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优秀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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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一

在学生自读后，请他们说说：你想提醒大家读好哪个字？学
生对于充当“小老师”的角色一向很感兴趣，各抒己见我相
机让学生组词，说说能用什么办法很快记住这些难字。跟着
我又问：哪个字告诉我们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哪个字告诉你
不明白意思？“晓”是什么意思？“不觉晓”呢？学生不明
白的诗句意思我让他们用符号标出来，再次阅读诗句，猜测
诗意。

只有让学生体会到诗的大意，才能接着体会诗的意境和情感，
才不会在读的时候毫无表情地念。因此当学生能读出诗人所
写是春天这个季节的所受所见所想，我让学生看着我，边观
察边跟着演一演，学生的兴致高涨，（我以睡得不想醒来的
表情为开头，跟着表演了看到窗外地上的落花，知道下了一
夜的春雨，配上白话的诗意解释），通过这样直观的演和说，
学生对诗意有了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我就让学生带着自己的'
理解再读古诗，并激发他们自行创编动作加以表演读，真是
不可以小看孩子，刚才我还担心他们读不懂诗呢，而现在却
能把诗读得又有表情又有动作，声情并茂。我相信他们对这
首诗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印象了。

感谢我的学生，让我再一次看到了他们的活力和潜力，我知
道课堂小主人们的主动权一旦充分给予，他们学习的兴趣自
然十分浓厚，我也相信对每一个课堂教学进行精心设计和新
的尝试，学生的学习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二

昨天与今天的语文课，我与一（1）班的孩子们共同走进了第
一单元的第4课《古诗两首》，一首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
晓》，另一首是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春晓》一诗孩
子们似乎十分熟悉，朗读与背诵看上去朗朗上口，面对《村
居》一诗，诗人是清代的高鼎，孩子们都瞪大眼睛问
我：“老师，清代是什么代？”这个问题出自于一年级，把
我问得很是搞笑与奇妙，突然间想到了孩子们可能爱看的影
视剧中，会让他们想到清代的一些元素，我问学生：“还珠
格格、甄环传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清代宫廷里面的事儿，大
家喜欢小燕子吗？”如此一来，学生由电视剧情节想到了清
代是什么概念。

语文课堂中面对同学们的困惑，老师们首先要做到不厌其烦，
然后认真对待，拉近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距离，让生活走进语
文课堂，会让语文课更加有声有色。

《春晓》一诗，学生们可爱的动作表演读，如听到处处鸟鸣
声，小手放在耳朵上，那情景依然浮现；可是谈到诗人为何
对院子里的花与草那么心疼时，孩子们再次感到了不解。我
趁机与学生联想到了孩子们心爱的玩具或图书，自己或是别
人弄坏时，那算不算心疼，学生猛然间也明白了诗人的疼爱，
同时我补充了一句：古代诗人多半都是奍花生情富有情趣的
才人。

《村居》一诗，最让我感到难忘的`情形是，孩子们读到诗句
中儿童在春风中放飞风筝，那无比羡慕的眼神、快乐的神情，
我趁机让孩子们展开联想，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口语交际，让
学生都来说说自己与父母在春天放飞风筝的事儿，大家说得
比较精彩，张书畅说：“老师，我放得风筝是燕子的，它飞
得很高，最后都看不见了。”同学们围绕这个话题，还说了
许多许多......



语文课堂中，文本单方面的素材实在少得可怜，要做好充分
地备课，还要抓住有力的时机，让语文的内容真正有效地延
伸拓展，既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语文能力，还锻炼了他们乐
于表达的信心与能力，这个平台，语文老师说了就算！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三

春晓这首歌曲在本单元出现，使学生通过学习不同风格的古
诗词作品加深，加强对这一题材的了解和认识。

学生在哼唱，学唱，对比唱的多种形式中学会了歌曲，并通
过师生一起讨论歌曲感情，恰当的处理了歌曲。

通过教学歌曲《春晓》，使我感触颇深,它又一次使我深刻的
体会到音乐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整个的教学过程能够把同学
们从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给学生以最大的空间感受、
体验、想象和表现的机会，从而能够更充分的展示他们的才
华，挖掘他们的潜力、使他们释放情感、体验成功。

在我的课堂教学中，我一直崇尚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一年
级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也特别关注同学们的情
感，从谈话中、表扬中、活动中充分让学生说、唱、想象和
创造，学生之所以爱上音乐课，是因为他们能从中体会到学
习音乐的快乐，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成功的喜悦。

通过在首歌曲的学习，同学们对这种题材的了解已经很深刻，
不但能够静听歌曲，想象歌曲所表达的意境，还能用语言描
述下来，用作画的方式画下来，也能通过指挥的方式表现出
来。多种方式的表达有助于学生对歌曲的进一步理解。

这节音乐课课堂秩序好，气氛活跃，可以看出学生真正走进
音乐了。喜欢音乐，喜欢音乐课，并在音乐课上有了不少的
收获。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四

《春晓》教学反思 这一课的两首古诗都是抒发了作者对春天
的喜爱之情。古诗《春晓》是唐朝大诗人孟浩然的名作。古
诗词节奏鲜明，音律和谐，对于小学生来说，琅琅上口。比
较容易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同时存在着理解和感悟的难
题。虽然有的同学早就能够背诵下来，但他们理解诗意吗？
这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大可能的。怎么在这堂课能激起学
生学习的兴趣呢？从学习《春晓》这首诗来说一说我的体会：

一、让学生自主地识字。

清晨的美景时的心情，引导学生体会诗人对春天的喜爱。通
过引导，当我们再次朗读起诗时，我感觉到了学生把诗人、
把自己对春天的喜爱读了出来，这时我想他们不再仅仅是会
读会背诗句了，更体会到了春天的美丽景色。这也正是我所
期望的。

《春晓》教学反思

古诗《春晓》教学反思

春晓教学设计

春晓教学课件

春晓的教学课件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五

古人云：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确，春天是个美好的季节，更
是收获的季节，这是二年级的第一堂新课，我把这堂课设计



成了欣赏课，主要通过欣赏《春晓》以及《春之歌》两首作
品感受春天的美丽与重要，除了教会孩子们感受音乐、表现
音乐、创造音乐的同时，告诉孩子们要珍惜春天，珍惜时间，
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音乐课的学习，能够感受音乐、表
现音乐、创造音乐，并能主动学习音乐，从而培养学习音乐
的兴趣。

这节课把音乐欣赏与表现音乐、创造音乐相结合，使学生在
创造中自觉地学习音乐，并从中感到快乐，只是，一节课都
在欣赏音乐对二年级的孩子来说有点难，二年级的孩子好奇
心强，使得他们对任何音乐形式都感兴趣，这是调动学生积
极性的最好的条件，但是由于他们年纪小，好动，因此，他
们注意力不太集中，有些学生听一半就坐不住了，因此，要
克服这些问题，我认为，应在聆听中设定多个小问题，尽可
能是与他们生活中相关的小问题。

另外，欣赏课要多些小视频与图片，这样可使内容更加丰富，
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课堂顺利进行，教学目标顺
利实现，今后教学中我会更多的去发现好的方法来提高音乐
欣赏课的教学质量。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六

《春晓》这是一篇古诗词的课文，古诗一直以来都是较为难
上的篇章，一来文章简单短小，处于记忆黄金阶段的一年级
学生早已是背得琅琅上口，但是对于其中的寓意，学生又是
极难掌握的，把握不好便会将课文上的枯燥乏味。而上古诗
对于我自身来讲又是最没有经验可言的，所以我试着用情景
导入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例如：小朋友们，学了前面的几篇
课文，你觉得春天是怎么样的呢？（学生各抒己见），之后
我又说古代的人啊，跟小朋友一样也非常喜欢春天！所以他
们写了好多好多的诗篇来歌颂春天、赞美春天，今天老师就
和小朋友一起去学习两首描写春天的古诗。这是一个过渡语，
能让学生既联系了实际又能对古人笔下的春天产生兴趣，既



而有学习的欲望。

古诗教学的另一个难点便是如何指导学生读出古诗的韵味。
古诗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奇葩瑰宝，作为华夏文明的继承和
发展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学好这些优秀的诗篇，所以
在朗读的时候应该尽量地引导学生去体会作者的感情，并带
着这种感情去领悟古诗的精华，但是就理解和感悟能力来说，
一年级学生若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是很难进入这个情境的，
所以在讲述的时候，我尽量去营造一种这样的氛围，比如在说
“春眠不觉晓”时，我就会让学生去想一想现在的实际，某
些同学有了一定的同感，朦胧中便会产生诗人那时的心
境，“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与“花落知多少”三
句更是景物的描写，配以课文中原有的插图，学生能进一步
了解和领悟到诗人的内心感受，再加以范读指导，学生的朗
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例如很多的.问题
可能并没有符合一年级学生的领悟水平，他们的回答总是与
我自身想要的答案相差很远，于是整个课堂变成了以我为主
而学生为辅的画面，他们总是在听我讲，以我的思想和要求
在朗读古诗，而并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在今后的教学过
程中应该多注意他们的水平，不可提出过分高的要求。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七

这节课，通过《春晓》这首诗的学习，了解汉字演变的过程，
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在认识9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的.
基础上，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古诗，背诵古诗，并
能体会诗人对春天的赞美之情，因此，在教学中我创设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许多小朋友在没上学前就能把这
首诗倒背如流了。现在请会背的小朋友试着背一下。背不下
来的认真听一听。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节课的重点放在了朗读古诗，学习生字，课上我充分利用



《春晓》意境悠闲，学生早已耳熟能详，采取配乐读、比赛
读，感情读，组内读、领读、跟读等多种方式，使学生能正
确流利地朗读诗文，并在头脑中形成古诗描绘的画面，达到
流利背诵，在识字中我注意引导学生采用各种方法记忆生字，
本课的形声字较多，因此指导学生根据形声字的特点记忆生
字，并试着给会认的字组词，或说说生活中哪里能用上这些
字，在小组竞赛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对汉字
的探究精神。

春晓教案课后反思篇八

低年级学生正处在学知识长见识的黄金阶段，遇到不懂的事
总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春晓》教学反思。他们对自己的
生活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幻想和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和
想法。我觉得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善于“利用”这些宝贵
的资源，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只要能充
分挖掘出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他们就会像鸟儿
一样展开翅膀，在想象的.天空中无拘无束地翱翔。古诗短短
的几行字，里面却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诗人所传递的情
感和意境，学生一定会有许多好奇!

虽然学生在幼儿园甚至更小已经会念这首《春晓》了，可他
们那小脑门中仍然装着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且，不同的学生
有自己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会敢于用自己的独特思维进行
提问。即使有的问题显得非常天真、幼稚，可这都是他们的
真实想法。学生在问中想象，在想象中寻找快乐，在快乐中
喜欢了学古诗。

同时要让学生在“交流”中理解诗意，教学反思《《春晓》
教学反思》。修订大纲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自主的
语文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主动获取知识，形成能力，
要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而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小，又
特别好动，学习注意力易分散，兴趣不稳定。



我要在进一步的教学中为学生搭建自由舞台，引导学生分小
组讨论，让学生在合作、交流中理解古诗意思。这无疑给将
课堂带来一泓活水，学生们会个个兴致勃勃。他们在交流中
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交流中培养合作精神。并且，学生会发
现学习古诗一点儿也不枯燥，有了兴趣，注意力也会更加集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