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节约的教案设计思路(汇总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节约的教案设计思路篇一

《节约用水》这一课的教学目标落实到课后的行动，教师在
课堂教学的最后提出要求，要求学生在家庭生活中不断加强
实践，以不断强化后续教学目标。在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过
程中，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融洽的。我认为，品德课上
教师不应是与学生对立的道德权威者和道德完善者的形象，
学生也不再是道德无知的代表。课堂教学中，应该更多地表
现为一群平等的个性在平等地探讨有关道德话题，每个人都
有说话的权利。在具体的实践情景中相互影响，以实现师生
角色的相互转化。只有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自我之间
的心灵对话、真诚沟通，才能促进学生的`成长。再以《节约
用水》一课，其教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交往的过程，没有
交往、没有互动就不能真正称之为教学。真正的师生交往应
该是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并在课堂
上建立起民主、平等、和谐、人道的师生关系。从教育内容
来说，不是老师强加给学生的，而是来源于学生的实际生活。
教学过程是开放的，在此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不断创设教育的
情境，发现教育的内容。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作为一个
具有道德主体性的个体不断探索解决道德问题。他们从生活
中的用水经验谈起，到逐步认识到淡水的严重缺乏，再到制
订节约用水的措施。这里没有老师的说教，没有规范的灌输，
有的只是师生共同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学生要节约用水则
是发自对水资源缺乏的深层认识，节约用水也不再是一条抽
象的规范，它在学生的生活中得到了具体化，成为切实引导
他们道德践行的心中的道德标准。



节约的教案设计思路篇二

《数学新课标》指出：“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
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
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本节课的主题是教育学
生节约用水，并要学生付诸行动。根据这样的'目标，放手让
学生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对水资源状况
有了充分的认识，明白了节约用水的意义。同时培养课学生
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及小组合作的能力。实践证明：给学
生充分的自由，让学生有充分的从事数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在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中运用所学数学知
识、技能和思想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实践
能力。

节约的教案设计思路篇三

孩子良好品德的形成是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品德与
生活的课程是建立在儿童的生活中，在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
活动中用心去感受与感悟，才能大大提高品德教学的实效性。
“保护水 节约水”这堂课的设计在这个理念中形成的。

在教学中，有一个环节对学生的心灵产生了比较强烈的震撼，
那就是在深入感知环节中，有一个步骤是“剪一剪”。设计
这个环节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实际的操作中感受水资源的匮乏
和宝贵，养成关心周围水资源的环保意识。如果凭教师的嘴
巴来讲，可能会使学生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也会使整个课
堂枯燥乏味，而课件的使用和纸片的操作，就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矛盾，留给学生一个深刻的印象——缺水危机，通过操
作触动了学生的心灵，打造了意境，更加紧密地将课本与现
实生活有机结合，让品德课真实起来，让品德课与生活接轨
起来。

通过这样的教育，有助于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了水资源匮乏，
节约用水的重要性。这个环节看似平常，但寓意深刻，一定



要一步一步让学生去剪，才能让学生发出肺腑之言——水太
少了！真正地实践了《新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儿童的
品德和社会性源于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悟，儿童的
现实生活对其品德的形成和社会性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需要；从
而让他们从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
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的要求。

这节课自我感觉虽好，但教研组也指出了很多不足，如：没
有回归生活。在我们珠三角地区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学生都
感受不到水的危机，节水的意识也不是很好。那么在课前我
让家长配合我做一些水资源、水污染、水浪费的调查。围绕
主题我主要设计了三个板块的活动：1、从自己的生活经验说
起、重温水的重要性。 2、深入感知水资源的匮乏。3、导行
升华，呼吁更多人参与保护水 节约水的行列中去。在教学活
动中，这些内容都是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源于自己的亲身
体会，但由于我的引导方向错误了使学生的说得内容千篇一
律，没有创新，显得整节课很沉闷。在这样一个教学环境中，
学生没有产生了共鸣，因此，导行这个环节中，学生依是回
归不了生活的大课堂中，好像是一条固定的框框，并且堂上
留给孩子思考和活动的空间还不够充分，使孩子们的表达显
得是那么的无力、牵强。很多孩子参与课堂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给孩子们奖印章想激发学生兴趣，
但一节课上下来好像有点流于形式的感觉，没有达到碰撞火
发的境界。

“教学本身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正因为有了这些缺憾和不
足，更促使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进行下一次的“打磨”，实
践精品课的理念，在不懈地追求中与精品一起成长，共同进
步！

节约的教案设计思路篇四

您现在正在阅读的《分数除法》教学反思文章内容由收集!本



站将为您提供更多的精品教学资源!《分数除法》教学反思短
短的40分钟的课上完了，但是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是很多，
这从侧面也显现了作为一名新教师的我还是不成熟，仍然有
许多地方需要改进。

首先，从整体上来说，这堂课还不够完整。一堂课应该由问
题引入新课探索巩固练习课堂小结布置作业所构成。但是我
的这堂课在小结后就匆匆结束了，并且小结进行的也是相当
的仓促。显然，在整体布局和时间的分配方面仍需要加强。

再者，在概念的引出之前事实上我只采用了一个例子。但事
实上，一个例子，是不具代表性，相反，应采用更多的例子，
正例，反例等等，必要时，教师还可以创造一些错误的题目
来让学生判断。而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清晰，更透
彻的理解这个概念，方便学生最后自己概括出概念。因此，
张波老师也建议将概念后面的巩固练习提上来，放在概念形
成之前，作为辨析进行。

另外，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是主体，教师只是作为引导。我
们需要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让他们去思考，去讨论，让
学生通过老师设计好的'有层次的阶梯一步一步自己发现，自
己解决问题，让学生真正的做数学。而不是老师灌输学生接
受。

这是一堂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课，课堂上暴露了相当多的问
题，其他老师也给我指出了各种有效的改进方法。相信通过
这次机会我会得到很大的进步。

节约的教案设计思路篇五

本节课以“保护水，节约水”为主题串联本课，从“为什么
要保护水？”到“节水金点子”，并布置长期作业，逐步落
实到行动，体现了活动课的特点，注重了综合性、活动性和
实践性的统一。这节课的设计层次清晰，环环相扣，案例选



择贴近学生生活，特别是水费单的巧妙运用，使学生有真实
的体验和感受。能把“撕纸小游戏”贯穿始终，让学生通过
动手实践，亲身感受到水资源越来越少，对学生的震撼还是
很大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的设定准确，教师的角色定
位把握得好，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非常高。再加上信息技
术的恰当运用，如：大西北缺水视频、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
视频等，有效地突破重难点，学生学习的效果很好。

一、《保护水，节约水》是北师大版《品德与生活》二年级
上册第五单元《水和我们的生活》中内容。教学中，我抓住
活动课的特点组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节课
具有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学生主体性的四个特点。具
体的活动过程可分为：活动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活动二：
通过观察地球仪、分析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比例，从而了解
淡水资源的稀少。活动三：联系实际，交流生活中浪费水的
现象。活动四：明理导行，节约用水，从我做起。突出了重点
（了解淡水资源的缺少、被污染和浪费的情况。）突破了难点
（培养学生树立“保护水，节约水”的环保意识。）收到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在活动中培养了品德，他们爱学、乐
学、愿学，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

二、适时充分地利用电教手段辅助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和感
悟，比空洞地说教有效地多，这也是本节的'亮点。如：播放
我国西北地区缺水的视频，真人真事，感染力非常强，突出
了淡水资源稀少的重点。播放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视频，
让学生亲眼目睹了污水处理的过程，使学生看到国家和社会
是非常重视保护水节约水的，从而指导学生个人保护水节约
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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