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信是金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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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诚信是金教案篇一

《诚实与信任》一文叙述了“我”深夜驱车回家途中，不小
心撞碎了小红车的反光镜后，主动留下姓名、电话，后来双
方通过电话使事情圆满解决，说明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
的道理。教学中，我设计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上课，我就问学生：“同学们，小时候你们一定听大人们
讲过《狼来了》这个故事，那个牧童站在山坡上焦急地呼救，
为何山坡下的人不去救助呢？你能说出其中的原因吗？”以
此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出课题。

课文第二部分写了“我”和小红车主人在电话中相互表示歉
意或感谢，情真意切，生动感人。我让学生反复诵读，给学
生适度的时间与文本“对话”，诵读、感受、理解、欣赏课
文，从“我”与小红车主人的“打电话”的这部分内容感悟
出了诚实和信任的可贵；再进一步地展开师生、生生间的对
话，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平等地交流，真诚地沟通，学
生的情感得以升华。

课文选取了生活中极其平常的小事，以朴实的手法加以描写，
但人物刻画得十分细致，人物“诚实”的美好品质感人至深，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后，我用课
后练习4“这篇课文为什么要用‘诚实与信任’作题目？想想
看，还能换个题目吗”作为思考题，让学生再读课文，寻找
答案。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学生说：“文中



的‘我’用诚实赢得了小红车主人的信任。”有的说：“诚
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是无价之宝。”有的说：“题目可
以换为‘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有的说：“可以
用“‘诚实的心灵’作为题目。”……学生真正理解了课文，
体会到了诚实和信任的重要性。

课尾，我布置作业：读有关“诚实的故事或名人名言，并适
当地摘抄下来。一方面帮助学生积累语言，另一方面强化学
生对诚实和信任的认识，进而转化为行动。

上这一节课我存在着不足。由于我一直教高年级，这节课我
教中年级，可能在设计教案的时候高估了学生的能力，所以
有部分内容没有讲完。如换一换题目这一内容，我想讲的时
候已经听到下课的铃声了，只好不讲了。这要课后找时间补
讲，因为这是课后的练习题，也是比较容易的。

我感觉到，学了这课，我和学生在心灵上都接受了一次洗礼，
相信我的学生和我都会受益终生的。

诚信是金教案篇二

本组教材的课文都是以好孩子、好品质为专题编排的。识字
课选的是与品质有关的对子；课文写的是具有好品质的主人
公：爱劳动的小白兔，练本领的小狮子，用实际行动帮助小
伙伴的安东，诚实的孩子雄日。本次口语交际的话题围绕
着“诚实”这个主题进行。画面上讲的事在生活中经常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做？课前，我让学生收集了有关诚实的
名人名言，搜集有关诚实的名人故事等。我结合本单元的课
文所要达成的教学目标，进行了精心设计，创设情境。

教学时，我根据创设的情境，带领孩子们走进故事中人物的
生活，使学生通过读故事，自己讲故事，感悟故事内容，从
中受到教育，愿意做一个好孩子，并且让学生交流彼此的想
法与做法。



接下来，进行口语交际《诚实的孩子》

情境1：有一天小松正玩得开心，一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

情境2：小松如实地向爸爸说明了情况，爸爸却打了他。

情境3：你打碎了花瓶，并诚实地向爸爸认错，你的爸爸会怎
样做?

孩子们在对诚实做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后，纷纷举手发表自
己的看法。

2.如果是你的东西被别人损坏了，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呢？

通过讨论、交流，不仅让学生知道了和别人交谈时，说话要
说清楚，听话要听仔细，而且还知道了弄坏别人的东西该怎
么做。很多同学通过这次口语交际知道了诚实是一个人最为
可贵的品质，知道了怎样与同学相处，信守诺言，做诚实的
人。

最后布置作业，课后回到家里可以与父母合作，表演给其他
家庭成员看。事实证明，大部分有能力的学生把自己在课堂
上的听到的同学们不同的应对办法记录下来。本节课学生的
收获颇多，明白了怎样做个诚实守信的人。学习了名人的优
秀品质。口语交际能力得到提高。

诚信是金教案篇三

《诚实与信任》记叙了一天深夜，“我”驱车回家途中，不
小心撞碎了停靠在路边的小红车的反光镜，于是我留下字条，
事隔三天，车主打来电话向“我”表示感谢的故事。除了具
体的文字，课文中的唯一一幅插图，也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
视，这幅图填补了文章的空白——看到字条，小红车主人的
反应——诚信所带来的温暖。写作特色上课文选取的是生活



中极其平常的小事，描写手法也极为朴实，没有华丽的词藻，
但人物的言行却感人至深。特别是课文的对话部分，尤为真
情意切，生动感人，让学生通过分角色朗读，体现其中蕴含
的人间真情。

“我”的诚实感动了小红车的主人，得到了他的信
任，“我”的诚实集中体现在了我留的这张字条，即留言条
上，因此这个教学环节我引导学生写这张留言条，一方面指
向了“语用”，另一方面还是指向理解，通过这一形式让学
生感受“我”的诚实是怎样的一张诚实，怎么会让人觉得如
此温暖、幸福。我先让学生回忆熟悉留言条的格式，再让学
生思考在这张字条中“我”会留哪些内容？（称呼、事实的
真相、表示歉意、自己的姓名与电话、提醒对方车子超出停
车线。）其中“提醒对方车子超出停车线”这一内容学生就
会出现用上课文中的“超出停车线二三十厘米”这样精确的
表达，为了体现字条的温度，提醒学生可以用“但我想温馨
提醒您，以后停车不要超过停车线，以免发生类似事故。”
这样有温度的话语。

课文中对话的.部分情真意切，特别感人，通过角色朗读，可
以让学生体会到“诚信”的魅力。先让学生自由朗
读——“自由朗读课文5到10“对话”部分，多读几遍，用心
读，把它读懂。”让学生对两个人物和对话有整体的感知，
感受到“这是两个有着金子般心灵的好人”“这是一次让人
感觉温暖的对话”。然后引导学生通过个别朗读，教师引导，
师生合作读，同桌读的方式，练习分角色朗读。学生在整体
理解的基础上，对角色的把握更好了，再加上教师的引导，
分角色朗读阅读越好，能把“我”和小红车的主人之间那种
珍贵的诚信理解并读出来。

诚信是金教案篇四

语文教育，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的多重功能和奠定作用，对
学生的影响是终生的，是极为深远的。一个人小学阶段熟读



过的东西，往往终生不忘，耳熟能详，影响人一生。进入新
课程以来，在语文教学中更多地从关爱学生生命发展的基点
着眼，而提倡个性化阅读、启发自由感悟和注重生命体验的
情况下，我们应该充分地依托课文的教育因素，重视价值观
的导向，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一、鼓励质疑，引导发现。

“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质疑是思维的导火线，是
学生自主学习的内驱力，是自主探究的源头。设计质疑的情
境，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造成认知的冲突，从而激发他们
自主探究的欲望。在《诚实与信任》一课开课时，我让学生
结合生活实际谈谈“诚实指什么?信任指什么?”调动学生以
有的知识积累进行质疑“此时，你的头脑中对什么最感兴
趣?”课堂学习的内容是学生的自我需要，引导学生去发现有
价值的、与文章中心有关的重点问题，学生自主探究的欲望
就调动了。培养了学生抓住重点词语质疑的能力，打开了学
生的思维，确定学习的目标，引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调动学
习的积极性，也激发了学生对价值取向的探究欲望。

二、感悟课文，激发体验 。

让文章本身去教育学生，使他们在多读多思中去自悟自得，
大可不必太拘泥于“搬运”别人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硬塞
给学生，因为这样的效果并不见得好。在《诚实与信任》精
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课文，围绕“‘我’的诚实表
现在哪里”这个话题让学生在读中勾画、理解、感悟;提
出“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作者留下联系的字条真傻”这一引起
争论的话题是学生在议中领悟，走进课文，与文本对话，从
课文中找出理由，感受到了“我”的诚实、光明磊落、不逃
避责任，为进一步升华认识铺路搭桥。在“作者的诚实还表
现在哪里”是使学生感悟到“我”的认错、认赔，意脉贯通，
自然的牵出小红车主人的“感动、感谢”，水到渠成的造
成“我”与他合龙之势。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同时体验到课文



其中饱含着人文教育“在这世界上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
就是诚实与信任”的人生哲理,真正做到了“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课文把学生引导到知识的海洋遨游，撷
取知识的珍珠，思考人生的哲理。学生在读中悟理，汲取做
人的精华。

当然，课文价值导向不能使学生仅仅局限于对文本的价值取
向的认识，但有点缺陷的真实远比强行统一的完美更有价值。
在课堂阅读过程中应当宽容学生的心灵感悟与自由表述，师
生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加以及时导向与点拨，引导学生从课
文中学会做智慧之人，善良之人。这一切一定能成为学生终
生难忘的记忆和无法重复的生命体验。

诚信是金教案篇五

一文叙述了“我”深夜驱车回家途中，不小心撞碎了小红车
的反光镜后，主动留下姓名、电话，后来双方通过电话使事
情圆满解决，说明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的道理。教学中，
我设计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抓住课题导入。一上课，我就让学生齐读课题后快速读
课文，找出点明课题的句子，朗读并质疑：为什么诚实和信
任比金钱更重要？如此直奔中心，引入对课文的学习。

二、多角度对话。课文第二部分写了“我”和小红车主人在
电话中相互表示歉意或感谢，情真意切，生动感人。我让学
生反复诵读，给学生适度的时间与文本“对话”，诵读、感
受、理解、欣赏课文，从“我”与小红车主人的“打电话”
的这部分内容感悟出了诚实和信任的可贵；再进一步地展开
师生、生生间的对话，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平等地交流，
真诚地沟通，学生的情感得以升华。

三、结合内容对课题进行研究。课文选取了生活中极其平常
的小事，以朴实的手法加以描写，但人物刻画得十分细致，



人物“诚实”的美好品质感人至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后，我用课后练习4“这篇课文为什么
要用‘诚实与信任’作题目？想想看，还能换个题目吗”作
为思考题，让学生再读课文，寻找答案。学生纷纷发表自己
的看法。有的学生说：“文中的‘我’用诚实赢得了小红车
主人的信任。”有的说:“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是无价
之宝。”有的说：“题目可以换为‘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
要’。”有的说：“可以用“‘诚实的心灵’作为题
目。”……学生真正理解了课文，体会到了诚实和信任的重
要性。

四、积累故事和名人名言。课尾，我布置作业：收集有
关“诚实的故事或名人名言，并适当地摘抄下来。一方面帮
助学生积累语言，另一方面强化学生对诚实和信任的认识，
进而转化为行动。

上完这一课，我感觉到，我和学生在心灵上都接受了一次洗
礼，相信我的学生会受益终生的。当然，在教学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发言的学生虽较多，需多调动全体学
生的积极性，教师和学生的评价语汇不太丰富，有些地方还
放得不开，他们可以畅所欲言，谈谈各自的看法，孩子们的
慧眼是我们任何听课老师不具备的，孩子们才是课堂的真正
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