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树叶的旅行教案反思 蓝色的树叶教
学反思(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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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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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树叶的旅行教案反思篇一

时至今日，我上《蓝色的树叶》一文的结束语犹响耳边：当
别人有了困难时，我们要伸出援助之手，送一片爱的绿叶，
让这片爱的绿叶温暖你的心，温暖我的心，温暖我们大家的
心。

在几百人的注视下，我自信地走上了讲台。但我看到的，是
一张张倦怠的脸，一双双欲睡的眼。学生已上了一节课，在
那么多教师的注视下，学习肯定没有平时那么轻松随意。面
对这一不利的状况，我首先想到应该让学生消除疲劳，激发
学习的活力，唤醒学习的欲望。我让学生唱歌，但没多少效
果。我又和学生做听话游戏，但用时太短，没达到预想的目
的。因为心中想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我很快就进入了教学
流程，全然不顾学生身心俱累的现实。显然，课前组织教学
是失败的，对于学生的关怀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多大的实效
性。

这让我想起了一代大师第斯多惠，他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
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一个“激励、唤醒、
鼓舞”，饱含了多少对学生的尊重和关爱。

林园园到底画不画小草呢？从课文内容来看，林园园是不需
要画小草的。有第一自然段的句子为证：美术课上，老师教
同学们画风景，要画上树、房子和小山。教学“林园园吞吞



吐吐地说：‘我还没画完呢？’”时，我为了让学生感悟林
园园不愿帮助同学，说这句话只是在找借口。我问学生，林
园园是整幅画没画完呢还是树叶没画完。个别学生说树叶没
画完，没动脑筋的同学也附和树叶没画完，我让学生读第二
自然段，学生读了几次，终于知道树叶画完了。我又追问，
林园园的树叶已经画完了，她还需要绿铅笔吗？学生回答：
需要。我心中的惊讶不谛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赶忙追
问：为什么？生答：她还要画小草。林园园到底画不画小草
呢？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又让学生读课文，学生匆匆忙忙
读了一下，仍旧回答：要。看到疲惫的学生，我没让学生再
读就草草收场。于是我说：等一会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好
吗？可事实是，因为时间仓促，加之教学中出现了一些新问
题，新问题覆盖了旧问题，这个学生心中的疑点也就搁浅了。
教学到最后，我早已把这个问题忘得一干二净，根本没有再
顾及这个问题。

课后我一直在想，假如我能抛开预设的教学思路，心中不忘
学生，顺学而导，视学情而定，让学生带着问题重点读读第
一二自然，重点读读有关的几个关键性句子，抓住“吞吞吐
吐”这一关键性词语，学生一定会领悟到，林园园是不会再
需要绿铅笔的，她说这句话只是为了给自己的不愿借找借口。
那么这一可贵的教学资源，应该成为这堂课的一个亮点，可
惜一念之间，我竟与这一课堂亮点失之交臂。

课后我一直在想：我们在教育学生关爱他人的同时，为什么
就不能于细微之处关爱学生呢？但愿我们的课堂，能让爱的
绿叶轻舞飞扬。

中班树叶的旅行教案反思篇二

本课我在第二课时教学设计上，我首先复习了生字，然后指
导书写了“铅和拿”字。在对这两个字的书写教学上，我显
得薄弱。没有对重点笔画做出其他颜色的标记。同时对拿字
的最后一笔上学生说成“弯钩”时我没有及时纠正。应该



是“竖钩”。此处暴露了基础知识上的漏洞。同时孔主任课
后说在指导写字上应该选取“铅笔”或者“笔和拿”这样可
以互相纠正。我也认为有道理，下次课上准备纠正。

在本课上我设置统领全文的问题是：“林园园为什么不愿意
借李丽绿色铅笔？你是从哪看出来的？”本篇文章就是从这
一问题开始逐一拨开。课后大家研讨时认为此处应该再加入
说说是怎么体会的，这样效果会更好。此问题抛出后，学生
都能找到了三次对话，都能从林园园的语言上看出她不愿意
借。那么我重点就让学生入情入境的去理解去体会，同时带
着体会去朗读。同时在适当处我做了示范读。但是在第一次
对话的处理上，我还是显得急噪了，有点乱了方寸的感觉。
应该让学生理解吞吞吐吐后，去体会林园园的心情，然后再
去读，这样效果会更好。后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说明我
在备课时候还是不够细致。上课时候容易颠倒。此处有待于
提高。

在本课的指导朗读上，我缺乏学生之间互相评价，都是由老
师来评价，显得比较单一，也显得课堂上失去学生主控性。

在本课的扩展方面，我设置了如果你是她们的同学看见这一
幕，你会怎么做。课后教研时同组人员认为，如果加入林园
园听见大家的话，她又会怎么想，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她又会
怎么做？这样课堂显得更为丰满。

孔主任，对板书的设置上也提出了她自己中肯的意见，她认
为不用抓书上的词也可以，可以抓住心理方面去板书，相信
会更深刻。

对于大家的建议，我都认真的去吸取，希望珍惜每次教学研
究的机会，让自己快速的成长！



中班树叶的旅行教案反思篇三

仔细分析一下这首歌曲，《小树叶》是一首描写树叶在秋风
中飘落的情景，第一段描述了小树叶被秋风吹落，离开树叶
妈妈的失落、伤感的情感。第二段描写了小树叶勇敢面对，
明年继续打扮树妈妈的勇敢。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这首歌
曲歌词比较简单，容易理解。难的是让幼儿唱出小树叶的情
感变化，这需要让幼儿的情感进行移植。

我首先第一步做的是让幼儿理解歌曲的意思，中班的小朋友
很喜欢听故事，于是我将歌曲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其中
在故事中，我细致地描写了小树叶的心理活动，小树叶离开
自己的妈妈的依依不舍，让幼儿进行移情，使幼儿引起情感
上的共鸣。同时在讲述的同时，我还配上了简易的简笔画插
图，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深深吸引了小朋友，使他们完全
融入到情境中。

第二步学唱歌曲，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学习歌曲是轻而易
举的。虽然歌词很简单，在进行第一课时，我只教了第一段。
小朋友学会歌曲后，引导孩子在唱歌时进行了情感处理，表
现出小树叶的伤心、难过，看到小朋友能真正投入到唱歌活
动中。有了先前的铺垫，发现个别小朋友的表情是那么得伤
心、失落！在第二课时，小朋友很快记住了歌词，情感流露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在唱歌活动中，经常会出现孩子扯大嗓门喊歌，这是很不好
的习惯。不仅仅对孩子的嗓子不好，而且很难表达歌曲的情
感。所以，帮助幼儿理解歌词要放在学习歌曲之前，再引导
幼儿进行情感处理。

中班树叶的旅行教案反思篇四

互相帮助，不应成为一句口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
助之手，这是每个人的一种责任，一种行为习惯。但要能做



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是《蓝色的树叶》这篇课文给我
们的启示。

本课中的林园园，舍不得把自己的绿铅笔借给同学，说明她
在帮助别人方面做得不够好。教学时既要让学生看到林园园
的不足，又要让学生相信林园园会成为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孩
子。课文中的事与学生生活十分贴近，学生学习起来会很感
兴趣，轻松易懂。所以教学时，我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进行反
思，丰富内心感受。在读和理解的基础上，我提出问题：林
园园看见李丽画了蓝树叶，为什么脸红了？并着重指导李丽
和林园园的几次对话，通过反复朗读使学生走进林园园的内
心世界，林园园最终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同学
有困难应当热情帮助。她因为羞愧而脸红，从而使学生受到
思想教育。课后我进行了拓展练习，“我想对林园园
说……”让学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进行说话训练。整堂课，
学生学习积极性是挺高的，但有些环节我忽略了课堂的'生成，
流于形式，让学生生硬的理解字词，学习效果不大好。没有
达到教学目的。

课后，我对自己在备课中所欠缺的环节重新梳理了一遍，再
次上这篇课文时，我觉得学生学得更主动更积极了，学习效
果明显的有所改观。是的，学生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
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一个“激励、唤醒、鼓舞”，饱含了多少对学生的尊重和关
爱。

中班树叶的旅行教案反思篇五

这篇课文位于本册第五单元，本单元的主题是：“别人有困
难，我们应该热情帮助，新世纪的小主人就应该友好相处，
团结合作。”课文以李丽借绿铅笔为线索，记叙了一件发生
在两位小同学之间的事。课文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能
使学生产生心理共鸣，读后自然受到助人为乐的思想教育，



让同学们明白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道
理。；“林园园看见李丽画蓝树叶为什么脸红了”是学生理
解的重难点难点。

中班树叶的旅行教案反思篇六

《蓝色的树叶》这篇需要两个课时，第一课时老师引导学生
自学生字词，初读课文，对课文大致了解，第二课时学习理
解课文，有感情朗读课文。

第一课时的重点是识字，初读课文。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我采用了读课题学生自设疑问的方法导入课文。这种导
入方法，能较好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快进入学习状态。
在课前我也布置了预习，读书的作业，学生通过自由读文把
生字划出来。课堂上我要求他们把划出的生字自己借助课文
中的拼音识记一遍，说说结构和偏旁部首。然后全班交流重
点难记的字词，提示他们使用多种方法。例如：熟字记忆法，
换偏旁换部分，猜字谜等等。最后通过开火车读，基本上全
班都能轮一遍。在指导初次朗读时，先是让学生自读课文，
因为他们刚学完生字，自己读可以把生字融到课文中读，体
会字意。

在第二课时，重点在朗读和语言的积累。我将李丽和林园园
的几次对话作为指导的重点，通过朗读对话中人物的.语气、
神态、动作，让学生自主体会。朗读中，我发现大多数学生
很容易能把问句的语气读好，但是却容易忽视细节。比如学
生在“把绿铅笔借我用一用行么？”这句话时，课文里需
要“小声地”读，不少学生没有注意到这点，反而更大声了。
往往需要老师提醒或者暗示。不足之处还有给学生读的时间
少了点，对于语感差的学生来说更需要多读。语言的积累我
主要通过在读文中指导学生理解词义，巩固生字，分析三次
对话，走进语言的感情里，这样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
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角色互换从而体会“同
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的道理。最后以“我想对林园园



说……”“我想对x说……”这样的口语训练收尾，加深学生
对这类似问题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