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优秀10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一

黑白，这种冷色调冲剂在我生活的世界中。

黑暗中，那富有活力的广播，将我从温暖的梦乡中强拉扯起
来，睁开眼，便看到许多忙碌的身影，穿衣的。刷牙的。洗
脸的……在几分钟内，乱糟糟的整栋宿舍楼，就已经人去楼
空。而天空仍然浑浊，头脑还是混沌。冷仿佛不放过任何一
个角落，一有机会就往你的衣领里冲，使你冷得眼前发黑。

这样的冬天，零度似的生活一直折磨我到开春。磨练，把我
从一个菱角分明的山石，磨成了一颗表面光滑的鹅卵石。

灰蒙蒙的冬天，让人感觉大片大片的'云都快要沉下来。教室
的人大部分都在为自己的前途而努力着，却依然可以看到心
不在焉的同学，小小的课桌上尽可能地堆满书，直至让老师
看不到自己才甘心。老师在上面绘声绘色地讲解着，似乎要
把所有的知识塞给我们。而课桌上只能放下我沉睡的脑袋了，
所以黑色成了这个冬天的主色调之一。

下雪了，外面一片白，白晃晃的直闪人眼。教室窗户的玻璃
上冒着一层白雾，靠墙的同学随手就在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
动物的图案，像哪东北的窗花，知识颜色不同罢了。

不经意间，春天又已来临了。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二

《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一课是小学二年级科学第二单元材料
的第一课，主要目标是让学生知道我们周围的世界可分为自
然世界与人工世界，人工世界的物品是由人类设计并制造的，
物品又由不同的材料制成。

我首先通过放映幻灯片，让学生们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明
确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并能准确分辨出自然世界与人工世
界，最后得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自然与人工世界。

然后观察身边的各种物品：窗户是玻璃的，衣服是布的，桌
子的桌面是木头的，桌腿是金属的，书是纸做的，气球是橡
胶的。

教师在黑板上板书各种类型材料的名称。

分发实验材料并让学生按黑板上的类别分类。

问题：实验过程有些混乱，有的小朋友拿出气球用嘴巴吹，
有的拿着橡胶手套就拿往手上带，有的拿木棍、勺子、碗敲
打。

改进措施：提前说清楚实验要求（指定实验小约定。）；细
化实验过程，老师先演示把某一类材料的物品分类，让学生
按照演示做；加强课堂组织的能力，多向有经验的老师们学
习。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三

1、了解自己所居住的小镇的名称及环境设施，了解它们给人
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2、培养爱护自己的居住环境的意识和情感。

1、请家长向孩子介绍自己所居住小镇的名称，认识小镇的周
围环境、设施，以及各种设施的作用。

2、教师事先做好辛丰镇各种设施的ppt。

1、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住在哪里？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幼儿根据生活经验回答。

教师：基冯村、东彪村、沿街村……它们都属于辛丰镇，可
以说辛丰镇就是我们的家乡。

2、出示教学ppt，了解辛丰镇各种设施及其作用。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辛丰镇的许多照片，我们来看看这些
地方我们有没有去过，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2）幼儿欣赏ppt。

师：谁来告诉我刚才看到了辛丰哪些地方的照片？它的作用
是什么？

“请小朋友们先相互讨论一下，然后再告诉大家。”

教师总结：小吃店可以为人们提供饭菜；菜场有许多荤、素
菜，人们下班后可以去买菜，不必到农民伯伯的田间去采摘，
节约了时间；超市里的东西更是丰富多样，人们可以随意挑
选、购买；医院可以为人们看病；还有幼儿园和中、小学，
让孩子们接受教育……总之，小镇中的各种设施都为人们的
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



3、帮助幼儿了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活质量的改善。

1）介绍各种轴承厂，了解经济条件的提高给人们的生活质量
带来了变化。

出示农民公园图片，介绍其中的设施设备，让幼儿感受到农
村也像城市一样在飞速发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人觉得
很舒服。

2）培养幼儿爱护环境的意识和情感。

教育幼儿要爱护环境，不随手乱扔垃圾，爱护辛丰镇的花草
树木，还要多植树、多栽花，美化环境。此外，还要督促家
长们也要这么做。

5、画画我们设想的新辛丰。

师：小朋友们都来爱护、美化环境，我们辛丰镇会越变越美，
现在就请小朋友们将我们想象中的美丽辛丰画下来吧！

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重点指导幼儿合理构图，均匀着
色。

6、展示幼儿作品，请小朋友们相互欣赏。

提问：你最喜欢哪个作品？为什么？

7、教师小结。

总结一些幼儿生活中的非环保行为，教育幼儿要时时事事爱
护我们的环境，美化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四

认识19个生字。

3、初步养成留心信息的.好习惯，逐步学会搜集信息、运用
信息，善于和别人交流信息。

1、能正确利用媒体，学会选择信息，趋利避害；

2、初步养成留心信息的好习惯，逐步学会搜集信息、运用信
息，善于和别人交流信息。

利用网络搜集自己需要的信息。

了解住处传递方式的变化及这些变化对人们生活、工作和学
习的影响；初步养成留心信息的好习惯，逐步学会搜集信息、
运用信息，善于和别人交流信息。

认真读课文，弄懂不理解的词句，了解古代人们是怎样传递
信息的，并谈谈自己的感受。

提示：主要是让学生古代人们信息传递的非常不方便，从而
为如今信息传递方式的飞速发展感到自豪。

先让学生自由回答。然后让学生自由学习阅读材料2、3、4部
分，了解现代的信息传递方式。

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把握自己》，看看网络在给我们带
来无限方便的同时，又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危害吧。

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说给大家听一听。

我们如何利用网络为我们服务，而尽量减少网络给我们带来



的危害呢？大家自由讨论。

调查全家人一天中获得的信息及渠道。

远古：口耳相传或借助器物  非常慢，不方便

古代：靠驿差长途跋涉

近代：依靠交通工具的邮政

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现代：电报、电话

当代：计算机网络    非常快捷方便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五

第一单元 我们生活的地方 3.我们生活的地方变了样

一、主题目标：

1.对生活周边的事物有探究的兴趣，能留意自己周围生活的
变化。2.为家乡的发展变化感到高兴与自豪。3.憧憬家乡的
未来，愿家乡的明天更美好。

二、设计理念：

活动是本课程教与学的主要形式。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活动
的过程、方法和技能与知识融合起来，尽量避免直接讲授知
识或罗列事实与答案。活动设计要具有趣味性和可操作性，
重视儿童的直接体验、亲身感受，让儿童能以讨论、观察、
调查、实验等多种方式去学习。

三、教学流程：



（一）采风活动 1.创设情境：

师：同学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的地方正在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先让曾佳伟同学带领大家去看看他
的家乡发生了哪些变化。

师：同学们，你们听曾佳伟同学说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
（学生自由畅谈）

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自由组合，讨论采风的时间、地点，
以什么方式收集材料，从哪些方面着手。各小组进行交流，
互相补充、完善活动计划。

（二）整理活动

（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学生们情绪高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由交谈。4.激
趣引导

师：同学们，老师真是感动极了，今天的家乡是美的，明天
的家乡会更好！让我们共同来记下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用
全部的感情来歌颂我们美丽的家乡吧！

（三）“家乡的今天与明天”主题活动

播放歌曲“美丽的家乡”营造气氛，学生组织活动。

同学们将家乡的变化编成儿歌、快板、评书、歌词，介绍自
己收集的家乡变化的资料。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六

秭归实验小学：贾艳华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我们使用的教科书不是作为知识的载
体来供老师们讲授的。而是教师引发儿童活动的工具，是儿
童开展活动时可以利用的资源。那么怎么利用好这个资源呢？
我联系本校学生的生活实际，准确把握教材，根据实际调整
教材。当然，这样做不是说就不要用教材了，因为教材中有
很多很好的例子，不仅可以让学生知道其他地方的变化，同
时还可以帮助学生拓展思考的范围。《我们生活的地方变了
样》的教材中展示了很多照片，既有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
更有人们精神面貌，物质文明的变化，在课前准备活动中，
也要求学生也来找找自己家门前的变化，这样，就能对学生
起到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

1.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创造性”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在
《我们生活的地方变了样》的教学环节中，我先让学生找找
家乡的变化，再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想象自己未来生活
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的？要求一提出立刻学生来劲了，有的
发现学校没有休息的场所，他们想把学校修得更大，还有的
想在自己家门口修个草坪和游泳池。这样学生的创造性一下
被激发了起来。

2．培养学生收集资料能力

我们常常觉得低年级的学生太小了，往往总是想通过课堂教
学多给他们一些，多教他们一些，却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最
大缺点就是忽视了学生本来可以培养的能力，所以教师可以
大胆一些，放开手脚让学生自己去做，也许会获得意想不到
的结果。这次在教学《我们生活的地方变了样》之前，我要
求学生自己去调查、了解生活地方的变化，并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记录下来。没想到在课堂上交流的时候，学生的交流方
式各不相同，但效果的确不错„„通过这一课的教学，我深深
地体会到：给学生一些机会，他们能做得很好。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我们的教学策略都将面临一个个新的挑
战，我作为一名一线的教师，在我的教学中我将认真研读教
材，准确把握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的设计活动化，让品德课
堂真正地回归儿童的生活，引领儿童健康成长。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七

本周给孩子们上了二单元第一课，这节课的学习需要准备许
多材料，我想是让孩子们自己带还是我给他们准备呢？在完
善了教学设计后，做了点修改。将材料的准备这一工作由老
师来完成。

首先在课堂导入部分，简单让孩子们举手回答一单元我们学
了什么，让孩子们复习巩固乐知识点，也为本节课的学习做
了铺垫，同时将孩子们的回答有意识的进行板书：天气、季
节、太阳、月相、土壤、动植物......进而引出本节课的课
题，这些都属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事物——《我们生活的
世界》。接着提出问题：“同学们能否还能观察我们的生活
世界，你能不能再说出一些生活中常见物体的名称呢？” 我
先给孩子们做了示范：“老师现在写字都黑板，也属于我们
生活世界，你还能不能说的更多呢？” 这样孩子们就能回答
出：铅笔、书包、桌子、椅子......（同时有意识的进行板
书）为了让孩子们说的更多，我才去了小组开火车的方式：
一列小组为一个团队，一次说出物体名称，不能重复前面同
学说的，挑战成功，就可以为小组挣得一颗星。孩子们都非
常积极，并且安静倾听前面同学说的名称。

之后提问：说了这么多，能不能将这些来分一分类呢？就以
敬老师黑板上的事物来说，你不能能帮帮敬老师来分一分呢？
并且说出你分的理由。许多孩子第一时间会根据用途来分，
比如桌子和椅子为一类，也会说硬的软的为一类，这时候也
要给他们鼓励和表扬，同时引导他们像大自然和人工靠近。
最后得出我们的世界能分别两大类：自然世界、人工世界。
最后展示许多图片让孩子们立即说出是属于自然世界还是人



工世界。

接着提出问题，现在要加大难度了，同学们能不能见我们的
人工世界再来分分类呢？这时展示我带来的“百宝箱”。敬
老师今天带了一个百宝箱，里面全是人工世界的物体，你能
在对他们分一分吗？说说你分的`理由。（依次将袋子里的物
体给同学们展示）然后给孩子们思考的时间，请同学上台来
分，一个类别的放在一起。有的孩子会按照用途来分，有的
会按照能动的和不能动的来分，大部分孩子还是会根据这些
物体的材料来分。（金属：剪刀、回形针、勺子 塑料：塑料
袋、一次性饭盒 陶瓷：咖啡杯、小碗纤维：红领巾、毛巾木
头：筷子橡胶：气球，洗碗手套 玻璃：烧杯，水杯。） 为
了让每位孩子都能参与进来。在同学上台分完之后，我在叫
孩子们四人小组讨论，看看你们周围还有哪些能够根据刚才
我们总结的材料来分，并且要说出各种材料有什么特点，然
后每一组派代表发言。（这时孩子们能说出更多：笔盒属于
金属类，很硬，是铁做的、戴的眼镜上的眼镜片是玻璃做的，
透明的等等）

最后让孩子们完成手册上的学习内容，完成后在老师的带领
下，进行批改。（这里也给孩子们解释了什么叫烧杯，因为
有的孩子会把烧杯和量筒搞混。给孩子们讲了烧杯是用来干
什么的，以后我们也会经常用到。）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家乡的变化，感受家乡的发展。

2、展望家乡的未来，提升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培养建设家乡、
为家乡争光的意识。

教学过程 第 一 课 时 活动主题：我看到的变化 教学准备



2、说一说：阅读教科书第11 一12 页，说说书中小朋友生活
的地方发生了哪些变化？指名学生回答，并请其他学生进行
补充。

3、提问过渡：我们生活的地方有变化吗，有哪些变化呢？

4、小组活动：我了解的生活的地方的变化。

学生分组，在组内展示课前搜集的生活地方的新旧照片，通
过新旧照片的对比，说说生活的地方发生了哪些变化。

5、各小组派代表，说说本组成员共同发现的变化。教师根据
学生的发言，将变化的内容写人或将学生提供的新旧照片贴
在相应的框中（如下图）。

城市建设环境情况住房情况其他情况资料来源

6、小结要点：我们用眼晴去观察，到处都有变化。我们用心
感受，我们生活的地方越来越好。

学生搜集的关于生活地方变化的资料可能比较散，教师要注
意在活动中指导学生进行分类、归纳。

教学拓展

将学生畅想生活地方的未来的作品收集起来，布置成一块展板
《 我们生活的地方的未来蓝图》。

第二课时

活动主题：欢迎你来做客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卡通木偶一个。教学过程

2、学生分组，共同商议如何给丹丹介绍我们生活的地方。



5、写一写：给丹丹的朋友写一封信，向她介绍一下我们生活
的地方，并邀请她来做客吧。

6、评一评：请几位学生读一读自己写的信，教师引导其他学
生评一评，他们这样邀请丹丹的朋友好不好。

教学要求

为了增强真实感，让学生人情人境，也可借助课件模拟“丹
丹”形象，让学生的介绍以“丹丹”为对象，进行模拟表演。

教学拓展

可以在学校的支持下联系手拉手学校的领导及老师，安排学
生一对一地结对相互通信，介绍自己生活的地方。

1、学生能否发现与感受到生活的地方发生的变化

2、学生能否对生活地方的未来做合理化的想象，是否有创新
与独特之处。

3、学生是否能积极热情地参与到活动中。

4、学生能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班会教案篇九

本周进入二单元第一课的学习。情景引入：跟着小猪佩奇一
家到刘博士家里，由路上的风景（视频）引出自然世界和人
工世界，这里就很自然也的提到了分类。帮助刘博士整理物品
（根据已有的实验材料准备了十四种物品），提问：可以怎
么整理？学生提到了可以分类。

提问：分类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学生说到了分类标准。



提问：说一说你的分类标准是什么？学生有说到根据用来吃
饭的和不用来吃饭的、根据形状来分、根据大小、根据颜色、
根据是金属还是塑料还是木头等（学生提到这一点时引导学
生说出这是材料的不同）。这里提到刘博士就是研究材料的
科学家，所以今天我们根据材料的不同来帮助刘博士进行分
类整理。

提问：将物品分类我们第一步可以怎么做？怎样更便于分类？
学生说到可以编序号（引出第一步编号）。在编号时也将材
料简单的向同学们介绍一下。

分类活动开始之前先说分工，小组长和纪律组长组织好同学，
实验组长取放材料，材料组长领还材料，计时组长注意提醒
时间，记录组长负责填写实验记录单。（因为之前小组在合
作时分工不明确，合作完成的不好，所以在这节课时强化了
分工以及合作的重要性）

提醒：实验材料要保护好，易碎和已丢失的小件物品要特别
注意。

活动开始：大部分孩子能知道自己做什么，分类活动能顺利
进行，在规定的时间内（5分钟）能完成实验。学生不太熟悉
的橡胶材料和纤维材料在实验过程中有学生问到都给予了简
单的说明。

分享交流：请一个小组的同学来说一说他们的分类结果。有
异议的再接着补充，最后展示正确的分类结果。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物品准备了有纸杯和纸片，学生认为纸
也是材料的一种，我提前查询了资料，一般造纸的原料是纤
维物质，这里是不是应该分到纤维材料这一类？但是学生对
于纤维的认识比较少，而且后面还要学习纸的知识，这里有
必要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吗？课堂上我的处理方式是这里暂时
留有一个疑问，后面继续探究。



本节课分享交流的时间还不够，下节课还要花点时间总结一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