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案课堂设计(实用8篇)
教案可以帮助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及时调整和改进。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六年级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教案课堂设计篇一

1、学习用团纸球和套皮筋的方法制作毛毛虫，并尝试为毛毛
虫贴眼睛和嘴巴。

2、通过练习捏、揉、团、抓的技巧，增强幼儿双手动作的灵
活性和协调性。

活动重点：将报纸揉成球

活动难点：将蒙氏活动中五指抓、三指抓恰当的应用于活动
中，给毛毛虫身上套皮筋。

一、设置情景，引发兴趣。

教师小结：毛毛虫长得长长的，他的身体是一节一节的。

二、通过观察分析，鼓励幼儿大胆猜测毛毛虫的制作材料。

1、教师：小朋友们猜猜看，毛毛虫是用什么做成的？（鼓励
幼儿说一说做毛毛虫所用的材料）

2、教师：刚才小朋友们说了许多做毛毛虫的材料。那，毛毛
虫究竟是用什么做成的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教师边打开毛毛虫边向幼儿展示所用材料并要求幼儿说出
材料名称。）

教师小结：噢！原来袜子里面装上纸球，外面套上皮筋，便



做成了毛毛虫。

三、教师示范。

1、教师：那你们知道老师是怎样用这些东西做毛毛虫的吗？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一老师究竟是怎么做毛毛虫的，来看老
师的'手。（教师开始示范）

先选一只袜子放在手边——拿纸团成球塞入直到塞满——拿
皮筋把口封住——然后用手摸到一个球套一个皮筋——最后
贴上眼睛和鼻子。

2、现在，老师的毛毛虫做好了，谁来说一说，老师是怎么做
毛毛虫的？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说得都很好，老师先选一只袜子放在手
边，然后将纸球塞入袜子，套上皮筋，最后，贴上嘴巴和眼
睛。把即时贴反面的纸解下后放到小筐里。

三、幼儿操作，教师巡回观察与指导

1、教师：小朋友们想不想做一条自己的毛毛虫？

2、教师：小朋友们在做毛毛虫时，有时间的可以贴上眼睛和
嘴巴，没有时间的可以等下一次再贴。

3、教师：遇到困难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请老师帮忙，也可以看
看你临边的小朋友是怎么做的。

（幼儿在操作的过程中教师重点观察以下内容：幼儿能否将
纸揉成球。巡回指导，帮助幼儿将纸团塞入袜子中，并将皮
筋套在袜子上。鼓励能力强的幼儿将毛毛虫的眼睛、嘴巴贴
上。）

教师：现在，我们拿着毛毛虫到另一间屋里去跟毛毛虫做游



戏吧！

教案课堂设计篇二

培养幼儿从小要有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有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一盆干枯的花、一盆水、抹布、录音机；活动前教师关掉盥
洗室的水闸。

（一）、看一看，想一想：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幼儿发现几
个问题，总结活动区的活动。

1、请一名幼儿回答她在美工区都做了些什么？在幼儿坐下时，
教师提问：“请等一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请把你的手举
起来，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什么没有？”（幼儿回
答：“手脏了，都是颜色??”）老师：“那好，待会儿，我
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老师：“前几天下了场雨，把我们班的玻璃都弄脏了，溅
上了些泥点，待会儿，我想请位小朋友想个办法，能不能把
玻璃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洁呢？”

3、这时，老师搬上一盆打蔫儿的花，问：“小朋友你们看，
放了几天假，咱们班这盆花怎么变成这样了，叶子都??（颜
色怎样，请幼儿上来摸土的感觉）”幼儿：“好像生病了，
快死了。”老师：“那我们快帮帮它，把它救活吧！”

4、老师请三个小朋友分别去完成那三个任务，想个办法把问
题解决（引导幼儿去用水解决，并发现水没有了。）

（二）、说一说，听一听

1、教师首先表现出很着急（表情、动作），引导启发幼儿，
想想为什么水没有了？可能是流干了！



2、教师问配班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没有水了吗？”
保：“哦，关于这件事呀！早晨来园时我看到水管滴答、滴
答地漏，足足漏满了一盆，而且小水滴还跟我说了许多话
呢！”教师：“说的是什么呢？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
呀？”（想）保：“那好，现在就请小朋友听一听我和小水
滴之间的一些对话吧！”（出示一盆水）

3、教师：“哦，原来是这样呀！”

提问：

1）为什么没有水了？

2）这盆水是从哪来的？

3）你们看小水滴这么的生气、伤心，我们怎么才能让小水滴
不伤心，不生气呢？（启发幼儿做错事后应该怎样，并表示
不再浪费水了，要节约用水）

（三）、做一做，试一试

1、启发幼儿用滴漏的那盆水把刚才没水无法做的事做完，谈
一谈感受，强化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讨论：

1）在平时如何做节约用水的好孩子？

2）我们班小朋友都懂得要节约用水了，那么我想请你们回家
后想个好办法，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像你们一样做节约用水的
好孩子。



教案课堂设计篇三

幼儿今天的表现，表扬和鼓励幼儿在活动中表现积极，好的
幼儿，让幼儿在玩游戏的同时，感受到体育活动的快乐，同
时，教师也要照顾到那些在活动中比较安静的幼儿，表现不
好的幼儿，鼓励他们加油，下次会表现得更好等，使其他们
能在活动中活跃起来，以培养他们对体育游戏活动的兴趣。

教案课堂设计篇四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用生字组成的词语的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初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内容，理清课文条理。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内容，理清课文条理。

投影、录音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一、揭题、审题。

教师饱含感情地述说：“同学们，在中国，风景秀美的旅游
圣地多如繁星，九寨沟就如同其中最闪亮的一颗。作者用诗
一般的语言和画一样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九寨沟的神奇与
秀美。相信大家读了这篇课文，一定会被美妙绝伦的九寨沟
所陶醉、所感染。”

二、初步感知课文。

1、听老师范读，一边听一边思考：



（1）你知道九寨沟的地理位置、名字的来历吗？

（2）课文从哪几方面描绘了九寨沟的美景？

3、再读课文。

请同学们慢慢地阅读课文。可以朗读，也可以默读。

三、教学生字、词。过渡：刚才大家通过听读、自读，解释
了课文的主要内容。为了更好地阅读课文，请同学们认真地
学习课文中的生字、词。

四、播放课文录像。

五、总结。

集中注意

激发兴趣

2、读后交流。

九寨沟在哪儿？（2）它的名字是怎样来的（3）九寨沟它的
自然风光（板书3）怎样？有哪些珍禽异兽（板书4）

自学生字，并想一想，作者是怎么来向人们介绍“九寨沟”
的？

1、学生自学。

2、检查交流。

3、钢笔描红。

观看九寨沟的录像。



位置名字来历

9、九寨沟自然风光珍禽异兽

童话世界人间仙境

第三单元第九课第二课时

1、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三、四、五自然段。

2、在熟读课文的过程中感受到九寨沟的秀美与神奇，受到美
的熏陶，激起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介绍九寨沟自然风光的第三小节是重点也是难点。

投影

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一、复习导入

二、精读课文

（一）细读第一段

1．学生自由朗读，思考：你读懂了什么？

过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课文第二段为我们做了介
绍。

（二）细读第二段

师相机板书：自然风光、珍禽异兽

2．师配乐朗诵该段，让学生闭眼想象九寨沟的美景。



（1）出示自学方法：

a.找自己最喜欢的一处风景，读一读；

b.谈一谈自己的体会，说一说从哪些词语上能体现出来。

*学生说到哪一处，教师就引导大家来学习这一处。以学生说
为主，教师适当点拨。（以下教学设计显示的是点拨内容）

“一座座雪峰插入云霄，峰顶银光闪闪。”

b.教师相机出示投影图片，配合学生的讲述。

“大大小小的湖泊，像颗颗宝石镶嵌……色彩斑斓。”

（大大小小、颗颗--湖泊多；清澈见底--湖水清；色彩斑斓-
-湖石色彩多。）

“从河谷至山坡，遍布着原始森林”

“每当天气晴朗时……五花海，五彩池呢”

“由于河谷高低不平……蔚为壮观”

b.出示挂图。师述：因为地势高低不平，瀑布顺地势层层跌
落。这就是课文中哪个词--高低错落。

你最想用哪句话来赞美这瀑布？

师述：真是水声轰响，水浪翻滚，水花飞溅，气势磅礴。

（4）齐读第三节。

（5）积累内化。



过度：现在让我们继续向纵深行进去看一看吧。

4．细读第四小节。

（1）生自由读，思考：课文描写了四种珍稀动物，它们的主
要特点是什么？

a.出示学习方法。

a.每人选自己最喜欢的一种动物读一读，并划出表示它主要
特点的词语。

b.说说怎样读就能读出喜欢的感觉。

师述：从大家的朗读中，老师听出来大家都很爱这些动物，
愿和它们成为朋友。

（三）细读第三段

师述：如此美妙瑰丽的九寨沟，令人热切向往。难怪作者在
最后一小节动情地赞叹道……

三．总结全文

师叙述：雪峰插云、古木参天、平湖飞瀑的自然风光与各种
异兽珍禽的完美结合，九寨沟真不愧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
人间仙境！

相机板书：人间仙境

四．小导游活动

同学们，这么美的地方真得去看看。可惜现在不行。那我们
就先找个小导游来介绍一下，饱饱耳福吧。



五．作业

摘抄课文中的优美语句。

a.九寨沟的地理位置

b.九寨沟名字的由来

c.一进入景区，像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1．学生快速朗读，思考：课文从哪两方面来介绍的。

3．四人小组合作学习第三段。

（2）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3）细致体会感受：

a.学生交流读懂了什么。

b.朗读。练读，指名读。

a.学生交流体会。

b.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来，读一读，讲一讲。

c.朗读。指名读，齐读。

a.说体会，找词语。

c.朗读。指名多生读。

a.这池水怎么是五彩的？



（白云、雪峰、森林都倒映在水里。湖底有五颜六色的石头。
）

d.朗读。练读，指名读，齐读。

a.指名读。

c.谈感受。如果你站在旁边，会看到、听到、感到什么？

朗读。练读，指名读，齐读。

a.学生选自己最喜欢的句子读读，记记。

b.在音乐声中，让学生自由起立朗读或背诵喜欢的句子。

（2）四人小组合作学习该小节。

b.学生学习。

（3）交流学后成果。

（4）同桌互读最喜欢的一种动物的句子。

齐读第五小节。

--小导游解说。

九寨沟

自然风光

童话世界人间仙境

异兽珍禽



教学设计意图：

这篇课文以生动的笔触，饱蘸着对祖国山河的一片深情，精
心描绘了九寨沟神奇而美妙的自然景观。为了让学生受到美
德的熏陶，我采取了多种的促读方法，让学生读中感悟，入
境会文。

首先，我以声情并茂的朗读配以抒情优美的乐曲范读了课文
第三小节。让学生做个舒服的听者，逐渐进入到美妙的情景
中。趁热打铁，以小组自主学习的方式配合老师的帮助，自
读该节。再选择最喜欢的一处景观说说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中间穿插各种图片资料，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说一说，
动一动，然后在音乐声中自读自悟享受美。接着让学生站起
来读一读，讲一讲自己的感受。在此基础上齐读该段，整体
感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内容进行记忆。第四小节的学习方
法与第三小节类似。只是教师退居幕后，让学生读、说，感
受小动物的可爱。为了让学生学得活，再组织一个小导游活
动，让学生在快乐中得到语言能力锻炼。

[九寨沟教案教学设计]

教案课堂设计篇五

材料准备：纸棒若干与幼儿人数相等；装有水的饮料瓶若干
（幼儿人数的'三到四倍）；纸箱两个；橡皮筋两条；木板若
干。

环境准备：小树林若干（用饮料瓶做成）；小路一条（用橡
皮筋拉成或用线画）；小桥一座（木板搭成）；分别布置在
活动地上。

教案课堂设计篇六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三、四、五自
然段。

2、学会本课8--10个生字，认识其它七个生字，理解生字组
成的词语。

3、了解最后一个自然段在全篇中的作用。

4、通过品读感悟，提高学生审美及理解的自我诊断与矫治能
力。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二、基础性诊断与矫治。

1、解释“沟”，指山沟。

2、根据课题质疑。如：九寨沟在哪里？为什么取名叫九寨沟？
它是怎样一个山沟？……

3、生带着问题自读课文。

（1）对照生字表划出生字词，读准字音。

（2）思考刚才的问题。

4、检查自读。

（1）指名逐段朗读，读通读顺。

（2）说说课文内容梗概。



三、理解性诊断与矫治。

1、读第1、2自然段。

（1）自由朗读，思考：九寨沟在哪里？它的名字是怎么得来
的？找出关键的词语。（神奇）引导朗读这句话。

（2）提问：看到这句话你想知道什么？

（3）讨论问题“九寨沟是怎么样的？”

（4）朗读1、2自然段，说说根据1、2段的介绍，你想象中的
九寨沟是什么样子的？。

2、读第3自然段。

（1）自由读第3自然段，看文中介绍了哪几处景观？逐句找
找，划出你最欣赏的一处。

（2）指名把领略到的神奇美丽朗读给大家欣赏。

（4）边讨论边指导、练习感情朗读。

（5）最后，生再练读第3自然段，进一步感受体会。

3、读第4自然段。

（1）回忆第3自然段的学习方法：看介绍了几处景观；边读
边品；讨论交流体会；感情朗读。

（2）生依据学法自学。

（3）讨论交流：课文介绍了哪四种珍稀动物？他们的主要特
点是什么？你有什么感受？



（4）朗读，体会动物的机灵可爱。

4、读第5自然段。

（1）联系上下文边自渎，边思考：省略号前面和上文的关系？
省略号后面与上文的关系？

（2）讨论交流，明确前半句是对九寨沟风景名胜的概括，总
结了全文；下半句和“一进入景区，就像到了一个童话世
界”互相照应。

四、发展性诊断与矫治。

1、试试当个小导游，向人们介绍九寨沟。

2、提供关键词语帮助学生背诵。

3、生练习背诵、指名背诵。

五、发展性练习。

搜集描写祖国名胜的文章，进行课外阅读、课内交流。

[九寨沟教案教学设计]

教案课堂设计篇七

一、以音乐“兔子舞”带领幼儿进行热身运动。

师：小朋友，兔子是怎么跳的？

二、展示1、2号房子，幼儿探索房子的跳法（单脚、双脚跳）

1、启发幼儿回想游戏的玩法



师：小朋友，你们以前有玩过跳房子的游戏么？跳房子好玩
不？你是怎么玩的？跳房子是我们民间很早就开始玩的一个
游戏，包括你们爸爸妈妈小时候，还有老师小时候最喜欢玩
的游戏。

2、请幼儿自由玩耍，探索房子的不同玩法

三、展示3、4号房子，幼儿探索不同房子的玩法（单双脚同
时配合跳）

师：刚才你们跳的真好，很多人都是一口气连续单脚或双脚
跳过1、2号房。现在老师要给你一个新的挑战，3、4号房子
结构比较难，看你们是怎么玩的？（幼儿交流新的玩法）

鼓励幼儿单脚与双脚同时合作，顺利跳玩提供的房子。

四、游戏“小精灵”出动。幼儿自由探索跳房子的不同玩法

幼儿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四所房子的玩耍，跟同伴自由
讨论玩法，并进行简单比赛。

师：你们这些在房子跳来跳去，像一个个小精灵一样。现在
请小精灵们在这四房子中自个玩耍，你的方法可以跟别人不
一样哦。

五、增加游戏难度，出示沙包共同游戏跳房子新玩法：

1、教师边讲解边示范新玩法：

师：小朋友们，跳房子有很多种玩法，刚才老师看到有很多
小朋友能想出不同的玩法，但是除了你们刚才想出来的玩法
外，老师这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方法，现在请你们认真边听边
看老师是怎么玩的。每组从第一人开始轮流玩，先将沙包扔
至第一格，然后双脚跳入第二三格，再将沙包跳至四、



五……以此类推，到第七格时转过身来逐个往回跳，直至跳
到二三格弯下腰捡起沙包，完成第一次幼儿，接着游戏继续。

2、规则：跳房中，脚和沙包压到线或没有将沙包扔准至相应
的数格内，算失误，换另一人继续游戏，以先完成的一组为
胜。

六、放松运动：幼儿随音乐《小精灵》做放松动作

教案课堂设计篇八

【教学设计】

昆山市周庄小学胡幸文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3-5自然
段；

2、能读准生字，理解新词，掌握有关词语和句子的含义；

3、了解最后一自然段在全篇中所起的作用；

4、了解九寨沟美丽的自然景色，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
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策略】

1、小组合作，诵读课文中优美的语言文字，体会文字所体现
的自然景色的美；

2、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由课文文字的感受到周庄古镇体验，
再学习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风光片导入课文。

播放《九寨沟》的风光片，这美丽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叫
九寨沟，那儿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学习课文。

二、初读课文。

1、出示要求，自读课文。

（1）边读边画出生词，结合句子想想词意；

（2）读顺句子，长句子注意中间的停顿，不常见的句子要反
复练读。

2、交流自读学习成果，指导学生理解词语和读好长句。

3、指名逐段读课文。

三、指导分段。

1、听朗读录音，先说说课文大意；

2、引导分段：（1）想想每一自然段的意思；

（2）哪几个自然段简略地介绍九寨沟的情况，哪几个自然段
具体介绍九寨沟的情况？



3、交流归纳。

第一段（1-2）交代了九寨沟名字的来历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第二段（3-4）描写九寨沟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在那里的异兽珍
禽。

第三段（5）总结全文，告诉我们九寨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
的人间仙境。

四、写字

1、观察字形，看字的笔画笔顺。

2、描红（习字册）

第二课时

一、学习第一段

1、自由轻声读课文；

2、思考：九寨沟在什么地方，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那是个
什么样的地方？（找出相关的句子读一读）

3、指导朗读。注意突出“神奇、九个”和“就像到了一个童
话世界”。

4、几条普通的山沟怎么会像童话世界呢？读下文。

二、学习第二段

1、指名读课文，说说这两个自然段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2、自由轻声读第3自然段，读后小组交流这一段向我们介绍



了九寨沟的哪些景物？并把这些景物的名称划出来。

3、班上交流

相机出示：雪峰、湖泊、森林、彩池、瀑布，并分别读出这
些句子，引导学生理解并有感情地朗读。

4、观看相关的录像风光片，引导想象，进行说话训练。

把你认为最美的画面描述给大家听。

5、看景物名和相关画面，自由练习背诵。

6、讨论第3自然段的学习方法。

自由练读，整体感悟逐句细读，理解词句

想象画面，加深体会感情朗读，练习背诵

7、用以上方法自学第4自然段，了解课文写了哪些动物，各
有什么特点？

8、在小组里交流后推荐代表在班上交流

9、指名朗读背诵。

10、小结归纳：这一段写了九寨沟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在哪里
的异兽珍禽。

三、学习第三段

1、读课文，联系上文找出描写“雪峰插云、古木参天、平湖
飞瀑、异兽珍禽”的句子读一读。

2、默读思考：这一自然段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总结全文、



首尾呼应）

3、朗读。

四、按课文填空练习。

第三课时

一、复习

1、背诵课文第3-5自然段；

二、考察周庄古镇，进行语文实践活动。

1、利用校本教材《我爱周庄》第一、二课，按要求开展实践
活动；（1）寻访周庄的由来；（2）观察周庄的构镇特色，
并查查相关的历史资料；（3）观察周庄桥的特点，并寻访相
关的传说。（上完第二课时布置实践活动要求，原则上在课
外学生完成实地观察活动）

2、小组交流自己的实践活动成果。推荐同学分别在班上交流
周庄的由来、周庄的构镇特点、周庄的桥。

3、班上交流。

三、写一写

学习本课的写作方法，写写周庄，重点可从以上三个方面来
写。

[九寨沟(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