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的泼水节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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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的泼水节教案篇一

近日，我教了《欢乐的泼水节》一课，下面谈谈自己的教后
感。

语文姓“语”名“言”，是一门最基础的学科，课堂就是教
师与孩子们语言互动、心灵沟通的过程。每学习一篇课文，
老师的第一个环节大多数从课题入手，咬文嚼字，理解语言，
领会题意。我在第一课时开课时，首先板书课题“欢乐的泼
水节”，引导学生分别抓住“欢乐的”“泼水节”品读课题，
通过语音的变化让学生体会强调“泼水节”与强调“泼水
节”的情感变化，反复吟咏，达到理解。

课题《欢乐的泼水节》中“欢乐”是课文的眼睛，如何让学
生挖掘出这个词？老师指着课题说：“这个一个怎样的泼水
节？”学生通过预习都能回答：“这是个欢乐的泼水节。”
老师说：“文章抓住‘欢乐’一词来写，是如何写的呢？让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同去感受泼水节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吧。”像这样抓住文章的“题眼”，让学生初感课文的办法，
培养了学生重视文章的题目，养成重视审题的习惯。

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句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形式，词和句组
成一篇篇小学语文教材。对词或句的比较、揣摩、品析，是
培养学生感悟语言的主要方式。教学课文第二自然段时，我
抓住了“早早地、早已准备”让学生感受傣族人民盼望过泼
水节的急切心情，让学生通过声音把这种急切的感情传递出



来，学生在读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早早地、早已准备”
这些词，理解了人们盼望过节的心情。抓住“追赶、灌、泼、
湿淋淋、笑开了花”等词，感受人们泼水时的狂欢，学生边
读边做动作，被泼水节的欢乐气氛所感染，这样，教学做到了
“披文入情”，让学生的情感活动伴随着朗读，真正领悟到
了课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品词、品句、品读的方法很多。在教学本课时，我采用
了“置换比较、删除添加、字理析词”的方法引导学生品析
词语；品读时，我按照《课标》对本年段的要求，设计了学
生自由读、齐读、个人读、教师引读、默读等方式，运用画
面、视频等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读悟，使“以读代讲”得到落
实。

教材中配的插图精美别致，构思精当，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课
文中的主要情境，非常利于学生在直观中领会语言表达的意
境，化难为易。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课文中的插图，引导学
生观察图中的人物表情、动作，问：“图中人物在做什么？
课文中哪些自然段写了图上画的内容？”学生很快找到与图
相配的文字，图与文珠联璧合，文字符号描绘的情景生动地
呈现在学生眼前，“欢乐的”泼水节变得立体而生动起来，
孩子在图文的引导下走进文本。在初感泼水节的“欢乐”后，
如何把课文中傣族人民欢渡泼水节时的‘欢乐’传递给学生，
完成“他人欢乐”与“自我欢乐”的价值重合呢？唯一的方
法就是要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在“生活化”的情景中重现
欢乐的泼水节，把课文中用文字符号所描写的欢乐变成真正
触手可及的'欢乐，而非仅仅是‘纸上谈兵’的遥不可及的感
受，除充分运用文中插图外，我还借助多媒体给学生提供了
声像、图文等大量信息，将无声的图画从单一发展到多元，
变静为动，将复杂的过程以生动逼真的教学信息呈现在孩子
们的面前，以帮助他们理解课文的内容，从而激发了他们读、
背的兴趣。当视频欢乐的泼水节出现在孩子们的眼前时，他
们完全被生动直观的情景吸引了，于是我借助欢快的音乐带
领学生参与互动泼水的活动，让学生从一名活动的‘旁观



者’变成‘参与者’，尽情狂欢，感受泼水时的欢乐。活动
毕，老师问：“同学们，你们都被水泼得湿淋淋的了，为什
么脸上还笑眯眯的？”“你把水泼给了谁，你想祝福他什
么？”学生兴致勃勃地谈自己“泼水”时的感受和体验，并
带着这种体验把课文读好，致此，我想语文教学中的“大道
无痕”大概就是如此吧。

下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还沉浸在课上的气氛中，久久不愿
离开多媒体教室，然而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
节看似已经较好完成教学任务的课同样让我感到有丝丝遗憾
萦绕在心头。

一、囿于课堂时间，学生的训练有蜻蜓点水之嫌。严格按照
预设的教学环节进行教学，扣准每一分钟进行训练，为的是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在指导学生读书“这一天，人
们提着桶，端着盆，早早地来到了大街头上，大街的两旁早
已准备好了清水，清水里的有滴上香水，有的撒上花瓣。”
时，学生还没有读出焦急心切的语气，我就赶紧下一个环节
的教学，生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教学任务。

二、只为完成教学任务，没有注意因材施教。教学中，老师
对积极表现，能“配合”老师完成教学任务的同学给予了充
分的“爱”，无论是读书、说话、提问等，几乎成了个别突
出的孩子专场表演。而对一部分性格内向不敢表现的孩子，
老师只顾着完成教学任务，他们常常是以“看客”的身份存
在，一节课“默默无闻”，甚至于有些在课堂上云里雾里，
不知所云“混”完了一节课。我想，所谓的“差生”大概就
是这样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对他们“照顾不周”久而久之就产
生的吧。如何让这些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该是今后努力的
目标之一。

欢乐的泼水节教案篇二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的歌曲，傣族的传统节日是泼水节，因此



本课可以围绕几个代表少数民族的典型节日来展开，比如；
蒙古族的“那达慕”、彝族的“火把节”、壮族的“三月三
歌圩会”等来进行穿主线。

通过聆听、想象、模唱、节奏练习来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和积
极性，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美，体验音乐的美妙，感受快乐。

整节课下来，还是发现有不足之处，比如：

一、在教唱环节高估了学生的能力，本以为这是一首简单的
歌曲，所以教唱环节没有细教，最后发现学生不大会唱的还
不少，在下节课补充教唱。

二、跟音乐合的时候还不能很准确地进入情境和节拍，老是
会慢一点，准时音乐听少了，乐感不好，这一点还需加强。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天才，但是在一定的能力范围之内，他
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甚至超过老师，但是要充分发挥还得是
教师引导，所以在以后不仅要提高课堂效率，更要提升自我
素质，提高教学水平。

欢乐的泼水节教案篇三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的歌曲，傣族的传统节日是泼水节，因此
本课可以围绕几个代表少数民族的典型节日来展开，比如；
蒙古族的“那达慕”、彝族的.“火把节”、壮族的“三月三
歌圩会”等来进行穿主线。

通过聆听、想象、模唱、节奏练习来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和积
极性，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美，体验音乐的美妙，感受快乐。

整节课下来，还是发现有不足之处，比如：

一、在教唱环节高估了学生的能力，本以为这是一首简单的



歌曲，所以教唱环节没有细教，最后发现学生不大会唱的还
不少，在下节课补充教唱。

二、跟音乐合的时候还不能很准确地进入情境和节拍，老是
会慢一点，准时音乐听少了，乐感不好，这一点还需加强。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天才，但是在一定的能力范围之内，他
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甚至超过老师，但是要充分发挥还得是
教师引导，所以在以后不仅要提高课堂效率，更要提升自我
素质，提高教学水平。

欢乐的泼水节教案篇四

一、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美育是以美感人，以情动人，它是x情感来打开审美者的心灵
大门，发展审美能力。在教学中以情施教，运用情感手段来
挖掘教学中的美，达到寓美于情，以情育美的效果。在教学
中我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方法、手段、课件的设计及教师的
语言、教态、仪表等方面都给学生以高尚的美感体验，来陶
冶学生审美情操，满足学生对美的需要。在导入部分，让学
生欣赏两段情绪截然不同的音乐，学生边欣赏边看图片，通
过听觉带动视觉，即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学生的
想象力，从而让学生体验了美。

二、感悟歌曲，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在歌曲新授时我就把学习过程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心理活动过
程。在教学中我在范唱“欢乐的小雪花”歌曲时，通过优美
悦耳的歌声、优美的舞姿，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歌曲的情绪，
体会到歌曲的风格，感悟到歌曲的意境，以达到情感和审美
的和谐统一。

三、与美术学科整合，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美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培养人的想象力、创作力。教师引发
学生想象的时候，要善于引导学生寻找主题，帮助学生去开
辟创新的新天地。这堂课上学生通过想象雪花的美丽的身资，
用剪刀剪出自己心中美丽的小雪花，再通过歌声表达在雪花
飘飘的日子里，小朋友在锻炼的的情景，这整个过程学生都
在体验美，创造美。

音乐教学不仅是让学生掌握音乐的技能、技巧，更重要的是
要挖掘学生的音乐潜能，激发对音乐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对艺术美的感受，表现和创造，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善于
运用一切美的教学手段来唤起学生的美感，使他们在轻松、
活泼的音乐气氛中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培养和提高他
们的审美能力。

总之，我觉得在音乐教育中，教师要善于动脑，挖掘音乐教
材中的审美因素，从感性入手，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激起
学生强烈而浓郁的音乐审美动力和审美渴望，培养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

欢乐的泼水节教案篇五

今天我教学了《欢乐的泼水节》。这篇课文紧扣“欢乐”记
叙了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情景，对学生
初步进行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

全文共有三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写凤凰花开了，一年一度
的泼水节到了。第二自然段详写了人们互相泼水的情景及其
象征意义。第三自然段写人们唱歌、跳舞、赛龙舟、放烟火
直到深夜。

在教学的开始，我用“从哪些地方可以感受到泼水节的欢乐
呢？”这样一个问题统领全文，引导学生自由地读课文第二、
三自然段，边读边划出有关句子，再反复朗读，仔细体味文
字中透出的欢乐感觉。给予学生充分的读书感受的时间后，



再作详细交流。学生在整个自读感受和交流的过程中还是比
较主动积极的，并已经形成了一定读书和学习的能力与习惯。

第二自然段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泼水的.欢
乐场面。在交流的时候，学生很容易就找到了重点句段，并
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怎样突出文章的重点，让学生真正透过
语言文字感受到泼水时的欢乐呢？我先利用起书中的插图，
指导学生仔细观察图画，将课文内容与插图融合起来，在学
生自己脑中形成更详细、更具体、更生动的画面，这样学生
就比较容易想象得到傣族人民泼水时的快乐心情，然后指导
他们练习朗读。但紧紧是这样还不够的，我又引导学生找出
人们泼水的方式，即表示动作的词，让学生们模仿着演一演，
学生或“灌”或“泼”，课堂上一下子热闹起来，如果刚才
学生只是很努力地想象到人们的快乐，那现在他们已经是亲
身经历和体验了那种欢乐了，这时引导学生再一次朗读这句
话，效果明显好了很多。就这样，从“看”到“想”再
到“品”，将离学生生活比较遥远、比较陌生的生活场景搬
到了课堂中，顺利地完成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突破。

但是，课堂还存在很多遗憾之处，需以后不断努力改进。如：

2、由于缺乏一定的教学机智，语文功底还比较薄弱，教师的
引导显得有些松散，不够紧凑，没能“趁热打铁”，将课堂
中的“欢乐”推向高潮。

3、整个教学的层次还可以更明朗些。

4、朗读的方式比较单一，大多都是齐读、分男女生读、分小
组读，可多一些范读、学生个别读等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