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通用11篇)
三年级教案是指在三年级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所使用的教学计
划和教学材料，它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重要工具。小学教
案范文的成功实践经验证明，合理设计和使用教案能够提高
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发展潜能。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一

1、学会本课生字，并结合课文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2、通过领会诗句内容，理解“春光染绿我们双脚”的意思，
体会作者绿化祖国、改造自然的豪情壮志。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两课时

从诗句中品读出绿化、改造祖国的豪情壮志。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春天就要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最令我们欣慰的就
是那些红色了，

我国人民历来有在春天栽花种草、植树造林的习惯，为此，
还专门设立个植树的节日，你们知道这些吗?(让学生简短讨
论)。

今天，我们学习一首描写少先队员积极参加植树活动的诗歌，

出示课题：1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齐读课题)

我们的`双脚怎么会被春光染绿呢?一起听课文录音感受一下
吧。

二、初读指导

1.听课文录音。

2.自学生字词。

(1)默读课文.画出不认识、不理解的字词。

(2)会读会写田字格中的生字，会读绿线中的生字。

(3)查字典并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的意思：

锨镐彩翼荒山野岭

裸露咆哮枝繁叶茂

3.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生字卡片，要求学生能非常准确快速读出。

(2)指名分节读课文，结合课文内容感知理解以下词语。

荒山野岭锨镐裸露枝繁叶茂咆哮

4.指导学生朗读诗歌

(1)分节朗读，检查学生是否能读得正确。

(2)让学生注意诗歌的节奏。



(3)植树造林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再在读中感知)

三、指导写字，完成作业

1、先仔细观察，注意字的间架结构。

2、有重点地指导。

鼠：笔画较多，注意笔顺、间架。

描红、临写

3、给予充足时间完成写字作业。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1、通过领会诗句内容，理解“春光染绿我们双脚”的意思，
体会作者绿化祖国、改造自然的豪情壮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从读中感悟“改造自然”的豪情壮志。

【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入

1、写课题，有感情地朗读。

2、谁能说一说植树有什么好处呢?



(注意链接以前的有关课文。)

二、精读感悟

1.出示第一部分。

(1)自由读

(2)讨论：你读懂了什么?

(3)想象：同学们是怎样来到荒山野岭进行植树活动的?

(4)“春光染绿我们双脚”这行诗句，你是怎么理解的?

(5)怎样读好这一节?自己试一试。

(读出愉快、自豪的语气)

2.第二部分。

(1)自由读第2～7节，想一想：这部分写了哪方面的内容?

(热闹的植树场面，美好的遐想)

(2)指名读笫2节，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热火朝天)

指导朗读，表现出同学们劳动的干劲。

锨镐/丁丁当当，

奏响了/植树歌谣;

清水/哗哗流淌，

滋润着/棵棵树苗。



(3)简要讲解植树造林与保持水土的关系。

(4)默读第3-7节，思考：

植树活动给荒山野岭带来丁怎样的变化?

交流(相机板书：荒山披绿装动物有家园环境变美丽)

(5)讨论：

你觉得哪些诗句写得好?为什么?

(引导学生体会对偶、拟人等于法的运用，写出了荒山换新颜
的喜人景象.写出了动物们活得无忧尤虑的情景，写出了人们
生活的美好、安宁。)

(6)指导朗读第3～7节：

可对比录音的朗读。

3.第三部分

(1)齐读。

(2)这节在全文起什么作用?

(呼应开头，点明主题，深化中心)

哪一个词呼应了开头，写出了荒山的变化，表现出植树意义
之大?

(板书：青山碧岭--荒山野岭)

指导感情朗读，表现出劳动者的欣喜，体会劳动者的豪情。



三、背诵指导

1.引读助背。

2.跟录音轻声背，

3.配乐齐诵。

四、深化感受

默读课文，想象荒山植树后的美好景象，写一段话。

枝繁叶茂青山碧岭茂密树丛

搭窝筑巢阵阵林涛碧波荡漾

1、白拟题日：

2、层次清、语言美，尽量用上所提供的词语。

荒山披绿装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动物有家园

环境变美丽

文档为doc格式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二

知识：学习本课生字，“谣”、“裸”进行形近字比较，能
正确书写。随班生读词语

技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诗歌随班生读课文



能力：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情意：能理解诗歌的大意，感受诗歌的韵律美。

[教学重难点]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出诗歌的韵味。

对策：指导读准字音，如“锨镐”、“裸露”等词语；指导
读通句子，注意停顿；让学生边读边想着画面。

[教学准备]  轻音乐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题质疑。

一、修改：出示春景图：谈话：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去春游。
谁能给大家描绘一下春游时的情景？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
关于春天的文章。

教师提问：你们知道3月12日是什么日子吗？（植树节）

1、同学们，今年的大雪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大
雪消融，万物复苏，春天已向我们走来。今天我们就先来学
习一首与春天有关的诗歌。

2、板书课题：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提醒学生注意写准
确“染绿”。

同学们，读读这个课题，说说你对这个课题的理解。

3、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春光怎么会染绿我们双脚呢？学完诗
歌，你就知道了。

二、初读诗歌，流利通顺。



1、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顺句子。、

修改：明确要求：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字音，读顺句子，
圈出不理解的词语。

2、学生自由练读。

3、检查初读情况。

出示词语随班生读词语

歌谣  绿袍  裸露  煎熬  寂寞  枝繁叶茂

松鼠  咆哮  叽叽  撑起  锨镐  青山碧岭

指名读，齐读。

让学生说说在书写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1）指名读第一小节。

注意节奏：踏/一路春风  撒/一路欢笑

（2）指名读第二小节。

读准音节：锨镐  叮叮当当  歌谣

锨镐：锨，铲土的工具；镐，刨土的工具。都是植树要用的
工具。

注意节奏：奏响了/植树歌谣    滋润着/棵棵树苗

（3）指名读第三、四小节。

读准音节：裸露  煎熬  寂寞  枝繁叶茂



注意读好节奏。

（4）指名读第五、六小节。随班生读课文

读准字音：搭窝筑巢  叽叽直叫  又蹦又跳

彩翼：翼：翅膀。彩色的翅膀。

老雕：又叫鹫，是一种很凶猛的鸟，羽毛褐色，上嘴钩曲，
眼大而深，钩抓锐利有力，飞行能力和视力都很强，捕食鸟
兽。

（5）指名读第七小节。

读准字音：浑浊咆哮  轻抚   河畔

读好长句：荡漾的碧波/轻抚着/河畔的小草。

（6）指名读第八小节。

三、再读诗歌，了解大意。

1、齐读诗歌，注意读准确，读流利。

2、同学们，读了这首诗歌有什么感受？随班生读课文（轻快，
充满激情）

3、自己试着把这种轻快和激情朗读出来，自由读。

4、通过朗读，你读明白了些什么？随班生读课文

引导学生基本理清诗歌的思路，搞清楚“我们”到哪里植树，
怎样植树，植树以后荒山野岭的变化。

5、全文可分几部分?



第一部分(第1节)：写“我们”踏着春风向荒山野岭进军。

第二部分(第2-7节)：写“我们”用双手为荒山披绿装，使动
物有家园，让环境更美丽。

第三部分(第8节)：写“我们”有绿化机国的决心和豪情。

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首尾呼应，“荒山野岭”与“青山碧
岭”相对比。

6、配乐齐读课文。

解题

春光：春天的景色。

题目“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是什么意思？

四、拓展延伸

1、让学生读课文的第一小节和最后一小节。

2、让学生去发现这两小节的联系。

3、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谈一谈如何保护环境。

板书设计：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进军    荒山野岭

植树     

走遍    青山碧岭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三

诗歌《去打开大自然绿的课本》余韵还未散尽，春光已来染
绿我们的双脚。翻开第十册第一课，课题中一个“绿”字已
让我满眼春*。正如王安石名句“春风又绿*南岸”中
的“绿”字一样，这个“绿”字又是何词能换得？只此一字，
便激起了我朗读的兴趣。于是，旁若无人地，我一口气读了
好多遍。

诗的结尾更是独具匠心，一方面运用了诗歌反复的修辞手法，
再次渲染少先队员的愉快心情，另一方面在反复中又有变化，
从“荒山野岭”到“青山碧岭”，我们能不认为在春光染绿
双脚的同时，少先队员也在染绿着春光？

读着读着，我的教学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这样一篇语言晓
畅、诗韵*、极富感染力的诗歌，不读之学生又怎会走进文本，
走进作者的心里，并引起自身的感受？所以，以“读”为本，
是我为本课教学定的基调。让学生在读中想，读中说，读中
悟，读中品，读中写，真正地把“读”渗透到本课教学的每
一个环节中，读出情，读出境，读出志。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四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1、能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能用提供的词语写一段
反映荒山植树后美好景象的话。

二讲授新课 结合生活经验，说说你的植树经历。 　 
　 　 　 　 　 　 　 　 　 　 　 　 　 　 　 
 　 　 　 　 　 　 　 　 分自然段指名读课文。 (1)
自由读 (2)讨沦：你读懂了什么？ (3)想象：同学们是怎样
来到荒山野岭进行植树活动的? (4)"春光染绿我们双脚"这行
诗句，你是怎么理解的？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备注或修改栏 如言：提着水桶，扛着树苗，



走向旷野——满怀激情。挖坑，放苗，回土，浇水——一脸
欢笑。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情感作者表达出来了吗？品赏体
会：“踏”春风？意韵：春风是轻柔的，脚步是轻盈的。

1、课文中写了几点？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荒山披绿装动物有
家园环境变美丽

1、教师引读第1、8节。

2、比较两节有什么异同？两段能交换吗？(学生比较并说说
理由)

3、最后一个自然段在全文起什么作用？ 4、哪个词呼应了开
头，写出了荒山的变化，表现出植树的意义之大？(划出有关
词语)（板书：荒山野岭——青山碧岭）

5、此刻“春光染绿我们双脚”，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你
读着呢？ 学生尝试读出感情 　 　 　 　 　 　 　 
 　 　 　 　 　 　 　 学生品味 　 　 　 　 　 
 　 　 　 　 　 　 　 　 　 　 　 　 学生说说
（呼应开头，点明主题，深化中心）

1、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小鸟        ，来这里   
 ；松树有了     ，快活得      。撑起
了    ，小白兔       ；在      ，小
猴            。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五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第一课时。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初步感知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结构。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一、谈话导入

1、现在是什么季节？能哪些自然景物能感受到？你能用哪些
成语、哪些诗句形容春的景象？（草长莺飞、白花争艳、春
意融融……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2、说说你眼中的春！

3、此时此刻，我们教室里师生一堂，暖意融融，而窗外草长
莺飞，春意融融，这阳春三月，是白花争艳的季节，当那贵
如油的春雨淅淅沥沥地滋润着大地的时候，这更是一个植树
造林、绿化地球的季节。

二、初读课文：

1、这是一首诗歌，读诗歌的要求是什么？（除了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外，还要把诗歌的节奏读出来。）

2、自由读，教师巡视。

3、教师出示词语，指名学生读。

歌谣绿袍裸露煎熬寂寞松鼠叽叽支撑锨镐

（注意读准字音，读好“裸露”（边音）“撑”（后鼻音））

4、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注意纠正错误。

5、学生点评。

6、听了大家的读，我们把许多隐藏的“地雷”挖了出来。请



大家再朗读课文，能够做到准确、更流利。

三、初步学习第一、第八自然段。

1、分男、女生读第一、八自然段，你们发现了什么？（第一、
第八自然段结构相似，前后呼应，有点题的作用）

2、从“荒山野岭”到“青山碧岭”，这仅仅是文字上的不同
吗？下节课我们接着学习。

四、作业

1、完成习字册。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六

知识：学习本课生字，“谣”、“裸”进行形近字比较，能
正确书写。随班生读词语

技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诗歌随班生读课文

能力：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情意：能理解诗歌的大意，感受诗歌的韵律美。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出诗歌的韵味。

对策：指导读准字音，如“锨镐”、“裸露”等词语；指导
读通句子，注意停顿；让学生边读边想着画面。

轻音乐

一、谈话导入，揭题质疑。



一、修改：出示春景图：谈话：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去春游。
谁能给大家描绘一下春游时的情景？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
关于春天的文章。

教师提问：你们知道3月12日是什么日子吗？（植树节）

1、同学们，今年的大雪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大
雪消融，万物复苏，春天已向我们走来。今天我们就先来学
习一首与春天有关的诗歌。

2、板书课题：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提醒学生注意写准确“染
绿”。

同学们，读读这个课题，说说你对这个课题的理解。

3、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春光怎么会染绿我们双脚呢？学完诗
歌，你就知道了。

二、初读诗歌，流利通顺。

1、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顺句子。、

修改：明确要求：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字音，读顺句子，
圈出不理解的词语。

2、学生自由练读。

3、检查初读情况。

出示词语随班生读词语

歌谣 绿袍 裸露 煎熬 寂寞 枝繁叶茂

松鼠 咆哮 叽叽 撑起 锨镐 青山碧岭



指名读，齐读。

让学生说说在书写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1）指名读第一小节。

注意节奏：踏/一路春风 撒/一路欢笑

（2）指名读第二小节。

读准音节：锨镐 叮叮当当 歌谣

锨镐：锨，铲土的工具；镐，刨土的工具。都是植树要用的
工具。

注意节奏：奏响了/植树歌谣 滋润着/棵棵树苗

（3）指名读第三、四小节。

读准音节：裸露 煎熬 寂寞 枝繁叶茂

注意读好节奏。

（4）指名读第五、六小节。随班生读课文

读准字音：搭窝筑巢 叽叽直叫 又蹦又跳

彩翼：翼：翅膀。彩色的翅膀。

老雕：又叫鹫，是一种很凶猛的鸟，羽毛褐色，上嘴钩曲，
眼大而深，钩抓锐利有力，飞行能力和视力都很强，捕食鸟
兽。

（5）指名读第七小节。



读准字音：浑浊咆哮 轻抚 河畔

读好长句：荡漾的碧波/轻抚着/河畔的小草。

（6）指名读第八小节。

三、再读诗歌，了解大意。

1、齐读诗歌，注意读准确，读流利。

2、同学们，读了这首诗歌有什么感受？随班生读课文（轻快，
充满激情）

3、自己试着把这种轻快和激情朗读出来，自由读。

4、通过朗读，你读明白了些什么？随班生读课文

引导学生基本理清诗歌的思路，搞清楚“我们”到哪里植树，
怎样植树，植树以后荒山野岭的变化。

5、全文可分几部分?

第一部分(第1节)：写“我们”踏着春风向荒山野岭进军。

第二部分(第2-7节)：写“我们”用双手为荒山披绿装，使动
物有家园，让环境更美丽。

第三部分(第8节)：写“我们”有绿化机国的决心和豪情。

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首尾呼应，“荒山野岭”与“青山碧
岭”相对比。

6、配乐齐读课文。

解题



春光：春天的景色。

题目“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是什么意思？

四、拓展延伸

1、让学生读课文的第一小节和最后一小节。

2、让学生去发现这两小节的联系。

3、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谈一谈如何保护环境。

板书设计：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进军 荒山野岭

植树

走遍 青山碧岭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七

翻开语文书，第一篇是一首诗歌，题为《春光染绿我们双
脚》。我非常喜欢。

这首诗歌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绿色。课文的开头主要写了植树
前的情景。读完课文的前面几小节，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这
样的一幅画面：一个沙丘上，布满了黄沙，到处飞沙走石，
黄沙飞舞，远远望去，没有一丝绿洲，是个不毛之地。在一
片叮叮当当的锨镐声和哗哗的水声中，这里焕然一新。茫茫
的沙洲披上了绿袍，一阵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昔日的荒无人烟，已变成了动物们的天地。小动物们有了美



丽的家园，不用再担惊受怕，时刻提防天上的老雕。河水清
澈见底，荡起阵阵波纹。啊，多么美好的画面。

我觉得这首诗歌很不错。它通过植树活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表达了少年儿童以实际行动改造荒山野岭的决心，体现了少
年儿童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告诉我们应该多植树，
多造林，为世界出一份力。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八

一、教材解读：

1、本文是一首诗歌，生动描绘了植树活动给荒山带来的变化，
表达了少年儿童以实际行动改造荒山野岭的决心。

2、诗歌节奏整齐，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拟人手法大量使用，
生动地表现了植树给荒山野岭带来的变化。对比手法的运用，
荒山野岭和青山碧岭形成对比，表现了植树造林的巨大作用。

3、结构上首尾呼应，具有点明主题，深化中心的作用。重点
部分写我们用双手为荒山披上绿装，使动物们有了家园，让
环境变得美丽。第二节写少先队员植树劳动的欢乐场面和愉
悦之情。第三到七节写少先队员的植树活动给荒山野岭带来
的巨大变化。

二、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的9个生字，理解由生子组成的词语。

3、理解“春光染绿我们双脚”的意思，体会作者绿化祖国，
美化自然的豪情，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把课文读熟，有感情朗读及背诵课文，理解课文的内容。

难点是正确理解“春光让绿我们双脚” 的意思。

四、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

五、总课时：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

二、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学习掌握课文中出现的生字词语，正确流利地
朗读课文。

2、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题：

春天是怎样的一个季节，你能用哪些学过的成语或者诗句来
描述一下？

（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细雨如丝……

吹面不寒杨柳风、沾衣欲湿杏花雨。……）

是啊，春天到了，春意融融，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都要做一



件功在千秋的事情――植树造林。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首描
写荒山植树造林的诗歌。

板书课题：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读题，指导读好“春光”、“染绿”

二、出示生字词语

叮叮当当 歌谣 裸露 寂寞 叽叽直叫 又蹦又跳

咆哮 荒山野岭 枝繁叶茂 煎熬 锨镐

1、指名朗读，反复读。

2、词义质疑。

锨镐：锨是铲土用的工具，镐是刨土挖坑用的工具。

三、读课文

（一）学生自由读课文，把课文读流利

（二）指名朗读，齐读课文。

交流初读诗歌的感想：这首诗描写了怎样的情景？

（春天到了，同学们去荒山野林植树，绿化了山岭，为小动
物创造了美丽的家园。）

四、再读词语

师：在了解了课文内容后，我们再读词语，请你展开想像，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示例：

“裸露”――我仿佛看到荒山野岭上没有了小鸟翻飞的身影，
到处飞砂走石，让人睁不开眼。

“荒山野岭”——没有树木，没有溪水、没有鸟鸣，没有花
草……

“枝繁叶茂”——眼前一片绿色，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充满
了绿色的希望。

“煎熬”——我仿佛感到自己被束缚住了手脚，心中感到窒
息，心中充满了怨言，我仿佛被困住了，不能动弹。

“咆哮”——我仿佛来到了黄河边，感受巨浪滔天的气势，
我又来到了瀑布旁，聆听着瀑布从天而降的英姿。）

五：小结作业

1、抄写词语

生字指导书写:

叮叮当当 叽叽 咆哮 “口”要齐其上；

繁 笔画多，上宽下窄，注意展点在上，要紧凑

2、完成补充习题部分作业

3、有感情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教学内容：精读课文



二、教学要求：

1、诵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朗读，背诵全文。

2、结合课文内容，理解“春光染绿我们双脚”的意思，体会
同学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欢快心情，感受植树造林的重
要意义。

三、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指名分节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流利。

二、精读训练

（一）第一部分

1、多媒体出示课文第一段。

踏一路春风，/撒一路欢笑，/向荒山野岭进军，/春光染绿我
们双脚。

学生自由朗读，思考，你读懂了什么？

2、交流质疑：

“踏一路春风，撒一路欢笑，”“踏”体现了什么？

（脚步轻盈，心情欢快，一路上有说有笑。）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这行诗句，你是怎么理解的？

（少先队在荒山边走边植树，所经之处留下绿色一片。使荒
山变得一片翠绿，使野岭变得春光无限）



3、感情朗读，读出愉快、自豪的语气。

（二）第二部分。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第2～7节，想一想：这部分写了哪方面
的内容？

交流：这一部分写了两个内容：

（1）欢快热闹的植树场面。

（2）植树造岭给荒山野岭带来的变化（美好的遐想）。

2、出示课文内容，有感情朗读朗读

锨镐/丁丁当当，/奏响了/植树歌谣；/清水/哗哗流淌，滋润
着/棵棵树苗。

3、想像劳动场面，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

（用上“有的……有的……有的……）

4、植树活动给荒山野岭带来丁怎样的变化？

（荒山披绿装、动物有家园、环境变美丽）

5、朗渎第3～?节，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觉得哪些诗句写得
好？为什么？

学生交流，引导学生体会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应用，写
出了小动物的活泼可爱，以及他们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写
出植树造林，美化了环境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美好和安宁。

（三）第三部分



1、出示课文第三部分

踏一路春风，/撒一路欢笑，/走遍青山碧岭，/春光染绿我们
双脚。

齐读。

师：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第一段。

这首尾两段有什么异同之处？

（结构相同，内容差不多，但是第一段中的“荒山野岭”变
成了“青山碧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为什么要这样写？

（首尾呼应，写出了荒山的变化，表现出植树意义之大，点
明了课文的中心。）

2、指导感情朗读，表现出劳动者的欣喜，体会劳动者的豪情。

3、诗歌最后再一次提到“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是什么意思
呢？

（交流：春光染绿我们双脚"重在"春光"和"染"字上.首先,春
光从哪里来?是少先队员的植树活动改变了环境,绿化了祖国，
把荒山野岭变成了青山碧岭.其次是"染",作者以丰富的想象
描写了植树后荒山的巨大变化,寄托了少先队员对美好环境的
无限向往,体现了他们热爱祖国,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决心。
）

三、朗读课文，练习背诵。

四、作业



默读课文，想象荒山植树后的美好景象，写一段活。

枝繁叶茂　青山碧岭　茂密树丛

搭窝筑巢　阵阵林涛　碧波荡漾

板书设计：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荒山披绿装

动物有家园

环境变美丽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九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2）领会诗句内容，理解春光染绿我们双脚的意思。

2．技能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能用提供的词语写一段反映荒山植树后美好景象的话。

3．情感目标：

（1）通过具体的语言材料，体会作者绿化祖国、改造自然的



壮志豪情；

（2）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激起忧患意识，环保意识。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教学生字，练读课文，理解题意，把握诗歌内容。

一、谈话导人

冰雪融化，春天的脚步又近了。谁都向往春天，向往沾衣欲
湿的杏花雨，向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今天就来读一首春风
扑面的现代诗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谁来读题。从他的声音里你听出什么？

还可以怎么读？你为什么这么来读。

（陶醉或发问）

二、尽情朗读诗文，读出心情，读出感受

1、情绪渲染：诗歌是美的语言，诗歌是情的艺术。诗歌也是
练习朗读的好教材。今天我们就来尽情朗读这首诗。让我们
看看谁朗读得更投入，更专注，更有感情。

2、这一课中有许多生字，通过预习认识它们了吗？

（1）出示本课生字（包括二类字）认读。

（2）出示生字组成的词语，读读说说自己的理解。

3、师：下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想一想怎样读能读得出彩出



色。

4、师：读了以后知道这首诗歌写的是什么吗？

学生朗读水平不一，是一种资源，可以充分利用，所以学生
的朗读过程可以这样进行：

1、指名学生逐节朗读。

2、群体评议高低，个体介绍朗读理解。

3、再作新的朗读体验。

指导写字

1、出示生字，说说自己学会了哪些字？哪些字感觉较难写难
记？

2、重点指导下列生字。袍、裸：衣字旁，别写成示字旁。鼠：
笔画较多，注意笔顺、间架。（学生描红、临写）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十

知识技能：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学会
本课九个生字，识读2个生字，并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过程方法：读——悟——读——立志

感情态度价值观：

通过朗读想象感受植树前后的变化，体会到植树带来的好处，
和诗歌中的小朋友一起分享植树的快乐。

教学重点：联系课文内容，理解“春光染绿我们双脚”的意
思，抓住植树前后的变化，引导学生通过对比、想象等方法



感受到自然的和谐。

板书设计：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进军     荒山野岭

裸露    煎熬

林涛    动物之家

走遍     青山碧岭    （决心情怀）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预设

预设学生行为及设计理念

补充修订

导入：

春天来了，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如果你出游，你会去那
里？如果让你用词语概括你认为那些词最适当。

那里的风景是那样的柔，水是那样的清，春天也格外明媚，
让我们和植树的孩子一起出发吧！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春光染绿我们双脚》

1、          自由读，扫清生字

2、          开火车读纠正字音



3、          同桌互读互纠正

4、          指名范读评价再读

春色满圆  桃红柳绿

姹紫嫣红  春意盎然

第一课时

歌谣   绿袍   裸露

煎熬   寂寞   松鼠

叽叽   支撑   掀镐

读  评价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活动预设

预设学生行为及设计理念

补充修订

5、          写生字、描红

6、          小组读并交流，从诗中你读懂了些
什么？

小动物

我来问问你：“小鸟，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搭窝筑巢？”“小
松鼠，你快活的叫什么呢？”“小兔、小猴你们呢？”谁来



读读，把这种快乐、安全、衣食无忧的感觉读出来。

“浑浊——碧波”

“咆哮——轻抚”读这两对词，给你怎样的感受。让我们把
这美丽的画面读出来吧！

4、从“荒山野岭”到“青山碧岭”是谁的功劳。掀镐的声音
多单调，可为什么是“歌谣”

5、比较“一、八节”异同能交换吗？八节的作用是什么？

6、“我们”因为什么快乐？春光特别喜欢“我们”染绿“我
们”的双脚，“我们”以自己的行为让春光更美丽。

7、“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是一种什么感情？集体朗读

交流  发言

第二课时

读  说

说   写

读    说

读二段

分析回答

讨论 发言

读



课堂小结：    全诗先抓住植物树叶所发出的声响，来折
射出劳动的场景，写出人们欢乐的心情，简洁而传神，然后
抓住荒山的变化，小动物的高兴，河水的变清，虽然只抓住
了几点变化，但却生动地展现出植树给荒山野岭所带来的巨
变。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案篇十一

在春光的感染中，我们学会了植树的重要性，下面我们一起
来看看《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教学反思范文吧!

《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是一首现代诗歌，文字优美。通过学
生植树场面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孩子们植树的豪情。但
是我通过对教材的研读发现，文章是围绕“染绿”一词而进
行的。文中的“染绿”第一层意思是绿化荒山，第二层意思
是植树给人们带来了美好幸福的生活，第三层意思在植树中
抒发的是孩子们一种乐观向上的情感。学生理解了后两层意
思，才是充分感受到文中蕴含的情感。

我先引导学生读课文，比较前后两节中的句子。学生们很快
发现，后一个“染绿”是学生绿化了荒山后的喜悦心情。课
文进行到这儿，说明孩子们对诗中的美好情感有了一定的领
悟，与作者的视域有了一定的融合。假如紧紧停留在此处，
让学生有感情地读读课文完事也未尝不可。但是文本的视域
并没有完全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下面的提问学生似乎可以
感受到什么：绿化了荒山后的喜悦心情来自哪里。学生继续
读诗，找到了课文的第2、3、4节。通过第2小节两个象声
词“丁丁当当、哗哗流淌“，让学生边读边体会孩子们植树
的愉快心情，很自然地进入火热的植树场面中。接下来学生
比较3、4自然段哪一个词用得好，在关注诗的语言中，抓住
了诗的细节、语言的质地、色泽和纹理，体会到孩子们的植
树给大自然带来的可喜变化。此时再朗读，诗蕴含的意境美



自然就在其中了。我们常说任何阅读离不开想象和联想，诗
的5、6、7三节语言跳跃富有童趣。

在朗读前，我与学生互动产并问一些问题，孩子们的植树给
大自然带来了可喜变化，我让他们读一读5、6、7三节，问他
们还能发现什么。学生从动物的表现中，明白了植树给动物
带来快乐，给人们带来了幸福美好的生活。这种快乐、这种
幸福感必须让孩子们结合自己的体验去读、去悟、去追求心
得。于是我提示说，同学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
是小猴、小松鼠、小兔以及面对大丰收的人们会说些什么。
这个提问拉近了学生与文本描写的距离，文本的视域与学生
已有的经验实现了很好的结合，自然读得出悟得到。

学生在朗读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幸福体验。这时染绿的不
仅仅是诗中的动物和丰收喜悦的人们，同时也包括孩子们自
己。这不就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与陶冶吗?在课堂教学即将结束
时，我又一次提问学生此时对“染绿”的理解。很多学生认
为染绿不仅是绿化，还有给人们来了幸福的生活。孩子们在
收获绿荫、收获幸福的同时，还收获着乐观向上、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的精神。文本中的美好情感，与学生的精神世界深
深地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了学生生命中的一部分，化为自己
下一步生活的经验，去发现更多的美好。

诗歌《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余韵还未散尽，春光已来
染绿我们的双脚。翻开第十册第一课，课题中一个“绿”字
已让我满眼春色。正如王安石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
的.“绿”字一样，这个“绿”字又是何词能换得?只此一字，
便激起了我朗读的兴趣。于是，旁若无人地，我一口气读了
好多遍。

读着读着，我的教学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这样一篇语言晓
畅、诗韵和谐、极富感染力的诗歌，不读之学生又怎会走进
文本，走进作者的心里，并引起自身的感受?所以，以“读”
为本，是我为本课教学定的基调。让学生在读中想，读中说，



读中悟，读中品，读中写，真正地把“读”渗透到本课教学
的每一个环节中，读出情，读出境，读出志。

教学简单设想：

读中悟：根据小节训练朗读，在朗读中悟出对美好自然环境
的向往和喜爱，在读中萌发环保意识和忧患意识。

读中品：在读中品诗歌语言的韵味，修辞手法的活用，诗歌
情感的表达。

读中写：充分感知课文后，让学生根据提供的词语写一段植
树后的美好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