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教案蝴蝶找花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教案蝴蝶找花反思篇一

课文《小蝴蝶花》全文以小蝴蝶花情感的变化为线索展开。
教学重点是让学生体会小蝴蝶花经历了从骄傲到自馁的感情
变化，最后又找到心理平衡，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了的感情变
化。教学难点是让学生体会故事中的人生哲理：每一个人都
拥有一份独特的美，有了自知之明，才能做到不以自己的长
处而骄傲，又不因自己的短处而失去自信。语文课程应致力
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重视学生的阅读能力、情感体验的
培养。为了完成本课的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
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的思想感情都渗透在字里行间，要让学生真正理解，体
会，有所感悟，朗读是主要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我努力为
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始终以小蝴蝶花的身份来学习课文，
体会和感受小蝴蝶花情感的变化，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
让学生在读中思考问题，读中感受语言，读中体验感情，读
中品味语言，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感受，受到情感的熏陶。比
如：在体会生长在草丛里的小蝴蝶花很骄傲时，我就让学生
置换角色，把自己当成是生长在草丛里的骄傲的小蝴蝶花来
朗读小蝴蝶花说的话，让学生加上自己的动作、表情来朗读，
这样学生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读出了小蝴蝶花当时说话时那
种骄傲、谁也瞧不起的语气，体会到了小蝴蝶花骄傲的情感。
后面的自馁的小蝴蝶花和又找回自信的小蝴蝶花都是通过置
换角色这种方法来学习的，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图片
的展示，对学生理解课文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生长在草



丛中的小蝴蝶花和生长在花园中的小蝴蝶花什么样，通过看
图，学生一目了然，为理解小蝴蝶花的情感变化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学生就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带着语气去朗读了。

教学过程中，我紧紧抓住描写小蝴蝶花前后情感变化的语句，
让学生进行对比读，联系上下文找联系，找变化，思考变化
的原因，从而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份独特的美，有了自
知之明才能做到不以自己的长处而骄傲，又不因自己的短处
而失去自信。比如：在理解小蝴蝶花由骄傲到自馁的情感变
化时，我用课件出示她骄傲时说的话和自馁时的心里想法，
让学生来对比读，并通过体会前后两个“百花”的不同，使
学生体会到小蝴蝶花的情感变化。从学生的发言可以看得出，
他们已经懂得“不以自己的长处而骄傲，又不因自己的短处
而失去自信”的道理。学生说：“小蝴蝶花和普通的小草小
花比，算是漂亮的，有优点的。这里的“百花”指的是草丛
中的这些小草小花。可是要和那些名花奇葩比起来就不起眼
儿了，好像没有优点了。这里的“百花”指的是花园里的名
花奇葩”。我又通花园里名花奇葩图片和小蝴蝶花的图片的
对比展示，使学生体会到小蝴蝶花此时的自馁，学生
说：“小蝴蝶花看到那些名花奇葩，就头昏目眩了，想不到
自己有什么美丽的地方，开始不相信自己了，所以她就会自
馁。”这样，联系课文内容，把前后重点句子对比起来理解，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分析、理解能力，有利于学生创新品
质的形成，更有效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我通过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联系上下文、
角色体验、展开想象、句子对比等多种方法理解课文重点词
句，体会小蝴蝶花的感情变化。例如：在理解小蝴蝶花骄傲
的情感时，学生抓住了“平平常常”“一朵半朵”“最了不
起”“埋没”“出头之日”这些词，先让学生说说这些词语
的意思，再放到句子中进行体会，从而想象小蝴蝶花的骄傲。
在理解小蝴蝶花自馁的情感时，学生抓住了“最寒碜”一词。
我先让学生说“寒碜”什么意思，再说“最寒碜”的意思。由
“最寒碜”一词启发学生想一想小蝴蝶花此时心情怎样，学



生说很自卑，很伤心。接着我就引导：面对这样自卑，这样
伤心的小蝴蝶花你想对她说点什么？学生们纷纷发言安慰、
鼓励小蝴蝶花，有的说：“小蝴蝶花，你别伤心了，你也有
自己美丽的地方。”有的说：“小蝴蝶花，你别太自卑了，
应该相信自己。记住以后可不要骄傲了。”学生既体会到小
蝴蝶花自馁的情感，又进行了说话训练，还渗透了人文教育，
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教学效果。在理解小蝴蝶花重新找回
自信时，我用了换词的方法，将“扬”换成“抬”让学生体
会有什么不同，学生体会到“扬”字能体现小蝴蝶花又找回
了自信，，“扬”字在这里更能表现小蝴蝶花当时的情感。

在体会花园里百花很美很多时，让学生想象花园里还有哪些
花？开得怎么样？对学生进行口语训练。然后，让学生看课
件显示的各种鲜花的图片，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用“还有
（ ）的（ ）花”的句式来说话。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
力。在教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读的过程中，
对学生的评价不够到位，缺乏针对性：在体会小蝴蝶花情感
变化时，强调的过多，所以耽误了课堂的有效时间，影响了
后面的练笔。这些不足都是我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应该努力
改进和完善的，我将继续探索，不断实践，追求更加完美的
语文教学境界。

幼儿园教案蝴蝶找花反思篇二

在活动时候，幼儿园周围没有蝴蝶花，我改用蝴蝶花的图片，
幼儿通过蝴蝶花的图片了解了蝴蝶花的外形不仅很美，更主
要的是很像蝴蝶，由此理解为什么花蝶花像蝴蝶的了，为学
习歌曲做好了前期的准备。

二、在幼儿理解的前提下的活动

在了解了蝴蝶和蝴蝶花的基础上倾听歌曲，幼儿通过直观感
受理解歌词，并且我还一边做动作一边表演了歌曲，这样幼
儿很快的就掌握了歌词，并理解其涵义。在幼儿能够轻声跟



唱以后，引导幼儿自己和同伴合作把这首歌表演出来，鼓励
幼儿脸上带有表情的表演，重点在学惊讶和欢喜的表情上。
孩子们一边做动作一边。演唱整个活动下来，小朋友不但轻
松学会了这首歌曲，而且还把歌词牢牢记住了。

幼儿园教案蝴蝶找花反思篇三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描写西南边疆一所美丽
而充满欢乐的民族小学，反映孩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现
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本文的学习，可以让学生
了解我们各族儿童的团结友爱和他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会
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这样的情感要让学生自己去领
会，自己去感受。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
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在教学过程中，我把学习的主动权
交给了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学习，自主讨论，自
己感悟，不压制学生的思想，给学生心灵放飞的权利，培养
了学生的悟性、灵性。

在学习文章的过程中，课文没有写孩子们是怎样上课的，于
是我让学生自己来说说他们上课的情景。学生们各抒己见，
有的说：他们听得目不转睛。有的说：他们积极举手发言，
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有的说：他们读得又整齐又动
听。……另外，学生在读我奋力向峰顶爬去……时我让他们
做动作并想象，学生读得有的非常起劲，再让他们对比想象
爷爷爬时的样子。有的学生就说，爷爷也很奋力像老猴子一
样……惹得全班学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时提醒学生：看来
同学们都认为老爷爷也很努力，所以他们爬呀爬，终于爬上
了山顶。这样的合理猜测，打开了学生的思维，给了学生想
象的空间。

此外，我还把知识延伸到课外，在立足于课内，打好语言文
字的基础上，把语文知识联系到学生的生活实际中。学完课
文以后，我让学生来画画这所民族小学，同学们都兴趣高涨，
动起手来了，画的是各有千秋。我挑选几幅比较出众的作品



展示给全班的学生，并让作品的主人脱离课文来向大家介绍
一个你所画的民族小学，使学生真正把课本的知识转化为自
己的东西。接着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小学，来说说我们自己的
学校。经过小组讨论后，同学描绘了自己所在的小学，而且
讲的十分生动有趣。例如有的同学讲到：我们的学校多美啊!
红旗高高迎风飘扬，特别引人注目。平坦的操场，是我们玩
游戏的乐园。青青的草坪可以让我们当床一样睡觉。明亮的
教室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你听!教室里传来了同学们朗朗的读
书声，大家学得多起劲啊!……讲完后，我让学生课外把自己
的学校用自己的话写下来。这样主动、自主的学习，给了孩
子们一片开放的园地，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讲，讲自己喜欢
的，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也
使得课堂上的知识进一不得到了升华。

在教学中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对教材进行开发，变封闭为开
放，教学活动犹如放飞快乐的翅膀，让学生的阅读快乐从课
本飞向想象的空间，从课堂飞向课外，多形式和多渠道，高
效地发展了学生的语文能力，体现了语文教学与生活的有效
结合。

幼儿园教案蝴蝶找花反思篇四

?陶罐和铁罐》是一篇童话故事，课文生动搞笑，情节富有变
化，它讲述了国王御厨里铁罐自恃坚硬，瞧不起陶罐。许多
年代后，陶罐出土成了文物，铁罐却不复存在的故事。这个
故事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看到别人的
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在反复的试
教过程中，我对课文的思考、想法在加深，教学理念在变化，
教学设计也随之改善。

一、课文主线的把握：体会人物性格挖掘做人道理

故事中的陶罐和铁罐个性鲜明，铁罐傲慢无理，说话咄咄逼
人，而陶罐谦虚容忍，态度温和友好，这从他们彼此的对话



中鲜而易见。开始，我一向把抓人物性格作为学习的主线，
让学生在寻找人物神态，反复朗读对话的过程中加深对陶罐
和铁罐的印象。于是乎，大家对铁罐的傲慢、轻蔑、恼怒很
感兴趣，他们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动作、语气，把盛气凌人的
铁罐表现地活灵活现。而对谦虚温和的陶罐，大家则表现得
不温不火。因而整堂课的反面人物形象过于强调，突出了铁
罐而忽略了陶罐，轻重倒置，难怪学生在结尾对陶罐铁罐说
的话中，写到：“我喜欢铁罐，因为他很威风。”这都是一
味感受傲慢、轻蔑与恼怒的结果，其实这些词语都是我们生
活中贬义词，只是帮忙体会人物性格，无须过分强调，陶罐
才是一个正面的，让学生有价值去体悟的人物形象。

朗读对话是为理解人物性格服务，而人物不同性格正因对待
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方法所引起的，这才是整堂课的核
心。于是，在之后的教学中，学生不只是简单地朗读课文，
停留在理解人物性格的表面层次中了，大家都有了更深的感
触，陶罐的谦虚温和是因为他看待问题很全面，因此他也有
了好结果。语文具有丰富的人文，超多具体形象的、带有个
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资料，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会
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篇课文带给学生的不只是两个性格鲜明
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教给他们就应正确地看待问题，要明白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的道理。

二、教学理念的转换：按部就班读对话顺水推舟入情境

三、教学设计的变化：单一地侧重由面到点

在我的观念中，一堂好课就要有重点，有需要突出，出彩的
环节，因此，几次试教的过程中，我一向把陶罐和铁罐的对
话作为设计重点，用不同步骤和方法来烘托这个亮点。但是
渐渐地，我发现整堂课读对话，学生容易疲倦，课堂的气氛
就像先上坡，又下坡似的，读到最后虽然感情是有了，但是
总觉得有点索然无味，学生兴趣减弱，整堂课的资料含量也
很单薄。之后有听课的老师提出，教师上课需要大气，不能



过重计较一些细节，过于强调对话，使得整篇文章失去了前
后联系，学生感受不充分自然越读越没兴趣。于是我改变了
原先的教学设计，使对话部分变得粗线条一些，在品读对话
前加入一个全文感知的填充课文资料的小练习。学生在自由
读文后，看着资料提示，很简单地就概括出了课文的主要资
料，这对后面的学习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语文学科的特点是既要富有人文性和又要具备工具性，为了
充实课堂，让学生能在这堂课中学有所获，实现人文与工具
的结合，在课堂尾声时，又有一个写话的练习——陶罐，我
想对你说______________。铁罐，我想对你
说_______________。学生在感悟文章，认识两个人物后，对
他们的性格，对他们的品质，对他们看待问题不同的态度，
都有了或深或浅的想法，请他们写写想对这课文人物说的话，
这是一个人文性的综合练习，在写话中学生充分表达出了自
己的感受。

陶罐，我想对你说：“你真了不起，既看到了自己的缺点，
也看自己的优点，你还能看见别人的优点，我要向你学
习。”

陶罐，我想对你说：“你真谦虚，对待朋友的态度那么好，
我也想和你交朋友。”

陶罐，我想对你说：“应对铁罐的傲慢，你还那么心平气和
的说话，你可真有风度啊!”

铁罐，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太骄傲了，骄傲是没有好下场
的。”

铁罐，我想对你说：“陶罐对你那么好，你还那么傲慢，你
必须交不到朋友的。”

……



这样丰富精彩的写话是学生基本对文本的深入认识后，结合
自己的生活体验，所有的感触。这样的语言文字综合性练习
是新课程课堂所需要的。

整堂课的教学设计我始终想体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但
是在课件出示对话部分，我把表示人物神态的词语，直接打
在说的话后面，原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看着课件上的提
出神态语，更快、更好地读出人物语气，但是这样急于发挥
语文工具性的做法，却起到画蛇添足的反作用，让学生失去
了在对话中亲身感悟的经历，教师直接给学生，而不是学生
自己悟到的，这是严重丧失语文人文性表现。这样单独出现
神态语，让它脱离文本存在的做法是不适宜的。

在教学《陶罐和铁罐》一课的经历中，我学习到，体验到的
东西还有很多很多，陶罐和铁罐的对话就是这样一步步练成
的，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与遗憾，但是我所学到的经验都是我
今后教学生涯宝贵的财富。作为新课程教师的我，还要不断
刻苦钻研，看更多，听更多，想更多，在永不停歇的学习中
充实自己。

幼儿园教案蝴蝶找花反思篇五

?台湾的蝴蝶谷》是一篇描写自然风物的优美文章。它以形象
生动的语言，细腻地展现了台湾蝴蝶谷每年春季瑰丽而壮观
的奇异景色。

为了能让学生进入课文描写的情境，在读中感知，感悟台湾
蝴蝶谷的美景，我采用了以下两点方式：

一、抓重点词帮助学生理解，感悟课文。

在第二自然段中，引导学生抓住“飞过”、“穿过”、“越
过”进行品读，感悟作者用词的准确，并让学生演一演“飞
过花丛，穿过树林，越过小溪“的姿态，体会蝴蝶这种轻松



愉快的飞翔姿态和急于聚会的心理。通过品读，演读等形式
让学生体会到了蝴蝶“赶到山谷里来聚会”的生动情景。

第三自然段是课文的重点段，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通
过“金光灿灿”、“十分壮观”、“五彩缤纷”、“五颜六
色的花瓣”等进行充分想象，让学生利用语言和插图创设的`
情境去体会，领悟蝴蝶谷“非常迷人”的景象。

二、创设情境，加深感悟。

在学生充分朗读感悟课文的基础上，我创设了“我来当导
游”的情境，引导学生向游客介绍美丽的蝴蝶谷，进而把文
本语言内化成学生自己的语言，从而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领
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