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蓝盒子教案反思(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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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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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蓝盒子教案反思篇一

《蓝色的树叶》这篇课文写得是在一次美术课上，李丽的绿
铅笔不见了，就向同桌林园园借，可是林园园舍不得借给她
用，李丽就用自己的蓝铅笔画树叶。课文结尾写着：李丽拿
起自己的蓝铅笔，用心地画着一片片树叶。林园园看着这些
蓝树叶，不由得脸红了。当同学们读到这儿时，我问：林园
园为什么脸红了？马上有同学说：因为她觉得不好意思，没
有借给李丽绿铅笔……等等类似这样的话。预设中也想孩子
们一定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的；他们也都能说：同学之间要
相互帮助，要团结友爱。可是，在这样的一句话后面又有多
少孩子能够真正体会了、感受着友爱呢？带着这样的思考，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感人的有关友爱的故事，希望通过故事让
他们感受什么是真正的友爱。

故事讲的是一个越南孤儿院里一个小女孩受了重伤，而她的
好朋友一个小男孩以为献血会死，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毅然
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也要献血给小女孩，而理由只是“因为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这个长长的故事稍稍处理，用适
合2年级的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讲述，同时配上悠悠的音
乐。第一小节讲玩了，孩子们听着，他们不再躁动，第二小
节讲完了他们静了，第三小节他们更静了，第四小节，孩子
们眼里冒着泪花，故事讲完了，只有悠悠的音乐，孩子们沉
浸着，我没有提问，让音乐继续流淌，我想此时无声胜有声，
孩子们的神情告诉我他们懂得友爱了，因为他们被感动成那



样了。于是，我换上另一种音乐朗诵起事先搜好的《友情》
诗篇：

在你忧伤的时候我在一旁悄悄地注视着，

在你苦恼的时候我在一旁静静地聆听着，

在你无奈的时候我在一旁默默地思考着，

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朋友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

朋友是在最危机的时候来临的，

把一切最真诚的祝福留给朋友，

把一切最幸福的时刻送给朋友。

“小朋友们，同桌是我们在学校里最亲密的朋友，我们要好
好珍惜跟同桌在一起的时光。”

老师也相信你们现在也有一些话要跟自己的同桌说是吗？

小手举起来了，他们说得很好，在每一个孩子起来说完之后，
我都让他们正对同桌说声谢谢，并和同桌握握手。甚至顾孜
晗和王佳怡这对“小冤家”也握手了，孩子们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

幼儿园大班蓝盒子教案反思篇二

《蓝色的树叶》是学生进入二年级以来的第一组讲读课文的
第二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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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中我抓住一个“借”字，紧扣课后三个问题引导学生
朗读课文，读懂四次对话，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第二至四
段采用引读，然后指导学生着重读第一次对话，画出重点词。
运用第一次对话的学法，学习第二、三、四次对话。第四次
对话，可引导学生同桌分角色表情朗读。我让学生带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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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可贵的`教学资源，成为这堂课的一个亮点。

幼儿园大班蓝盒子教案反思篇三

《蓝色的树叶》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
文讲的是李丽向林园园借绿铅笔，林园园没有借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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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以后会成为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学生。整体感觉上得还不错。

本课教学，识字环节较扎实，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朗读，如：
小老师领读、指名读、同桌互读、齐读等，学生掌握较好。
不仅读准字音，了解字形，也明白了字意，并能在此基础上，
运用词语说句子。教学时，注意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指导
学生朗读。教学激发了学生的思考的积极性，引发学生深入
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存在了许多不足
之处：

1、导入新课时，我问：“你见过什么颜色的树叶？”学生说
见过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树叶，此时还应引导学生联系
季节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如：春天有绿色的树叶，秋天有
黄色的树叶，半绿半黄的树叶。语文课，就是进行语言文字
训练的过程。

２、整节课之中，让学生自由读文过多，要在读书的形式方



面多变化。低年级的孩子，不太适合这种集体的自由读文，
教师也不便于掌握学生的读书情况。

３、在指导学生读好对话时，教师的引导要进一步细化。在
几名学生读书感情不到位的情况下，教师要分析其原
因。“小声的说”“吞吞吐吐”“我怕你”“只好”等词，
是训练低年级的孩子通过语言文字揣摩人物心理的好的机会，
可先让学生议一议，然后再读。通过分角色读或者教师范读，
就很容易读出味来。

４、注意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学生读书时拖音、低着头读
书、不认真听别人发言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改
掉。

幼儿园大班蓝盒子教案反思篇四

《蓝色的树叶》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这篇课
文讲的是李丽向林园园借绿铅笔，可林园园舍不得借给她，
找了很多借口，最后李丽就用自己的蓝铅笔画树叶。文章的
旨意在于让学生明白：当别人有困难时我们应该热情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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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以后会成为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学生。但是，在渗透思想品
德教育的同时，要围绕文章的旨意，否则容易上成思想品德
课。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确，当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
时，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因此，我精心设计了
新课的导入。课开始，我出示最常见的绿色的树叶，并让学
生说说你还见过什么颜色的树叶？学生回答：金黄的、红色
的等，就是没有蓝色的，此时我板书课题。在揭题后，我问
学生，读完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疑问吗？学生自然就问了“树
叶怎么会是蓝色的呢？”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个疑问，开始了
这篇课文的学习。



并使之成为一种习惯。“那你们想对林园园说些什么呢？”
这一说话训练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本课教学，识字环节较扎实，通过多种形式反复朗读，如：
小老师领读、指名读、同桌互读、齐读等，学生掌握较好。
但也存在了许多不足之处：

1、导入新课时，老师问：“你还见过什么颜色的树叶？”学
生说见过黄色的、红色的树叶，此时还应引导学生联系季节
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如：春天有绿色的树叶，秋天有黄色
的树叶??语文课，就是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

２、整节课之中，让学生自由读文过多，要在读书的形式方
面多变化。低年级的孩子，不太适合这种集体的自由读文，
教师也不便于掌握学生的读书情况。

３、在指导学生读好对话时，教师的引导要进一步细化。在
几名学生读书感情不到位的情况下，教师要分析其原
因。“小声地说”“吞吞吐吐”“我怕你”“只好”等词，
是训练低年级的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揣摩人物心理的好的机会，
可先让学生议一议，然后再读。通过分角色读或者教师范读，
就很容易读出味来。

４、注意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学生读书时拖音、低着头读
书、不认真听别人发言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改
掉。

幼儿园大班蓝盒子教案反思篇五

《蓝树叶》是一篇讲读课文。讲李丽在美术课上，画树叶时
绿铅笔找不到了，她向林园园借，但没接她的绿铅笔。李丽
用蓝铅笔画了树叶。林园园看见了画蓝树叶，脸红了。

学习课文之前，我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入手，揭示课题《蓝树



叶》，随后问：看到这个课题你一定想知道什么?学生纷纷提
出：树叶怎么会是蓝色的?这是哪儿来的蓝树叶?以此激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

先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读书找答案。让学生了解课文的`大意。
让学生自由回答上面的问题。

再感悟课文内容

学习第一自然段：李丽为什么要向林园园借绿铅笔铅笔?引导
学生从第一自然段中找到答案。

自读第二至四自然段思考：李丽为什么没有接凌圆圆的铅笔。
这是课文的重点。我让学生找出李丽和林园园的三次对话，
从她们对话中林园园的语气，神态中去领会感悟出林园园不
愿意借给李丽绿铅笔。抓住重点词句(吞吞吐吐、我怕你把笔
尖弄断，不要.....不要.....皱着眉头等)让学生分角色朗读，
进一步体会林园园是在为舍不得借铅笔给李丽找借口。

学习第五自然段，指名读回答：林园园看见李丽画了蓝树叶
为什么脸红了?结合观察第二幅插图，从林园园的表情你看到
了什么?学生回答，林园园觉得不好意思。她知道自己错了。
你能知道她这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她在想，要是我把绿铅笔
借给李丽了，她就不会画出这么难看的蓝树叶了”。“我这
样做不对，以后要改正”。

现在你想对林园园说什么?

甲：林园园，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同学有困难我们要去帮助。

乙：林园园你不能太小气了，要是你以后有困难，别人也不
会帮助你的。

丙：林园园你知道吗?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学了这一课你明白了什么?(我明白了我们从小要有爱心，别
人有困难，我们要热心帮助)

说说你们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和像林园园一样的事例。学生
也说了班上很多同学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