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月球之谜教案第一课时(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月球之谜教案第一课时篇一

师：同学们说得真起劲儿，想不想让全班同学都知道你的猜
想？（想）现在就给你机会，谁来说说你在课文中发现了哪
些月球之谜？（指名答）

a、师：谁能按顺序说出文中直接描述的未解之谜？[指生答]
（cai相机点击出示：月球是从哪来的？上面有些什么东西？
它跟地球一样吗？月球上的尘土也有杀菌的本领吗？为什么
不同植物种进月球尘土里生长的不一样？月球的年龄比地球
大吗？月球的火山活动比地球早？）

b、师：作者在课文中提出了对月球的疑问，那你有没有什么
不同的问题呢？

（鼓励学生依据课文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月球上为什
么会有那些奇异的景色？月球上的环型山是怎样形成的？月
球上真的没有生命吗？宇航员在月球上怎么行走？）

月球之谜教案第一课时篇二

月亮自古以来，就于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尤其受诗人们
的钟爱。那皎洁的月光，富有变化的月形，激起了诗人们多
少怀念与感慨，同学们知道哪些关于月亮的诗歌？（师生背
诵有关月亮的诗词）



月亮在诗人们的描绘下是如此的美好，课前大家针对自己不
同的特长和兴趣分小组展开的对月球的探索，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的成果。（分别展示概念图、站、幻想画和神话传说）
我真为大家的聪明智慧所叹服！

月球之谜教案第一课时篇三

?月球之谜》是新课程标准小学三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科普性
的文章。文章短小精悍，蕴含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可读性强，
趣味性强。学生通过对这么主题活动的探究，进一步了解有
关月球的知识，培养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以及积极探
索的精神。

月球之谜教案第一课时篇四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月球基本情况，以及课文提到的月球
相关的未解之谜。

3、通过自主学习查找资料，认识月球，了解月球，培养学生
热爱科学的兴趣和探索精神。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播放介绍有关月亮的科普短片，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月亮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它还有哪些秘密呢?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1、自由轻声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或词语做个记号，可以



向你的学习伙伴请教，也可以向字典求助。

2、出示带生字的。词语，学生在小组内认读。

3、鼓励质疑，引导学生联系课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三、整体感知，展示朗读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遇到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

2、分小组读课文，看谁读得正确、流利，找出你最想读的段
落读给小组里的同学听，让你的学习伙伴也对它感兴趣。

3、小组合作，展示朗读。

4、讨论：

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四、小组合作，探究感悟

1、小组选择感兴趣的月球之谜进行探究性学习：

(1)我们最感兴趣的月球之谜是：

(2)我们要找到相关的段落读一读;

(3)让我们合作划出重点词句;

(4)你所选择的月球之谜是否已解开?

2、各小组汇报学习成果并相机指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
的意思，并鼓励学生积累。

3、在小组汇报学习成果时，请学生找到相应的段落，教师指



导朗读。

五、拓展延伸，鼓励质疑

1、课文中提到了许多有关月球的知识，还有令你费解的吗?

(鼓励学生质疑)

2、你所提的问题人类是否已经解开?

如有学生知道可当堂解决，如不了解，鼓励学生课余查阅资
料。

3、假如30年后你登上了月球，你准备去做什么?

六、作业布置

根据自己了解和收集的资料，以小组为单位办一份手抄报。

月球之谜教案第一课时篇五

师：月球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世界，而这仅仅是我们看
到的。当我们真正去研究它时才发现，它居然还有许许多多
非常奇妙的地方。课文的第3——6自然段就告诉了我们。谁
来为大家读一读?他在读的时候，其他同学也有任务，我们都
来做小科学家。科学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请各位小科学家认真听，听她读完之后，看看你能提
出什么问题。(指名读)

(师板书：杀菌?)

(师板书：植物生长?)

(师板书：年龄?)



师：尊敬的小科学家们，我从你们的表情上看出了困惑，从
你们的眼中看出了茫然。这些问题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吗?(生：不知道)你们能回答吗?(生：不能)是啊，这些问题
如此让人难以理解，这就叫“费解”。

师：月球还没有解开的、令人费解的谜仅仅是书上所写的这
些吗?你是从课文哪里知道的?

生：我是从课文最后一段话“对神秘的月球，人类还将继续
探索下去”看出来的，说明月球还有很多谜人类没有解开，
还要继续探索。

生：我从那个省略号看出来的，说明月球的谜还有很多很多。

评析：探究学习，需要精心选择探究的“点”。“请各位小
科学家认真听，听她读完之后，看看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探究学习的切入点，它激发学生主动阅
读、探究、发现、提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