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优
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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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在复习有性生殖的基础上，再学习无性生殖。

1生成概念：通过诗配画《草》全文导入新课。每种生物都不
会因个体的死亡而灭绝，诗中描述的草考什么方式繁殖后代
的？（根）

七上生物所学的桃树的生殖过程是怎样的呢？引导学生回顾
桃树的生殖和发育过程。问：这两种生殖方式有何主要区别
呢？由此引入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概念。

延伸拓展：我们所学生物的生殖方式哪些是有性生殖方式？
（细菌、真菌、病毒、动物）

2通过视资料介绍植物无性生殖在生产实践中两种主要方法：
嫁接和扦插，并讨论操作过程中注意方法。（如枝条切口方
向，带芽数目等）

3动手操作，增加生活经验，提高实践能力。让学生亲自动手
尝试扦插和嫁接，并相互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积极引导和
拓展，使教学过程符合认知规律。



不足之处有：过分依赖多媒体，板书较少；学生动手实践能
力不足，引导不十分到位；学生实践操作时，活动秩序有些
随意。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一是要让学生通过阅读、观察、实验等方法自己获得知识，
形成概念，掌握方法，认识规律；二是在认识植物的有性生
殖过程后对有性生殖的概念有更深的理解。在教学设计上，将
“自我评价”。

本节课的设计有两个明确的想法：

二是在认识植物的有性生殖过程后对有性生殖的概念有更深
的理解。

在教学设计上，将“自我评价”化整为零，使评价与学习过
程紧密衔接，成为认知的最后一个环节，目的在于缩短认知
与评价的间隔，巩固知识结构，使评价成为知识拓展与升华
的手段。 通过课后向学生征询意见，认为这节课方式灵活，
组织严谨，教师语言风趣幽默，教学效果不错，学生学习的
兴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但学生缺乏这方面的实践，教师可
多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展示马铃块茎，还有姜、蒜、
番薯等实物，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通过列表对比有性生殖
与无性生殖的本质区别；通过播放录像，让学生认真观察，
了解嫁接和扦插的方法，并能学以致用。都得到了培养，不
过，课堂上的学生活动还要更多设置学生动手性的实验或实
践内容。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认识了垂线和平行线，并且学会了画
垂线的方法安排的。通过回顾整理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垂直和
平行是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两种特殊位置关系。而如何去



准确的画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则是学生对画垂线的'一次综合
运用。

成功之处：

1、分层递进，掌握画图方法。在教学中首先让学生动手尝试
操作，在尝试中发现学生操作中的缺点，及时进行纠正；然
后让学生用心观察比较发现知识之间的联系，小组内合作交
流，总结得出结论，这样在理解的基础上学到的知识才深刻。
整节课让学生分为三次画长方形，逐级上升要求，第一次尝
试画出长方形，找到方法；第二次按要求准确画出长方形；
第三次巩固画长方形的方法，转化为能力。

2、补充知识内容，巧画长方形。根据长方形的特征，长方形
的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例如画一个长5厘米，宽3厘
米的长方形。先用三角板画一条3厘米的闲，三角板不动，再
用另一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靠着这块三角板，另一条边上下
滑动，在3厘米线段的两个端点分别画两条5厘米的线段，再
连接这两条线段的另外两点，即可画出一个长为5厘米，宽3
厘米的长方形。

不足之处：

学生在画长方形时，光靠目测，没有好的画图习惯，不用直
尺和三角板，导致画的不标准。有的长与宽长度不够，有的
四个直角不够标准，导致出错。

再教设计：

规范学生画图的方法，并从错例中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消
除学生不愿意依靠画图工具，只凭目测的观念。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学生在掌握了角的度量之后，很自然的就会学习怎么画角。
本节课我在探究新知后时，采取让学生一尝试体验、自主探
索、合作交流为主要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回忆角的.度量方法，
接着想办法画一个65度的角。学生自己画角，然后小组交流，
谈谈自己的画法，最后归纳总结用量角器画角的方法。课堂
上学生很活跃，多说自己会画了，但是作业中却错误重重。

归纳了一下，主要是学生在画角时，内外刻度分不清。学生
在画的过程中，把内外刻度弄混的情况很多。这说明了他们
在画角时，很粗心，头脑里并没有认真想清楚该找内刻度还
是外刻度，只是看到了这个度数马上就打了点，导致是锐角
的画成了钝角，是钝角的画成了锐角。最主要的一点，可能
是学生对0刻度不够理解，由于本单元过于抽象，小学生还没
有在头脑中形成数学抽象思维模式，在教学中应该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例带入课堂，让学生便
于理解，也可以逐渐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为以后的学习打
下基础。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水生植物》是第一单元《植物》的第四课的内容，在前面
的3课中讲的都是陆生植物，从第四课开始学生接触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并不向陆生植物大树和小草那样容易得到，因此在
这一课中要求要用到的金鱼藻和水葫芦这两种水生植物并没
有实物给学生进行研究。为了是我的课堂更加生动，我借助
了多媒体课件以及视频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学习内容。

但是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教学设计过程是有问题的，
本课的开始我就是用视频导入的方式开始我的教学内容，但
是接下来的环节并没有与视频结合起来，而是另提一个问题，
询问学生知道的水生植物，然后慢慢地引入本课的学习内容



水葫芦的金鱼藻。

在学习水葫芦和金鱼藻的过程中，又请学生回想课前看过的
视频，结合ppt联想水葫芦和金鱼藻的结构回答问题。教学过
程显得比较凌乱、反复，逻辑性有点儿混乱。同时在课件中，
给学生看得水葫芦和金鱼藻的结构，因为都是用黑色笔画出
来的，不够清楚明了，容易使学生造成困扰。

在上过这堂课后，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和别人给的一些意见，
对我的教学过程以及ppt进行修改。在教学设计上，我采用谈
话引入法，首先询问孩子们知道的植物，孩子们回答多种多
样，有陆生植物也有水生植物，我在联系孩子们给的答案将
植物分为水生植物和陆生植物两大类，提出本课的学习内容
水生植物，在一步步的引入本课重点学习内容水葫芦和金鱼
藻，接着再提问题观看视频，再结合课件进行下一步的'学习，
这样的话就显得更有逻辑。

在课件中，我将学生容易混淆水葫芦中的叶柄和叶片结构用
不同的颜色标出来，金鱼藻中的根和叶的按先后不用的顺序
不同颜色出示，使学生对这两种水生植物的结构更加明了。
在改进之后再上这堂课，果然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了。

通过这一节课的修改，我知道了要上好一节课必须要有一个
清晰的教学设计，同时对于多媒体设备的使用可以协助教师
更好的教学，但是对于我们从网络上下载的课件，我们也要
经过深思熟虑，几经斟酌，结合我们的教学内容反复修改。
我们的课堂才会更加精彩，学生的学习效果才会更好。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六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学生认识了垂线和平行线，并且学会了画
垂线的方法的基础上安排的。通过回顾整理让学生进一步理
解垂直和平行是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两种特殊位置关系。
而如何去准确的画出长方形和正方形，则是学生对画垂线的



一次综合运用。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

1、教法上采用先学后教。在教学中首先让学生动手尝试操作，
在所有学生尝试之后找不同画法的几名同学讲明自己的画图
步骤。然后引导学生比较后找出最优画法。最后在小组内合
作交流，总结画图步骤。学生学习效果很好。

2、练习设计上层层递进。

先练习画给定长、宽的长方形，再让学生将一个长方形补充
完整。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容易。

3、对练习的效果采用同桌互判的方法，让学生即会画，还会
检验。

4、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培养。学完画法，我引导学生回顾解
决问题的方法步骤：阅读与理解、分析与画图、回顾与反思。
这样做，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考方法和思考习惯。

不足之处：

1、学生在口语表达上不够流利。

2、学生动手能力不够强，使用三角尺画图操作不够灵活，画
图时间较长。

总的来说，本节课课前我认真研读了教参，了解到课本呈现
的画法是最优画法，教学时我没有直接去呈现课本上的方法，
而是采用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平，学生就很愿意接
受最优的画法。这让我看到了尊重的力量。也使我更深的认
识到研读文本编排意图的重要性。课堂上所欠缺的就是今后
要改进的，我会在以后的教学时间里努力改善！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七

这次听评课，我主要讲的是第二课时。因此在学生组织学生
进行汇报自己的进行观察的的结果。

首先小组进行交流的环节。我想这个环节，我处理的不是很
好的。虽然学生进行了交流，但是没有做到有序。因此显得
比较的混乱，效果不是很好。我想要培养学生的习惯，需要
从这点小的细节进行入手。因此在小组组长的组织培训上，
需要下上功夫，使小组长能够有效的组织本组的同学进行交
流。

全班交流的环节。这个环节我的做到不好。我如果再下面进
行巡视的过程中，能够着重的掌握学生所观察的材料，然后
让这些学生典型的学生进行汇报，效果应该会更好的。也就
是说，老师的指导学生交流不是走过场，而是为了下一步的
汇报材料，从学生中寻找材料。

我感觉摘菜的环节，很好，能够很快巩固植物身体的各个部
分的名称。特别我提出了白菜是否有植物的茎。这个问题，
看起来很是简单，如果不去讨论和交流，我想有许多的同学
不会注意这个白菜茎的问题。

后面的缺少植物身体六部分的植物的介绍有点过了。我想只
需要介绍苔藓植物，藻类植物就可以。蕨类植物，孩子们根
本没有听过。

总而言之本课的教学，我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

学生在课堂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和本课的主题
离的.比较远。因为在我的课堂上，只要学生进行举手，百分
之九十的情况下，我都让学生进行发言。可是学生的问题有
可能扯的比较远，这种怎样处理呢？让学生自己查资料，或
者是思考探究的方法，似乎是最好的方法。



还有就是为了学生更容易的进行观察，还是需要指导学生从
自己身边的熟悉的植物入手，这样学习和观察的效果是比较
的好的。

观察的要求要具体，这样学生的观察探究会更有目的性。

板书的设计比较的糟糕。这一点，我真的轻视了。我需要在
以后的教学中加以重视。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八

本节课的设计有两个明确的想法：

二是在认识植物的有性生殖过程后对有性生殖的概念有更深
的理解。

在教学设计上：

将“自我评价”化整为零，使评价与学习过程紧密衔接，成
为认知的最后一个环节，目的在于缩短认知与评价的间隔，
巩固知识结构，使评价成为知识拓展与升华的手段。 通过课
后向学生征询意见，认为这节课方式灵活，组织严谨，教师
语言风趣幽默，教学效果不错，学生学习的兴与生产实践紧
密联系，但学生缺乏这方面的实践，教师可多举一些这方面
的例子，例如展示马铃块茎，还有姜、蒜、番薯等实物，增
加学生的感性认识。通过列表对比有性生殖与无性生殖的本
质区别；通过播放录像，让学生认真观察，了解嫁接和扦插
的方法，并能学以致用。都得到了培养，不过，课堂上的学
生活动还要更多设置学生动手性的实验或实践内容。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九

工具/原料



剪刀、纸、笔

方法/步骤

首先将纸张对折，至于纸张的大小，可以自己斟酌，不能太
大不能太小，合适才是王道。

然后在纸张上画出想要剪出来的图形的一半，注意该图形必
须中心轴对称，而且要以对折的纸张没开边的一侧为轴来画。

画好线条之后，如果担心剪错，可以使用笔标示出一些需要
剪掉的`区域，将其用阴影表示。

接下使用剪刀沿着线条剪开，如果是画在纸张中的无法直接
剪的区域，可以先开一个小口子，再将剪刀伸进去剪。

剪完之后效果如下，展开之后的效果也如下（由于我使用的
是废纸，所以另一边的笔迹没有擦除，但不影响擦除的一侧
画线）。

生长的植物美术教案教学反思篇十

第一单元作文训练是写一种喜欢的植物，即指导孩子们写身
边熟悉且喜欢的花草树木。就花园般的校园里而言，有月季、
山茶、丁香、玉兰，紫荆花等，孩子家里也都种有各种各样
的花草、盆景。对于这些花花草草，我想他们应该是再熟悉
不过了，可如何把这种熟悉转化成文字，并按一定的顺序描
写出植物的特点来，对于初学作文不久，所掌握的写作方法
及语言的积累还非常少的三年级学生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
了。于是，我做了以下几个准备与设计：

为了指导学生如何认真仔细地观察喜欢的一种植物，在写作
前，我在教室里摆放几盆盆栽：水仙花、菊花、吊兰。引导
学生重点观察植物的茎、枝、叶、花及颜色，了解它们的大



小，高矮、形状、色彩、味道等，指导学生抓住特点来观察，
如植物开花时的姿态、颜色、花期；植物叶子在不同时间、
不同季节的变化，抓住与其它植物的不同，找出它的特点为
观察的重点。并设计以下表格，让学生课外自己观察喜欢的
一种植物，完成调查观察表格，为写作指导奠定基础。

做好了相关准备后，便是指导学生如何把观察所得通过文字
有序地描写出来。于是，我引导学生可以先从整体入手，看
它像什么，然后再一部分一部分地写。也可以按照它生长的
时间顺序写，先长什么、再长什么，最后长什么；也可以按
根、茎、叶、花、果实的顺序写……总之，要按一定的顺序
写，这样作文才层次清楚，有条不紊。同时提醒学生作文注
意点是要抓住植物的根、茎（或干）、叶、花（或果实）的
特点来写，注意语句通顺，内容要具体，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作文只有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才真切感人。因此，在写作文
之前，我先引导学生读读本单元的课文，这些文章处处洋溢
着作者对景物的喜爱之情，不仅抓住景物的特点写出惹人喜
爱之处，还具体通过举一件小事把情感推向高潮，如《柳笛
和榆钱》。怎样才能表达出自己喜爱的感情呢？首先要写出
为什么喜爱，也就是喜爱的原因，然后通过具体描写，表达
出喜爱的感情其次要写出是怎样喜爱的。在写自己喜爱的植
物的习作时要具体写出喜爱的表现，如：怎样给花浇水、施
肥，怎样看花，怎样使它能晒到太阳……把为什么喜爱和怎
么喜爱充分表达出来。

这次习作指导教学给我带来不少的思考：只因学生观察过，
只因学生思考过，只因有充分的准备过，学生的作文便能更
加出彩！因此，在今后的习作教学上，应引导学生多观察、
多体验、多思考，激发学生“说真话，道真情”，相信我们
的学生在我们潜移默化的引导下，定能拥善于发现的慧眼、
勤于思考的大脑、善于写作的文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