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朵杏花教案第二课时 第一朵杏花教
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第一朵杏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这篇《第一朵杏花》是鄂教版第六册第六单元的第一篇课文，
本单元以“观察与思考”为主题，这篇课文讲述了我国著名
科学家竺可桢研究物候学的一个小故事，赞扬了竺可桢一丝
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题为《第一朵杏花》，实际上是从把
握第一朵杏花开放的精确时间来说明竺可桢严谨的科学态度。
教学中，我将这篇课文划分为两个课时来完成。第一课时：
初读课文，学习课文第一至第五自然段，了解他们第一次看
杏花的经历，初步了解人物形象；第二课时，学习课文第六
至第十六自然段，品读第二次看杏花的经历，并从人物的语
言和动作中感受文章的思想内涵。

教学中，我着重把握了以下几个训练点：

拟人的修辞手法在这篇课文中出现了三次，这节课中着重体
现了两处。开课时，让学生

找出第六自然段的重点句“春风吹皱了河水，吹醒了小草，
吹绿了柳梢，吹鼓了杏树的花苞”，通过反复朗读想象画面，
接着圈出句子中用得好的词“吹皱了”“吹醒了”“吹绿
了”“吹鼓了”，再思考这些词语好在哪儿，让学生一步步
感受作者是把春风当做人来写，写出了春风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处“阳光下的杏树，捧出了第一朵盛开的杏花”，通过
做动作了解作者在这儿是把杏树当作人来写，让我们感受到



了这第一朵杏花的珍贵。就这样，朗读、想象，再朗读，一
步一步体会拟人修辞手法的精妙。

运用人物的语言来表达人物的特点，是本文表达上的主要特
点。

文中孩子和竺爷爷的那段对话，看似平淡无奇，却隐含着丰
富的潜台词，留给作者极为

广阔的想象空间。经历了一年的等待，经历了一个春天的细
致观察，终于等到了这盛开的第一朵杏花，孩子当时一定是
万般的急切与兴奋，课文中一连用了三个感叹号。如何让学
生们体会并读出这种情感？想象！想象孩子这个春天会怎样
去等待和观察，走进孩子的生活去感受这份成功的不易！早
上看、傍晚看，上学前看、放学后看，晴天看、雨中看，终
于等到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这一刻，他怎能不兴奋，怎能不
急切！在头脑中还原了孩子观察等待的场景，带着感情的朗
读自然水到渠成。

竺爷爷的话中也是如此，“什么事情啊？”“什么时
候”“是第一朵吗？”一连三个问号中有疑惑，也有兴奋赞
许，更是他对待科学严谨态度的体现啊！

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中直接引用了竺爷爷的话，这两句话集
中体现了他对待科学研究一丝不苟的态度，通过反复朗读，
找准关键词“精确”，突出语气词“不能、也不能”，进一
步感受竺可桢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一年的春天，竺爷爷走近杏树仔细数花朵、弯腰习惯性地
问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这些言行都为孩子埋下了“明年
一定要看到第一朵杏花”的信念。观察等待了一年，孩子终
于等来了这一天，他将这个发现告诉竺爷爷时，竺爷爷的眼
神和语气中是掩藏不住的兴奋和赞许，他走进书房，郑重地
记下这个日子，这又是对孩子多大的鼓励啊！竺爷爷用自己



的言行深深影响了孩子，孩子也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自己的
承诺，他从竺爷爷求真的科学态度中学会了认真观察的方法，
学会了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这就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教学
中，我不仅关注了竺爷爷，引导学生从他的语言动作中体会
他求真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关注了这位践行承诺、学会观察
的孩子，两手齐抓，体现了这种科学态度的传承。

学完课文后，我让学生们在悠扬的音乐声中谈谈自己的感受，
目的也是想通过文中竺爷爷和小孩的精神力量反思自己的言
行，学会科学求真，学会精确观察，学会信守承诺，这也是
一种精神的传承。

第一朵杏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语文是工具。学生阅读书籍和写作文章的技能必须通过训练
方能形成。阅读积累了语言和思维的材料，具有范型的作用，
阅读材料在一定意义上为学生作文提供了“样式”，而作文
在一定意义上说则是阅读的运用，对阅读有促进和强化作用。
换句话讲，读和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读是理解，是吸收；
写是表达，是运用。读和写的关系实质是“吸收”和“表
达”的关系，是“学”和“用”的关系。学用必须一致，读
写必须结合。读和写的紧密结舍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实现语文
教学的整体目标。

杜甫的名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千百年来成了人
们读和写结合的至理名言。不过书海无涯，要讲究效
率。“万卷”怕是没有时间去破的。我们的职责是要在有限
的时间内，指导学生攻读有限的篇目。

小学阶段共有三百多篇课文，如果要求学生胸有文章百篇辽
是有困难的。如果让学生精读百篇课文中的精彩片断，获
得“下笔尚通顺”的效果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段的训练在
语文教学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阅读训练中，段的训
练下仅包含着词句的因素，而且是构成篇章和体现文脉的外



在形式；在作文教学中，段的训练是基础，没有扎实的构段
基本功就不能顺利实现布局谋篇。因此，引导学生把语文中
的精彩片断学到手，让学生“胸有百段”，以读学写，写中
促读，是读写结合的重要途径。中年级在学生学习阶段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扎扎实实地进行片断读写训练，将使学生
受益匪浅。

今天我听了刘爱香的《第一朵杏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句段式模仿，即用刚学的句式、段式模仿写片段，可见成效。

句式模仿，例如在刘老师的《第一朵杏花》有这样一个片段，
让学生模仿文中“时间像飞箭，转眼又是一年。春风吹绿了
柳梢，吹绿了小草，吹皱了河水，吹鼓了杏树的花苞……”
的句式，来自己写一写。她先提供了一个句式：时间像飞箭，
转眼又是一年。——风吹——，吹——，吹——，
吹——……于是，在孩子们的笔下，出现了“时间像飞箭，
转眼又是一年。秋风吹黄了橘子，吹红了柿子，吹熟了庄
稼……”“时间像飞箭，转眼又是一年。秋风吹黄了小草，
吹走了大雁，吹落了树叶，吹熟了玉米。“时间像飞箭，转
眼又是一年。寒风吹枯了小草，吹开了腊梅，吹冻了河水，
吹来了雪花”等一些充满着诗情、跳动着灵性的语句。

第一朵杏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在教学本课时，我围绕着“第一朵”杏花以及竺可桢爷爷两
次看杏花的不同进行，再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如“竺可
桢爷爷从外面回来，看到杏花开了，便走近杏树‘数’了数，
已经有四朵不同程度的绽放开来……”“竺爷爷‘弯下腰
来’，‘习惯’地问，‘你知道杏花是哪天开放的
吗?’”“弯下腰来”感受竺可桢爷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
特点，学生基本能由我的引导感悟到;而这里的“习惯”二字，
说明竺爷爷的细心观察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动作;“我是问第
一朵是哪天开放的。”感受到竺可桢爷爷对科学研究的负责;
还有“什么事情啊?”“什么时候?”“是第一朵吗?”表现他



对杏花开放的关注。别人赏花，他却数花，问花。最妙的地
方是当竺爷爷听到第一朵杏花开放了的时候的反应:“顷刻间
像年轻了几十岁，立即兴冲冲地快步走到前院。”此时的竺
爷爷是何等的兴奋和激动啊!这里的问句短小，语气急促，不
难看出他此时格外激动、兴奋，几近欣喜若狂的情态。

这篇课文出现了这组一问一答的对话，而这段对话大都没有
提示语，但引导学生读好对话，通过人物语言来想像他们说
话时的语气神情，理解竺爷爷内心活动却是教学的重点与难
点。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让他们在读
中体会，读中想象，想象到人物说话时各自的语气、神态，
甚至动作，并进行空白处的补充，然后进行分角色朗读，学
生读得投入，通过朗读真正体会到竺爷爷一丝不苟的科学研
究态度。

在教学过程中，我讲述的部分多于学生理解感悟和朗读，似
乎是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今后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明确自
己引导者的地位，更好的让学生发挥他们的优越性。

另外，在教学完本课之后才发现自己将文中小女孩只是一带
而过，没能引导学生感受这个小女孩身上值得他们学习的东
西。所以，我认为我首要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备课，如何更深
层次地与文本对话。加强对教学的解读，灵活变通教材，及
时关注时代发展的新动向，吸收生活中鲜活的素材，把它及
时地整理、融合到自己的教学中。同时学习多样的教学手段
也是我的当务之急，主动了解学生，找到适合孩子的最有效
的教学手段。

第一朵杏花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第一朵杏花》这篇课文讲述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前后
两次向孩子查询第一朵杏花开放的具体时间的一个小故事，
赞扬了竺可桢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说明只有通过精确
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题为“第一朵杏



花”实际上是从把握第一朵杏花开放的精确时间来说明竺可
桢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现记录下上此课时的点滴做法：

开课时，我在板书上故意把“第一朵杏花”的“第”字漏写，
学生立刻在下面七嘴八舌：“老师，你漏写了一个‘第’字。
”顺着学生话我问：“不就漏了一个字吗？都是写杏花，有
什么不同?”学生激动地站起来说：“老师，意思不一样
的……”，课堂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看着学生们红扑扑
的脸，知道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我
把“第”也写在了黑板上。

在对课题质疑后，我追问学生：“请你自读课文，看看课文
几次提到了‘第一朵杏花’，并勾画出来。”学生带着激情
自读，快速找到竺可桢二次看杏花的情景以及时间。在理解
感悟课文内容时，通过学生读、讨论、交流、汇报等多种形
式去自悟，进而明白了竺爷爷弯下腰来和小男孩说话可以说
明竺爷爷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

这篇课文出现了几组一问一答对话，而这段对话大都没有提
示语，但引导学生读好对话，通过人物语言来想象他们说话
时的语气神情，理解竺爷爷内心活动却是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读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让他们在读中体
会，在读中想象，想象到人物说话时各自的语气、神态，甚
至动作，并进行空白处的补充，然后进行分角色朗读。通过
他们自己的讨论，加深了人物间对话的理解，此时学生读得
更投入了，也真正体会到了竺爷爷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态度。

第一朵杏花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上课比赛，收获颇多。从拿到教材到备课、
上课，我对自己的语文教学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一、字词教学应扎实



字词教学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应该在语文教学中占一定的分
量，结合我们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更应加强字词教学的力
度。我在教学《第一朵杏花》的字词时，单单用小黑板出示
了本课生字词，带领学生读了两遍。这样的字词教学显然不
够扎实，有的学生甚至根本没能会读。也许是因为上的是比
赛课，我将本应两课时完成的教学压缩到了一课时中，所以
在教学设计时出于时间上的考虑而忽略了。但是，想想自己
平时的教学，时间充分却也未能细致教学每课的生字词，导
致生字词默写几遍，都有学生仍然出错，学生写起作文、日
记来错别字连篇。看似简单的字词教学可真是不能小瞧啊！

二、抓课后问题

有时课后问题的设计可以为教者提供最佳的教学切入口，教
师如能充分利用课后问题的提示，引领学生潜心会文，深刻
地思考，就能在准确地“把握文章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深
入地探讨课文的内涵，深刻地“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例如本课课后练习第5题“默读课文，说说课文为什么以‘第
一朵杏花’为题”，就是本文教学的有效切入点，如能抓住
这个问题设计教学环节，就可使整个教学环节更有整体感，
也能更准确的扣紧课文内容和主题。

三、课堂小环节处理不到位

有句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一节课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
上也取决于课堂中的小环节把握是否恰到好处。而我在本节
课的教学中则恰恰疏忽了这些。比如：在第二年春天，孩子
观察到了第一朵杏花开放了，兴奋地去告诉竺爷爷的那个片
段的教学中，我设计了让学生给人物对话补充提示语的环节，
有三个学生发了言，我只是让他们根据自己补充的提示语把
人物对话分角色朗读出来便草草结束了。其实在学生的回答
中，有的提示语很符合当时的情境和人物的心理，而有的学
生的回答则不够妥当，或值得推敲。在这里教师不妨将学生
的回答写在黑板上，然后组织学生来作个对比，通过这样的



处理，帮助学生揣摩特定语境中的人物表现，对于学生来说
是个很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