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们的田野教案导入(模板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
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的田野教案导入篇一

学唱合唱歌曲《田野在召唤》

教学目标

能用连欢快、活泼的声音演唱《田野在召唤》。

教学准备

录音机、磁带、手风琴

教学重点

用连欢快、活泼的声音演唱《田野在召唤》。

教学过程

1.复习上节课所学的《田野在召唤》的一声部。

2.学习歌曲的第二声部。

3.找出难点，重点解决。

4.请同学们为歌曲方框中的旋律设计力度变化，在xx处设计
声音或动作，使歌曲更富有朝气。



5.用合唱这种演唱形式来表现这首歌曲。

6.课后反思

我们的田野教案导入篇二

教学目标：

1. 学唱歌曲，用宽广、优美的声音演唱，感受乐曲描绘祖国
山河的优美景色，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的思想感情。

2. 有感情地演唱《我们的田野》，感受乐曲的情绪和思想内
容，激发学生体会歌曲速度、力度等产生变化，其情绪也随
着产生变化的效果。

教学重、难点：

通过演唱，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的思想感情，
要求学生以宽广、优美的声音演唱。

教学准备：

歌曲录音以及各种季节的有关田野、村庄的风景画等

教学过程：

一、图片导入，感受田野

1、播放《我们的田野》伴奏音乐，让学生律动进教室。

（生交流）

3、师：这就是我们的家乡，就是生我养我的土地，这样的土
地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也将带给人们硕果累累的喜悦，
有位作者用歌声唱出了自己美丽的家乡，我们来听听是怎么



唱的？ 揭示课题：《我们的田野》 是一首描写田野美丽、
壮观、富饶的歌曲，歌曲曾在一九八0年获第二次少年儿童歌
曲评选一等奖。

二、学唱歌曲

1、播放歌曲录音，并随机播放其他美丽的田野的风光的图片，
学生边欣赏歌曲边欣赏图片。

2、听后交流，师：这首歌曲中描绘了怎样的田野风光？

（学生尽情交流自己的感受）

师：这首歌曲表达了人们对土地的热爱之情，今天，让我们
一起来学唱这首优美的歌。

三、学唱曲谱

（学生仔细观察歌谱，交流得出：反复记号告诉我们这首歌
曲有五段，并且结尾一句不一样）

2、随琴视唱一遍曲谱。

师：你们觉得哪一句最不好唱？

提出难点：后半拍唱：“0 3 53”；“0 5 12”。

突破难点：在休止符的地方请同学们尝试轻轻闭上双唇，来
感受停顿。

3、完整地视唱曲谱。

四、学唱歌词

1、随伴奏有感情地轻声读歌词。



2、随伴奏轻声默唱歌词2遍。

五、歌曲的处理

师：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我们要怎样才能唱好它呢？ 学生回
答：优美、抒情，轻声演唱。

六、齐唱歌曲

七、分角色演唱歌词。 （可由学生自己选择分角色的方式）

八、表演歌曲

师：同学们，我们可以怎样来把歌曲表现得更好呢？ （学生
讨论）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教师提醒可以采取简单地舞蹈表演的
形式，并安排学生试着练习，随后请练习中表现出色的小组
或者个人上来表演。

九、课堂小结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会了一首美丽的歌曲《我们的田
野》，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去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
最后，让我们在优美的歌声中离开教室吧！

播放歌曲《我们的田野》，让学生离开教室。

我们的田野教案导入篇三

【教学目标】

1 会写“美”“丽”两个字,认识 7 个生字和 5 个认读字及
相关词语。



2 能画出描写田野景物的词语，并清楚、完整地说出田野里
都有什么。

3 朗读课文第一节，感受稻田的广阔、美丽，产生热爱祖国
的情感并落实背诵。

【教学重点】

会写“美”“丽”两个字。以“美丽”为主线，读中感悟祖
国田野的广阔、美丽，有 、 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准确画批田野中的景物。

【主要教学过程】 大体有这样五个环节：

1、了解学生对田野的认识，激发初读欲望。

2、初读儿歌，画批景物，初步感知田野的美丽。

3、细读诗歌第一节，充分想象，读中感受田野的广阔、美丽。

4、想象画面，背诵积累第一节。

5、顺应学生情感，识写“美” “丽”两字。

第一大环节：

第二大环节：

初读儿歌，画批景物，感知田野的美丽。 在这个环节里，分
四个小层次。

第一个层次：



初读儿歌，做到读正确、读流利。 引导学生借助音节自读，
同桌合作读，指名分小节反馈读等形式，扎实落实初读。

第二个层次：

自读思考：田野里都有什么？画出田野中的景物名称。 由于
画批要求是第一次出现，为有效落实，扎实训练，降低难度，
我决定先扶后放， 分节进行。首先，引导学生自读第一节，
思考：田野里都有什么？在师生交流过程中通过 实投演示，
示范并引导学生用横线画下田野的两个景物——河水、稻田，
并引导学生认读 词语。在此基础上训练学生清楚、完整地表
达：田野里有（河水）和（稻田） 。不排除有的同学会
说“大海”也是田野中的景物，这时引导读中理解： “无边
的稻田， 好像起伏的海面”实际是在说稻田。若还是不明白，
在后面读中感悟这句话时，再回应这 位同学。 有了第一节
的训练基础，再引导学生自读第二节，用横线画出湖中和湖
边的景物。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学生大多生活在城市，可能
有的同学不明白：第二小节写的是湖中和湖边 的景色，和田
野有什么关系呢？因此，我准备借助图片引导学生体会：田
野指的是田地和 野外。野外有很多的景物呢，比如说：高山、
湖泊、森林因此，湖泊也是田野中的景 物。使学生明白诗歌
的第二小节写湖中和湖边的景色也是在写田野的景色。 在此
基础上，训练学生清楚、完整地表达。湖中有（荷花）和
（鲤鱼） ；湖边有（芦苇） 和（野鸭） 。

第三个层次：

多种方式准确认读词语，引导学生质疑。 课件出示田野景物
名称的词语，引导学生通过开小火车读、同组互读、小老师
带读等 方式读正确，在此基础上质疑，借助插图、图片等明白
“稻田、芦苇” 等词语的意思。 河水 稻田 湖 荷花 鲤鱼
芦苇 野鸭 [在这一环节中，给足学生读书思考、自读自悟的
时间，以培养学生边读边思考，简单 批画的良好阅读习惯。
尝试将阅读了解与字词教学有机结合，改变以往阅读教学中



阅读与 字词分块进行的情况。] 第四个层次：正确、流利地
朗读诗歌，初步感知田野的美丽。 引导学生说一说我们的田
野留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用一个词来概括。随后教师相
机板书“美丽”这个词语。

第三大环节：

细读诗歌第一节，充分想象，感受田野的广阔、美丽。 在这
一环节中，我紧紧围绕“你是从哪儿感受到田野是美丽
的？”这一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问题，引导学生用心地读诗，
抓重点词句通过联系实际、想象画面、做动作、看视频 等手
段引导学生把字变画，读中感悟田野的广阔、美丽。 重点引
导学生读中感悟：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
田，好像起伏的海 面。 教学这两句话时，我是分下面的四
个层次来引导的。

第一层：自读句子说理解。

第三层：联系生活，观看视频，建立（海面与稻田）联系，
进而理解“无边的稻田好 像起伏的海面” 。 老师问：
“你到过海边吗？你见到的大海什么样？引导学生说出大海
的广阔无边与波涛 起伏的景象。若学生没有去过海边，或去
过海边的人很少，这里放一段大海的视频，帮助 学生了解大
海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学生做动作理解：波浪一会
儿起来，一会儿落 下，这就是起伏的意思，并出示词卡引导
学生读出理解。

第四层：想象心情，读中表达内心的愉悦美。老师引导说：
同学们，假如农民伯伯看到我们自己的田野里碧绿的河水从
金黄的稻田 边流过，看到广阔美丽的金灿灿的稻子，他们会
是怎样的心情呢？进而让学生带着这种兴 奋喜悦的心情，想
象着田野的美丽风光，美美地再读这一小节。

第四大环节：想象画面，背诵第一节。 分引导学生想象画面



自由练背（有困难的看提示） ，同桌互背，集体齐背三个层
次。[课 堂上扎实落实背诵，将背诵分节落实，有效落实积
累。]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碧绿的（河水） ，
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 好像（起伏）的海面。

【板书设计】

由于本诗紧紧围绕田野的美丽风光来写，因此板书为“美
丽” 一词，又因为“美丽” 是生字，因此书写在田字格中。

教学目标：

知识：学会8个生字，认读1个字；先填空，再读词语。

能力：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思品：了解祖国田野的广阔美丽，产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朗读课文，学习生字。

教学难点：学会生字；了解祖国田野的广阔美丽。

查阅资料：无

教、学具准备：生字卡片、课件

教学课时数：两课时

板书设计：

20我们的田野

稻田：无边

美丽



湖泊 湖中：荷花、鲤鱼

湖边：芦苇、野鸭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歌曲导入：

喜欢唱歌吗？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放录
音）。这么好听的歌曲我们要想学会必须先学会歌词，打开
书。

二、初读课文，通文识字。

1、自由读课文，看着拼音读正确。

2、检测：

（1） 出示生字卡片检测

（2） 词语检测：

海面 稻田 起伏（做动作） 好像（说一句话）

平静（说近意词） 荷花 肥大 成群（的什么？） 芦苇 野鸭

3、带着字词朋友再读课文标出小结。

4、分小结读课文，其他生评议。

5、两人一组互相检查读。

三、读思感悟，体会田野的广阔美丽。



（一）第一小节：

1、自由读想想你从中读懂了什么？

2、汇报：

（1） 理解“为什么说无边的稻田像起伏的海面？”

（2） 像想稻子在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的样子，读读。

（3） 理解词语：碧绿 无边

（4） 指导朗读：从心情到感受。

（二）第二小节：

1、读第二小节，找一找湖中和湖边各有什么？用曲线画下来。

2、理解“开满了荷花”（学生贴图）——指导朗读

3、理解“肥大的鲤鱼”——指导朗读

4、理解“藏着”的妙用（句子比较）

（1） 湖边的芦苇中，有成群的野鸭。

（2） 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5、指导朗读本小节

（三）读全文，体会田野的美丽、广阔。

四、播放音乐，背诵课文。

五、小结：



我们来到美丽的田野，欣赏了美丽的风景，我们随着优美的
音乐，聆听了优美的乐曲，我们多幸福啊！把我们的收获说
给或唱给爸爸妈妈听听。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背歌词或唱歌曲。

2、出示生字卡片认读

二、学习生字：

（一）自学生字：

1、借助拼音读准字音并为它找到生字朋友。

2、用自己最拿手的方法记忆字形。

3、同桌互相记忆，比比谁的方法巧。

（二）检测汇报：

1、认读卡片并组词。

2、小小老师教大家记字形，比比谁的方法巧。

（三）指导书写

1、观察占位，你想提醒大家哪个字？

2、汇报后边说边做记号。



3、描一个红再书写一个，找到难写字。

4、指导难字：碧、绿

5、把生字再写一个巩固练习。

三、巩固练习：

1、数笔画：

碧 鲤 绿 肥

2、填空再读一读：

（ ）的河水 （ ）的稻田

（ ）的海面 （ ）的鲤鱼

《我们的田野》是二册教材中的一首现代诗歌，并被谱成一
首优秀的儿童歌曲。这首诗 歌脍炙人口，语言精美，段段、
句句都闪耀着图画般的美妙与灵动，画面感很强。诗人用 凝
练的语言，通过对稻田、湖泊景色的描写，描绘了祖国田野
的辽阔美丽及物产的丰富， 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无比热爱的情
感。 学情分析： “田野”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缺少生
活。在他们的眼中， “田野”就意味着：长 着许多草的地
方、农民种田的地方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可见引导学生
通过读诗了 解田野、感悟田野的美景是本诗教学的重点及难
点之一。 此外，学生对于“稻田”本就没有清晰的印象，再
加上像起伏的海面。学生更是无从 体会文字所表达的那种动
态的美。因此，怎样引导学生体会“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
的海 面”是本诗教学的难点之二。 再有，本诗歌第一次出
现画批形式的课后题，由于学生知能基础有限，因此画批训
练 也就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一大难点。 教学方式与手段
的分析： 我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学生特点、诗歌特点，引导



学生丰富视像，把字变画，读中感 悟田野的广阔、美丽。

我们的田野教案导入篇四

教学内容：田野在召唤（歌曲）

教学目标：

1、能用弹跳、欢快活泼的声音演唱《田野在召唤》。

2、让学生认识到表现田园的音乐既可以是优美的，也可以是
欢快的。

教学重、难点：用欢快、活泼的声音演唱《田野在召唤》。

教学准备：钢琴、田野的挂图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师生共同演唱《师生问好歌》。

2、做放松运动

二、新课教学

2、教师范唱

3、模唱歌曲

4、按节奏，读歌词

5、画图：把你读到的歌词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学生从歌词的内容、表现把它画下来）

6、教师对歌曲处理

歌曲具有朝气蓬勃、热情奔放的特点。歌曲一开始，就以鲜
明的音乐形象表现出了春天的田野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使
人精神爽朗。上句前两小节的弱起小节及同音反复后的三度
跳进，给人以明朗向上的感觉，上句第三小节的八分休止符
的运用，又使人感到欢快、活泼、跳跃。

三、小结：

教学反思：

学生知道表现优美田园景色的音乐的特点，用自己的方式表
现出一幅田园小景。

我们的田野教案导入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对乐曲、绘画作品的欣赏和散文的朗诵，了解表现田
园小景的多种艺术形式的特点。

2、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用自己掌握的艺术手段创造性地表
现一幅田园小景。

教学过程：

2、讨论什么样的音乐意境与这幅画的意境相似。

3、 教师简介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小步舞曲》《间奏曲》旋
律优美，与绘画的意境是相似的。《欢乐颂》是庄严的，不
适合表现幽静的田园小景。



6、 启发学生想一想，还可以用其他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吗
（如唱歌、雕塑、影视等）？这一环节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
况而定。

7、分组准备用各自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一幅田园小景。

8、分组展示，师生评价。

教学反思：

学生知道表现优美田园景色的音乐的特点，用自己的方式表
现出一幅田园小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