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绿色植物教案 大班诗歌欣赏绿
色与灰色教学教案(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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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
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一

活动目的：

1、通过欣赏名画，让幼儿感受美，并能用较丰富的语言描述
自己的想法与感受。

2、让幼儿模仿画面的构图、造型，从而掌握绘画中的一些技
巧。

活动准备：

名画课件，幼儿绘画工具。

活动过程：

1、与幼儿回忆画过的人有哪些样子。

2、演示名画《大碗岛的星期天》，引导幼儿欣赏：

（1）你在画中看到了什么？

（2）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姿态？你能不能表
演一下？



（3）这是什么季节？你能猜出他们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
风光？

（4）从画面上你能看出这是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

（5）画面上用了哪些线条？这些线条是朝哪些方向延伸的？
看上去有什么感觉？

（6）画家画这幅画用了哪些颜色？这些颜色在画面上是怎样
安排的？

（7）画家是怎么安排画面的？（前面画了些什么？后面画了
些什么？看上去一样大吗？哪个看上去更清楚些？为什么？）

（8）看完整幅画后，你感觉怎么样？给这幅画起个名字。

（9）教师配乐朗诵解说词，让幼儿充分感受这幅画的意境。

3、让幼儿模仿这幅画的构图方式绘画〈〈快乐的秋游〉〉。

附解说词：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了风景优
美的大碗岛，这里有绿油油的草地，茂密的树林，兰色的、
清澈的河水在四周静静流淌着，河面上荡漾着几叶小舟；这
里有各色各样的人，男的、女的、老人、小孩，他们有的坐
着轻声交谈，有的躺着休息，有的在河边钓鱼，有的在悠闲
地散步……我躺在这片嫩绿的草地上，就象躺在柔软的地毯
上，舒服极了；我闭上眼睛，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从
树枝上传来小鸟动听的歌声，人们隐隐约约讲话的声音，河
面上小船划过水的声音……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身上，象妈
妈的手轻轻抚摸我的脸，我还闻到了花草淡淡的清香，我全
身放松极了，这真是美妙的休息，我想永远逗留在这里。



活动观察记录与反思：

这幅名画所传递的信息非常丰富，因此在欣赏活动中幼儿的`
对话也很精彩，特别是在分析这幅画的构图时，幼儿找到了
许多的对比关系：大的人在前面、小的人在后面，近的人明
显、远的人模糊，明暗的对比，（人物）高矮的对比，多少
的对比（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粗细对比，胖瘦
对比，直线（地平线）与曲线（河岸线）的对比，绿色和红
色的对比……孩子们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真令我叹服！

到目前为止，幼儿已进行了六次的名画欣赏活动，开始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水平，有的幼儿还只停留在对作品某一个细节
的注意，有的能较好地描述画面，有的能对作品进行形式分析
（即造型、色彩、构图的分析），有小部分的幼儿甚至能理
解作品所蕴含的内在意义。因此，在欣赏活动中，有的幼儿
只能维持很短时间的注意，有的幼儿却能自始至终保持很高
的热情，实现积极的互动。怎样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进行
相应的指导，是我在以后的欣赏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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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二

一、活动目标

1、感受诗歌中小弟淘气、可爱的形象，产生学念诗歌的`兴
趣。

2、能根据诗歌内容找到相对应的图片内容，学习新词“淘
气”、“害臊”。

3、懂得爱清洁、讲卫生。

二、活动准备

1、分别反映诗歌各段落内容的图片共五张。

2、诗歌录音带、录音机。

三、活动过程

1、初步感知诗歌内容。

幼儿欣赏教师朗诵诗歌，并回答问题：诗歌中有谁？这首诗
歌主要讲的是谁的事情?

2、教师按顺序分段朗诵，幼儿找出相关图片。

教师分段朗诵诗歌，请幼儿找出相应图片。教师及时肯定幼
儿的表述，并用诗歌句子小结，引导幼儿学习新词“害臊”、
“淘气”。

3、讨论分析，进一步理解诗歌内容。

教师设计问题，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如：小弟是一个怎
么样的孩子?为什么你认为他是个淘气的孩子?诗歌里哪些话



能说明他很淘气?小花猫为什么一见小弟，就连忙往后跳?小
花猫说了些什么?小弟听了怎么样?他为什么会感到“真害
臊”?最后，小弟说了句什么话?教师可请幼儿集体用诗歌原
文回答。

4．完整欣赏诗歌录音，激起学念、表演的兴趣。

教师播放诗歌录音后，先问幼儿：“你喜欢小弟吗?为什
么?”再做小结：小弟是一个聪明又淘气的孩子。他知道自己
错了就愿意改正。现在，小弟懂得了只有爱清洁、讲卫生的
孩子，大家才喜欢。

小结后，教师接着引导幼儿：“我们一边念诗歌d起学做可爱
的小弟，好吗?”

四、活动延伸

教师在区域提供道具，让幼儿进一步体验、内化，学习诗歌
表演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三

1、理解儿歌内容，愿意模仿儿歌中的象声词

2、喜欢儿歌，能够用好听的声音朗诵儿歌

3、通过倾听教师对图书书面语言的朗读，提升依据画面展开
想象并用较丰富的语汇进行表述的能力。

4、通过阅读小图、上下图的对比观察，了解故事的情节，通
过一组图片排序，了解故事情节的发生和发展，培养细致观
察和较完整表述能力。

活动准备



《小雨点》教师教学资源、教学挂图、《下雨的声音》音频

活动过程

一、播放下雨的声音让幼儿猜是谁的声音，引起幼儿的兴趣

四、教师朗诵前半句，幼儿朗诵后半句象声词部分。

五、播放教学资源，请幼儿完整的欣赏一遍儿歌，然后请小
朋友一起看着挂图朗读儿歌。

活动延伸

小朋友都会朗读这首儿歌了，请小朋友回家后用好听的声音
把这首儿歌朗诵给爸爸妈妈听。

教学反思：

这一话题，孩子们比较感兴趣，都愿意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去，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

本文扩展阅读：雨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从云中降落的水滴。
陆地和海洋表面的水蒸发变成水蒸气，水蒸气上升到一定高
度之后遇冷液化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组成了云，它们在云
里互相碰撞，合并成大水滴。当它大到空气托不住的时候，
就从云中落了下来，形成了雨。雨的成因多种多样，它的表
现形态也各具特色，有毛毛细雨，有连绵不断的阴雨，还有
倾盆而下的暴雨。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四

作为一名教师，可能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教案是保证教
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优秀的教案是



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绿色食品和垃圾食品
大班健康教案，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1、了解食品的一些卫生常识，知道不讲卫生和垃圾食品对人
体的危害。

2、在抢答的活动中，区分绿色食品和垃圾食品的种类。

3、乐意吃一些比较有营养的绿色食品，并参与绿色食品游戏
赛。

1、一些和饮食卫生有关的图片若干。

2、幼儿用书人手一册，红色彩笔人手一支。

1、幼儿进行谈话活动：

1)教师：你喜欢吃什么食品?为什么?

2)教师将幼儿说的.各类食品一一贴在黑板上或快速地画在黑
板上，并进行分类。

2、通过观察幼儿用书，了解注意饮食卫生的重要。

1)看图说说：图上的小朋友在做什么?想一想这样做对吗?为
什么?

2)观察画面，说说：这些小朋友怎么啦?他们为什么会生病?

例如：观察拉肚子的小朋友，说说：为什么他会拉肚子?(吃
蔬果不清洗，也没有洗手。)……观察一名肥胖儿童：他为什
么会这么胖?(他吃的东西太多了、甜食吃多了、油腻的食物
吃多了……)



3、引导幼儿参与讨论：吃什么食品比较好?什么样的食品要
少吃，为什么?

4、请幼儿在纸上记录绿色食品和垃圾食品。

教师请幼儿谈论自己记录的结果，并将记录的结果进行总的
汇合，找出的食品和最差的食品，并给以“绿色食品”
和“垃圾食品”的称号。

5、食品抢答，教师报出食品的名称，请幼儿说出垃圾或绿色
食品。

1)教师：水果、蔬菜。幼儿：绿色食品;

2)教师：薯片、妙脆角、炸鸡腿。幼儿：垃圾食品。

……

6、引导幼儿评选出2个绿色食品。

7、游戏“蹲一蹲”

教师请3位幼儿上来分别扮演3个绿色食品，并站成一排。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乐意欣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兴趣，
初步了解叙事诗。

2、通过多媒体教学，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体验诗歌情感。

3、在感知作品的基础上，初步体验诗歌中绿色、灰色所代表



的意义。

活动准备：

1、制作与诗歌内容相关的课件。

2、幼儿人手一面绿旗、灰旗。

3、诗歌表演的场地布置（森林、鸟窝、小溪、棕榈叶）。

4、录音机、磁带、小红花若干。

活动过程：

1、整体欣赏诗歌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首诗，你们想听吗？现在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屏幕显示诗歌内容，图像，
配音）

2、分段欣赏诗歌，理解诗歌情节，初步体验情感。（定格背
景）

师：“诗歌里都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欣赏第一节，体验诗歌第一节的情感：

教师朗诵第一节，问：“小朋友，你觉得这儿的环境怎么样，
心里有什么感觉？”

（2）欣赏第二节，让幼儿感受狐狸的狡猾，小鸟的善良。教
师朗诵第二节，问：

a：“绿色的草地上谁来了，它为什么要躲进草丛呢？你觉得灰
色的狐狸怎么样？”



b：“小兔知道吗？绿色的小鸟会对小兔说些什么呢？”（引导
幼儿用紧张，较快的语气讲述）

（3）欣赏第三、四节，让幼儿体验小兔的机智、聪明。

问：

a：“小免知道后，它是怎么做的？”

b：“它为什么顶着棕榈叶走？”

c：“小兔经过了哪些地方呢？”（请幼儿提出疑问并解决）教
师有感情地朗诵第三、四节。

（4）欣赏第五、六节，让幼儿体验狐狸的失望。

教师朗诵并提问：

a：“狐狸为什么要叹息？”

b：“它会说些什么呢？”（请幼儿学做叹息的样子）

3、表演诗歌，加深理解，进一步体验情感。

（1）整体欣赏诗歌一遍。

师：“现在我们把诗歌再欣赏一遍，如果你喜欢，可以轻轻
地跟着说。”（屏幕显示图像、配乐、教师朗诵）

（2）幼儿分组表演诗歌（屏幕显示诗歌内容、配音）

师：“请你先和好朋友轻轻商量，分配好角色，把小动物们
说的话表演出来，看谁表演得最好。）”



（3）请表现突出的幼儿上台表演。

4、迁移经验，玩游戏。

（1）讨论：小兔安全地经过了草地，它想谢谢大家帮助了它，
那是谁帮助了它呢？（绿色的小鸟，绿色的棕榈叶、森林、
小溪、草地）

问：“这么多的绿色帮助了小兔，你喜欢绿色吗？”

（2）玩游戏：看画面举小旗

师：“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吗？等会儿屏幕上将出现一些
画，（画面内容1.优美、整洁的环境；2.落泪的小鸟站在被
乱砍的树桩上;3.世界各国儿童手拉手;4.硝烟弥漫的'战场废
墟;5.工厂的烟囱冒着浓烟;小朋友们在植树.）小朋友可以互
相讨论一下,哪些画面的内容可以用绿色表示,哪些画的内容
可以用灰色表示，小朋友用小旗来告诉老师，如果你说对了，
它会奖给小朋友一段很好听的音乐。”

5、在歌曲《绿色的家》中结束活动。

师：“今天我们欣赏了诗歌《绿色的和灰色的》，而且知道
了生活中哪些事情可以用绿色表示，哪些事情可以用灰色表
示，你们都喜欢绿色吗？让我们唱一首好听的歌，把对绿色
的喜欢都唱出来吧。”

延伸活动：

1、课后在表演区让幼儿表演诗歌内容。

2、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观察，哪些事情可用绿色表示，
哪些事情可用灰色表示。

3、组织开展“我是绿色小天使”活动，让幼儿在实际行动中



进一步体验绿色的美好。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六

【教案目的】

1、通过各种形式，感受散文诗所表达的意境美。

2、理解散文，并运用动作表现散文诗中形象性的动词：争、
睁、扑。

3、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教案准备】

1、自制《绿色的书》图书（做成树的外形）

2、胸饰，动物图片、树的图片若干。

3、录制的配乐散文。

【教案流程】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师：到底谁喜欢读这本绿色的书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散
文诗《绿色的书》。

2、理解散文诗第一段的内容。

（1）初步欣赏散文第一段。

师：谁来读这本绿色的书了？

小鸟（星星、露珠）是怎么读这本绿色的书的？



（2）再次倾听散文第一段，用动作表现争、睁、扑。

师：小鸟（星星、露珠）是怎么读这本绿色的书的？

（3）表演散文第一段3．理解散文诗第二段的内容。

师：大家为什么都喜欢读这本绿色的书呢？我们一起从散文
诗中找到答案。

（请幼儿听录音完整地欣赏散文。）师：小鸟、星星、露珠
为什么都喜欢读这本绿色的书？

4、完整欣赏散文诗，体验优美的`意境。

5、创编：绿色的书

（1）师：现在老师就是一棵树，你觉得谁会来读我呢？它会
怎么读呢？

（2）幼儿创编

（3）个别幼儿说一说自己创编的书。

6、结束活动。

师：现在我们都是绿色的树了，我们去把它们变成一本本绿
色的书，好吗？

指导幼儿边欣赏散文诗边制作绿色的书。

活动延伸：

让幼儿在表演区继续表演散文诗。

在美工区中放入树等制作图书的材料，幼儿继续创编绿色的



书。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七

1、通过游戏活动，激发幼儿愿意帮助别人的情感，培养幼儿
对围拢搭建的兴趣。

2、巩固幼儿对大小的辨别能力，发展幼儿的语言和创造性。

准备

1、5种玩具动物，每种动物各一大一小，玩具老虎一只。

2、5筐不同材料的建构积木。

过程

1、导言兴趣：

a．出示小动物，分别与各种小动物打招呼，如：“小牛妈妈
你好！小牛宝宝你好！”知道大的是妈妈，小的是宝宝。

2、感悟表现：

a．老师先给小牛妈妈和小牛宝宝造一个温暖的家。（老师讲
解示范围拢搭建的方法）要求把小动物围在当中，不能有漏
缝的地方。

b．现在就请小朋友为你们的小动物朋友造一个温暖的家吧！
（幼儿动手操作，老师观察指导，引导幼儿搭建不同的家）

c．引导幼儿与动物交谈，如：“**你喜欢什么样的家
啊？”“等家造好了你就不冷了。”



3、点拨指导：

a．出示大老虎，创设夜晚小动物睡觉的情景。（关掉一半的
灯或全部的灯，小动物倒下表示睡觉。）

b．情景表演：大老虎天都没有找到东西吃了，肚子好饿啊！
咦，这里有好几个小动物的家，看看哪个小动物家的门和窗
没关好，我就可以进去把它吃掉了。

c．老虎依次观察每个小动物的家：

这个小动物家的门和窗都关好了，看来吃不到它了。

这个小动物家的门没有关好，我可以进去吃掉它了。（老师
或其它幼儿提醒主人赶快进行补救）

d．老虎还是没有找到吃的，就活活饿死了。（引导幼儿表现
出高兴的情绪）

4、扩展延伸：

请幼儿每人抱一个小动物，带小动物到绿草地玩。

幼儿园托班语言活动——为小动物造家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激发热爱绿色，保护绿色的情感，初步了解叙事诗。

通过多媒体教学，理解诗歌内容，体验诗歌情感。

在欣赏诗歌同时，初步体验诗歌中绿色、灰色所代表的意义。



活动准备

诗歌内容相关的课件。

大灰狼头饰，一只小鸟及鸟笼。

幼儿操作图片若干，绿色的、灰色的牌子若干。

活动过程

教师利用课件，让幼儿感受课件背景中有“绿色的森林、绿
色的草地、和绿色的小溪”，处处都是绿色的美，让幼儿充
分感受绿色的美，激发幼儿倾听诗歌的愿望。

师：小朋友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首诗歌，你们想不想听
一听，看一看啊？那就跟随老师一起观看吧！

在绿色的`森林里，绿色的草地上，发生了一个故事，有只灰
色的狐狸，躲进草丛，等候着在这里路过的小兔。狐狸想我
今天要美美的吃上一顿。可是小白兔不知道狐狸躲在草丛里
想吃它啊。

师：小朋友们灰色的狐狸想吃谁啊？

幼：狐狸想吃小白兔。

师：小朋友们真聪明知道狐狸想吃小白兔，那小白兔不知道
啊！那我们来帮小白兔想想办法吧！

幼：讨论中、、、、、、

师：小朋友的办法真多，那我们一起看看灰色的狐狸吃到小
白兔了吗？

绿色的小鸟飞到了小白兔的身旁，在小白兔的耳边说了一句



话，小白兔机智、聪明的转转眼珠，走到棕榈叶的后面，顶
着棕榈叶悄悄的走，同时也有小溪和草地帮助小兔走出了森
林。狐狸看了看太阳就要下山了，也没又看见小白兔特别失
望，叹气的回家了。

师：灰色的狐狸抓到小白兔了吗？小白兔怎么知道森林里藏
着狐狸的啊？

幼：狐狸没有抓到小白兔，是绿色的小鸟告诉小白兔森林里
藏着狐狸的。

师：那小朋友们说说通过诗歌可以看出谁狡猾，谁善良，谁
机智聪明啊？

幼：狐狸狡猾，小鸟善良，小兔机智聪明。

师：那小朋友们诗歌的背景和帮助小白兔的，都是什么颜色
的啊？

师：小朋友喜欢不喜欢绿色啊？

幼：喜欢绿色。

师：生活中人们都非常喜欢绿色，常常把美好的事情用绿色
来表示，把不美好的事情用灰色来表示。那我们一起玩个游
戏。

《看画面贴牌子》

师：“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老师这儿有一些小图画，画面内
容

1.小朋友浇花;

2.落泪的小鸟站在被乱砍的树桩上；



3.小朋友爬树；

4.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5.工厂的烟囱冒着浓烟；

6.小朋友们在植树；

7.河面上浮着很多垃圾……

师：”小朋友可以互相讨论一下，哪些画的内容是美好的，
可以用绿色表示，哪些画的内容是不美好的，可以用灰色表
示。

大班绿色植物教案篇九

活动目标：

1、乐意欣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兴趣，初步了
解叙事诗。

2、通过多媒体教学，理解诗歌内容，体验诗歌情感。

3、在感知作品的基础上，初步体验诗歌中绿色、灰色所代表
的意义。

4、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
乐趣。

5、理解故事内容，记清主要情节，初步学习人物的简单对话。

活动准备：

1、制作与诗歌内容相关的课件。



2、大灰狼头饰，一只小鸟及鸟笼。

3、幼儿操作图片若干，绿色的、灰色的牌子若干。

活动过程：

1、教师利用课件，让幼儿感受课件中景色的美，激发幼儿倾
听诗歌的愿望。

（1）让幼儿欣赏课件背景，并说说看了后心里有什么感觉。

背景中有“绿色的森林、绿色的草地、和绿色的小溪”，处
处都是绿色的美，让幼儿如身临其境一般，充分感受绿色的
美，并为下面感受诗的意境做铺垫。引导幼儿用最美的语言
描述背景。

（2）创设情景，引导幼儿多向思考。

“就在这绿色的森林里，绿色的草地上，发生了一个故事，
有只灰色的狐狸，躲进草丛，等候着小兔经过这里。”

让幼儿在帮小兔想办法的过程中积极思维、大胆想象。

（3）设置疑问，激发幼儿听诗歌的欲望。

2、引导幼儿欣赏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1）欣赏第一遍诗歌。幼儿讨论：小兔躲过灰色的狐狸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2）欣赏第二遍诗歌。边提问边操作课件。

3、分段欣赏诗歌，理解诗歌情节，初步体验情感。（定格背
景）



师：“诗歌的名字叫什么？诗歌里都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
一起再来仔细地看一看。”

（1）欣赏第一节，体验诗歌第一节的情感：

问：“小朋友，你觉得这儿的环境怎么样，有哪些是绿色
的？”

（2）欣赏第二节，让幼儿感受狐狸的狡猾，小鸟的善良。问：

a：“绿色的草地上谁来了，它为什么要躲进草丛呢？”

师：小朋友们，如果你遇到了危险，你会躲吗？（扮演大灰
狼的老师出现，师生一起表演躲。）

b：“小兔知道吗？有谁知道？绿色的小鸟是怎么做的？”

（3）欣赏第三节、四节，让幼儿体验小兔的机智、聪明，狐
狸的失望。问：

a：“小兔知道后，它是怎么做的？”

b：“它为什么顶着芭蕉叶呢？它是怎么走的？有谁会轻手轻脚
的走？”

c：“灰色的狐狸为什么要叹息？它只看见了什么？有谁会做叹
息的样子”

3、整体欣赏诗歌一遍，加深理解，进一步体验情感。

师：“现在我们把诗歌再欣赏一次，如果你喜欢，可以轻轻
地跟着说。”

4、师幼共同朗诵诗歌，并尝试利用动作、表情、语气表现小



动物的角色特征。

5、迁移经验，玩游戏。

（1）讨论：小兔安全地经过了草地，它想谢谢大家帮助了它，
那是谁帮助了它呢？（绿色的小鸟，绿色的棕榈叶、森林、
小溪、草地）

问：“这么多的绿色帮助了小兔，你喜欢绿色吗？”

师：生活中人们都非常喜欢绿色，常常把美好的事情用绿色
来表示，把不美好的事情用灰色来表示。

（2）玩游戏：看画面贴牌子、

师：“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老师这儿有一些小图画（画面内
容1、小朋友浇花；2、落泪的小鸟站在被乱砍的树桩上；3、
小朋友爬树；4、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工厂的烟囱冒着浓
烟；6、小朋友们在植树；7、河面上浮着很多垃圾……）”
小朋友可以互相讨论一下，哪些画的内容是美好的，可以用
绿色表示，哪些画的内容是不美好的，可以用灰色表示。

6、结束活动。

教学反思：

《绿色的和灰色的》这篇课文是一首童话诗，也是一首叙事
诗，儿童诗。课文语言比较浅显，但跳跃灵动，字里行间隐
含着动人的画面，有景有境，有声有色，而且情节扣人心弦。
故事在一个奇妙的的绿色背景下随着一个个小动物的出场层
层展开：在翠鸟的提醒下，小白兔们顶着绿色的棕榈，躲过
了藏在绿叶丛中的狐狸的暗算，顺利脱险的故事。教学本课
时我先让学生做到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这样故事情节和
故事中的人物会在学生头脑中逐渐鲜活、清晰下来。再通过



朗读与表演，使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结合新课标，我们
集体备课时主要注重两点：1、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
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这节课中在故事讲完“我
交流我快乐”，还有“快乐小笔头”中对文中的一种小动物
说一两句话。这两个环节都达到了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
有自己的想法并愿意与小伙伴进行交流的目的。2、这节课最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所以我挖掘文中培养孩子想
象力的训练点，进行语言训练。我鼓励孩子大胆想象，激发
孩子们想说的欲望，训练了孩子的想象力，同时他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孩子们的想象也为后面的表演打下
了基础。我们知道表演除了靠文本和插图，还需要借助想象。
让孩子们从动作、表情揣摩人物内心，再从内心揣摩他们的
动作、表情等。并且对孩子们理解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帮助。
这节课中我觉得我对学生的发言表示肯定、鼓励，对孩子奇
思妙想表示宽容、赞扬，都让孩子久被束缚的童心得以飞扬。
“情动而辞发”，孩子的思维被激活，话匣子被打开了。也
从另一个层面实现了尊重孩子们个性阅读的目的。

我还在学生表演时适时播放优美的音乐，不仅烘托气氛，渲
染了情境，而且音乐中蕴涵的灵动的语言，缥缈的形象和广
远的意境，也唤起了学生的想象和联想，学生情不自禁地进
入了课文情境与翠鸟一起着急、与小白兔一起动脑筋想主意，
与计划未得逞的狐狸一起失望、叹气，又与巧妙逃脱了的小
白兔一起欢庆胜利。

当然这节课还有很多不足：1、在有些细节上我处理的有些操
之过急，比如应该让孩子们细细地、美美的读第一、三小节，
以实现以读激情、以读悟美、以读启智、以读育人的目的。2、
对孩子们还是不敢放手，没能完全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3、由于孩子们面对这么多老师有
些紧张，说话声音太小，所以老师重复了学生的答案，导致
教师的话显得略多一些。4、这是一首童话诗，这节课我注重
了对童话情节的探究，注重了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但是对诗
语言美的熏陶，没能更好地让学生体会到诗的韵律美、节奏



美，今后在童话诗的教学方面我有了努力的方向。5、如果能
够再深挖一些，或许课文讲的会更有深度，但这是我的一个
疑惑：到底要不要再去挖？其实在我教学设计的时候想到过
这一点：我们知道绿色代表正义的、光明的、高尚的，灰色
代表丑陋的、狡猾的、阴险的。但是我们在集体备课时琢磨
着这些对于一年级孩子来说太有难度，他们理解不了。所以
这节课就没有再往深里挖，我们怕深了孩子们出不来。反而
失去了学习童话的兴趣，从而不喜欢阅读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一次反思就是一
次提高，我会潜心学习，在新课标的指引下，让我的语文教
学更上一层楼！

本文扩展阅读：绿色（green）是自然界中常见的颜色，是一种
比刚长的嫩草的颜色深些的颜色或呈艳绿，也是在光谱中介
于黄与青之间的那种颜色。绿色是电磁波的可见光部分中的
中频部分，频率520~610thz（对应空气中波长
为577～492n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