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禁烟教案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大班禁烟教案反思篇一

?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是一首儿童诗，展现了孩子们在夏天
的美丽遐想，洋溢着浓浓的童真童趣。诗歌以“我想变”的
句式，充分体现了孩子眼中，心中的夏天。

上完这一课，听课的老师肯定了我以下做的这几个方面：

一、字词教学“浓”

二年级的教学重点是字词教学，所以整堂课字词教学始终贯
彻其中，课开始就复习词语，最后再教学两个生
字“游”、“伞”。在阅读中进行字词教学，帮助学生进行
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这一点我在教学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例如：在教学“我想变一条小鱼，游入清凌凌的小河。”一
段时，我先出示小鱼在水中游玩图，接着让学生想象成自己
就是小鱼，看到这条小河想说些什么？有的学生说：“小河
里的水真清呀！”有的说：“小河里的水真清呀，清的能看
见河底的水草和鹅卵石。”还有的说：“小河的水真绿，真
美，我想在这儿安家。”然后让学生再去找文中也形容这河
水的词语，这样学生一下子就理解了“清凌凌”。又例如在
理解“穿梭”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情境：出示蝴蝶在花中
飞的图片（不动），接着问学生：“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只
蝴蝶，你最想做什么？”有学生说：“在花丛中采花粉。”
有的说：“在花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翩翩起舞。”……等
学生说完这一些，我就点击图片，出现了蝴蝶在花丛中飞来



飞去的情景，学生一目了然地找到了相应的词语“穿梭”，
无须老师作更多的解释。

二、创设情境“美”

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用画面再现情境，用音乐渲染情境，
用语言描绘情境，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切体验，情境的
创设能充分地再现诗文优美的意境，使学生充分展开想象，
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美，用自己的语言去表现美，在感
悟“我想变成透明的雨滴，睡在一片绿叶上。”时，我先让
学生欣赏动画的雨滴图，想象自己就是小雨滴，心里会想些
什么？让学生去移情体验，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
有的说：“我真是太舒服了。”有的说：“我很快乐。”然
后让学生融入自己的感情去反复地朗读，真正地体现了阅读
的个性化。在琅琅的书声中，学生用心灵去拥抱了语言。

三、难点设计“巧”

课文的最后一节是理解的难点，也是全文的题眼所在。（真
想变成大大的荷叶）我先出示荷叶图，让学生说说荷叶的样
子，通过说，理解荷叶的美是作者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的原
因之一。而在此基础上，想象小鱼、雨点的快乐。末尾的省
略号给学生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我恰到好处地设计
了：——来了，在荷叶——。这一句式，不仅丰富了学生的
想象，训练了他们的思维，而且还帮助他们积累了语言，生
动了教学，更进一步地点到了诗歌的题眼。这么多的小动物
喜欢荷叶是因为荷叶给它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所以是作者
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的主要原因。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设计，
却能让学生从具体的语言文字中去感悟，潜移默化地感受到
了诗歌的主旨，让他们获得了高尚情操的熏陶。

当然这一节课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一定
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



大班禁烟教案反思篇二

?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是苏教版二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的课文，
它是一首很美的小诗。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想变成各种夏
天里的事物，最后当他看到小小的荷塘时却想变成大大的荷
叶，体会荷叶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觉得快乐的感受。这个
也是学生理解的难点，让学生在感受大自然美的基础上学会
给别人带来快乐。诗的语言很优美，对于学生来说也比较好
理解，主要是通过反复的朗读让学生来体会美，感受美，呵
护美。

一、字词教学

词语教学我充分利用的多媒体课件的作用，用生动的画面帮
助孩子理解词语，如：“嬉戏”利用小鱼在池塘里游来游去
玩耍的样子，激发学生的想象，说说他们在干什么?学生会说：
捉迷藏，做游戏等等，这样顺利引出“嬉戏“一词，自然顺
当。接着让学生想象成自己就是小鱼，想象在小河会看见什
么?有的说：“能看见河底的水草和鹅卵石。”还有的
说：“能看到很多的小伙伴在玩耍。”从而理解“清凌凌”
的意思。“穿梭”利用蝴蝶，蜻蜓在花丛中的飞舞，学生一
看动画就明白，不用老师多讲解。

二、积极创设情境

课堂上我用画面再现情境，用音乐渲染情境，用语言描绘情
境，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切体验，情境的创设能充分地
再现诗文优美的意境，使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用自己的心灵
去感受美，用自己的语言去表现美，在感悟“我想变成透明
的雨滴，睡在一片绿叶上。”时，我先让学生欣赏雨滴图，
想象自己就是小雨滴，心里会想些什么?让学生去移情体验，
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有的说：“我真是太舒服
了。”有的说：“我很快乐。”然后让学生融入自己的感情
去反复地朗读，真正地体现了阅读的个性化。在琅琅的书声



中，学生用心灵去拥抱了语言。

课文的最后一节是理解的难点，也是全文的题眼所在。通过
想象小鱼、雨点的快乐。末尾的省略号给学生留下了更多想
象的空间，我恰到好处地设计了：——来了，在荷叶——。
这一句式，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想象，训练了他们的思维，而
且还帮助他们积累了语言，生动了教学，更进一步地点到了
诗歌的题眼。这么多的小动物喜欢荷叶是因为荷叶给它们带
来了无穷的欢乐，所以是作者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的主要原
因。

当然本课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朗读指导的时候抓住重点的
字词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方面我还做得不好，在引导上不是
很到位，没有注重实际教学的生成。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需要就阅读课向其他老师学习，潜心研
究教学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精益求精，脚踏实
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大班禁烟教案反思篇三

第二点是：没有按大到小排序！

第三：没有用同一个物体大小来做比较。认为，不同的物体
都可以做比较。

第四：没有把物体一样大小准备好，幼儿虽能分辨物体的大
小，也能把大小物体分家。

问题的是：比大物体小一点的，幼儿较难分辨了，所以最后
把所有比小物体大一点的东西都放进了大篮子里，导致最后
有点乱。



大班禁烟教案反思篇四

?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是苏教版二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的课文，
它是一首很美的小诗。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想变成各种夏
天里的事物，最后当他看到小小的荷塘时却想变成大大的荷
叶，体会荷叶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觉得快乐的感受。

在教学词语这一环节上，我用了以词带句的方法，让学生不
仅能读准单个的词语，也能在具体的语句中把他读准，同时
也能让学生更好地读准课文，为下面朗读指导做铺垫。

在指导学生读雨滴和小鱼这一节，是由我直接引出进行朗读
理解，重点抓住“睡和清凌凌”这两个词语，让学生在读中
感受，再把自己的感受带到朗读中去，让学生感受雨滴的舒
服和小鱼的快乐。在接下去的两个小节中，主要是让学生说
说他们最喜欢变什么，我的目的是想激发学生读的积极
性。“蝴蝶”是让学生在理解“穿梭”的基础上来想象画面，
感受在花丛自由穿梭的感觉。在蝈蝈这一环节上通过一个说
话训练让学生能学着诗的样式来说臆说，展开学生丰富的现
象力。所以在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的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语
言训练和语言积累，因为语文毕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

在后面的环节是提出“为什么我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让
学生带着问题去读最后一个自然段。如何让学生理解，我想
变成荷叶的原因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很快乐。我主
要通过先让学生感受小伙伴们在荷叶边一起嬉戏玩耍，是非
常快乐的，荷叶给小伙伴们带来了快乐，再去感受荷叶自己
也是非常快乐的。

在说说写写的拓展中，我说：这位小朋友想变成大大的荷叶，
因为他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那你想变成什么呢？在这个写
的过程中我预想的是让学生能写出如“我想变一棵大树，让
小朋友乘凉；我想变一顶雨伞，给人们遮风挡雨。”这样的
的句子，那么在这个拓展中就能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快乐别人



就是快乐自己。在这个环节的处理上，还是把学生引导到了
正确的方向，学生的回答比较契合我的初衷，我可以从学生
的回答中知道学生已经懂得快乐别人就是快乐自己。

在整堂课中，总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一直在那里罗嗦，特别
是在对学生的回答作评价的时候，没有顺着学生的思路说下
去，而是照搬学生的话来作评价，这一点在以后的上课中还
要注意。

大班禁烟教案反思篇五

?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是一首儿童诗，全诗共5小节，通
过“我”对夏天姐姐“想变点儿什么”的答问，展开了丰富
的想象，铺排出一系列想变的事物，落脚在变成大大的荷叶
上。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儿童气息，优美的语言带孩子们
进入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教完本课我有以下反思。

我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用画面再现情境，用音乐渲染情
境，用语言描绘情境，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切体验，达
到景与情的统一、情与景的交融。这种教学方法尤其适合运
用在低年级的诗文教学中。低年级儿童形象思维占明显优势，
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多种感官共同参与，进行看、听、想、品
一体化的语文实践活动，可以使他们获得立体的语言信息。
另外，情境教学法能充分地再现诗文优美的意境，使学生充
分展开想象，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美，用自己的语言去表现
美，用自己的画笔去创造美，使诗文中蕴含的丰富的美育因
素得到充分挖掘，使语文与美育和谐地得以整合。但也有不
足之处。

1、朗读。朗读的形式较单薄，可以通过齐读，也可以指读或
分组读，重在展示合作学习的成果。

2、说话。指名汇报交流与同伴共同学习所获得的体会和感悟，
效果较好，充分调动了学生交流表达的兴趣，以引起学生的



共鸣，激发他们童真的情感。

3、再读。全班有感情地齐读全诗，教师评价作小结。其中我
的评价语较单薄，还需要加强评价语言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