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花的教案 花的勇气教案(优质18篇)
小班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教学理论和丰富的教学
经验。请大家认真阅读以下的安全教案范文，尝试从中提取
有用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策略，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认识花的教案篇一

1、认识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含义深刻的词句的意思，领会作者语言的深妙。

4、理解作者对生命的感悟，树立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信心。

朗读课文、理解含义深刻的词句的意思，领会作者语言的精
妙。

理解作者对生命的感情，树立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信心。

1、预习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收集有关生命感悟的名人名言。

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二、初步感知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质疑。

2、交流反馈



3、指名读课文。说一说：作者在维也纳经历了一件什么事?

三、细读课文，理清脉络

1、仔细阅读课文，边读边画出表现作者情感变化的词语，联
系上下文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投影出示，请学生完成下面的填空。

作者最初看见草地时，感到xxxxxx,因为xxxxxxxx;

扒开草后看见躲藏着小草时，感到xxx,因为xxxxxxxx;

离开维也纳前，感到xxxxx,因为xxxx;

看见花的原野时，感到xxx,因为xxxx;

体会到小花的气魄时，心头xxxxx,因为xxxxxx。

四、研读课文，品味语言

1、自主研读

a.再读课文，把自己喜欢的部分多读几遍，仔细体会作者的
内心感受，把自己的感受也写在傍边。

b.将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句子、词语反复品味，想一想作者这
样写有什么好处。

2、全班交流：说一说自己喜欢的地方及原因，教师引导学生
共同就某些地方展开评议，各抒自见。

五、感情朗读，交流感悟



1、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部分，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教师
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地朗读，读出声、读出形、读出情。

2、读了这篇课文，你对生命又产生了哪些新的感悟?结合前
面的几篇课文，大胆地谈一谈自己对生命的思考。

六、积累语言，拓展阅读

1、抄写自己喜欢的段落、语段或词语。

2、这篇课文选自当代作家冯骥才的散文《维也纳春天的三个
画面》，请同学们课后仔细阅读这篇优美的散文。

认识花的教案篇二

1.认识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含义深刻的词句的意思，领会作者语言的精妙。

4.理解作者对生命的感悟，树立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信心。

1.预习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教师准备《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全文。

1.快速默读阅读提示，想一想提示告诉了我们什么，提出了
哪些要求。

2.全班交流，明确阅读要求。

1.自主学习：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想课
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2.小组合作学习：轮读课文，互相纠正字音，交流识记生字
的方法，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全班交流：指名朗读课文，认读生字，概括课文的主要内
容。

1.仔细阅读课文，边读边画出表现作者情感变化的词语，联
系上下文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投影出示，请学生完成下面的填空。

体会到小花的气魄时，心头________________，因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自主研读：

写在旁边。

b.将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句子、词语反复品味，想一想作者这
样写有什么好处。

2.全班交流：说一说自己喜欢的地方及原因，教师引导学生
共同就某些地方展开评议，各抒己见。

感情朗读，交流感悟

3.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部分，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教师
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地朗读，读出声、读出形、读出情。

4.读了这篇课文，你对生命又产生了哪些新的感悟？结合前
面的几篇课文，大胆地谈一谈自己对生命的思考。

积累语言，拓展阅读

1.抄写自己喜欢的段落、语段或词语。



2.这篇课文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维也纳春天的.
三个画面》，请同学们课后仔细阅读这篇优美的散文。

认识花的教案篇三

1、能大胆地说说会开花的树及花瓣的特点，并动手做做开花
的树。

2、尝试用颜料印染的方法给这棵开花的树添上背景。

带叉的树枝、落叶、超轻泥、卡纸、颜料、白胶

我见过会开花的树

秋天来了，好多好多的树叶都从树上飘落下来。它们不时地
在空中旋转跳舞，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最终安静的躺落到
地面。也许秋天给你的感觉是金色的，是个落叶的季节，路
上的大树也显得不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其实生活中还是有许
多会开花的树的。

瑾萱：“我见过樱花树，它会开花，它的花瓣有五片，是粉
色的。”

宝宝：“我见过梨树，它会开花，它的花瓣是白色的。”

小朋友们七嘴八舌的说了好多会开花的树。

我制作会开花的树

活动室里瞬间热闹起来，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孩子们开始了
创作。

他们给这棵树创作了一个个美丽的场景。宁宁说：“我的树
长在蓝蓝的天空、青青的草地上。”哲哲说：“我的桃树长



在房子的旁边，我们家旁边就有桃树。”各有各的想法。

晴晴和振轩两个小家伙一组，他们的讨论结果是做一棵桃树。
由晴晴找来合适的树枝，振轩找来相应颜色的超轻泥，白胶，
材料收集完毕，他俩就马不停蹄地开动了。取来黄色的超轻
泥，捏个小小的花蕊，然后用粉色的超轻泥搓五片小小的花
瓣，并一一黏贴到花蕊上，还不忘记花蕊上细长的“小胡须。
”两个人你一朵，我一朵，将做好的桃花都粘到了树枝上。
突然，晴晴说：“风吹来的时候，花瓣就被吹到地上了。”
于是，他们在地面上粘上了许许多多的`被风吹落的花瓣。

你看，我们这棵会开花的树是桃树，春天的时候桃树就会开
花，然后结果，等夏天桃子就熟了。

快来看这边，园长妈妈正在请教我们怎么做一棵会开花的樱
花树呢。我们耐心地给她进行讲解：“樱花也有五片花瓣，
还有粉红色的花蕊，樱花树开的时候一大片一大片，美极了。
”

我来秀秀开花的树

沉浸在宽松的氛围里，在音乐的流淌中，一棵会开花的树在
孩子们的手中悄悄开花了。我们还用它们来装饰我们的教室，
让我们的教室也开满画。

认识花的教案篇四

1 ,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3自然段.

2 ,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学会本课 17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 9
个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如"舍不得","离去"
等.

3 ,激发学生想象走入课文的意境,感受菊花不怕寒冷的高洁



品质.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菊花不怕寒冷的高洁品质.

重点难点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掌握课文的生字.

2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菊花不怕寒冷的高洁品质.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准备

几盆菊花,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观察导入 激发兴趣

1 ,小朋友们,你们每天上学经过学校大厅时能看到什么花呢

2 ,是啊!秋天到了,菊花都开放了,你们想去看菊花吗

3 ,引出课题: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一篇和菊花有关的课文.

板书课题:

( 8,看菊花.指名读,齐读课题.)

4 ,看了课题后,你有什么问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 ,出示:各种类菊花开放的情景.同学们问得真好, 程老师准
备了菊花给你们看.

要求:看菊花时,要认真看,不准发出声音.能做到吗 看了菊花,
你有什么感受

2 ,是啊,菊花真好看,我们一起去看看课文是怎样写的.

程老师示范读课文,小朋友们要做到,仔细听.

3 ,下面同学们自己读课文,来体会菊花的美.

要做到:读通顺,读流利,不读错字,不换字,不添字.

4 ,程老师看哪个小朋友读得最认真,能把课文里的字词读好.

件非常开心的事,该怎么读好.哪个小朋友你觉得自己读得比
他好,也想来读读的

许多:许多是什么意思 怎样读好它 一点儿这里有个儿化音请
小朋友跟老师读,谁能读好.

抽读,开火车读.

5 ,齐读这些字词.

6 ,同学们读得真好,我们把这些词语带进课文里,看看是否也
能读好.

( 1)指名一段一段读,读出停顿.

师生评议,掌握朗读技巧,改进朗读.



( 2)男女生读,集体读.

( 3)学生学习表演读.

( 4)全班齐读课文.

三,识写生字.

过度:同学们的课文读得真好,相信大家的生字识写也不错啊!

1 ,出示生字:公 开 不 点 也 听

什么结构,组词

2 ,让我们来记住它们的笔画和书写顺序吧.

( 1)教师示范书写,同时言语强调.

"公"的第三笔是撇折.

"不"第二笔是撇,从竖中线起笔.

"点"上下结构,下面四点,第一点是朝左的方向,四点要分开,
托住上面的字.

"也"的第一笔是横折钩,略微向上倾.最后一笔竖弯钩要钩出
去.

( 2)学生练习描红,独立书写.

教师巡视,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四,布置作业.

1 ,把习字本上的这课生字认真写好.



2 ,朗读课文.

附板书:

8 看菊花

公 开 不 点 也 听

教学反思:

看菊花(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学会读文中9个生字,学会"听,放"两个
生字.

3.激发学生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感悟菊花不畏严寒的高贵品质.

教学重点: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指导朗读背诵第二自然段.

教学难点:

1."一朵朵,一丛丛,一片片"的指导朗读与理解.

2."放"的笔顺.

教学过程:



一,复习回忆,揭示课题

1,今天,我们继续到公园——看菊花,读题.

2,去公园之前,我们要把门票准备好了,瞧![出示第一段]齐
读(让我们一起来得到这张门票,读)

二,感悟课文,指导朗读

(一)学习第二自然段.

过渡:过关了,让我们拿好它,赶快坐上汽车去"看"菊花吧!嘟
嘟——,嘀嘀——

1,学习第一句话

(1)公园到了,你看见了什么 指名说.

(2)老师也想说了:公园里的菊花好看极了.[出示:公园里的菊
花好看极了.]"公园里的菊花"要词儿连读.

(3)指导读,你也想这样说吗 指名读(菊花真美呀;你真喜欢菊
花.);然后让喜欢菊花的小朋友齐读.

2,学习第二句话

[出示:黄,白,淡绿,紫红色的菊花图.]

(1)公园里的菊花好看在哪儿呢 轻声读读第二自然段,然后想
一想.

(2)引出句子"黄的,白的,淡绿的,紫红的,"指导朗读.

指名读,(颜色真美呀;一口气就说出了四种呢;还在一边欣赏
一边说呢)



真是越数越高兴,越数越开心!(表达出惊喜的心情来.)一起读.

(3)扩展:

你还看过其它颜色的菊花吗 这么多美丽的颜色,你能用一个
词来形容吗 (五颜六色,五彩缤纷,色彩斑斓,色色俱全)

引读,齐读.

导入下一句:参加比美的菊花真多呀,让我们来数一数吧.

(6)谁能把这三个词语连起来读好呢 让我们发挥集体的力量
一起来读吧!

(齐读)

(7)引出"它们正迎着深秋的寒风开放呢."指导朗读.

a.你们知道菊花什么时候开放呀

(出示:深秋)

a.深秋的时候,天气转冷了,你们看,菊花还是开得那么美
丽.[出示菊花图]

b.老师看到我们小朋友现在美得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菊花,愿意
当一回菊花吗 (表演读,手在下巴下做花状)

c.啊呀,刮风了,好冷啊!菊花们,深秋的寒风吹来了,你们怕吗

d.我看到了某某菊花抬起了头,某某菊花也挺起了胸,你们为
什么不躲起来

e. 是呀,菊花多么勇敢呀,迎着寒风,尽情地开放,谁来读



f. 师范读.

g. 分大组赛读.

3,朗读第一,二句话

小朋友,你们看,这满园的菊花真像一幅多彩的图画!我们一起
美美地读读它们.(自己读,指名读,齐读.)

4,学习第四句话

(2)指导朗读,你能把人们舍不得离去的心情读出来吗 (脚步
再放慢些;再多留恋些;听出来了,连你都不想离开呀!真想留
下来呀!)

5,指导背诵.

(1)齐读第二段.快要离开公园了,还没看过瘾呢 让我们再回
过去欣赏一番吧!

(2)菊花美得让人陶醉,让我们看着图把美丽的菊花牢牢地记
在心里.(背诵第二自然段)自由背,齐背.

(二)学习第三自然段

过度:看到美丽的菊花在公园里开得这么旺盛,爸爸喜爱吗 他
是怎么说的

1,指名朗读.[出示第三段]

2,为什么这样喜爱它呢

[出示:可菊花一点儿也不怕冷.]

(1)现在的天气已经渐渐凉了,你们知道其它的花都去哪儿了



吗

( 谢了!枯萎了!躲起来了)

(2)那么菊花又怎么样了 (引导学生说出:它们正迎着深秋的
寒风开放着呢.)

[板书:不怕冷]

(3)老师也希望那你们像菊花那样不怕冷,做操,踏步,写字的
时候勇敢地伸出你们的小手.让我们再来夸夸它.(齐读)

(4)爸爸也觉得菊花坚强.所以爸爸说的这句话除了要读出喜
爱之情,还要读出赞美之情.(指导读这句,读出喜爱.赞美的语
气)

(三)学习第四自然段

1,听了爸爸的话,我觉得——(板书)

2,菊花的种类非常多,颜色也十分艳丽,姿态多变,在百花凋零
的深秋迎着寒风开放,它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菊花还可以药
用,可以酿酒,可以制茶作为饮料,还可以当菜吃,所以菊花自
古以来深受人们的欢迎.

3,让我们再一起夸夸这美丽的菊花,美美地读读这篇课文.

三,课外拓展相关诗歌

过渡:不光是我们觉得菊花好看,很多人都喜欢它,他们还写了
好多诗来赞美菊花勇敢呢!让我们来看看陈毅爷爷写的一首
诗:

《秋菊》



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

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

(领读)

四,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请你们把今天课上看到的菊花美景,用自己的话告诉爸爸妈
妈.

教学反思:

认识花的教案篇五

1、认识本文的2个生字，会写8个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和情感。

识字、书写会写字。

感知课文的内容。

一、联想感知，激趣引入：

2、你们可知道不但我们有学校，连花儿也有学校呢，今天学
习第十课《花的学校》，板书课题。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3、检查生字学习的情况。



4、学习词语库中的词语。

三、再读课文：

2、汇报朗读，点评。

四、学写生字：

2、指导几个字要注意的地方。

“润”字里面没有点；

“罚”下面一个言字旁，一个立刀旁；

“互”的不顺要注意。

3、认真书写，强调书写的姿势。

4、评价书写情况，展示作业。

五、课堂小结：

你读了话的学校这一课，有什么感受呢？

六、作业设计：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学生活动

1、说说自己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齐读课题。

听课文朗读录音，认真听生字的发音。



同桌合作读文。

全班齐读，熟悉课文。

出示今天要写的8个生字，观察每个字的特征。

10花的学校

泰戈尔印度

降润碰触裳扬臂

横平竖直方正

教学反思

本课我重点指导学生写字。甚至加细到每一个笔画。当然个
别指导也是分不开的。本堂课我有个别同学是手把手指导的，
让他们感受笔画的'起笔与收笔的要领。我想，这样下去，久
而久之我的孩子们的字会有进步的。

认识花的教案篇六

1、通过抓住作者的情感变化，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2、抓住关键词，通过品味、想象、朗读，感受花的魅力。理
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3、通过反复品读体会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能提升对勇气的
理解。

一、谈话导入

1、板书：勇气。



齐读，再开火车读。读着这个词语，你想到了自己做过的哪
些有勇气的事？

2、那么花的勇气又是什么呢？板书课题，齐读课题。让我们
一起走进课文去找找答案。

二、初读感知，了解文章思路

1、出示第一组词语：失望遗憾惊奇心头怦然一震

2、自由读课文，圈出这四个词，口头练习填空句子。

3、集体交流，教师点拨。

4、小结：我们抓住作者的心情变化这条线索可以概括文章的
主要内容。

三、感受花的魅力

1、出示第二组词：傲然挺立、明亮夺目、神气十足、拔地而
起

2、请学生读这组词，你发现这些词语在文中都是描写什么
的？——花。

3、默读课文，划出描写花的句子，读一读。

4、交流找出了哪些句子：（然后出示句子一）

“我用手拨开草一看，原来青草下边藏着满满一层小花，白
的、黄的、紫的'；纯洁、娇小、鲜亮；这么多、这么密、这
么辽阔！”

1.请一个学生读，你仿佛看到了什么？预设：花的颜色很多。
（出示：原来青草下边藏着满满一层小花，白的、黄的、紫



的。）请一个学生读，齐读。一起去看看这些花，闭上眼睛，
还看能到哪些颜色？预设：蓝的、紫的、绿的。用一个词来
形容。预设：五颜六色，五彩缤纷。

2.真美啊，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齐读句子（整句），你还
看到了花怎么样？预设：花很多。出示：这么多、这么密、
这么辽阔。请一个学生读。评价：平淡无奇，花不怎么多。
你的语气加强了。教师提醒学生：哪三个词写了花的特点？
多、密、辽阔。那我们应该把重音落在他们身上。谁来读读
看！教师范读。请学生读。齐读。

3.放在句子里，你们还能读得这样好吗？再齐读。你还看到
了什么样的花？（出示：原来青草下边藏着满满一层小花，
像纯洁的，像娇小的，像鲜亮的。）

4.过渡：作者仅用22个字，让我们感受到了花的魅力。（出
示：白的、黄的、紫的；纯洁、娇小、鲜亮；这么多，这么
密，这么辽阔。）谁来读读，看谁能读出画面来。请学生读，
评价：你读出了一副画面，但这副画面感觉很单调。要想让
大家看到这么美好的画面，我们要在注意朗读的时候有轻重
缓急。听老师读读，你找找朗读秘诀。老师范读。学生学。
齐读几次。

5.过渡：这么美的花却藏在青草下边，直到冷雨伴着凉风才
冒出来呢！我们一起去瞧瞧！

l（出示：这正是前几天那片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地，此刻那
些花儿一下子全冒了出来，顿时改天换地，整个世界铺满了
全新的色彩。）

1.谁来读这个句子，读出自己的感受。评价：（差）雨中的
花可能还没打动你。（好）我感受到你的惊叹。你读出了自
己的惊讶。我听出了你的赞美。



2.让我们一起来读出自己的感受吧！教师引读：冷雨伴着凉
风——那些花儿一下子。迎着凉凉的雨点，——那些花儿一
下子冷风冷雨中——那些花儿一下子......

3.过渡：雨中之花居然也能这样明艳动人！

四、感悟花的勇气

1、出示第三组词：冷雨伴着凉风凉凉的雨点冷风冷雨

凉凉的雨点打在你脸上，有什么感觉？冷雨伴着冷风刮着你
的脸庞，什么感觉？预设：冷冷的、凉凉的。

2、那冷雨伴着凉雨打在那些娇小柔嫩的花上，小花将怎么样
呢？预设：枯萎了，弯下了腰。然而作者看到的花却截然相
反！（出示句子，齐读）

l在冷雨中，每一朵小花都傲然挺立，明亮夺目，神气十足。

1、你有什么想说的？预设：花好勇敢。我好佩服花。读出你
对花的佩服。个别读。齐读。

2、假如你就是其中的一朵花，冷雨击打着你娇嫩的花瓣，你
怕么？(请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不怕。真勇敢！读这个句子。
冷风刮着你柔嫩的身躯，你怕么？请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不
怕。有勇气！（面向全体学生）冷风冷雨疯狂地拍打着你们，
你们怕么？不怕！读这个句子。（评价：勇气不足啊！）

过渡：看似娇小柔嫩的小花，却有着令人敬佩的勇气。怪不
得作者的心头怦然一震，明白了一个道理。（出示句子，读）

l我的心头怦然一震，这一震，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什么，
是——勇气！



过渡：作者在维也纳之旅中，在花的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生命的意味就是勇气。（板书：生命——勇气）
像这样从一个事物身上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称之为——借物
寓理。

五、升华勇气的意义

2、出示句式，学生练写。学生集体交流。

4、作业超市。

认识花的教案篇七

一、复习。

1．开火车读课文，边听边思考：每一段讲的是什么？

2．指名学生用简洁的话概括每一自然段的内容。

二、读中感悟，探究解疑。

1．学习第一段。

a．教师指名读。

b．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一句话，并说明喜欢它的原因。

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

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
上跳舞、狂欢。

c．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背诵。



2．学习第二段。

a．学生齐声朗读。

b．读中感悟，合作探究。

3．指导学习第三段。

a．教师范读。

b．合作探究。

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说明了什么？

你是怎么理解“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一句的？

“雷云拍着大手”是什么意思？

你是怎么理解“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的？

你认为花孩子们冲了出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

c．教师指导朗读。

d．学生自由朗读。

4．学习第四段。

a．学生齐声朗读。

b．指导学生理解、感悟、朗读。

c．学生自由感悟、想象。



5．小结。

三、拓展延伸。

说说你想象中花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
先在组内交流，然后在班上交流。

板书设计：花孩子：在绿草地上跳着狂欢的舞蹈

花的学校在地下学校关了门做功课

急忙回家对妈妈扬起双臂

认识花的教案篇八

1、理解课文内容，能够想象“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
来”是什么样子;一池的荷花有什么姿态。能够理
解“冒”“饱胀”“挨挨挤挤”等词的意思。

2、能够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想象和体会一池荷花的美丽，体会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激
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理解白荷花开放的种种姿态，想象这一池荷花为什么像“一
大幅活的画”;体会“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时
眼前出现的景象。

1、理解白荷花开放的种种姿态，想象这一大池荷花为什么
像“一大幅活的画”。

2、想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时眼前出现的景象。

教学挂图、小黑板、录音机



(一)这节课老师和同学们继续学习第21课《荷花》。(板书课
题，学生齐读课题)

(二)请同学们回忆一下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荷花的?(闻花香，
赏花姿，赞花美，想花舞)

(三)接下来我们就按这样的顺序来读课文，体验和想象这一
池荷花的美。

(一)第一段

1、指名读，其余学生想：我为什么赶紧往荷花池边跑?

2、小结：作者知道荷花开了，他想看荷花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呀，哪个词可以看出作者急切的心情?(板书：赶紧)

3、学生齐读第一自然段。

(二)第二段

1、作者跑到荷花池边看到了什么?请同学们自读第二自然段，
读时注意用横线画出描写荷叶姿态的句子，用波浪线画出描
写荷花姿态的句子。

2、荷叶

(3)用现实做类比，引导学生想象一池荷叶的景象，有感情朗
读第一句话。

3、荷花

(1)荷叶很美，荷花更美，荷花是什么样的?(一生读)一共写
了荷花的几种姿态?

(2)请一生读描写荷花三种姿态的句子，其余在图上找对应荷



花。

(3)请生上台指这三种荷花，板书：全开、半开、花骨朵

(5)学生读——说理由——师点评——有感情朗读。半开的：
多像个羞羞答答的小姑娘呀，她也想和别的话一样美呢!全开
的：花瓣全展开了，里面这嫩黄色的是什么呢?(小莲蓬)可爱
吗，那些词写出了它的可爱呢?花骨朵：花骨朵像什么?(后面
根据学生所说进行点拨)

(6)这三种姿态的荷花都很美，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4、冒

(1)么美的荷花，这么美的荷叶，作者是怎样从写荷叶过渡到
写荷花的?(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2)“冒”可以换成“长”吗?为什么?它与前一句话中哪个词
呼应?(这个问题可以在学生说的基础上酌情问)

(3)是呀，这么密的荷叶挡也挡不住这一朵朵的荷花，它们的
生命力真旺盛。(请生有感情朗读这句话)

5、想象：

(1)瞧，这三朵姿态的荷花从荷叶间冒出来笑着看大家呢，谁
来当当它们，用手摆出它们的姿态。

(2)请生上台做动作。

(3)还有什么姿态呢?请生上台做动作。

(4)这一朵朵的白荷花欣喜的看着周围的世界，仿佛会说些什
么?



(5)生想象

(6)师：谁愿意赞美她们?生赞美。

(三)第三段

1、师范读第三自然段，请生读这一段。

3、那让我们再一次赞美这美丽的荷花和神奇的大自然吧!有
感情朗读这一自然段。

(四)第四段

2、学生想象。

3、荷花太美了，怪不得这么多的小动物都愿意和他做朋友，
怪不得我们都以为自己仿佛是一朵荷花呢。

今天，我们跟着作者闻了花香，赏了花姿，赞了花美，想了
花舞，我们从中充分可以感受到这一池荷花的美。

(一)小报

(二)收集小诗

(三)画一幅荷花的画

(四)背课文。

认识花的教案篇九

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好礼物，“百花齐放”、“花好
月圆”、“花开四季”……等成语无一不与花有关，而花的
种类，花的造型、花的颜色更是数不胜数，让人目不暇接。



花以她缤纷烂漫的色彩冲击着我们的视觉，花以她千姿百态
的造型向我们展示着她的风光，花更以她独特的言语向我们
诉说着她动人的故事。一天早晨，天天跑来对我说：“老师
老师，我们家的花开了？开的好漂亮的呢！”我问他是什么
花时，他却又说不清楚，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
不如就以《花仙子》为主题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兴趣是产生
学习动机的重要心理因素，它是推动幼儿去探索知识并带有
情绪色彩的意向，它是指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态度，
是人对学习的一种积极认识倾向和情绪状态。兴趣是老师、
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幼儿主动学习的前提。为此我设计了一
个调查问卷，看看孩子们对花是否有兴趣，结果孩子们说到
花显得都很兴奋。于是一个新的主题便油然而生了。

本次活动中孩子们兴致勃勃的谈论着自己喜欢的郁金香，但
是由于没有让孩子们亲眼观察到郁金香，孩子们口中所说的
一些知识只是我们平时搜集来的内容，缺乏一些真实的感受。
没有能给孩子一个真实的情感体验，是本活动的欠缺之处。

荷花

一、让幼儿认识荷花，了解荷花的生长特点和用途。

二、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三、丰富词汇：荷花、花梗、叶柄、莲蓬。

四、准备：一幅荷花挂图、莲蓬和藕（实物）、刀子、印章
画、纸。

一、用谜语引出课题

教师说谜语，让幼儿猜：“一个小姑娘，住在水池塘，身穿
粉红衫，生在绿船上”。（荷花，又叫莲花）



二、了解荷花名称及生长特点

出示荷花图片，引导幼儿观察、认识荷花各部分的名称和生
长特点。

么？长得什么样？

2.出示实物莲蓬，并提问：这是什么？它的里面有什么？
（剥开莲蓬，让幼儿观察）

教师小结。

3.出示实物藕，让幼儿观察并提问：这是荷花的什么？长得
什么样？里面有什么？（切开藕，让幼儿观察）

教师小结。

三、介绍荷花的用途

提问：你们知道荷花有什么用吗？

教师小结。

四、游戏活动：夏天到了！

让孩子们边听音乐边表演夏天里的荷花盛开的动作。相互表
演！

活动五：美丽的鸡冠花

一、使幼儿知道鸡冠花的名称及外形特征。

二、让幼儿知道鸡冠花是供人们观赏的花。

三、培养幼儿有顺序地观察事物。



四、准备：幼儿园内正在开放的鸡冠花若干，鸡冠花、蝴蝶
花、牵牛花等卡片若干张。

一、认识鸡冠花。教师带领幼儿到院子里观察鸡冠花

1.这是什么花？什么颜色？

2.它的花朵像什么？

3.鸡冠花长在什么地方？它的茎是什么样子的？茎上还长了
什么？是什么颜色的？

4.鸡冠花有根吗？根长在什么地方？

，鸡冠花有根，根长在泥土里。

二、游戏，复习巩固对鸡冠花的认识

牛花就说“我是牵牛花，我的形状像喇叭”等。

2.你还在哪儿见过鸡冠花？鸡冠花有什么作用？

小结：鸡冠花可以美化环境，供人们欣赏；鸡冠花还能入药，
为人治病。

三、教育幼儿爱护花草树木

活动六：水仙花

一、让幼儿通过对水仙花的认识，感受水仙花的美，知道它
的特征及用途。

二、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对花卉的兴趣。

三、准备：每张桌子放一盆已开花的水仙。水仙花图片一幅，



绘画材料人手一套（彩笔、纸等）。

一、用谜语引出课题

教师讲解谜语，请幼儿猜：“一头蒜，水中栽，白玉仙子落
下来。”（水仙花）

二、认识水仙花的形态

引导幼儿观察桌上水仙花的根、茎、叶、花。

教师小结。

三、了解水仙花的生长特点

水仙花的茎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在冬天开花？你喜欢水仙
花吗？

教师小结。

四、绘画水仙花

教师出示水仙花的图片，指导幼儿按照水仙花的特点临摹。
通过临摹使幼儿加深对水仙花特征的认识，提高其观察事物
的能力和对花卉的兴趣。

活动反思：3－4岁幼儿处于学前初期，这个时期的幼儿各方
面的发展均明显的与先学前期不同，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他们精力充沛，喜欢活动；他们易受情绪支配，好模仿；他
们好奇好问，对周围世界充满兴趣。鉴于3－4岁幼儿年龄特
点，孩子常常会根据自己的即时兴趣、爱好随时随地自身引
发一些出乎教师预料之外的内容。因此，3－4岁幼儿生成活
动较多，而教师预设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有时有一定难度，不
能引起幼儿很大兴趣。在幼儿的活动过程中，我们又发现每
个个体的表现都不一样，教师只有在尊重幼儿自身发展需要



的前提下，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内容，注重师幼互动频率，
采取个别化教育手段，从而使幼儿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促
进幼儿各种潜能得到最优化的发展。这样，才真正符合幼儿
身心发展需要教育是一个整合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幼儿
的发展角度来说，教师要注重幼儿整体发展，使生理与心理
发展达成统一；使认识与能力发展达成统一；使生活与习惯
达成统一。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

本节课我们通过听读、自由读、指名读，读熟了课文，掌握
了字音、字形、字义，学会了正确书写本课的会写字，并掌
握了识字、理解词语的方法。另外，读完这篇课文，让我们
感受到了花儿们的活泼、可爱、美丽、向上，充满了儿童情
趣。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一

清早，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
花池边跑去。

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
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
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_的小莲蓬。有的还
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
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做一大幅活的
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过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知道作者中按照“先总述，后分述”的方式描写白荷花的
各种矫美姿态的。

4、通过对课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文字的反复朗读感悟，激发
学生对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培养爱美的情趣。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课文(齐读课题)《荷花》。

你们看到过荷花吗?今天，老师想带你们再去看一看那美丽的
荷花，你们想去吗?

那咱们就一起走吧。

看到这美丽的荷花，你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你所看到的
荷花吗?

(亭亭玉立的荷花、婀娜多姿的荷花、千姿百态的荷花……)

同学们看到的荷花是这样的，作者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荷
花的呢?请大家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作者是怎样看荷花的，
你是从哪儿体会到这一点的。

学生读完全文后，教师组织全班交流。(例如：作者迫不及待
地看荷花、作者津津有味地看荷花……)

作者这么急切地来到荷池边，他看到了怎样的荷花呢?请同学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第二段，边读边把自己认为最美的
语句画出来。

(学生自读课文，潜心品读美的语言。随后组织汇报交流。)



你觉得哪个句子写得特别美?美在哪儿?(指名读说)

a.冒的理解。

b.荷花的各种姿势的理解。

(读后要学生练一练：你能通过读来把荷花的美表现出来吗?

你读真美，你是怎样做到的?

这位同学读得真美，你发现他有什么窍门吗?

你觉得应该怎样读才能更体现出荷花的美?

你们能将这个“冒”字表现出来吗?

大家看，这就是从挨挨挤挤的荷叶之间喜气洋洋、生机勃勃
地冒出来的白荷花。(课件播放荷花)

你们想啊，这些白荷花冒出来以后，仿佛想干些什么。

组织学生想象写话：“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仿
佛_____________。”写后组织全班交流。

[例如：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仿佛想看看外面这
个精彩的世界。

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仿佛想深深地吸一口新鲜
的空气。

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仿佛在尽情地展示自己的
美丽。

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仿佛在进行时装表演。]



这么美的荷花，它们各有各的姿势，你们想不想把这些姿态
万千的荷花描绘下来吗?

(学生画剪荷花、荷叶，并贴荷花、荷叶。贴的时候，自己介
绍一下自己画剪的荷花。

我们是的荷花，我们。

我们画的是一朵的荷花，它。)

(在贴的过程中，再让学生评一评，荷叶应贴得紧一些，并贴
在荷花下面，荷花要有高有低，以此来加深理解“挨挨挤
挤”、“冒”的意思。)

师指着荷池：老师觉得，我们班的同学实在太了不起了，作
者手下描绘的荷池竟被同学们搬到黑板上来了。看，这么多
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态。(引读。)

我们班的同学就是那了不起的画家。同学们，为我们今后会
有更大的成就鼓鼓掌，好吗?(生齐鼓掌)

正像同学们所讲所画的那样，这是一种喜气洋洋的美!这是一
种生机勃勃的美!你们想把这些优美的语句记下来吗?那就自
己在小组内试着记一记、背一背，并可以加上一些动作，看
看那一小组的学习效率。

(一段时间后，学生展示学习成果，教师配乐。)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二

暮冬已至，万物皆入冬，唯有那朵朵寒梅凌冬独放，那高洁
素雅的花朵，是冬爷爷淡彩的一笔，这一笔不同于春姑娘那
般浓墨重彩，它为孤寂的寒冬添上了一抹勃勃生机。群芳可
曾想到，这寒冬腊月之中，谁可忍这风欺雪压？墙角边为何



藏匿着几丝若隐若现的暗香，这暗香又出自何处？群芳皆在
阳春间斗艳，来去匆匆的人群中，那几缕清幽的暗香早已钻
进了游人的鼻腔中，但谁可曾留意到墙角边那三两枝寒梅，
既不想艳压群芳，又偏在这凌冬中傲然独放，它默默地将缕
缕暗香缀于寒冬。北风把它的口哨吹得愈发响亮，而我确信
它早已败给了那凛冽的北风，可我凑近一看，那梅花的身姿
几经风霜，早已愈发挺拔、秀气了。群芳皆无以料到，它竟
用那小小的身躯抵御那刺骨的寒风，几经霜雪而不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之所以能被称
之为中国国花，居花中四君子之首，是因为它坚强不屈，淡
泊名利，用那娇小的身躯在寒冬中傲然挺立，把那暗香与素
雅的花朵献于人间。它不同于群芳在大好春光中争奇斗艳，
而是在世间默默奉献，谱写着生命的光彩。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三

一、复习：（2分）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用默读批注法初读了22课，谁还记得文
章写了哪五件事？

（吟诗落泪、弄脏梅图、提起回国、赠送梅图、赠送手绢五
件事。）

2上节课，同学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篇写事为主的
文章以《梅花魂》为题呢？这节课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深
入的学习课文。

二、新授：

1师：同学们，你们看，故乡的梅花又开了。那朵朵冷艳、屡
屡幽芳总使我想起漂泊他乡、葬身异国的外祖父来。（课件:
梅花图）望着那朵朵梅花，我不禁想起了与外祖父之间的往



事。（1分）(学生听，进入情境。)

2请大家默读文章所写的五件事，边读边用直线划出描写外公
表现的句子，用波浪线划出描写我的表现的句子，划完后读
一读，体会句子的意思。（4分）（学生用心去读书，养成独
立阅读的习惯。）

3两人一组汇报句子，一人读外公的表现，另一人读我的表现。
（初步感知）（2分）

（1）外公落泪我拍手笑

（2）外公发脾气我不理解

（3）外公哭起来我不明白

（4）外公送我梅图我不知为什么

（5）外公送我手绢我不解

（板书五件事）

4从我的表现中，你体会到什么？（1分）

（总结出婴儿不理解外公的所作所为。）

5当时幼小的莺儿不理解外公的感情，你明白吗？你是从哪读
懂的？请你从刚才划的外公表现的句子中找到最能表达外公
感情的的句子，大声的朗读。（3分）

6请你以小组为单位，把自己读的最好的句子读给小组同学听，
小组同学来评议。（3分）

7全班交流，谁愿意读给大家听，同学们要认真听，对同学的
朗读加以评议，如果你觉得自己比他读得还好，那你就站起



来读。

第一件事：（2分）

读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草明年绿，王孙归
不归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之类的句子，常有一
颗两颗冰凉的泪珠落在我的腮边、手背。

（1）指名读

（2）同学加以评议：重点体会外公在吟诵诗句时的意境，体
会老人思念故乡之情。

（3）你们想试一试吗？每个人试着读读。

（4）全班齐读，共同体会老人的思乡之情。

第二件事：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他训斥我妈：孩子要管
教好，这清白的梅花是玷污得的吗？（2分）

（1）指名读

（2）同学评议：声不在高，批评的分量重，十分严厉。

（3）带着这样的感情试着读出来。

（4）指名读。

（5）简单评议。

第三件事:(10分)

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
秀气。她是最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的呢！



（一）

（1）学生读到时出示投影

（2）是啊！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墨客都歌颂了梅花精神，你知
道哪些呢？（学生诵读自己搜集到的有关梅花的诗文。）

（3）你见过梅花吗？想再看一看吗？一会儿我们一起来欣赏
梅花，边看边结合着同学们找的的句子、资料和生活中的经
验想一想梅花与其他的花到底有什么不同。（学生说，评议，
抓住愈是寒冷句，教师边总结边变愈字的颜色。）

（4）每个同学试着读出这种感情。

（5）指名读。

（二）

（1）外公由梅花联想到什么？

（2）自由读外公说的话，想想还有哪些有气节中国人？

（学生反馈，说自己知道的有气节的人。）

（3）在读，读出中国人的气节。

（三）

（1）我们再看13自然段，这是在我即将离开外公时他对我说
的一段话，想一想此时的外公应用怎样的语气对我说这段话？
（学生讨论：语重心长，教育，长辈对晚辈的关爱，期望之
情等。）

（2）每个人试着用这种语气来读。



（3）指名读，大家评议。

（4）师生对读，体会外公的感情。

8外公就是这样一位时时刻刻都牵挂祖国的老华侨，他在临终
前还不忘嘱咐家人，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到祖国去，我们
完成了老人的遗愿，把他安葬在梅花树下。又是一年的冬天
来临了，面对着梅树下的`老人，你想说些什么呢？（学生可
以联系课文内容来谈，也可以结合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祖国
的巨大变化来谈。2分）

9老人为什么把自己珍爱的梅图送给我呢？齐读16自然段，思
考。（2分）

（把他的一颗眷恋祖国的心带回到祖国）

多少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了外公的心。

10根据板书，总结课文内容。(1分)

这节课我们有深入的学习了《梅花魂》，知道了这篇文章由
我看到了梅花想到了外祖父，回忆起他生前的五件事，进一
步体会到了老人的思乡之情和眷恋祖国的感情，也从中感受
到了老人盼望回归的心。

11学忘了课文，你明白文章为什么以《梅花魂》为题目了吗？
（2分）

（学生结合着自己的理解来谈。）

12古往今来，由于许多历史原因，许多向外祖父一样的中华
儿女流落他乡。它们虽然身穿洋装、说着异地的语言，但是
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着中国人的血，它们的胸中跳动着一颗颗
中国心。最后请大家欣赏张明敏演唱的歌曲《我的中国心》，



让我们在歌声中体会爱国华侨们的心声。(2分)

板书：

梅花魂

落泪

外公

赠手绢

训斥

思乡之情

赠图

痛哭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四

一、学习目标：

1认识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含义深刻的词句的意思，领会作者语言的精妙。

4理解作者

对生命的感悟，树立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信心。

二、学习重难点：



重点是体会作者情感的变化。

三、学习过程：

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板书课题：20*花的勇气

认真读书吧，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二、初读知大意：

1小组合作：互相检查课文情况，互相质疑问难，解决不了的
问题先记录下来，留到全班交流时提出来。

2自学反馈：

指名按自然段朗读课文，师生共同正音。

师生共同质疑问难。

3整体感知课文大意：

说一说：作者在维也纳经历了意见什么事？

三、细读理清脉络：

2请学生上黑板写出表现作者感情变化的词语，教师引导学生
理清文章的线索和作者的情感脉络。

四、品读感悟美：

1把自己喜欢的部分多读几遍，圈画出精妙之处，反复品味，



揣摩作者内心感受。必要时可以和身边的同学交换意见。

2文学鉴赏会：

教师扮演文学鉴赏会的主持人：各位文学评论家们，大家反
复阅读了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片段《花的勇气》。现在就
请各位就文中的语言是否优美，遣词造句是否准确生动发表
高见吧。

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引导他们品出言中之意，悟出言中之理。

五、美读入情景：

1循着作者情感的变化，入情入境地朗读全文。

2举办朗读比赛，评出优胜者。

六、回读抒胸臆：

生命是宝贵的，却是短暂的。有一位哲人说过：我们无法左
右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同学们，学习
了本组课文，当你为砖缝里顽强生长的小苗喝彩是，当你被
绝境中奋力求生的飞蛾震撼时，当你为花丛中感受春光的盲
姑娘感动时，你对生命的意义又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和感悟呢？
请你把你的所思所感记录到自己的日记中吧。

课后反思：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五

1.会认本课“荒、笛”等5个生字，会写“落、荒”等13个生
字，认识多音字“假”，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想象花在绿草上“跳舞”“狂



欢”的情景。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4.能通过想象理解词语，读懂句子，体会拟人的写法。

5.能找出课文中有新鲜感的词句。能仿照“雨一来，他们便
放假了”的表达写句子。

6.朗读课文，体会课文富于童真童趣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六

1.认识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含义深刻的词句的意思，领会作者语言的精妙。

4.理解作者对生命的感悟，树立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信心。

重点难点

在朗读、品味、探讨中，感受小花不畏寒冷，实现生命价值
的勇气，体会作者对小花的敬佩和喜爱。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引入课题

1、(板书：花)一看到花，你脑子里马上会蹦出哪些描绘花的
词语?(颜色、形态)

2、过渡：花带给人的感觉总是美好的。这节课，我们就跟着
作家、画家冯骥才一起走进素有“音乐之都”美誉的维也纳



去感受那——《花的勇气》。

3、补完课题：花的勇气。(齐读)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自主学习：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想课
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2.小组合作学习：轮读课文，互相纠正字音，交流识记生字
的方法，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全班交流：指名朗读课文，认读生字，概括课文的主要内
容。

三、细读课文，理清脉络

1.仔细阅读课文，边读边画出表现作者情感变化的词语，联
系上下文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投影出示，请学生完成下面的填空。

体会到小花的气魄时，心头________________，因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品味语言、体会情感

1、自主研读。

2、反馈交流：

语段一：

(1)说：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画面?你看(感受)到了什么?



(2)读：把你看到的(感受到的)用读告诉大家;你猜作者那时
的心情怎样，读出来。

过渡：作者还看到哪个画面?

语段二：

(课件出示)：

(1)说：刚才那幅画花还是藏着，那这幅画花已——冒。a、冒
出了哪些花?(有有)冒出了几朵，十几朵?(全、千万朵)

(2)读:

a、个别指导朗读：你就是千万朵中白的(红的、黄的、纯洁的、
娇小的)那一朵，你来冒

b、集体指导朗读：才冒这么几朵，作者怎么能说看到一片花
的原野呢?不想躲在草下边的一起都冒出来。

(3)感受“改天换地”：看看这大片大片的花一下子全冒出来，
此时的草地还绿色泛滥，绿色连着绿色吗?有了你们，草地变
成怎样了?跟之前比，这就叫——改天换地。

3、过渡：四月的维也纳还是冷风冷雨，看到每一朵小花在冷
风冷雨中傲然挺立的样子，“我”的心里不禁产生了疑问。

五、移情说话、升华情感

2、你们的气魄让我震撼，也让我明白了

六、拓展延伸

1、这篇文章，给你感受或启发最深的是什么?



2、说说你所了解的能体现“勇气”的人和事?

3、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勇气，我们可以凭着勇气去做什么?

师归纳：勇气是一种决心，在困难面前，她让我们擦开泪水，
咬紧牙关，力争成功;勇气是一种气魄，在困难面前，她让我
们藐视一切，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勇气是一种胆识，在困难
面前，她让我们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以大无畏的气概，笑
对人生。总之，在困难面前，勇气所展示出的临危不乱，从
容不迫的气概和不言放弃，永远自信的人生信仰，将永远激
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七

1.认识4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含义深刻的词句的意思，领会作者语言的精妙。

4.理解作者对生命的感悟，树立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信心。

课前准备

1.预习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教师准备《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全文。

a案

自读“提示”，明确要求

1.快速默读“阅读提示”，想一想“提示”告诉了我们什么，
提出了哪些要求。



2.全班交流，明确阅读要求。

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自主学习：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想课
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2.小组合作学习：轮读课文，互相纠正字音，交流识记生字
的方法，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全班交流：指名朗读课文，认读生字，概括课文的主要内
容。

细读课文，理清脉络

1.仔细阅读课文，边读边画出表现作者情感变化的词语，联
系上下文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投影出示，请学生完成下面的填空。

体会到小花的气魄时，心头________________，因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读课文，品味语言

1.自主研读：

a.再读课文，把自己喜欢的部分多读几遍，仔细体会作者的
内心感受，把自己的感受也

写在旁边。

b.将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句子、词语反复品味，想一想作者这
样写有什么好处。



2.全班交流：说一说自己喜欢的地方及原因，教师引导学生
共同就某些地方展开评议，各抒己见。

感情朗读，交流感悟

3.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部分，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教师
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地朗读，读出声、读出形、读出情。

4.读了这篇课文，你对生命又产生了哪些新的感悟？结合前
面的几篇课文，大胆地谈一谈自己对生命的思考。

积累语言，拓展阅读

1.抄写自己喜欢的段落、语段或词语。

2.这篇课文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维也纳春天的
三个画面》，请同学们课后仔细阅读这篇优美的散文。

（内蒙古包头市吴秀玲）

b案

导课激兴趣

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到处是绿色，到处是鸟语花香。而娇艳
的花朵，无疑是春天里最绚丽多姿的一笔。它用缤纷的色彩、
娇弱的身姿、清幽的气息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然而当你
面对千万朵在冷风冷雨中怒放的小花时，又会有怎样的感受
呢？（板书并齐读课题）认真读书吧，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
的。

初读知大意

1.小组合作：互相检查读课文情况，互相质疑问难，解决不



了的问题先记录下来，留到全班交流时提出来。

2.自学反馈：

a.指名按自然段朗读课文，师生共同正音。

b.师生共同质疑答难。（此时重点解决理解字词的问题）

3.整体感知课文大意。

说一说：作者在维也纳经历了一件什么事？

细读理脉络

5.请学生上黑板写出表现作者感情变化的词语，教师引导学
生理清文章的写作线索和作者的情感脉络。

品读感悟美

1.把自己喜欢的部分多读几遍，圈画出精妙之处，反复品味，
揣摩作者的内心感受。必要时可以和身边的同学交换意见。

2.文学鉴赏会。

教师扮演文学鉴赏会的主持人：各位文学评论家们，大家已
经反复阅读了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片段《花的勇气》。现
在就请各位就文中的语言是否优美，遣词造句是否准确生动
发表高见吧。

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引导他们品出言中之意，悟出言中之理。

美读入情境

1.循着作者感情的变化，入情入境地朗读全文。



2.举办朗读比赛，评出优胜者。

回读抒胸臆

生命是宝贵的，却又是短暂的。有一位哲人说过：我们无法
左右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同学们，学
习了本组课文，当你为砖缝里顽强生长的小苗喝彩时，当你
被绝境中奋力求生的飞蛾震撼时，当你为花丛中感受春光的
盲姑娘感动时，你对生命的意义又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和感悟
呢？请把你的所思所感记录到自己的日记中吧。

认识花的教案篇十八

一、复习。

1.开火车读课文，边听边思考：每一段讲的是什么?

2.指名学生用简洁的话概括每一自然段的内容。

二、读中感悟，探究解疑。

1.学习第一段。

a.教师指名读。

b.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一句话，并说明喜欢它的原因。

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

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
上跳舞、狂欢。

c.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背诵。



2.学习第二段。

a.学生齐声朗读。

b.读中感悟，合作探究。

3.指导学习第三段。

a.教师范读。

b.合作探究。

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说明了什么?

你是怎么理解“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一句的?

“雷云拍着大手”是什么意思?

你是怎么理解“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的?

你认为花孩子们冲了出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

c.教师指导朗读。

d.学生自由朗读。

4.学习第四段。

a.学生齐声朗读。

b.指导学生理解、感悟、朗读。

c.学生自由感悟、想象。



5.小结。

三、拓展延伸。

说说你想象中花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学生张开想象的翅膀，
先在组内交流，然后在班上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