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教案及教学反思 我喜欢教学反
思(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问
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内容比较多，一共11个小结。在课后作业中又有背
诵的要求。因此在备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怎样让学
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的完成背诵的要求。因此，我采用了
一些教学方法。

上课开始，我首先让学生通读全文。在读懂读通顺的基础上，
让学生思考课文都介绍了春天的什么。在学生整体回报后，
我为学生板书归纳出：太阳、风儿、小雨、动物。这样整体
的把握了课文，在背诵中就不会想不起来了。

课文向我们介绍了春天的这么多的景物，它们有什么特点呢？
提出这个问题后，我让学生再读课文，在读的过程中让学生
思考：这些景物都有什么特点？学生很快的就找到了这些特
点。然后，教师在抓住重点段帮助学生理解，如：春天里的
花各色各样这一段，通过图片的对比来让学生理解。迎春花
金灿灿就像闪亮的金子，洁白的梨花就像飞舞的`雪片。在这
形象的对比中，学生就记住了课文的内容。

春天有明亮的阳光，温暖的风儿，各色各样的花儿，淅淅沥
沥的小雨，可爱的小动物。这样学生结合实际和自己的想象，
在脑海中出现了春天的一幅美图。在这样美好的春日中心情
是那么高兴，那么快活。所以我们要在花园里玩耍，就像春
天的花朵。在阳光下唱歌，就像春天的小鸟。这样非常自然



地就学会了背诵这两个自然段。可见理解记忆是非常重要的。

大班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二

低年级的说话写话才是刚起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
务，就是培养学生说写的兴趣，而且学生还小，说话写话最
好要要联系到学生的生活实际，与认识事物联系起来。这样
学生才有东西写，才会写。因此，在说写教学中，我重视培
养学生的说写兴趣。我采取了比较生动的教学形式，如：猜
谜语、玩游戏、吃水果等。

先以猜谜语引人课题，并让学生知道，每种水果都有自己的`
特点。然后创设情境让学生逛水果店。总体感知水果。再以
学生最常见的苹果为重点，引导学生从颜色、形状、味道来
认识苹果。在过程中间再拓展到自己的水果，并及时给予学
生同类的词语，为学生说、写提供了素材。这一环节不仅学
生说的欲望被调动起来，同时也直接体现了这一堂课的说写
要求。

此外，我还出示句型如：的像。指导他们用丰富的词、句来
说出水果的形状、颜色，使得句子生动、形象。接着让学生
在袋子中摸出苹果，闻一闻再品尝一下，再让他把品尝到的
味道和感觉给同学们说一说。最好让学生把苹果的形状、颜
色连起来说一说。这样给一些能力差的学生以样式。

进行小组合作，互相说。在这环节中那些不大会说的小朋友，
有学习的机会，并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试说，为一会的写打
好基础。写后交流时，我充分利用了电子白板的优势，直接
在屏幕上用笔进行修改，学生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大班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三

《我喜欢》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本篇文章的作者张晓风
以独特的视角，诗一般清新的语言，向我们敞开心扉，描述



了自己喜欢的景物与事物，并说明喜欢的理由，表达了作者
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好生活的豁达、独特、乐观的人生态度。

文章在语言结构上两个特点：

文章语句优美动听，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使人很容
易进入语境中感受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

文章结构整齐每一段开头都用“我喜欢”三个字领起下文，
使12个自然段形成了排比段，句式工整、语言精美，情感贯
通全文。针对这两个特点，在教学中，我努力将信息技术与
语文教学实践进行整合，并将多元化评价落实到课堂中。

课标指出：“让学生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
受到情感的熏陶”。以“读”这个主线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引导学生多读，在读中学，学中悟，悟中思，读出文章包含
的韵味，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热爱美好生活的独特感受，
品味文章语言的优美，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底，领略
大自然的美好景象、生活的多姿多彩，达到学生与文本的共
鸣，生与师的共鸣，生与生的共鸣。

课伊始，我便以生动感人的语言导入，再让学生以“我喜欢，
因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在学生读中悟情，披文入情后，
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独特的想象，仿写课文，用语
言文字来抒发自己对四季、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说一说
自己喜欢什么，学习课文的表达方式，以“我喜欢”开头来
抒发自己的独特的体验。从而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
思维能力，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课件中“宁静淡远的冬天、蓬勃向上的春天、绚丽多姿的夏
天、凄美动人的秋天”一幅幅优美生动的画面带学生走进迷
人的四季，配上优美的乐曲，学生自然而然地在朗读中感受
到文章的韵味。



在指导学生理清课文层次时，学生零散地将作者喜欢的事物
罗列出来，我及时进行点拨，学生将课文作者喜欢的景物、
事物归纳为四季景色、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三大部分。有学
生质疑：“我喜欢梦”这部分不应归入自然景物，于是我让
他们再读这一自然段，找出作者梦中的所见的景象，学生豁
然开朗。

“殷勤”的“殷”字，学生掌握较难，又易写错，我便借助
多媒体课件分析字形，突出重点。大部分学生能记住这个字。
其它较简单的词语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

大班教案及教学反思篇四

我喜欢的鸟一课我上完了，为了上好这节课，我做了大量的
工作。在上这一课时，我把想象表现出一只自己喜欢的鸟作
为重点，为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思维，我反复考虑学生怎样
才能感兴趣怎样才能真正感受到鸟的美丽，我从鸟的鸣叫导
入开始设置情境，让学生置身在鸟的家园，聆听鸟的叫声，
欣赏鸟的.美丽，一步步由听觉的娴静恬淡进而到视觉的强烈
冲击，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其中，进而
引导学生分析对比找出鸟儿的美丽源点。在引导阶段我把怎
样欣赏鸟儿的美从鸟的色彩美、外形美、动态美三方面进行
分析总结，意在为后面的学生想象创作的思维做好挖掘，因
此在这一阶段，我搜集了大量的图片，找出有代表性的图片，
逐一引导，特别是在外形的分析上，做了大量的链接以解决
鸟的外形美，让学生自己发现正是由于不同的尾巴、脖子、
嘴巴、头才塑造了不同鸟的美丽，为后面学生有创意的作业
打下根基。
整节课的课堂氛围融洽，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高，作业时很投
入，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作业内容，把生活和课堂画画
的内容紧密结合，真正做到生活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来源，作
品的内容是生活中的体现。



大班教案及教学反思篇五

1、在回忆、观察、分析与交流中，引导学生感受、体验鸟的
美感，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2、通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表现鸟，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在
对画家的艺术作品的欣赏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欣赏评述能力，
我喜欢的鸟。

鸟的美感及不同种鸟的外形特点。

如何表现鸟的外形特点。

1课时

有关鸟的录像、课件、图片等，绘画工具或纸造型工具。

播放鸟的录像片，提观察要求：

1、你认识这些鸟吗？你认为鸟哪儿美？

2、鸟有什么共同特点和不同特点？

边看录像，边说出鸟的名称，边思考。

1、鸟的外形美；身上的羽毛的颜色美；姿态美……

2、鸟都有头、嘴、翅膀……雄孔雀尾巴大，仙鹤腿长，鹦
鹉……

各小组同学之间利用课前搜集的鸟的图片，向大家介绍鸟的
名称、习性和外形特点，准备向全班介绍。

各组代表介绍特点突出的鸟。



引导学生欣赏画家的作品

（1）这幅画是谁画的？

（2）荷花、花瓶、鸽子与“和平鸽”有什么关系？

（3）鸽子画得怎样？

引导学生欣赏教材中学生的作业。

你认为他们画得怎样？

鸟的特点比较突出，有的颜色鲜艳……

课件演示如何画出鸟的特点。（学生观察思考）

四、造型训练活动

布置作业，教师巡视辅导、小结。

通过学习这节课，你有什么想法？

五、课后拓展

了解世界上有多少种鸟，鸟对人类有什么作用。

教学本课时，我引导学生通过对鸟的回忆、观察、分析、表
现，使学生感受、体验鸟的美感，培养了学生热爱大自然、
保护大自然的情感，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通过对画家艺术
作品的欣赏，引导学生了解画家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感受画
家借物抒情的非凡的创作能力。同时，通过引导学生用自己
喜欢的方法表现鸟，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在对画家的艺术
作品的欣赏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欣赏评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