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季思想汇报 春夏秋冬教案(实
用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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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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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设计

这篇课文是一年级下册的第一篇识字课文。本课以词串识字
的形式出现，围绕着“四季”这个主题，勾画出了一年不同
的四季画面。全文共有8个词语，8个短语，分成四组，第一
组、第三组，揭示了四季的代表性天气以及四季的景物，第
二组、第四组则告诉了我们这些景物的特点。课文浅显易懂，
插图优美，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因此学生对于本课内容的理
解难度并不大。《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识字教学中激发学
生主动识字的愿望，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因此，本识
字课建立在“趣味”的基础上，借助插图，采用多种方式，
引导学生经历识字过程，获得识字体验，最终准确识字。同
时，本课词串读起来有一定的节奏感，因此教师还要放手让
学生多读，反复接触文本语言，感受文本的韵律美。

1．生字卡片，制作多媒体课件。（教师）

2．预习生字，做字卡。（学生）

1课时。

2．出示图片，做游戏。猜猜出示的图片分别是哪个季节。



设计意图：低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声音、图画、颜色等都
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令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顺应儿童的心
理，开课伊始，创设新奇有趣的情景，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使他们兴趣盎然地投入到学习中。

（1）仔细观察插图，说说看到了什么。先跟同桌说一说，然
后告诉老师。

（2）根据交流出示词语：

春风夏雨秋霜冬雪

（3）借助拼音自由朗读词语。

（4）指名读、小老师领读、开火车读。

其中重点指导读好后鼻音：风冬翘舌音：霜

（1）交流：你们生活中见到过“霜、雪”这两种自然现象吗？

（2）教师讲解有关霜的小知识。雨字头的字大都是一种天气
现象。大家看，借助字的偏旁，我们还能认识这些字。

（3）相机识记生字。认识部首“雨字头”。

（4）仔细观察，说说“雨”作部首时，在写法上有什么变化。

（5）教师范写生字“雪”，学生书空，并口头说出笔顺。

（1）出示短语。学生借助拼音自读。

（2）说说春风吹过来的感觉。

（3）比较被夏天的风、秋天的风、冬天的风吹有什么不同的
感受。



（4）说说夏天下雨的情景，读出雨下得大的感觉，读
好“落”。

（5）了解“霜降”。认识部首左耳旁。交流自己积累的带有
这个部首的其他字。

（6）指名说说下雪时的情景，感受雪花的轻盈。

（7）有感情地齐读第二组词串。

池草青山花红鱼出水鸟入林

（1）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学生按照一定顺序观察图上画了哪
些景物。

（2）指导学生用自己的话交流。

（3）出示词串三和四。

（4）小组合作，借助拼音等方法朗读词串，相互正音。

（5）指名朗读，开火车读，齐读。

（1）仔细观察本课的生字，说说自己是怎样记住的。

（换偏旁法，如“雪”，可以通过换偏旁变成“霜”识记；
比较识记法，如“入”字，通过和“人”比较识记；通过形
象演变进行识记，如“飞”字，可以想象成鸟的形状等；加
一加法，如“落、飘”，可以用部件加一加的方法记忆。）

（2）小组内互相交流好方法。

设计意图：教给识字方法，促进自主识字。有层次性地、有
目的性地把识字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中，与认识事物结合
起来，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主识字，在识字的同



时，发展语言，提高认识能力。可以说，在语言环境中学到
的字词是活的，带着感情记忆的东西是牢固的，收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1．指导书写生字“春、冬、花、入、风、雪、飞”。

（1）学生抽读生字，复习巩固生字的读音。

（2）分析生字，记忆生字，了解结构。

（3）示范指导，学生书空笔顺，认真练写。

重点关注“春、冬”：两字的撇和捺要舒展。“冬”的两点
要在竖中线上。

“入”的第二笔要长，并且要出头。

“风”和“飞”的横斜钩要写得稳当。

复习书写姿势：书写时要做到哪“三个一”？（胸离桌子一
拳远；眼离书本一尺远；手离笔尖一寸远。）

2．学生当小老师给老师讲一讲每一个笔画应该占田字格的什
么位置。遇到学生说不准的地方，教师重点讲解。

3．学生完成书中的写字练习，先书空笔顺，再观察每一笔画
在田字格中的位置，重点看清难点笔画的写法，然后描红，
最后练习书写。（提醒学生注意书写姿势。）

4．教师巡视，对个别学生予以指导。

5．利用投影仪进行书写展评。

设计意图：抓住汉字的构字规律，掌握识字方法。教学中，
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了解生字的结构。一年级的识字教学



要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教师要注重多示范，一笔一笔地教，
力求让学生把每个笔画写正确、写规范、写到位。

1．学生组成四人学习小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可
以按照课文顺序读，也可以打乱顺序自己调整读。

2．班内交流读。

方法1：按照词语——词组——词语——词组的顺序。

3．指导学生运用多种方式读。

4．教师总结。

设计意图：这里采用了多样的朗读形式，通过重组朗读，使
识字语境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动有趣，更具有清晰的画面
感。

本课的教学，我充分发挥了教材优势，促进了学生发展，觉
得以下两点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1．借助插图，联系实际想象画面，轻松快乐识字。

教学中，我充分利用课文中的优美插图，引导学生联系生活，
想象画面。学生对四季的特点有了充分的感知，激发了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识字的热情。

2．教给识字方法，促进自主识字。

人教版实验教材在识字的编排上，注重渗透汉字的构字方法，
不断引导学生发现新的识字方法。在本课的教学中，教师就
抓住了汉字的构字规律，引导学生主动掌握识字方法。教学
时，让学生通过观察去比较，发现异同。同时鼓励学生根据
自我经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识字。这样学生不但能很快
记住这些字，而且会慢慢地根据这个特点去认识更多的汉字，



培养了识字能力，使学生学得主动、学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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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2、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3、春风贺喜无言语，排比花枝满杏园。――唐·赵嘏

4、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唐·刘长卿

5、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6、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唐·李华

7、春风如醇酒，着物物不知。――宋?程致道

8、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唐王驾

9、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

10、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王安石

11、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而色动微寒。――

12、江汉春风起，冰霜昨夜除。――

13、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唐·韦应物

14、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唐·杜审言

16、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宋·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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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伴我成长(歌曲)活动要求：

1、初步体验一年中四季显着的特点,知道自己在四季中逐渐
长大。

2、感受歌曲旋律的变化(欢快与抒情)，有跟唱歌曲的愿望。

幼儿小时候的照片、磁带等一、 复习歌曲：我怎样才能长
大1、一个人在爸爸妈妈的关爱下，不怕困难，努力学习，走
过春夏秋冬，就会渐渐长大。

用哼鸣的方法、有表情地朗诵歌词。

2、 出示四张小路（四季的小路），请幼儿根据颜色判断是
什么季节？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季节？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夏天是火热的季节、秋天是收
获的季节、冬天是冰冷的季节。

你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

简单讨论：在每个季节可以做些什么？

3、 在音乐的伴随下，教师变换顺序出示四季的小路，请幼
儿来跟随音乐的节奏，表现四季中孩子们做的事情。

分享交流自己的表现第二遍时，引导幼儿结伴表现4、 音乐
的变化：前面是欢快的，后面是抒情的。就好象一年四季不
同的变化。



秋天你闻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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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

2、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清?王士祯

3、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
澈。――晋?陶潜

4、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能够酣高楼。――

6、落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

7、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

8、常恐秋节至，j黄华叶衰。――

9、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犹开最小钱。――

10、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11、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2、高鸟黄云暮，寒蝉碧树秋。――

13、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元?白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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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四季不断地轮换。三月春意盎然，万物复苏。



春天的到来使孩子们那么兴奋，他们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
知道了四季的轮换规律，但小脑袋里仍然装满了问题，他们
急切地想了解多变的自然现象：四季为什么轮换？四季是怎
么形成的？风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春天来了小草就变绿了？
彩虹到底有几种颜色？天上的白云为什么一会儿像绵羊，一
会儿像狮子？我们怎样才能提前知道天要下雨了？一切的一
切是那样的不可思议，让幼儿惊叹不已。

主题活动“春夏和秋冬”中，我们有必要让孩子们知道四季
是怎么来的，让他们再次感受四季的花草树木以及各个季节
天气的主要特征，比较四季的明显不同，初步了解四季轮换
顺序，并感受季节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得影响。

我们将引导孩子关心自然，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感知、欣赏
自然界赋予人类的一切，激发孩子对生活得热爱，对自然界
的变化感兴趣，在探讨的学习过程中，到大自然中去找找答
案，到大自然中去收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让孩子们利用身
边的资源，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亲近大自然，形成对自然界
常见的变化现象有正确的认识与态度，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
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形成新的经验。

1、有兴趣观风、雨、雷等自然现象，注意它们的不同变化。
感受天气的变化，了解天气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2、比较四季的明显不同，初步了解四季轮换顺序，感受季节
的不断渐变以及它对人们生活得影响。

3、了解四季中常见树木花草和他们的变化，乐于参加照顾树
木花草的活动，体会爱护他们的意义。

4、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5、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培养幼儿初步的审美能
力。



“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
魅力”。

随着主题活动的结束，小朋友对四季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也对活动前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答案。随着孩子年
龄的增长，幼儿的感知和认识能力逐步从具体走向了抽象，
从单一走向了连贯，从一个角度走向了全方位地感知事物发
展的全过程。同时他们的想象力及各种表达能力也出现了飞
跃的发展趋势。本次主题活动，我们给幼儿提供了一个全面、
完整地感知认识四季特征的平台，让幼儿通过音乐、美术、
语言、科学、社会等各科活动，感知比较一年四季大自然中
各种事物的变化，全面感受四季的花、草、树木以及各种季
节天气的主要特征，了解四季变化的顺序，并感受季节变化
对人们活动的影响。

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还结合主题进行了主题墙饰的布置，把
《四季畅想曲》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在主题墙上，我们布
置了粉红、嫩绿、鹅黄、天蓝四个色块表示四季，在四个色
块里分别写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分别有春天的
花园、夏天的池塘、秋天的果园、冬天的小屋。孩子们收集
来各个季节的资料，各自喜欢的季节的理由，照片、图片、
实物……使他们对四季更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同时也更完
整全面地感知四季的变化和特征。有生活经验才会有创造、
探索，如何引导幼儿把已有的知识经验转化为更加形象、直
观的感悟？除了鼓励孩子们积极大胆地运用多种媒体，在有
暗示的环境中加以验证，是我们支持幼儿进行探索的重要体
现。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我们在区域中投放适合了适合
孩子发展的材料，“井字棋”、“词语图片对对碰”、“果
园丰收”、“四季拼图”、“青蛙跳跳跳”……充分发挥环
境、材料的互动、教育价值。孩子们不由自主地把已有的知
识储备与实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探索更贴近生活。随着主
题活动的逐步深入开展，我们继续提供适宜的活动材料，运
用环境的暗示，支撑幼儿的自主探究开放性的环境创设，孩
子们在自主探索的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时，老师及时点拨，



每个孩子都在活动中体验成功与喜悦。

大自然赋予了我们千变万化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给我们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带着孩子走进四季，探索神秘的大
自然，在大自然中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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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

2、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3、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4、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能够酣高楼。

5、悲哉秋兮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6、落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

7、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8、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9、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犹开最小钱。

10、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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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颗生长在大自然的小草，我虽然非常不起眼，但是我
也是在大自然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我的用处可大了：我是牛、马、羊眼中非常可口的食物；我
既是食物链中的重要角色，也是美轮美奂的点缀物……总之，
大自然中没了我可不行。

进入了冬天，我已经睡着了，虽然我的外衣已经破了、腐烂
了，但是，外衣可以成为养料，让第二年春天的我更加茁壮
成长。我相信，以我顽强的生命力，一定可以迎来更美好的
春天！

我是一颗小小草，一颗有活力、还有顽强生命力的小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