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彩色的教案反思 雪被子教学反思
的(实用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彩色的教案反思篇一

在执教《雪被子》阅读教学中，当我提出“读了这篇课文，
你了解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后，有的学生
说：“我知道了，雪被子能为小麦苗保暖，也能为小麦苗挡
风。”这是学生从书中了解的内容：有的学生说：“读了课
文，我仿佛看到了小麦苗正在跳集体舞，也仿佛看到了小麦
苗正在唱丰收歌。”这是学生在谈自己的感受。学生不同层
面的回答让我深深意识到，因为课堂上给了学生充分展示自
己才华的舞台，所以，学生有话可说，创造性也因而得以发
挥。

《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提出：“学生才是学习和发展
的主体。”而教师的主体作用，正在于调动学生的主体精神，
如何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对于这篇课
文，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情境

创设学习语文的境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首要方法。不论阅读
或作文，教师首先要创设一个富于激发儿童情绪、情感和思
想的情境，将儿童引到情思的情境之中，当儿童的情思被激
发起来，使之产生愿意读书、急于表达的愿望时，读书、作
文才能达到好效果。我们要善于引导、激发儿童的想像、思
维和情感。这样，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儿童的思维活跃、情



绪丰富。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各种教学手段，先是以情
导入，激发情感；再师生载情读文，文中悟情，以达到师生
情感与文本作者情感的共鸣。在教学《雪被子》第一段时，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小雪花吗?它会落到什么地方呢?学生
众说纷纭。师：落到麦地里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让我们一起
看看。接着出示图，让学生说说体会。身处这样的意境，学
生怎么会不联想翩翩，奇特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

激活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

学科间的融合激发学生想象力。

音乐和美术具有独特的魅力，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这
与“语文学科应以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力为重点”的教学理
念不谋而合。在平日的教学中，我们可将音乐和美术引入到
课堂中来，根据不同的课文，选取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进
入不同的想象，既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又激发了学生的情感，
还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在教学第三小节时，进入课文的重
点段，学生的学习氛围也已进入高潮。此时，让学生来唱一唱
《小雪花》，雪花，雪花，满天飞，你有几个小花瓣?我用手
心捧住你，让我快来数数看……让歌声来表达学生当时对雪
被子喜欢的心情。课文结束时，你想把它美美的画下来吗?正
进入意境的学生怎么会不想表露一下自己的真实情境和独特
感受呢?通过画画图，欣赏一下音乐，不仅发展了学生的语言，
还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熏陶，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
能让学生在美好的意境中学习。

努力营造自主空间和创新氛围，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
学生的内在潜能、个性发展，形成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走进新课程的教育中，我
们要努力转变教师角色，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谦虚的领
路人，把个性还给学生，把自主权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的主人。



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活力，把它变成学
生乐于学习的场所，让学生回到追“梦”的故园，使他们在
课堂上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

《雪被子》教学反思由本站会员分享，版权归作者所有,请注
明出处!

彩色的教案反思篇二

这是个充满童趣的故事，语言朴素，通过描写一位守林老入，
为保护树林与鸟儿，在森林中安家，赢得了鸟儿们的信赖、
喜爱和尊重的故事。赞美了守林老人对树林、小鸟及大自然
无比热爱的情感，歌颂了小鸟和守林老人之间因信任而产生
的纯洁友情表达了作者期待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美好愿
望。全文语言朴素，充满童趣，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都给
读者以美的感受，发人深省，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感觉存在以下问题：

1、在教学程序中板书这一块时应逐步完成板书即在精析文章
时一步步完成，使板书成为整个课堂的一个线索，而不是在
最后才突然冒出来一个板书，这样显得太突兀了，黑板上一
些学生写的练习可以及时擦掉避免板书杂乱无章。

遍遍的用心去读或者教师带读读出感动的心情，让他们把自
己对老人的感激在朗读中表达出来。

3、段落的分析，讲每个自然段的意思让同学们归纳出来，让
学生通过分析得出，小鸟开始怀疑老人到信任老人到喜爱老
人再到依依不舍。对于重点句子的理解,比如比喻句拟人句,
还有省略号的理解没有过多的分析而是直接带过去了，这个
环节可以叫个别同学现场仿照句子来进行及时巩固练习。

4、在文章最后可以放一遍课文的录音，让学生们带着感情去



听，从而使他们融入到大自然的和谐氛围中去，感受守林老
人和小鸟之间的纯洁友情。

以上就是我浅显的见解，还望领导、老师们给予批评指正。

彩色的教案反思篇三

在执教《雪被子》阅读教学中，当我提出“读了这篇课文，
你了解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后，有的学生
说：“我知道了，雪被子能为小麦苗保暖，也能为小麦苗挡
风。”这是学生从书中了解的内容：有的学生说：“读了课
文，我仿佛看到了小麦苗正在跳集体舞，也仿佛看到了小麦
苗正在唱丰收歌。”这是学生在谈自己的感受。学生不同层
面的回答让我深深意识到，因为课堂上给了学生充分展示自
己才华的舞台，所以，学生有话可说，创造性也因而得以发
挥。

《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提出：“学生才是学习和发展
的主体。”而教师的主体作用，正在于调动学生的主体精神，
如何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呢?对于这篇课
文，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创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情境

创设学习语文的境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首要方法。不论阅读
或作文，教师首先要创设一个富于激发儿童情绪、情感和思
想的情境，将儿童引到情思的情境之中，当儿童的情思被激
发起来，使之产生愿意读书、急于表达的愿望时，读书、作
文才能达到好效果。我们要善于引导、激发儿童的想像、思
维和情感。这样，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儿童的思维活跃、情
绪丰富。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要采取各种教学手段，先是以情
导入 ，激发情感；再师生载情读文，文中悟情，以达到师生
情感与文本作者情感的共鸣。在教学《雪被子》第一段时，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小雪花吗?它会落到什么地方呢?学生



众说纷纭。师：落到麦地里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让我们一起
看看。接着出示图，让学生说说体会。身处这样的意境，学
生怎么会不联想翩翩，奇特的感受就会油然而生。

激活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

学科间的融合激发学生想象力。

音乐和美术具有独特的魅力，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这
与“语文学科应以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力为重点”的教学理
念不谋而合。在平日的教学中，我们可将音乐和美术引入到
课堂中来，根据不同的课文，选取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进
入不同的想象，既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又激发了学生的情感，
还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在教学第三小节时，进入课文的重
点段，学生的学习氛围也已进入高潮。此时，让学生来唱一唱
《小雪花》，雪花，雪花，满天飞，你有几个小花瓣?我用手
心捧住你，让我快来数数看……让歌声来表达学生当时对雪
被子喜欢的心情。课文结束时，你想把它美美的画下来吗?正
进入意境的学生怎么会不想表露一下自己的真实情境和独特
感受呢?通过画画图，欣赏一下音乐，不仅发展了学生的语言，
还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熏陶，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
能让学生在美好的意境中学习。

努力营造自主空间和创新氛围，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
学生的内在潜能、个性发展，形成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走进新课程的教育中，我
们要努力转变教师角色，成为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和谦虚的领
路人，把个性还给学生，把自主权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的主人。

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活力，把它变成学
生乐于学习的场所，让学生回到追“梦”的故园，使他们在
课堂上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



彩色的教案反思篇四

作者：刘颖

一、创设情境导入

（媒体演示）望着这雪花纷飞的冬天，你想说什么？今天我
们来学习一篇课文。

出示课题，板书：雪被子（个别读dd齐读）

过渡：这条雪被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去感受一下。把书翻到。。。

二、初读课文

1、遇到生字多读几遍，把课文读通顺。

2、想想，读了课文后，你觉得这是一条怎么样的雪被子？

检查（.课件）：麦地 盖上 淘气 口哨 做梦 裙子 蓝天 跳
舞 麦穗 丰收

雪白的被子 觉得暖烘烘的 淘气的北风 快乐的梦 金色的麦
穗

彩色的教案反思篇五

一、创设情境导入

(媒体演示)望着这雪花纷飞的冬天，你想说什么?今天我们来
学习一篇课文。

出示课题，板书：雪被子(个别读――齐读)



过渡：这条雪被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去感受一下。把书翻到。。。

二、初读课文

1、遇到生字多读几遍，把课文读通顺。

2、想想，读了课文后，你觉得这是一条怎么样的雪被子?

检查(课件)：麦地 盖上 淘气 口哨 做梦 裙子 蓝天 跳舞
麦穗 丰收

雪白的被子 觉得暖烘烘的 淘气的北风 快乐的梦 金色的麦
穗

这是一条的雪被子

三、想象过渡,学习第一、二段

1、(音乐响起，雪花飘)“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轻轻地飘
着，软软的，白白的”看课件。

2、多美的雪景，打开书，轻轻地读读第一段，自己最喜欢的
句子多读几遍。

3、教学句子(随机)：你最喜欢哪一句?

出示句子：小雪花满天飞，轻轻落在麦地里。

(1)自己先读一读，想一想：你觉得这句话该怎么读?谁来读?
指读，评议;

(3)齐读。

出示句子：小雪花给麦苗盖上雪白的被子，麦苗觉得暖烘烘



的。

(1)自己好好地读读这句话，想想，你知道了什么?

(2)点击：暖烘烘你在什么时候感到暖烘烘的?像这样的词语
你能来说出几个吗?(绿油油、红通通，亮晶晶)

(3)读好“暖烘烘的”

(4)小麦苗在雪地里会怎么想呢?

(暖和)师：那你能把暖和的感受读出来吗?

(感激)师：是啊，那你能把体会的到的感激读出来吗?

(5)下面，谁能把两句话连起来读一读。(指名----齐读)

4、出示句子：淘气的北风吹着口哨来了，想吹跑雪被子，可
是怎么也吹不动。

(1)淘气的北风会怎么吹?试试看!

(2)说说：北风会怎么吹?

(3)北风那么使劲地吹，可是——(没有吹动，再读一次!)

5、小麦苗睡在雪被子下面，暖烘烘的，多舒服啊!拿起书，
我们一起读第1——2段。

四.课堂小结：

雪被子保护了小麦苗们，小朋友们看啊!雪被子下面，小麦苗
正在做着快乐的梦。他们会梦见什么呢?下节课我们再来学习。



彩色的教案反思篇六

《彩色的梦》是是一首诗歌，描写了彩色铅笔描绘的美丽梦
境，犹如童话般美丽。通过这首诗歌，我们能感受到儿童丰
富的想象力和天真的童心。

根据本课的.学习活动要求：说说自己梦境中美丽而又奇异的
景象，用画笔描绘下来，我将本课预设为两课时：

第一课时主要是识字，读文。重在欣赏、体验，在理解诗歌
大意的基础上画出自己的梦境。

第二课时重在展示、提高，主要是品读诗歌，读出自己的感
受，重点是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创编，仿写课文第二
小节。第二课时的教学是在第一课时熟练识字和读通课文的
基础上进行的。主要设计了美读课文，品读课文，仿写段落，
生字指导等环节的教学内容。

为了达到在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的目标，在课堂
中让学生自读，指名读自己喜欢的段落，师适时指导朗读，
读出标点符号的语气，读出自己的感受。配乐读，让学生在
优美的音乐中学会欣赏，让文字的美灵动起来。

也为了让学生能够品味诗歌的语言美，在学习的基础上，能
够运用语言。我把教学重点放在第二小节的教学上。从句子
形式的观察入手，让孩子发现这些句子的组成，景物的样子
和景物加上颜色，然后让孩子说一说这样的词语和句子，接
着让孩子在第一课时后画出的图画上进行语言的创作。由于
第一课时已经对相关的短语做了训练，再加上图画的铺垫，
仿写就进行的顺理成章了。孩子画出了大片的油菜花、无边
的大海、柔软的云朵，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一段段灵动的文
字，让课堂的生成也像课文一样美妙了起来。

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是与多媒体设备在课堂中的运用分不



开的，课件的展示让知识更直观，音乐的加入让课堂更具有
艺术美感。任何课堂都是有遗憾的，这节课虽然让我得到了
许多欣喜，但是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1、对于文章的朗读，齐读显得有点多了。应该让更多的孩子
展示他们个性化的阅读。

2、对于孩子们的作品应该有更多的形式去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