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荷花教案范文 8 篇
  

 

荷花教案 篇 1 

  教学目标： 

  1、学习线描绘画，掌握色彩应用。 

  2、初步了解掌握画荷花要点及画面构图：启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 

  3、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之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 

  难点：了解绘画的表现能力。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设问导入 

  1、你见过荷花吗？ 

  2、有关荷花你知道些什么？ 

  3、仔细描述印象中的荷花，你最喜欢荷花哪部分？（学生自由发言） 

  二、新授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同学们说的真好，看来荷花给同学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美丽的荷花吧。 

  （一）课件播放图片，欣赏荷花让学生再感受荷花的美。 

  1、同学们这荷花美不美？和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2、荷花很美，但它美在哪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吧。 

  引出课题：（板书）荷花美 

  （二）介绍荷花 

  1、同学你知道有关荷花的知识吗？ 

  （学生自由发言） 

  2、教师介绍荷花 

  我们中国自古荷花很入画，画家们常把荷花作为创作材料，他们以不同的方

法把美丽的荷花表现出不同的风味，同学想不想欣赏一下呢？ 

  （三）欣赏绘画作品中的荷花 

  出示作品 

  1、设问： 

  （1）你最喜欢哪一幅？为什么？请说说你的感受。 

  （2）仔细看看作品是用什么材料画的？与自然界的荷花有什么不同？ 

  （3）你们看这些《荷花》画的是什么季节？用什么绘画工具表现的？都用

了哪些颜色？ 

  2、探索绘画方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自由表现 

  画家是怎样画出茎、花、叶的？你能画吗？ 

  学生上台画 

  （四）介绍荷花各部分 

  1、你知道荷花由哪几部分组成吗？ 

  2、茎有什么特点？ 

  3、荷叶是什么形状的？叶脉是怎样分布的？有什么特点？茎和叶是怎样连

接的？ 

  4、荷花的花瓣形状是什么形？仔细看花瓣上有什么？ 

  5、莲蓬的外形是什么样的？莲蓬顶端和侧面有什么？ 

  （五）介绍荷花各部位不同角度的画法 

  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荷花不一样，怎样才能把荷花画的更美更丰富呢？我们

来看看分析图。出示各部位不同角度的画法 

  （六）教师示范 

  边示范边讲解要点 

  （七）学生作画 

  刚才，同学们尝试表现荷花了，肯定同学们还有不同的表现方法，下面就请

同学们随意画出自己眼中的荷花。 

  （八）评议 

  1、教师让学生离开自己的座位，互相欣赏作品，与学生交流、讨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2、让学生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教师、学生共同评点。 

  3、表扬学生课堂中的表现。 

 

荷花教案 篇 2 

  教学目的要求： 

  1.通过对课文学习的指导，使学生了解荷花、荷叶的样子和颜色，从中培养

学生欣赏美、感受美的能力。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培养

学生的美好情操。2.学习生字新词，能联系上下文理解“挨挨挤挤”、“饱胀”、

“翩翩起舞”等词语的意思。 

  3.能用“有的……有的……有的”写话。 

  4.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课文描写荷花的样子的第2、3自然段是重点；课文描写我幻想自己变成荷

花的第 4自然段是难点。 

  教学思路： 

  这篇课文是根据《荷花》图而写的.一篇短文，写的是“我”去看荷花时看

到的荷花的样子及看荷花时“我”的想象，写出了荷花的美妙。教学时，教师要

引导学生先弄清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荷花，为什么看荷花；接着要搞清楚荷

花开时是什么样子的，作者是围绕哪一句话来写的。 

  在学习第 2段时，要引导学生注意作者是从荷叶、荷花的颜色、形状，并通

过“有的……有的……有的……”的句式形象地写出了荷花形态各异的花姿。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习第 3段时，应注意通过反复朗读，着重理解“我”把眼前的一池荷花当作一大

幅活的巨画的表现手法， 

  从中体会到一池荷花的美妙无比。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能运用“有的……

有的……有的……”的句式用自己的话说说荷花盛开的样子。学习 4、5自然段

时应使学生了解“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是想象开始，“我才记起”是想

象的终止。 

  还应知道为什么作者会产生这样的想象，由此引伸出这是因为荷花静时美，

动时更美。还可发散思维：如果你站在这样的荷花池边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结

合看图，文图对照，认识荷花美。学生学习时教师应注意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引题。 

  1.板书课题，读题。 

  2.析题：谁见过荷花？它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哪些赞美荷花的诗句？（简介

有关荷花的知识。） 

  二、指导学生按顺序观察《荷花》图。 

  1.荷花开得怎样？长得怎样？形状和颜色怎样？ 

  2.白荷花刚开、全开和没开时各是什么样子？ 

  3.满地的白荷花开得怎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4.图上除了荷花、荷叶还有什么？想想它们与荷花有什么关系。 

  三、初读课文，读通句子。 

  1.小声读课文，这篇课文主要写什么？ 

  2.通过拼音认识莲、胀、翩、蹈、梦等生字。 

  3.并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意思： 

  (1)挨挨挤挤：（一个接着一个）说明荷叶、枝叶多繁茂。(2)碧绿：青绿色，

课文指荷叶的颜色。（3)莲蓬：莲花开过后的花托，倒圆锥形，里面有莲的果实。

(4)翩翩起舞：轻快地跳舞。(5)饱胀：饱满，指花骨朵快要开了。(6)破裂：出

现裂缝，课文里指荷花开时花骨朵的样子。 

  四、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①我看荷花 

  讨论：看提纲；给课文分段。 

  2.总结：第一段(1，2)写“我”一进门就闻到花香。 

  第二段(3)写荷花美丽、我爱荷花。 

  第三段(4，5)写“我”看着满地漂亮的荷花 

  仿佛自己也变成了荷花。 

  3.分段指名朗读课文：要求读正确，特别是课文中的生字词，读后评议。 

  五、总结学法。 

  1.回忆旧知：上一课我们学过《放风筝》，属于什么课文。（看图学文。）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2.提示方法：我们该怎样去学习？（①结合看图，初读课文，读通句子，了

解词意。②结合看图，再读课文，理解脉络，了解大意。③结合看图，细读课文，

深究文意，领会中心。） 

  小结：这节课我们初读课文之后又再读课文，对课文内容有了大致了解。  

  第二课时 

  一、分组读课文，读后评议，指导朗读。 

  二、细读课文，深究文意。 

  1.精读第 1部分。 

  （1)教师读第 1 自然段，学生思考：“我”为什么去看荷花？这里指出了荷

花的什么特点？（清香） 

  (2)自读第 2自然段：荷叶、荷花是什么样子的？找出书中有关语句，用“”

画下来。 

  (3)再看图：图文对照，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荷叶、荷花的样子？（提示：

①你看到荷叶怎么样？图上的荷花有几种姿势？②“我”到荷花池边，先看什么，

再看什么，再仔细看什么？） 

  （同座讨论、教师巡视指导、个别说、再集体说）  

  (4)质疑： 

  ①荷叶是什么样的？书上怎么写的？出示幻灯片，读读比比：  

  A.分析比较上述两个句子，体会课文句子的写法。（第 2句描写荷叶的具体

形象。“碧绿”写出了荷叶的“颜色美”；“大圆盘”写出了荷叶的样子，突出

了荷叶的“姿势美”，挨挨挤挤，写出荷叶的繁茂，把荷叶写活了。）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B.指导朗读：该怎样读才能把荷叶的美表现出来？（碧绿重读；挨挨挤挤读

慢……） 

  C.课文题目是荷花，为什么这里要写荷叶呢？（为了更好地突出荷花的美。） 

  ②池塘里的白荷花是什么样的？课文用了哪一种句式写出来的？（有的……

有的……有的……） 

  A.这个句式说明了什么？（白荷花的样子多，花姿不同）引导学生用这种句

式说话。 

  B.“才”“全”“还”表示什么？（花“刚开”“全开”“未开”。） 

  ③还有哪些词表现了白荷花的颜色美？姿势美？（想想、画画、议议。） 

  (5)出示挂图：瞧，这就是荷花开放时的样子（教师指图口述）：一眼看去，

微波粼粼的水面上，漂浮着碧玉盘似的绿叶，透过荷叶的缝隙我们看见一枝枝荷

花从水里探出头来，就像穿着洁白的衣裙的少女，在微风中亭亭玉立，它们当中

有的花瓣已开放，露出了嫩黄的莲蓬； 

  有的则微露笑脸，含苞待放；有的还未绽开，刚吐花蕾。啊，小鱼儿在荷叶

下快活地游来游去，岸边丝丝垂柳轻拂着水面，像一位老爷爷，看着自己的爱女

——满池荷花，不住点头称赞：多么生动的一幅荷花图啊！同学们，你们听了老

师说的话有什么感想呢？ 

  (6)练习：①刚开的白荷花（）。 

  ②全开的白荷花（）。 

  ③将要开的花骨朵（）。 

  小结：这段从颜色、姿势两方面写出了荷叶荷花的美。  

  2.导读第 3自然段。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1)指名读第 3 自然段：作者为什么把这一大幅画看作“活的画”？ 

  (2)“看作”是什么意思？（当作） 

  (3)这幅画怎么会活起来？从哪些词句可以看出来？请用“”画下来。 

  (4)用这么美的词句来描写荷花，表达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感情？“这么多……

一朵有一朵的姿势”——千姿百态，“看看这很美……那也很美”——朵朵荷花

都非常美丽；“如果……可真了不起”——难以做到更显其美。这样写，表现了

作者对荷花的强烈的喜爱之情。 

  3.自学第 4、5 自然段。 

  (1)默读课文，想象：当作者陶醉在荷花盛开的美景中时，眼前出现了怎样

奇特的景象？ 

  (2)（再次出示图）学生看图个别说，再集体说。（教师可出示幻灯进行点

拨：①“我”变荷花的情景；②风起时，“我”和满池荷花舞蹈的情景；③风过

后……④蜻蜓、小鱼告诉我……） 

  (3)思考：为什么“我”由看荷花却情不自禁地变成了荷花，而蜻蜓和小鱼

还要和荷花说上一阵悄悄话，是什么原因让荷花对人、物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

呢？表达了作者什么感情？（荷花清香四溢、洁白无暇，表达了作者对美好事物

的热爱之情。） 

  (4)第 5 自然段主要说什么？它对第四自然段有什么作用？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四、提导书写生字。 

  五、作业：①抄写生字词；②背诵课文；③用“有的……有的……有的……”

句式写话。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附：板书 

 

荷花教案 篇 3 

  【设计理念】 

  《新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阅读教学应提倡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呢 ?读中感悟，读中

积累，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能力。 

  【课时目标】 

  1、集思广益，多形式学习课文生字，重点理解：花骨朵、莲蓬、姿势、翩

翩起舞和挨挨挤挤。 

  2、初步感知课文，理清脉络，重点学习第2段。 

  3、反复诵读，感悟荷花的美。 

  【教学重点】 

  有层次的读，学习第2段，感悟荷花的美。 

  【教学难点】 

  诵读课文有思维，有创新。 

  【教学过程】 

  一、说荷花，引课题 

  1、用一个词形容看到过的荷花。 

  2、看荷花图片，再说说亲眼看到的荷花是怎样的。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3、边看图边穿插学习词语：花骨朵、莲蓬、姿势和翩翩起舞。 

  二、读荷花，初感知 

  1、提出主题：作者是 看荷花的，从哪一段发现的? 

  2、由学生发挥，相机诵读课文： 

  如从第一段中发现作者迫不及待地去看荷花。 

  ⑴ 引导第一段：两人读。 

  概括：闻到荷香。 

  如从第二段中发现作者认认真真地看荷花。 

  ⑵ 引导第二段：比赛读。 

  概括：观察形状。 

  如从第三段中发现作者津津有味地看荷花。 

  ⑶ 引导第三段：榜样读。 

  概括：欣赏姿势。 

  如从第四段中发现作者出神地看荷花。 

  ⑷ 引导第四段：示范读。 

  概括：想象情景。 

  如从第四段中发现作者入迷地看荷花。 

  ⑸ 引导第五段：集体读。 

  概括：回到现实。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3、整理课文脉络。 

  三、再读荷花，感悟荷花的美 

  1、读第 2段，说说哪个词或哪个句你特别喜欢，为什么? 

  2、挨挨挤挤：动作理解。请学生一个个来“挨挨挤挤”，形象感知荷叶很

茂盛，荷花长得好。 

  3、重点感悟： 

  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看图，读原句子) 

  说说：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 地长出来。 

  (再读句子) 

  说说：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 地长出来，它们仿佛想。 

  动作演示：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请学生冒出各种姿势) 

  师：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

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4、美美第读这一段，并由比赛选出“朗读红花奖”和“朗读绿叶奖”。 

  四、再看荷花，表真情 

  1、再看荷花图，说说荷花。 

  2、诵读自己的心声。 

  ５、自评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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