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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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这里我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篇一

1．品味人性的美与丑

2．学习文章使用的对比手法在人物描写中所起的作用

3．体会本文精巧的构思

以分组讨论、编故事的形式显示人物性格的对比写法和小说
的结局艺术

1．由作者、文题、体裁直接导入：今天我们学习一篇小小说，
这就是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写的《窗》。

2．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概括故事情节

3．用一句话说明从小说中你看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学生：美与丑；对丑恶灵魂的无情鞭挞和对美好心灵的热
情赞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4．这一篇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在哪儿？

（学生：最后一句话）——“短篇小说是写高潮的艺术，小
小说是写结局的艺术。”

5．假如这时又进来一位病人，将会发生什么故事？（编故事，



分组进行）

6．为什么这样编？有没有依据？

结局坏：“纹丝不动”§9

结局好：“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样想”§6
（良知未完全泯灭）

7．由此总结出两个人物性格：

私欲膨胀，冷酷无情；

关心他人，道德高尚

8．为什么将两个人物对比着写？

（扬善贬恶）

迁移训练：续结尾“第二十一位应聘者”

创作一篇小小说，注意结局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篇二

1、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
故事。关于这两位病人，大家一定有很多话要说，下面我们
一起来评述一下这两位病人。

小结：第一个病人他渴望生命，对生活有着满腔的热望，所
以他幻想出了这五彩斑斓生动活泼的景象，激励自己跟病魔
作顽强的斗争，他是坚强的乐观的。同时，在他心目中，病
友的生命同样重要，他要尽自己所能激发病友的生之欲望，
点燃同伴奄奄一息的生命之火，所以他更是善良的无私的高



尚的。

第二位病人他也热爱生命，他也有善良的本性，但私欲的膨
胀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人性被这嫉妒的毒液给淹没了，灵魂
被自私的心理扭曲了。

2、同样的窗口，为什么昔日的病友能看到美丽的风景，而他
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而靠窗的那位病人无私高尚博爱，他的心灵之窗是打开的，
他的心中有最美的风景。冷漠的心中不会有春天，所以也看
不到春天。他的心灵之窗是紧紧地关闭着的，他的心中横着
一堵墙，所以他无法看到那美丽的图景，而只能看到那光秃
秃的一堵墙。

大家畅想一下，当他看到一堵光秃秃的墙以后，他会怎么想
怎么做?

这无数种的结局都有可能，然而我们还是衷心希望这位病人
能找回自己善良的本性。最后，当我们离开病房的时候，让
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位病人。我建议每一位同学写一句话或一
段话作为礼物送给他，希望他在我们同学的帮助下也能看到
最美的风景，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

大家说得非常好，非常富有哲理性，富有感染力。这些话是
送给这位病人的，也是送给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我们并非圣
人，我们也会迷失自己，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洗涤心灵，充实
心灵，美化心灵。

还记得这一片空白吗?我们心中有美，它便是幅五彩斑斓的图
画。我们心中有爱，它便是天使圣洁的羽衣。我们心中有希
望，它便是清晨的曙光。我们心中有热情，它便是熊熊燃烧
的火焰…同学们，让我们打开心灵之窗，去沐浴窗外的阳光
雨露吧！在文学的殿堂中去感受人性的光辉。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篇三

1、人物的语言描写。

2、语言的描写要精炼。

3、语言描写刻画人物性格。

重点、难点

人物的语言要求精炼和个性化。(精炼就是言简意赅，用经济
的文字，表现丰富的内容。人物语言个性化，是语文描写最
基本的也是最高的要求。所谓个性化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每个人说的话都符合他的身份、地位、年龄、经历、教养、
气质、习惯爱好和心理状态，以及所处的特定环境，使读者
观其言知其人，闻其声便明其性。)

教学步骤

导入：《裴多菲智辩庄园主》故事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出游时经过一个庄园，正好碰到了庄
园主。这个庄园主对裴多菲说：“我是这里最有钱的，这里
的人见到我要低头行礼，不然我就打他，你也要向我行礼!”
裴多菲说：“我不认识你，不能向你行礼。”这时围观的人
很多，庄园主怕下不来台，便低声对裴多菲说：“我口袋里
有100元钱，只要你向我行礼，这钱归你。”

裴多菲拿到钱后说：“现在我有钱了，而你却分文都没有了，
你应该向有钱的我行礼呀!”

提问：故事里裴多菲利用什么作为武器战胜了庄园主?(语言)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篇四

1、结合具体情境，让学生提出并解决相关问题，掌握进位的
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地进行计算。

2、充分让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及利用
同学之间互相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解并掌握进位的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教师：上两节课我们到美丽的街心花坛游玩了，大家玩得很
开心。这节课我们继续到观光塔游玩观光。

出示信息窗3观光塔的挂图，请同学们观察。

二、自主探索，体验情感

活动一：

2、学生独立观察思考后汇报交流：

（1）今天最多有多少人上塔参观？

（2）买6张票，100元够吗？

（3）6分钟经过这个路口的车大约是多少辆？

3、这节课我们只解决第1个问题，第2、3个问题我们放入问
题口袋里，以后再解决。

活动二：

1、教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今天最多有多少人上塔参



观？

2、学生独立思考，列出算式交流，教师板书：28×39

3、教师：28×39怎样计算呢？请同学们独立思考后，在再小
组内交流解决。

教师巡回指导，及时了解学生探究的情况。

4、小组选代表交流想法和算法。学生可能有如下计算方法：

（1）28×40=1120（人）

1120－28=1092（人）

（2）列竖式计算：28

×39

5、请列竖式的三名同学到黑板板演竖式的计算过程，针对学
生列竖式时出现的错误，学生讨论错因，掌握正确的计算方
法。

活动三：

学生不同的计算方法，教师板书课题：两位数乘两位数。让
学生交换两个因数的位置，再乘乘看，体会用这两中方法可
以进行乘法的演算。

三、多层练习，深化提高

1、自主练习第1题，使学生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学生完成后，集体交流。

2、自主练习第2题，联系生活解决问题，学生独立解答，然



后汇报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加深对算理和算法的理解。

3、出示投影第4题，学生独立解答后交流，使学生体会这样
的题目可以估算，不必求出精确的数字，培养学生根据实际
情况灵活选择算法的能力。

4、数学游戏：火眼金睛辨对错，看哪组能很快找出竖式中出
现的错误，使学生养成仔细认真的良好习惯。

四、体验

这节课，你觉得自己表现得怎么样？说说你的感受。学生进
行自评和互评。

课堂练习设计：

1、让学生经历探索运用乘除混合运算的不同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的过程，体会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

2、积极参与共同探讨问题的学习活动，感受数学在解决实际
问题中的作用，培养创新能力和合作意识。

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参观了壮丽的观光塔，同学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
想一想，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学生观看情景图，回顾提
出的问题。

二、独立尝试，合作探究

1、教师：这节课我们来解决我们前面提出的：买6张票，100
元够吗这个问题好吗？



2、请学生仔细观察画面，理解图意，使学生明确要解决这一
问题，可以先求出“一张票多少钱？”，也可以先求出6张票
是2张票的几倍。

3、学生独立列式计算，解决问题。

4、小组交流解题思路，体会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

5、小组选派代表汇报交流，分步列式或列综合算式都可。

6、尝试练习：刚才我们想了几种办法解决了本课的重点问题，
下面请大家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独立完成自主练习6。

三、应用知识，巩固深化

1、出示投影：毛衣编织车间加工毛衣的情况，请学生结合自
己的生活经验，说说每天加工的毛衣件数、加工天数、加工
总件数之间的关系，指出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工效×时间=工作总量。学生计算填表，解决问题，集体交流。

2、小组比赛：完成自主练习第8题，提高混合运算的计算能
力。

3、出示投影：计算面食店卖出食品个数和钱数的题目。先请
学生理清画面中的各种信息，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再进行计
算。做完后，集体订正。

四、拓展延伸

出示投影，根
据8×8=64，7×9=63；14×14=196，13×15=195。

观察寻找这两组算式中因数与积的特点，发现规律，运用规
律解决后两组



题：25×25=□，24×26=□；48×48=□，47×49=□。完成
后，请学生按规律举出另外的题目。

五、体验

1、今天大家学得愉快吗？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这些知识能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

课堂练习设计：

1、继续复习复杂的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2、继续复习巩固乘除混合运算。

有关乘除混合运算的数学问题。

练习课。

练习法。

一、作业：表扬作业完成认真的同学，讲解错题，强调重点。

二、巩固练习：师黑板上出几道复杂的两位数乘两位数的比
算题，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做完，小组之间展开竞赛，看哪个
小组做的又快又对。集体交流订正，。

三、新课：

1、完成自主练习4，让学生独立解答，然后组织学生交流，
通过交流让学生体会到这样的题目可以估算，不必算出准确
的得数，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解决问题。

2、完成自主练习5火眼金睛辨对错，让学生仔细观察题目，
找出题目中的错误，让学生回答，然后把错题改对。全班做



完后集体订正。

3、完成自主练习6，指名读题，理解题目意思。要求5天应付
多少钱，可以先求出什么？学生回答后做题，然后订正。

4、完成自主练习7，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说每
天加工毛衣件数，加工天数，加工总件数的关系，渗透工作
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的数量关系。然后在计算填表，
解决问题。

5、完成自主练习9，先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画面，理清画面中
的各种信息，明确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计算解决。

5、完成自主练习10，首先让学生弄懂题目意思，找出题目中
给出的数学信息及要求的问题。让学生思考要求从北京到上
海全长大约多少，先求什么？学生回答出先求出每小时行使
多少千米，然后再求出14小时行使多少千米，就求出了从北
京到上海的全长。

6、完成自主练习11，先让学生观察两种不同品牌的花生油，
弄清楚各自的升数和钱数，然后再独立的解决下面的问题。
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应给学生必要的提示，说明第一小题的
答案是第二小题所必须的条件。在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时，要
注重让学生说说解题的思路。通过解决前两个问题，可对第
三个问题做出判断，也可以通过比较两种花生油平均每升的
钱数做出判断。

7、完成自主练习12，引导学生先观察前两组题，寻找每组两
个算式中因数与积的特点，发现规律，再运用规律解决后面
两组题。完成练习后，可以让学生按规律举出另外的题目。

四、：表扬表现积极的同学，提出下节课的学习任务。

五、布置作业：



课堂练习设计：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篇五

教学目的

1， 感知《再别康桥》的诗意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2， 学会新诗的鉴赏方法。

a， 通过教师的指导朗读学会欣赏诗歌的音乐美。

b， 通过教师的分析赏析，学会从诗歌的意象及形式等方面入
手赏析诗歌。

教学重点

诗人独具特色的意象选择；

《再别康桥》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

教学设想

教学方法：诵读吟咏法，欣赏法。

媒体设计：播放校园歌曲《再别康桥》。

播放黄磊朗诵带《再别康桥》。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课时安排：一课时。

课堂教学设计



一， 导语 ：

二，播放歌曲《再别康桥》，附上剑桥的图片。

三，志摩其人及写作背景。

四，播放黄磊朗读的《再别康桥》，老师指导朗读。注意诗
歌的节奏及饱含的深情。

五，整体鉴赏《再别康桥》。（从诗歌的意象，诗歌的形式
入手赏析这首诗歌）

（二），从诗歌的意象入手赏析诗歌。

提问：

a， 本文在意象的选择上独具特色，请同学们找出本文的意象
分别是哪些？

明确：云彩，金柳，柔波，青荇，青草，星辉等自然景物。

b，学生讨论这些意象的选择有什么作用？

明确：

（三），从诗歌的形式入手赏析诗歌。

《再别康桥》在形式上具有三美：绘画美，音乐美， 建筑美。

2，音乐美，是对诗歌的音节而言，朗朗上口，错落有致，都
是音乐美的表现。

b， 音节和谐，节奏感强。

c， 回环复沓。首节和末节，语意相似，节奏相同，构成回环



呼应的结构形式。

六、小结本文。

七，知识点训练。

1、对这首诗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

2、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3， 识记训练：背诵本诗。

八，作业 。

1， 背诵课文。

沙扬娜拉

——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场娜拉！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篇六

中班下学期，孩子们喜欢看图讲述活动，在讲述活动中能较
快地观察到图片的主要内容，并能用较完整的语言较清楚地
讲述；开始学习使用较适宜的词汇修饰语言。但其间也发现



孩子对图片的一些细致之处观察不够仔细；另外，因本班孩
子的年龄特点导致幼儿对图中角色的心理活动联想较欠缺。
因此结合中班发展现状，设计了本次看图讲述《小兔家的窗》
活动。其目的是想通过活动调动幼儿的已有知识经验，使幼
儿初步学会仔细观察、分析图片上的细微变化，并能用语言
表达出来。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用适当的词汇有序地讲述出小兔家的
户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讲述能力。

2、在教师示范讲述的帮助下，丰富讲述经验。

3、认真倾听教师和同伴的讲述。

4、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故事图片四幅。

一、仔细观察图片，根据教师的提问，感知理解图片内容，
发现小兔家的窗发生的变化。

1、谈话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师：在教室里，家里都有窗子，为什么要有窗子呢？是用什
么装在窗户上的呢？

2、逐一出示图片，在教师引导下完整讲述出图片的内容

（出示图片1）

（1）这是什么季节？天气怎么样？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小兔住在哪里？

（3）小兔怎么了？在房子里怎么还会冷呢？



（4）没有玻璃的窗户，就是一个窗洞。

师总结图片1的内容。

（出示图片2）

什么季节到了？天气怎样?你从哪里看出来的？这时，小兔住
在屋里觉得怎样？你冷的时候会怎么做？（引导幼儿理解词语
“瑟瑟发抖”）

为什么小兔住在屋里还会瑟瑟发抖？它是怎么想的？

（1）小兔在干什么？

（2）它是怎么做的？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引导幼儿用适当的动词表达。

师总结图片2的内容。

（出示图片3）

引导幼儿观察小兔的神态、感受。发生了什么事？

（1）现在小兔感觉怎么样了？

（2）它在干什么？

幼儿根据教师的提问，进一步感知理解图片内容。

（出示图片4）

窗子装好了，现在小兔住在屋里感觉怎么样？从哪里看出来
的？引导幼儿感知理解故事继续发展的内容。



师总结图片3、4的内容。

（出示图片5）

幼儿发挥想象，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师总结图片5的内容。

二、运用已有经验，幼儿尝试讲述故事。

1、幼儿根据教师的提问，理解图片内容，并尝试独立讲述。

师：“小朋友自己轻声地说一说，把这五幅图片编成一个故
事。”

2、引导两名幼儿示范讲述，教师适当提醒。

幼儿尝试完整讲述故事。

三、引进新经验，通过教师的示范讲述，幼儿能够运用适当
的词汇有序地讲述故事。教师示范讲述故事，引导幼儿理解
词汇的运用。

师：“听一听老师是怎么讲述这个故事的，跟你的故事有哪
些不一样。”

幼儿学习教师运用的词汇。

四、巩固新经验，师幼集体讲述故事。教师利用留白、等待
等方法帮助幼儿一起完成故事。

师：“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故事吧！注意要用上好听的词
语。”

幼儿大胆一起说一说。



五、教师小结

活动自然结束。

老师会把这四幅图画放到“故事表演区”里，请你们下了课
或区域活动的时候再去讲讲这个故事，还可以把这个故事继
续编下去。

在活动《小兔家的窗户》的教学活动过程中。通过小兔家蘑
菇房上的窗户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幼儿能有序地观察，理解
图片的内容，能够大胆进行讲述图片的内容，达到教学活动
的目标。

教案设计指导教师评价意见篇七

1、学习自主观察画面，较完整、连贯地讲述小兔用冰块做的
窗户在不同季节的变化，丰富相应的词语。

2、能有序地观察画面，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3、能安静地倾听同伴的发言，并积极思考。

【活动重点】能够自己观察画面，讲述故事内容。

【活动难点】了解看图的方法。

1、小兔手偶一个；

2、ppt：《小兔家的窗》。

1、师（模仿小兔的语气）：小朋友，你们好！见到你们真高
兴！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还没解决，我真着急啊！

2、师：小兔的难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兔家的



窗》。

1、教师提问，让幼儿明确看图的方法与要求。

师：这张挂图上有四幅图，我们应该怎么看？看图时应该注
意些什么？（仔细看看图上有什么、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
么事情等）

2、鼓励幼儿根据画面内容大胆得进行想象、讲述和补充同伴
的发言。

师：你在画面上看到了什么？你想说些什么？

3、教师引导幼儿依次观察图片，在幼儿讲述的基础上进行归
纳性的提问。

教师引导幼儿进行较完整、连贯的讲述，注意丰富相应的词
语，如“大雪飘呀飘，大风吹呀吹、冻得直发抖”等。

5、幼儿自由结伴，练习较完整、连贯地讲述图片内容。

6、师：春天来了，天气怎么样了？小兔家的窗会怎么样呢？

1、师：（出示图34）这两幅图上有什么？发生了什么？说说
看。

2、鼓励个别幼儿大胆地在集体面前讲述，其他幼儿补充。

3、师：春天来了，小兔家的窗怎么样了？谁来了？他会对小
兔说些什么？

1、师：我们能不能将这四幅图连起来说一说呢？

2、师：现在你们知道小兔遇到的难题是什么吗？



3、师：除了熊猫的方法，小兔还可以用什么做窗户呢？（引
发幼儿讨论与想象，拓展幼儿的经验）

师：看看我们教室里的窗户是用什么做成的？那为什么不用
小朋友刚说的砖头、木头等呢？（引导幼儿了解玻璃是透光、
牢固的）

附故事：小兔家的窗

小兔用大萝卜盖了一间房，可窗户还没有装好，它就住在里
面了。冬天到了，天气真冷，大雪飘呀飘，大风吹呀吹，吹
进了小兔的屋子里，小兔冷得发抖。它看看窗户说：“我得
找样东西来挡挡风。”

它走到小河边，看到小河结冰了，就搬了一块冰，挡在窗框
上。冰挡住了风雪，小兔真高兴。

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小兔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上的冰
不见了，地上有一滩水。小兔急得哭了。

熊猫走来，指着地上的水，告诉小兔：“春天，天气暖和，
冰就融化成了水，你快去找块玻璃装在窗框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