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找春天第一课时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
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找春天第一课时教案篇一

引导他们较快地进入情境。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于情。
”为了更好地创设情境，课前，我认真朗读了课文，为小作
者这种悲惨的际遇所难过，对她深感同情，更为财主及家人
的冷酷无情而愤慨！上课时，我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课堂中，
融入在我的话语中，较自然、较快地创设了氛围，奠定了课
文的情感基调。随着课文的深入，生活在蜜糖罐里的学生们
也渐渐融入了这样一种情境。从他们的朗读中可以体会到，
他们也为女孩的遭遇而气愤、而难过着。有了这样的心境，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便不再是件难事，学生认真而深情的朗
读，带领我们走进了那个可怜的女孩。

2、变序教学。揭题设疑后（我们从来没有渴望春天的荠菜这
样一种感受，作者却对荠菜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怎
么回事呢？），我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说说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画面。交流后，选择学生感受最深、最难
以忘怀的一幕（“我”因偷财主家的玉米棒而被追赶、被迫
跳入冰冷的河中，挣扎爬上岸后，一人可怜的游荡在田野上）
先学，然后再追述她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偷玉米棒，
让学生感受到她的无奈，她是迫不得已，实在是由于太饿的
缘故。那么饿到怎样一种程度呢？进入第三环节--学习第二
段，理解作者的“饿”。正因为作者饱尝了饥饿的折磨，她
才对荠菜有着特殊的感情，才那么“盼春天的荠菜”。于是，
自然地进入第四段的学习，理解作者的“盼”。从情感发展
来说，我认为这样设计比较自然，更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更



易于学生的理解。

3、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在课上，我引导学生采用划划、说说、
读读、议议的学习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参与课
堂的学习。在讨论中，我尽量做到全面，凡是举手积极参与
讨论的学生，总是给时间、给机会让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
让他们体验被重视、被欣赏的喜悦。当然，每一堂课总有着
多多少少的遗憾。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在以下一些方面还需
改进。

1、太依赖教案。由于课前备的是详案，几乎每一句话都已想
好了，所以上课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看教案，脱不了教案。
许是课前准备还不充分，还不能做到得心应手，感觉有时说
了上句，没了下句。

找春天第一课时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了解旧社会农村贫苦人家孩子的苦，财主的恶，感受课文
的思想感情。

2、理解课文重点词句，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能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

设计思想：由于课文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旧社会，距现代生活
较远，学生体会该文的思想情感有一定难度，我运用探究性
学习，创设情境，抓住重点词句品味分析，披文入情，读中
悟情。

教学过程：

一、初步感知课文，提出问题，自行探究。



1、审题激疑：小女孩为什么要盼春天的荠菜？

2、运用自学方法，熟悉课文，了解内容。

3、提炼主线，围绕我对荠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条主线初
读课文，探讨课后题：我对荠菜有着特殊的感情，从那些词
句中看出来？采用变式教学，学习9-10自然段。

人人参与，默读课文，圈圈点点，说说读读议议。总结出两
点理由：

a、荠菜味美。b、挖荠菜时坦然的心情是一种享受。

4、再次设疑，根据a和b提出有关问题。小组交流评价，全班
交流评价，充分研究讨论后，在罗列的问题中取舍归纳出最
值得研究的三个小论题：

（1）、荠菜下在玉米面的糊糊里，真的很好吃吗？那到底是
一种什么菜？旧社会里的人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如有图片
说明更佳。

（2）、为什么说挖荠菜是一种享受？财主是怎样的'一种人？

5、指导学生做好课外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完成简单的研
究报告。

（1）、研究方式：或单独，或与同学合作。

（2）、搜集途径：群众调查，报刊，书籍（《上下五千年》
《知识百科全书》）、上网。

（3）、研究成果：合作或独立写出简单的研究报告。以备在
课堂上交流。



二、运用研究成果，师生共创情境，体验思想情感。

1、探讨问题1：荠菜真的好吃吗？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菜？

（1）交流研究成果。

（2）既然荠菜味涩难咽，那为什么作者认为别提有多好吃呢？

（3）研读课文2-3自然段。

交流：因为作者非常饿。请找出文中有关句子体会体会她饿
到什么程度？

点拨：a、从吃的样子看狼吞虎咽：一就一把把塞更别说

b、从吃的食物看都是未成熟的野菜野果：青嫩才

c、小女孩为什么会这么饿？（贫穷）

d、请运用研究成果，说说那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请
学生将搜集的图片放在实物投影仪上讲解，交流成果。）

师补充图片讲解：翻开人类的史册，我们才知道不管在昨天
还是今天，饥饿仍然威胁着人类。这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难民
营里，一个孩子已经衰弱得无法移动去寻找食物了。他快要
死去的身体已经成为大群苍蝇的美食。你能想象他此刻最需
要什么吗？同样，在炮火纷飞的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有许
许多多的儿童像文中小女孩一样饱受饥饿的折磨。谁能饱含
感情地读读这两小节呢？指导课文朗读。

正因为如此，所以小女孩看到春天的荠菜才会如此高兴。你
能有感情朗读第九自然段里的这些句子吗？出示：最使人感
到饥饿的冬天过去了别提有多好吃了。



2、探究问题2：为什么说挖荠菜时的那种坦然的心情可以称
得上一种享受？

（1）交流研究成果。

（2）研读4-8自然段，默读课文，说说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我因为饿掰了财主家的玉米棒子，被追赶跳入河里，游荡
在田野上。）这件事除了我还出现了那哪些人物？（财主家
的人、妈妈）请结合文中有关句子，淡淡你对这些人物有的
评价？组内讨论，全班交流反馈。

师点拨：a、那家伙立刻拿着粗木棍紧紧追来。冰凉的河水呛得
我喘不过气来，脑后却传来一阵冷酷的笑声。

引导学生在读中求悟。抓住立刻紧紧冷酷，说明财主家的人
十分凶残冷酷。那财主又是怎样的人？结合搜集的材料谈谈，
加深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认识。

b、我怕妈妈知道，并不是怕妈妈打，而是怕看见妈妈那双哀
愁的眼睛。

理解哀愁。妈妈为什么而哀愁？身为一个母亲，却眼睁睁地
看着孩子受饿、挨打，却无能为力。

c、于是，我一个人游荡在田野上，那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啊？
（配上哀愁舒缓的音乐）师感情范读第八自然段。

d、想想，文中写了哪些景物？（羊儿回圈，鸟儿归巢）为什
么要选择这样的景物？抒发了作者此时什么心情？配乐学生
有感情朗读。

e、如果你就是文中的小女孩，你会对村口呼唤你的妈妈说些
什么？此时你最盼望什么？（向往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f、所以我才会格外珍惜挖荠菜时的坦然心情。（出示）谁能
有感情朗读第九自然段中的这些句子：而挖荠菜时的那种坦
然的心情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蓝天上白色的云朵。

3、总结全文：

（1）请选择最让你感动的段落，有感情地朗读。

（2）虽然我们生活在幸福的今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痛苦的过去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美好的今天。同样我们也应该
看到，今天的世界还有战争和饥饿，还有许多孩子生活在水
深火热中。世界美好的明天要靠大家去创造。

三、学习概括段落大意的新方法：自然段段意归并法。

1、自学单元提示，说说运用归并法的步骤：写大意，分主次，
取主舍次或归并。

2、小组讨论概括出第一和第二段段意。

3、全班交流评价。

找春天第一课时教案篇三

我盼春天的荠菜（第一课时）

我盼春天的荠菜（第一课时）

13、我盼春天的荠菜（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初识课文，了解大致内容。



2、采用变序法学习课文1、2、3、9、10自然段。

3、初步学会用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意的方法。

4、学习部分生字新词，并巩固运用。

教学重点：

学习课文的9、10两个自然段，并有感情地朗读。

教学难点：

掌握自然段段意归并法概括段落大意的一般步骤。

教学过程：

1、课前谈话

这是一种略带苦味的菜！既然是这样一种菜，应该是不太受
大众喜欢的。但有人却对荠菜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情。这节课
我们就来学习十三课《我盼春天的荠菜》，来了解一下其中
真正的原因。

2、揭示课题

（1）多媒体打出课题。（13、我盼春天的.荠菜）

（2）我们看题目，我盼春天的荠菜。先看这个盼是什么意思。
（盼望、渴

望）。那题目的意思就是我盼望春天的荠菜。那么，我们先
来解决一个问题（看屏幕）――我为什么要盼望春天的荠菜？
第二个问题，我对荠菜有着怎样的一种感情？请大家从课文
中找出正确的答案。（特殊）读一读。



大家看一看，老师给大家上课，与你们老师平时给你们上课
有什么不同？

那你们的心情怎样？这就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既然这是一
种特殊的感情，那课文的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先请几
个学生谈一谈）

(3)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幅图。（多媒体打出图），想想看，
课文那一节是描写这幅图的。（第九自然段）

3、指导阅读9、10自然段。

（1）、听录音，思考从那些词句中可以看出我对荠菜有一种
特殊的感情？用――――划出。

（2）提问，指名回答。

（3）归纳：{1、别提有多好吃了。

最喜欢荠菜{2、心情坦然。是一种享受。

（4）玉米面糊糊里，放上荠菜，味道真那么好吃吗？（为了
填饱肚子）

（5）坦然是怎样一种心情？请一位同学念一念这句话。（教
学坦然一词）

从文章那些地方可以看出我心情的坦然？（一是从人物的动
作、心情：向田野奔去，不必担心，可以不时的看一看；二
是从景物的描写中，侧面衬托出我当时的心情：荠菜用绿色
的手掌招呼我，欢迎我，吱吱喳喳的小鸟，绽开的杏花、白
色的云朵。）

（6）此时此刻，我们应带着怎样的心情来读这一段呢？



（7）因此，作者要发出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受：荠菜，我亲爱
的荠菜！

4、过渡：荠菜它只是一种野草，味道并不好吃，但作者却说
别提有多好吃。这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我饿！）

5、教学第2、3自然段。

（1）、投影出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饿啊！

（2）指名读这一句话。（无奈的心情）

（3）正因为我饿，所以造成了什么后果？下面请一个同学读
一下第二自然段。其他同学思考：这一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
（我小时侯很谗）

（4）从财主的胖儿子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从他的胖看出什
么，他吃什么？我又吃什么？）

（5）从哪儿可以看出我很饿？（青………………）

（6）这些青的东西我都吃的津津有味，这说明我的确是――
饥不择食。

（7）带着同情的心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

（8）那么下面我们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2、3两个自然段的意
思呢？

投影出示：1、因为我小时侯饿，所以我谗。

2、我小时侯谗，是因为我饿。

（9）这就是归纳段落大意的一种方法：自然段段意归并法。
它的一般步骤：



1、先写出每个段落大意的意思。

2、再看看它们的意思是不是主要的，我们舍去次要的，抓住
主要的。

3、最后进行归并。

4、用这种方法来归纳段落大意是比较有效的。在进一步学习
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运用。

6、通过上面的学习，我们对课文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我们
先将1、2、3、9、10这五个自然段的词语进行集中学习。

7、教学词语

蔷薇枝映山红青枣青豌豆财主丫头马齿苋野葱盐花吱吱喳喳

绽开

1、齐读一边

2、男女同学竞读

3、说话练习：分析词语，用3词造句、用上4词造句

8、.总结本节课

板书设计：

盼特殊的感情最喜欢荠菜

饿谗饥不择食

饱胖恶语嘲讽



我盼春天的荠菜（第一课时）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
处!

找春天第一课时教案篇四

1、会认“脱、袄”等14个生字，会写“冲、寻”等9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注意语气和重音。

3、能说出文中孩子们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的。

1、学生自主识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注意语气和重音。

2、能说出文中孩子们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的。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播放歌曲《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呢？（板书“春
天”）今天，我们一起去找春天。（板书课题：找春天，齐
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自由朗读课文，画出本课生字，标自然段，读准字音，读
通语句。

2、出示生字卡片。（开火车读，重点指导“遮、触、嫩”的
读音）

3、分组出示词语，指名读，小老师带读。



杜鹃 棉袄 嫩芽 音符 解冻

触到 探出 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重点指导：第一组词语表示事物名称，可采用图片，联系生
活经验帮助学生理解；第二组是动词，可通过动作演示来理
解。

4、师范读，学生思考：课文中的孩子们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
的呢？

（学生说出自己从文中找到的相关语句即可，不予评价）

三、研读课文，感悟快乐

1、轻声读课文第1~2自然段，思考：孩子们是带着怎样的心
情去找春天的？

2、出示第1自然段：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思考：春天来了，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你们喜欢春天吗？
（学生讨论）

指名读。（读出春天到来时孩子们喜悦的心情）

3、指名读第2自然段。

（1）孩子们在找春天时，做了哪些准备？（出示第2自然段，
动词标红）

（2）谁能来表演一下这几个动作？谁能将激动、等不及的语
气读出来呢？（指导重读表示动作的词）

四、指导书写



1、课件出示生字“荡”“寻”“杏”。指导学生观察生字占
位，找关键笔画。

2、教师范写，学生书空。（如“荡”是上下结构，上扁下宽，
加一加方法识记。）

3、学生口头组词造句。

4、学生描红，教师巡视检查。

五、小结

春天就躲在我们身边，只要你留心观察，就能找到春天。下
节课，我们就去田野里寻找春天，去感受春天带给我们的快
乐。

找春天第一课时教案篇五

别提有多好吃！

最喜欢荠菜

坦然的心情是一种享受

亲爱的荠菜

教

学

后

记

结合“读读写写”的词语训练，并适当扩大，通过联系上下



文对语句的理解品析，进而体会作者的爱憎感情，对理解课
文内容较好。

《我盼春天的荠菜》浙教版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