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和书的故事教案 好的故事教学
反思(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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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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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书的故事教案篇一

《好的故事》是一篇精读课文。本文是现代文学大家鲁迅
于1925年创作的一首散文诗。此文通过对梦境中“好的故
事”的描绘，反映了作者鲁迅在希望与失望的矛盾中，启示
人们毁掉“昏沉的夜”，实现充满“好的故事”的生活的强
烈愿望，表现了鲁迅先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歌颂，对理想
的热烈憧憬。全文景物写得真实、细致，且景中有情，情中
有意。

本课围绕着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1、深入了解作者写作背景。一篇文章，想要深入地了解文中
意思，必须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本课一开始，我先出示作
者写作时的背景：此文写于1925年，当时的中国及其混乱，
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很艰苦，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同广大人
民一样，期望美好的未来尽快到来，故作此文寄以希望。在
这种背景下，同学们就知道为什么作者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
了。

2、小组合作，排除阅读障碍，朗读课文，对于文中不懂的字
词通过课文注释、查字典弄懂。我在一旁及时引导。

3、我引导学生体会文章结构安排上自然流畅、脉络清晰的特
点。通过朗读、熟读课文，理清课文的顺序，首先引出梦境



中的“好的故事”，其次，集中写梦境中的好的故事，然后
写梦中所见的“现在”“好的故事”，最后，写“好的故
事”的破灭。通过这个线索，让学生理清了课文的内容，有
助于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理解作者为什么要描写这样一
个“好的故事”。

在教学这一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成功的。课程中，
我注重创设民主、平等的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和
学生平等对话，借助一些特殊词的解释，例如“美丽、优雅、
有趣”等词语，让学生体会到，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好的故
事”，从而理解“好的故事”的形象，让学生理解为什么作
者会希望这样“好的故事”，其次我注重学生的朗读，在读
中感悟作者所蕴含的感情。我引导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朗读，
学生们通过个人读、小组读、默读、集体读等读书形式，走
进课文，理解作者想实现充满“好的故事”的生活的强烈愿
望。

虽然这一课的学习中，有成功的地方，但教学永远都是有缺
憾的。在本课中，我在课堂上的关注面窄，只注重了那些举
手的同学，没有关注那些不举手的同学是不是跟着思路在学，
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所要求的内容。

如果重上这节课的话，我会在之前成功的基础上，对那些不
举手的同学采取鼓励、引导的方式，争取让他们回答问题，
关注全班同学的学习情况，让中差生也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

我和书的故事教案篇二

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从人物入手。故事中的人物非常简单，
只是一个代表某种意义符号。但是书中古人的缺点和所犯错
误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重复的。那么深入人物的内
心，去思其所思，想其所想，在孩子的头脑中塑造出真实丰
满的人物形象，贴近人物形象，由人推己，不是更有说服力
吗？于是课堂以叙事和议论的形式展开了教学。



以《滥竽充数》为例简单记录一下课堂经过。

揭题后，先认识“竽”字，看字型，观插图，认识了这种古
代乐器。接着解释“滥”字，再举例子帮助理解“充数”的
意思。题目的意思弄懂后引导学生针对题目提出几个常规性
的问题，比如；谁滥竽充数？为什么要滥竽充数。结果怎样？
我们能从文章中得到什么启发？等等。这些问题并不难，因
此由学生自己读文解决。每个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连起来讲
了讲这个故事。接着继续进行集体交流讨论，目的是引导学
生用“今人”的眼光去解读，研究文中的人和事。

如在讨论南郭先生为什么要冒充会吹竽的人时，大家的思维
已经开始活跃了。用今天人选择职业时的想法结合文章中的
相关词句来揣测，我们讨论的结果是：

1、这个工作比较轻松还挺体面的，可能俸禄也比较高，因
为“齐宣王喜欢听吹竽”；

3、此外他还善于伪装。 “每当演奏时，他就鼓着腮帮，按
着竽眼儿，装出会吹的样子”，这是他细心观察和成功模仿
的结果。

4、他也要养家糊口，可是可能没有什么别的本事，而他又怕
吃苦，所以想去冒个险。

接着，我让同学们想象一下，这个南郭先生第一次伪装时的
情景。有的说：“他也很紧张，怕被发现。但是要故作镇定，
避免穿帮。”有的说：“他不会很紧张，因为他已经从混进
来的过程中发现那个齐宣王肯定不会识破他，周围的人也不
会多管闲事，说不定还有跟他一样滥竽充数的人呢。”不管
怎么说，第一次南郭先生确实成功了，得到了俸禄。这一环
节的设计，实际上是要学生了解人们在犯这样的错误时候存
在的侥幸心理。以及当错误没被发现时的沾沾自喜，自以为
是的想法。这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的。这



个讨论的结果正是我想要的——让学生由文中人物联想到自
己，检讨自己。接着我们继续想象南郭先生拿到俸禄后的得
意样子。让学生把刚才讨论得到的想法变成语言说出来，进
行说话训练。“他怎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决定。”注意表
达的逻辑，把前因后果有条理的说出来。这个说话训练其实
也是对故事的上半部分的一个小结。

紧跟学生的发言我用这样一段话来过渡教学环节：“确实，
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不少人善于伪装，也会耍小聪明，取得了
一定的利益。但是这样不诚信的行为能永远装下去吗？”故
事继续发展，我们的讨论也在继续。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
即位了，当南郭先生听说这个新王喜欢一个个听吹竽时会是
什么样子呢。学生继续走进人物的内心，以角色表演的形式，
替文中南郭表达了紧张，烦躁，害怕，如热锅上蚂蚁的样子。
这一环节的设计也是为了让学生更深刻认识人物的错误。再
其他同学对文中人物说一句精辟的话来帮助南锅先生认识错
误，改正错误。这时候如“骗的了一时，骗不了一
世。”“真才实学才能受益终生。”“知错就改，为时不
晚”等精彩话语很自然的出现在学生的语言中了。这样语言
训练和思想教育这两个教学目标基本达成。课堂轻松幽默，
学生议的热烈，说的精彩。感觉非常好。作业是续写这个故
事，要求从人物的性格，思想的可能性，推测故事的不同发
展结果。

与文中人物的充满人情味的进行对话，使课堂变的很鲜活，
人物形象不在是一个符号，而成了身边的人，或者就是自己。
这样的语言训练发自内心。这样的思想教育就更能打动孩子
的心吧。

我和书的故事教案篇三

学前班正处于语言学习的启蒙时期，幼儿学习的特点是离不
开具体丰富的生活经验，因而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内容与
组织离不开生活实际。我根据活动目标，尤其是教学重点、



难点与幼儿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把它
适当安排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在讲新课的时候，我采取邀请
学生做游戏的方式，开始课程。学生边做游戏，教师边提问，
并在提问的过程中，渗透本课的基本句型“谁做什
么？”、“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什么时候，谁在什
么地方做什么？”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
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身心潜能，省时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同时，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心理素质，
使智力和非智力品质协调发展。设计游戏的目的要引导学生在
“玩”中学，“趣”中练，“乐”中长才干，“赛”中增勇
气。把有趣游戏展示在学生面前，学生们都喜形于色，跃跃
欲试，迫不及待地要参加，并自觉地遵守游戏规则，努力争
取正确、迅速地完成游戏中的学习任务，即提高了学习效率，
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组织纪律性。在这个游戏中，
开始学生依据生活实际想出结果，慢慢的学生就会形成说完
整话的思维模式，为学习其他句式做了铺垫。

但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学生对基本句式掌握的不牢固
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在开始学习基本句式时，问题的设计、
语句完整的训练，没能从学前班学生的实际出发，致使学生
对句式理解不够透彻。还有就是，情景设计的连接性，和没
能充分的利用所创设情景，导致学生，在后半节课的学习主
动性不强。针对这些问题，我打算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及
时地吸取教训，在备课的过程中，反复的研究教材，推敲所
设计的问题是否合理，并符合学生的实际。加强情境运用与
教学相结合。

语言教学的有效方法需要我们来创造，只要我们善于把语言
变活，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相信我们的学生定能在
语言学习生活里尽情驰骋并乐此不疲！

故事是幼儿最爱的一种文学形式。通过故事教学，能培养幼
儿良好的品德，帮助幼儿发展语言的方法。对于小班的幼儿
来说，是以教师讲述故事为重要部分。



对于小班的幼儿来说，教师在讲述故事时，咬字要清楚，速
度要适当，咬字清楚是为了让幼儿字字听的清楚，节奏要比
平时谈话稍慢，使他们一边听一边想；讲述故事时，面部表
情，眼神和手势都要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样
对小班的的语言表达起辅助的作用。

作为教师，对故事教学中往往不是只讲一遍的而要讲多遍，
都要注意方式的变换，才能幼儿倾听的积极性。而我在上阿
文的小毯子的时候，我在讲述第一遍时就直接用上教具，已
经发现有幼儿开始把注意集中在挂图上，对故事的倾听兴趣
不高，在给幼儿第二，三遍讲述过程中还是简单的用了挂图
的形式，没变换方式，以至在讲述第二遍的过程中幼儿的注
意力更加不集中，甚至有的幼儿开始互相说话，因此整个活
动来看效果不明显。其实现在来看，其实一般讲第一遍的时
候，以不用直观的教具为宜，因为直观的教具容易分散幼儿
的注意，不利培养幼儿倾听的习惯。

在故事中的提问，对于小班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只能是一
些简单，细小的问题。而不能像中大班的那样以提出一连串
的问题，让他们连贯的回答，而我没考虑到小班的水平，()
在上阿文的小毯子时，提了一个教不医回答的问题，我说：
阿文在午睡的时候悄悄的对小毯子说了什么？对于提出的问
题发现幼儿没有一个答的出来，因为问的句子什么意思其实
幼儿都还没听明白，以至于幼儿都不知道。其实作为教师要
引导幼儿去回答，我们说答案虽然长些，但不要求一个幼儿
连贯的回答，教师自己或智力较高的幼儿师范，再让幼儿按
顺序联系连贯的讲述，这样的效果会要幼儿跟容易接受、理
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回答不出的或回答错的了的幼儿，教
师不应该表示厌烦，而要肯定他们愿意回答。教师应该是启
发和提示，尽量帮助幼儿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总之，要让
全体幼儿都回答问题的机会，以提高语言能力。

对于小班的'幼儿来说，教师在讲述故事时，咬字要清楚，速
度要适当，咬字清楚是为了让幼儿字字听的清楚，节奏要比



平时谈话稍慢，使他们一边听一边想；讲述故事时，面部表
情，眼神和手势都要随着故事 情节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样
对小班的的语言表达起辅助的作用。

我和书的故事教案篇四

1、能积极参与游戏活动，理解故事内容，体验参与文学活动
的快乐。

2、会比较连贯地学说短句：我吃了**。

3、能简单复述故事内容，并进行角色表演。

4、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重点：积极参与活动, 学说短句：我吃了**。

难点：乐意运用语言交流,学说完整话。

1、三首音乐(游玩、睡觉、讲故事)

2、场景苹果树(苹果贴图)、香蕉树(香蕉贴图)、小树(树叶
贴图)

3、毛毛虫头饰每人一个

4、故事幻灯片

(一)幼儿随音乐进入活动室

幼儿头带“毛毛虫”头饰，随音乐模仿毛毛虫爬行的样子进
场。“ 今天天气真好，小毛毛虫们快和姐姐一块出去玩儿吧。
”(播放游玩音乐)

(二)幼儿游戏



1、观察小树林

2、游戏“毛毛虫的故事”

(1)教师示范

(2)幼儿尝试

(3)幼儿再次尝试(巩固练习)

(4)幼儿休息

3、结合幻灯片讲述故事(故事见附后)并提问

(1)故事的名字叫做什么?毛毛虫都吃什么了?

(2)毛毛虫吃饱以后睡着了，接着变成了什么?最后变成了什
么?

4、音乐游戏：毛毛虫变蝴蝶

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吃东西，一直都长不大，妈妈很着急，就
对我说：“宝宝，你要吃很多东西，长大才能变漂亮的’。
听了妈妈的话，(边翻书边讲述)我来到苹果树下，阿乌，阿
乌，我吃了一个红苹果，又来到梨树下，阿乌、阿乌我吃了
一个黄梨子，接着又来到长满绿树叶的小树下，阿乌、阿乌
我吃了一片绿树叶，这回，我真的吃饱了，我要美美地睡上
一个很长很长的觉，我呀变成了一只蛹，把自己包在里面，
不让别人去打搅我睡觉，等我睡醒了，换了件漂亮的衣服从
蛹里出来了，你们猜我变成什么拉?(幼儿自由发言)，毛毛虫
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在天空飞舞呢。

在日常的生活中，当孩子们看到毛毛虫的时候总是会表现出
好奇、害怕等等各种各样的反应。然而，绝大多数幼儿并不
知道毛毛虫最终会变成美丽的蝴蝶。我们试图通过一个生动



的小故事，帮助小班幼儿感知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过程，同
时让幼儿会比较连贯地学说短句，使幼儿在一边游戏一边讲
述的过程中，充分理解故事，体验参与文学活动的快乐。

小班孩子年龄小，具体形象更能充分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了
让孩子能够融入到整节课堂当中，我精心准备了教具：为每
位幼儿准备了毛毛虫头饰，布置场景(三棵果树)，果树上的
果子要能够方便摘取并能粘在自己的肚子上，还能确保不会
容易掉落等等。

在做好教具后，开始找适合活动所需的音乐。在三段适合不
同场景的音乐，如：爬行时活泼、有趣的音乐，睡觉时舒缓
的音乐，讲故事时舒缓的音乐，还把奥尔夫音乐《毛毛虫和
蝴蝶》融入贯穿到游戏当中，使幼儿能根据听到不同的音乐
做相应的动作。在找音乐时，首先考虑节奏是否适合，还要
听旋律是否适合每一个活动过程。一节活动的效果怎么样，
配乐和活动准备都很重要。根据故事，我还制作了幻灯片，
边讲故事，还能边给孩子看，符合幼儿的具体形象思维。我
觉得这节活动的课前准备比较充分了。

活动开始以毛毛虫妈妈带着宝宝出去游玩的时候进入小树林
里，发现了红苹果、黄梨子、绿树叶开始了活动。开始部分，
宝宝都能跟着老师的思路，宝宝的兴趣一直很浓厚，当我说
我们吃饱了的时候，突然有位孩子说，那我们就睡觉吧，对
于孩子突然的发言，我觉得有点意外(这可能和孩子的生活经
验有关系)，而我在课中也没能接过孩子的话。活动中总是会
出现一些突发状况，教师要考虑得更广泛，不仅要备教案更
要备孩子，关注到孩子的言行并能及时地引导。活动过程中
我尽量启发、引导幼儿说完整的话：“我吃了一个xxx”，大部
分孩子都能用完整的话说出来，有个别孩子也能够在老师的
引导下说完整的话。

后面蝴蝶姐姐出来时，小朋友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了，活
动进入一个小高潮。在后面听故事时，因为有多媒体的介入，



加上故事讲述，有的虫宝宝还能看图跟着讲!故事结束后提问：
“猜猜我变成什么啦?”虫宝宝都知道是蝴蝶了。通过后面的
提问情况，反映出宝宝对故事内容已经理解，能回答老师提
出的问题。

整节活动我觉得和宝宝都比较融洽，玩得很开心，在玩的过
程中学习知识。但是，同时也出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比如没有接应孩子的提问，忽略了孩子，在今后的教学上，
我要尽量避免，争取做到最好!

我和书的故事教案篇五

故事是幼儿最喜爱的一种教学形式。通过故事教学，能培养
幼儿良好的品德，帮助幼儿正确发展语言。对于小班的幼儿
教学来说，应以教师讲述故事为主要部分。

教师在讲述故事时，咬字要清楚，速度要适当，咬字清楚是
为了让幼儿字字听得清楚，节奏要比平时稍慢，使他们一边
听一边想；讲述故事时，面部表情，眼神和手势都要随着故
事情节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样对小班幼儿语言的表达起辅
助的作用。

作为教师，对故事教学中往往不是只讲一遍而是要讲多遍，
而且要注意方式的变换，这样才能激发幼儿倾听的积极性。
我在讲《鸭妈妈找蛋》的时候，在讲第一遍就直接用上了教
具，当时已经发现有的幼儿把注意力集中在挂图上了，对故
事的倾听兴趣不高，在给幼儿讲述第二、三遍的过程中还是
简单的用了挂图的形式，没变换方式，以至于在讲述第三遍
的过程中幼儿的注意力更不集中，甚至有的幼儿开始互相说
话，因此整个活动来看效果不明显。其实现在来看，一般在
讲第一遍的时候，以不用直观的教具为宜，因为直观的教具
容易分散幼儿的注意力，不利培养幼儿倾听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