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金色的脚印教案(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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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色的脚印教案篇一

《金色的脚印》这篇略读课文以主人公正太郎的观察视角为
明线，用“老狐狸夫妻俩设‘调虎离山’之计营救小狐狸”和
“老狐狸入‘虎穴’做窝，喂养、营救小狐狸”两个具体的
事例体现了老狐狸爱子情深，展现了动物之间生死相依的浓
浓亲情，歌颂了爱的力量。同时，课文也以正太郎与狐狸一
家日益亲近的情感及行为变化为暗线，赞美了人与动物之间
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和谐相处的美好关系，表达了作者的
创作意图：大自然是人和动物的共同家园，人类要和动物和
谐相处，这个世界才更加美好！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叙述
了事件的全过程，观察细致，语言优美，描写生动，将这个
看似平常却引人深思的故事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娓娓道来。故
事本身就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会和正太郎一起，为
老狐狸的爱子情深而感慨，为老狐狸的聪明而惊叹、喝彩，
为老狐狸的善良而感动，为狐狸一家最后的团聚而欣慰。但
是体会狐狸一家及它们与正太郎之间的感情，懂得人应与其
他生命互爱互助，和谐相处的深刻道理恰恰是学生学习的重
难点。

在教学设计时我充分考虑了教学重点难点，从学生的'读书感
受出发，让学生围绕课题质疑，然后结合所提出的问题和课
前阅读提示的要求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并捕捉学生情感思想
上的变化，使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坚持以“读”为主线，
让学生充分的读，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
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



和理解。

教学中也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如学生初读时对文本的整
体感把握不够，以致于后来对课文的理解有些支离破碎的感
觉；在揣摩作者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写
得真实、具体的这方面只是让学生浅尝辄止；另外对本文的
情感梳理欠缺必要的引导，以致于学生对“金色的脚印”的
含义的理解不是很到位。还有待于以后改进。

金色的脚印教案篇二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金色的脚印》教学反思！

今天我和学生一起轻松愉快地学习了《金色的脚印》一课。

开课伊始导入新课，老师板书课题之后，学生就开始质疑：

1、老狐狸为了救小狐狸都做了哪些事？

2、正太朗与狐狸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3、题目“金色的脚印”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

4、学了这一课我有什么感受？

接着同学们就带着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兴趣盎然读起课文来。
片刻之后，同学们的小手都举起来了：有的说，我解决了第
一个问题：老狐狸为了救小狐狸冒着生命危险采用调虎离山
计来给小狐狸喂奶、送食物，还想尽办法咬木桩准备带领小
狐狸逃走。有的说我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正太朗与狐狸的关
系从陌生到熟悉，最后发展到非常密切，都源于人与动物互
相关爱。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学生谈“金色的脚印”的含义以
及学了这一课后的感受时，有的同学说，金色的脚印指狐狸
一家获得自由以后，走向大自然留下的闪烁着幸福之光的脚



印，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做动物的保护神，让世界上看不到
猎人的身影，听不到猎人的枪声，让动物们自由幸福地生活
吧！。有的同学说，金色的脚印”表面意思是阳光照耀下，
印在雪地上狐狸的脚印。深层次看，在这里指狐狸一家得到
人们的关心而团聚，又开始了它们美好的生活；这脚印，不
仅包含着狐狸一家生死相依的浓浓亲情以及它们对人类的友
善，也包含着人类对其他生命的珍重与爱护。动物是可爱的，
友好的，更有感情的。当人类施惠与它们时，它们会全力报
答人类对它们的爱护和尊重。当动物对人类流露感情时，一
点也不亚于人类对人类流露的感情，而这份感情更让人感动
和珍惜。学了这一课，我的.感受是只要我们人类与动物友好
相处，人类与动物之间也能架起友谊之桥，让我们人类与动
物永远做朋友吧！。还有的同学说，这伟大的母爱不仅人间
有之，动物身上体现得更是真切感人。

总之，学习本课，我让学生以自学探究为主线，通过质疑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后的生生交流、师生交流为
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思维的相互启发，会让学生们的
学习呈现百花盛开之势。所以，我们要相信学生的能力，大
胆放手，让学生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老师与学生共同学习
的课堂真轻松！

金色的脚印教案篇三

今天研读《金色的脚印》，被文中的一对狐狸打动了。带着
这种感动，我走进课堂：

我先让孩子们谈谈自己心目中的狐狸，孩子们谈得很热烈。
这种交谈既丰富了孩子们学课文的背景知识，又为下面教学
作了准备。接着我说：“孩子们，我们今天还要读一篇关于
狐狸的故事，有兴趣吗？”于是孩子们开始认真地读起书来，
在引导孩子们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的基础上，我要求他们
再默读课文，划出感动他们的语句，记下自己打算提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汇报交流。课堂交流带来了孩子们的彼此触发，



他们的.发言也渐渐热烈，读得也渐渐入境。最后是提出自己
的问题。没想孩子们的问题很集中，就是“正太郎为什么不
早点放掉小狐狸？”这个问题我在备课时也想过，但是没有
去细想答案，因为我觉得让孩子们带着些问题走出课堂也许
更好。结果孩子猜测了很多可能，有的主可能是正太郎想看
看老狐狸到底怎么救自己的孩子；有的说可能正太郎在放与
不放之间犹豫，最后被狐狸感动了，才决定放了小狐狸。

金色的脚印教案篇四

《金色的脚印》这篇略读课文以主人公正太郎的观察视角为
明线，用“老狐狸夫妻俩设‘调虎离山’之计营救小狐狸”和
“老狐狸入‘虎穴’做窝，喂养、营救小狐狸”两个具体的
事例体现了老狐狸爱子情深，展现了动物之间生死相依的浓
浓亲情，歌颂了爱的力量。同时，课文也以正太郎与狐狸一
家日益亲近的情感及行为变化为暗线，赞美了人与动物之间
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和谐相处的美好关系，表达了作者的
创作意图：大自然是人和动物的共同家园，人类要和动物和
谐相处，这个世界才更加美好！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叙述
了事件的全过程，观察细致，语言优美，描写生动，将这个
看似平常却引人深思的故事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娓娓道来。故
事本身就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会和正太郎一起，为
老狐狸的爱子情深而感慨，为老狐狸的聪明而惊叹、喝彩，
为老狐狸的善良而感动，为狐狸一家最后的团聚而欣慰。但
是体会狐狸一家及它们与正太郎之间的感情，懂得人应与其
他生命互爱互助，和谐相处的深刻道理恰恰是学生学习的重
难点。

在教学设计时我充分考虑了教学重点难点，从学生的读书感
受出发，让学生围绕课题质疑，然后结合所提出的问题和课
前阅读提示的`要求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并捕捉学生情感思想
上的变化，使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坚持以“读”为主线，
让学生充分的读，在读中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
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



和理解。

教学中也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如学生初读时对文本的整
体感把握不够，以致于后来对课文的理解有些支离破碎的感
觉；在揣摩作者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写
得真实、具体的这方面只是让学生浅尝辄止；另外对本文的
情感梳理欠缺必要的引导，以致于学生对“金色的脚印”的
含义的理解不是很到位。还有待于以后改进。

《金色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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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脚印教案篇五

我教《金色的脚印》一课时，在学生交流预习、感知课文，
懂得文章写了一件什么事后，放手让学生细读课文设计能帮
助大家进一步领会文章表达情感的问题。当学生将自己所设
计的问题展示出来时，我发现他们所设计的问题虽然五花八
门，但大部分都十分精彩。如：老狐狸为什么不多生几只还
要冒着生命危险救小狐狸？小狐狸是被正太郎家的佣人捉走
的老狐狸为什么还要救正太郎呢？阳光再耀眼也不会把狐狸



的脚印照成金黄课文为什么说狐狸的脚印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课文为什么以“金色的脚印”为题等。

略读课文重在略读方法的指导，在阅读实践中逐步培养学生
的阅读能力。而我此课的教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把更多
的时间花在了文章分析和人文教育上。课前设计的那张表格
也成了过场，没有好好利用。其实问题还是在于没有给足学
生读书的时间，所以学生对这张表也没有很好的完成。现在
我回过来想想，要是在课堂上再给学生多点时间用15分钟来
初读课文完成这张表格，那么在接下来的反馈中也就可以
用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整个故事学完。然后再给他们点时间
去回读全文，最后用2分钟时间总结一下学法，也就是本单元
的训练难点——揣摩作者是如何把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
间的这种感情写真实、写具体的。

最后用5分钟时间去用作者的写作方法去阅读我课前给他们准
备的《老牛》，再用5分钟给他们交流，这样就可以在完成教
学任务的同时，又巩固了本单元的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然而我从开课伊始就在看时间，总是把教学任务、把自己的
教案放在第一位，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学生是否真的读透读懂
了。在品读课文时也一样，只关心自己下一步的教学环节，
还是没能走出教案的框架。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些理论知识只
成了脑袋中的摆设，没能发挥出来。

金色的脚印教案篇六

总结：这是一节很赏心悦目的课，总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
夏老师与学生们之间很平等。在课堂上，民主的感觉还是很
浓的。这一节课把“对话”的精神品质体现得很好。老师学
生之间、生生之间，还有老师学生与文本之间都有充分的对
话。分别体现在课上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看法，生生之间的
讨论发言以及老师学生所写的批注。阅读课上，大家要的'就
是这种平等对话的氛围。



结合夏老师的讲述，大家可以看出这一节课的目标很明确。
知识目标是认识生字新词，弄清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能力目
标是培养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快速阅读和作批注的能力。
情感目标是认识到大自然是人、动物和植物结合在一起的一
个和谐的整体，大家要保护大自然。可以看到，教师的每一
步都是围绕着目标进行的，最后，也能很好的完成教学目标。
我以为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很重要，那是大家教学的方向。但
是现在有些教育专家提出应该“废除”教学目标，他们以为
一节成功的课是不应该由教学目标来束缚的，提倡生成。我
以为，在课堂上，“生成”是很重要，但是却不能因此而不
要教学目标。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随时生成的，也不是所
有的教师都有这种随堂生成的能力。

这一节课不足的地方是教师时间把握得不好，前面花的时间
太多，后面就显得有点仓促。这是教师调控课堂能力的表现。
不过，夏老师以为，如果本篇课文教师以为好，可以适当加
课时，突破教参上规定的课时的限制。如果不是大家来听课，
他会再接着讲一节课。另外，他还提到要突破教参的限制。
教参上指出本篇课文反映了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还有
狐狸对人类的友善。而夏老师要把“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
怀”改成“正太郎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以此告诉学生们，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关心动物，社会上存在很多伤害动物的事
情，大家要树立保护动物，拯救动物的意识。这是很好的一
个突破和超越。教师的独具匠心真的会给语文课带来很多的
精彩。

《金色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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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脚印教案篇七

这是一节很赏心悦目的课，总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夏老师
与学生们之间很平等。在课堂上，民主的感觉还是很浓的。
这一节课把“对话”的精神品质体现得很好。老师学生之间、
生生之间，还有老师学生与文本之间都有充分的对话。分别
体现在课上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看法，生生之间的讨论发言
以及老师学生所写的批注。阅读课上，大家要的就是这种平
等对话的氛围。

结合夏老师的讲述，大家可以看出这一节课的目标很明确。
知识目标是认识生字新词，弄清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能力目
标是培养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快速阅读和作批注的能力。
情感目标是认识到大自然是人、动物和植物结合在一起的一
个和谐的整体，大家要保护大自然。可以看到，教师的每一
步都是围绕着目标进行的，最后，也能很好的完成教学目标。
我以为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很重要，那是大家教学的方向。但
是现在有些教育专家提出应该“废除”教学目标，他们以为
一节成功的课是不应该由教学目标来束缚的，提倡生成。我
以为，在课堂上，“生成”是很重要，但是却不能因此而不
要教学目标。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随时生成的，也不是所
有的教师都有这种随堂生成的能力。

这一节课不足的地方是教师时间把握得不好，前面花的时间
太多，后面就显得有点仓促。这是教师调控课堂能力的表现。
不过，夏老师以为，如果本篇课文教师以为好，可以适当加
课时，突破教参上规定的课时的限制。如果不是大家来听课，
他会再接着讲一节课。另外，他还提到要突破教参的限制。



教参上指出本篇课文反映了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还有
狐狸对人类的友善。而夏老师要把“人类对动物的同情和关
怀”改成“正太郎对动物的同情和关怀”，以此告诉学生们，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关心动物，社会上存在很多伤害动物的事
情，大家要树立保护动物，拯救动物的意识。这是很好的一
个突破和超越。教师的独具匠心真的会给语文课带来很多的
精彩。

最后，夏老师提到了语文课导语的重要性，提到了教师语言
的重要性。这都是值得大家好好考虑的问题。作为一名语文
教师，文字功夫一定要扎实，大家是要用语言去打动学生，
教育学生的，精练而精彩的教师语言是大家必备的资本。

金色的脚印教案篇八

这是篇阅读课文，题目“金色的脚印”是个难点，首先我让
学生明白了老狐狸是两次救小狐狸，体现了老狐狸这一伟大
的母爱，正太郎喂狐狸，给他们投送食物，看出孩子具有善
良的同情心，后来正太郎摔倒雪山堆下，老狐狸救了正太郎，
狐狸与正太郎之间由仇视变为朋友，从而让学生知道了人与
动物之间只要真诚相待，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最后总结“金
色的脚印”实质上是赞美狐狸美好的心灵，学生就比较容易
理解了。

我觉得这节课的成功之处有两点：

1、这节课中我主要用了电教手段来辅助教学。我感觉我设计
的一组电子幻灯片是很好的。它很好的展示了我的教学意图，
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的教学效率。
也是这次我获得二等奖的原因之一。

2、这节课中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外地学习的经验，合理
的让学生使用了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学习方法。在教学改
革发展成必然的.今天，只有改革，才有发展，才有进步。



1.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转变为自主探究，
关键在于设计好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教学过程中没有更
多的时间来让学生探讨汇报，还是存在着老师多指导了。

2.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味地堆学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没有
让学生探究并提出问题。新课程理念中提倡学生提出问题并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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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脚印教案篇九

《金色的脚印》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师本着让学生多读，在
读中体会的思想出发，在教学中多出设计了让学生自主读文，
自主探究，以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

在教学进行中，学生初读课文时对课文理解的并不好，教师
指导读文不够到位，也应该是教师备课尤其是备学生这一环
节上不够，致使教师提出“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
事？”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学生只是低头沉思，而不能主
动回答问题。



利用教材资源，通过自己的'想象进行补白，是提高学生写作
能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