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陕西省教案粤教版(汇总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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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教案粤教版篇一

本册教材根据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规定，儿童年龄与生活
的实际，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编写的,它力求突破知
识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注重促进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能力，只是在相互关联中得到发展，以较好的落实三维
目标。全册共分为四个单元，使儿童了解地球的基本知识，
熟悉世界海陆分布等情况，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
了解中国的面积、行政区划、地理位置，让学生知道各国在
经济上互通有无的重要性，正确对待互联网。使学生有意识
地关心和爱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学习一些常见自然灾害
中的自救知识，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增强学生自
觉主动保护物种的意识和情感，帮助学生逐渐养成节约和合
理使用自然资源的良好习惯。使学生懂得和平的重要意义和
价值，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初步
了解联合国的性质和宗旨以及重要作用等。使学生能够逐步
学会确定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目标，并据此独立安排自己的生
活，发展他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1、了解地球的基本知识，熟悉世界海陆分布等情况，理解人
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了解中国的面积、行政区划、地
理位置，让学生知道各国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的重要性，正确
对待互联网。

2、使学生有意识地关心和爱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学习一



些常见自然灾害中的自救知识，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
要，增强学生自觉主动保护物种的意识和情感，帮助学生逐
渐养成节约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良好习惯。

3、和儿童一起走进多样化的世界。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宽
容的心态，正确认识其他文化，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养分，
更好的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4、使学生懂得和平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生活，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初步了解联合国的性质和宗旨以
及重要作用等。

5、使学生能够逐步学会确定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目标，并据此
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发展他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他们
健康快乐地成长。

1、引导学生直面并审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学会确定自己的
生活和学习目标，学会独立。

2、以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话题，逐步向学生打开成人生活的大
门，在参与和探索中成长。

3、从各个不同方面和角度展示社会的多样性，把儿童培养为
优秀文化的一代新人。

4、向学生展示新的自然观，使学生爱护环境，保护地球。

1、教法与时俱进，适应学生的实际，以及新课改的需要。

2、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使课内与课外有机的结合起来。

3、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

4、经常开展与课堂有关的活动。



5、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第一单元第1周至第3周

第二单元第4周至第6周

第三单元第7周至第12周

第四单元第13周至第18周

陕西省教案粤教版篇二

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民族精神和生命教育
纲要”的精神为基本指导思想。坚持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
现代教育价值取向，追求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力求
将儿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思考、探索、判断能
力的培养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掌握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新
课程标准为精神，以现有教材为依据，以学生为主体，关注
和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从儿童的经验、体验、兴趣出发，
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探究、学会创新，使学
生健康全面的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我校一至五年级学生约300人，大部分学生来自外来务工家庭，
少部分为本地段生，家庭条件也较差，属于低保收入家庭，
因此学生各方面的行为习惯和文明习惯均较差，许多孩子的
身上有不讲卫生、说粗话脏话甚至打架的陋习。家长的文明
习惯和文明程度也较低。

1、端正学生思想，提高认识，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2、创新教学过程，优化课堂结构，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积极完成《品德与社会》的教学内容。



4、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用教材中的事例及道理来
教育学生。

5、注意联系周围的环境、人和事，从学生日常生活入手，提
高学生的道德认识。

6、每月定期召开教研组活动，做到定时、定人、定内容，提
高教研组活动的有效性。

1。教师平时加强理论学习，对课程标准进行“温故知新”，
及时将教改精神与教学

实践相结合，并做好摘抄工作。利用课余时间，加强网上学
习，及时了解最新教学动态和信息。

2、能按计划备课，按时完成授课任务。认真学习教材，分析
各班学生的情况，根据各课教材的教育要点，结合教学建议、
学生的年龄特点定好教学目标要点、教学重点、难点，备好
课，授好课。

3。重视课堂教学，减少课堂教学的随意性。能用科学、有效
的方法处理课堂中新生成

的教学环节，加强学生课堂练习的指导，切实提高每一节课
的教学效益。

4。善于走进学生当中，关心热爱每一位学生，从学生日常生
活常见的现象以及学生的生活疑惑和感受入手，加强对学生
的管理，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相统一。

5。定期对学生中的行为和思想进行调查，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对工作进行整改。同时结合学校大队部的要求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活动和
生活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学生行为进行及时的督促教



育。

6。结合教材，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到社会中、生活
中体验，引导学生乐于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养成健康、文明
的生活习惯。培养观察生活、探究生活、创意生活的乐趣，
勇于提出问题、探究问题，使他们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具体安排：

二、三月：

1。学习《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温故知新

2。各年级分析第一、二单元教材

四月：

1。网上学习《如何指导上好小学品德与社会课》

2。《品社》学科的专题探讨，避免课堂模式单一的教学思路。

五月：

1。各年级分析第三、四单元教材

2。拟定三年级品社课校内展示课，课后集体评课，并写好反
思。

六月：

1。网上学习《中日两国小学社会课的比较研究》、《黄浦德
育研究》

2。结合新综合素质评价表，以激励的评价机制为主，对学生
进行客观评价。



陕西省教案粤教版篇三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刚入学，在情感态度、行为习惯方面都很
幼稚，希望通过本册教学，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品德良好，乐
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

《品德与生活》课程的性质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
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生活型综合
课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生活性；（2）开放性；（3）
活动性。教材力求体现思想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现实性原
则、综合性原则和活动性原则。根据《品德与生活》课程标
准要求和本套《品德与生活》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教材将
以主题单元形式展开，并重点突出以下特征：

1. 从儿童真实生活出发实现学科内容的整合

教材不是从传统德育的规范体系或德目体系展开学习内容，
而是着眼于儿童现实生活的整体性，从学生生活原型出发，
重新融入儿童生活之中，有机整合为学习主题。

2. 强化教材的生活指导职能

突出教材的生活指导意识，发展儿童对幸福生活的感受能力
和创造能力。一方面通过现实情景的捕捉和再创造，让儿童
感受生活的美好和快乐，激发热爱生活的情感；另一方面通
过引入儿童生活中的典型问题，鼓励儿童自己在探寻问题解
决方案过程中，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展示儿童多样化的个
性和丰富的智慧，培养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3. 以活动型教学为主要特征的过程导向设计

教材试图从学生的学习行为出发组织主题单元，促进自主活
动，在学习活动的渐次展开中，引导教师重点关注学生学习
过程里呈未分化状态的整体学习状态和学习需要，使学生能



在活动的不断演进过程中实现原来被课程目标割裂的“情感
态度、行为习惯、知识技能、过程方法”目标的自然统整。

4. 让教师和学生走进教材，保持教材的弹性和广泛适用性

各主题单元均选择具有通用性的、可供师生具体真实地参与
的活动题材，使教材成为师生开展活动的指导，从而将各地
具体而微的自然、人文资源和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师生的
经验和兴趣等等都纳入课程资源体系，为师生在活动中进行
二次开发留有空间.

《品德与生活》课程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因此本册教材
是培养儿童能够健康、安全地生活（儿童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愉快积极地生活（儿童生活的主调）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
（儿童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要求）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
（时代的进步对儿童提出的要求）。

1、通过深入浅出的、道德的、科学的、生活的启蒙教育，引
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习做人。

2、努力创设适宜的活动环境与条件，灵活多样地运用教学活
动和组织形式，结合实际地培养儿童的品德儿童的好奇心，
引导儿童探索的欲望。

教育的针对性，突破性。

(略）

陕西省教案粤教版篇四

新学期教学要上一个新的台阶。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20xx小
学四年级品德与社会教学计划，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学情分析



学生大部分有较强的学习积极性，少数学生学习习惯欠佳。
本学期将从学生学习习惯入手，着重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
惯。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感受生命的美丽，知道世界因为生命才美丽，人类应该善
待、关爱生灵万物。知道生命是宝贵的，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呵护生命。

2.初步具备防范意识，了解与小学生生活相关的安全标志和
设施，注意公共安全。

3.知道家庭经济来源有多种形式，了解自己家里的主要经济
来源，体会父母挣钱的辛苦，了解家庭必要的生活开支。学
习合理消费，熟悉本地主要的购物场所，掌握购买商品的基
本常识，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4.了解残疾人、老年人、生活有困难的人懂得与邻里乡亲相
互理解关照，不给邻居添麻烦。

情感目标：

1.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激励、了解一些可以挽救他人生命。
没有伤害的行为，敬佩为拯救他人的生命献出爱心的人。

2.具备基本的自护自救能力。

3.引导学习合理消费，熟悉本地主要的购物场所，掌握购买
商品的基本常识，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4.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体会到大家的事情要靠大家来做。



三、教材分析

1.《珍爱生命》主要是唤起学生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

2.《安全的生活》通过指导学生的生活，出尽学生过一种安
全的生活。

3.《花钱的学问》引导学生正确的消费理财观，提高他们的
消费技巧。

4.《关心你、爱护他》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弘
扬人文精神，对社会充满责任感。

四、教学进度

第一单元6-8课时

第二单元8课时

第三单元8-10课时

第四单元8-10课时

总复习

五、教学措施

1.独立阅读，自主学习，理解主题文字的大意。

2.借助插图，引导学生从各个事例中进行分析、比较，强化
主题思想。3.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大胆提出问题、
合作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4.收集、整理资料。



5.模仿演示。

6.换位思考。

陕西省教案粤教版篇五

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宗旨在于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
发展，为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成为具有爱心、
责任心、良好的行为习惯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扎实的基
础。

全册教材共有三个单元，分别是《屈辱与抗争》、《中国人
民站起来了》、《建设民主富强国家》。《屈辱与抗争》这
个单元包括三个小主题，分别是：《血泪国耻》、《悲塣的
抗争》、《探求救国之路》。第二单元包括二个小主题，分
别是：《来到嘉兴南湖》、《追求先辈足迹》、《开国大典》
第三单元有三个小主题，分别是：《人民当家作主》、《祖
国走向富强》。

六年级大多数学生对品德与社会这一学科很感兴趣，学生对
社会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对社会常识和社会生活能力有了
一定的了解。通过“体验”、“尝试”、“调查”、“讨
论”等方面开阔学生视野，使学生通过对教材的学习，促进
良好的品德形成和社会良好发展，特制定本学期教学计划。

1、了解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抗争，使学生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
自豪、骄傲和责任。

2、体验民主的生活、学习氛围。懂得参与集体的民主生活是
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要了解自己的特点，发扬自
己的优势，要有自己的信心。

3、了解社会生活中的民主，直面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认
识自我，认识社会，解决生活中的困惑，探索做人的真谛。



4、学会独立，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5、感受祖国塣丽的山河，多彩的民族风情，古老的中华文明
和今日的辉煌。

6、走向世界，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感受和探讨人类
文化的异彩及共同面临的问题。

1、全面把握课程目标：品德与社会课程目标的三个方面是一
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帮助学生获得丰
富的情感体验，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提高适应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从而整
体地实现课程目标。

2、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在教学时要善于调动和利用学生已
有的经验，结合学生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共同探究
学习主题，不断丰富和发展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在获得
内心体验的过程中，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价值观。

3、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儿童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品德形成
和社会性发展，是在各种活动中通过自身与外界的相互作用
来实现的。教师创设学生乐于接受的学习情境，灵活多样地
选用教学组织形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生动活泼的发展提
供充分的空间。注意引导学生从自己的世界出发，用多种感
官去观察，体验，感悟社会，获得对世界的真实感受，让学
生在活动中探究，在探究中发现和解决问题，要及时鼓励学
生的各种尝试和有创造性的思考，引导学生得出有价值的观
点或结论。

4、充实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要注重与语文等学科教学内容的紧密结合，
注重与学生生活和社会的联系，要把静态的教学内容和学生
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教学内容可以从教科书扩展



到学生的整个生活空间，包括社会生活中对儿童发展有意义
的题材，把教学内容与本地区实际有机联系起来；同时关注
社会新的发展和变化，及时丰富，充实课程内容，增进课程
内容的现实性和亲近感。

第12周91912血泪国耻（）4

第34周913926悲塣的抗争4

第56周9271010探求救国之路4

第78周10111024来到嘉兴南湖4

第910周1025117追求先辈足迹4

第1112周1181121开国大典4

第1314周1122125人民当家作主4

第1516周261219祖国走向富强4

第1720周1220116复习4

第21周117123考试2

第22周124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