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凤仙花教学设计(优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一

凤仙花非常不耐寒冷，一般在秋季的时候种子就成熟了，然
后整个植株开始渐渐的变成枯萎状态，冬季一到，自然是一
种完全停止生长了，地上部也表现出枯死的状态，也就是说
此时的凤仙花为了自我保护进入了冬眠期。

光照管理

凤仙花喜欢光照，适宜温暖的的环境，无论是室内盆栽还是
种植在庭院中，最好都是选择一些向阳的位置。冬季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你家的凤仙花已经不需要管理了，就将它连花
盆一起放置在阴暗的地方，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即便是休眠
期也要保证凤仙花充足的光照，这样待到冬季越过春天到来，
凤仙花照样会萌芽、照样会开花。

水份管理

凤仙花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日常管理中也不太需要花友们
费太多的心思，但是到了冬季时要着重注意一点，虽然光照
还是和其他季节一样保证充足，但是水份就不需要如此了。
因为冬眠期的凤仙花生长停滞，地上部完全枯萎，只有根系
需要少量的水份，所以花友们切记千万不要浇水过多，要么
是干脆不浇水，要么是在花盆土壤实在是特别干燥的情况下，
少量的浇上一些水。

注意事项



长在室外的凤仙花冬季时会完全枯萎，第二年春天落在下面
的种子，有可能会自己萌发哦!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二

播种期，因为凤仙花种子特别细小，所以种子洒在盆土上后，
不宜浇水，否则容易冲跑种子。

应在播种前将盆土浇透，保持湿润。

生长期浇水方法

生长期要保持多浇水，盆土湿润。但忌盆土积水。

浇水间隔4-6天为宜。如果天气干燥，水分蒸发快，则可适当
缩小浇水间隔期。

花期浇水方法

花期的凤仙花，水分和养分需求都相对平常时期要高，可适
当增大浇水施肥频率。

每次浇水的水量不宜过多，要避免盆土积水，否则容易烂根，
导致花瓣掉落。

要注意，凤仙花的浇水，不要在阳光很盛的时候，不然容易
引起植株不适。可在傍晚或者早晨浇水。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三

凤仙花播种以后，种子发芽，光照条件水分条件适宜的，小
苗会比较粗壮，显得健康。

等到小苗长出4个叶子之后，就可以换盆定植了。2个叶子的



时候，植株比较脆弱，容易损坏，植株茎杆容易被折断。

移植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暴晒，且移植也不宜过度密集，株
距30公分左右即可。

定植盆土要求

换盆定植的凤仙花，需要一定的养分。盆土中可适当混合肥
料，以磷钾肥为主。

盆土保持湿润，选用透气性良好的砂质土为宜。

花盆选择空间较大的，不然等到植株长大，根系会被小花盆
空间束缚，植株长不大长不状。

定植后养护

定植后，要及时浇水，经常保持盆土湿润，但不能积水，并
且注意不能使土壤长期过湿，否则根、茎容易腐烂。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四

播种和扦插繁殖皆可。播种四季都能进行，可以撒播或点播，
点播用128穴的穴盘，播种适温为20℃左右，约1周出苗。扦
插也可全年进行，选取生长健壮的枝条，剪下8厘米左右作插
穗，保持温度20℃，约20天生根，夏季水插亦容易生根。播
种苗高5厘米时进行第一次移植，移于8厘米的营养钵中，12
厘米左右时定植于15厘米的盆中，用土为草炭土2、蛭石或河
沙1、炉渣1混合，可加入适量的羊粪等做底肥。对于分枝性
不佳的个别种及品种，如新几内亚凤仙，苗期应适当掐尖。
高温干燥会使凤仙花叶质变厚并且不舒展，节间变短，影响
株形严重时会停止生长，因此越夏时要保持环境凉爽，并适
当遮荫，过强的阳光会灼伤叶片，而光线过弱则植株徒长，
叶质变薄，叶色浅绿。为了“十一”用花，除选择较耐热的



品种外，也可以于六月播种，七八月将小苗放在海拔800米左
右的山上越夏。而冬春季节凤仙花需充足的光照，因此不需
遮荫。生长期间保证水分的供应，尤其夏季浇水要及时并充
足，保持盆土湿润但不能积水，盆土干燥植株极易萎蔫，待
表现出萎蔫时再浇水很容易引起腐烂。积水容易烂根。整个
生长季节要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夏季可以向叶面和地面喷
水，以增加空气湿度。每10天浇施一次薄肥，为控制株高和
株形，除前期多施氮肥外，开花前后应控制氮肥的施用。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五

性喜阳光，怕湿，耐热不耐寒，适生于疏松肥沃微酸性土壤
中，但也耐瘠薄。适应性较强，移植易成活，生长迅速。株
高20-40厘米,花色有白,水红,粉,玫瑰红,大红,洋红,匣紫,紫,
雪白等色。凤仙花是我国民间深受欢迎的草花之一,适应性强,
栽培容易,花色丰富,花型多样,而且株型多变,适于花坛,花境,
自然丛填和盆栽等。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六

今天，老师叫我们去种树或栽花，并且写成观察日记。

放学了，我飞快地跑回家，刚放下书包，我便跑出家门。挖
了很多泥土。挖完泥土，我又去花店买种子。花店里的种子
琳琅满目，一时间我愣住了，不知道买哪种花的种子。我考
虑了一下，决定买凤仙花的种子。付完钱后，我匆匆跑回家。
拆开来一看，里面有十几粒凤仙花的种子。凤仙花的种子呈
土黄色，有点像婴儿的脸，那么可爱；可又有点像老人的脸，
经历了风吹日晒，那么苍老。凤仙花的种子只有米粒般的大
小。摸一摸凤仙花的'种子，有点硬邦邦的，我使劲咬了一下，
也只能留下淡淡的牙印。

我先用铲子把泥土铲几下，这样可以使泥土松软一些；然后
用手指在泥土里轻轻的撮了几个小洞，再把凤仙花的种子埋



进去，接着把土轻轻的盖上，最后在土上面浇了一点水，看
着自己亲手埋下的凤仙花种子，我很高兴。泥土下有几个小
生命正在萌发，我希望它们快点发芽。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七

《伙伴》是冀教版教材第六册，第三单元“感受真情”单元
选入的一篇发生在猎人马哈多、猎狗、乌鸦三个好伙伴之间
的感人故事。他们互相关心，彼此牵挂，很多细节都令人感
动。“感动”是贯穿课文的主旋律。因此，我在教学设计上以
“感动”为主线，处处激起学生感动的心弦。从故事引发开
去，教育学生在生活中如何结交朋友，如何和朋友友好相处。
通过我的课堂实践，我觉得这堂课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有
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的不足。现将这堂课的教学反思如下。

课堂上有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有默读，有与小组同
学的合作读，有与老师的合作读，有学生的配乐感情朗读。
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学生真正的走进了文本，与文本进行了
对话。课堂上学生激情的交流着感动。学生经过细致深入的
阅读文本，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感动。当马哈多救助乌鸦时，
他们被马哈多对朋友的爱心感动；当看到三好伙伴在一起和
睦相处时，他们也感到开心幸福；当猎狗不见了时，他们也
为之着急不安；当看到马哈多因为想念猎狗而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时，他们被马哈多对伙伴的真情感动着；当乌鸦为猎
狗一次一次的送食物时，他们也感动的落泪。我想，以“感
动”为主线贯穿文本的感悟的教学设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我看到了学生的感动，看到了学生在课堂上激情洋溢的
畅谈着自己的感动。

教学中我设计了两项基础知识的训练，一是词语的理解：富
有诗意、焦急不安，都安排在学生谈到这句话时，谈了自己
的感动后提出来。让学生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同时在理解
完之后让学生带着这样的感情读一读这句话，使理解与朗读
结合起来，加深了学生对词语的理解。二是设计了多义词的



教学，当学生谈到“猎狗，你究竟在哪里呀？”时，顺便出
示：“乌鸦叼着肉在前面飞，马哈多紧紧的在后面追。他要
去看个究竟。”让学生说一说“究竟在两个句子中的不同意
思。初步感知多义词。再让学生举出学习中曾经遇到过的一
词多义的现象。达到知识的扩展。课堂实践证明学生能理解
多义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意思不一样的现象，并能和学习
生活联系举出例子，效果很好。

在扩展延伸部分我设计了，听故事说一说什么样的伙伴才是
真正的好伙伴；读有关友谊的格言谈自己的理解，作为自己
交朋友时的座右铭。读了《伙伴》学生有了对“伙伴”更深
一层的理解。这样它就能分辨出谁才是自己的好伙伴，通过
看故事，学生从中受到启示。好伙伴不只是在一起玩，在一
起笑，真正的好伙伴应该是当朋友有困难时及时帮助。在此
基础让学生读出如何交朋友，以及如何与朋友相处的格言会
受到更深一层的启示，他们会把这些格言运用到实践中去。

送给好伙伴的诗这一环节，学生非常的喜欢，他们把自己
对“伙伴”的理解融入诗中。创造出了“伙伴应该互相关心，
伙伴应该互相照应，伙伴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与好伙
伴在一起会很幸福。”这样韵律优美的小诗。这不就是一种
创造吗?在课堂上给学生创造的机会，给学生练笔的机会，学
生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堂课下来，回忆自己的教学过程还有很多失误：

课堂上学生每回答完一个问题，教师都应给与恰当的评价，
可是由于语文素养问题，有些学生回答完问题以后，我没有
抓住学生的闪光点给与恰当的评价。而只是应付的
说“好！”“不错”评价语言没有美感。

课堂上学生品读完文本后，我让学生通读全文，看一看还有
什么问题提出来，当时高敏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老师，
我听大人们说乌鸦是一种不吉祥的鸟，会给人带来不幸，为



什么马哈多还要救它？”当时我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处理这
个问题，就草草的解决了，后来想到乌鸦是不吉祥的象征，
这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其实乌鸦是一种益鸟呀！看来作为
一个语文教师应给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以适应课堂。

一堂课就是一次锻炼的机会，有经验。也有教训，只希望自
己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吸取经验，借鉴教训，让自己快乐成
长，不断进步。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八

周五的语文课上进行了第六课《风》的教学。

这是叶圣陶先生的一篇诗歌，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所闻所
见向我们展示了只能感觉无法看见的风的轻柔和顽皮。诗的
语言简洁明快，读来亲切，自然，学生也非常喜欢。

在讲读课文的时候，我用提问的方法让学生说出课文的主要
内空，并用文中的原句进行回答，这样，既让学生理解了每
句话的意义和所包含的感情，又结合着回答对朗读进行了指
导。把学生的回答用简洁的词语板书在黑板上，最后，帮同
学把这些板书穿一遍，也就相当于把整篇课文串了起来，这
样，在课堂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能看着板书把整篇
课文背下来了。

本节课中学生表现最好的部分是：发挥想像说一说你在平时
的生活中会从哪里感觉到风？学生的思维很活跃，回答的积
极主动，答案也五花八门。

有的说：升国旗的时候，看到国旗飘动，就知道风来了。

有的说：我在跑步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风。

有的说：夏天电网扇转动和扇动扇子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风。



还有的说：尘土飞起来的时候，风就来了。

……

可以看出学生的回答都来自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也是提醒我
们，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结合学生的实际来进行，只有创
设出他们熟悉的学习情境和氛围，才能激活学生的思维，迸
发出许多创造的火花，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信心满满。

凤仙花教学设计篇九

凤仙花种植日记

大庆市万宝学校小学二（1）班肖瑶

我们在学校科学实验室里种植了几株凤仙花，你们想知道它
是什么样的吗？到下面看一看吧！

3月19日晴

今天，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了科学实验室，老师带领我们把
凤仙花种子种到土壤中，并且浇上了水，我们满手是土，有
人甚至把土弄到了脸上，不过我们都很开心。

4月3日晴

盼望了好久，今天终于可以上科学二课堂了。到了实验室，
我迫不及待地跑去看凤仙花。花盆里的土干干的，它还没发
芽，我有些失望，但我知道它会发芽的'！突然听到一阵尖叫
声，原来是第一组的凤仙花发芽了，它绿油油的，充满生机，
非常可爱。

4月10日下雪



我们发现，有两株小花发芽了，让我们惊讶的是，它竟
然“后来居上”，长得比第一组都高，真是太奇怪了！它大
约有1cm，有2片大叶子、2片小叶子，很是可爱呢！

4月24日晴

今天一进实验室，我就去看我的“老朋友”了。它高约5cm，
又长出2片叶子，一共6片，新长出的2片叶子是椭圆形的，它
比花盆高出很多了，比以前更加生机勃勃了，让我们惊叹，
它真是比春天的小草长的还要快啊！

日记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下次再会，拜拜啦！

指导教师白玉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