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通用7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篇一

《花木兰》是一篇多幕剧，主要讲述的是花木兰替父从军，
英勇作战的故事。课文内容浅显易懂，我引导学生初读了课
文，感知了文本内容后，让学生重点围绕“花木兰是个怎样
的人？”展开学习。为了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我安排学
生小组内分角色表演剧本。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揣
摩人物的个性，扮好角色，创造性的表演。学生表演热情高
涨，积极参与，效果显著。学生表演的角色很是到位，人物
对话符合自身的个性特点。既训练了学生的表演能力，又培
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了学生的朗读能力。真可谓是一
箭三雕，收益匪浅啊。

从本课的教学中，我深刻的认识到教师只有善于调动有效的
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

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篇二

1．了解人物形象，感受木兰的女儿情、英雄气，了解她的智
慧，胆略和才能。

2．学习古代劳动人民勇敢乐观的爱国精神和对和平生活的向
往。

3．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合作探究的能力。



理解木兰的人物形象及体会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
主义精神。

情境教学法、诵读法、讨论点拨法、

美国迪斯尼公司曾投巨资将中国的花木兰搬上了卡通银幕，
轰动了世界，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这个英勇而美丽的奇女子。
花木兰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可她到底凭借什么魅力，
打动了不同种族人民的心，以至于风靡世界呢？那么今天我
们就一起在花木兰故事的最早来源《木兰诗》中寻找答案吧。
（板书课题）

《木兰诗》又叫《木兰辞》，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
集》，这是南北朝时北朝民歌的代表作。

“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
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木兰诗》与《孔雀东
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作曲，训练乐工，采辑
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
考查政治得失。

1．范读课文（示范朗读带），学生在听中指出应注意的字音。

2．检查预习效果，给加点的字词注音。

唧唧( )机杼（ ）军帖（ ）可汗（ ）鞍鞯（ ）辔头（ ）
溅溅（ ）胡骑（ ）啾啾（ ）朔气（ ）金柝（ ）十二转（ ）
百千强（ ）扶将（ ）阿姊（ ）霍霍（ ）旧时裳（ ）理云鬓
（ ）

3小组疏通文意，说说情节要求学生以“木兰__”句式概括每
节内容，横线上限填四个字。



（木兰停机叹息、替父从军、奔赴战场、征战沙场、辞官还
乡、会见亲人、讴歌英雄）

1学生四人一组讨论：要求以“我从课文_____读到木兰是一
个_____的人”句式来表述。

(时间为10分钟左右)，学生独立思考，大胆举手发言，明确
自己眼中木兰的形象：

可能的回答有：学生1：我从课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
织”读到木兰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复”字表明木兰纺线
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年累月都在做！

学生2：我从课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军书十二
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
从此替爷征。”读到木兰是一个勇敢，坚毅，忠孝两全的人，
因为木兰的叹息声是在为父亲担心，可见木兰的孝顺；“愿
为市鞍马”的一个“愿”字充分表明木兰是一个勇敢，坚毅，
勇于担当重任，热爱国家的人！

学生3：我从课文“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读到木兰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人，因为战争这
么激烈，“十年”说明打仗时间很长，又死了很多人，而木
兰还能活着回来，足够证明她的英勇善战！还有，我从课
文“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
乡。”读到木兰是一个不慕官职厚禄、情系故乡、眷恋家园、
热爱和平生活的人，因为木兰立了赫赫战功，因功受赏，可
是她依然作出“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的决定，在她
看来，打仗好像并不是为了建功立业，也不是为了官职厚禄，
纯粹是为了保卫国家，使百姓能过上安定的生活，这种精神
难能可贵。

学生4：我从课文“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



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读到木兰是一个热
爱生活、善于打扮、美丽可爱的女人，因为喜欢打扮自己是
女人的天性，能打扮自己，说明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热爱
的；这些人也是可爱的、美丽的！

教师在其中要适时做出赞赏性和鼓励性的评价，如：你分析
的非常好！全班为你鼓掌！

教师可板书： 勤劳、善良、淳朴、谨慎（女儿情）

机智、勇敢、刚毅、忠孝两全（英雄气）

教师小结：木兰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因为她是既有女儿情怀，
更具英雄气慨的古代杰出巾帼英雄形象，在替父从军的行为
中我们看到了她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渴望和平的美好心愿。

2．请学生举例古今中外的其他巾帼英雄（如穆桂英、梁红玉、
刘胡兰、秋瑾、邓颖超、撒切尔夫人）。

假如你是木兰的父母、伙伴、当朝天子和《木兰诗》的读者，
说出此时你最想说的话，在随笔本上写200字的片段作文。

木兰是一位“奇女子”。她替父从军是一种孝，保家卫国是
一种忠。那么我们现在作为中学生在现实和平的生活中，又
应该怎么样来孝顺父母，报效祖国呢？请你谈谈自己的想法。

1、背诵全文,品味凝练语言2、完成课后习题二3、200字的片
段作文“木兰,我想对你说”写在随笔本上４、根据课文内容
填空。（习题见《课时检测》和《完全解读》）

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篇三

我在课前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视频和音频片段，准备在课堂
上播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活跃课堂气氛的，但是在



实际课堂教学当中，我却没有播放这些原先准备好的材料，
这一点也说明了我教学应变能力的不足，上公开课时过分的
紧张。

总而言之，课堂气氛显得过于沉闷，学生反应不强烈，许多
我事先认为能激起学生兴趣的问题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忽视了教学的细节安排，自己使用的教
学语言在情感上不能够感染学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该
在日常的教学当中通过自己的语言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一点是我的薄弱环节，今后要在这
方面加强锻炼。

另外这篇课文选自《乐府诗集》，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诗歌，
句句压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应该要让学生多读，精读，教
师指导学生朗读，体会诗歌的语言美，整堂课应该有范读、
细读、快速默读、高声朗读等。读出语文教学的特色，特别
是适时使用朗读方法，既熟练了课文，又增强了学生对诗歌
内涵的理解。而在这一点上明显是我教学准备的不足，在教
学设计中安排教师指导朗读，给学生朗读的时间不够。

我在问题的设置上，也不够明晰，指向性不强，问题也显得
有些“苍白”。例如我在解释“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说明了木兰积极投身到战争的准
备当中，想尽快奔赴前线时，所设置的问题时，我直接的问
了学生这说明了什么？学生就不太明白老师设置问题的意图，
如果我具体的问“为什么木兰要积极地四处奔波，准备道
具”，学生应该更能体会到木兰奔赴战场的决心和战场的紧
张气氛。

语文教学强调的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然而我却没有很
好地兼顾。这堂课对人文性比较重视，但是忽略了工具性。
教学中应该在“诗词的艺术特点”、“字词的锤炼”、“背
诵课文”等方面还要下一番工夫，虽然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
人文因素放在了突出地位，但是却没有很好突出语文课的学



科特点，尤其是“学生翻译”这个环节，只是选取了三句重
点句子让学生翻译，互文修辞讲得也过于匆忙，由于时间关
系，学生读得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下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总的来说，这节课堂教学，内容虽然详实，教法却不尽得当；
准备充分，实际教学过程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作为一名
正在成长的见习教师，在整个上课的准备过程中我都得到我
们组其他老师的指导，使我感悟颇深，我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我十分希望在更多经验丰富的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内修外炼，
使自己的.教学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篇四

《木兰诗》是一首北朝著名民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重
要价值。如何上好这一类的诗歌鉴赏课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琢
磨的。关键在于怎样让诗歌教学真正成为引领学生欣赏古典
文学，提升古典文学的修养，而不是上成简简单单的一节课。

一、探索诗歌教学，与课堂思路相结合。

这节课我主要就是考虑以朗读和分析木兰形象作为主线，体
现诗歌教学的特点。因此，设计为“朗读诗篇----赏析诗歌-
----朗读诗篇-----认识木兰-----聆听豫剧-----想象表演--
----构思练笔-------赞颂木兰”这样一条主线贯穿整节课教
学，让语文的人文特点得到充分的体现，也让学生从中得到
美的熏陶。

二、抓住朗读教学，在读中感受古典诗词的力量。

在朗读中感悟形象，木兰这样一位千百年来备受喜爱的形象，
如何准确解读不仅需要学生会借助文本解读也要有自己的独
特理解，才是重要的，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大胆质疑，形成
民主气氛。因为自己朗读并不是特别好，因此在看到网上有
非常纯正的朗读时就决定用名家朗诵来营造一种朗读的氛围，



再让学生自己反复诵读，走进文本之中真切感受木兰的伟大
形象。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按照这种思路进行，学生自己在
下面读的很不错，然而当让他们主动起来展示时，就有些扭
扭捏捏的不敢起来，是课堂陷入一种沉闷氛围，究其原因其
实不怪学生不主动，还是我们平时教学上训练的不够，尤其
是朗读的训练上比较的缺失，没有还语文课真正的语文味，
所以才使学生不敢站起来朗读。这启示我自己今后一定要重
视朗读的教学，不能使之成为一种形式而已。

再者，以读促写是落实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要想充分提升
学生的文学素养，能够准确的百搭和写作也是不可或缺的额，
因此，我在写这个环节上注重学生的认知，在此基础上进行
尝试表演加写作，让学生感受到语文课的魅力所在。

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篇五

《花木兰》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篇课文，执教过程中很有
心得。

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下，挖掘文中的内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课文。所设计的问题环环相扣。比如在引导学生理解“木兰
为什么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个问题，我先让学生通过朗
读，找出体现国家的忧和家里的愁的句子，读后学生联系上
下文来协助学生找出问题的答案，即“国家的忧”是北方经
常发生战争，朝廷下达了紧急征兵的文书。而“家的愁”是
征兵文书上有父亲的名字，而父亲年老多病，难以出征，弟
弟又小，还不够当兵的年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替父从
军。继续设疑“为什么时候要女扮男装”帮助学生了解古时
候女人是不能参加打战的，为了替父必须女扮男装。此外，
还深入挖掘课文，组织学生讨论“木兰如何说服家人？”让
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思维能力的训练。

整堂课由始到终，学生学习的热情都很高，积极读书，善于
思考问题，踊跃回答问题，体现了“教师是组织者和引导者，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一教学理念。

为了形象说明花木兰的英勇善战，我选取了一段动画，将花
木兰善于动脑，利用雪崩转败为胜的场景直观地展现在孩子
面前，有助于学生理解词语。

为了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我组织学生讨论“木兰怎样说服
家人”这一环节，由于没做到适当点拔，学生讨论不多激烈。

反思后，我认为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可以这样设置问
题：“当她家人得知她要去从军会有什么反应，木兰会对父
亲、母亲、弟弟说些什么？最后才使家人同意她去呢。”组
织学生四人一小组进行讨论，并确定角色进行小组说话训练。
我想学生会讨论得很激烈，说得热闹，到汇报时，就会有不
同的答案。

也许，留有一点遗憾能促使我不断地摸索教育教学之捷径，
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篇六

1、语文课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没有很好兼顾

这堂课对人文性比较重视，但是忽略了工具性。教学重点
中“诗词的艺术特点”、“字词的锤炼”、“背诵课文”基
本没有提及，虽然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人文因素放在了突出
地位，但是感觉就像一堂历史课或者思想品德教育课 ，尤其是
“译木兰”这个环节，只是选取了三句重点句子让学生翻译，
而“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句互文没有强调。查找译
文也没有花时间让学生浏览或齐读，学生在对课文内容还比
较生疏的情况下就进行“评木兰了”。

2、倡导对话，但有些远离根本



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相互对话的过程，但是有
几个环节与文本似乎关系不大，只是泛泛而谈。

3、学生提问时应该进行引导，学生的提问价值不大。

三、改进措施

1、“读木兰”这个环节要加强，加强朗读。

2、“译木兰”要加强学生对重点句子的理解。

3、学生写感想时出现中英文夹杂的现象，应予以指导，保持
汉语纯洁性。

幼儿园木兰从军的教案反思篇七

我在课前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视频和音频片段，准备在课堂
上播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活跃课堂气氛的，但是在
实际课堂教学当中，我却没有播放这些原先准备好的材料，
这一点也说明了我教学应变能力的不足，上公开课时过分的
紧张。

总而言之，课堂气氛显得过于沉闷，学生反应不强烈，许多
我事先认为能激起学生兴趣的问题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忽视了教学的细节安排，自己使用的教
学语言在情感上不能够感染学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该
在日常的教学当中通过自己的语言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一点是我的薄弱环节，今后要在这
方面加强锻炼。

另外这篇课文选自《乐府诗集》，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诗歌，
句句压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应该要让学生多读，精读，教
师指导学生朗读，体会诗歌的语言美，整堂课应该有范读、
细读、快速默读、高声朗读等。读出语文教学的特色，特别



是适时使用朗读方法，既熟练了课文，又增强了学生对诗歌
内涵的理解。而在这一点上明显是我教学准备的不足，在教
学设计中安排教师指导朗读，给学生朗读的时间不够。

我在问题的设置上，也不够明晰，指向性不强，问题也显得
有些“苍白”。例如我在解释“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说明了木兰积极投身到战争的准
备当中，想尽快奔赴前线时，所设置的问题时，我直接的问
了学生这说明了什么？学生就不太明白老师设置问题的意图，
如果我具体的问“为什么木兰要积极地四处奔波，准备道
具”，学生应该更能体会到木兰奔赴战场的决心和战场的紧
张气氛。

语文教学强调的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然而我却没有很
好地兼顾。这堂课对人文性比较重视，但是忽略了工具性。
教学中应该在“诗词的艺术特点”、“字词的锤炼”、“背
诵课文”等方面还要下一番工夫，虽然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
人文因素放在了突出地位，但是却没有很好突出语文课的学
科特点，尤其是“学生翻译”这个环节，只是选取了三句重
点句子让学生翻译，互文修辞讲得也过于匆忙，由于时间关
系，学生读得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下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总的来说，这节课堂教学，内容虽然详实，教法却不尽得当；
准备充分，实际教学过程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作为一名
正在成长的见习教师，在整个上课的准备过程中我都得到我
们组其他老师的指导，使我感悟颇深，我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我十分希望在更多经验丰富的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内修外炼，
使自己的教学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