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
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
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
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我们应该重视方案
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
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案策
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篇一

教案设计

这篇课文是一年级下册的第一篇识字课文。本课以词串识字
的形式出现，围绕着“四季”这个主题，勾画出了一年不同
的四季画面。全文共有8个词语，8个短语，分成四组，第一
组、第三组，揭示了四季的代表性天气以及四季的景物，第
二组、第四组则告诉了我们这些景物的特点。课文浅显易懂，
插图优美，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因此学生对于本课内容的理
解难度并不大。《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识字教学中激发学
生主动识字的愿望，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因此，本识
字课建立在“趣味”的基础上，借助插图，采用多种方式，
引导学生经历识字过程，获得识字体验，最终准确识字。同
时，本课词串读起来有一定的节奏感，因此教师还要放手让
学生多读，反复接触文本语言，感受文本的韵律美。

1．生字卡片，制作多媒体课件。（教师）

2．预习生字，做字卡。（学生）

1课时。

2．出示图片，做游戏。猜猜出示的图片分别是哪个季节。



设计意图：低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声音、图画、颜色等都
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令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顺应儿童的心
理，开课伊始，创设新奇有趣的情景，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使他们兴趣盎然地投入到学习中。

（1）仔细观察插图，说说看到了什么。先跟同桌说一说，然
后告诉老师。

（2）根据交流出示词语：

春风夏雨秋霜冬雪

（3）借助拼音自由朗读词语。

（4）指名读、小老师领读、开火车读。

其中重点指导读好后鼻音：风冬翘舌音：霜

（1）交流：你们生活中见到过“霜、雪”这两种自然现象吗？

（2）教师讲解有关霜的小知识。雨字头的字大都是一种天气
现象。大家看，借助字的偏旁，我们还能认识这些字。

（3）相机识记生字。认识部首“雨字头”。

（4）仔细观察，说说“雨”作部首时，在写法上有什么变化。

（5）教师范写生字“雪”，学生书空，并口头说出笔顺。

（1）出示短语。学生借助拼音自读。

（2）说说春风吹过来的感觉。

（3）比较被夏天的风、秋天的风、冬天的风吹有什么不同的
感受。



（4）说说夏天下雨的情景，读出雨下得大的感觉，读
好“落”。

（5）了解“霜降”。认识部首左耳旁。交流自己积累的带有
这个部首的其他字。

（6）指名说说下雪时的情景，感受雪花的轻盈。

（7）有感情地齐读第二组词串。

池草青山花红鱼出水鸟入林

（1）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学生按照一定顺序观察图上画了哪
些景物。

（2）指导学生用自己的话交流。

（3）出示词串三和四。

（4）小组合作，借助拼音等方法朗读词串，相互正音。

（5）指名朗读，开火车读，齐读。

（1）仔细观察本课的生字，说说自己是怎样记住的。

（换偏旁法，如“雪”，可以通过换偏旁变成“霜”识记；
比较识记法，如“入”字，通过和“人”比较识记；通过形
象演变进行识记，如“飞”字，可以想象成鸟的形状等；加
一加法，如“落、飘”，可以用部件加一加的方法记忆。）

（2）小组内互相交流好方法。

设计意图：教给识字方法，促进自主识字。有层次性地、有
目的性地把识字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中，与认识事物结合
起来，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识字，在识字的同



时，发展语言，提高认识能力。可以说，在语言环境中学到
的字词是活的，带着感情记忆的东西是牢固的，收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1．指导书写生字“春、冬、花、入、风、雪、飞”。

（1）学生抽读生字，复习巩固生字的读音。

（2）分析生字，记忆生字，了解结构。

（3）示范指导，学生书空笔顺，认真练写。

重点关注“春、冬”：两字的撇和捺要舒展。“冬”的两点
要在竖中线上。

“入”的第二笔要长，并且要出头。

“风”和“飞”的横斜钩要写得稳当。

复习书写姿势：书写时要做到哪“三个一”？（胸离桌子一
拳远；眼离书本一尺远；手离笔尖一寸远。）

2．学生当小老师给老师讲一讲每一个笔画应该占田字格的什
么位置。遇到学生说不准的地方，教师重点讲解。

3．学生完成书中的写字练习，先书空笔顺，再观察每一笔画
在田字格中的位置，重点看清难点笔画的写法，然后描红，
最后练习书写。（提醒学生注意书写姿势。）

4．教师巡视，对个别学生予以指导。

5．利用投影仪进行书写展评。

设计意图：抓住汉字的构字规律，掌握识字方法。教学中，
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了解生字的结构。一年级的识字教学



要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教师要注重多示范，一笔一笔地教，
力求让学生把每个笔画写正确、写规范、写到位。

1．学生组成四人学习小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可
以按照课文顺序读，也可以打乱顺序自己调整读。

2．班内交流读。

方法1：按照词语——词组——词语——词组的顺序。

3．指导学生运用多种方式读。

4．教师总结。

设计意图：这里采用了多样的朗读形式，通过重组朗读，使
识字语境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动有趣，更具有清晰的画面
感。

本课的教学，我充分发挥了教材优势，促进了学生发展，觉
得以下两点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1．借助插图，联系实际想象画面，轻松快乐识字。

教学中，我充分利用课文中的优美插图，引导学生联系生活，
想象画面。学生对四季的特点有了充分的感知，激发了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识字的热情。

2．教给识字方法，促进自主识字。

人教版实验教材在识字的编排上，注重渗透汉字的构字方法，
不断引导学生发现新的识字方法。在本课的教学中，教师就
抓住了汉字的构字规律，引导学生主动掌握识字方法。教学
时，让学生通过观察去比较，发现异同。同时鼓励学生根据
自我经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识字。这样学生不但能很快
记住这些字，而且会慢慢地根据这个特点去认识更多的汉字，



培养了识字能力，使学生学得主动、学得有趣。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篇二

苍穹似野，天幕四合，银光点点，群星闪烁。

深秋，我站在老家的屋顶上，仰望家乡的星空。

天之苍苍，已经很久不见这纯粹的蓝了。平时见到的城市天
空密布着污浊的尘埃，星星早已变作暗淡的浑浊，根本没有
了那亮晶晶的灵动。

这得感谢小外甥。晚饭时，小外甥就往屋外跑。问他做啥，
说看星星。我说，天黑以后才能看到，你没有见过那么多的
星星，满天星斗都会眨眼。小外甥被我说得心动，盼着天赶
紧黑。

晚饭后，天上出现了寥落的几颗，他就兴奋地咋呼起来。

我告诉他，等夜深了，我和他一起看。开始他还兴致颇高，
可没等到深夜，他就困了。

我知道，繁重的课业负担，已经让现在的小孩没有了童真。
早早的就得睡觉以早起上学，已经形成了习惯。哪像我们小
时候，哪个晚上不是疯到十一二点。除非母亲那悠远的喊声
在村庄回荡，孩子才会想到应该睡觉了。

被小外甥勾起的思绪仍在激荡。夜已经很深了，我站到院中，
看蓝色的天幕下，镶嵌着晶莹的银光。密密麻麻，一闪一眨。
久违了，这清澈的夜色。我忍不住登上屋顶，慢慢仰望起来。

天空的湛蓝，首先让我悸动。晴朗的天幕，蓝到了极致，那
种深深的颜色，已经超越了我心目中的定势，让心微微颤抖
起来。有了深色天幕的映衬，满天繁星，越发明亮。河汉缓



缓流淌，仿佛挤满了无数的银鱼跳跃。北斗总是闪闪亮亮，
却怎么也排不齐七个人的队列。织女侧身遥望，一定是牵挂
着那一直追赶她的夫婿，还有那挑担中的一双儿女。

仰望夜幕下的星空，就会想起我最喜爱的秋天，和秋天的高
空。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我更喜欢高天无垠，大地辽阔，
胸襟就会变得宽广豪放。看着蓝天白云，能感受天高地远；
有时鱼鳞淡淡，会让你淡泊安静；或者晚霞炎炎，令人炽热
如火；若是乌云翻滚，就闲看世间沧桑了。

古人云，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我则说，心旷天高，宁静致远。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篇三

前进，前进

悲哀下一刻零丁

明明

不只会一人孤静

哪方哪片

没有笑醒

一团团和气

衍生开一簇簇幽寂

笑



不在乎玫瑰与春天

会在何方有联系

所见

冬季

却也冰封上整年冷清

心

不停

不停祈祷

心情

哀求

让天空可存在一霎

雪夜夜雪

这般景

记不太得

夏日芭蕉轻点雨荷

滴、滴嗒

便如断断续续

不清不楚地表达



其实想忘了回答

要回答

又要回忆

又要怀念

我不仅忘了秋天红叶

连同那画上残叶

不清

我会摘下心情

让风划过每处

清清爽爽

才体会到

心情上最最，最是难得的

那一小片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篇四

1、能正确认读8个生字，正确认读新词语，会写7个生字，认
识3个偏旁。

2、能用词语说句子，学习用句号。

1、能正确认读8个生字，正确认读新词语，会写7个生字，认



识3个偏旁。

2、能借助图画和生活实际，了解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以及特
点。

3、能用词语说句子，学习用句号。

生字词语卡片，课件。

一、导入新课

1、问：一年有哪几个季节?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2、板书课题，领读，指导书写"春、冬"。

二、学习新词

1、依次出示四幅图画，说说图上有哪些景物，用句式练习说
话：

我知道图上画的是( )季节，因为我看到图上画的有( )。

2、依次出示四个词语：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指导认读。

3、出示：吹、落、降、飘，认识3个新偏旁，指导认读，交
流记字方法。

4、词语搭配练习，练习朗读短语。

春风、夏雨、秋霜、冬雪

吹、落、降、飘

5、拓展：还有哪些事物能用上"吹、落、降、飘"?



三、指导写字

1、认读：风、雪。组词，造句。

2、指导书写。

四、布置作业

观察四季景色，并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教学活动

一、复习导入

1、认读生字词卡片。

2、问：你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

二、看图学词

1、出示课文图画，问：看图的方法和顺序有哪些?

2、指导看图说话，练习句式：

我看到图上远处有()，近处有()，左面有()，右面有()。

3、出示新词语，指导正确认读。

4、用上新词语说一句完整的话。

5、教师朗读短语，想象画面，问：你看到了什么?

三、学习生字

1、认读：游、池、入，组词，造句。



2、指导书写：飞、入。

四、布置作业

找一些描写四季的词语读一读。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篇五

我有一个可爱的家乡，就是马鞍山。马鞍山的美呈现在“春、
夏、秋、冬”四幅画里。这四幅画各有各的独特之美，下面
我就来说“家乡画”吧。

春天的画中，百花争艳，蝴蝶飞舞，从地里冒出许多嫩绿的
小芽。一群群可爱的孩子在扎辫子柳树小姐下面跳舞歌
唱！“蓝天白天，绿树红花”，这何不让孩子如此快乐如此
美好？是的，在春天的感召下，孩子们欢畅活泼地舞动着双
手跳着土家族的舞蹈，开心地笑了！春天的美，美在这“蓝
天白云，绿树红花”！

在夏天的画里，树木茂盛的大山上百鸟展翅飞翔，有时还会
看见稀有的白鹤呢！百花的芬芳，会招来“嗡嗡”的小蜜蜂
到处采蜜，到处欢快地叫！小河流水也叮咚叮咚地歌唱。孩
子们看见河水，手直痒痒，连忙拉着小伙伴，扑通扑通跳下
河！胆大的小孩还敢过河呢！夏天的美，美在小朋友的笑声
和动物们的欢乐！

秋天的画中，像一片金色的海洋。树叶散散零零地随风飘舞，
像一个个小精灵一样。当我们走进果园里，桃树，梨树，橘
树，苹果树等等，都向我们伸出又大又圆的果实！田野里的
稻子也丰收了，老人们都笑得合不拢嘴。夜晚，月亮圆了，
人们都吃着又大又圆的月饼，甜甜的，一直甜到心里！秋天
的美，美在丰收之喜，月饼之甜！

在冬天的画里，一片白色的世界呈现在眼前。大人们都在自



己的屋里烤火，小孩都在外面堆雪人，打雪仗。鞭炮声响了，
人们都会高兴地说：“新年到了！”大人们最喜欢和家人们
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而小孩们就想在雪地里放礼炮，拜完
年从长辈手中拿到压岁钱！冬天的美，美在漂亮的雪花，美
在春节的喜庆！

我的家乡美吧！这应该谢谢“春，夏，秋，冬”的神秘色彩！

我爱我的家乡！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篇六

春春，随着第一滴春雨，第一阵春风，第一朵春天的花，落
下，吹来，绽放。

我爱春，爱春天的太阳，没有夏的猛烈，秋的弱，冬的无力，
似乎永远不温不火，给人予温暖，送人予真情，赋人予活力，
既严肃又亲近。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在天空绽放时，一股温暖
的力量剥掉了人们身上厚重的棉衣，褪掉了大地单调的白，
铺上绿，铺上黄。铺上春天的颜色。我爱春，爱春天的雨，
不是倾盆大雨，而是那种丝丝小雨，是那么柔和。滋润庄稼
和花，禾苗舒展着被雪压弯了的腰，吸收着雨露，露出笑脸。
春雨拍松了泥士，小草趁着这个好机会用头拱出泥土，冒出
嫩芽，看着这外面的大千世界，于是春雨下着，小草破土而
出，花儿绽放，蒙蒙的雨幕中从地底钻出了不少小生命。我
爱春，爱她的风，像无形的大手，挥撒下生命的种子，挥撒
下属于春天的活力；柔和的春风吹着，树哗哗地响，解冻的
湖面荡起涟漪，于是我的心也随着一圈圈波纹荡漾起来，似
乎自己也成了春天中湖中的一片叶子，随春风飘荡，悠然自
得。我爱春，爱她的天空，没有一丝阴沉的气息，燕子、喜
鹊在天空中飞翔，播撒歌声，挥弄着翅膀，留下优美的身影，
留下动人的鸟语。

我爱春，爱她的希望，爱她的和平，爱她的美好。秋景“一



叶知秋色”，落叶飘飘成为秋色一景。秋天的风，吹走了春
季的“湿”，吹走了夏季的“闷”，带来了一阵清凉。人们
都说，秋风是干燥的。我却不以为然，我喜欢秋风拌面的感
觉，它可以让人头脑清醒；可以让身上的尘埃飞向远方；可
以带我们的灵魂走进秋色。秋风一闪，万树都会报以热烈的
掌声和优美的舞姿，那个场面隆重盛大，不亚于盛大晚会的
热闹场面，满天飞舞着蝶一般的落叶。叶子之间碰撞出的响
声似乎在向大地母亲报喜，离家的孩子要回到大地母亲的怀
抱，激动的心情是无以用言语表达的，也不需要表达，因为
秋风已经悄悄地告知大地。秋天的叶，带走了春季的“绿”，
带走了夏季的“壳”，带来了一段满天飞舞的动人场面。每
一片落叶都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同时又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落叶在风中尽情地舞动着婀娜的身姿，时而偏偏下落，时而
转圈，时而随风而行，身披黄衫的它们，此时是在以最优美
的舞姿向大树告别。感谢大树母亲的养育之恩。秋天的叶铺
满了世界各个角落，一走过，犹如在弹奏着动听的钢琴曲，
此起彼伏。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气势，“余音绕梁三
日”。秋天的色，涂掸了春天的“多彩”，涂掸了夏季
的“火红”，染上了一层深褐色。

褐色是秋的主色调。秋的到来，天地万物以此来迎接。褐色
让人产生无限暇想。我不喜欢“多彩”，不喜欢“火红”，
也不喜欢“洁白”，唯独热爱褐色。它代表着一种庄重、沉
稳，同时它也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颗“琥珀”，透明之中裹
着一种辛酸。同时褐色也是画家们在描绘秋景时的最爱。秋
天的色调朴素。不雍容华贵，不矫柔造作，以质朴征服了我。
秋天的阳光，覆盖了春季的“温暖”，覆盖了夏季的“炎
热”，送来了一丝丝“爽意”，秋天的阳光醒来都是挺晚的，
消失得也快。算得上“晚出早归”。但并不妨碍它的质美。
它不单单照射到万物，同时把人类心灵深处照得通通透透。
我想，秋天的阳光是了解我内心的秘密，我不用向谁倾吐。
因为秋天的阳光已经告诉大自然的万物，它们会和我一起同
喜同忧。秋天的风，秋天的叶，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
构成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图画中埋藏了许许多多的秘密，



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就有以揭开；图画中蕴藏了许许多多的
人生哲理，只要我们积极求索，就可以领悟。图画中展现了
许许多多多姿的人生，只要我们端正态度，就可以拥有。秋
景——一幅美妙的人生宏图。3。我最喜欢的季节在一年中的
四个季节里，我反感春天温暖的.阳光和和煦的春风，讨厌夏
天的炎热，厌倦万花凋谢的冬天，偏偏对落叶萧萧的秋天情
有独钟。

在热魔王最猖狂的时节——夏离开了人间的时候，秋便迈着
轻盈的脚步来到了人间。不一会儿，城市中便到处布满了秋
天的景象，一点夏天的气息也没有了。秋，来到了校园，霎
时间，所有的花一下子从酷暑中解脱出来，重见了生机。这
时，几片叶子落在地上，风儿吹着它们旋转着为这伟大的秋
舞蹈。哦，伟大的秋！秋，来到了田野，热情地同挂在树上
的一串串金黄色的玉米打招呼，一颗颗黄灿灿、饱满的玉米
粒儿向人展示秋天特有的姿色。屋檐下，秋吻得辣椒的脸火
红红的，像一挂挂等待人们点燃的鞭炮……秋，轻轻地扑上
农民们的脸，为庄稼增添了“祝福”，为农民增添了高兴。
哦，伟大的秋！秋，来到了果园，打开了它的“化妆盒”，
把苹果擦得透红，把桔子抹得金黄，把葡萄涂得紫莹莹
的……秋推出了这一切，惬意地笑着，笑着……哦，伟大的
秋！秋，把丰硕的果实留给了人间，把美好的祝福留给了人
间。

秋呢，便拂袖而去，树枝摇曳，叶儿欲追随秋的足迹，乘风
而去，在空中打了几个旋转，又飘然而落，留下了一个美好
的思念和静静的沉思。秋就这样默默地为人们“服务”，而
我们也不知该回报什么给它。我爱秋，更爱它那不图回报，
甘心为人们“服务”的高尚品德！

秋冬种工作实施方案 春夏秋冬教案篇七

我爱一年的四季。为什么喜欢一年中的每一个季节？因为每



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韵味。

春之活力

春天的到来，使万物苏醒。洞里的熊醒来，开始觅食；树上
的鸟巢，又住进鸟儿；水里的鱼儿，透过融化的冰面，看到
了五彩的世界。春姑娘，飞过小溪，小溪的鱼儿变得充满活
力；飞过森林，树枝抽出新芽；飞过树梢，带来一群小鸟；
飞过土地，农民开始劳作……总之，春天带来了活力。

夏之狂热

夏天不知不觉地替换了夏天。路上的行人尽管拿着扇子，却
还是抵挡不住空气的灼热。人们上班、上学回来后，肯定要
冲个凉、喝杯水或吃根雪糕。人们受不了炎热，动物也受不
了。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热啊，热啊。”狗一动不动
地卧在树荫下伸出了舌头……总之，夏天带来了狂热。

秋之凉爽

秋天终于来临，它的凉爽赶走了炎热。农民伯伯此时最快乐。
自己辛苦劳作终于有了一个好收成：黄黄的玉米、红红的苹
果、紫紫的葡萄……秋天给我不在是炎热，而是凉爽。

冬之欢乐

冬天来了，带来了寒冷，也带来了银白的雪。小河里的水结
冰了，小树换成银色的装束，大地换成了银白的棉袄小孩们
打雪仗、堆雪人……总之，冬天给我们带来欢乐。

我爱一年四季，爱春天的活力、夏天的狂热、秋天的凉爽、
冬天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