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春天走来了教案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春天走来了教案反思篇一

《找春天》这篇课文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
是本学期教学的第一篇课文。为了让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布置让学生提前观察。但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地上覆盖着
厚厚的雪，天空下着雪，学生难以观察。因此上课时我注重
了学生平时的观察和想象力，让学生先说说自己眼中的春天。
而后播放歌曲《春天在哪里》，让学生一边欣赏一边想象春
天的美景。再结合《赵春天》的课件把本课的教学任务完成。
不过教学任务完成后，我觉得学生的朗读能力有些欠缺。于
是，我让学生四人一小组，在组内用喜欢的方式朗读，把自
主权让给学生。在汇报交流时，我发现有的小组把课文一起
朗读一遍。有的每人读一遍，剩下的段落小组成员合读。也
有的边读边加动作表演。还有的三人读课文一人表演。

学生朗读得形式多样，并且学生的'兴趣也特别高。我想在以
后的教学中，应该用多种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
生快乐的成长。

幼儿园春天走来了教案反思篇二

《找春天》是一篇文字非常优美的文章，充满儿童情趣和色
彩。学习本文的目的，是要让孩子们感知春天的'美好，培养
他们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根据二年级学生具有好奇、爱
探索、易感染的心理特点，容易被新鲜的事物，活动的东西
所吸引。



在教学中，我利用了多媒体课件让孩子在情境中体验、感受，
达到情感的共鸣。在读的方面，我为学生定了三个目标：念、
读、诵。念是读的不通顺，一个字一个词的读；读是能通顺
的读，但缺乏感情；诵是在读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变调和手
势，抒发情感。所以我在引导学生读：“小草从地下探出头
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这个自然段时，由黄可欣同学诵
读，其他同学蹲在桌子下面，耳朵听到朗读意境慢慢探出头
来。读第一自然段：“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引导学生
像唱歌一样，声音由弱变强。读最后一句：“她在喜鹊、杜
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引导学生的声音由强
变弱，体会省略号的美，无限延长。

一堂课下来，感觉效果很好。学生读书的水平提高了，老师
也免去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真是一箭双雕啊！

幼儿园春天走来了教案反思篇三

《找春天》作者用细腻清新的笔触点染了一幅生机勃勃、绚
丽多姿的春景图。从探头的小草、早开的野花、解冻的小溪、
飘摇的`风筝等景物中我们随处可见春姑娘娇羞、活泼的身姿。
文章图文并茂，语言优美，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字里
行间洋溢着作者对春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教学这篇课文时，我把教学的重点落实在积累语言和运用语
言上。我利用教学课件，让学生边欣赏边想像：“早开的野
花”、“点点嫩芽”、“解冻的小溪”等，再引导学生探
究“野花早开”、“嫩芽吐出”、“小溪解冻”的原因，让
学生感受“春天来了”的气息。学生们缘情入境，根据“小
草从地下探出头来”去理解“春天地眉毛”根据“解冻地小
溪”去想象“春天地琴声”等，体会了找春天地乐趣，从而
领悟到发现的快乐，感受到春天的美。

课文的最后一自然段是这样的：“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她，
我们听到了她，我们闻到了她，我们触到了她。……”学习



这段时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她指谁？”孩子们齐
声说：“是指春天。”我说：“是啊，可是为什么这里要
用‘她’而不用‘它’呢？”孩子们一下子愣住了，是啊，
春天怎么会用“她”来指代呢，孩子们皱起了眉头。

过了好一会儿，一名女生许齐齐举手了：“因为春天很温暖，
就像妈妈的怀抱，所以要用‘她’。”

熊逸康也举起了手：“因为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作者把
春天当小姑娘来写了，所以要用‘她’。”

廖芷穆说：“春天来了，春风吹在脸上就像妈妈的手在抚摸
着我，所以要用‘她’代表春天。”

说得多好啊，说实在的在我的教学设计中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只是在教学中看孩子们学得投入才临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没
想到孩子们的回答超出了我的想像。

学到这里，下课铃响了，我说：“今天回家后，请同学们问
问家长，查查资料，看看为什么要用‘她’来指代春天。”

第二天孩子们的回答更精彩了，通过交流，孩子们不仅感受
到春天的美，还感受到春天如母亲一般的温柔、热情、和蔼、
慈爱，感受到春天如母亲一般的无私和博爱。通过这
个“她”字的探讨，没有哪个孩子们不从心底里喜欢春天，
热爱春天。

幼儿园春天走来了教案反思篇四

我发现春风是轻轻的，暖暖的，春雨是细细的，密密的。如
此优美的导语把孩子们带入了梦幻般春天的旋律中。第一单
元4篇课文都是美的化身，在教学时，我主要引导学生主动学
习，自由品味。



《找春天》是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过完了一个快乐的春节，
孩子们早已盼望着新学期的到来，盼望着领新书的时刻，也
盼望着读第一篇课文的感觉。因此，孩子们对第一篇课文复
习得非常到位。基本上孩子们在课前都能正确、流利地朗读
了。朗读固然重要，结合课文插图有感情地朗读才是教学的
重点。在理解感悟的情况下背诵课文。春天是美丽的，文中
的春天更是迷人的。可是我们这里今年的春天和书本的春天
差距很大，不太温暖的春天。孩子们仍穿上厚厚的棉衣，校
园内外也没能看到多少鲜艳的花，也闻不到迷人的花香，只
能从嫩绿的小草身上感受到春天了。识字教学在二年级教学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采用看口形猜字，看半边猜字，
熟字加偏等方法让学生在课堂上记住字形，了解字意。

抓住“找”字，理解课文，围绕“作者找到的春弄怎样”的
反复读课文，从面找到春天的过程感悟春天，体会找春天的
乐趣，进而体会语言的美感和蕴含的感情。

《找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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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春天走来了教案反思篇五

《找春天》是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中的一篇课文。它是一篇
描写春天的优美的文章，本文充满了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
像这样的课文，不仅是学生积累语言的好材料，也为学生写
话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在教学时，除了让学生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背诵精彩句段外，还要让学生大胆想象，进行说
话写话训练。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

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

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

解冻的小溪丁丁冬冬，那是春天的琴声吧？

这是课文的4—7段，优美生动，充满诗意，而且句式结构统
一。在教学时，我首先让学生充分地朗读，在读的基础，说
一说：我们在春天发现了什么景物？他们像什么？接着让学
生从这几段中找出语言规律。能干的学生很快就发现了“（
），那是春天的（ ）吧？”的句式结构。然后于我让学生模
仿4—7自然段写几句话。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说出了自己
心中美丽的春天。

桃树上的花儿红了，那是春天的笑脸吧？

梨树上雪白的梨花开了，那是春天的发夹吧？

柳枝上吐出了嫩嫩的绿芽，那是春天的头发吧？

山上的竹子更高了，那是春天的卫士吧？

睡醒的青蛙坐在池塘边呱呱叫，那是春天的鼓声吧？



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那是春天的娃娃吧？

小鸟在树枝上叽中叽喳喳地叫，那是春天的歌声吧？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那是春天的新娘吧？

多么富有童趣的声音，这声音源自孩子们独特的感受，这声
音源自孩子们的丰富想象！多么富有童趣的诗句，这诗句就
像春天的旋律，优美和谐，清新动听，通过这样的仿写，学
生在智慧火花的碰撞中，激活了思维，展示了潜能。看到孩
子们表达得这么好，我由衷得感到高兴。这也让我更加认识
到：孩子们的想象力是和语言表达能力是不容小视的。作为
教师既要努力钻研教材，寻找语言训练点，又要善于引导学
生，挖掘他们的潜力，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