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样不一样教案反思 和我们一样享
受春天课堂教学反思课后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一样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一

这是一首诗歌，描写大海、沙漠、天空、草地战争前后的不
同景象，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憎恨，对和平的渴望之情。

诗歌四个小结的.结构相似，都是先写景物本应什么样，遭到
破坏后又变得怎么样，对比鲜明，让人痛心。教学本文，以
读为主，生在读中感受战争的残酷无情，感受作者的内心的
情感。

最后一个拓展仿写环节，孩子们也大都说的有条有理，想象
大胆合理。

一样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二

《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是一首呼唤和平的诗。它以一个孩
子的视角，揭示了战争给自然世界带来的种种不安宁，发出
对和平的呼唤。全诗共五小节，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描述了战争给自然世界带来的种种不安宁，第二部分发出祈
盼，让战争中的孩子和我们一样在鲜花中读书，一同享受美
好的春天。

因本课是篇略读课文，所以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紧紧围绕
导读提示，采用感情朗读、补充材料、随文练笔这三种形式
来进行。



一、成功之处

1、声情并茂的朗读必须是在有了一定的感情积淀的基础上才
能喷薄而出。为了让学生体验生活的美好，我把1——4节中
的前两行单独罗列出来，让学生边读边想象，说说你仿佛看
到了什么？学生描绘的景色很美，那皎洁的月亮，那无边无
际的蔚蓝色大海，那如钻石般闪烁的星星??使大家深深地体
会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
有感情地朗读，学生是愉悦的。

课文中所讲的战争给自然世界带来的种种不安宁，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为了让学生更深地体验战争的残酷，我布置学生
收集近些年来有关战争的资料。这样学生就可以从这些资料
中了解到战争到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不安定的因素。从
这些资料中，以及课堂上播放的战争破坏世界画面，学生可
以清楚地了解到战争让那么多的人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战
争让那么多的亲人生离死别、国家沦丧??这样，使学生更加
深入地理解了课文内容，在朗读时表达的情感是沉痛的。自
然，学生对四句“这究竟是为什么？”的理解就水到渠成了。

2、随文练笔，一举数得。于永正老师说：“阅读教学中写的
训练，不应游离于课文之外，要使它成为阅读教学中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以诗句的仿写作为突破口，学习课
文对比的写法，让学生试着创编几节诗句，使学生学以致用，
举一反三，实现了读写结合，发展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了想
象和创新能力，也让学生们强烈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平
的可贵，为最后一节诗的学习做好了感情的铺垫。

二、不足之处

可能学生在学习前面四节内容时，兴致较高，所以在时间的
把握上不够恰当，所花的时间较多，以至影响了最后一节诗
句的学习，学生的情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一样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三

维护和平，还大自然以安宁

世界和平的祈盼

在鲜花中读书

作业设计：一。有感情的朗读并且背诵这首诗歌。

二自己试着写一首诗歌。

教后反思：

《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是一首儿童诗，内容很简单，以一
个孩子的视角，通过对大海、沙漠、夜空、草地等几个场景
中被罪恶的战争破坏的描写，并在最后一节中发出祈盼，希
望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让战火中的孩子和我们一样享受春
天。诗歌语言真挚，感情丰富。虽然，我们身处和平之中，
没有经历硝烟和炮火，但在课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里
学生已经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体验到了罪恶的战争使孩子
失去了父亲的那种极其悲痛的心情。于是带着对战争间接的
感受和体验，学习《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首诗歌，学生
已不再难以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憎恨战争、维护和平的情感。
通过课堂、通过文本、通过语言，让更多的人来呼唤和平，
让战争远离明天的世界！

没有很好地运用课后安排的《儿童和平公约》进行激情拓展，
进一步让学生体会“和平”。

一样不一样教案反思篇四

《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教学反思《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
这首诗歌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揭示了战争给自然世界带来



的种种不安宁，发出对和平的呼唤。诗歌语言真挚，感情丰
富，描绘了大自然的景物，更是花大篇幅描写了战争给人们
带来的灾难，让孩子们对战争进行强烈控诉以及和平的深情
呼唤。在课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里我感觉学生已经感
受到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了充满血腥的战争打破了世界的和
平，也体验到了罪恶的战争使孩子失去了父亲的那种极其悲
痛的心情。于是带着对战争间接的感受和体验，学习《和我
们一样享受春天》这首诗歌，学生已不再难以体会诗人所表
达的憎恨战争、维护和平的情感。

一、体验自然美在文章导入时，我让学生谈了眼中的春天是
怎么样的。现在正是春天，学生在假日也春游了，欣赏了春
天的美，感受了活动的乐趣。此刻他们谈得那么开心，说得
词汇那么丰富：温暖的、百花齐放、万物复苏、生机勃
勃……在我们眼中，春天是美好的，生活是快乐的，世界是
安全的，学生也已经深深体验到了。接着我让学生自由读诗，
诗歌前四小节的叙述结构比较相似，都是先讲美丽的自然景
物本来应该是怎样的.：蔚蓝的大海本来是海鸥的乐园……我
让学生读完开头后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学生讲到看到了
无边无际、蔚蓝的、安静的大海；看到了宁静的夜晚；看到
了广袤的沙漠；一切是那么和谐、那么美丽，通过他们多角
度的理解，以朗读的形式再现诗中所描绘的景象，去体会大
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与自由。

二、感受战争残酷本诗通过“可是”转折，描述现实状况：
巡弋的战舰和水雷成了不速之客……在原有美好与宁静的景
象与遭受战争破坏的景象的对比中，迸发出一声声痛心的疑
问：“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抓住这句重复的疑问作为教学
的切入点，先引导学生在有感情地反复诵读中想象你仿佛看
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学生畅所欲言，谈的感受很深。通
过强烈的反差，学生对失去美景、失去美好生活，产生了痛
惜、愤恨之情。这些情感，融入到学生的朗读中，让我们充
分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当我通过连续四个的“再也不是”
的引读，将美景与战争的场面重现在学生的面前。如“巡弋



的战舰和水雷成了不速之客，蔚蓝色的大海再也不是——海
鸥的乐园”，此时此刻，痛惜、伤感、愤恨、惋惜，难过，
多样的情感，在学生的心间升腾。

一样不一样教案反思篇五

今天，是年组教研课我讲的是《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
首诗歌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揭示了战争给自然世界带来的
种种不安宁，发出对和平的呼唤。诗歌语言真挚，感情丰富，
描绘了大自然的景物，更是花大篇幅描写了战争给人们带来
的灾难，让孩子们对战争进行强烈控诉以及和平的深情呼唤。
在讲完之余写下我的教学反思：

这节课我利用，品读结合、读议结合，学习课文。利用小组
合作质疑提出问题，答案从文本中去找，在文中写出感受体
会。然后填写表格。学生的自主学习方式多样，活动时间占
一节课的三分之二。在读议这一环节，学生的读很到位，有
节奏、有韵味，自信、放得开。文章前四小节通过强烈的反
差，学生对失去美景、失去美好生活，产生了痛惜、愤恨之
情。这些情感，融入到学生的朗读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
战争的残酷。

最后一节的希望与祈盼中有一个“……”，这是诗歌中的最
后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这个省略号意味深长，它省略的不
仅仅是无限美好的希望，更是千千万万人对和平的祈盼。抓住
“……”，让学生在读中去感悟，让学生读出发自肺腑的呼
唤，让学生感受到，要有我们这样的环境上课，是多么不容
易。祈盼世界和平常驻我家。从而引导学生珍惜现在的学习
生活。

由于教学时间调空不当，学生的议我做得还不到位，学生说
的少了些。如果填表格这一内容去掉，直接汇报时间就会充
裕了，学生说的也就多了。后面的自主感悟、换位整合也就
能充分展开了，学生也就能淋漓尽致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今



后，我应倍加努力钻研、探索、提高自身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