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爬山教案钢琴(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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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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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教案钢琴篇一

1、培养学生细致观察的和口语表达的能力。

2、认识爬山虎的脚的颜色、形状和生长部位。

3、重点理解爬山虎的脚是怎么样一脚一脚爬上墙的。

4、结合观察发展学习的审美情操。

文字教材、多媒体课件。

1、创设审美情景，以cai为主导地极大地调动学习的积极与
主动。

2、教学设计分为四个大的环节：

创设情景，审美欣赏—细致观察，建构新知—反馈操作，强
化认知—形成评价，自我完善。其中前两个环节是以教学讲
授与演播为主，而后两个环节却是以学习的自主操作为主。

3、教师演示cai，看一看描写第三段的有关爬山虎的视频资料，
初步感受“均匀”、“空隙”等词汇，并重点感受“一阵风
拂过，一墙的叶子就漾起了波纹，好看得很。”的动态艺术。

4、说一说你所感受到的美，再读读课文，体会一下课文中语
言文字的艺术表达。



1、熟读第四自然段，重点理解爬山虎的脚的生长部位、颜色、
形状。

2、cai，看一看描写第四段爬山虎的脚的生长部位、颜色、形
状视频资料。培养口语表述能力。

3、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爬山虎的脚的颜色、形状和它到底长在
什么位置？

4、边读课文，边想象爬山虎的脚的生长部位与长成的动态效
果—嫩红的六、七根细丝慢慢长大，细丝的头上又长出几个
圆片，就像是蛟龙的爪子，这就是爬山虎的脚。

1、从上面的学习你真的知道了爬山虎脚的那些外部特懔寺穑？

3、根据操作的交互反馈，再阅读课文。

4、最后用自己的'话重点说一说爬山虎的脚到底长在什么位
置？

5、细致观察爬山虎的脚长成的动画。

1、读一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课文说了些什么？

2、找一找描写爬山虎的脚爬墙的动词（触／变／巴／拉／弯
／贴）。

3、在cai找到这些词，并在课件上将这些动词拖至交互区，
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

4、分别用鼠标点击这些动词，看一看与此相关的描述爬山虎
的脚的相应动画。

5、对照画面，用自己的话有顺序地说一说爬山虎的脚是怎么



样一脚一脚往上爬的？

6、可以完整地观看一遍爬山虎的脚一脚一脚往上爬的完整动
画。

爬山教案钢琴篇二

1．初步理解画面内容，尝试猜测故事中的有趣情节。

2．乐意和同伴一起倾听故事。

幼儿人手一本绘本，兔子手偶。

一、出示手偶，引起幼儿兴趣。

t：看，谁来了？我们跟小兔子来打打招呼吧。

今天，小兔子带来了一个好听的故事，名字叫《兔子兔子爬
山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二、集体阅读。

1、出示ppt2

我们一起看看兔子在干什么？爬的是什么样的山？（逐页阅
读）

引导幼儿观察封面中出现的绿色部分，让幼儿大胆猜测：小
兔子是在小朋友的身上爬山呢！

我们也和小兔子一起来爬山吧。（引导幼儿用动作来表现）

2、出示ppt4



兔子大口大口吃草喽！咦，草为什么是黑色的呀？

引导幼儿观察宝宝头发的颜色，让幼儿大胆猜测说出：小兔
子吃的.不是草，是小朋友的头发。（同样引导幼儿用动作来
表现）

3、出示ppt6—7

兔子兔子下山喽，跳跳跳，真软！小兔子为什么觉得这座山
很软呀？（幼儿摸摸自己的肚皮，体验软软的感觉。）

4、出示ppt8—9

兔子兔子回家喽，怎么有块大石头？大石头会是什么呢？
（哈哈，原来是宝宝的小脚丫呀！鼓励幼儿互动）

5、出示ppt10

三、完整欣赏。

小朋友，看！来了许多小兔子（出示指环兔），让我们带着
指环兔，一边玩玩，一边完整讲述故事。

四、游戏活动。

现在我们一起来玩“兔子兔子爬山喽”的游戏吧。

爬山教案钢琴篇三

1、同学们，我们都学过《爬山虎的脚》这篇课文，还记得爬
山虎的样子吗？

2、记得是谁写的吗？



你读真美啊

你读多绿呀

一齐来.

1、课文中有好几处提到了这片绿绿的爬山虎。请同学们打开
课本，好好读读课文，把字音读准确，把句子读通顺，并找
到相关的句子用波浪线划出来，大声读一读。

2、是这几处吗？请你再读一读，想想，这是一墙怎样的爬山
虎

3、孩子们，你们见过爬山虎吗？在哪见过？这样一种极其普
通，随处可见的爬山虎，为什么唯独叶老家的在16岁的肖复
兴眼中是那样的绿葱葱，那样的沉郁呢？就让我们到课文中
找找这个特殊的原因。/但我想，要想了解这个原因，首先得
了解这墙爬山虎的主人，你们说呢？请同学们默读1-6小节，
看看爬山虎的主人叶老是个怎样的人。请找出相关的句子，
做上记号。

在作者眼中，叶老是个怎样的人？

（多么认真细致啊，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春风拂面什么感觉

还从哪里感觉到他是个认真细致的人？

翻到曲线

1、是的，这就是密密麻麻。作者的征文都密密麻麻成什么样
子了？谁能找出来读一读。

3、只是一篇这么改吗？只是二十篇吗？是的，远远不止，他



还是大编辑，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作品等着他修改，等着出版。
如此忙碌的叶老却为我这么认真细致地修改作文，我怎能不
一下子愣住了！/sjbwz/透过这满纸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你看
到的，还仅仅只是修改符号吗？你仿佛还看到了什么？（你
还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可能点了一夜的灯呢！正是炎热
的夏日呀！都没休息一会儿呢！）

这是一位对工作多么认真负责的长者呀！

你还从哪里感受到叶老是个怎样的人？

评语

这是一位对工作多么认真负责的长者呀！看似简单的几个字，
看似简短的一则评语，却达到了精而又精，纯而又纯的学术
造诣，怎能不令人敬仰呢！

你还从哪里感受到叶老是个怎样的人？

意外

是的，叶老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初中生，却可以到他家做客，将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孩子们，让我们和作者一样，带着这一份激动一起来感受吧！

这片爬山虎是那样的绿葱葱！绿得那么鲜明，那么生动。
（板书）

见到叶老后，作者又有什么新的感受呢？听老师读。

这时，叶老给我留下的印象又是怎样的？

平易近人亲切和蔼



从哪里看出来？

叶老见了我缩短不少！

1、什么是距离？叶老和我之间缩短了的是什么距离？

还从哪里感受到了？

我们的交谈很融洽

1、说说

2、再读一读，你还感受到了什么？

是的，心与心的交融，浑然不觉时光的流逝。

（）

4、叶老们，你们的话语如此亲切，但句句都在耐心地教导我，
真是亲切之中

你们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朴实的言语却一直鼓励
着我，真是质朴之中

正是叶老亲切之中把我小小的

6、正是叶老真诚质朴、平易近人把我紧张的心悄悄地融化了。

此时，我们更见证了一位文坛伯乐，他慧眼识真才，毫不厌
倦地鼓励、培养那么多的人才，著名的大作家茅盾、/article/
巴金、丁玲就是这样一举成名了。抬起头，再见窗外那一墙
的爬山虎，绿得那么沉郁，如同浓浓的湖水，不停地摇曳着，
是那么的虎虎而有生气。来，孩子们，让我们深情地共同感
受这一刻吧！



你来读

你来

这不仅是一位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学术造诣极其深厚的
叶老，更是一位真诚质朴、谦和慈蔼的文坛伯乐，抬头再见
窗外。

此时的爬山虎，绿得那么沉郁，那么宽厚，那么虎虎而有生
气。（板书）

爬山教案钢琴篇四

1.学习通过描写景物抒发感情的方法。

2.联系上下文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

3.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培养认真改作文的习惯，懂得学作
文要先学做人。

了解并学习叶圣陶先生对《一张画像》的修改方法，从中受
到启发，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好习惯，体会学作文应先学做
人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出示课件：爬山虎，激起学生兴趣，使其很快进入上课状
态。

3.导入新课：今天我们再学一篇有关叶圣陶先生的文章：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出示题目，板书课题。



二展示图片，加深印象

展示叶老先生的图片，让学生加深印象。问：叶圣陶先生给
你留下什么印象？

三学习作者借景抒情的写法

这篇文章有两处描写了爬山虎，请同学们把课文读一下，思
考问题：

1.我在哪里见到了爬山虎

2.课文哪些地方描写了爬山虎？能找出来吗？

3.这两处爬山虎的描写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这些景色描写
有什么作用呢？

四从重点语句中体会叶老先生的人品

一找一找作者写了叶老先生的哪些事

二 从作者和叶老的相处中感受叶老的人品

1.在和叶老的交往中，哪些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叶老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他是怎样一位老人呢？

3.找出一个能概括叶老特点的句子。

五从叶老为“我”改作文中学习叶老的文品及修改作文的一
些方法

1.找出叶老为我修改作文的部分。

2.展示叶老为我修改的作文（片段），观察叶老是怎样给



3我修改作文的，他采用了哪些方法。

3.读修改作文的一些方法，并以后学着运用。

4.补充板书

六感受叶老人品与文品的伟大

人品（亲切、真诚、平易近人）

文品（认真、一丝不苟）

七理解难点

1.理解句子“在我眼前，那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

2.理解课题：课文为什么以“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为题呢？

八谈谈学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感受、收获。

九指点写作技巧：写真实的事情，才能写得亲切自然。

十 总结：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用上今天修改作文，写
作文的方法，并感受叶老先生伟大的人格魅力，做一个受人
赞扬的人。

爬山教案钢琴篇五

1、体验动手操作的乐趣，增加幼儿对折纸的兴趣。

2、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

3、学习折纸：猴子爬山。

1、猴子爬山的折纸范例一份。



2、手工材料人手一份，剪刀一把。

1、教师边念儿歌，边操作折纸范例，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小猴子，真可爱，花果山下来爬山，爬爬爬，爬上山后笑哈
哈。

2、引导幼儿分析制作方法。

3、教师讲解示范折纸步骤：

(1)正方形纸，对边折。

(2)一角向下折，一角向面折。

(3)将手插进中间层撑开成锥形，两腰向内压，成正方形。

(4)剪下上面一角，画上猴头。两面下角沿虚线折，露出中间
层。

(5)将画有猴头的小三角形夹在中层上。

(6)用双手各拉住中层下角，上下两角贴紧轻轻拉动，猴子即
可爬山了

4、发下材料，让幼儿自由动手制作，教师巡回辅导。

5、作业完后，互相欣赏作业。

爬山教案钢琴篇六

1、引导幼儿学习看图示折双三角的方法。

2、培养幼儿对折纸的兴趣。



1、正方形纸、剪刀。

2、幼儿用书画面“猴子爬山”。

下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做的。请小朋友先看图示学折双三角。

图1正方形纸，对角折。图2将两端角中的一角向上折，另一
角向反面折。图3手插进中间层向两边拉开就成了双三角。
图4剪下上面一个角，在剪下的角上简单画上猴脸，夹在双三
角中间，两只手在中间层的两边抽动，猴子就向上爬到山顶
上了。

老师巡回指导边提醒幼儿：要先看画面上的图示，看第一步、
第二步是怎么做的，第三步又是怎么做的，把每一步都看清
楚再折。折好后要轻轻地拉成双三角。

1、幼儿展示自己的作品，交流自己的制作过程。

2、集体玩“猴子爬山”的游戏，体验制作成功的快乐。

爬山教案钢琴篇七

课文记叙了26年前父亲带着十岁的我沿着又弯又窄的山路去
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父亲告诉我能不能爬到山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否尽力了，在下山途中又告诉我要用心欣赏沿
途的美景的事情。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智慧，从大山的身上
学到了沉静。

1、学习本课生字，理解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重点句子的含义；

3、激发学生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坚持不懈的信念和持之以
恒的精神。



1、学习课文，体会重点句子的含义；

2、说说我跟父亲爬山时学到了什么。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等。

多媒体课件。

第周

2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生字，初读课文，学习第一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朗读课文。要求学生读正确、流利，不读破词破句。

2、师生共同评价朗读情况。

3、幻灯出示本课生字。

1）指名认读生字，并口头组词。

2）出示文中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指定小组进行开火车读生字、新词比赛。

4）学生自由轻声朗读课文，找出最令你感动的句子，并在句
字旁加上自己的感受。



三、再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1、以小组为单位，小组讨论：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内容？

2、个小组内先互相讨论交流，进行改进。并推荐出代表发言。

3、个小组互相修改自然段的段意。

4、小组内互相朗读课文中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喜欢的语句。

5、划分结构段。

第一自然段（1）：父亲在一个夏日的清晨带我去爬山。

第二段（2-7）：在上山途中父亲告诉我其实能不能爬上山顶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尽了力。

第三段（8-9）：在下山去中，父亲告诉我大自然的没不只是
用眼睛去看，还要用耳朵去听，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体会，
左后用脑子去思考。

第四段（10）我从青山那里学到沉静，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从
父亲身上学到了智慧。

四、学习课文第一段

1、全班同学齐读课文第一段。

2、你读懂了什么？（小组内先互相交流，互相纠正。）

反馈学习情况：

主要介绍了时间、人物。

3、你从课文的第一句体会到了什么？



（体会到了父亲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也是一个十分疼爱
我的好父亲。）

4、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带我去爬山呢？（学生自由发言，只
要围绕课文内容都可以）

五、小结

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第一课时，我们知道了作者的父亲是一
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也是一个疼爱我的好父亲。

六、作业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写生字词。

教学内容：

学习课文2-10自然段；理解重点句子的意思，背诵最后以自
然段。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新课。

二、学习课文第二段。

1、指名朗读课文第二段。

2、学生评价朗读情况。

3、学生自主学习本段。

4、反馈学习情况：你读懂了什么？你有哪些质疑？



5、在爬山过程中，父亲对我说了什么？找出父亲的话。

6、听懂父亲的话吗？找出说明的词语来。（似懂非懂）

7、一起朗读父亲说的话后思考：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句
话你是怎样理解的？

8、当登上山顶时，父亲又对我说了什么？我理解父亲说的话
了吗？从哪句可以看出？

9、为什么我的脸就像煮熟的鸭子一样红？

（因为在这次数学考试中我没有尽力，只考了61分，可我却
说已经尽力了，被爸爸识破了。）

10、全班一起朗读我和父亲的对话。

三、学习第三段（8、9）

2、反馈思考情况。

3、父亲告诉我应该怎样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呢？（学生自由发
言）

4、读了父亲说的这句话，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不管遇到
什么事情都要用心来体会，用脑去思考。）

四、学习课文第四段

1、齐读本段内容，自主学习本段。

2、学生质疑。



（1）你认为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2）读了这段话，你有什么话要说？

3、反馈学习情况。

4、父亲是怎样带着我走那个黑暗而又宁静的山林的？

5、你是怎样理解课文最后一句话的？

五、总结全文

1、学习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体会？（学生自由发言）

2、你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去做，并且告诉我们大自然的
美不只是用眼睛去看，还要用耳朵去听，更要用心灵去体验，
用脑去思考。）

六、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背诵课文最后一段。

板书设计：

21、爬山

上山-----尽力

爬山下山-----留心

自然----用眼、用心、用脑



教学后记：

爬山教案钢琴篇八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联系上下文理解生字新词的意思。
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和理解叶圣陶先生平易近人、
真诚宽厚的人格魅力。

３、从叶圣陶先生修改文章的事件中受到启发，培养一丝不
苟地认真修改自身习惯。

１、回忆课文《爬山虎的脚》。简介课文作者和主要内容。

２、板书课题，齐读，简介作者。

３、说明本文与叶圣陶先生的关系和写作背景。

１、读后谈收获。

２、引导同学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３、理清课文写作思路，指导划分段落。

１、划出生字新词。

２、在不明白的地方旁边做上标志。

１、多媒体课件出示生字词，自由拼读。

２、同学说出记忆生字的方法。

３、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意思。



４、学习小组交流：读课文后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５、各学习小组汇报，教师概括共性的问题。

１、轻声读课文，划出写作者议论、感受的语句，标上记号。

２、汇报归纳出五处写作者感受的地方。

３、小组研读：

课文中写作者感受的语句，是作者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感受？
你是怎样理解的？

４、同学汇报。

５、朗读课文有关描写爬山虎的句子，体会其作用，理解课
文题目的含义。

１、本文给你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谁？

２、说话练习：叶圣陶先生是个 的人。

假如你是少年广播电台的记者，你去采访肖复兴同学，会问
他一些什么问题呢？

２６、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叶圣陶）

修改文章 一丝不苟（改、断、删、增）作品

请我做客 平易近人人品

给我印象 堪称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