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草啊小草歌曲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草啊小草歌曲教案篇一

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不同老师的眼中、面对不同的学生，绝对
是不同的。

北师大张东娇教授来校指导校园文化课例，郭云老师上的就
是这篇课文。她曾在指导课中反复强调：丰厚文本，深度教
学。提出让师生读读相关的书籍。

当我现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很自然地不收课文的限制，文本
的教学简单而轻松，我把时间留给文中主人公带来的书籍资
源。

从学校图书馆，孩子们借来了《简爱》《呼啸山庄》《艾格
尼斯格雷》，废寝忘食地阅读起来。读中，她们找到了简爱
的原型，发现了与作者的相似之处，阅读课上品评人物，就
成了最热火朝天的情形。不要担心落伍者停滞的脚步，无法
交流时的尴尬，会无形中督促他们奋蹄阅读。

从课内走向课外――这就是我对这篇课文最大价值的发掘。

小草啊小草歌曲教案篇二

（一）

维恩图是一种选择、分类和比较信息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在
学生观察比较香樟树和狗尾草的特点后，我让学生明确维恩



图的操作方法：先把大树和小草的特点分别写在各自的框里，
然后对照两边的特点，把共有的特点写入交*的位置，再把两
边共有的特点划掉。让学生第一次就牢固掌握这一种学习科
学的有用工具。

（二）

我对本课的实施过程进行了变动，课一开始在引出狗尾草之
后，我先带领孩子们去校园里寻找并小心的采集狗尾草，然
后在教室里展开小组观察交流，完成对狗尾草各部分特点的
了解，最后，讨论大树和小草的相同和不同，结束本课。课
刚结束，听到有几个学生在交流：科学课真有味道！心里感
到非常的欣慰！做一个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一直是我的追求。

小草啊小草歌曲教案篇三

一、抓中心句，一唱三叹。

课文围绕中心句“她的生命艰辛而又壮丽，像一朵傲放于风
沙中的'仙人掌花。”主要写出了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作道路上
遭遇的逆境。教学时我让学生想象、抓住重点词语谈体会，
并且与指导朗读结合起来，通过一遍又一遍的渲染，形成强
烈的情感反差，让学生走进夏洛蒂勃朗等三姐妹的内心世界，
与主人公去撞响生命的最强音。但是想象练习如果放在课文
的第6自然段，而不是第2自然段，会更加引起学生的共鸣。
同时每次读中心句不是机械重复而是有每次的侧重点，就显
得不单调了。

二、授之予渔，深化理解。

课文的另一个特点是比喻句多，包括文章题目，形象而又意
义深刻，除了让学生理解句子含义，更应该教给他们方法，
这才是最有效的教学。我把教学重点、难点的设计思路锁定了
“比喻句”这一语言现象。由“逆”字引读全文，品读“像



一朵……”“钢铁般的意志……”这两个比喻句的含义，进
一步感受文题的巧妙。这样的教学环节渗透了原汁原味
的“语文味”。

小草啊小草歌曲教案篇四

本文又是篇新课文，介绍的是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逆境成
才的感人故事。这是一个不屈的女性，她活出了一位卑微的
女性的尊严。是我们现代人学习的榜样。

下面对提高教师课堂评价语有效性谈几点认识：

一、评价语言要有针对性，要反映出学生发言好在哪儿，错
在哪儿。当学生回答片言只语时，教师要在评价中让学生获
得学习方法，以此提升学习能力。

二、评价语言要多样，富有变化。如评价学生的朗读，不要
仅仅停留在“读得声音响亮、很有感情”这一肤浅层面上。
应该要明确地告诉他哪里读得好，为什么要这样读等等。

三、要善于从学生错误的发言中捕捉正确的因素。尤其是对
一些中下学生，更要注意鼓励评价，不只是简单的判断和褒
奖，注重具体的引导，更多的是内容、方法层面上点拨和引
导。当然，评价语言的情感性、幽默性则是更高层面上的引
导。

以上就是《小草和大树》教学反思全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
帮助！

小草啊小草歌曲教案篇五

《小草》是教科版语文的第六课，这是一篇散文，词句优美，
段落清晰，写作手法鲜明。在进行本课第二课时教学时，我
以小草的歌曲导入，先让特定学生清唱，随之播放音乐，全



体学生就会跃跃欲试跟着一起唱，这就将课堂气氛先调动了
起来，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由此导入课题，能让学生们
先感受到作者对小草的喜爱。

接下来就是对重点词语、段落的学习。由于这篇散文结构简
明，所以，在教学时只选定一个自然段作为重点，进行写作
分析，感情领悟即可，其它段落的写作手法如出一辙，在掌
握这个自然段重难点的基础上，理解其它段落就不成问题。
因此，我把第二自然段作为重点，3――5自然段让学生自学，
这样既节省了课堂时间，又锻炼了学生们的各种能力。最后，
由小草的品质引申到身边的人，让学生们拿出笔写一写，赞
美我们身边的人。

整节课的环节就是如此，在实际教学中也如期完成。但也有
不尽人意的地方，朗读的时间过短，就会影响学生对思想感
情的领悟，没有等学生的情绪上来，就进行下一环节了，这
就导致了不完整性。在今后的教学中，要重点抓学生的朗读，
感悟，只有在熟练的朗读基础上，才能达到感情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