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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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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生课文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上完课后，我的心情很舒畅，再一次让重新认识了我的学生，
孩子们确实太能干了，太了不起了，在教学中，体会“所以
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年
而没有实用的东西”这句话时，同学们的回答让我惊叹。我
清楚地认识到孩子们理解了文章的深意，明白了蕴含的道理，
目标达到了，成功了。

在课堂上，孩子们表现出了辩证地看待事物的`观点。有孩子
说：“桃子、石榴、苹果只是外表漂亮，没有价值，我们不
能做那样的人。”有孩子马上反对“其实他们还是有价值的，
只是他们不如花生那样谦逊，他爱炫耀自己。”说得多好呀！
由于有了各抒己见的机会，孩子们的思维更加活跃，打开了
思路，教学的效果也就突现出来了。

落花生课文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在教学《落花生》一文时，我按照教参制定教学目标，引导
学生学习落花生的品质，做人就要像落花生一样，务实有用。
然而学生并不买我的帐，一个平时很有主见的学生站起来说：
“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说法，做落花生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好，
您平时不也常告诉我们要善于表现自己吗，这样才能争取到
更多的机会啊？”



此时课堂中出现了不少窃窃私语的声音，很多同学都赞成这
位学生的见解。我想既然学生有了自己的独特感悟，作为教
师就应该尊重他们的理解，这也是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
一种的引导。对于现在的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做“落花生”
呢？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备课时也有思考过，因此也有了自己
的一点预设。于是我把问题抛向学生：你愿意做“落花生”
这样的人还是“石榴、苹果”这样的人呢？就这一问题我们
展开一场小小的辩论吧！我原以为这样的一场辩论赛肯定是
旗鼓相当的，然而令我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愿意
做“苹果、石榴”这样的人，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做“落花
生”，这样的场面却是我始料不及的。但是这也更证明了现
在的学生个性鲜明，敢于表达，这也是让我深感欣慰的。于
是我让这些“苹果、石榴”们畅所欲言，阐述他们各自的想
法，而我则加入到“落花生”队，用实际行为支持他们的选
择。这时的学生不再小心翼翼，他们得到了老师的支持，抛
开所有的顾虑，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与理由。

正方：“我方认为现在社会更需要像苹果、石榴这样的人，
现在的社会竞争激烈，如果不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不积
极争取机会，你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也就会被社会所淘
汰，这样你就成了社会的负担。”

反方：“我方认为现在社会还是需要像落花生这样的人的，
就像是清洁工、园丁，要是没有这些人的默默付出，我们能
有一个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吗？”

正方：“看看我们现在的小学生除了要学好课文中的知识，
还要学习各种特长，不是画画就是乐器之类的，不就是为了
能有一技之长，能展示自己的才能吗？如果像落花生那样，
那就什么也不用学了，因为那样的人是不起眼的。”

反方：“如果每个人都像苹果、石榴那样，高高在上，尔虞
我诈，为了展示自己不顾别人的感受，不脚踏实地做事，那
么我们的社会不就乱套了吗？你们看我们的老师为了培养学



生默默工作，无私奉献，不要求任何的回报，这不就是落花
生吗？”

……

课堂上精彩的话语层出不穷，思维的火花不断跳跃其间，我
被学生的精彩辩论所折服，没想到五年级的学生居然对社会、
对生活会有这么深入的体会与感悟。

在学生激烈争论之后我适时点拨：“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
们的社会需要像‘落花生’这样的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人，
更需要像‘苹果、石榴’这样不断创新、敢于挑战、勇于展
现自己的人。同学们到底愿意做哪种人，等将来你们长大了
自己来决定吧！”同学们见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老师的认同，
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落花生课文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落花生》一篇叙事散文，全文围绕“种花生――收花
生――吃花生――议花生”来写，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小时候
的一次家庭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课文着重讲了一家人过花
生收获节的情况，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了
我们要学习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说明人要做有
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表达了作
者不为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

“议花生”部分内容是课文的重点。我执教时侧重于引导学
生对父亲与我的对话内容进行探讨，交流，感悟，收到较为
满意的效果。具体操作如下：

2、要求学生把重要的段落仔细品读，因为这篇课文是一篇借
物喻人的文章，里面蕴含很深的道理，学生虽然在课堂上谈
了对父亲那段话的理解，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很多道理要
让学生在以后人生历程中慢慢体会。



虽然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但在课堂中我存在以下不足：

体会花生的内在可贵之处是课文的重点，但我觉得自己讲的
不够，学生体会的不深，个别学生还不太明白。

教学内容有些松散，重点不突出。

课前《论语》的积累、第一自然段的学习、体会花生和桃子、
石榴、苹果对比时，填表用时太长，导致最后的小练笔时间
不够。

语言太拢患蛄罚翁糜镅蕴嬉狻

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会继续努力，多学习，多积累，改
正自己的缺点，让自己进步！

落花生课文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语文教学的重要途径是语文实践，“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
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课程标准》语）。在教学中，教师
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创设自由、愉悦、和谐的实践氛围，给学生充分展示自
己的舞台，鼓励学生大胆实践，多读、多动、多思、多说、
多听，尽情舒展生命活力。

在教学《落花生》一课中，从初读课文，了解主要内容，到
精读课文，理解父亲说的话，感悟课文所表达的“情”，我
都引导学生自已读，自已学，自己汇报，自己评价，亲自参
与学习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引导学生理解父亲说的两段话这
一环节时，父亲的话虽然朴实无华，却包蕴着一个深刻的`做
人的道理。教学时，我不过多地讲解分析，而是先让学生明
确学习要求和步骤，然后以人四人为一小组，先自己读，自
己学，接着把自已读懂的内容在小组内交流，最后再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集体交流。实践证明，学生都能在合作学习中，



按学习要求找出花生与三种水果的不同特点，体会出花生默
默无闻，默默奉献，不炫耀自己的美好品格。学生体会出花
生品格后，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就是那位父亲，你觉
得该怎样读这两段话，才能表达出你当时的感情呢？大家来
评评谁读得最有感情，学得最像。”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
读者声情并茂，评者真诚中肯，在读与评中学生与“父亲”
产生了情感共鸣，领悟了课文的思想感情，同时使学生的个
性得以彰显与发展。

落花生课文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1.在这篇文章的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培养他们合作的'精神，同时，我也注重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
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度，让他们知道自己才是学习的真正的
主人。

2.这篇文章非常富有教育意义，而这教育意义则蕴含在人物
的语言中，因此，我注重通过朗读来让学生体会这种教育意
义，通过把握重点词句让学生受到启发，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同时，我还设计“分角色朗读”这样的环节来加深学生对这
种教育意义的理解。

3.不足之处在于，对本课的生字教学，我没有作为重点去把
握，而是一带而过，使部分学生对生字掌握不够牢固。

总之，需要改进的还很多，我要多吸取别人的经验，不断实
践、不断反思，争取让自己有个较大幅度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