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雪地里的小画家 语言教案雪地里
的小画家的反思(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雪地里的小画家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儿歌内容，能有表情地朗诵儿歌。

2、能迁移经验，乐意进行仿编活动。

活动准备：

了解有关动物冬眠的知识；识别各种动物脚印；电脑课件。

活动过程：

1、以猜谜的方式，引出主题师：白色花，无人栽，一刮北风
它就开，无根无枝又无叶，跳着舞从空中来。小朋友，老师
说的'是什么呢？（雪花）。（教师播放课件，下雪雪景)

2、学习诗歌，理解诗歌内容师：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
了一群小动物（出示小动物），有谁呀？他们在雪地里留下
了什么呢？（课件出现小鸡、小猫、小鸭、小马在雪地里留
下的脚印）

3、通过提问，进一步理解儿歌内容，知道小马、小鸡、小鸭、
小狗这四种动物爪（蹄）子的不同形状及青蛙冬眠的特点师：



它们的脚印像什么？（小鸡的脚印像小草、竹叶……；小狗
的脚印像梅花、饼干……；小鸭的脚印像枫叶、雨伞……；
小马的脚印像月牙、耳朵……）鼓励幼儿大胆想象。

师：你们说得真像，我觉得小鸡的脚印像竹叶（出示竹叶），
小鸡用小脚画了什么呢？（竹叶）小鸡画竹叶（出示竹叶和
字）依次讲述小狗、小鸭、小马的脚印。

师：哇！这么多小画家，我们一起来说说它们画了什么？

师：小动物画画要用颜料和笔吗？（不用颜料不用笔）那它
们的画是怎样画出来的呢？（几步就成了一幅画）

师：呀！爱热闹的小青蛙上哪去了呢？孩子们，你们说说，
青蛙怎么不参加呢？（冬眠去了），原来，小青蛙躲在洞里
睡着了（课件一角出现洞中睡觉的青蛙）

师：雪花姐姐笑哈哈地说：“小动物的画真美，我要把你们
编进儿歌里”。（由雪花姐姐朗诵诗歌，幼儿欣赏）

师：孩子们，你们和雪花姐姐一起来夸夸这些雪地里的小画
家吧！（幼儿学习儿歌)

4、幼儿更换儿歌中部分内容，学习仿编

师：还有谁爱在雪地里画画呢？它们会画什么呢？

师：冬天还有哪些动物会冬眠？

5、游戏：动物脚印匹配。

师：小动物们很不错，画的画都有自己的特色，可粗心的小
画家们把自己的画给弄丢了，请你们帮忙找找，送还给它们，
好不好？找到自己的画以后，用儿歌里的话和好朋友一起说
一说。



活动延伸：幼儿为自己的画配上一个故事。

雪地里的小画家篇二

1、学习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2、丰富幼儿知识，引导幼儿大胆想象。

1、了解有关动物冬眠的知识。

2、识别各种动物脚印。

3、准备电脑课件：a、序；b、观察；c、诗歌；d、仿编；e、游戏

1、引出诗歌（课件--序）秋天里，枫树爷爷画了一幅很美的
画，染红了大地，染红了天空（课件展现出秋天枫树景象，
枫树爷爷满脸笑），冬来了，北风呼呼地吹，吹走了枫树爷
爷的画，枫树爷爷伤心极了（课件出现北风吹来，树叶卷走，
枫树爷爷皱了眉头），天越来越冷，你们看，天空里下起了
什么（雪绒花音乐起，课件展现下雪场景，同时伴有风雪
声）。(评析:以景激趣,引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学习诗歌

a、观察：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动物（雪绒花
音乐停，踏雪声起），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在雪地里留下了
什么呢？（课件逐一出现小鸡、小猫、小鸭、小马，分别在
雪地里留下的脚）(评析:用创设好的情景,直接揭开课题,简
单,直接)

b、提问，引导幼儿讨论，想象·谁来到了雪地里？（小鸡、
小鸭、小猫、小马）·它们在雪地里留下了什么？（脚



印）·它们的脚印象什么？（小鸡的脚印象小草、竹叶.....；
小猫的脚印象梅花、饼干........；小鸭的脚印象枫叶、雨
伞......；小马的脚印象月牙、耳朵......）幼儿大胆想象。
(评析:让幼儿畅所欲言,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充分体现了幼
儿是学习的主体)·这些脚印就象一幅画，我们画画要用笔、
颜料，可小动物画画是不用颜料，也不用笔的，那它们的画
是怎样画出来的呢？（在地上走几步就成了一幅画）·我们
怎样夸它们（真不错、顶呱呱、小画家......）

c、是谁在说话呀？小猫问：“小鸡小鸡，你们的好朋友青蛙
呢？”小马说：“是呀，青蛙怎么没来”，小鸡、小鸭
说：“我们也示知道”。

d、小青蛙上哪去 ，孩子们，你们说说，青蛙怎么不参加呢？
（冬眠去了），原来，小青蛙躲在洞里睡着了（课件一角出
现油中睡觉的青蛙）

e、你们说说还有哪些动物是冬眠的动物呢？(评析:自然而然
地将动物冬眠的知识引入课题)

f、枫树爷爷笑哈哈地说：“小动物的画真美，我再也不伤心
了，我要把你们编进诗歌里”由枫树爷爷朗育诗歌，幼儿欣
赏。

g、“孩子们，你们和枫树爷爷一起来夸夸这些雪地里的小画家
吧！”（幼儿学习诗歌)(评析::幼儿在愉快的情绪中很快学
会了诗歌)h、枫树爷爷会编诗歌，我们也试着编一编，幼儿可
更换诗歌中部分内容，学习仿编。

3、仿编诗歌还有些小动物，蛇们的画也很美，我们能不能把
蛇们也编进诗歌里呢？谁来试一试（课件中出现小羊、小狗、
小猪、小象、小熊）幼儿仿编诗歌。(评析:教师的`问题让幼
儿的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整个活动的气氛随幼儿思维的活跃
而活跃起来)4、游戏：《帮小画家找画》小动物们很不错，



画的画都有自己的特色，可粗心的小画家们把自己的画给弄
丢了，请你们帮忙找找，送还给它们，好不好（玩电脑游
戏）。(评析:幼儿通过游戏,进一步感知动物的脚印)5、结束：
小动物和枫树爷爷都很感谢孩子们，他们要走了，送给我们
一人一幅画（动物脚印），我们一起谢谢站动物，和它们再
见了。

四、活动延伸：幼儿用动物脚印拼图想象编故事。

雪地里的小画家篇三

《雪地里的小画家》是一首融儿童情趣与科普知识为一体的
儿歌，共有十行诗句，描写了雪地里的一群“小画家”画画
的事。整首诗语言生动活泼，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小动物的喜
爱之情。由于一年级学生注意力极其容易分散，在进行教学
设计时主要考虑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积极性，通
过与他们互动，做游戏的方式来促使孩子在玩中学，乐中学，
在轻松有趣的教学情境中力求学得既轻松又有效。

1、朗读和背诵课文；

2、认识课文的13个生字，会写5个字；

3、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鸭、小鸡、小狗、小马四种动物脚
趾的不同及青蛙冬眠的特性；

4、会用“因为……所以……”的句式说出小动物们会在雪地
里画画的原因。

反思整个课堂教学，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做得较为到位：

激发自豪感导入新课时出示学生的自画像，学生充满了自豪
感。当老师问他们是用什么工具绘画的时候，那几位同学大



声地发言，言语之间充满了喜悦。同时学生也了解到“画
家”就是画画方面比较厉害的人。

提高识字写字效率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不仅大大节省了时间，
还加强形象直观性，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课件出示课文中
的词语，采摘“苹果”、摘掉拼音的帽子进行生字的教学等
都显示出现代教辅工具的魅力。

a、因为小鸡的脚印像竹叶，所以小鸡画竹叶。

b、因为小狗的脚印像_____，所以小狗画________。

c、因为小鸭___________，所以小鸭___________。

d、因为__________________，所以________________。

1、缺乏对汉字内涵的理解。汉字是我们语文教学的基础，汉
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过渡到我们现在的印刷字体，它们
演变历史悠久而生动，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优美的图画，都
有一个故事。在语文识字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的我们应多
点研究汉字的形态及演变过程，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
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让学生更好地感受汉
字的魅力。认知规律及个性体验的影响，他们在谈感悟时肯
定是多元化的且不一定是按照老师预设的顺序呈现。

2、写字的时间还是显得比较少，以致学生写字练习之后没有
时间进行点评交流。

3、对教材的拓展做得不够，课前未能布置学生查找关于冬眠
动物的资料。

雪地里的小画家篇四

教学目标：



1、认识“啦”、“梅”等11个生字，会
写“几”、“用”、“鱼”3个字，认识偏旁“虫”、“目”。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的爪（蹄）子的
形状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4、培养学生对自然美的欣赏，学会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自主识记11个生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
文。

难点：通过朗读，知道小鸡、小狗、小鸭、小马这四种动物爪
（蹄）子的不同形状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雪地里的小画家篇五

作为一名教学工作者，时常需要用到教案，借助教案可以恰
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把
教案做到重点突出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中班语言活
动雪地里的小画家教案反思，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学习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2、丰富幼儿知识，引导幼儿大胆想象。



3、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4、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1、了解有关动物冬眠的知识。

2、识别各种动物脚印。

3、准备电脑课件：a、序;b、观察;c、诗歌;d、仿编;e、游戏

1、引出诗歌(课件--序)

秋天里，枫树爷爷画了一幅很美的画，染红了大地，染红了
天空(课件展现出秋天枫树景象，枫树爷爷满脸笑)，冬来了，
北风呼呼地吹，吹走了枫树爷爷的画，枫树爷爷伤心极了(课
件出现北风吹来，树叶卷走，枫树爷爷皱了眉头)，天越来越
冷，你们看，天空里下起了什么(雪绒花音乐起，课件展现下
雪场景，同时伴有风雪声)。

2、学习诗歌

a、观察：下雪了，下雪了，雪地里来了一群小动物(雪绒花音
乐停，踏雪声起)，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在雪地里留下了什么
呢?(课件逐一出现小鸡、小猫、小鸭、小马，分别在雪地里
留下的脚)

培养幼儿对自然美的欣赏。在教学中，幼儿通过感悟书中的
精美语言，被伟大与神气的自然所吸引。在充分感知课文后，
我引导幼儿课后找一找，在冬天，还发现了哪些“小秘密”，
亲身体验，寻找冬天的小秘密，让幼儿感受到自然的美好，
学习的快乐。



由此教师有意识地把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增加学生创造性
学习与实践的'机会，鼓励并带领幼儿走出教室，亲近自然，
观察周围的事物，引导幼儿用眼、耳、鼻、手等器官去感受
自然，最后用语言表达出来，尽管幼儿的语言有些稚嫩，但
那是幼儿真实的感受，自由的表达，心灵的花朵在尽情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