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天的教案设计意图小班下学期(大
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春天的教案设计意图小班下学期篇一

教学目标：

1. 认识生字9个。

2. 积累13个词语和2句句子。

3. 正确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 初步了解春天里风、雾、雨、阳光，以及植物的一些特点，
激发学生热爱春天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播放歌曲

小朋友们，春节过得开心吗？看着你们满脸喜气洋洋的，肯
定不错。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吧！ （播放歌曲）

你们听到些什么呀？ （交流）

出示： 春天在哪里



2、 揭示课题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 （齐读课题）

过渡：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已悄悄来到我们身边，那么
它在哪里呢？（补上图片）

二学习课文

1、整体感知课文

a) 听录音，看谁的耳朵最灵。

i. 边听课文录音边出示分解的图片，再出示一句句式。

ii. 交流并完成填空。

春天在（ ）、（ ），春天在（ ）、（ ）。

iii. 齐读。

b) 轻声读课文 （过渡话说完就出示四句句子，然后布置轻声
读课文这一要求）

（1）交流并完成填空。 （任选一句来讲）

a.春天在枝头上，（ ）微微吹动，（ ）跳舞，（ ）脸红。

b.春天在草地上，（ ）轻轻细细，（ ）醒过来，换上了新
衣。

c.春天在竹林里，（ ）飘飘洒洒，（ ）从地下探出头来啦。

d.春天在田野里，（ ）那么暖，（ ）青，（ ）黄，（ ）



香。

（学生说到哪一句，师就出示哪一句）

（2）、学习生字

a出示：

柳条 桃花 雾 竹笋 小麦 蚕豆

b小组学习字词。

要求：借助音节，读准音节。

说说用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些生字？

c交流

由一小组学生来做小老师带读。

开火车读字词。（先有音节，后去音节）

交流识字好方法。

(3)读课文

i. 回到四句句子图片，加强朗读。

1. 请四个学生来读。2.分四个小组来读

3. 师生配合读。

过渡：你们看，还有几个生字宝宝也要和大家交朋友啦！

ii. 学习生字



1. 出示生字

微风 换新衣 飘飘洒洒 探出头 啦 暖和

2. 同桌学习。

3. 交流: 同桌当小老师带读。 开双列火车读 交流识字好方
法。

如：老师范做动作让学生猜

问：老师从哪里探出头来说：“小朋友，你们好！” 生答。

那么，课文中是谁从哪里探出头来呢？

出示句子：春天来了， 从地下探出头来啦。

（一） 分步学习课文

1. 学习第三节

出示此节。

a.指名读 （回答上句）

b.练习说话

想象：春天来了，竹笋从地下探出头来干什么呢？

变化句子：春天来了，竹笋从地下探出头,它 。

c. 指导朗读

瞧，小竹笋看见外面那么精彩的世界多开心，高兴呀，谁能
用这样的心情来读一下。



指名读 齐读

d. 背诵课文

（1） 回到课文中，隐去部分内容，师生配合背诵。

师：春天在哪里？ 生：春天在竹林里。

师：春天的雨 生：飘飘洒洒

师：竹笋 生：从地下探出头来啦

（2） 指名背 (3) 齐背

2. 学习第一、二、四节

过渡：课文的第1、2、4节写得也很美，请你把喜欢的一小节
读给你的好朋友听，可以配上动作。

a. 好朋友间读

b. 交流朗读

（1） 指名读

（2） 谁和他一样也喜欢这一节的小朋友请站起来一起读。

c.背诵喜欢小节。

3. 背读全文 （回到四幅分解图）

春姑娘披着白纱把美播撒给了人间，我们再次一起来寻找她
吧！



春天的教案设计意图小班下学期篇二

设计意图：

《纲要》中所述：既符合幼儿的兴趣和现有经验，又有助于
形成教育目标的新经验，既贴近幼儿的生活又有助于拓展幼
儿经验。大班幼儿对动物都很感兴趣，一说起动物，孩子们
的脸上就露出灿烂的微笑，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而
《喂鸡》来源于幼儿生活，内容幽默风趣，我根据大班幼儿
的年龄特点，可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物品替换到歌曲中，使
幼儿大胆地进行创编表演，从而陶冶幼儿的情操，获得美的
感受。

活动目标：

1、能用自然的'、音量适中的声音基本准确地唱歌。

2、尝试在图片的提示下，替换歌词演唱。

3、享受歌唱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知识经验准备：事先对生活中各种物品的响声有一定了解。

2、物质经验准备：与歌曲歌词匹配的图谱；肯德基、照相机、
直升机等图片。

活动过程：

一、听一听，在问题中激发活动的兴趣。

1、小朋友，你们都有宠物吗？何老师也有一只宠物，你们来
听一听，我的宠物是什么？



2、初次范唱，引发关注。

二、唱一唱，在音乐中感受唱歌的快乐。

1、幼儿贴图，完善图谱。

图示不完整，请听听少掉了什么？

2、改编“小公鸡”歌词演唱。

大公鸡今天来是要向你们介绍它的朋友，是谁？能不能把”
小公鸡“也放到歌曲中唱一唱？

三、编一编，在创编中感受歌曲的幽默。

1、看图集体仿编新歌词。

（1）创编吃肯德基的声音，完善歌词并演唱。

（2）创编”咔嚓咔嚓照相机“。

（3）创编”轰隆轰隆直升机“。

四、玩一玩，在交流中提升丰富的经验。

我们小朋友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是带”鸡“的发音，我们一起
来找一找。

活动反思

在活动中幼儿能积极参与活动，体验了音乐活动的快乐，认
真倾听音乐，注意力比较集中，开动脑筋想出不同的动作，
这与充足的前期经验以及直观的图片是分不开的。



春天的教案设计意图小班下学期篇三

活动目标：

1.欣赏歌曲，能用自然和谐的声音演唱并唱准曲调。

2借助图谱学唱歌曲，并尝试创编歌词。

3.感受歌曲欢快、活泼的情绪，体验看图谱学唱歌的有趣和
快乐。

活动流程：

一、音乐导入，激发兴趣

二、借助图谱，记忆歌词

三、完整演唱，创编歌词

四、结束活动，自然延伸。

活动记录

一、音乐导入，激发兴趣

1.师：春天到了，小朋友们高兴吗?让我们踏着音乐的节拍一
起去寻找春天吧!(随《春天在哪里》音乐，边跳边唱进入活
动室)

2.师：春天在哪儿呢?春天就藏在我们小朋友眼睛里，有红花、
有绿草，到处充满着鸟语花香，你们喜欢春天吗?春天带给你
什么感觉呢?(幼儿自由回答)

3.教师小结。



二、借助图谱，记忆歌词

2.教师第一次范唱

师：你听到了什么?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图片，引导幼儿
用歌曲里的话来说一说，同时带领幼儿按歌曲节奏来说歌词。

3.教师第二次范唱

师：你又听到了什么?(记忆歌词)

4.带领幼儿跟着伴奏完整的按歌曲节奏说歌词，难点部分可
出示节奏图谱。

三、完整演唱，创编歌词

1.师：小朋友说的真好，下面让我们看着图谱一起来唱春天
吧。(学唱歌曲2-3遍)

2.师：小朋友真棒，把春天唱的多么美呀!春天还有哪些美丽
的景色呢?将幼儿说的画下来。

3.幼儿看结构图演唱自己创编的歌曲。

四、结束活动，自然延伸。

师：春天还有哪些美丽的景色呢?让我们听着音乐到外面再去
找一找春天吧。

春天的教案设计意图小班下学期篇四

设计意图：

《纲要》中所述：既符合幼儿的兴趣和现有经验，又有助于
形成教育目标的新经验，既贴近幼儿的生活又有助于拓展幼



儿经验。大班幼儿对动物都很感兴趣，一说起动物，孩子们
的脸上就露出灿烂的微笑，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而
《喂鸡》来源于幼儿生活，内容幽默风趣，我根据大班幼儿
的年龄特点，可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物品替换到歌曲中，使
幼儿大胆地进行创编表演，从而陶冶幼儿的情操，获得美的
感受。

活动目标：

1.能用自然的、音量适中的声音基本准确地唱歌。

2.尝试在图片的提示下，替换歌词演唱。

3.享受歌唱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知识经验准备：事先对生活中各种物品的响声有一定了解。

2.物质经验准备：与歌曲歌词匹配的'图谱；肯德基、照相机、
直升机等图片。

活动过程：

一、听一听，在问题中激发活动的兴趣。

1.小朋友，你们都有宠物吗？何老师也有一只宠物，你们来
听一听，我的宠物是什么？

2.初次范唱，引发关注。

二、唱一唱，在音乐中感受唱歌的快乐。

1.幼儿贴图，完善图谱。



图示不完整，请听听少掉了什么？

2.改编”小公鸡“歌词演唱。

大公鸡今天来是要向你们介绍它的朋友，是谁？能不能把”
小公鸡“也放到歌曲中唱一唱？

三、编一编，在创编中感受歌曲的幽默。

1.看图集体仿编新歌词。

（1）创编吃肯德基的声音，完善歌词并演唱。

（2）创编”咔嚓咔嚓照相机“。

（3）创编”轰隆轰隆直升机“。

四、玩一玩，在交流中提升丰富的经验。

我们小朋友身上也有一样东西是带”鸡“的发音，我们一起
来找一找。

春天的教案设计意图小班下学期篇五

教学要求：

1、借助拼音学会本课8个生字“微，轻，新，笋，探，暖，
麦，蚕”；掌握“斤字旁”。在语言环境中理解“微微、新
衣、竹笋、蚕豆、探出头”等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根据问题学习“（什么时
候），什么（什么）地方怎么样”的句式。

3、继续学习在词语前加上合适的修饰语。



4、发挥想象尝试仿写课文。

教学重点：

1、读懂课文，感知春天的自然特征和美丽景色。

2、能根据问题学习“（什么时候），什么（从什么）地方怎
么样”的句式。

教学难点：

1、理解“轻轻细细、瓢飘洒洒”等词语的意思。

2、读好儿化音：柳条儿、桃花儿、草儿。

教具准备：录音带幻灯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1、读通课文，理解描写春天美景的诗句。

2、学会本课有关生字：微、轻、新、笋、探

3、初步认识句式：（什么时候），什么（从什么）地方怎么
样

教学过程：

更多请浏览金辉教育资源网

一、谈话，揭示课题



1、你喜欢春天吗？一年之中有四个季节，三四五月是春天。
再过些日子，春天就要来了。到那时，春光明媚，百花齐放，
一切会变得十分美好。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关于春天
的诗歌。

2、出示课题、齐读

3、“春天在哪里”是一篇“读短文学词句”的课文。它要求
我们多读课文，要读得熟、读得好；还要注意学习字词，学
习句子。

4、“春天在哪里”是一句完整的句子，后面可加什么标点符
号？

5、练读，注意语调往上扬。

6、这个句子在课文中出现四次，都表示提问，句末语调都要
上扬。不过，在课题中，并没有标点，也不表示提问，就不
必把语调往上扬。（再读课题）

二、范读，了解大意

1、那么，春天到底在哪里呢？一边看课文，一边听录音，把
说春天在哪里的句子划出来。

听课文录音后，学生回答。板书：枝头草地竹林田野

2、看插图，理解词语“枝头草地竹林田野”

3、学说话：春天在枝头，在草地，在竹林，在田野里。

三、自读，读准字音

春天的枝头、草地、竹林、田野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自己
来读一读，注意读准字音, ，不加字漏字。



1、学生自读课文。思考；这首诗有几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指名分节朗读课文。边评议边正音。

3、自读课文

四、读短文，理解词句

春天的枝头、草地、竹林、田野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继续
学习课文。

（一）学习第一节

1、女生读。思考：春天的枝头是怎样的？哪两行诗回答了这
个问题？

出示：柳条儿跳舞，桃花儿脸红

2、“柳条儿跳舞”是什么意思？动作演示柳条来回摆动，好
象在跳舞。）

3、朗读指导，语气中有欢快的感觉。

4、“桃花儿脸红”是什么意思？桃花开出粉红色的花朵，像
涨红了脸。）

5、表情朗读。

6、柳条儿为什么会跳舞？桃花儿为什么会脸红？（春天的风
微微吹动）

7、理解“微微”（动作）

8、春天的风轻轻的，暖暖的，非常柔和，像母亲的手轻轻抚
摩着我们的脸。



9、小结：这节主要说了春天的风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
是用一问一答两句话写的。我们也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来读。

（二）学习第二、三节课文。

春天在草地上和竹林里又是怎样的？让我们按“读读课文，
找找句子，理解词句”意思的顺序来学习课文。

1、自读课文。思考：文中哪几行诗告诉我们春天的草地和竹
林是怎样的？

男女分别读草地和竹林的内容

2、看插图，理解“草儿醒过来，换上了新衣”。春天来了，
小草重新长出嫩叶，像刚睡过一觉刚刚醒来，换上了绿色的
新衣。）

4、指导朗读，注意声音稍轻。

5、指导动作演示，理解“探出头”。探还可以用哪些词代替
（钻露长）

6、句式训练：竹笋探出头来

竹笋从哪里探出头来？（从地下）

什么时候，竹笋从哪里探出头来？（春天）

小草也是从地下长出来的，用这个句式怎么说？

用小草和竹笋合起来，一起说行吗？

读句：一阵春雨过后，小草和竹笋从地下探出头来。

7、用问答的形式朗读第二三节课文。



8、小结：让我们来做春天的使者，把春天的气息带进教室，
一起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五、写字，掌握字形

学习“斤字旁”分析“微”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1、读懂课文，继续理解描写春天美丽景色的诗句。

2、学会生字：暖春蚕

3、会根据问题，用“（什么时候），什么（从什么）地方怎
么样”的句式写句。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春天的枝头、草地、竹林是怎么样的？

2、读句：一阵春雨过后，小草和竹笋从地下探出头来。

3、句式训练。（课后练习3）

二、读短文学词句

1、春天的田野又是怎样的一幅景色？让我们用上节课学习的
方法自己学习第四节。

2、教学暖。”理解麦青、菜花黄、蚕豆花儿香”



3、朗读体会。

4、配上动作，朗读全文。

5、春天里，柳条儿、桃花儿、小草儿，许许多多的景物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这自然现象同春天的自然现象有很大的关系。
书上怎么写春天的自然现象？读有关的四句话。

6、读句：春天来了，威风轻轻地吹着，温暖的阳光照耀大地。

三、总结朗读全文

四、写字：指导：暖蚕

五、练习

完成课后练习2

仿照课文的写法，说说春天还在哪里？（小河里、树林中）
那里怎么样？

板书：

1、春天在哪里

枝头 柳条儿跳舞，桃花儿脸红

草地 草儿醒过来，换上了新衣

竹林 竹笋探出头来

田野 麦青、菜花黄、蚕豆花儿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