最好的读给大家听。

2、读生字词。

3、完成《课堂作业》2

四、巩固练习

1、记一记自己认为难写的字。

2、写一写生字。

3、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读生字词

2、按课文填空(课后6)

二、研读课文

1、你能从这段话中读出种子发芽需要那些条件吗?

板书：暖和的天气

喝水

松土(空气)

2、你乐意当一回种子吗?为什么?好好读读课文感受一下吧!

3、如果你真是种子，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阳光?泉水?还



是空气?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部分读，说明原因。

4、交流：第一部分抓住“醒、挺”

第二部分抓住“种子喝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第三部分是重点

(1)在学生交流后，请同学分别划出蚯蚓和种子的话。

(2)男女生分读，比一比，哪边同学能提出比较有价值的问题。

(3)重点理解种子奇怪的语气，“招呼”的意思。

三、小结课文

1、到这里为止，种子已经挺了三次了。我们用朗读来表现他
三次挺的动作好吗?

2、老师读，学生表演

3、女生读，男生表演

4、男生读，女生表演

四、巩固练习

1、齐读1——7段

2、完成课堂作业3

五、熟读课文

第三课时



一、复习检查

1、读生字词

2、读课文1——7段

二、学习课文8、9段

1、当种子挺了三次之后，他听见了什么?

2、出示句子：春风在唱歌，泉水在唱歌，小鸟在唱歌，小朋
友也在唱歌。

3、你能想像一下，他们都会怎么唱呢?

4、比较句子：春风在吹，泉水在流，小鸟在叫，小朋友在唱
歌。

5、练习朗读

6、如果你是那在地底下呆了很久的种子，当听到外面的歌声
会想些什么?(理解“热闹”，你还知道哪儿很热闹?)

7、指导朗读种子说的话

8、种子终于又挺了挺身子，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你能给“光明”换一种说法吗?帮他描述一下他眼中“光明的
世界”。

9、齐读8、9段

三、总结课文

1、你喜欢这篇课文吗?为什么?



(把种子当作人来写，知道了种子钻出地面的条件……)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完整地读一遍课文。

四、巩固练习

1、听写词语

2、完成课堂作业

五、课外阅读

1、《选学读本》《对人类有益的动物——蚯蚓》

2、《新教材》《笋芽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