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公开课竞赛方案设计(优秀5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
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避免盲目行动和无效
努力。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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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1、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借助学科教研组的'评课交流
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2、通过课堂教学的展示，促进学生主动、健康、和谐发展。

1、每位教师根据自己对新课程的学习与理解，设计并展示一
堂课；

2、其他教师听课、观摩，进行评课；

3、共同反思，提出解决策略，同时写出个人反思。

1、指教者定课题。

2、定方案，即进行备课。执教者根据自己对新课程、新理念
的理解程度，认真分析教材与学生的现实水平，设计教学流
程。

3、执行方案，即进行课堂实践。

4、课堂观察，即听课。教师集中进行听课，记录课堂，寻找
问题。



5、评价方案，听课教师进行评课交流活动，寻找理想与现实
的差距。

6写出听课反思。

1、活动时间xxx年10月16日至26日。

2、教师上课时间、地点安排：

星期一沈士伟高秀娟

星期二张金亚李翠田

星期三高玉林张学才

星期四张新廷郭丽云

星期五潘新花邓喜玲

第二周

星期一于书贵高彩霞

星期二杨培灵张秀萍

1、上课教师提交教案一篇

2、听课教师认真记录在听课本上。

3、教研组长在教研组记录本上认真记录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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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课”是一堂公开课的开始，是教师把即将要上的内容简
明扼要地向听课教师陈述的环节。目的是为了让听课教师了



解在这堂课中执教教师要达到何种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是
什么，用什么教学方法去进行教学等。

所以，在说课时我们应该抓住以下几方面去说：一是说教材，
二是说内容，三是说重难点，四是说教法，五是说效果。总
的来说，在说课中要避免长篇大论，应简明扼要、抓住重点
去说，不用面面俱到。

二、注重课文的选择

公开课中选取一篇好的课文是成功的基础。有的教师不注意
课文的选择，去选择那些篇幅较长、内容深奥的课文，教学
中花在读课文的时间相对较多，而且读后学生对课文内容难
于理解，导致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学生一问三不知，就形成
了教师唱独角戏、满堂灌，这样的公开课是失败的。

我们应该选择篇幅简短、内容浅显易懂的课文去上，这样在
读课文上节约时间，学生也较容易理解课文内容，为师生课
堂上的互动奠定基础。

三、课前准备要充分

课前准备就是“备课”。备课不仅备教材，还要备学生。我
们应该根据所选的内容和所面对的学生来进行课前准备，一
般应该准备以下几方面：

1、教案的设计。课堂成功与否，教案的设计取着决定性因素。
所以我们在设计教案时要把握好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
从而围绕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设计教案，力争突破难
点、突出重点，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如在我校开展的语文公开课《比尾巴》中，这位教师在设计
教案时，没有把握好教学目标和重点，什么都讲，形成了广
而不精、多而不实，把握不住重点，最终达不到教学目标。



2、课件的准备。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信息化的教
学已成为当今课堂教学的主流。所以，课件的准备是课前准
备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有的教师认为，课件准备得越多越好，
其实不然，如果课件较多，会让学生形成走马观花、不深入
理解、忙于观赏、不去思考。

所以在准备课件时，我们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删繁就简、
避轻就重，能达到帮助学生理解内容即可。

3、教具的准备。我们的教学手段不能只是现代教学手段或传
统教学手段，而应该是两者相结合。所以我们要想上好一堂
公开课还应该准备一些有帮助的教具，如生字卡片、图片、
奖励性礼物等。记得在一次评选骨干教师的公开课上，有位
老师准备了大量的生字卡片，花大量时间让学生读了又读，
然而在读课文时，大部分生字学生仍然不认识。

主要原因是学生看到生字卡片太多，不但提不起兴趣，反而
感到厌倦，所以效果很不理性。因此，教具的准备要恰到好
处，并不是多多益善。

4、教学方法的设计。我们常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在教学方法的设计上，我们应该根据所上的内容和所面对的
学生去设计教学方法。方法要围绕能激发学生兴趣，充分体
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为目标，设计的问题要精练，要能突破课
文的重难点，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问题要避免不切实际，繁杂使学生听后不愿去思考，这就形
成只有教师的提问，没有学生的回答，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
到体现。

5、板书的设计。一堂课上，好的板书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对教师引导学生分析、理解课文有很大帮助。相反，如果板
书过于林乱、不规整，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误导学生。如
有位教师在上《我不是最弱小的》这篇课文时，课文主要是



讲妈妈把雨衣传给哥哥，哥哥再传给弟弟，最后弟弟用雨衣
去保护蔷薇花，从而体现弟弟不是最弱小的。

而教师在教学时却只板书出：“妈妈传给哥哥传给弟弟”，
从板书上没能体现课文主旨，达不到理解课文内容的目的，
因为他少了“保护蔷薇花”。所以，一堂成功的公开课，巧
妙的设计板书是至关重要的。

四、教学要围绕教学目标

课堂教学是教师把课前准备充分展示的环节，是检验教师教
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
方面：

1、课堂导入。课堂导入是整堂课的奠基石，扮演着冲锋陷阵
的角色，课堂导入得好，将为我们后面的教学打下良好的基
础。

如果是本班学生，我们一般常用复习法导入;但如果是一群陌
生的学生，所上内容又无联系，学生课前没有预习，他们心
情既紧张又害怕，这时我们可以采用自我介绍、猜迷、设疑
等简单方式进行导入，即不耽误时间、又能很快将学生吸引
到课堂上来，为我们后面的教学做好铺垫。

2、课堂组织。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引导者，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所以教师在组织课堂时，
要设计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得到动口、动脑、动手
的训练，这样学生就没时间去做其他与课堂无关的事，他们
的注意力自然而然会集中到课堂中来，从而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

老师只有把课堂组织好了，才能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

五、注意课堂升华



课堂升华是课堂教学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学生对本堂课学习
后思想感情得到提升。教师可以设计一个问题，让学生通过
回答问题，自己归纳总结所学到的知识、受到何种教育、得
到什么启示等，使学生思想感情得到提升。

六、精心设计课堂练习

课堂练习是一堂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对所学知识及时
进行巩固，所以练习的设计要达到复习、巩固的目的，即不
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如写生字、阅读课文、做题目或写感
受等，只要是实用的就是好的。而有的教师往往忽略这一环
节，他们把整堂课安排得很满，没有练习的空间，忽视了复
习巩固的训练，教师上完，部分学生也跟着忘记完。

所以，教师在一堂课后要安排适当的练习，帮助学生复习巩
固所学知识。并且练习是一个活动环节，如果时间剩余较多，
练习可以多做一点，如果时间较少，练习则可以少做一点，
它对教师把握课堂时间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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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训练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2.掌握作者比喻的修辞手法。

3.了解三黑对土地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教学重点

1.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三黑对土地的热爱之情和重获土地
的喜悦。

2.想象文字描写的景物，体会作者的感情，感受农民对土地
的感情。



教学难点

通过理解重点词语来体会诗人描绘的景物。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师生谈话，导入课题。

1.每个人都有非常喜欢和珍爱的东西，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
下农民三黑，看看他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板书课题：三黑
和土地)

2.苏金伞简介，学生初步了解。

苏金伞(1906-1997)，原名苏鹤田，河南睢县人，是中国五四
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6年，
《大公报》介绍苏金伞时说，“他的诗讽刺深刻得体，当世
无第二人”。

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河南省文联第一届主席，著
有诗集《地层厂》《窗外》《鹁鸪鸟》《苏金伞诗选》《苏
金伞诗文集》等。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一)初读，解决字词。

1.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识生字词语，扫除字词障碍。

2.出示词语。



旱天、恨不得、土疙瘩、顺溜、松散、麦籽、白霎霎、荞麦、
耙地、痒抓抓、蹚坏、闺女

3.指名读词语，相机解释词语意思。

(二)读懂文意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出感情。

边读边想象作者所描绘的景物画面，读给同桌听，两人互相
评价。

2.理清思路，把握诗歌的主要内容。

(1)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本文主要写了农民三黑得到土地后，爱不释手，认真侍弄土
地，种上荞麦，等到丰收。)

(2)课文可以分为几个部分?请给每个部分加个标题。

标题：展望未来

(板书：翻地、耙地播种，蝈蝈和童年展望未来)

三、再读课文，深入分析。

1.诗歌塑造了三黑怎样的人物形象?(翻身做主人的老农民形
象。)读出最能打动你的地方，多读几遍，读出自己的感受。

2.你最喜欢诗歌的哪些语句?圈点勾画出自己喜欢的语句。想
一想这些语句好在哪里?

(1)活像旱天的鹅，一见了水就连头带尾巴钻进水里。



(2)地翻好，又耙了几遍，耙得又平又顺溜，看起来，好像妇
女刚梳的头。

以上两个句子，都用到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农民见到土地
比作“旱天的鹅见到了水”;把耙过的土地比作“妇女刚梳的
头”。

3.“从来没有睡过这么好的床”是什么意思?

预设：这里的“床”是指翻过后耙平整的土地，很松散、很
柔和。

预设：三黑太热爱自己的土地，把整过的土地比作一张床，
一张非常适合种子生长的温暖的床。

4.读了这篇课文，你对脚下的土地有了什么新的感受?

(也对土地产生了感情，非常热爱它。)

四、分组探讨，体悟感情。

1.小组讨论：这篇课文表达了三黑什么感情?

(学生结合课文讨论，教师巡视)

2.学生反馈汇报，教师指导：

这首诗歌表达了重获土地的农民喜悦心情以及对土地的无比
热爱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情。(板书：热爱土地憧憬
未来)

五、总结全文。

1.自读课文后，说说三黑是怎样看待土地的?



(把土地看作一张床，一张非常适合庄稼生长的温床。)

2.说一说你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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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一)理清作品思路，领会作者观点

(二)了解想象的基本要求

(三)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

教学重点：

了解想象的基本要求

教学难点：

想象力的培养和创新

教学时间：

1课时

一.导入新课：动物的尾巴的功能很多。松鼠的尾巴充当降落
伞，把握平衡;小狗的尾巴能够表情达意;鱼的尾巴起到划桨
的作用。我们人类没有尾巴，可是如果人类也有尾巴，会怎
样呢?今天，我们学习美国作家的坎斯.彼勒《如果人类也有
尾巴》。

二.默读课文，正音正字。(学生到黑板前书写字词，教师强
调易错的音和字)



脂.穴癌翘褪

三.理清作者行文思路。

1.提出“人类如果也有尾巴”的设想

2.想象人类的尾巴的样子

3.写人们会珍视、装饰、保护尾巴

4.尾巴的功能

四.思考问题：

1.作者依据什么提出人类如果也有尾巴的?

2.他又依据什么想象出人类尾巴的样子?

五、讨论得出：

1.根据在动物园里“被看的动物都有尾巴”，“看动物的动
物——人”都没有尾巴这个客观事实引发出来的。这一想象
是大胆、奇特的，然而又是有依据的。

2.作者在想象人类尾巴的样子时，也是在前一个想象的基础
上进行的，对人类尾巴的描述，是根据人体的体征和男女体
征差异而进行。如写人类的不会长毛，是依据人类的进化早已
“褪去了身上的毛”这一特征推想而成的;“男人的尾巴要比
女人的尾巴粗壮些”，是依据“男人所有的肢体都比女人强
健”这一特征想象推测的。

从上面分析得出：作者想象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有依据的。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愿世上人人都有一条实用而健美的
尾巴。”这惊人的结论。虽然奇特，但我们丝毫不觉荒.唐。



六.课堂总结：这篇课文特点就是大胆想象——有根有据——
合理推导——得出结论。

七.课堂拓展练习

请同学们从下面两个半命题中任选其一，大胆想象，依据合
理，说一段话。

题目一：“假如人类有__”

题目二：“如果动物会__”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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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的

为了鼓励教师练就扎实的教学基本功，不断增强业务素质，
提高理论和实践教学水平，经学校研究，决定由学校工会、
教务科联合组织开展公开课竞赛活动。



二、活动主题

“练基本功，赛基本功，强基本功，展示教师风采，建设一
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三、参赛对象及形式

各教研组推选的参赛教师,本次公开课竞赛为课堂教学形式，
分公共文化课（含语文组、数学组、英语组、德育组、体育
音乐组参赛课）与专业课（含各专业教研组参赛课）两大类
别进行比赛。

四、时间安排

第12周 各组完成参赛教师推荐，参赛教师填写参赛报名表，
提交电子教案和课件；教务科编排参赛课程安排表。

第13、14周 参赛教师按统一安排参赛。

五、评分细则

六、评比与奖励办法

分公共文化课（含语文组、数学组、英语组、德育组、体育
音乐组参赛课）与专业课（含各专业教研组参赛课）两大类
别进行比赛。由评委会成员进行现场听课、打分，每个大类
按每位老师的平均得分从高到低进行评奖，获奖比例为：一
等奖10%、二等奖20%、三等奖按评分结果确定，得分不得低
于70分，并颁发荣誉证书。

七、评委会成员组成

评委会主任：黄建国

副 主 任：刘秀文 王乃千



评委会成员：王大生 胡 燕 周理德 何志勇

全金华 戴金文 吴昌松 李建荣 唐连三

一、活动目的

夯实教师教学基本功，提升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业务素质和
教育教学水平，充分发挥各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教学
示范作用，探索具有中等职业教育鲜明特色的课堂教学形式，
实现中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二、组织领导

组 长：陈昆明

副组长：李淑梅、盛跃辉

组 员：各专业组长、教研组长、教务科全体成员

三、参加对象

全体进课堂的教师

四、活动时间

第八、九周

五、活动内容

1、各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示范课。（第八周）

2、本学期新调入、新临聘教师研讨课。（第九周）

六、具体安排



1、骨干教师自愿申报示范课，于第三周到盛跃辉老师处登记；
临聘老师和新调入老师必须上一节研讨课。上课老师于第七
周星期四前将上课具体时间、地点、内容、班级报盛跃辉老
师。

2、教研课具体安排，将在上课前一周星期五公布在荐轩楼一
楼大厅和教师qq群。

3、教师上完公开课后将教案（纸质）和所在专业组评课后填
写的.《教研课评价登记表》交教务科。

七、具体要求

1、执教教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公开课，精心准备，课堂教
学要落到实处，体现“20+25”课堂教学理念，即教师上课时
间约20分钟，学生活动时间约25分钟。

2、本组教师执教组内公开课时，专业（教研）组长要组织本
组成员协助上课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开展集体备课。

3、有公开课安排的，专业（教研）组长应提前通知本组教师
按时听课，课后及 1

时组织评课，原则上当天听课当天评。

4、无特殊情况，当周有公开课安排的教师不得随意变动上课
时间，尽可能减少安排的随意性。由于学校重大活动占用了
公开课时间，执教教师必须在本周或者下周补上。

5、每一位教师每学期至少听课20节。其中10节为教务科有登
记的公开课。听课时教师要关闭手机或静音，不迟到、早退。

八、教研课教师名单



1、示范课教师：

唐根深 向 俊 李 凯 蔡孝妮

张银芳 张英姿语 谢路先 胡叶平

伍雨莹 佘高婵 李 妙 朱 毅

胡 炜 杨 芳 杨秋实 杨 旭

袁晓艳 郑满黔

2、研讨课教师：

陈伟岸 黎刊刊 任 群 易 可 叶 咏

何思疑 李 格 覃 慧 张 萍 肖维英

黄 尧 刘 箐 王 谜 周 环 彭 琼

彭 李 文庆龄 杨婉婷 朱一翔

九、其他

1、全体任课教师须精心备课，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推门听课
的准备。

2、未尽事宜由教务科解释。

教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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