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制作葡萄教案 葡萄沟教学反
思(优质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制作葡萄教案篇一

《葡萄沟》一文主要介绍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
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
有名。本课重点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而展开，使学
生透过理解语言文字，对那里产生喜爱之情。

教学时我紧紧抓住重点段，引导学生运用抓重点词的方法，
自主读懂自己喜欢的句子，感受葡萄的多和美，学生基本上
都能抓住“茂密”“一大串一大串”“五光十色”“热情好
客”等词语进行探究，教师教给学生结合上下文来了解词语
的意思，在理解不透彻的基础上出示图片，加深对词语的理
解。充分体会"一大串一大串"的意思并想象出葡萄真是又多
又好。＂像搭起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学生能结合图片，充分
体会在凉棚下舒服清凉的感受。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教师如果能善于创设良好的氛围和
情境，就能促进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让学生更好地把自己独
特的理解和感受表现出来。在反馈第二自然段自学状况时，
我充分利用了课件，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探究的用心性，使他
们对句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如描述葡萄颜色多的这句话，
我透过让学生比较句子说说“五颜六色”与“五光十色”的
不同，透过展示葡萄五光十色的视频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五
光十色”不仅仅表示颜色多，还表示新鲜、有光泽的意思，
从而体会文章用词的准确和优美。



由于时间的缘故，我的教学只进行到葡萄沟的葡萄描写那一
块，但在整堂课中我始终坚持让学生围绕“初读读通——细
读读懂——品读读美。”一条线。遗憾的是我没有很好地让
学生的读书，稍显粗糙、匆忙了点。并且在课后练习仿写那
一块，没能有效的对学生作品进行展示，指出出错点。并且
在教学中，课件图片的频繁出示，显得太花哨，容易分散学
生的注意力。另外，教师提出的问题不够精练。

在今后的教学上，我要改正自己的不足，不断的探索、向他
人请教，积极解读部编教材，找出相应教学策略与新课程接
轨，展示出自己的特色。

制作葡萄教案篇二

我们的语文课应该给学生情感美的滋养和艺术美的熏陶，重
视语文教学的审美因素，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质，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每个学生在语
文课有限时空中得到美的陶冶、美的净化，领略美，从而全
面提升他们的素质。如何在《葡萄沟》这一课的教学中使学
生得到情感美的滋养和艺术美的熏陶呢？我的感悟是
从“读”入手。

朱光潜：“美感起于形象直觉。”要品味文章的语言美，要
从朗读开始，因为朗读是感知的主要方式，朗读可把无声的
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如可让学生读读全文进行整体感受，
数遍后，让学生说说自己对葡萄沟的印象，学生在此过程中
自然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紧接着让学生说说好在什么
样地方？再读自己喜欢的部分，结合理解“凉棚、五光十色、
”等词让学生展开想象，学生感受到葡萄成熟前和成熟时都
是那么美；当有的学生提出他喜欢的句子“要是这时候你到
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人民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
你吃个够”时，学生从“准”一字就会快体会到葡萄的多，
也很自然体会到了葡萄沟人的人情美。通过反复的读品味到
作品语言的准确与精美。



思想是作品的灵魂。语文教材很多作品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
理，凝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审美观点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
看法，是学生认识生活的源泉，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和道德
教育、形成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强大手段。通过读“凉
棚、一串串、五光十色、热情好客”等词不仅使学生享受到
字词的美妙，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最
好的葡萄，更因为那里有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人民老乡。
读这篇课文，不但要让学生对葡萄沟的物产和景色有所感悟，
还要让他们在读中产生对祖国各地风情的向往，增强对少数
民族人民的热爱之情。让学生的心灵感受到了人情的美，让
他们在思想的森林中呼吸，使学生扬起率真的生命激情，思
想得以升华，人格将得以崇高。

制作葡萄教案篇三

《葡萄沟》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了葡萄沟绿色的凉棚、又
多又美的葡萄、味道鲜甜的葡萄干和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
乡，读后让人感到葡萄沟景美人更美，确实是个好地方。

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为什么说葡萄沟是个好地方”这一
核心问题，采用了新课标所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

（让学生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找出文中夸葡萄沟的
句子）

（让学生带着“你从什么地方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这
一问题再读课文在读书、探讨的过程中，要求学生用笔划一
划、圈一圈）

最后得出结论：从葡萄沟出产的水果多、葡萄又多又美、老
乡热情好客、葡萄色鲜味甜又有名感受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
方。



在这节课上，班上的每个孩子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
既有师生的互动，也有生生的互动，在此互动的过程中，引
导孩子们既边读书边思考，又抓住重点词句来深入理解课文
内容。如“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底下”一句，学生能
结合图片，充分体会“一大串一大串”的意思，并且抓
住“五光十色”一词想象出葡萄真是又多又美。

总之，我引导学生通过不同方式的朗读去感悟课文去体会葡
萄沟的“好”，但是在引导方面做得还不够，比如我在教学
过程中常常提到让学生美美地把课文读一遍，但怎样才算美
读，美在哪里，没有做到清晰的指导。

制作葡萄教案篇四

因此，在整堂课中，我始终充满激情，用饱满的真挚的情感
唤起学生的热情、激情。让学生在老师创设的情境中学习全
篇课文：

（1）先让学生自读课文,去葡萄沟里看看，整体感知葡萄沟
是个怎样的地方。

（ 2）通过老师的感情范读带学生入情入境，去葡萄沟里细
细地看个够。

（3）再让学生在细看的基础上谈谈对葡萄沟印象最深刻的地
方。

（4）接着，引导学生抓住重点段进行感情朗读，在葡萄园里
真切感受对葡萄的喜爱之情，并再创情境通过表演让学生感
受维吾尔民族老乡的热情好客，体会到葡萄沟的物美情更美。

（5）最后，对葡萄干这一段比较枯燥的文字，我创设了一个
学生较感兴趣的学习活动：老师的一个朋友要在葡萄沟办一
座葡萄干加工厂，请学生来介绍葡萄干的制作方法。通过合



作、讨论、交流、汇报的形式了解到葡萄干的制作方法。

生在不知不觉中在葡萄沟里走了一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自然流露出对葡萄沟的喜爱之情。

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课后，认真回顾整个教学过程，
感到课堂上仍存在几点不足：

1、好文章要三读：初读读通——细读读懂——品读读美。应
该放手让学生自主读书，在“放”中让学生主动融入阅读情
境，感受语言的魅力，得到美的享受，情的熏陶。正如叶圣
陶先生所说“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
委婉……美读得其法，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于亲。”遗憾的
是我没有很好地让学生的读书，达到第三种境界，稍显粗糙、
匆忙了点。

2、在课堂上没有更充分地面对全体。为了使更多的学生在课
堂上读、说、写等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课上应注
意学生小组中的合作学习，使学生更多的时间在小组内有读
书的机会，交流感受的机会，而这也是新课标中所倡导的。

此外，在把握课堂机制上，课堂每一环节再紧凑方面尚需努
力。

如果说以往的教学注重的是语文知识，语文技能，那么新世
纪的语文教学追求的是情感。在语文课堂里，孩子对待语文
学习，不应是被动地学，旁观者似地学，应该让孩子感到语
文学习的过程就是生活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一次情感
经历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让孩子在语文的情感世界里真正
走一趟，用情感驱动语文知识。这是学好语文的前提。

制作葡萄教案篇五

《葡萄沟》主要介绍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葡萄



沟，那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有名。
本课重点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学习的，使学生
透过理解语言文字，对那里产生喜爱之情。

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自学找找课文的中心句，初
步感受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在初步感知后，又引导学生思考：
为什么说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呢？并让学生充分朗读，感
受“好地方”。围绕总结句“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了
三个方面的资料：葡萄沟盛产水果；葡萄沟葡萄多，景色美
丽；维吾尔民族老乡十分热情好客。

本文的教学中我着重抓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充分朗读。
如：“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九十
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
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
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
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
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民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
你吃个够。”透过朗读，感受葡萄沟水果之多，景色之美，
老乡之好客，从而体会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本课教学的重要支撑，在课上让学生
欣赏各种颜色的葡萄图片，体会葡萄的多和美。透过欣赏各
个地方水果丰收的场景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好像去葡萄沟
游览了一番，从整体上感受到葡萄沟水果多、景色美、人热
情。

另外在文本的赏析中，一个重点段落中的重点词汇“五光十
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把握好的话，学生的情感将被充
分调动。“五光十色”除了颜色多，还写出了这些葡萄很有
光泽，甚至能够联想到这些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
如珍珠般闪闪发光。透过该词的学习孩子们对葡萄的美感受
更深了。



本课的遗憾之处是：文本解析的不够透彻。在本堂课中，老
师说的太多，以致学生留给学生自主合作的时间少了一点，
在以后教学中，要多留时间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展示热情。

另外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力求
问题设计的简洁。让课堂教学思路能够更加清晰明了，问题
设计更有层次性，和启发性。

制作葡萄教案篇六

《葡萄沟》主要介绍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葡萄
沟，那里盛产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有名。
本课重点围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学习的，使学生
透过理解语言文字，对那里产生喜爱之情。

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自学找找课文的中心句，初
步感受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在初步感知后，又引导学生思考：
为什么说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呢？并让学生充分朗读，感
受“好地方”。围绕总结句“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了
三个方面的资料：葡萄沟盛产水果；葡萄沟葡萄多，景色美
丽；维吾尔民族老乡十分热情好客。

本文的教学中我着重抓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充分朗读。
如：“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九十
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
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
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
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
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民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
你吃个够。”透过朗读，感受葡萄沟水果之多，景色之美，
老乡之好客，从而体会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本课教学的重要支撑，在课上让学生
欣赏各种颜色的葡萄图片，体会葡萄的多和美。透过欣赏各



个地方水果丰收的场景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好像去葡萄沟
游览了一番，从整体上感受到葡萄沟水果多、景色美、人热
情。

另外在文本的赏析中，一个重点段落中的重点词汇“五光十
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把握好的话，学生的情感将被充
分调动。“五光十色”除了颜色多，还写出了这些葡萄很有
光泽，甚至能够联想到这些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
如珍珠般闪闪发光。透过该词的学习孩子们对葡萄的美感受
更深了。

本课的遗憾之处是：文本解析的不够透彻。在本堂课中，老
师说的太多，以致学生留给学生自主合作的时间少了一点，
在以后教学中，要多留时间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展示热情。

另外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力求
问题设计的简洁。让课堂教学思路能够更加清晰明了，问题
设计更有层次性，和启发性。

我们的语文课应该给学生情感美的滋养和艺术美的熏陶，重
视语文教学的审美因素，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质，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每个学生在语
文课有限时空中得到美的陶冶、美的净化，领略美，从而全
面提升他们的素质。如何在《葡萄沟》这一课的教学中使学
生得到情感美的滋养和艺术美的熏陶呢？我的感悟是
从“读”入手。

朱光潜：“美感起于形象直觉。”要品味文章的语言美，要
从朗读开始，因为朗读是感知的主要方式，朗读可把无声的
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如可让学生读读全文进行整体感受，
数遍后，让学生说说自己对葡萄沟的印象，学生在此过程中
自然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紧接着让学生说说好在什么
样地方？再读自己喜欢的部分，结合理解“凉棚、五光十色、
”等词让学生展开想象，学生感受到葡萄成熟前和成熟时都



是那么美；当有的学生提出他喜欢的句子“要是这时候你到
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人民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
你吃个够”时，学生从“准”一字就会快体会到葡萄的多，
也很自然体会到了葡萄沟人的人情美。通过反复的读品味到
作品语言的准确与精美。

思想是作品的灵魂。语文教材很多作品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
理，凝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审美观点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
看法，是学生认识生活的源泉，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和道德
教育、形成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强大手段。通过读“凉
棚、一串串、五光十色、热情好客”等词不仅使学生享受到
字词的美妙，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最
好的葡萄，更因为那里有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人民老乡。
读这篇课文，不但要让学生对葡萄沟的物产和景色有所感悟，
还要让他们在读中产生对祖国各地风情的向往，增强对少数
民族人民的热爱之情。让学生的心灵感受到了人情的美，让
他们在思想的森林中呼吸，使学生扬起率真的生命激情，思
想得以升华，人格将得以崇高。

制作葡萄教案篇七

《葡萄沟》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实验教科书小学二年级语
文下册的教学内容。课文以新课标的思想为指导，要求学生
通过学习课文对葡萄沟的物产和景色有所感悟，领略葡萄沟
的风土人情，产生对葡萄沟的向往和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喜爱
之情。

课文围绕总结句“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了三个方面的
内容：葡萄沟盛产水果；葡萄沟葡萄多，景色美丽，维吾尔
族老乡非常热情好客；葡萄沟生产的葡萄干色鲜、粒大、味
甜，非常有名。在学生初读课文之后，引导学生整体感
知，“葡萄沟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找找课文的中心句，
初步感受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在初步感知后，又引导学生思
考：为什么说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呢？激发了学生再次朗读的



兴趣。

抓住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充分朗读。如：“五月有杏子，七
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九十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
萄成熟了。”“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
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
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
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
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通过朗读，
感受葡萄沟水果之多，景色之美，老乡之好客，从而体会到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在引导学生朗读感悟句子：“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
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
五光十色，美丽极了。”时，孩子们很快感受到了葡萄很美，
但是葡萄沟葡萄之多，孩子们很难体会到，怎么办？课堂上，
教师通过朗读示范，有意识地将“一大串一大串”改成
了“一串一串”；“五光十色”改成了“五颜六色”。通过
对比，孩子们很快发现：“一大串一大串”说明葡萄沟葡萄
非常之多，“一串一串”已经很多了，两个“大”字，说明
每一串都长了很多。孩子们还发现了“五光十色”除了颜色
多，还写出了这些葡萄很有光泽，甚至有学生联想到这些晶
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如珍珠般闪闪发光。孩子们对
葡萄的美感受更深了，朗读也更有感情了，也进一步感受到了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在理解感悟句子“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
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此时，
孩子们对葡萄沟充满了向往，对维吾尔族人民充满了无比喜
爱之情，教学的难点得以突破，并且通过对比，孩子们从心
底里感叹道：“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由于小学生缺乏生活体验，不知“梯田”、“阴房”是什么
样子的；茂密的枝叶怎么会搭起一个个绿色的凉棚。此时利



用现代教育手段，将山坡上一层层的梯田，阴房的外观，墙
四壁的小孔，阴房内的木架及挂钩，绿色的凉棚，五光十色
的葡萄，把相关的图片展示给学生看，很好的突破了教学重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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