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书法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
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苏教版书法教案篇一

《小露珠》这篇课文是一篇非常优美的科学童话，又似一部
富有美感的动画片。她的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形象美。如活蹦乱跳的小青蛙、翩翩起舞的小蝴蝶、天真可
爱的小蟋蟀，人情味十足的喇叭花等等都给了孩子鲜明的印
象。二是故事的意境美。从夜幕降临小露珠开始形成，受到
各种小动物们的赞美，到无声地滋润、装点植物，与植物们
依依惜别，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浓浓的人情味。三是语言美。
让学生领略了语言文字的精妙。这篇文章可以成为帮助学生
训练语言、体会美好意境、陶冶学生性情范本。

第2——第5自然段，通过有感情的朗读和入境的表演，让学
生体会小动物们对露珠由衷的赞美和喜爱。指导动物的表演
时，我从生活出发，先让学生模仿动物的动作、叫声；接着
走进文本，阅读体会，从而揣摩小动物的神态、动作，引导
学生演绎好青蛙的“跳“，跳得轻盈、快乐；蟋蟀的“爬”，
爬得机灵可爱；蝴蝶的“落”，落得优雅大方。

读完第七自然段，在学生充分感受了小露珠外表的可爱、美
丽以及内在高尚品格的基础上，我设问：“学了这篇课文，
你们喜欢小露珠吗？那我们来赞美一下小露珠吧！”让他们
以小小组为单位，合作着把文中描写小露珠的外表美与内在
美，通过自己语言的整理来赞美小露珠。“一石激起千层
浪”，学生在合作交流中思维活跃，畅所欲言，他们稚嫩的
语言表达了对小露珠的热情赞美。我想：通过读、品、演、



赞，孩子心中的小露珠形象肯定会越来越高大了吧！

苏教版书法教案篇二

本节课我以审美为核心，让学生在美的环境中学习音乐。结
合学生年龄特点，为学生创设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

以旅行的方式，让学生听到了森林里不同的声音、城市中车
水马龙的声音，给学生自主地合作、探究、创造性的去发挥
想象力的空间、让学生通过音乐教学实践、奥尔夫音乐律动、
音乐小游戏产生对音乐的强烈兴趣与爱好，培养学生感受音
乐、表现音乐、认真聆听音乐的能力和好习惯。同时，我觉
得教学中教师要设计更多巧妙的环节让学生去实践，去创造
（例如歌表演、创编舞蹈动作、自编歌词等）。

不足之处：

1、课堂纪律把握的不好。

2、以聆听音乐为主做得少，培养学生自学这一方面做的不好。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改进，多以游戏教学法为主，让学生学
得更轻松更喜悦，更能体会音乐中的美。

苏教版书法教案篇三

本节课是苏教版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中的认识除法。本课的
教学重点是：学生通过平均分的活动积累了一定的感性经验
后，再从平均分的活动中抽象出除法算式，并让学生经历这
一抽象过程，从中体会并初步理解除法的含义。它既是用乘
法口诀求商的基础，也是以后解决除法实际问题的主要基础，
因此我在讲授时注意以下几点：

1、让学生经历“实际问题——平均分的活动(实物操作或表
象操作)——除法算式”这一抽象过程，建立数学模型，从而



体会除法的实际含义，初步理解把一些物体“每几个一份地
分”或“平均分成几份”，都可以用除法计算，再介绍除号、
除法算式的写法、读法以及除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在这
过程中，认识除法的意义，对低年级学生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当学生列出除法算式后，我还要求学生能根据题意反
复说说所列出的除法算式的意思，即除法算式中每个数所表
示的意思，这样来帮助学生理解除法的含义。整堂课下来，
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不仅能正确地列出除法算式，还能理解
其含义。

2、在练习的过程中，先让学生观察情境图，收集题目中告诉
我们的信息和找出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接着，充分利用学生
已学的知识和本领，放手让学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日常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从而加深理解和巩固除法知识，培养了学生
学习数学的动力和兴趣。

3、要充分了解和照顾学习有困难的同学，有针对性地强化练
习。比如，除法算式的读，看似很简单，但对一部分学习困
难生来说肯定会出现问题，因此，在教学时，我非常注意这
一细小的环节，除了齐读，还指名让学生读一读，这期间我
刻意安排一些学习困难生，让他们反馈学习情况，一旦出现
问题就让大家一起帮助纠正，这样，有利于加深大家的印象，
使学生学得更扎实到位。

苏教版书法教案篇四

清晨，我正在叠被子，突然，乌云翻滚而来，天空中顿时黑
蒙蒙的，蓝天白云的美丽景色顿时变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哗啦啦”地下着。
雨打到玻璃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天空变得好像晚
上6，7点钟时一般黑。雨越下越大，让我感到很寂寞。树枝
被雨打得不停地摇着头，好像在说：“雨真大！”许多娇嫩
的花朵被雨水打落下来。渐渐地，渐渐地，雨越来越小，毛



毛点点的小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声音非常悦耳，
天也慢慢地亮了。大约半小时后雨终于停了，空气清新了许
多，沾满灰尘的路面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小鸟也飞出来
争夺食物，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藏在池塘底下的躲雨的小
鱼，摇着尾巴游出来。树叶上的.小水珠像一颗颗晶莹透亮的
珍珠，美丽极了。翠绿的草地上又传来欢乐的笑声。刚才还
灰蒙蒙的景象，现在又变得五颜六色，色彩缤纷了!

下雨前和下雨后的景色可真是不一样啊！

苏教版书法教案篇五

一、教学重难点：

1、认识池塘、小溪、江河、海洋，了解它们的特点。

2、认识三个新偏旁，“落”、“进”的书写是难点。

二、重难点突破：

夏老师：诗歌描写了雨点落进池塘、小溪、江河、海洋的不
同状态，结合观察图画，认识雨点“在池塘里睡觉、在小溪
里散步、在江河里奔跑、在海洋里跳跃”的不同特点。朗读
诗歌的时候抓住表示雨点形态的词语，读出雨点的样子来。

张老师：揭示课题的时候可以出示一段雨的视频，让学生感
受雨景，或欣赏一首雨点的歌曲，结合观察图画，让学生说
说雨点落进了哪些地方：样子有什么不同?让学生轻声自由读
课文，训练边读边想的学习习惯。字音注意读准：“散”是
平舌音，睡觉的“睡”是翘舌音，落进的进是前鼻音。在学
生初读过课文后，指名小朋友朗读课文，评价要鼓励性，让
孩子们一起评价，学习评价。

陶老师：学生难以区分平舌音和翘舌音，还有前鼻音和后鼻



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急于求成的方法是没有的，只有坚
持读音纠正和要求家庭中讲准确的普通话，重视普通话的发
音正确。

周老师：看图认识池塘、小溪、江河、海洋的特征，感受睡
觉、散步、奔跑、跳跃的动态，可以让小朋友一起动一动，
读好词语就读好了句子，才能读好诗歌。

三、练习设计

1、把诗歌朗诵给全家人听。

2、观察池塘、小河、海洋、江河的画面或者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