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画花朵教案反思 秋天的图画教学
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
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画花朵教案反思篇一

《秋天的图画》是二年级上册第一组教材的第一篇课文，作
者运用比拟的手法，透过色彩的搭配，寥寥几笔，便把丰收
的热闹情景与人们的喜悦情绪描绘出来了。文章语言生动形
象，富有童趣，读起来琅琅上口。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阅读的过程是把文字信息转换为生动的表象组合的过程。如
果是朗读，还是一个把无声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过程。这
个过程充满着想象，充满着不可言喻的情感体验。对文字的
理解，对思想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凭借这个过程来实
现。叶圣陶先生说过：“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小学
生的情感是伴随着清晰的表象和正确的理解不断深化的。因
此在指导学生朗读时，可依据语言文字，进行定向引导，展
开想象，进入课文所创设的境界借助语言来感受形象，领悟
其中的感情。

在本堂课的学习中，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了这一句话：“梨树
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稻海翻起金色的波
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在教学时，我就是采用了个性
化教学，没有过多的讲解与分析，而是引领学生透过想象，
自读自悟。



在设计时我充分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理解，让学生自己对
课文资料的领悟代替教师的讲解分析，让学生在读中思考，
主张张扬学生的个性，这主要体此刻教师以引导来代替指导，
新课程中的教师就应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鼓励他们发展自
我思考与自我决定的潜力，教学时我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来读课文，透过朗读着重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
潜力。

首先我让学生自由读，然后想象：你好象看到了什么？听到
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学生的脑海中闪现出一幅幅形象的画
面，有的说：“我好像看到粮食水果都丰收了，人们正忙着
收获呢。”有的说“好象看到一盏盏灯笼般的梨子。”有的
好象闻到了瓜果的香味，有的好象尝到了又大又红的苹果的
香甜，有的仿佛欣赏到金黄的稻子在广阔的田野上跳起的优
美的舞蹈。之后指导朗读，那么，你能不能把你的感受透过
你的朗读表现出来呢？孩子们的用心性更高了，他们或加动
作表演读，或表情丰富的朗读，在读中感悟，在读中积累，
体会秋天丰收的热闹情景与人们喜悦的情绪。

画花朵教案反思篇二

秋天的图画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画上有金黄的梨和红红
的苹果，有稻海翻起的波浪和高粱举起的火把。它是人们用
汗水绘出的山水画，它是山野对人们辛勤劳动的报答。

“秋天来啦，秋天来啦，”这不正是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
呼朋引伴地来欣赏秋天的图画吗？作者运用比拟的手法来描
写，在色彩的搭配上以金黄、火红为主色调，简单几笔，便
把丰收的热闹情景与人们喜悦的心情描绘出来了。“谁使秋
天这样美丽？”这一设问，把我们的思路从山野引向人们，
从丰收的景象引向丰收的原因，对勤劳的人们的赞美之情，
油然而生。

教学目标：



1、会认8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对秋天
的景象和勤劳的人们的喜爱、赞美之情。

3、喜欢秋天，愿意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秋天。

课前准备：

秋景、实物投影仪、生字卡片(师生)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图、梨”等8个字，会写“波、灯”等8个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2、有一位小朋友画了一幅秋天的图画，画面可美了。让我们
一起来欣赏。（课件展示一幅美丽的秋天的图画，配上背景
音乐）

3、画面上有什么？（根据学生回答，在画旁出示词语：苹果、
梨、高粱、稻）

正音：“梁”单个字读第二声，在词语“高粱”中读轻声。

1、师范读

这位小朋友很了不起，他还能把这幅图写成如此美丽的一段
话，请你打开课本，让老师随着音乐读给你们听。



2、生自由读

请你自己练习朗读，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顺，也可以同
桌合作练习朗读，互相帮助。

3、交流学习情况

（2）开火车，指名读，贴在黑板上摘苹果领着大家读。注意
正音：“勤”是前鼻音，“笼”单个字读第二声，词语“灯
笼”中读轻声。

（3）学生出示自己的生字卡片，同桌合作检查读

（4）看看这段有几句话，指名读自己想读的句子。

（6）同桌互相交流识字方法（仅供老师参考）

如编儿歌：梨树是木，波浪是水，高粱为米，燃烧是火，勤劳
*力。

猜字谜“图”：在大房子里过冬天。“梨”：木上一把刀，
正在割禾苗。“笼”：竹子编个圆圈，糊个灯笼真好
看。“浪”：熟字“狼”换偏旁，大海翻滚起波浪。“勤
劳”：辛勤劳动，力在其中。“劳”：用力背起一捆草，不
在旁边看热闹。

出示要写的字：波、浪、灯、作、字、苹、丽、劳

1、自己读贴，把8个字分成两类。

2、观察左右结构的生字，你有什么发现？（左窄右宽）

教师范写（是学生感觉到比较难写的字）

学生仿写（注意写字姿势）



展示学生写的字，师生、生生评价.

3、书写上下结构的字

请左右结构写得好的学生当小老师范写。

学生仿写.

四人小小组评价（遵循先整体后局部、先优点后缺点的原则）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诵读、美读课文.

2、背诵课文，感悟秋天的.美好，以及带给人们的喜悦。

3、能展开想象，仿照第二句练习表达.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创设情境

二、诵读课文,品味欣赏

1、请你再读课文，你觉得秋天的图画美在哪里？

2、重点指导第二句。

出示句子：

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

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



稻海翻起金色的波浪。

画花朵教案反思篇三

一堂有效的语文课，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某种知识和技能，
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篇篇凝聚着作家灵感、激情和思想的
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情趣和情操，影响一
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式。本课教学的伊始，我
和学生以谈话展开，激起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和情感，使
学生一下子走进了课堂，和老师一起感受秋天的美丽，感受
语文的魅力。这种独具匠心的欲设，是学生学习本课文的起
点。值得思考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课堂首先要和学生平等地
对话，要让学生真诚地说话，真诚地表达感情，表达自己内
心的真实体验，使学生的个性知识，体验被调动起来，积极
地参与课堂教学。

语文人教版第三册第1课《秋天的图画》教学反思

本课教学的伊始，我和学生以谈话展开，激起学生原有的知
识，经验和情感，使学生一下子走进了课堂，和老师一起感
受秋天的美丽，感受语文的魅力。忽然觉得二年级的学生仿
佛一下子长大了，无论是在朗读方面还是在课文理解方面都
有很大的进步。我也更加投入地进行教学，在对学生评价时，
尽量采用激励性的语句，用欣赏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学
生上课的积极性很高。

这节课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学生是在不知不觉中进步的，
学生是每天都在进步的，请让我们用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每
一位学生！

画花朵教案反思篇四

这篇小短文描写了秋天的美丽景色。语言优美，结构严谨，
最后点明中心——是勤劳的人们画出了美丽的图画。



学完生字，我让学生拿出笔来，看看课文中写了哪几种景物
把它们找出来，在下面画上小圆圈。我在教室里巡视，发现
有的学生不知画什么，有的画出一整句话。我叫大家暂停，
对他们说：“课文中写了哪些秋天的景物呢？有梨树。”我
转身在黑板上写下 “梨树”然后在下面画上小圆圈。

这下，同学们懂了，快速地画出了“苹果”、“稻
海”、“高粱”。“把这些景物在图上找出来，标上小红旗
好不好啊？”我提出了第二个要求。这个任务同学们都爱完
成，很快就画完了，看着图，让他们感觉秋天真得像幅画。
第三个要求提出来了：“同学们读书，看到‘挂起’这个词
了没有？梨树后面是挂着，苹果、稻海、高粱后面都是什么
词呢？能不能用曲线画出来呢？”“能——”学生们兴高采
烈。

画完了，我紧跟着追问：“梨树上挂起了什么？”“灯
笼——”“在灯笼下面也画上曲线，后面的同学们自己就能
找出来，我看谁找得快，别忘了画上小曲线啊！”看着一只
只小手在书上认真地画着，我说不出地高兴。“同学们画得
真好，下面轻松轻松，做个小游戏。老师说一个词，你们接
一个词好吗？游戏开始了。挂起——”灯笼——“露
出——”“脸颊——”。“真好，现在这样，男同学说前边
的，女同学说后边的。”一声声稚嫩、欣喜的童音欢快地飞
出教室。

紧接着第四个要求出台了：“我有两个句子，大家比一比，
看那个好，记着要告诉大家你的想法啊。听好了：梨树上挂
起金黄的灯笼。 梨树上挂起灯笼。两句哪句好？”又是小张
举起了手，他慢条斯理地说：“是第一句好，金黄的是颜色，
有了颜色就告诉了我们梨是黄的，我们就像看见了黄色的梨
挂在树上。”“真好，掌声鼓励！”“那你们把‘金黄的’
这样的词找出来画上括号好吗？”“又做游戏了！词语搭配
开始——，金黄的——”“灯笼！”“红红的”“脸颊！”。
我高兴地和同学们一起“玩”着，意犹未尽地说：“多美的



句子啊，越读越爱读，我们深情地读一读吧！”又一串带着
赞美情感的读书声飞出窗外。

画花朵教案反思篇五

秋天是一副色彩艳丽的图画，这画上有金黄的梨和红红的苹
果,有稻海翻起的波浪和高粱举起的火把，它是人们用汗水描
绘出来的山水画，也是山野对人们一年辛勤劳动的回报，文
章用表现秋天丰收之美来赞美创造这一美景的劳动人民。

优美的文章配合美丽的插图，使作者的喜悦之情和自豪之情
表露无遗。那么如何让孩子们也体会到这样的感情呢？我觉
得那插图就是最好的教学资源，所以在教学时我用插图做引
线，再配合课前找的和文章有关的图片，让孩子通过看图和
他们丰富的想象力进行理解，再用反复的不同方式的有感情
朗读，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感情。当孩子们理解了这美丽的丰
收的热闹情景时，以“谁使秋天这样美丽？”将学习的思路
从田野引向人们，使孩子进行思考，寻找创造者一美景的人
们，从丰收的景象转到丰收的原因，这样对勤劳的人们的赞
美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了，再让学生说说你想对这些勤劳的人
们的话，由此加深了孩子们对劳动者的敬佩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