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窗教学反思 教案设计意图心得体会
(实用10篇)

致辞致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延续，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和感悟人际关系中的良好互动。对于一次成功的庆典活动，
一篇精心准备的致辞必不可少。那么，如何撰写一篇感人至
深的致辞呢？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事们，感谢你们一直以
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正是你们的帮助和指导，我才能在工
作中获得如此多的成果和进步。

窗教学反思篇一

自己在这一学期里执教了一门课程，也意味着需要我对每一
节课的教案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深刻体会到教
案设计的意图。一个好的教案应该尽可能地贴近学生的学习
需求和思想认知，让他们在课堂上能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知
识。

首先，教案设计要符合学生的逻辑思维方式。学生的逻辑思
维方式是与成人不同的，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基本概念的理解
和对知识点的简单把握。因此，在教案设计中，我们需要避
免过度讲解，而要通过实例和比喻等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知
识点。

其次，教案设计要紧密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课堂上，
我们需要关注学生的具体需求，探索他们学习的问题和困惑，
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化繁为简的解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
够帮助学生克服困难，理清思路，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教案设计还应保持一定的创新和活力。创新是教学活动中的
一个关键词，它不仅仅是在新颖和创造性的教学对象，更重
要的是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



教案设计中，我们可以采用多种表现形式和技术支持，如课
堂讨论、互动式学习、学习小组、多媒体教学、场景式模拟
等，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力，提高教学效果。

最后，教案设计还需要注重评估和反馈。教学活动是一个相
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过程，课堂效果不仅取决于初步的设计，
还要进行不断地评估和反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
学生的反馈和评估，从而对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改进，
使教学效果不断完善。

总之，教案设计是教学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它不仅
仅是为学生提供简单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为学生提供实践
和思考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窗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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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教学反思篇三

1、提问：“什么是语言描写呢?”

通过对人物对话、独白及语气的描写，以表现人物身份、思
想、感情和性格的写作方法。

2、语言描写有几种形式?(放映)

一种是个人独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言自语。

如：“唉，这鬼天气!又闷又热，蚊子也来捣乱，一夜没睡，
真倒霉!”王老五不停地边拍着蒲扇边咒骂着。

第二种是一个人对别人说话。如：

老马对小马说：“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去试试是不行
的。”

第三种是对话。

第四种是几个人议论或交谈。



3、语言描写的作用。

问：请同学们仔细想想这一件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明确：小明应该跟李奶奶说清楚，要帮助她，而不应该什么
都不说就把李奶奶的那袋米拿过来背走，这样李奶奶会误会，
会以为小明抢她的米。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语言。

再看下面的小故事：

天下大雪，秀才、县官、财主相遇，财主提议以雪为题，每
人念一句诗。秀才说了一句：“大雪落地似鹅毛。”县官接
了一句：“满天下皇家瑞气。”财主笑着说：“下它三年又
何妨?”这时，来了一个穷人，一听就生气，嘟哝了一
句：“放你娘的狗屁。”

明确：这段话表明了不同身份的的人有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
思想感情，说的话也不同。

秀才读书人，语言讲文采，用了个比喻来形容;县官不忘为皇
帝歌功颂德;财主不缺吃，不愁穿，把下雪看作是乐事;唯独
穷人，饥寒交迫，当然要埋怨。

师：我们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知道，语言描写在刻画人物形象、
揭示人物性格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鲁迅先生曾指出，有成就的作家，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
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了”而“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
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4、如何写活人物的语言，通过语言描写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
征和思想感情呢?



1)人物语言的描写必须要个性化。

即作者笔下的人物语言应切合人物身份地位、年龄特征、生
活经历和思想性格，特别要写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精神面貌。

练习：写一段语言描写。某某同学违反了纪律，他不承认最
后承认了，请设计一段这个同学与老师之间的语言描写,不少
于三百字。

窗教学反思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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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教学反思篇五

学习目标：体味作者对夏的独特感受。

体会文章生动准确的语言特点，感受语言的魅力。

学习难点：了解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问题会得出不同结
论的道理。

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学习过程：

一.导入  新课

[设计说明]  此步骤用学生自己的感受引入对课文的学习，
为学生体会本文对夏的独特描绘作铺垫。

我们知道，一年有四季，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秋季，你对秋
天有什么感受呢？（请二三位同学交流感受）

那对于刚刚过去的夏季，你的感受又如何呢？（请二三位同
学交流感受）

这样看来，我们每一位同学对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作家
梁衡又是如何看待夏天的呢？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文章
《夏》。

二.交流预习

请二三位同学上讲台展示并交流预习情况。



三.整体感知

[设计说明] 此步骤是让学生通过朗读和重新拟定标题的方法
感知文章主要内容。

学生齐读课文，读后学生先独立思考，然后交流讨论。

三.品味语言

[设计说明] 体会文章生动准确的语言特点，感受语言的魅力。

读文章不仅要了解内容，还得细细地品味语言。一篇好文章
往往要用一些精彩的语句表达思想感情。请同学们静下心来
把课文再默读一遍，感受一下哪些词用得好，哪些句子写得
美，能打动你的心，哪些语句能引起你的联想，让你想起你
自己曾经看过或感受过的类似情景。

学生先默读课文，勾画相关的词语和句子。

学生独立学习以后，先在小组内交流感受。再由小组推荐代
表全班交流。

例如：“烘烤”这个词用得好，能使人感受到太阳的温度特
别高。

“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这句写得好，我们仿佛能
闻到麦子的这种香味。

“热风浮动着”这句让我联想到夏天走在柏油马路上的炽热。

学生在交流的时候，可以选择时机让他进行个别的朗读，也
可以全班朗读某个片段。

四.课后作业 



[设计说明] 此步骤是通过对描写夏天的不同文章进行比较，
让学生懂得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
结论的道理。并查找资料，更多地了解夏天，以及人们对夏
天的不同看法。

1. 必做

1）寻找并阅读本册课本中以及其他书籍中描写“夏”的诗词
或文章，通过比较，想一想：不同的作者对“夏”为什么会
有不同的感受。

2.选做

你能搜集到更多的关于夏季的资料吗？

例如：你知道夏天是怎么形成的吗？

你能描述我们镇江夏季的特点吗？

你能说出多少关于“夏”的成语或谚语。

你能找到以“夏”为主题的照片、图片或音乐吗？

……

简案

课题：《夏》

学习目标：体味作者对“夏”的独特感受。

体会文章生动准确的语言特点，感受语言的魅力。

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学习过程：

一.导入  新课

[设计说明]  此步骤用学生自己的感受引入对课文的学习，
为学生体会本文对夏季的独特描绘作铺垫。

由学生对秋季及夏季的感受导入  新课

二.交流预习成果

三.整体感知

[设计说明]  此步骤是让学生通过朗读和重新拟定标题的
方法感知文章主要内容，

齐声朗读课文，思考：能否给本文重新拟定标题。

四.品味语言

[设计说明] 此步骤是让学生在感知文章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体会文章生动准确的语言特点，感受语言的魅力。

感受一下哪些词用得好，哪些句子写得美，能打动你的心，
哪些语句能引起你的联想，让你想起曾经看过或感受过的类
似情景。

五.课后作业 

[设计说明] 此步骤是通过对描写夏天的不同文章进行比较，
让学生懂得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
结论的道理。并查找资料，更多地了解夏天，以及人们对夏
天的不同看法。

2. 必做



1）寻找并阅读本册课本中以及其他书籍中描写“夏”的诗词
或文章，通过比较，想一想：不同的作者对“夏”为什么会
有不同的感受。

2.选做

你能搜集到更多的关于夏季的资料吗？

例如：你知道夏天是怎么形成的吗？

你能描述我们镇江夏季的特点吗？

你能说出多少关于“夏”的成语或谚语。

你能找到以“夏”为主题的照片、图片或音乐吗？

……

窗教学反思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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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教学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

1、 阅读中感受夏天的特点及文章的语言魅力。

2、 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3、 学习课文抓住特征写景的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作者观察、描述景物的特点。

教学过程 ：

1、 教前准备2、 ：

让学生联系实际用一些词语概一下夏天的一些特点。

3、 导入  新课：

正因为夏具有这些特点，所以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
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他们笔下的夏是“毒恶的灰沙
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
叫着”，“人像快干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
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品）——一种作
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是“日常睡起无
情思”（杨万里），“手倦抛书午梦长”（蔡确）——一种
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夏感。

可是，当代作家梁衡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



高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夏季，令人由衷叹服。我们今天
所学的课文——《夏》确实能够得上是当代散文中一篇难得
的精品。（板书 夏 梁衡）

4、 交代学习目标5、 ：

1、 感受夏天的特点及文章的语言魅力。

2、 体会对比、比较的表现作用。

3、 了解作者观察、描述景物的特点。

6、 研读课文：

（1） 初读课文，（2） 整体感知。

1、 朗读课文。

2、 思考：

（1） 作者梁衡笔下的夏具有哪些特点？（紧张、热烈、急
促）

（2） 课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热爱、赞美）

（3） 再读课文，（4） 释疑解难。

1、 比较、对比。

（1） 春夏景物比较：突出夏天的特点。

（2） 夏天的色彩与春秋天的色彩比较。

（3） 夏天作物生长与春天里得生长情况比较写夏之热烈。



（4） 用“春日融融、秋波澹澹”与“苦涩的汗水”进行对
比，（5） 强调作者写夏天的原因，（6） 在于歌颂劳动，
（7） 歌颂劳动人民。

2、 描写景物

（1） 夏景——太阳烘烤

麦浪翻滚

热风浮动

（2） 抽象事物具体化——色彩冷、赤 （抽象）

用“碧波、嫩竹”具体表现冷

用“夕阳、红叶”具体表现赤

（3） 对“旺季”描绘——麦子刚割过

棉苗（挑）、高粱、玉米（举）、瓜秧（匍匐）

（4） 用“五月人倍（5） 忙”体现紧张、急促的旋律。

田间挥镰农民、弯着腰、流着汗、快割、快打。

7、 作业 ：

根据自己的感受，抓住特征，写一段夏景。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

1、 体味文章语言特色。



2、 通过比较阅读，3、 体味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文章的语言特点

教学过程 ：

一、回顾全文，导入  新课：

通过上一课学习，你有哪一些收获？

1、 学习到抓住特征写景。

2、 运用对比、比较的方法揭示事物特征。

（可趁机检查一下作业 ）

二、学习文章的语言特色——生动、准确、表现力强。

1、 修辞。（比喻、拟人、排比、对偶）

2、 动词的运用。（结合探究练习二p132页）

3、 短句的运用。

4、 叙述、议论、描写（直接描写、间接描写）

5、 照应。

三、比较阅读：

山亭夏日

（唐）高骈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这首唐诗描绘了一幅情调清和的夏日图画，表现诗人悠闲自
在的闲适情趣、而课文抒发的是对夏天充满“紧张、热烈、
急促的旋律”的赞美，和对那些在夏日里分外繁忙的农人的
讴歌，表达作者对这种充满激情的火热生活的向往。

四、作业 ：

1、 课外阅读峻青的《海滨仲夏夜》

要求：（1）注意写景方法

（2）体味作者感情

窗教学反思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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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教学反思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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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教学反思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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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