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快乐的节日教案及反思 快乐的节日
教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快乐的节日教案及反思篇一

按教材编排，《快乐的节日》是第二单元的最后一课，开始
设计的时候，我就想让孩子们先学会这首歌，然后进行课文
的学习。这样做一是考虑孩子们也习惯了按部就班，适当调
整顺序孩子们也许会感到好奇的，再就是，既然课文是一首
诗歌，它不等同于一般的朗读，背诵之后再进行诵读的指导
才更到位，更有效。基于这样的考虑，做了这样的调整。

上课的时候，我播放了《快乐的节日》的教学光盘，课件中
只有第一段的歌声录音。但是孩子们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有
的孩子听过这首歌，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但多数同学不会，
从眼神中能看出他们的渴望。想学这首歌吗？我问了一句。
想孩子们回应的真是出奇地响亮。老师想满足大家的愿望，
我们都来学习这首歌，不过，学习歌曲首先要做什么？记住
歌词又是异口同声。我又放了一遍录音，故意调了调胃口，
然后对孩子们说：第三节课就是音乐课，我已经和梁老师说
好了，他准备就教我们这首歌。耶、耶孩子们都要跳起来了。

那我们就先来记住歌词吧！

我再没提任何要求，也没有变换形式检查，但是，能看得出
孩子们读得何等投入，有的亮开了嗓子，有的摇头晃脑，有
的闭上了眼睛我知道，这是歌声在呼唤他们。



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每天来到学校，学得最多的是语文课，
有了一定识字量的他们耐不住新书墨香的诱惑，多数孩子早
早就进行了预习。从表面上看，这应该对教学是个促进，可
事实上，课堂上再让他们反复地读、拼命地记，难免孩子们
感到枯燥乏味，如何让孩子们乐于读书，真是我们应该思考
的问题。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
趣，要想使学生上好课，就得千方百计点燃学生心灵上的兴
趣火花。做一个语文老师真的不容易，不但要备教材，还要
备刺激。

快乐的节日教案及反思篇二

《快乐的节日》是根据歌词改编的一篇课文。上课之前，我
反复读着这篇课文，怎么也没有感觉，觉得没什么好上的。
而师傅上这节课时却是激情飞扬，她那甜美的声音，以及孩
子们欢快的笑声，让那时坐在办公室里的我也心痒痒的。师
傅上完课回来，我忍不住问她：“师傅啊，刚才那节课上得
很有精神嘛。”师傅眉飞色舞地说：“感觉很好。我就抓住
从哪里感受到快乐这个点出发，他们都说得很好。”

哦！抓住快乐这个点！还能有什么办法让这节课更有吸引力
吗？其实在我自己读这课文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篇
课文其实就是一首歌嘛，要么干脆教他们这首歌好了，唱着
唱着，他们应该就能体会到快乐了。可是，语文课并不能简
单的等同于音乐课，语文还是带有一定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
语文课还应重视语言的训练。

但有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人，我舍不得舍弃我的这个
想法：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带来一节特别的语文课。
今天啊，老师要先来教大家一首歌。聪明的小朋友可能已经
猜到歌名了。



几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快乐的节日〉。

然后我给孩子们先欣赏了这首歌，又简单地教了一下这首歌，
孩子们显得异常兴奋。

师：小朋友们，刚才你在听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
心情怎么样。

生1：很快乐。

生2：很开心。

师：一位编者啊把这首歌啊编成了课文，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这篇课文，看看课文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开心和快乐。

学生自读课文。（因为刚才的学唱过程就是对课文的了解过
程，所以孩子们在自读课文的时候也流利多了。）

师：读了课文之后，你能告诉老师你从哪里感受到了快乐吗？

生1：“花儿向我们点头，小溪欢快地流淌”让我觉得很快乐。

师：花儿为什么向我们点头？小溪又为什么欢快地流淌？

生：是向我们祝贺。

师：祝贺我们什么呀？

生：祝我们节日快乐。

师：他们还在祝贺我们什么呀？

生：祝贺我们考试考了100分。

生：祝贺我们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欢乐的读这一小节。

师：你还从哪里感受到了快乐？

生2：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师：你是怎么从这句话里感受到快乐的？

生：我可以在花园里捉迷藏，可以在草地上打滚，这些都很
好玩的，让我觉得很开心。

（从这一句话里能联想到快乐，真不简单！）

生：我还从这里的美丽的衣裳感受到快乐。

我们穿上漂亮的衣服都很开心的，而且这里说“像朵朵花儿
开放”说明这个衣裳肯定很美很美，那我穿上了肯定很高兴。

快乐的读一读这一小节。

师：快乐还在哪里呀？

生3：“飞向我们的理想。”让我觉得很快乐。

师：“理想是什么呀“

生：理想就是你希望你将来做什么。

师：那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生：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交警，可以指挥交通。

生：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发明很多东西。

生：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万一妈妈生病了，我就可以帮



她治了。

……

师：我们都有那么多远大的理想，现在我们能飞向我们的理
想，我们当然——

生：很快乐。

生4：我还从“唱啊，跳哇”这两个词语里感受到快乐。因为
我们开心的时候都会唱歌啊，蹦来蹦去。

师：是啊，那就让我们也唱啊、跳啊，一起度过这快乐的时
光。

（播放音乐，齐唱歌曲。）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快乐的尝试，虽然可能在对课文深意的挖
掘上还停留在肤浅的表层。但想起了陆小立老师的那句
话：“你们新教师现在最关键的是：你的课有没有吸引
力。”在这一点上，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

快乐的节日教案及反思篇三

本诗是儿童歌曲《快乐的节日》的歌词，诗歌内容贴近儿童
生活，语言生动形象，旋律欢快、活泼，多年来一直是孩子
们爱唱的歌曲之一。诗文运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反映了少
先队员们欢庆自己节日时快乐、幸福和自豪的心情，表达了
他们长大后决心报效祖国的志向。全诗以“乐”为线，心情
之乐、成长之乐、理想之乐、场面之乐，贯穿全诗，生动地
描绘了少年儿童欢庆节日时的快乐心境和欢乐热闹的情景。
内容生动活泼，充满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语言优美，适合朗
读。通过学习对学生进行珍视今天，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
教育影响。故而，我以儿歌《快乐的节日》导入课文教学，



为的是借助那轻快跳跃的乐曲渲染欢快活跃的课堂气氛，催
发学生活泼、兴奋的.心情，以拉近和诗歌流露的情感距离，
易于学生入诗、入景、入情，直至人随文动，情随歌生，达
到人、诗、歌合一的境界。

对于《快乐的节日》这首歌，大部分学生都已经熟悉，甚至
能进行演唱。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已有认知经验，引导
学生通过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学会生字，读好
课文。同时，就发挥文章语文特点，引导学生感悟语言，获
得美的享受，从而感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激发学生实现未来
的理想和愿望。

快乐的节日教案及反思篇四

《快乐的节日》是一首儿童歌曲的歌词，写得非常优美动人，
但是怎样让学生体会，感受文字的美妙是个难点。这课教学
参考书上写得也不详尽，于是只好自己动脑筋。

我觉得诗歌中的比喻句用的十分精妙，于是抓住这个特色来
教学。

教学第一、三小节时，我主要让学生看看这里把我们小朋友
比喻成什么？为什么？

学生找出“我们像春天一样”，并找理由：

生：“春天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我们小朋友也是这样
跑来跑去。”

师点拨：“春天是多么充满生机的季节呀！”

生：“我们就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

师：“毛爷爷说过，你们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朝



气和希望，春天不也是充满朝气和希望吗？”

（学生点头）齐读句子。

学生找到“像朵朵花儿开放。”

师：“这里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花儿多。”

师：“为什么小朋友像花儿？找句子。”

生：“我找到了，小朋友的衣裳很漂亮，红领巾也很鲜艳，
像花一样美丽。”

师：“说得好，我们一起来读读句子。”

“请你说一说——我们像（）。”

生：“我们像小草，正在出土。”

生：“我们像小树苗，正在发芽。”

生：“我们像小花，正在开放。”

……

大家读读第三小节，觉得我们还像什么？

生：“我们像小鸟一样。”

师：“我们像小鸟一样快乐自由，等身上羽毛长得很丰满就
要展翅飞翔。我们为什么要勇敢地飞向高空？”

生：“可能飞行时会遇到困难，比如有老鹰或者猎人，所以



要勇敢。”

师：“要不怕困难。谁能联系自己的实际说说。”

生（一位学习不太用功的孩子，竟有了体会）：

“其实小鸟遇到老鹰和猎人这些

困难就像我们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一样。”

师：“说得好，比如你的困难是？”

生：“我上课要不能坚持坐端正，要和同桌说话。”

师：“现在你认识自己的困难，有勇气克服吗？”

（学生点头）

师：“谁再来说说。”

生：“我们要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好好学习，才能成
为有用的人，将来才可以实现理想。”

教学第二小节时，我遇到了困难。

这个环节我处理得不太好，我想让孩子说说这里用了什么比
作什么，但是开始没有学生举手。

于是，我提示这小节第三行“它们”说的是谁？

个别学生学生举手了：

“它们是‘花儿’和‘白杨树’。”

师：“它们为什么像小鸟？找找理由吧，自己读读。”



（许久，没有举手）

于是我只好自己讲解：看，花儿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
的声音，白杨树在哗啦啦地响，他们好象在和我们打招呼，
在向我们祝贺，向我们唱歌。

反思：

课后我想，孩子毕竟不能光靠自己感知，虽然主体是他们，
他们也能自己解决一些稍有难度的问题，但必要时老师还是
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可缺少讲解。

当时我没有提示好：比喻句就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是有相似
的特点，虽然“花儿”、“白杨树”和“小鸟”看上去什么
关系都没有，但是这里是动态的，“花儿”、“白杨树”在
风中会发出声音，会说话、唱歌，这个声音是和小鸟有相似
的，所以，这个比喻句很独特。

看来这个“导”者难度很大，以后的课上还要多斟酌每个难
点字词句的讲解啊！

快乐的节日教案及反思篇五

本文是一首儿童歌曲的歌词，在教学前，先让孩子们欣赏歌
曲，对于他们理解课文有很好的帮助，整篇课文上下来，我
觉得很轻松，特别是在教孩子们理解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
我们自己未来的理想，应该让自己现在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
知识，增强自己的体魄，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对诗歌理解的基础上，孩子们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再读
本文时，感情就全出来了!我个人认为效果特别的好，特别也
能让孩子在理解诗歌意思的同时明白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