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镇的早晨教案 草原的早晨教学
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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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的早晨教案篇一

《草原的早晨》这篇课文写的是早晨，草原从睡梦中醒来，
牧民们赶着羊群去放牧的情景，让学生去感受草原的美丽风
光和牧民的勤劳、欢乐。

在教这一课时，我首先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方面，
从看图入手，先引导学生按由远及近的顺序，观察画面内容，
然后再指导朗读。在朗读的时后，先让孩子们自由诵读，然
后听老师范读。多给学生读书的时间，多给予读书的技巧，
通过熟读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其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草原是陌生的，我从学生实际出
发，利用图片和音乐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比较抽象的词语，
体会人物的心情。比如，我用一张春天茂密的草原图来解
释“铺满新绿”，你看到草原的颜色是什么样的?草原的草刚
刚发出新芽，嫩绿嫩绿的，而且到处都是，所以课文中说(铺
满新绿)。再如我让学生听听牧羊人的歌声，让他们从欢快的
歌声中感受牧民们辛勤劳作时喜悦的心情。这节课我把读书
和观察画面结合起来，有利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体会，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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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早晨教案篇二

这篇课文是一篇文字优美、内容新颖的散文，写的是早晨，
草原从睡梦中醒来，牧民们赶着羊群去放牧的情景，展现了
草原一片繁荣兴旺的新气象。

在教这课时，我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方面，从看图
入手，先引导学生按由远及近的顺序，观察画面内容，然后
再指导朗读。通过熟读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因为对
大多数学生来说，草原是陌生的，我就从学生实际出发，运
用多媒体图片来展现大草原的美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给
学生提供了真正的草原图景，丰富了学生的表象，弥补了因
地域差异、经验缺乏而可能造成的`学生想象的缺憾。再让学
生在老师的配乐朗读中无拘无束地想象草原景象，为学生提
供了自由广阔的想象空间，让学生通过倾听老师的诵读展开
积极的思维活动，每个学生都可以产生建立在自己已有经验
之上的独特感受。课中又通过一些图片让学生理解“铺满新
绿”、“远处，一群群羊儿像朵朵白云在飘动，蓝天下回荡
着牧羊人的歌声。”等词句。

于是，带着这样的课件走进课堂，孩子们通过欣赏草原风光、
倾听草原歌曲再借助文本进行阅读，他们和书本的距离一下



子就拉近了，在真实的情感体验和互动交流中他们也放飞了
自己的心灵，跟着牧羊人人一起高歌一曲，在唯美的课文描
述中感受到了大草原的无限美景和牧民们惬意欢快的生活，
从而对大草原充满了期盼之情。一节课就这样结束了，可以
说，我在备课时的担忧成了杞人忧天，这样一篇课文的学习，
反倒引起了孩子们对草原的无限向往之情，确实有些出乎我
的意料之外。

小镇的早晨教案篇三

《草原的早晨》是一篇文字优美、内容新颖的散文。写的是
早晨，草原从梦中醒来，牧民们赶着羊群去放牧的情景，展
现了草原一片繁荣兴旺的新气象。但是，对于我们江南水乡
这边的孩子来说，草原是相当陌生的。孩子们基本上没有看
到过草原、牛、羊，要理解、要体会、要感受草原的美丽风
光等相当困难。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技术，围绕《语文新
课程标准》，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努力做到了以下几个方
面：

《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学习注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联系，
要求教师能够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引导学生在情景中体悟，
在体悟中学习。因此，我在设计本课教学时，努力从学生的
生活经验出发，利用多媒体图象及声音效果，拉进学生
与“草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在一定的情景中学习。我运
用多媒体图片来展现大草原的美丽，给学生提供了真正的草
原图景，丰富了学生的表象，弥补了因地域差异、经验缺乏
而可能造成的学生想象的缺憾，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
文、感受意境。

我利用图片和音乐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比较抽象的词语，体
会人物的心情与精神。比如，我用一张春天茂密的草原图来
解释“铺满新绿”——先课件出示“铺满新绿的草原图”，
然后问“草原上的草长得怎样？”（嫩绿嫩绿的；很多，到
处都是。）接着老师说“春天来了，草原上的小草都冒出了



新的嫩芽，而且到处都是，像给草原铺上了一层绿绒绒的地
毯。这就是课文中哪个词语的意思？”学生找出了“铺满新
绿”，最后知道学生读好词语和带有这个词语的句子。

总之，通过多媒体课件的运用，我成功地创设了情境，让学
生理解了一些难懂的词语，深刻地感受到了草原早晨的美丽
风光。

我播放“啪！啪！”的鞭声，响亮、震撼，通过形象的画面、
声音，帮助学生感受草原的“宁静”，体会“草原醒来了”
的情景。

在教学第三自然段“牧羊人在远处放羊的情景”时，我用饱
蘸着感情，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去描绘草原，让学生在老师的
配乐朗读中无拘无束地想象草原景象，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广
阔的想象空间，让学生通过倾听老师的诵读展开积极的思维
活动，每个学生都可以产生建立在自己已有经验之上的独特
感受。

再如我让学生听听牧羊人的歌声，欣赏草原的风景图片，从
而能更好地理解“回荡”一词的含义，并让孩子们从欢快的.
歌声中感受牧民们辛勤劳作时喜悦的心情。

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指出：在艺术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动词，
因为一切生活都是运动着的。我从教材中提炼出“醒”这个
动词，结合之前学过的《春笋》《雨点》《小池塘》等课文
中的拟人句来理解，注重了知识的复现与整合，并引导学生
初步体会“拟人”这种方法的有趣、生动，在此基础上，引
导学生观察、感受和表达，避免了枯燥抽象的讲解。引导学
生畅谈看到的、听到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联
系生活实际和已学知识，进一步揭示了“醒”的内涵，加深
了对“醒”一词的理解，更让学生觉得贴近可感，收到因方
借巧，即势会奇的效果，悟解得更加深切了。



再如，“涌”字生动地再现了很多羊儿欢快地出圈门的景象，
我通过引导学生想象、语言描述，让学生感受到一幅鲜活、
跳动的画面。在此基础上，教师又引导学生带着自己的感受，
假设自己就是那一只只欢乐的羊群，体会草原的快乐、自由，
再读课文，学生自然就能把羊儿的多、羊儿的欢乐表现得淋
漓尽致。

在充分感知的基础上，学生能够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
感受这是我们教学的目标之一。每学完一个自然段，我都会
引导学生谈谈：你感受到了这是一个“（ ）的草原”？捕捉
了这一点，并将学生发言时运用的准确优美的语言一一写在
黑板上，书写时还加上了简洁而又富有激励性的话语。这样
做，将学生的语言当作了课堂评价的资源，一方面使发言者
得到充分肯定而深受鼓舞，一方面又激起了其他学生的竞争
热情。全班学生发言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同时，板书
的语言也是一种示范，能更充分地发挥师生交流的作用，又
避免了小学生发言易重复的问题。于是，一个个独特的词语
从学生的口中迸发出来。

当然，本堂课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有些小地方有高估学
生的能力问题，训练难度偏高了点，而一些比较简单的能力
点训练被我忽略掉，可能会造成中下等学生的学习困扰。

小镇的早晨教案篇四

《草原的早晨》这篇课文是一篇文字优美、内容新颖的散文，
写的是早晨，草原从睡梦中醒来，牧民们赶着羊群去放牧的
情景，展现了草原一片繁荣兴旺的新气象，《草原的早晨》
教学反思。

在教这课时，我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方面，从看图
入手，先引导学生按由远及近的顺序，观察画面内容，然后
再指导朗读。通过熟读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因为对
大多数学生来说，草原是陌生的，我就从学生实际出发，运



用挂图来展现大草原的美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让学生充
分地读课文，在课文阅读分析中，我紧扣了一个“情”字：

我说：孩子们，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到处是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购物娱乐都很方便，但还有一个比大都市
更美丽的地方，教学反思《草原的早晨》教学反思》。下面
请孩子们听这首歌描绘的是什么地方：“辽阔的草原，蓝蓝
的天空，洁白的羊群，奔腾的马儿……就是我的家”。合着
优美的歌声，我不时用手势、表情进行表演。孩子们被优美
的歌声和我恰当的抒隋表演所感染。

如何让孩子们“动情”呢?先让孩子们自由诵读，然后听老师
范读，让孩子们正确把握语气，把握感情。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总是饱蘸着感情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去描绘，用图画、音
乐、表演的艺术形式，让他们通过读去品味。例如：我在处
理课文欢乐踊跃这一场景时，想方设法用音乐和图画相结合
的方法，让孩子们体会“涌出的…”、“蹦跳的…”、“跨
上的…”、“追赶的…”这一欢乐的场景。此时此刻的课堂，
师生都沉浸在一个无形的充满情感交流的草原中，获得意想
不到的效果。

小镇的早晨教案篇五

苏教版第二册《草原的早晨》是一篇文字优美，内容新颖的
散文。写的是早晨，草原从睡梦中醒来，牧民赶着羊群去放
牧的情景，展现了草原一片繁荣兴旺的新气象。第一自然段
写草原在黎明的鞭声中醒来。一共有两句话“啪！啪！响亮
的鞭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铺满新绿的草原醒来
了。”“鞭声打破黎明的宁静”等词句，对一年级的小朋友
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因此，在教学这一段是，我借
助音乐边演示投影片边深情地讲述：“天快亮了，无边的草
原静悄悄的。啪！啪！响亮的鞭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勤
劳的牧民们赶着羊儿开始放牧了，草原顿时热闹起来了。”
孩子们仿佛也感受到了辽阔草原的蓬勃生机。接着，我又让



学生们看图练读，读好象声词“啪！啪！”，讨论理解“打
破”，“黎明”，“宁静”等词语的意思，感受草原的“宁
静”。虽然同学们的感情朗读的韵味越来越浓，可我总感到
还不够。于是，我让大家讨论：“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又
是什么声音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呢？”一石激起千层浪，教
室里顿时热闹起来，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各抒己见。

“喔！喔！喔”响亮的公鸡啼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小鸟的歌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笛！笛！笛”汽车的喇叭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丁铃铃！丁铃铃！”清脆的铃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刷！刷！”清晰的扫地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嘀嘀嗒嗒！嘀嘀嗒嗒！”一阵大雨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

从生活入手，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是引导学生走进教材的
重要方法。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帮助他们把学的东西与生
活现实联系起来。学生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一个个例子
互为补充，丰富了常识，开阔了视野，加深了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