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粒小种子语言教案反思 一粒种子语文
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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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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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小种子语言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识字15个，写字6个。理解课文内容。

教具准备：挂图、生字卡片、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知道种子是怎样发芽的吗？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
粒种子。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听录音。

2．看一看，课文有几个自然段。

3．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读。圈出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
欢的方法识字。

4．出示生字泥醒和挺舒声钻松泉热闹连忙赶光

5．我愿当小老师。



6．找出生字的“邻居”，还能和谁做朋友？

7．组内读课文。一人读一节。

8．选读得好的同学到前面读。

三．在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内容。

1．指名读课文。

3．听学生汇报，并总结。

4．再读课文。

四．巩固练习

看谁读得好钻出松土泉水和平热闹连忙舒服暖和

五．课堂总结：这节课同学们学得真棒！

教学回顾：

板书设计：一粒种子

泥醒和挺舒声钻松

泉热闹连忙赶光

一粒小种子语言教案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在理解诗歌的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画面的基础上体会
诗歌的意境。

重点、难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理解诗歌的内容，体会诗歌的意境。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今天，老师将和大家一起学习一首非常精妙的诗歌《假
如我是一粒种子》。这首似乎个通过借用一颗种子、一片绿
叶、一朵小花，巧妙地抒发了诗人的感情，值得我们好好学
习。

二、读课文，自学生字词并进行交流。

1、自由读课文，正音。

2、汇报交流。

3、交流识记生字：

a、加偏旁记忆的生字：寸衬雷蕾然燃央映

b、换偏旁记忆的生字：崖涯隔融

c、指导正确书写藏字。



三、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教师示范朗读。

2、教师领读。

3、学生练习朗读。

四、指导学生了解诗歌的内容。

1、学生默读课文，注意生字词的读音。

2、请几名同学正确、流利地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其他同
学边听边思考：每一小结讲了什么内容？教师相机指导。

3、说说每节诗歌的内容。

第一节：借用一颗种子，抒发了自己要努力成长的愿望。

第二节：借用一片绿叶，抒发了自己要用绿色编织青春年华
的决心。

第三节：借用一朵小花，抒发了自己要融入祖国春光明媚的
图画的理想和希望。

五、朗读课文，读中感悟体会。

1、自由读。

2、同桌对读。

3、男女生对读，比赛读。

4、各小组推选代表诵读，师生评议。



5、评选最佳能手。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2、指名学生朗读课文。

二、细读课文，深入探究。

第一节

1、学生齐声朗读。

2、合作交流，学生汇报。

a、在这一节诗歌这样红，作者借用什么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b、作者抒发了自己什么样的情感？

c、教师相机指导教学。

3、教师相机指导教学。

a、贴是什么意思？亮晶晶是什么意思？

b、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亮晶晶的？

c、你能用亮晶晶说一句话吗？



第二节

1、指名学生朗读。

2、合作交流，学生汇报。

a、在这一节诗歌中，作者借用了什么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b、作者借用一片绿叶，抒发了自己什么样的情感？

c、指导学生理解重点词句。

用绿色编织青春年华是什么意思？（珍惜时间，努力奋斗，
让生活充满希望和光彩。）

在杜鹃花儿像燃烧的火把一句中，作者把杜鹃花儿比作了什
么？（燃烧的火把。）

d、学生朗读体会。

第三节

1、教师领读。

2、教师指导学生理解体会。

a、在这一节中，作者借一朵小花抒发自己要融入祖国春光明
媚的图画的情感。

b、醉人的清香飘向天涯意思是说使人沉醉的香味飘向很远很
远。

c、春光明媚原指春天的风光绚丽多彩，鲜艳悦目。在本课中，
指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绚丽多彩，欣欣向荣。



d、我要融入祖国春光明媚的图画意思是说作者将投入到祖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增
添光彩。

三、指导朗读、背诵。

1、指名有感情地在音乐声中朗读。

2、齐读，赛读。

3、自由读，练习背诵。

4、学生代表背诵课文，师生评价。

5、配乐背诵，集体欣赏。

一粒小种子语言教案反思篇三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比较少接触到粮食谷物,有的甚至只在
吃饭的时候才有见过米,连米是如何来的都不知道,记得上学
期教《小母鸡种稻子》的时候,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学生对
于什么是稻子懞懞懂懂,单看图也是不大懂,再三地讲说,才懂
了个大概.

所以,在教《一粒种子》之前,我事先好几天让学生先去随便
种一粒种子,不懂的'话,可以叫家里人帮忙,到了要上这一课
的时候,有的学生种子都已经发芽了,现在再让学生来学习课
文,学生对种子如果生成就不会那么陌生了.而且学生都懂得
种子要在春天天气暖和下,有水分下才会发芽.

在教学中,我以种子的四次“挺一挺”为线，找找种子怎样才
能挺一挺，使学生掌握一些常识上的知识，那就是种子发芽
需要：温度、水份、空气.但作为语文课，语言文字的训练是
不可忽略的。本课中我紧紧抓住种子与蚯蚓的对话进行朗读。



在学生多次的朗读体会中，悟出：种子的语气应该是“奇怪、
好奇”的,如“外面什么声音？”、“外面什么样了？也这么
黑吗？”；而蚯蚓是“热情、亲切”的。如：“招呼我们到
外面去呢！”、“我来帮你松一松土，你好钻出去。”应该
说，这些对话的朗读不是太难，学生自己体会后，还是能朗
读出来的。

一粒小种子语言教案反思篇四

一教学目标。

1认字15个，写字6个。能流利的朗读课文，鼓励背诵。

2了解种子发芽的基本过程和条件，养成关注生活的习惯，乐
于探索的好奇心。

3培养自主识字，合作学习的.能力。学习边读边想的读书方
法。

二教学重难点：重点是识字，本课的字比较难；课文比较长，
指导朗读也是重点。

三教学基本思路：以“种子是怎样看到外边的世界的？”贯
穿全文，指导朗读，辅之表演，加深理解，体会生命成长的
喜悦。

四课时安排：3课时

五课前准备：生字卡片、音乐（欢快的、清新的）

第一课时

一指导初读课文，激发识字读书愿望。



2范读课文。听老师读了课文，你听懂了些什么？总结反馈情
况：你们理解得还不够全面。要弄懂这个问题，必须自己会
读课文。先试一试，自己读，把不认识的字标出来。用自己
熟悉的喜欢的方式学习。

二指导学生学习生字。

1自主识字：查表、拼拼音、请教别人等。让学生有充分的解
决问题的时间。（因为这课的生字难字多些）

2交流识字方法，巩固记忆。

读词：泥土醒了挺立舒服声音钻出去松土

泉水热闹连忙赶快光明暖和（提示多音字“和”的另一个读
音。谁知道这个字还读什么？能组什么词？）

提出单个字，你还认识吗？出示卡片，认读。说说识记的方
法。鼓励学生编谜语，比如：“白水（泉）”；“门里设市场
（闹）”“老公公站在松树旁（松）”等。形象识字法：热
的流汗了（热）等等。

组词：热（）松（）（）

用“连忙”说一句话。

4听读找字卡游戏，巩固识记成果。老师读出字，看谁能快速
举起生字卡片。

三再读课文，目标：读流利，会断句，停顿。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开火车认绳子和词语卡片。



二指导学生在读中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种子发芽，生命成长
的快乐。

1谁能把课文流利的朗读下来了？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指名
朗读课文。师：他读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词，用了很多
次，你听出来了吗？“挺一挺”你能作出这个动作吗？我明
白了，是往高处长呢。

种子在什么情况下“挺一挺”，不断长个呢？哪些句子，读
一读。指导学生边读句子边表演发现答案，明白种子发芽需
要：暖和的气候、水、松软的土壤。一个学生读的时候，其
他人做种子睡觉的样子，随着条件的变化，“挺一挺”，最
后，无比喜悦的说：“我要赶快出去！”“啊，好一个光明
的世界！”在理解中读出语气和感情，在读中体会生命萌发
的喜悦。

2老师读课文，适当加进解说和情景描述词，学生当种子，再
表演，深入体会，读种子的话。

三作业：

实践活动：自己选一粒种子种在泥土里，观察种子有什么变
化。先说说自己准备怎么做。（复习总结从课文中学到的知
识）

第三课时

一交流实践作业的情况，说说自己种了什么，都是怎么做的。

二指导学生在田字格中写生字。

本课要求写的字中“渴、喝”部件相同。只教一个，鼓励学
生自己观察后写另一个。“赶”重点示范写好第六笔捺，要
托住“干”，要有笔锋，像优美的舞蹈姿势。“声、音、



光”三个字让学生自己写。逐渐放手让学生自己通过观察来
写字的能力。

一粒小种子语言教案反思篇五

《一粒种子》是一篇介绍科学知识的课文，对于一年级的孩
子来说学起来比较枯燥。因此，实践活动显得特别重要，所
以，我课前就让孩子做做实验，课后也布置相应的观察作业。
让孩子们把一粒种子种在花盆里，观察它的发芽过程，可以
适当的请爸爸妈妈帮忙。这样一来，不仅帮助孩子理解生硬
的`科学文，而且极大地培养了孩子的科学兴趣，养成通过科
学实验来检验生活常识的习惯。

在教学中，我充分利用文本的特点，既要讲究科学性，使学
生获得植物生长的知识，又要根据童话的特点，抓住课文中
的重点句子对学生进行朗读指导，以读代讲，体现低年级的
课标要求。除此之外，还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进行说的
训练。文中有两副插图，教师要充分利用起来，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

整堂课我都被孩子们的求知深深打动了，但是还是有不少遗
憾，识字教学比较单一，学生主动性不强，主要都是老师在
讲，下次尝试让孩子来说，我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