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教学设计(精
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教学设计篇一

有几个分论点就写几个自然段，每个分论点自成一个自然段，
一般来说，

　陈述清楚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进行论述，主要说明作用是
什么。

基本句式：……是……，在……起着……作用。

　正面论述主要说明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分论点，会起到的作
用。

基本句式：如果……就会……

　反面论述主要说明如果做不到这个分论点，会产生什么样
的负面结果。

基本句式：反之，如果……那么就会……

　具体措施实际是对分论点的再次集体化，相当于是分论点
的分论点。

基本的句型是：分点列出，逐步递进。



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教学设计篇二

　（1）迅速收尾（2）点明主题。

　（1）祈使句的作用是总结和概括全文的论据和论点（总括
分论点）

（2）感叹句/排比句的作用是点明主题，并且增加结尾的力度
（点明主题）

　笔试主要考查申请人从事教师职业所应具备的思想政治素
质、教育理念、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知识、科学文化素养、
阅读理解、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和信息处理等基本能力；教
育教学、学生指导和班级管理的基本知识；拟任教学科领域
的基本知识，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和方法，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的，笔试还应考查幼儿教育基本理论、
原理，保教知识与能力。

　教师资格考试科目通常涉及以下几种类型：

：科目一为《综合素质》（幼儿园），科目二为《保教知识
与能力》。

：科目一为《综合素质》（小学），科目二为《教育教学知
识与能力》。

科目一均为《综合素质》（中学）；科目二均为《教育知识
与能力》；科目三为《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初级中学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生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音乐、
体育与健康、美术、信息技术、历史与社会、科学等15个学



科。

普通高级中学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音乐、体育与健康、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14个学科。

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教学设计篇三

　教师资格考试科目通常涉及以下几种类型：

：科目一为《综合素质》（幼儿园），科目二为《保教知识
与能力》。

：科目一为《综合素质》（小学），科目二为《教育教学知
识与能力》。

科目一均为《综合素质》（中学）；科目二均为《教育知识
与能力》；科目三为《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初级中学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生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音乐、
体育与健康、美术、信息技术、历史与社会、科学等15个学
科。

普通高级中学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音乐、体育与健康、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14个学科。

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教学设计篇四

2015北京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科目

“2015北京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科目”为您指明前进方向，
且行且珍惜！小伙伴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哟，赶快行动起



来啦！

2015上半年北京市教师资格考试科目如下所示：

1、幼儿：《幼儿教育学》、《幼儿教育心理学》；

2、中小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按照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总体部署，北京市将于2015
年下半年启动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工作。

2015下半年北京市教师资格证考试科目如下所示：

1、幼儿园：科目一为综合素质，科目二为保教知识与能力。

2、小学：科目一为综合素质，科目二为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3、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科目一均为综合素质，科目二均为
教育知识与能力，科目三为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温馨提示：2015上半年北京市教师资格考试公告暂未发布，
报名时间及笔试时间暂未确定，请大家密切关注“中公北京
教师网”，届时，“中公北京教师网”将同步更新最新资讯。

教师资格证考试音乐专业知识：少数民族民歌的代表种类

（一）哈萨克族的独唱和弹唱歌曲

从内容上分劳动歌曲、颂赞歌曲、爱情歌曲、习俗歌曲和其
他歌曲。从演唱形式上可分为独唱、对唱、弹唱三种。

2.弹唱歌曲 以冬不拉为伴奏乐器。《红花》 3.哈萨克民歌
的特点

音阶——广泛运用七声音阶，但也有五声音阶和五声音阶基



础上的七声音阶。

调式——采用中国体系的五声调式和欧洲体系的七声调式，
五声调式中以宫调和羽调式为主，七声中以自然大小调为主。

旋法——带有很强的牧歌特点，带有呼唤式的音调。多有主
音及其四度或五度音构成，常常出现在句首成为全曲的核心
音调。

节奏节拍-使用混合节拍，常常出现前短后长的形态，形成民
歌豪迈、宽广的性格特征。

（二）维吾尔族的情歌 1.民族概况

维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南疆一部分是印欧语系、文
字由回鹘文改为阿拉伯字母式的文字。民歌体系从体裁上分
有爱情歌曲、劳动歌曲、历史歌曲、生活习俗歌囊括了中国、
欧洲、波斯阿拉伯三个音乐体系。北疆、东疆采用中国音乐
体系较多，南疆采用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

2.音乐特点

1.音阶——有五声、六声、七声及包含约34全音的多种音阶
形式，南疆以七声音阶及其变体为主，东疆以五声音阶为主
及其变体为主，北疆则五声、七声及其变体皆较常见。

2.调式——采用中国音乐体系的维吾尔族民歌多用宫调式，
徵调式、商调式;采用欧洲音乐体系的维族民歌以自然小调为
主，采用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民歌调式多样。

3.节奏节拍——由于维族民歌的重音多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导致维族民歌多出现切分节奏和从弱拍起唱的现象，有些民
歌有固定的节奏型。



4.旋法——旋律的线条多呈锯齿型，曲调的进行曲折细腻，
富有装饰性，与汉族朝鲜族相似，维族民歌有典型的农业民
族的音乐风格。

（三）藏族的山歌和酒歌 1.民族概况

主要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声
的部分地区，是一个以农业、和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
早在7世纪初就有藏文文献传送于世，藏语分为卫藏、康、安
多三个方言区，卫藏方言区包括除昌都地区以外的西藏全境;
康方言曲包括西藏昌都、云南迪庆、青海玉树、和四川西部，
安多方言区包括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和青海西部。藏族全
民信仰佛教、男女名字多取自佛经。

2.民歌的类别

称谓哩鲁，在山野兼自由歌唱的歌曲，因于宽广、节奏自由，
句幅较长，旋律起伏较大，悠长高亢，极富有高原特色。

酒歌叫做昌鲁，是喝酒敬酒时唱的歌曲，饮酒人必须按照敬
酒者的歌声和词意在一定的时候依次完成接酒杯、用无明指
向天上弹酒三下、和三口酒、干杯等程序。酒歌德曲目非常
丰富，包括祝福、祈祷、庆贺、喜庆、诙谐、或爱情，曲调
清新流畅，情绪自然洒脱。

3.藏族民歌的音乐特点

调式——属于中国音乐体系，五声音阶为主，带腔，六声音
阶也很常见。

调性——常使用调式交替和转换，并多为向下五度的调式交
替和转换。

旋法——曲调清新婉转，富于装饰性。因常使用调式交替和



转换，常有意外的音调进行。

（四）彝族“四大腔” 1.民族概况

古羌人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公元四世纪初羌人南
下，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而形成彝族。彝族人民主要从事农
业生产，过去信仰多神，除此之外，还有信仰佛教、道教、
基督教、天主教。

2.四大腔

产生于云南建水、石屏一带的尼苏支系，并与青年男女传统
风俗性的社交活动紧密相连，这种风俗性的活动尼苏人称之为
“吃火草烟”,一般在傍晚的郊外、庙宇、族词、和村头公房
内进行，共有三项内容：

1、款白话

2、对唱曲子

3、跳弦用三弦、四弦、二胡、笛子、树叶等伴奏，众人集体
歌舞。

四大腔是《海菜腔》、《山药腔》、《四腔》、《五山腔》
的总称，分别流传于尼苏人居住的四个区域，是四种不同的
声腔和套曲形式，与其他彝族民歌相比，四大腔具有篇幅较
长，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曲调悠长深沉，演唱技巧较高等
特点，是彝族民间音乐艺术水准较高的品种。四大腔所唱体
裁十分广泛，往往围绕爱情内容，并涉及到各种自然景物和
生活琐事。有独唱、齐唱、及一领众和的等多种歌唱形式，
旋律有悠长的歌唱性，与简洁的叙述性两种风格，两种曲调
或交替进行，或交织在一起，歌唱时真假嗓相结合。

3.《海菜腔》



产生于云南省石屏县外，还流行于相邻的建水、通海、元江、
红河等县，并波及到个旧市、思茅、普洱等地，甚至对汉族
音乐也产生影响。《海菜腔》的正式唱词为4句活6句，每句
七字，分为拘腔段、曲子段、和落腔段，传统的《海菜腔》
其正词内容涉及青年男女爱情过程的各个方面，可分为试曲、
勾曲、扫曲、抽曲、热曲、离曲、挂曲、怨曲、怪曲等等。
有的正词唱串曲或闲曲，串曲是局外人对青年男女的幸福结
合的歌颂和祝贺，闲曲歌颂美丽的风光、风情、和生活。

更多2015北京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科目信息，敬请关注“中
公北京教师网”！

鼎力推荐：2015上半年北京市教师资格考试辅导简章

小学教师资格证笔试教学设计篇五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根据诗意导入

2、题目质疑导入

二、初读古诗，感受“韵律美”。

1、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歌。要求：读准字音、读
通句子，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3、字音记住了，让我们一起齐读古诗。（评价：字音读正确
了，句子读通顺了）

4、同学们，读古诗和读现代文不一样，它是讲究韵律的。听
老师来示范一下（老师范读）

5、同学们，跟着老师的节奏，再一起来读一读。（评价：读



得好多了，有进步）

三、精读古诗

1、古诗讲究韵律美，朗朗上口，每一首诗的诗意也很美。你
有什么好方法读懂诗的意思？（1）先理解重点词，再把它们
串起来。

（2）多读几遍，朗读品悟。（书读百遍，其义自现）（3）
诗画结合。

（古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首诗，它就是一幅画。想
象画面就能大体了解诗的意思。）（4）查字典，借助工具书，
问老师。（借助工具书，是学习古诗的好方法）师：看来同
学们学习古诗的方法很多，老师把这些方法整理在课件上
（可要可不要）

2、接下来以小组为单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运用学
过的方法，解释每一句诗的意思。

3、老师看小组交流都有了结果，现在我们全班来交流吧。

4、逐句解释每句诗的意思。

（1）解释字的意思；组词；写作手法；解释整句话的意思；
谈谈感受；读一读......（2）请一位同学再把整一首诗的意
思说一说？（课件：插图）其他同学认真倾听，感受这首诗的
（）画面。

（评价：在你声情并茂的描写下，我们真的感受到了......）

四、锤炼字词，悟诗情

1、背诵古诗



2、课外搜集相同题材的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