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时间的脚印的教案设计(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
家学习。

时间的脚印的教案设计篇一

大家说出的这些比喻句，新颖、贴切、生动、形象。从不同
的角度阐释了岩石记录时间、保存历史痕迹的功能。其实，
除了岩石，大自然还有许多记录时间的方式，如日出日落、
四季更替等等。希望同学们走进大自然，观察大自然，努力
读懂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更好地造福人类！

时间的脚印的教案设计篇二

设计理念

??《和时间赛跑》是一篇清新、淡雅而又略带淡淡优伤痕迹
的散文。在这一教学设计中，力求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通
过自读自悟来完成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以及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养成珍惜时间的习惯。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等句
子的意思。

??教学准备

??词卡、磁带、课件。

??教学过程

??一、录音导入，激发兴趣

??1?cai播放配乐朗诵《匆匆》片断（第三节）。

??2?谈话导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看到这个课文标题，你想到了什么？（学生自由发言）

??2?自由读课文。

??（1）画出课文中的生字新词，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工具书自
学。

??（2）教师指导学生把课文读通、读顺、读正确。

??3?教师利用词卡、cai课件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

??4?指导学生当堂正确书写生字。

??5?指名分节读课文，理清课文的脉络。

??6?想想课文讲了哪些事？作者通过和时间赛跑明白了什么
道理？（牵引中心句：假若你一直和时间赛跑，你就可以成
功。）



??7?听录音，联系实际说说你读了这篇课文的初步感受。

??三、学习1―5小节

??1?默读1―5小节，说说这部分讲了几层意思。

??2?指名读一、二两节。

??（1）这部分主要讲了什么事？

??（2）这部分的生字新词比较多，请大家小组合作解决，如
果仍有困难，请提交全班讨论。

??（3）你想用什么方法学习这一部分？（引导学生采
用“读―悟”法来自读自悟。）

??（4）指导学生用“持续”“与其……不如……”造句。

??（5）从一、二节中找一个词来概括这部分的感情基调。
（忧伤）

??（6）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引导学生学会客观评价他
人的朗读。

??3?齐读一、二两节。

??4?默读三、四两节。

??（1）画出你最难理解的句子。（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
远不会回来了。）

??（2）先说说自己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然后在小组交流、
讨论。

??（3）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文中的爸爸是怎样解释的？



??（4）文中的小作者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5）有感情地朗读这句话。

??（6）读了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平时生活中，你有过这
种感受吗？

??（7）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三、四两节。

??5?自读第五节。

??（1）说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似
箭，日月如梭”等谚语的意思。

??（2）你在平时课外阅读中还收集了哪些有关珍惜时间的名
言、谚语、成语？全班交流。

??（3）“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滋味？
（对时光流逝的感伤）

??6?说说看，你平时是怎样珍惜时间的？今后，你准备怎样
珍惜时间？

??四、布置作业

??1?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和精彩句段。

??3?收集有关珍惜时间的名言、谚语、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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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神》(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钓鱼的启示》教学设计

《加了一句话》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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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合理安排时间

适用年级：四年级

活动目标：

1、知道统筹方法在生活中的应用，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
时间。

2、会用流程图表示事情的安排顺序。

3、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合作精神和探索精神。

4、通过数学活动，感受合理安排时间的重要性，养成珍惜时
间的习惯。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生：喜欢。

师：世界上最长而又最短，最快而又最慢的是什么？

生：时间。



生：佳佳。

师：我们来看看佳佳小朋友星期天的安排。先来看她的早晨。

二、展开活动

活动一：起床后

师出示图片。

师：你看懂了什么？

生1：佳佳起床后，就洗脸刷牙、听英语、烧饭、吃饭。

生2：佳佳起床用了2分钟，洗脸、刷牙用了3分钟，听英语12
分钟，烧饭用了18分钟，吃饭用了8分钟。

师：做完这些事，佳佳一共用了几分钟？

生3：43分钟。

师：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生4：28分钟。

师：你们各是怎么想的？

生3：把每件事情所需要的时间加起来。

生4：先起床、烧饭。在烧饭的同时听英语、梳洗，最后吃饭。
共用28分。

师：你觉得哪一种安排比较合理，为什么？请把你的想法在
小组内交流一下。



生5：我觉得28分钟的安排比较合理，因为省了很多时间。

师：为什么会节省那么多的时间？

生6：因为把事情穿插起来做，节省了很多时间。

师：节省了多少时间？

师：15分钟！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看来合理安排时间
非常重要。

师：这种最合理的安排谁还会说？你会在本子上表示出来吗？

生1：先起床2分钟，接着烧饭18分钟，同时梳洗3分钟、听英
语12分钟，最后吃饭8分钟。一共用了28分钟。

生2：（1）起床2分钟

（2）烧饭18分钟（梳洗3分钟，听英语12分钟）

（3）吃饭8分钟。

生3：起床烧饭吃饭

2分18分8分

梳洗听英语

3分12分

师：你觉得哪种表示方法最好，好在哪里？

生4：我觉得第三种方法最好，整个过程很清楚，让人一眼就
可以看出。



生5：我也觉得第三钟方法最好，不仅能清楚地看出事情的先
后顺序，而且时间也可以标在下面。

其余学生也点头表示赞同。

师：我们把这种表示的方法叫做流程图，用流程图表示比较
直观方便明了。

师：你们真能干，给佳佳想出了这么好的方法。不仅合理安
排时间，节约了时间，还用流程图把事情的先后顺序清楚地
表达出来。

活动二：烧水沏茶

师：家里来客人了。佳佳又做了些什么呢？

出示：佳佳忙着给客人烧水沏茶。拿茶杯要1分钟，准备茶点
要6分钟，等水烧开要7分钟，放茶叶要1分钟，泡茶1分钟。

师：为了让客人早点喝上茶吃上茶点，佳佳怎么安排最合理？
请把你的安排用流程图表示出来，并计算出时间。

生1：拿茶杯烧水泡茶

1分7分1分

准备茶点放茶叶

6分1分

1+7+1=9（分）

生2：烧水放茶叶泡茶

7分1分1分



准备茶点拿茶杯

6分1分

7+1+1=9（分）

师：如果准备茶点用了9分钟，完成这么多事最少需要几分钟？

生3：10分钟。9+1=10分

师：小朋友真能干！把事情穿插起来做，就能用最少的时间
干最多的事情。

活动三：排队结帐

师：客人走了，佳佳来到了楼下的小超市去购物。结帐时，
很凑巧两位小朋友彬彬和婷婷也同时来结帐。可是结帐处只
有一个，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彬彬说：我结帐大概要7分钟，你们先来。

婷婷说：我结帐大概要2分钟，你们先来。

佳佳说：我结帐大概要4分钟，还是你们先来吧。

师：有几种排队的方法？

生：有6种，如彬彬排在前面，彬彬婷婷佳佳，彬彬佳佳婷婷，
有两种情况。3个人就有6种不同的情况。

师：什么是三人等待的时间总和？请举例说明。

生1：不管怎么安排，他们等待时间的总和都是13分钟。

生2：不对。如果是彬彬婷婷佳佳。彬彬就不用等了，而后两



个人要等在那里，轮到婷婷了，佳佳还等在那里。所以时间
的总和不是13分钟，要把他们在等的时间全都算进去。

生3：我对生2的话有意见。彬彬自己结帐时也要等7分钟，这
个时间也要算进去。

生4：如果是彬彬婷婷佳佳这样的顺序，他们等待的时间总和
应该是73+22＋4=29分。

师：怎么安排，三人的等待时间的总和会最少？

生在本子上试算。

生5：要按照婷婷佳佳彬彬这样的顺序进行，所用的时间总和
是23＋42＋7=21分。

师：谁能说出他算式表示的意思？

生6：23表示婷婷在结帐时，三人共等了6分钟。42表示婷婷
走后，佳佳和彬彬共等了8分钟，最后的7表示彬彬在结帐时
等的时间，因为其他两人已经结完帐走了，剩下只有一个7了。

师：还有更少的吗？

生纷纷摇头。

师：这样排队说明了什么？

生：让用时最少的人先来，用时最多的人最后来，这样三人
等待的时间总和是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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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



与《食物从何处来》相比，《时间的脚印》所说明的内容，
对于我们来说，会觉得更加陌生。尽管时间无处不在，与每
个人的生活生命密切相关，但它却并不像空间那样具体得可
以看到可以触及；尽管如课文所说时间在自然界留有许许多多
“脚印”，但若要到千古的岩石中去寻找时间的踪迹，也还
不是我们的知识和能力所随便可以获得的。因此，阅读本篇
课文既有生疏感，也有神秘感；既有不少困难，也会生发出
一定的求知欲。教学中，要借助于同学们的好奇心、求知欲，
激发阅读兴趣；再借助于生动有趣的说明文字，来引导、帮
助学生读懂课文，揣摩说明的顺序、方法和语言。

学法

运用编写提纲或编写梗概的方法把握说明的基本内容；，再
透过提纲或梗概去分析说明的层次，理清说明的顺序。提纲
是文章的“纲”，要显示出文章的骨架。内容梗概应该
比“纲”略细致一些，比“骨架”更丰满一些。给这篇文章
编写提纲或梗概，要抓住两点：一是抓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过渡段，从那里把握文章的层次；二是抓中心句、关键句，
从那里把握文章局部的中心内容。

导入

本文的标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导入
课文的学习：

1、同学们，谁看见过时间？

2、你是通过什么来掌握时间的？

3、除了钟表、日历……之外，你还从哪里看到过时间的流逝？

突破



教学本文，有两个重点需要着力突破：一是说明的层次，二
是说明的语言。就层次而言，文章在正式介绍岩石记录时间
的功能之前，作了一步一步的导引。开头引用高士其的小诗
来扣题，接下来从人们熟悉的记录时间的方法转入大自然记
录时间的方法，再用设问句“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过
渡到对岩石的介绍。这虽不是文章的中心内容，但却是必要
的铺垫，而且铺垫得极有层次，导引得入丝人扣。对岩石的
介绍也一样层次分明，过渡自然。先说岩石在运动、在变化，
接着分析变化的原因。然后说变化中保存了许多历史的痕迹，
而这些痕迹便是时间的脚印。最后指出认识这些历史痕迹的
价值和意义。的确是思路清晰，顺序流畅。就语言而言，文
章大量运用拟人的表现手法和打比方的说明方法，语言活泼
生动，从而把死寂的岩石、把抽象的时间也写得情趣盎然。

实践

如有可能，去参观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等，或到山野里
看看自然界保留的时间的痕迹，并作记录，或写出游记。

探究

1、根据自己的领会，谈谈文章开头引用小诗《时间伯伯》的
作用。

2、课后练习二问道：文章插人北京故宫“铜壶滴漏”的内容
是否偏离主旨？这个练习还可以换一种问法：插入“铜壶滴
漏”是否有必要？是否影响文章的上下衔接？删掉这一段是
否可以？请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答案当然不是唯一的，
同学们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说出自己的理由。

拓展

阅读朱自清的散文《匆匆》。



匆匆朱自清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
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予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
没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
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大
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
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
他去的匆匆了，伸出乎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
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大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
了。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思考：你能否从《匆匆》的描述中看到时间的脚印？把《匆
匆》与《时间的脚印》作比较，看看两篇文章的主旨、写法
和语言风格有何不同。

时间的脚印的教案设计篇五

先来欣赏图片，第一张“恐龙化石”、第二张“三叶虫化
石”、第三张自然界中的沉积岩。（屏幕显示）。我们看到
的这些岩石，在保存古代生物的同时，还记下了时间的痕迹。
那么，岩石是怎样记录时间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
来学习《时间的脚印》。（屏幕显示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