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节方案设计意图幼儿园(优质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
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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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桃花节是成都市龙泉驿区一年一度的迎春盛典，而四川国际
标榜职业学院这一所古典特色的田园学堂，恰恰与桃花朵朵
盛开的美景所相辅相成。

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和优秀的教学资源，以及五大博物馆的
特色资源，使得“国家3a级风景区”这一盛名，归于四川国
际标榜职业学院的囊中。

然而还有校园中的自然资源——各种瓜果树木以及藤类植物，
让参观者随处可见，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所以桃花节
和国际标榜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活动目的

借桃花节宣传标榜，同时为龙泉的经济发展助力。四川国际
标榜职业学院环境优美，人杰地灵，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
的对象。

此次活动最为主要的目的在于大力宣传和提高标榜田园式学
堂，在社会各界及广大高中生和家长心目中的形象、地位。
让社会各界的人士可以更好的认识四川国际标榜，扩大国际
标榜做为国家三a级风景区在旅游业的影响。

三．活动意义

此次活动不仅为国际标榜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宣传的
契机，也提高了国际标榜自身的文化内涵，同时还扩大、提
高了龙泉桃花节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更好的把此次盛会加以渲染，间接的促成龙泉经济的腾飞发
展，同时也让社会各界看到了龙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使地方经济、文化面貌
得以全面体现！



四．活动主题

“幸福学园，标榜未来”是我们此次的活动的主题！在这样
的美丽、清新的学院里读书，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想，我们会
努力抓住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梦想、未来！

我们此次的活动要紧紧围绕“幸福学园，标榜未来”这一主
题，在活动中凸显幸福的学园和对未来的.热爱与期望。凸显
国际标榜在当代大学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五．活动预算

舞台材料400元

声乐器材、音响600元

工作人员劳动、餐费500元

服装、道具费300元

交通费100元

共计费用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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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树苗养成依
赖的心，根就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下去，一旦停止浇水，
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
一吹就倒。

这两句是讲种植桃花心木的诀窍。每天定时定量给树苗浇水，
对树苗有害无益，它不能独立地生长，老依靠人，它的根也
不能扎入土层深处。即使存活了，遇到了大风大雨，也会一



吹就倒。“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这句运用了拟人的修辞
手法，把树苗当作人来写，写得生动形象。

2、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
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人和树木一样，也应学会独立自主的生活，只有不依靠别人，
经得起生活中的任何考验，才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成
为适应社会的人。

3、种树的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萎了。

种树人不用来了，因为这些树的根扎得很深，能不断地从土
壤中吸取水份，不用别人的浇灌，经得起干旱、风暴，茁壮
地生长起来。

4、种树不是种菜或种稻子，种树是百年基业，不像青菜几个
星期就可以收成。

这句话是说种树和种菜或种稻子不一样，种菜或种稻子时间
很短就可以收成，而种树则需要很多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成。

近、反义词：

近义词：偶尔——偶然;基业——基础;汲水——吸水;依
赖——依靠;特别——特殊;模仿——仿照;优雅——优美;枯
萎——干枯。

反义词：相信——怀疑;高大——矮小;巨大——渺小;特
别——一般;枯萎——旺盛;依赖——独立;从从容容——慌慌
张张。

中心思想：



本文通过种树人种树的方法，以及和“我”的交谈，
使“我”明白了其中一些道理，说明人要具有独立自主的心，
必须经得起生活的考验。

文章结构：

全文可分三段。

第一段(第1、2自然段)：介绍桃花心木这种树木。

第二段(第3至14自然段)：“我”从种树人那里得知做人的道
理。

第三段(第15.16自然段)：桃花心木茁壮成长。

写作特点：

1、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借物喻人，寓意深刻。

2、哲理通俗易懂，具有教育意义。

课后题解：

1、略。

2、稳定的生活会使人养成依赖的心，相反，不确定的生活，
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

3、因为桃花心木独立了，它自己从地下汲水生长。“我”悟
出了只有独立自主，独立学习、独立生活，才能更好地生存。

课文《桃花心木》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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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出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

教学重点:1.文言字词

2.引导学生感受世外桃源所描绘的美好社会生活

教学难点:理解陶渊明这篇文章的创作目的

教学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整体把握课文内容,学习字词、课文诵读

教学过程：

一．导入：由成语“世外桃源”或陶渊明诗句导入

二．陶渊明简介



四．概括文章各段内容（学生归纳，教师总结）

五．分析本文写作线索（以渔人行踪为线索）

六．分小组进行诵读比赛，部分同学能当堂背诵。

七．字词训练（投影）

1．重点实词和虚词：缘、穷、然、属、闻、具、足、之、志、
规、寻、向、诣

2．古今异义词：鲜美、交通、妻子、绝境、间隔、无论

3．特殊用法字词：异：意动用法；通：使动用法

4．通假字：“要”同“邀”

5．同义词：都：悉--咸--皆--并；邀请：要--延

6．成语：世外桃源；豁然开朗；无人问津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感受桃花源美好社会生活，讨论陶渊明写作目的。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内容

二、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想象桃花源的美好画面

三、桃花源给大家留下了怎样的印象，用三个词概括

学生回答、教师归纳（美丽、神秘、幸福）



四、分类感受

（一）感受桃花源的美丽

1．桃花源美在何处？（学生回答，教师归纳）

桃林美；土地美；屋舍美；田池美；桑竹美；阡陌美。

2．教师小结：桃花源美在环境幽雅，风景优美

（二）感受桃花源的神秘

桃花源神秘在何处？（学生回答，教师归纳）

桃林神秘：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山洞神秘：仿佛若有光，形状奇特。

林中人神秘：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结局神秘：不复得路，探访未果。

（三）感受桃花源幸福

桃花源的幸福表现在何处？（学生回答，教师归纳）

1．发垂髻：怡然自乐（和平安定、丰衣足食）

2．男女：往来种作（没有战乱，安居乐业）

3．渔人（侧面烘托）：杀鸡作食，皆出洒食（民主平等，民
风淳朴）

学生小结：桃花源幸福在生活和平安定，丰衣足食，民主平
等，民风淳朴。



五．桃花源中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社会理想？

（反对战乱，追求和平、幸福、自由生活的社会理想）

六．文中哪一句话表现了桃花源中人的这种社会理想？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七．文中哪一句话还表现了林中人不愿与世俗交往，受到干
扰的心理？

（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八．深入讨论

1．桃花源这一人间乐园能找到吗？

（不能，这是作者虚构的）

2．陶渊明为何要虚构？联系当时社会现实思考

（反衬黑暗现实，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

3．有人说陶渊明定作《桃花源记》是积极追求美好生活，也
有人说他是消极逃避现实，你怎样评价？（自由辩论）

九．总结结束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往一种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幸福美
好生活，这是我们应学习的，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更
应树立一种远大的理想将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民族。

十．布置作业



1．背诵课文。

2．完成书后思考练习。

摘录一些谈理想的名人名言。

二:桃花心木优质课教案设计

桃花心木优质课教案设计

教材分析：

《桃花心木》是义教课标实验教材第十册第三单元的一篇精
读课文，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散文。写一个种树人让树木自
己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的育苗方法，说明了在艰苦环境中经
受生活考验、克服依赖性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文章借树喻
人，文笔朴实流畅，寓意深刻。

本文所在组的训练重点是：“抓住重点句段，联系生活实际，
领悟文章蕴含的道理；在把握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者
表达感情的不同方法，并试着在习作中运用”。

课标解读：

《语文课程标准》第三阶段阅读目标指出：“能用普通话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
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初步领悟文章基本的表达方法；
根据需要搜集信息；拓展阅读面。”

学情分析：

五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自主意识、探究
精神和合作能力逐渐增强。生字词可以在预习中自学学会。
四年级接触过借物喻人的文章，对这种表达方法并不陌生的，
但对物与人的连接点却难以理解。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5个生字，正确读写“插秧、枯萎、依赖、锻炼、
优雅”等词语，理解“莫名其妙、语重心长、基业”等的意
思。

2.把握课文主要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对自己有启发的语句。

4.理解含义深刻的语句，体会种树人的用心，联系生活实际
领悟作者受到的启迪，从而感受育人的真谛。

5.学习并运用“借物喻人”的表达手法。

教学重点：理解含义深刻的语句，体会种树人的用心，领悟
作者受到的启迪，从而感受育人的真谛；学习运用借物喻人
的表达方法。

教学难点：学习并运用“借物喻人”的表达手法。

评价设计：

目标1：学生在预习中通过自学达成，上课初通过开火车读词、
交流学习收获来考查。

目标2、3：当堂学习，并通过填空背诵、配音诵读达成。

目标4：在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之后，通过小组展示来检测。

目标5：通过“小练笔”来检测达成情况。

课前准备：学生根据预习提纲进行自学。

教学过程：



一、揭题质疑，存疑激趣。（3’）

1、揭题质疑：

2、交流资料：

3、存疑激趣：

（2）大家先别急着说，我们存个疑问，待课文学完后再来交
流。

二、检查预习，整体感知（5’）

1、检查字词

（1）开火车读，相机正音。

（2）在读、写方面，最想提醒大家哪个字？

（3）最想给大家讲讲哪个词？

2、整体感知

（1）快速浏览课文，思考：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2）学生交流。

三、问题导学，感悟用心（15’）

1、那么，种树人的哪些做法让作者感到奇怪？他这为什么要
这样做？

课件出示导学提纲，学生自学。

2、小组展示汇报学习成果。



（1）出示表格：

（2）在小组汇报过程中，相机出现相关的语句；小组同学之
间或互相补充，或提出不同见解，或提出疑问；全班共同讨
论完善表格。

3、同学们，如果你就是种树人，我就是作者，你能回答好我
的问题吗？

别急，请各位种树人再精心地准备一下。

现在，哪位种树人来解答我的疑惑呀？

师生角色问答。

师小结。

四、领悟写法，实践运用。（15’）

1、你的做法让我非常感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种树尚且
如此，何况是育人呢！

课件出示种树人的话。

（1）师配乐读。生齐读。

（3）“很少的养分”指什么？“巨大的能量”指什么？

（4）种树人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让我悟出了育人的真谛，这
是本文的点睛之笔，值得积累。自己练练；填空读（这样还
会读吗？）；背诵。

（1）种树和育人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对比着读两段话，小结：看来，不论是树还是人，都要在不



确定的环境中经受磨练，才能茁壮生长，这是种树与育人的
神似处，也是借物喻人的连接点。

（2）我们四年级也曾学过借物喻人的文章——

《落花生》，借花生比喻什么样的人？

《白杨》，借白杨来赞美谁？

（1）教师课件出示：

小练笔：

1.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这让我想起了---------
-----------。

2.最弱小的却是最强大的。一只小小的蚂蚁根本不可能搬动
这块糖球，但是，当许多蚂蚁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的时
候，就凝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我想了到了-------
-------------------------------------。

学生说话，集体交流、评价。

（2）教师课件出示四幅精美的图画。请在练习本上写一段话。

学生写话，集体交流、评议。

五、推荐作业，课外延伸(2’)

课件出示：

推荐作业：

1、仿照课文的写法，从身边许多普普通通的事物中，选择一
个使你有所感悟的写清特点，以及从中得到的感悟。



2、阅读林清玄的其他作品。

课件出示：林清玄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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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心木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它是一种特别的树，树
形优美，高大而笔直，桃花心木要靠自己长成大树，这就是
它与别树的不同之处。

读了这篇文章，我在很多地方含有感触：我对种树人的一番
话有所感触：“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
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
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的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
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他这一席话，充分体现了他
的观察细致，因此就了解了一些经验，使他种树种的更好。
生活中也一样，一个人一件事干多了，就会产生许多经验，
从而这件事就干得更好。

这句话表现了作者极高的领悟能力，可以由树联想到人，揭
出了借物喻人的谜底。

了解《桃花心木》这篇文章后，我深有所感。我知道了树苗
要长成百年大树，不仅要靠别人给它浇水，更重要是靠自己
找水源，拼命扎根，才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枯死。如果树苗
养成了依赖性，即使长成大树，但一旦遇到狂风和暴雨，就
会连根拔起。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当你遇到一道难解的应用题，便去
抄袭别人的答案。这样做只会害了自己，失去一次锻炼自己
思维的机会，使自己养成了依赖的习惯。

我羡慕很多能自立的人，可我做不到，中国的孩子们也都做
不到。中国虽然有发展，但中国能比上美国吗?为什么，为什
么比不上美国?因为中国，因为中国的少年像被关在笼子里的



小鸟，被家长管着，浪费了童年，浪费了这个大好时光，大
家都听说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吧!为什么说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呢?因为那些穷人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过独立的生活，
根本没有半点依赖家长的心，他们就像桃花心木树苗一样，
靠着自己找到它们必须拥有的水源，才能生活下去。

而现在每当孩子想帮家长做事时“去去去，学习去!”家长都
是以这句话回答孩子，爱孩子，就应该让他(她)去锻炼，去
拥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去面对困难，
去战胜胜困难;爱孩子，就应该解开学习之锁，到大自然中去
体验生活;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不要虚度童年，外面的世
界是美丽的，是精彩的;爱孩子，就应该让孩子到社会中去分
清是非，分清好坏，在社会站稳脚!

我认为我们只有脱离了父母的溺爱才能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同学们，你认为呢?

桃花节方案设计意图幼儿园篇五

乡下老家屋旁，有一块非常大的空地，租给人家种桃花心木
的树苗。

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树形优美，高大而笔直，从前老
家林场种了许多，已长成几丈高的一片树林。所以当我看到
桃花心木仅及膝盖的树苗，有点儿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种桃花心木苗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他弯腰种树的时候，
感觉就像插秧一样。

树苗种下以后，他常来浇水。奇怪的是，他来得并没有规律，
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时十几天才来一次;浇水的量也
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

我住在乡下时，天天都会在桃花心木苗旁的小路上散步，种



树苗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茶。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
时间也不一定。

我越来越感到奇怪。

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了。所以，他
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

我起先以为他太懒，有时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

但是，懒人怎么知道有几棵树会枯萎呢?

后来我以为他太忙，才会做什么事都不按规律。但是，忙人
怎么可能做事那么从从容容?

种树的人笑了，他说：“种树不是种菜或种稻子，种树是百
年的基业，不像青菜几个星期就可以收成。所以，树木自己
要学会在土里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老天下雨
是算不准的，它几天下一次?上午或下午?一次下多少?如果无
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长，树苗自然就枯萎了。但是，在
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
问题了。”

种树人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
一定的量，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
法深入地下，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存
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种树人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动。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
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
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现在，窗前的桃花心木苗已经长得与屋顶一般高，是那么优



雅自在，显示出勃勃生机。

种树的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萎了。

[美文品评]

??这篇文章颇给人一种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感觉，也
是以种树之法，寓为人处世之理，但本文更是以桃花心木这
种特殊的树的生长过程设寓，生动形像地揭示出人生的哲理：
“人也一样，在不确定中，我们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不会
依赖。在不确定中，我们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觉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
力生长。”告诉人们，自主精神才是一个人的立身立世之本。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
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深化了对环境的感受与情
感的感知，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文章层层深入，层层设疑，由事入理，融理于事，意
味深长，奈人寻味。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借物喻人，寓意
深刻。哲理通俗易懂，具有教育意义。语言自然亲切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