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苹果里的五角星幼儿教案 苹果里五
角星语文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苹果里的五角星幼儿教案篇一

《苹果里的五角星》有两个对应的词，即“魅力（创造
力）”与“循规蹈矩”。学习这一课，我个人认为，应该在
反复阅读中，让学生充分地认识这两个词的内涵。这两个词
如果不能够走进学生的头脑，这是此课的最大失败。因为这
两个词非常关键，引导学生反复想，他们就能够感觉这两个
词代表的东西太多了。课文中的“魅力”，其实就是“创造
力”的一种解释，课文是怎么讲魅力的？最后自然段的三
个“传”字就是最好的解释，课文中具体讲述那个幼儿园的`
小男孩也愿意、主动“传”，这其实是对“魅力”一词
最“神”诠释。这说明任何一个创造都是具有“魅力”的，
人们都愿意传的，也是人们都愿意拥有的。

至于“循规蹈矩”，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种理性，那是一种
反思。也就是说，这一课还要引导学生学会反思。为什么我
们不能够发现苹果里的五角星？那是因为循规蹈矩，那是因
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沿着一条路走，肯定发现不到新大陆。

因为不小心，几千年来人们不知道摔碎过多少东西，那些碎
片自然就沦为垃圾。后来，有位有心人就把这些碎片拿起来，
一片片地称重量，从中却发现了神奇的东西。经过几次的摔
碎，再一片的称量，结果发现了轰动世界的重要理论，现在
的文物修复都用上了这一理论。我想苹果里的五角星的发现
与称量这些碎片都是一样的。“循规蹈矩”的人太多了，减



少这种人，从小懂得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拥有魅力。

让学生手中拥有一个拦腰切着的苹果，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够
做到的，这需要学生不断阅读，不断研究，并且用自己的双
手去阅读、研究。

苹果里的五角星幼儿教案篇二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
情感。一个没有激情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能让
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老师，陪
伴孩子度过每一段快乐的时光。

1、通过多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或直观演
示、或旁征博引、或巧设悬念……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动
机，创造“我要学”“我想学”的积极教学气氛。为了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在教学《苹果里的五角星》这篇课文时，
我充分利用苹果这一实物教具，，让孩子亲自动手操作。学
生很容易地理解了两种不同的切苹果的方法，理解了“横切
面”、“循规蹈矩”等词语的意思。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很高。看见孩子们学得快乐极了，我感到教学的真正乐趣其
实就在这里。“激趣”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教学过程也就“变苦为乐”。

2、教学活动中要注重置师生于课文、作者、情景之中，也就是
“溶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教学当
中的“情”犹如教与学双边活动的“催化剂”，有了它，学
生才会在教师的点拨下进入课文佳境。，一开始课堂是沉闷
的，学生在搜肠刮肚，一时无人举手。过了片刻，终于有人
站了起来，说：“书中说了竖切和横切两种方法，我心想，
斜切会有什么发现呢？结果，我看到了三角形。”紧接着，
另一个同学说：“有一次，在家里吃饭，有果汁，也有红酒，
我就把红酒和果汁混在一起，结果发现很好喝。”然后，我
说了一个故事，结果这个故事引出了更多的故事。看到这种



场面，我真是欣喜万分，觉得天赐良机，便趁热打铁，
说：“很好。同学们，你们看，刚才你们的发言启发了我，
我的故事又启发了你们，这就是思维的火花在碰撞呀。我们
的语文课就应该这样上，这是多么有趣、多么有魅力啊！”

我如是一说，学生非常感性地明白了什么思维的碰撞，明白
了一节课我们究竟应怎样上，明白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思
考。而这些，正是为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我们每一节课都能让学生的思维激情迸发，他们的思维
能力必定能得到发展，思维空间得以拓展，思维的创造性也
将得到实实在在的培养。

苹果里的五角星幼儿教案篇三

《苹果里的五角星》是一篇充满童趣的文章，课文记叙了邻
居家的小男孩“传”给“我”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把
苹果拦腰切下去，苹果核部分就会出现一个“五角星”的图
案，这使“我”从中受到启迪——创造力来源于打破常规的
思维方式。

由于课前孩子们早就做个这个实验了，所以苹果里藏着五角
星早不是什么秘密了，也就没什么玄机而言。本以为这篇课
文很容易就讲透，可是课堂上却没那么顺利：有些孩子连苹
果里的五角星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从大处说什么
叫创造力了。这节课我上得心灰意冷，我决定采取办法补救，
我不允许自己的课堂上学生学得一知半解。于是利用第二天
早读时间，我进行了回炉教学，我首先让孩子们继续读课文，
把课文读透，接着揣摩人物对话的语气，从而判断我和小男
孩各自说的苹果里到底有什么的不同含义。在此基础上，再
列举了多个关于创造力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创造力的魅
力，感受到人物打破常规思维而创造奇迹的魅力。在这样的
基础上，再回到课文，孩子们的理解就比上一课深刻多了。
经过这样的回炉，也让我更加审视自己的语文教学，简单与
不简单，有时就看你如何运筹帷幄。



苹果里的五角星幼儿教案篇四

《苹果里的五角星》是一篇简单每个孩子都能认知的文章。
我教学完这篇课文，总的感觉是孩子们很快会忘记这篇文章，
孩子们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我已经记不得这篇文章被我读
了多少遍，但每一时段的阅读我都有新的感觉，都有着那种
冲动，我虽然不可能让每个孩子终身运用这种思维，但与孩
子的数次交流中，每个孩子是有着变化，因为这篇文章是每
个孩子自己努力获得的，通过自己动手理解的。

为了上好这节课，给孩子持续的思维空间，我把两节课调在
一起，这是我教这篇文章的第一步。如此教学之后，我还就
这篇文章与孩子们进行了谈话交流、对话，在交流、对话中，
孩子们很兴奋，有着许多想法，这是第二步教学。我认为语
文课的每篇课文都应该是教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教学中，
许多老师教成了终点，所以这课的教学之后，我始终要求孩
子沿着起点走下去，一是搜集相关材料，二是观察身边的世
界，三是随时记录自己的思考，自我分析自己的发现。这是
本课教学的第三步。

新课程改革要求每位老师应该有综合的理念，而我坚持用这
种理念来教，时间不是一两节课，而是三个星期。教完之后，
孩子有多少变化，我没有过多的研究，因为这种变化不是显
性的，而是隐性的，不是马上显现，而是终身受益。综合实
践活动理念，是培育孩子终身学习理念的好方法，通过这一
课的教学实践，我有着这样的思考。《苹果里的五角星》太
简单了，只因为简单所以难以在孩子心中留下终身型印象，
这一课有两个词，一个是魅力，一个是创造力，我的这课教
学理念就是让孩子有着终身的感受、终生型记忆、思考这两
个特别有价值的词。

苹果里的五角星幼儿教案篇五

苹果里的五角星很多人可能都不清楚，事实上就是在切苹果



时拦腰切下去，就可以在横切面看到苹果核像一颗五角星。
为了加深学生对创造力的理解，在第二课时的课堂教学时，
我让学生准备两个苹果，一个横切，一个竖切，亲自试一试，
比一比，学生们比较切下的苹果不得不信服，拦腰切下的苹
果，苹果核果然像一个五角星。学生们对接下来的教学都兴
趣十足，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创造力就是打破常规的思维方
式。特别是在教学“这鲜为人知图案竟有那么大的魅力”
与“是的，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创造力，往小处说，就是换
一种切苹果的方法”这两句的时候，学生感悟很深刻。

通过对课文的教学，我发现正如文中所说的“人们对切苹果
都不生疏，总是循规蹈矩地按照通常的切法，把它们一切两
半，却从未见过还有另一种切法，更没想到苹果里还隐藏
着“五角星”!”。同样我们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也大可不
必运用相同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争对不同的学生，需采用不
同教育方法。运用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提高现有
知识水平，这就需要我们要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