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欣赏东方之珠教学反思(大
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音乐欣赏东方之珠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8个生字，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3、赏读品味有关描写杏花的句子。

教学重点：

读通全文，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看图揭题：

1、看图，图上画的是什么花？谁能看图说说杏花的样子？

2、你知道第一朵杏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吗？

3、板书《第一朵杏花》。

4、读课题，质疑。



二、带着问题初读课文，要求：

1、自由读课文，借助课文后的拼音把课文读通顺、读准确。

2、自由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杏花是在什么时候开放的？文
章为何要写第一朵杏花？

3、读了课文你有了哪些新的问题？

4、再读课文，说说课文讲了什么内容？

三、小组交流讨论自己的自学情况。

四、全班汇报：

1、指名读读文后的生字，并组词。

2、指名分节读读课文。

3、说说你读了课文后有了哪些新的问题？

（对于学生提出的的价值的问题则留作第二课时解决。）

4、概括讲讲课文的主要内容。

五、赏读品味：

本文多处描写了杏花，请你找一找，读读，说说你有什么感
受？

“院墙旁的一株杏树泛出了一片淡淡的粉红……已经有四朵
花不同程度地绽开了花瓣儿”

“春风吹绿了柳梢，吹绿了小草……吹鼓了杏树的花苞”



“阳光下的杏树捧出了第一朵盛开的杏花。”

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六、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想想竺爷爷是个怎样的人？

2、抄写词语。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初步感受竺可桢爷爷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
精神。

2、情景演示，培养学生的表演能力及品字析句能力。

教学重点：

通过品、读、析、演，感受人物的特点。

教学过程：

一、回顾导入：

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二、精读课文1-5自然段，感悟文章的人物特点。

1、自由读，说说你感受了竺可桢是个怎样的人？从哪里看出
来的？先自学，然后在小组中交流。

2、全班交流汇报。



重点理解“习惯地问”，“我是问第一朵是哪天开的？”体
会观察的精确、细致及长期的观察习惯。

3、相机指导学生读好对话。

三、情景演示,体会人物心情．（6-15自然段）

1、读课文,小组中分角色演示当时的情景。

2、指名演示对话，其它同学仔细看，仔细品，想想人物说话
的语气，想象人物说话的神情，评评同学的表演。

3、给这段对话加上一定的提示语。

4、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

四、学习最后一段：

1、齐读。

2、理解“精确”一词。

（先说说“精确”是什么意思？再请学生从日常生活中举例
说说什么才称得上是“精确”。）

五、通读全文，总结。

1、自由朗读全文。想想课文为什么以“第一朵杏花”为题？

2、汇报交流。

3、学习了本文，你觉得竺爷爷搞科研采取的是什么态度？从
他的身上，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六、课后作业：



进一步搜集竺可桢的有关资料。

[《第一朵杏花》教学设计(鄂教版三年级下册)]

音乐欣赏东方之珠教学反思篇二

学习目标：

1、学会8个字，认识9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教学重点：

抓住关键词句，边读边想，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学习竺可桢在科学研究中一丝不苟的态度，懂得只有通过精
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学习并书写本课生字词;学习1—5自然段，学习
竺可桢爷爷和孩子的第一次对话，为学习第二次对话、体会
情感做好铺垫。)

第二课时

一、创设情境，复习导入

1.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院墙旁的一株杏树泛出一片淡淡的
粉红。竺爷爷来到杏树下，只见四朵不同程度的杏花都绽开
了花瓣。可惜的是小男孩没看到第一朵杏花，竺爷爷也很遗
憾呀!上节课，我们认识了科学家竺可桢爷爷，并和他一起去
看过一次杏花。这节课，我们还将再次和竺爷爷一起去观察



杏花!今天这节课继续学习第16课，板书——不过，在赏花之
前，咱们得先回顾一下昨天学过的词语。课件出示词语。

二、品读赏析，感悟体验

(一)感受春天的美景

师(激情)：光阴似箭，转眼又是一年。阳光明媚的春天，百
花争奇斗艳，多么令人神往啊!请同学们自由读读课文第6自
然段。你可以一边读一边想象这句话描绘了怎样的画面，还
可以加上动作。

点击图片——老师仿佛看到了在春风的召唤下，河水泛起了
一层又一层、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生2读

师(伸懒腰状)：小草也不禁伸了个懒腰，准备向人们展示它
优美的身姿。

师(点击cai)：你们快看，柳树戴上了绿发卡，杏树慢慢绽放了
灿烂的笑容。

同学们，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谁来说说春风轻拂，大地
还会有什么变化?

生1：春风吹醒了冬眠的小动物，它们蹦着跳着出来寻找食物。
多有趣呀

生3：春风吹开了小学生的笑脸，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此情此景多美呀……

可爱的春姑娘，你吹啊、吹啊……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河水——泛起了一圈圈波纹，沉睡的小草——抬起头来了，
柳树——长出了嫩绿的叶芽，杏树的花苞——鼓胀得要破裂
似的。大家都来做一回春的使者，也来这么吹一吹吧!“春
风”——(齐读句二)。

(二)学习第二次对话

生：(回顾第一次对话内容)“可惜你错过了第一朵杏花开放
的时间。”

师：孩子今年还会错过第一朵杏花的开放吗?自由读7—15自
然段。

生：(自由读)

师：孩子今年错过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了吗?你从哪里知道
的?

生：从竺爷爷和孩子的第二次谈话中可以知道孩子今年没有
错过。

(出示对话)自由地读一读。

“竺爷爷!竺爷爷!”

“什么事情呀?”

“竺爷爷，杏花开啦!”

“什么时候?”

“刚才。”

“是第一朵吗?”



“是。”(同桌互读对话部分。)

指名读---师：我听出来了，第一朵杏花开了，小男孩非常兴
奋。

师：一年前，孩子还不能确定第一朵杏花盛开的时间;一年后，
带着竺可桢爷爷的叮嘱，孩子终于等到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
时间，他多想快一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竺爷爷呀!。同桌读一
读。

2、谁来互评，评读。(从对话中的确感受到竺爷爷非常关注
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孩子的心情如何!从哪里可以看
出——)相机出示——孩子(急切)地喊：“竺爷爷!竺爷爷!”
来，带着你的体会读一读。

从这对话中你发现了什么，(没有提示语)联系第一次对
话。(课文在第一次对话中细致的动作、神态描写是合适的，
而在看到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激动时刻，孩子与竺爷爷的对话
可比一年前急切多了。所以，这第二次对话确实没必要再添
加提示语了。)你观察很仔细。还发现了什么?一个字，两个
字或两个字以上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自然段。如果我们在写
作时为了表达当时急切的心情时候就可以去掉提示语。分男
女来对读。

3、交流感悟。

“什么事情呀?”竺爷爷(奇怪)地问。

“竺爷爷，”孩子(高兴)地说，“杏花开啦!”

“什么时候?”竺爷爷(急切)地问。

“刚才。”孩子(激动)地回答。



竺爷爷(半信半疑)地问：“是第一朵吗?”

孩子(肯定)地说：“是。”——不是“大概”?不是“也
许”?为何如此肯定?亲眼所见!

4、我听出来了，你多想把这好消息快点告诉竺爷爷。再请两
名同学分角色朗读对话。

5、孩子完成了竺可桢爷爷去年交给他的任务，多么自豪!竺
爷爷终于弄清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多么高兴啊!当我们
读懂了人物的语言后，就能走进人物的内心。听你们读得这
么投入，我也好想当一回竺爷爷。

师生声情并茂地分角色朗读对话。

6、孩子为看见第一朵杏花的开放而欣喜，竺爷爷为孩子的执
着而欣慰，看，连杏花也为他们高兴：(课件出示句三，老师
有感情地朗读)“阳光下的杏树，捧出了第一朵盛开的杏
花。”

竺可桢爷爷那样重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小孩子盼
了一年才等来了“第一朵杏花”的开放，这“第一朵杏花”
的确珍贵啊!

这么美的杏花，让我们在一起读一读吧!

7、看到这美丽的杏花，竺爷爷不像我们常人一样只是欣赏，
而是——(生)“走回书房，打开笔记本，郑重地记下了这个
日子。”你又从这句话中的哪个词感受到竺爷爷的确关注这
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郑重”，是严肃认真的意思，竺
爷爷说过“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用处大着呢”，所以
他很严肃认真地记下了这个时间。)

8、从两次看杏花的经过中，我们印证了竺可桢爷爷关注的的



确是“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

(三)学习课文最后一段

1、正如他不止一次所说的——(齐读)“我需要的是精确的时
间。搞科学研究，不能使用‘大概’、‘也许’这些字眼，
也不能用估计和推断来代替观察。”

2、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指名答)“竺爷爷正是通过长
年累月的精确观察，才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

师：要掌握规律可不是一日之功呀!正如《课堂作业》上提供
的资料所介绍的，竺爷爷在长达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中一直坚
持精确观察，精确记录。“第一朵花开，第一声蛙鸣，第一
次雷声，第一次落叶，第一次降霜，第一次下雨，好多好多
个第一次……竺可桢爷爷的笔记本就是大自然的缩影啊!”竺
爷爷的研究有的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比如什么时候适宜播
种，什么情况下该收割了等等。当然，有的还应用于天气预
报等其它方面。

三、回归整体，读写体验

1、通过学习这篇课文和相关资料，你对竺可桢爷爷有了怎样
的认识?(一丝不苟)把你的评价写在黑板上。

2、这篇课文从第一次竺爷爷问孩子第一朵杏花是什么时候开
的，孩子答不上来，写到第二年春天，孩子告诉竺可桢爷爷
第一朵杏花开了，让你对这个孩子又有了怎样的认识呢?板
书——(诚实守信)

4、课外，同学们还可以收集其他一些科学家或名人的故事，
相信大家在阅读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音乐欣赏东方之珠教学反思篇三

设计理念：

这是对学生进行科学上的“模糊与准确”的教育，读这篇文
章，你传感到这篇文章写得很美，也很直白，孩子读完自会
豁然开朗。而我认为，第一课时应该在定位上下功夫，所以
我就从自己思考的定位说来设计这一课时。

教学过程：

师：谁能说出“模糊”的反义词是什么？

生：

师：谁能说出“大概”的反义词是什么？

生：

师：在第三单元中，全班同学根据范文，模仿写出一篇观察
植物的文章。这篇文章我已经批完了，同学们也读过了批改
过的文章，你们观察能力怎么样？我想同学们心中有数。我
尊重你们的隐私，在这里我不说每个同学的观察能力，今天
我们来共同研究一篇特别有意义的观察文章--第一朵杏花
（板书），我们一起来欣赏科学家的观察吧。

师：请同学们先自已欣赏一篇吧！

（学生自读课文）

师：合上书本想一想这一课，然后谈谈这篇阅读的感受好吗？

生：



（生继续读，此时我也与大家一起读，因为我本人也需要欣
赏呀！好的文章谁不喜欢？）

师：请同学再一次谈谈，看看有什么新的感受没有？

生：

师：我轻轻地放一遍标准的朗读，哪个同学愿意与录音比读？

（放光盘中的读）（一学生同读，大家共同欣赏两种读）

师：（读完后）请同学们静静倾听一遍录音吧！

（重放录音）（我与师生共同倾听欣赏）

师：哪位同学愿意为大家诉说第一朵杏花？

生：

师：（放一段轻音乐）其他同学闭上眼睛，一个同学在那里
诉说“自己心中”的第一朵杏花。

[三次倾听，学生的欣赏定位可以达到了第一课时的高潮]

师：读完这篇文章，你想研究哪些问题？请提出来好吗？

生：

师：请大家把这些问题写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课后自己或者
与同学研究研究，看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找到怎样的
答案，都是你们努力得来的，建议你们最好把寻找的过程作
为日记记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第一朵杏花》教学设计(鄂教版三年级下册)]



音乐欣赏东方之珠教学反思篇四

一．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3．学习竺可桢在科学研究中一丝不苟的态度，懂得只有通过
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二．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抓住关键句子，抓住学习中的疑点，边读边想，体
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说说这篇课文写了哪位科学家的故事？[板书：竺可桢]

2.课文写了竺可桢几次看杏花的情景？（两次）

3、分别是什么时间？（一年前，一年后）

（二）第一次（学习第1---5自然段）

1.自由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

2.讨论（学生可相互解答，教师只作点拨）。

3.指导朗读。

4.重点指导第3自然段，体会带点词的作用。



5.出示投影片：“是啊，杏花开了。”说着，竺爷爷弯下腰
来，习惯地问：“你知道杏花是哪天开放的吗？”（弯下腰
来：说明竺爷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习惯地问”说明竺可
桢在坚持长期物候观测的日子里养成了主动探索，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6.四人小组练读。一个读竺爷爷的话，一个读小孩的话，一
个读旁白，一个做评委。

7.指名练读。

（三）第二次（学习第6---15自然段）

1．师述：一年前，孩子对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答不上来，
带着竺爷爷的嘱托，一年后，孩子有答案了。文章第6自然段，
作者用简洁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一幅春景图，谁来读读看。

2．指名读，突出“绿、皱、鼓”等关键词。

3．齐读

4．重点放在对话朗读上

（1）读第一遍：自由轻声读，想想这是谁说的？帮它加个提
示语。讨论之后，出示投影片。

窗外一个小孩急切地叫道：“竺爷爷！竺爷爷！”

竺爷爷（）地问：“什么事情呀？”

小孩子（）地说：“竺爷爷，杏花开啦！”

竺爷爷（）地问：“什么时候？”

小孩子（）地说：“刚才。”



竺爷爷（）地问：“是第一朵吗？”

小孩子（）地说：“是。”

（2）读第二遍：同桌讨论，每一句该用怎样的语气读？指名
说说，归纳答案：奇怪、高兴、激动、自豪、半信半疑、肯
定。

（3）读第三遍：根据提示与读出语气，指导朗读。

（4）读第四遍：指名生一个读竺爷爷的话，一个读小孩子的
话，其余读旁白。（7---14）

5．师述：从同学们的朗读中，不难听出竺爷爷和小孩子都非
常激动、非常兴奋。那王老师不禁要问小孩子为什么高兴？
竺爷爷为什么高兴？（小孩子是为自己终于完成了竺爷爷去
年交给的任务而高兴，竺爷爷是为自己终于弄清了第一朵杏
花开放的时间而兴奋。）

6．除了对话部分，你还可以从哪里看出？出示投影片，朗读
体会带点词语的作用“竺爷爷顷刻间象年轻了几十岁，立即
兴冲冲地快步走到前院。”

7．“郑重”什么意思？你从“郑重地计下”第一朵杏花开放
的日子又体会到什么？（“郑重”的意思是严肃认真。
从“郑重地计下”可以看出竺可桢对科学研究严谨、一丝不
苟的态度。

[板书：一丝不苟]师述：是的，“一丝不苟”，竺爷爷的话
也证实了这一点。

四．点明中心（学习第16自然段）

1．出示投影片：“我需要的是精确的时间。搞科学研究，不



能使用‘大概’、‘也许’这些字眼，也不能用估计和推断
来代替观察。”

2．自由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3．你怎样理解“精确”一词？（非常准确）能不能结合前文
来说说。

4．指导朗读

5．竺爷爷作为一名物侯学家，他的成就是怎么得来的，你找
到原因了没有？

6．小结：正如竺爷爷所说的，他正是通过长年的精确观察，
才掌握了气候变花的规律。[板书：精确观察]师补充《竺可
桢和自然日记》：竺可桢精确观察大自然：什么时候第一朵
花开，第一声蛙鸣，第一次雷声，第一次落叶，第一次降霜，
第一次下雨------他的笔记本是大自然的缩影。

7．再读读竺爷爷的话，加深体会

五．总结迁移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总结：课文讲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研究物候学的一
个小故事，赞扬了竺可桢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说明只有通
过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3．学了本文，你觉得应向竺爷爷学些什么？

六．作业搜集有关竺可桢爷爷的故事，下一堂课交流。

[板书]第一朵杏花



竺精确观察

可

桢一丝不苟

设计意图：竺可桢是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很有建
树的教育家。他从小热爱学习，锻炼身体，培养了坚毅、勤
奋的好品质。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观测物候，在
气象、物候、地理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科学遗产。课文
《第一朵杏花》就是讲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研究物候
学的一个小故事，赞扬了竺可桢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
说明只有通过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题为“第一朵杏花”，实际上是从把握第一朵杏花开放的精
确时间来说明竺可桢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
例子，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整个教学过程分为三大板
块，分别是第一次看杏花，第二次看杏花，以及竺爷爷意味
深长的话。通过学生朗读、讨论、评议，抓住关键句子，抓
住学习中的疑点，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通过补充资料《竺
可桢和自然日记》的介绍，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第一次”，
知道他的笔记本是大自然的缩影，加深对人物品质的感悟。
并以此为契机，发动全班搜集有关科学家的故事，举行一
次“名家汇萃”的故事会，了解名人故事，体味名人情操，
以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

[《第一朵杏花》教学设计(鄂教版三年级下册)]

音乐欣赏东方之珠教学反思篇五

一、杏花入手，感悟杏花之美。

二、竺爷爷作为科学家，面对杏花的独特之处。

三、杏树下的第一次对话。把握两点：读懂了什么，怎样读



好它。实施方法：自由读到分角色读。

四、杏树下的第二次对话。把握两点：感受激动与兴奋，思
考兴奋的原因。实施方法：分角色读，读好评议交流。

五、补充资料：竺可桢二三事：北海公园的散步，称量院子
的落尘，最后一天的日记。从课文最后一段导入资料，学生
阅读后结合课文内容交流心得体会。

六、归纳小结：求是精神。

自我定位：教师始终陪伴着学生，经历一次精彩的旅行，可
以与他们交流，但决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教师
退出舞台，才会有学生的精彩。

[《第一朵杏花》教学设计(鄂教版三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