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歌树叶教案 一片树叶教案(实用8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需要考虑知识的有机组织和学生的学习特点，
以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知识的掌握。请大家阅读以下小班
教案范文，相信会对大家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和启发。

儿歌树叶教案篇一

以复习《长城谣》的情感——思乡导入新课

1、听录音，整体感知诗歌

2、讲析诗的第一节（可先范读）

提问：本节写什么内容？

明确：写一片“槐树叶”

然而这片槐树叶却使用了极其繁复的修饰语：“全世界”指
出范围；“最珍奇、最宝贵”指出程度；“最使人伤心、最
让人落泪的”指出它背后的故事；“薄薄的、干的、浅灰黄
色的”指出它的形状、颜色。这样的一片槐树叶使诗人睹物
生情，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3、讲析诗的第二节

提问：本节写什么内容？

明确：写槐树叶的来历

追问：槐树叶的作用是什么？

明确：是作为诗集的书签用的。在这里“一册古老的诗集”
有了文化的象征，也许指的是古老的`中国文化，虽忘却了它



的具体的来历，但它肯定是故土的槐树叶，诗人因此而略感
欣喜，因为它使诗人的思乡之情有了寄托，也一下子开启了
诗人的浓浓的乡思乡愁之门。

4、讲析诗的第三节

提问：本节写什么内容？

明确：对将来的企盼，表达了游子思归的情感。

思考：这一节运用了诗歌的什么手法？诗怎么写的？

明确：运用了联想的手法。由槐树叶联想到故土的泥土，进
而联想到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

5、教师总结

本诗以“一片槐树叶”为意象，寄托了诗人思乡盼归的情感，
开头以槐树叶起情，结尾以企盼重回槐花飘香的季节收尾，
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和上一篇诗歌一样，都使用了咏物抒
怀的艺术手法。

6、再听范读，要求当场成诵。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儿歌树叶教案篇二

小金鱼找尾巴

20xx年10月21日

小小班

宋庆美

1、能将树叶贴在小金鱼的尾部

2、体验小金鱼的着急和快乐情绪



导入部分

1、出示挂图

2、根据挂图教师创编故事（引起幼儿对活动的兴趣）

寻找金鱼的尾巴

1、下位寻找树叶，教师引导幼儿在树叶中识别，找出最像小
金鱼尾巴的树叶。

2、找到后请幼儿回到位子上去

小结：这下好了，小金鱼的尾巴找到了，让我们把尾巴送给
小金鱼好吗？

教师示范粘贴方法

1、把树叶的一面涂上浆糊，贴在小金鱼的尾部，用手轻轻按
一下

2、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结：对幼儿作品教师表示肯定。

让幼儿欣赏自己的作品。

儿歌树叶教案篇三

1．能愉快地学习诗歌《蝴蝶树叶》，并乐意跟随诗歌做动作。

2．能初步尝试替换诗歌中的个别词语，体验创编诗歌的.快
乐。

活动准备：



幼儿到户外捡过落叶、磁带

欣赏户外捡树叶照片

——共同回忆、讨论捡落叶和落叶飘情景。

师：宝宝们你们看这些是什么啊？（照片）照片上有谁？在
干什么呢？

——出示树叶

—师：你们看我们捡的小树叶也来啦？

——说说树叶的颜色、形状，

感受诗歌意境

——师：每一片树叶都是一首好听的诗歌

—幼儿完整欣赏诗歌

提问：你听到了什么？小树叶像什么？小树叶为什么会飞？

——跟着老师边念诗歌边做动作。

尝试仿编诗歌

——编新的诗歌，集体朗诵

游戏“大风和树叶”——播放歌曲落叶老师做大风

幼儿手拿树叶扮小树叶!

小树叶随风的方向做下蹲、摇晃……动作！



附儿歌：蝴蝶树叶

秋风秋风吹吹，树叶树叶飞飞，好象一群蝴蝶，张开翅膀追
追！

儿歌树叶教案篇四

喜欢欣赏儿歌，会大胆地朗诵。

了解《小树叶，飘呀飘》的含义。

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1.边念儿歌边做动作。

2.能进行简单的儿歌创编。

1.教学挂图《小树叶，飘呀飘》。

2.每位幼儿一片纸制树叶。

一、出示挂图，谈话引入。

2.教师念儿歌两遍，幼儿注意听，看看小树叶飘到了哪些地
方。请幼儿说。

二、学儿歌。

1.教师教幼儿拍手读儿歌。

2.幼儿边做动作边念儿歌。

三、做游戏。

幼儿拿树叶表演，教师念儿歌。



四、创编

1.教师问：小树叶除了飘在头顶上、肩膀上、膝盖上，还会
飘在哪里呢？

2.教师做动作，让孩子用语言表达出来。

3.请幼儿拿着树叶和老师一起边念创编的儿歌边做动作。

五、结束。

本节课的活动目标明确，教学流程顺畅，能用直观教具（纸
质树叶）和游戏教学，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同时注重幼儿
的.全体参与。由于用了纸质树叶教学，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很
高。遗憾的是我没能在孩子学习情绪高涨的时候，给予孩子
个别表现的机会。园领导对本节课评价还是不错的，今后多
注意用孩子喜欢的方式引导他们学习，教师的语言要注意抑
扬顿挫，教学表情要丰富，以感染、调动孩子的情绪。

儿歌树叶教案篇五

1、在看看、说说的过程中，帮助幼儿理解散文内容。

2、能根据散文进行仿编,大胆的想象和表述。

3、有关心、帮助别人的愿望。

1、场景布置：一棵大树，花园。

2、创编活动：幼儿每人一个水果底板(有苹果、桔子、梨形
状)，一个盘子，内放小动物和小树叶图片。

3、自制图书。



4、大班幼儿学会表演散文。

5、视频展示仪、电视机等。

一、出示小树叶,引出课题。

师：看，这是什么?（小树叶）

师：秋风吹来,树枝不停的.摇摆,小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好象在和我们说话,那么今天小树叶想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
一一看、听一听。

二、创设情景，请幼儿表演散文。

师：刚才你们听到小树叶说了什么？

三、借助图书，引导幼儿理解散文内容。

1.教师翻阅图书完整朗诵散文，幼儿欣赏。

2.借助图书，引导幼儿理解，分析作品。

提问：

（1）散文的名字叫什么?

（2）散文里的我是谁，长在哪里？

（3）风过来对我说了一件什么事？

（4）于是，我是怎么做的？

3、第二遍完整欣赏散文，充分感受作品的美。

（1）教师再朗诵一遍散文。



师：你喜欢这片小树叶吗？为什么？我们再来闭上眼睛再来
听一听。

（2）教师提问：你喜欢这片小树叶吗？为什么？

4、幼儿与教师一起朗读散文一遍。

师：这散文很美，大家都喜欢小树叶，让我们和老师一起来
读一读吧。

四、组织幼儿积极想象，仿编散文。

1.教师引导幼儿一同创编。

（1）出示小鸟和树叶降落伞。

（2）幼儿仿编散文

师：谁能把树叶帮助小鸟的事情也变成好听的散文。（教师
利用图书来演示操作）

2.交代创编要求。

师：小树叶还会变成什么帮助小动物呢？老师请每个小朋友
想一想、编一编、说一说。在后面桌子上，筐子里有树叶、
动物，筐子里还有各种水果卡片，我们小朋友可以把树叶和
动物后面的双面胶撕掉，然后贴在水果上，撕下来的双面胶
放在筐里，好，去吧。

3、幼儿人手一份操作材料，自由仿编散文，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为幼儿讲解思路：想想我是谁？风过来对我说什么？于
是我是怎么做的？

4.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仿编的散文。



五、延伸活动

儿歌树叶教案篇六

秋天到了，到处是飘落的秋叶。红的，黄的，黄中带绿的，
丰富多样的`树叶给孩子提供了探索、发现、表达的广阔空间。
孩子们喜欢树叶，每次在校园散步或者户外活动时，他们总
是会捡起树叶热烈地讨论、想象、发现、思索。生活中，孩
子们会对一棵草，一片掉下来的树叶感兴趣，充满着好奇心。
在这落叶飘飘的季节里，我们小班组正进行着《落叶飘飘》
这主题活动。本次活动正好围绕着小朋友们捡来的树叶，让
幼儿观察树叶的形状，来进行想象，欣赏并理解诗歌。

1．能愉快地跟着诗歌做动作。

2.．替换诗歌中的个别词语，体验创编诗歌的快乐。

落叶视频，收集的落叶。

欣赏落叶场景——观察落叶——诗歌欣赏——创编诗歌

一、欣赏落叶

1．师：现在是什么季节？

2．请幼儿观察树叶宝宝是怎么离开树叶妈妈的？

3．请幼儿上来表演树叶宝宝飘下来的样子。

二、观察落叶的样子

1．教室出示落叶图片让幼儿说说树叶的颜色形状。

2．师：落叶像什么？



三、感受诗歌意境

师：诗歌里的树叶像什么？

四、尝试仿编

1．师：树叶还像什么？

2．师幼合作进行仿编。

集体备课研讨记录：

根据最近的天气和周围的黄静直接导入。

对幼儿大胆的想象进行鼓励，让幼儿积极参与。

儿歌树叶教案篇七

教学主题：阅读课

所属学校：语文

适于年级：一年级第一学期

教材版本：s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出版社）

建议教学时数：2课时

一、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认识长、它、当、被、河、真、高、兴8个生字。
会写长、兴、虫、当4个字以及小虫天上两个词语。学习新笔
画竖提。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大意，教育学生热爱大自然。

4、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二、内容分析

本课是一首儿童诗，写树叶给树枝、小虫、鱼儿、小鸟带来
的温暖和欢乐，大家都喜欢树叶，树叶很高兴。课文想象丰
富，语言朴实，富有童趣，为儿童喜闻乐见。让学生读后感
受到大自然的美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指导学生识字和读背训练，难点是让学生
感悟树叶为什么觉得真高兴，从而体会到大自然的美。

三、学生分析

学生已经学习了多篇儿歌，儿童诗，认识了不少生字，掌握
一些识字的途经和方法对识字和朗读诗歌都充满了兴趣。本
课趁热打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识字和朗读兴趣，让学生从
读中识字，读中感悟大自然的美。

四、设计思路

通过多媒体课件、字卡和实物展示等直观教学手段，从课件
演示看图入手，引出课文，再从读中查找和认识本课要求掌
握的生字，然后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课文，感悟大自然的美，
最后让学生演示实物，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并以一个乱砍树
的动画小故事，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第一课时）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教师拿几片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树叶问：同学们，这是什
么？你们喜欢树叶吗？你们喜欢树叶，老师也喜欢树叶，还



有许多小动物也喜欢树叶。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示课
题和多媒体课件显示p72页情景动画图）

二、指导看图

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电视画面，然后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学生看电视画面）指名回答。

生c：我看见大风吹来，树上的树叶一摆一摆的，好像扇子在
扇风‥‥‥真好看。

‥‥‥

三、指导学习生字

师：下面请你们借助拼音，读课文，边读边用你喜欢的符号
画出我们这节课要认识的生字。（出示课文课件）

（学生自由读课文，并找出生字）

师：你们在儿歌中找到了哪些生字？（指导回答）

生：我找到了长、它、当‥‥‥（如没找齐再叫学生补充说）

师：老师也找到了这些生字，它们很想和你们交朋友，你们
愿意和它们交朋友吗？（出示生字课件）

下面就请同学们在小组中互相读这些生字，你读给我听，我
读给你听，看谁读得对，读得好。

老师检查学习情况：指名，小组，全班认读，指出读音不准，
难读的音，重点指导。

师：你们读得真好，现在看看谁最聪明，给这些生字组词，



给它们交新朋友，你会组哪个就组哪个，看谁组得多。

师：同学们，你们都认识这些生字朋友了吗？现在老师把这
些生字送回课文里，你们还能认出它们吗？（出示课文课
件）。

四、指导学习课文，

1、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下面几个问题：

（1）文中的它、大家、我各指的是谁？

（2）大家把树叶当作什么？

（3）我为什么真高兴？

（出示问题课件）

2、小组讨论：按老师提出的问题，把想法告诉小组里的同学，
看看谁的想法好？

3、检查自学情况。

五、指导朗读，背诵课文。

1、指导学生用赞美，高兴的语气朗读。（自由读，个人读，
小组读‥‥‥）

2、指导学生边读边表演。

3、指导学生背诵课文。（多种形式）

六、拓展练习。

1、那么多的小动物喜欢树叶，小朋友，你们喜欢树叶吗？你



们会把树叶当作什么？（各抒己见）

3、树叶多美啊！可是有一天，树叶姐姐突然哭了，你们想知
道为什么吗？（出示乱砍树的课件动画小故事）。

4、小结：大象哥哥把乱砍树的人赶走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大象都知道保护树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各抒己见）
大家说得真好，我们从小就知道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那以后大自然就会越来越美。

儿歌树叶教案篇八

小金鱼找尾巴

20xx年10月21日

小小班

宋庆美

1、能将树叶贴在小金鱼的尾部

2、体验小金鱼的着急和快乐情绪

导入部分

1、出示挂图

2、根据挂图教师创编故事（引起幼儿对活动的兴趣）

寻找金鱼的尾巴

1、下位寻找树叶，教师引导幼儿在树叶中识别，找出最像小
金鱼尾巴的树叶。



2、找到后请幼儿回到位子上去

小结：这下好了，小金鱼的尾巴找到了，让我们把尾巴送给
小金鱼好吗？

教师示范粘贴方法

1、把树叶的一面涂上浆糊，贴在小金鱼的尾部，用手轻轻按
一下

2、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结：对幼儿作品教师表示肯定。

活动延伸：让幼儿欣赏自己的作品。

活动效果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