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蚂蚁和蝈蝈幼儿园教案(大全6篇)
一个好的教案应该具备明确的教学目标、科学的教学设计和
灵活的教学策略。参考这些初中教案范文，教师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蚂蚁和蝈蝈幼儿园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认识新偏旁“米，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换来幸福
的生活。

教学重难点

学会本课生字，认识新偏旁“米，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导入新课

1．板书：蚂蚁（mayi）各自拼读后指名读，教者指出“蚂”
和“蚁”都是第三声。当两个第三声在一起时，第一个字要
读得像阳平。教者示范。领读。

再板书：蝈蝈（guoguo）各自拼读后指名读，教者指出重叠式



的名词，后一个音节读轻声。教者示范。领读。

最后用彩色粉笔写“和”，问：从“和”字我们可以知道什
么？

2．齐读课题。

3．这篇文章写的什么事？这件事又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学
习了课文就知道了。

二、初读指导

1．借助拼音自读课文。小小组交流：读了第一遍后，懂得了
什么？

2．指名读课文，要求读通，处理好长句子“蚂蚁/躺在装满
粮食的洞里/过冬了”的停顿。

3．全文一共三个自然段，说说各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第一自然段写夏天蚂蚁忙着搬粮食；第二自然段写蝈蝈在大
树下乘凉，，笑蚂蚁是傻；第三自然段写冬天到了，蚂蚁和
蝈蝈不同的结果。

4．学生提出本课生字词：

粮食满头大汗自由自在过冬呼呼

洞里又冷又饿躲乘凉刮风

躺装饿

（1）自主拼读，读准字音，互相检查。

（2）小小组交流；机警读懂了哪些词语的意思。



（3）教者检查“自由自在”的意思。

讲：“自在”也是“自由”的意思。“自由自在”讲的是很
自由，一点儿不受拘束。

（4）用生字口头组词：

汗（）冬由（）冷（）

（5）互相交流记住字形的方法。

5．读读、记记、写写生字词。

同桌互报词语听写，订正。

6．自由读课文，质疑。

三、作业

1．组词。

冬（）乎（）玩（）元（）

东（）呼（）完（）原（）

2．看课文插图，结合朗读课文，说说两幅插图的意思。

四、板书

22、蚂蚁和蝈蝈

勤劳懒惰

22、《蚂蚁和蝈蝈》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换来幸福
的生活。

教学重难点

正确书写汉字。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出示生字词卡片，指名认读，结合正音。

二、精读训练

1．讨论：书上几幅插图的内容，从事情发生的时间看，哪个
在前，哪个在后？为什么？

（1）自由看通版图，自由练说。

指名当众说图意。

（2）仔细观察另外两幅插图，说说画的是什么季节的事，什
么内容？

2．课文是怎么说的呢？



（一）第一自然段：

1、看图：

（1）这是什么季节？（夏天）你怎么知道这是夏天？

板书：夏天

（2）太阳怎么样？（太阳火辣辣的）

（3）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火辣辣的，小蚂蚁在干什么？
（劳动）

这么热的天，小蚂蚁在忙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书上是怎么写
的。

2、男同学读第一自然段。

3、提问：

（1）这些小蚂蚁在忙什么呀？（搬粮食）

板书：搬粮食

（2）你读了这一自然段之后，你觉得小蚂蚁怎么样？（爱劳
动，不怕吃苦）

（3）你从课文中哪些词看出来的？（背、拉、满头大汗）理
解：满头大汗

4、指导朗读：

（1）夏天，太阳火辣辣的，天气真热。这群勤劳的小蚂蚁还
这么爱劳动，



在搬粮食，个个干得满头大汗。小朋友，你们喜不喜欢这些
小蚂蚁吗？那么，

小朋友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这一自然段？（喜爱的语气）

（2）下面，先听听老师是怎么读的，注意老师在读的时候突
出了哪些词，

来表达对小蚂蚁的喜爱。

（3）学生练读。

（4）齐读。

火辣辣的太阳下，小蚂蚁在搬粮食，我们再来看看这时候蝈
蝈们又

在干什么呢？

（二）第二自然段：

1、女同学读第二自然段。

2、提问：

（1）几只蝈蝈看到蚂蚁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搬粮食，都笑蚂
蚁是傻瓜。

（2）蝈蝈为什么笑蚂蚁是傻瓜？（因为，它们觉得，蚂蚁大
热天里还在

干活，不知道享受，真是太笨了。）

蝈蝈笑蚂蚁是傻瓜，不知道享受，那蝈蝈是怎么享受的，我
们来看



看图。

3、看图

（1）描述图。（“他们躲到大树下乘凉，有的唱歌，有的睡
觉，个个自

由自在。”）

板书：树下乘凉

（2）什么叫做“自由自在”？

4、指导朗读：

（1）小蚂蚁在努力干活，可是，蝈蝈却嘲笑他们，自己还躲
到大树下乘

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读的时候就要读出蝈蝈这种自
以为是的语气。老

师提醒大家要注意突出“有的……有的……”、“满头大
汗”这几个词。

（2）学生练读。

（3）指名读。

转眼，夏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来到了。小蚂蚁是不是真的
是傻

瓜呢？

板书：冬天



（三）第三自然段：

1、看图：

（2）蚂蚁在做什么？（吃东西，烤火）

（3）蝈蝈又怎么样了呢？（冷得发抖，很饿，还有的哭了）

我们来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2、轻声读第三自然段。

3、提问：

（1）谁来告诉老师，这时候，蚂蚁怎么样？（躺在装满粮食
的洞里）

板书：洞中过冬

（2）那么，小蚂蚁为什么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装满粮食的洞
里过冬呢？

（因为，蚂蚁夏天准备了粮食）

（3）那蝈蝈呢？（又冷又饿，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板书：又冷又饿

（4）蝈蝈为什么“又冷又饿，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夏天
它们没有准

备粮食）

（5）假如你是蝈蝈，你这时候会怎么想？



蝈蝈很后悔夏天没有准备粮食，那我们读这一自然段的时候
应该

怎么读呢？

4、指导朗读：

（1）小朋友自己来试一试。

（2）齐读。（指导突出词句）

（四）总结：

蚂蚁和蝈蝈的故事说完了，小朋友你们喜欢谁？为什么呢？

四、教学生字：（冷、歌、汗）

1、指读生字。

2、组词。

3、你怎么记这个字形？

4、书空。

5、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6、范写。

7、描红。

8、《习字册》。

五、板书



22、蚂蚁和蝈蝈

勤劳懒惰

[苏教版一年级下册语文《蚂蚁和蝈蝈》教案（共两课时）]

蚂蚁和蝈蝈幼儿园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两条绿线内的字
只识不写，认识新部首。

2．仔细观察图画，认识图上描绘的事物，并与所学的词语联
系起来。

3．诵读课文，积累词语，体会乡村夏夜的情趣。

教学重难点

认识新部首，规范写字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夏天到了，天多热呀！老师带同学们随着小向导萤火虫去农
家的小院里乘乘凉，好吗？

二、学习生字

1．图上的老爷爷说呀，你们先要读准萤火虫向导提来的生字，
才可以去他



们家的小院。

请小组长拿出词卡带同学们学习。

2．说说词中哪些字的读音你要提醒大家注意。

“晶、星、丁”的韵母是后鼻音。

“竹、扇”的声母是翘舌音。

“牛、奶、女”的声母有鼻音。

“爷爷、奶奶、小丁丁”最后一个字都要念成轻声。

3．开火车读生字词。

4．同学们读得真好，我们已经顺利地把生字装上了车，坐好，
马上出发了，

呜……

三、学习韵文

1．好，小火车到站了，你们瞧，谁已经先到了？

指名回答。（板书：爷爷奶奶小丁丁）

读这三个词的时候要注意每个词的最后一个字都要读成轻声，
我们一

起来读一读。

2．他们在干什么呢？（纳凉，乘凉）

指名读第三行词语：竹椅蒲扇萤火虫



3．这两行词语，就构成了农家小院里安静、优美的夜晚，你
们听老师读。

（配乐，教师范读）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能读得这么好吗？

因为老师一边读到哪个词，一边就在头脑里过小电影，想象
画面。

你也像老师这样试一试，自己练一练。

指读，评讲，再齐读。

4．让我们和丁丁一起听爷爷讲故事，抬头仰望，你看到了什
么？（星星，

许多星星）

出示“亮晶晶”，你能带大家读一读吗？

多美的夜晚呀！出示“夜晚”。

试试看，把画面上的3个词连起来说一句话。

（板书：夜晚繁星亮晶晶）

这三个词语是我们刚才欣赏到的，你试着读一读。

指名读。

说说你为什么能读得这么好。（一边读，一边想）

再指读。



男生读，女生读。

你能加上动作再读一读吗？

5．爷爷讲了哪些星星的故事？

指名回答。（板书：牵牛织女北斗星）

有同学知道它们的故事吗？说给我们听听。

真好，谁来读一读？

让我们也来指着天空认一认，齐读。

6．这么美的夜晚，我们再去感受一下，自己读一读。

你发现了什么？（特别美；特别好读，顺口）

对了，因为一、二、四行的末尾注意了押韵，我们以前就学
过，这叫

韵文。

7．同学们读得真好，老师给你们配上音乐再读，一定会读得
更棒。

四、学写生字

真是太美了，我们就坐在农家的小院里，打开书来学学这课
的生字，好

吗？

出示生字：星爷奶扇织女斗



认读生字。

这里面，哪一个生字让你觉得最美呀？

出示“星”。

说说你是怎样记住这个字的。

你会给它组词吗？

指导写字，要把上部的“日字头”写得扁一点。

打开书，描写生字“星”的笔顺。

打开《习字册》，描写生字“星”。

五、板书

识字5

夏天的景象

识字5《夜晚繁星亮晶晶》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仔细观察图画，认识图上描绘的事物，并与所学的词语联
系起来。

2．诵读课文，积累词语，体会乡村夏夜的情趣。

教学重难点

诵读课文，积累词语，体会乡村夏夜的情趣。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小组长带同学们复习生字词。

2．开小火车认读老师生字箩里的生字。

3．各个小组准备一下，马上我们来比赛读课文，看哪个小组
读得最美。

二、学写生字

1．出示生字：星爷奶扇织女斗

认读生字。

认识新部首“户字头”。

2．小组内同伴讨论：你会记住哪个字？怎样记？

3．交流讨论结果。

注意“奶”的“女字旁”的第三笔是“提”。

（1）生字书空。

（2）数笔画。

4．游戏扩词-生字开花。

5．指导写字。



6．播放音乐，学生写字，教师行间巡视辅导。

三、板书

识字5

丁扇牵织女斗

[苏教版一年级下册语文识字5《夜晚繁星亮晶晶》教案（共
两课时）]

蚂蚁和蝈蝈幼儿园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学用字词句。

2.朗读背诵成语和诗歌。

3.按先里头后封口的笔顺规则，照样子练习写字。

4.仔细观察图画，展开想象，练习对话。

教学重难点：

1.巩固所学的生字，并能用生字说话。

2.口语交际训练。

教学准备：

教学挂图ppt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第一题：

1.（出示儿歌）跟着老师一起朗读。

2.自由朗读，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

3.比一比，谁读的响亮又大方。

4.你在家还做了哪些甜蜜蜜的事儿呢？（看图说话）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

二、教学第二题：写字

1.（出示挂图）图上看到了什么笔画（横撇）？

（1）横撇有什么特点？

（2）它是由几笔写成的呢？

2.认真书写。

3.评比

（1）大部分同学都能按照要求写的十分工整，有的还写出了
汉字的笔锋。

（2）小部分同学的字有待加强，注意横撇的转折处，是尖头，
而不是圆头。

第二课时



一、教学成语。

1．审题。

2．自读成语，把成语中每个字的字音读准确。

3．通过读成语，你知道哪些成语的意思？师进行补充。

4．出示挂图：图上画了谁？他们在干什么？

你能把这幅图的意思说给大家听一听吗？尽量用上我们才学
的这四个成语。

（1）同座位互说。

（2）指名说，评议。

5．开火车读成语，齐读成语。

6．指导背诵。

（1）自背，同座位互背。

（2）指名背，齐背。

二、教学古诗

1.学生借助拼音自己练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指名试读，指导读准字音：一叶出没舟

3.老师范读。指名读，集体练读。

4.看图理解大意。



（1）但：只是。渔者：打鱼的人。

（2）打鱼的人在江上干什么？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3）小结：那些爱吃鲈鱼的人，体会到打鱼人在大风大浪里
打鱼的辛苦了吗？

5.指导感情朗读。

6.练习背诵。

（1）自由练习。

（2）指名背诵，集体背诵。

三、教学口语交际--说说我的家

1．课前准备

（1）教学挂图。

（2）创设情景用的道具。

2．审题

（1）齐读课题。

（2）借助拼音读要求。

3．指导学生看图，说说图中有哪些人。

（1）家里有几口人，他们分别怎么称呼？

（2）谁是你今天特别想要介绍的人呢？为什么想要介绍他？



（3）介绍，首先要告知大家他是我的什么人，他是做什么的，
今年多大啦，最喜欢什么等等......

（4）回家以后，对着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再介绍一下你在
学校的好朋友吧。

4.指名上台给同学们介绍你的家人

5.再请一组同学评议

附板书：

练习七

骨肉之情痛痒相关

情深似海恩重如山

[苏教版一年级下册语文《练习7》教案（共两课时）]

蚂蚁和蝈蝈幼儿园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巩固汉语拼音，会拼读词语。

2、了解动物的家，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帮助小动物找到自己
的家。

3、了解动物的生长习性和生长环境，热爱动物，与动物和谐
相处。

教学重点

知道动物的家帮助动物找到家



教学难点

了解动物的习性和环境，热爱动物，和谐相处。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教学学和用

1、揭题板书学和用（齐读）

2、（出示图）问：图上画了哪些小动物？

学生看图回答

3、游戏，猜猜这是谁？（抽出卡通图片）

相机出示:

北极熊松鼠蜜蜂燕子马

（教师介绍这些动物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

4、它们都找不到家了，我们快来帮助它们。它们分别住在哪
儿？（出示动物居住地方的图）

这些是什么地方？分别是哪些动物的家？

在书上连线

5、指名上来连图。

6、评议、讨论、交流。



二、读懂刚才有关小动物的词语（大屏展示带拼音的词语）。

完成拼拼读读

1、自由读

2、指名读（正音）

3、开火车读

4、齐读

三、练习填空，这下我知道它们住在哪里啦。

1、填空。打开课本填一填。

松鼠住在松树林里。

马住在_______________。

燕子住在________________。

北极熊住在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住在_____________。

2、指名说，讨论，还有什么动物住哪里？

四、小结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保护动物，与它们和
谐相处。

五、作业

填空。



___________住在_____________。

练习4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写字有方，掌握横折弯钩的形状和书写方法。

2、积累成语，懂得遇事要沉着冷静，多动脑筋。

3、积累天气谚语。

教学重点规范写字

教学难点积累成语和谚语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_________住在__________。

二、教学写字有方

1、出示“九、几、吃、亮”四个字，读一读，想一想，这四
个字里有什么相同的笔画。

2、出示笔画横折弯钩和天鹅图

看看它们之间的共同点

3、领读写字秘诀：小天鹅，水中游，横折弯钩藏里头。



4、教师范写这四个字，学生跟着描红，临写，教师巡视。

5、反馈评议。

三、教学读读背背

（一）出示临危不惧多谋善断从容不迫方寸不乱

1、拼读

2、圈出已经学过的字

3、说说哪些字你也会写了？（容、迫、乱）

4、反复读

5、练习背

6、说说这些词语是用来赞扬谁的，赞扬他什么？你从中懂得
了什么？

（二）出示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

1、拼读

2、讲解意思

3、练习背诵

四、小结（背诵成语和谚语）

五、作业

抄写成语和谚语



六、板书

练习4

写字有方

读读背背

临危不惧朝霞不出门

多谋善断晚霞行千里

从容不迫雷公先唱歌

方寸不乱有雨也不多

练习4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看连续图，能安静认真地倾听老师讲故事，培养想象
力和记忆力。

2、能在说的基础上进行表演，培养大胆发言和表现的能力。

教学重点

认真听故事

教学难点

讲故事，表演故事。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揭示本课目标

二、指导

1、出示四幅彩图，指导学生仔细观察。

2、教师配乐讲述这个故事，要求学生边看图边仔细听老师的
讲述，想象情境，记住故事情节。

3、教师指导学生说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4、教师再讲述故事一遍，然后要求学生根据每幅图说几句话。

5、请学生大致说说每幅图的意思。

三、练习

1、自己练说四幅图的意思。

2、同座位互说、练说。

3、教师巡视指导。

四、表演

1、能表演这个故事吗？

2、自由组合，一个当导演一个当旁白，其余五估演故事中的
人物，分工合作，师巡视指导。

五、作业

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一听。



[苏教版一年级下册语文《练习4》教案（共三课时）]

蚂蚁和蝈蝈幼儿园教案篇五

一、揭题

19、蚂蚁和蝈蝈

让我们走进蚂蚁和蝈蝈的世界里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二、点击视频欣赏

故事里讲了哪两个季节？板书：夏天冬天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到了哪两种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三、学习课文第一节。

1、个别读。

2、你读懂了什么？（蚂蚁什么时候搬粮食？怎样搬粮食？）

板书：搬粮食

3、指导朗读“夏天真热”、“个个满头大汗”

4、这是一群怎样的'小蚂蚁？（辛苦、勤劳）

5、齐读。让我们一起来赞赞小蚂蚁吧，把小蚂蚁劳动的辛苦
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小蚂蚁搬粮食多么辛苦啊！蝈蝈看到了，怎么样呢？

四、学习第二节。

1、个别读。

2、蝈蝈怎么样？为什么蝈蝈说蚂蚁是傻瓜呢？蝈蝈在干什么？

3、板书：乘凉

4、什么叫“自由自在”？指导朗读词语“自由自在”。

5、指导朗读句子。

6、谁来演一演这只蝈蝈，你会对小蚂蚁说些什么？

7、齐读。蝈蝈不肯劳动，只知道享受，我们要把它那种悠闲
自得的样子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8、蝈蝈和蚂蚁的表现多么不同呀！女生读第一节，男生读第
二节。

五、学习第三节。

转眼间，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地刮起来了，你感觉到了什
么？从哪里感觉出来的？

1、指导朗读第一句。

2、蚂蚁怎样过冬？你感觉蚂蚁过得怎样？板书：装满粮食指
导朗读。

蝈蝈怎样过冬？你感觉蝈蝈过得怎样？板书：又冷又饿指导
朗读。



3、让我们再到小蚂蚁和蝈蝈的家里去看一看吧！

4、看图。用“有的…...有的……个个……”说话。

想象：蚂蚁可能会说些什么？

蝈蝈可能会说些什么？

5、为什么蚂蚁这么开心？

6、为什么蝈蝈会有这么悲惨的结局？蚂蚁到底傻不傻？

7、你想对蝈蝈和蚂蚁说些什么？

8、总结：只有辛勤劳动，才能换来幸福生活。

9、点击音乐厅，听歌曲《劳动最光荣》。

六、指导背诵。点击背诵课文，选你喜欢的小节背诵。

七、拓展。

假如蝈蝈还没有死，第二年夏天，一只老蝈蝈把大家召集在
一起，讨论今年夏天该怎样做？四人小组讨论，再分角色表
演出来。

八、作业。

1、模仿书上的插图，画一画今年夏天蝈蝈们会怎么做？

蚂蚁和蝈蝈幼儿园教案篇六

一、教学目标：

启发学生感受和认识物体的形状。



大胆用线涂出物体的形状。

体验涂绘绕线活动的乐趣。

二、教学重点：

大胆用线涂出物体的形状。

体验涂绘绕线活动的乐趣。

三、教学用具：

课件、粉笔、范画卡片、学生用具、绘画工具。

第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朋友，想知道是
谁吗？请看（课件出示小猫：喵，大家好！我是毛毛，请跟
我来！）走，咱们跟上去瞧一瞧。（课件出示小猫玩线团）
毛毛真是又调皮有可爱！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团线！

二、自主发现，探求新知

指着“——”师问：这是一条什么线？那这条呢？

生：??

生：??

师：看到你们为它起了这么多好听的名字老师也想给它起个
名叫“螺旋线”这节课我们就要用这种螺线来绕一绕，涂一



涂。（板书课题：绕绕涂涂）引导学生齐读课题。接下来，
老师就用这种螺旋线画画，你们猜，看看我画的像什么？并
且可以随时大声的说出来。

师画，生猜。

生画师猜，师先猜对，后猜错。“你可真厉害将老师都难倒
了。”

生纷纷举手，师：啊？你们这么多人考我一个啊，不行，我
得想个办法。对了，师出示范画，大家，这是什么？（太阳
公公）他有什么表情？（不高兴）太阳公公看到我们玩得这
么高兴，它也想玩了，可它一个朋友也没有，怎么办呢？
（生议论给它找几个朋友呗）

师：你想给太阳公公找什么朋友？

生：??

师：你们想得真好！接下来就将你为太阳公公找的朋友用螺
旋线画出来吧，开始！用剪刀把它剪下来，贴到前面来，好
吗？（好）大家可以和同桌相互合作，也可以独自完成，现
在开始!生动手画,师巡视指导。

时间到!

师击掌三下:请小朋友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剪刀收进去。小朋友
们,你们抬起头看一看,太阳公公的表情有什么变?(它笑起来
了)是啊!你们为他找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它非常高兴,还让老
师代替他向你们道谢呢?谢谢大家!(响音乐)在阳光的照耀下,
小鸟欢快歌唱,青青的小草闪闪发光,花儿也羞答答的露出了
她美丽的笑脸。这可真是个好天气,小动物们都从窝里跑出来
散步、做游戏??感谢小朋友们用自己勤劳的小手创作出了这
么美的画面。



第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欣赏范作。

师:刚才,我们用螺旋线为太阳公公画出了很多好朋友,其实我
们还可以用这种螺旋线来画一画我们身边的事物呢。这儿有
几幅作品,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课件出示)

师:原来用螺旋线还可以画出这么漂亮、有趣的画来,你们也
想画吗?那好,现在就请大家用这种螺旋线来画一画我们生活
中事物。开始!

二、学生画画,师巡视指导,收集作品。

三、学生习作欣赏。

师击掌三下“请小朋友们放下手中的笔,老师手中已经收集了
部分同学的大作,大家要不要一起来欣赏一下?(要)”

可以请前两们小朋友上台介绍自己的作品。师:告诉大家你画
了什么?

师:由于时间关系后面的就不请作者一一介绍了。这是??

四、小结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会了些什么？

生：??

师：你们又掌握了一种新的绘画技巧，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希望大家以后能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这节课就到这里，
小朋友们再见！



第3课田野的色彩

一、教学目标

1、能观察感受田野美景的构成，流畅稳定地画出较长的线条，
有意交织划分田地，认识常用的颜色，有意味地涂画田地的
色彩，表现出一片想象中的田野。

2、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3、体验线与色有机结合的造型乐趣，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二、教学重点

1、认识颜色。

2、用各种颜色涂画出一片田野。

三、教学难点

1、流畅的运用曲线或直线交织出田地。

2、运用各种颜色效果表现出不同的田地。

四、教学准备

课件、水彩笔、油画棒、展示板

第1课时

一、线线交织，构成田野。

1、我们把画纸想象成一片肥沃的土地，现在老师牵着大家在
这画纸上散步，我们随意的走着，踩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田
间小路，再从另一个方向走一走？三条路，把这片土地分成



了好多块田地了，这几块太大了点，谁能画条小路再分一下？
谢谢你,又多了几块地了。

2、现在我们换一种走法。在这片更广阔平整的土地上，我们
快速的直直的开垦农田，老师快速示范用直线分割田地。请
一位喜欢直线的同学帮我再分分。

二、色彩认知，参观田野。

有了这么多田地，种点啥呢？

1)、这几块田是什么颜色的?是什么田?——蓝色,刚刚插秧的
水田。

2)、这是什么颜色？生长的是什么？——绿色，没有成熟的
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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