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叶子的话儿歌教案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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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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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子的话儿歌教案反思篇一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认为：“语言文字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
语感。”而朗读则是理解语言，培养语感的重要手段。它可
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感知、表象、联想和情感等全方位地参与，
多角度地感悟课文语言的内蕴，品味文字的情趣。本课教学
以朗读为主线，注意渲染情境，让学生在读中比较揣摩，品
味感悟课文的语言。

课始，老师用媒体出示一片片叶子，然后问：“在你的小眼
睛里里看到了怎样的叶子？”“你看到这姿态各异的叶子，
有什么感受？”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课题上来。“今天，
我们学习的课文与叶子有关。”。

接着通过播放画面，引导学生感受，把学生带入了情境，为
学生领悟大树和叶子的外形美作了情感上的铺垫，启课导入
具备了“未成曲调先有情”的韵致。

学生在交流了认为美的句子，“远远望去，树像一朵绿色的
云，从大地上升起。”老师让学生在脑海中浮现出怎样的情
景，接着让学生看了画面，使人感受到了，树一片绿色，多
么富有生机。学生朗读有声有色。再如，老师运用媒体再现
了春夏秋冬叶子的美，同时播放音乐，音乐与画面恰到好处。
学生敞开心扉、倾注热情，与文本进行灵魂的拥抱、心灵的
对话和情感的碰撞。学生真正享受到由语文所带给他们的快



意！

本课教学中，教师始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语文离我们很近
很近。学生融入了生活场景，自主学习，体验阅读的乐趣，
获得阅读后的成就感。在教学时，教师运用媒体让学生看实
实在在的每一片叶子。抓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眼里有资源，
心里有教育，教学资源就无处不在了。

小叶子的话儿歌教案反思篇二

《做一片美的叶子》是一篇文质兼美的课文，作者是著名的
儿童作家金波，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做到把学生
看作心上的朋友，这样，教学过程就能成为师生间以心连心
的心潮相逐，以情生情的激情奔涌。

1.亲历实践。当学生“零距离”触摸、品味作品时，已不再
是一个毫无主见、毫无思想的人，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兴趣
爱好、性格特征等个人因素，都会影响乃至制约他对文本的
解读并打上鲜明的个性印记。

2.个性放飞。“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
是一种个性化活动，教师不能只按照教学参考书、标准答案去
“引导”学生分析、理解、吸收，更不能要求学生的理解和
感受是整齐划一的。

3.情感碰撞。在教学中，学生很快就找出了文章写出了大树
的美和叶子的美，大树因叶子而茁壮、葱翠，叶子因大树而
美丽。但由物及人中，学生的理解产生了困难。我们每个人
都像叶子，那生活的大树是什么呢？由此引导学生，大树把
无数的叶子结为了一个整体，那什么将我们结为了一个整体？
班级、学校、国家、地球、社会??各种答案由学生口中说出。
我注意引导学生说一说从古至今无数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大禹、刘胡兰、爱迪生??他们就是一片片美丽的叶子。那么
我们该为班级、学校、社会做些什么呢？学生从自己的生活



经历出发，说出了为班级打扫、好好学习、不随地吐痰、不
打架、积极为班级做事等答案，这时顺势而导总结文章：是
啊，这样就能成为一片美的叶子，为了我们的大树，做一片
美的叶子吧！

我想：阅读也是文本与读者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建构、互相
拥有的过程，需要学生敞开心扉、倾注热情，与文本进行灵
魂的拥抱、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碰撞。唯此，方能让学生真
正享受到语文所带给他们的快意！

小叶子的话儿歌教案反思篇三

读过这篇课文，我明白了无数片不同的叶子做着相同的工作，
就是为大树输送着营养。每个人都应像叶子那样，立足于本
职，学会奉献，只有这样，才能让生活的祖国、社会，生生
不息，繁盛进步!出自——金波先生写的一篇散文《做一片美
的叶子》。《做一片美的叶子》文章描写了大树的美、叶子
的'美，揭示了大树和叶子的内在联系，透露了大树和叶子结
为一体、相互依存的道理，抒发了作者“做一片美的叶子”
的思想感情。原文节选：远远望去，那棵大树很美。树像一
朵绿色的云，从大地上升起。我向大树走去。走近树的时候，
我发现，枝头的每一片叶子都很美。每一片叶子形态各
异——你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无数片不同的叶子做着相
同的工作，把阳光变成生命的乳汁奉献给大树。绿叶为大树
而生。春天的时候，叶子嫩绿；夏天的时候，叶子肥美；秋
叶变黄；冬日飘零——回归大树地下的根。大树把无数的叶
子结为一个整体。无数的叶子在树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
们每个人都像叶子，为生活的大树输送着营养，让它茁壮、
葱翠。大树站在太阳和土地之间。每一棵大树都很美，每一
片叶子都很美。为了我们的大树，做一片美的叶子吧！

小叶子的话儿歌教案反思篇四

本文描写了大树的美、叶子的美，揭示了大树和叶子的内在



联系，透露了大树和叶子结为一体、相互依存的道理，抒发
了作者“做一片美的叶子”的思想感情，读来琅琅上口，给
人一种美的感受，并且获得情操的陶冶，实在是一篇难得的
好教材。

一是设色敷彩、描形绘态的色态美

俄罗斯艺术大师列宾曾经指出：色彩就是思想。本文作者在
描绘“美的叶子”的时候，以“绿色”作为贯串全篇的基调，
因为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十分鲜活，充满生机，使人顿生喜
悦之感。你看，大树“像一朵绿色的云，从大地上升起”，
这形象的比喻，多么贴切;这生命的色彩，多么耀眼，而绿云
升起又多么轻盈可爱!

大树的枝头，叶片丛生，每一片叶子都形态各异，显示了自
然界的生物姿态飘逸，各式各样，绝不雷同，否则哪来的丰
富多彩!自然，“美的叶子”尽管以绿色为主调，但是也并非
纯粹单一，如同万物都在运动变化一样，这美的叶子
的“美”就美在随着季节的交替更迭而不断变异，它春
天“嫩绿”，夏天“肥美”，秋天“变黄”，冬天“飘零”，
固然顺应了自然规律，但它春萌生，夏旺盛，秋枯萎，冬终
结，酝酿着又一个生命的周期，真是生生不息啊!这是内蕴
的“美”的质素。

应该说，作者抓住“美的叶子”设色敷彩，描形绘态，让读
者的美感油然而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颇见功力的。

二是突出功用、揭示联系的哲理美

本文以“做一片美的叶子”为题，描写“美的叶子”不是孤
立的、游离的，而是将其与大树、太阳、土地有机交融起来，
使它的“美”折射出哲理的光辉，令读者寻绎难尽：

“绿叶为大树而生。”它接受阳光的照射，进行光合作用，



酿造生命的乳汁奉献给大树，使大树茁壮、葱翠地成长。同
时，“美的叶子”在春、夏、秋、冬展现了不同的风采，然
而叶落归根，直到生命的终结还要化为护树肥料，融进肥沃
的土壤，使大树来年萌发更加繁茂的枝叶，挺立于大地之上，
这是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啊!

“美的叶子”对于大树来说，贡献殊多，功不可没，但它依
存于大树，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一旦离开大树，它就失去生
存发展的余地了，这里边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多么发人
深思，令人警醒啊!

三是由物及人、生发联想的情意美

美的叶子、美的大树，美在哪里?就美在互相支持，共同发展，
焕发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这如同人类社会一样，生活之树
为什么能够常盛不衰?就因为我们每人都像叶子，为生活的大
树输送营养，促成了生活之树蒸蒸日上，茁壮成长!因此，作
者以“做一片美的叶子”为题，以“为了我们的树，做一片
美的叶子吧”收篇，显然是由物及人、生发联想，饱含着美
好的浓情深意：

“做一片美的叶子”，就要像美的叶子一样，为人类社会的
生活之树作出奉献;

愿生活之树常青，美的叶子更美!

课文的作者金波，在谈到自己创作的这篇文章时说，树是最
富于牺牲精神的。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人类，毫无怨言。
我自己写的时候，从外表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人跟叶
子相比，有很多相同之处，这棵树是个象征。可以是祖国、
可以是集体，我觉得这篇文章倒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
从奉献来说，是人就应该有奉献精神，就像树一样。作者，
为我们揭示了这篇文章的主题：奉献。



这片课文的核心问题，是做一片美的叶子。叶子没在哪里?一
是每片叶子都很美，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说明它形态各
异;二是每片叶子都做着相同的工作，说明它乐于奉献，三是
叶子飘零，回归大树低下的根，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鞠躬尽瘁。形态各异是它的外在美，后两点是它的内在美。
这是一种丰富的统一。最后，作者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我
们的大树，都来做一片美的叶子吧。

教学时，从抓课题入手，提出一个问题：叶子美在哪里?学生
读课文，找出关键词句(形态各异、奉献、自己的位置)，引
导学生体会文字背后的意思。学生通过阅读，知道叶子美在
外表，更是美在心灵，从而体会到关键词句表情达意的作用。
最后响应作者的号召，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我们的生活，
做一片美的叶子吧!

小叶子的话儿歌教案反思篇五

这篇散文诗很美，含义隽永深刻，三年级的孩子理解“做一
片美的叶子”的含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的课堂上，先引导学生理解叶子之美。学生找到课文中
描写叶子很美的句子以后，强调“每一片叶子都很美”，指
导朗读抓住“每一片”、“都”、“很”等词语突出没有不
美的叶子，而且叶子美得不一般。叶子到底美在哪里呢?“形
态各异”这个词语首先跳入眼帘。词语的意思不难理
解，“你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就是最直白的解释。请学
生结合生活中见过的树叶，说说对“形态各异”的理解。学
生说有的树叶像手掌，有的像扇子，有的像针，有的是椭圆
形，有的是……样子各不相同。教师强调，即使同一颗树上
的叶子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叫“形态各异”。

理解树叶“无私奉献”的精神，大多数学生都有难度。只有
一位学生说出“每一片树叶都很有爱心”。树叶的爱心体现
在哪里呢?“把阳光变成生命的乳汁奉献给大树”。“光合作



用”这样的知识，三年级的学生当然是不知道的，教师只有
和盘托出了，面对一双双懵懂的眼睛，“启而不发”的时候，
就只能“灌输”了。经过这样的“灌输”，当我把“无私奉
献”这个词语板书在黑板上时，绝大部分学生也能心领神会
了。

课文中描写树叶的四季变化，语言非常凝练优美，富有诗情
画意。“嫩绿”、“肥美”这些词语的韵味，学生可能还无
法领会。学生交流较多的是“变黄”、“飘零”等词语。有
一位很顽皮好动的男孩说秋天的树叶从树枝上飘落下来就像
一只黄色的蝴蝶翩翩起舞。还有学生联想到《山行》中的枫
叶，联想到冬天下雪时的情景。

总体而言，课堂上学生的表现虽然也有一些亮点，但是沉默
的学生还是较多。看来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还是很薄弱的。
培养学生敏锐的语感，任重道远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