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模板7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什么样的计划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一

1、日食和月食是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运动形成的天文
现象。

2、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地球处于月影中时，因月球
挡住了太阳照射到地球上的光形成日食。而月食则是月球运
行到地球的影子中，地球挡住了太阳射向月球的光。

过程与方法：

1、运用模拟实验的方法研究日食和月食的成因。

2、对模拟实验中的现象进行细致的观察。

3、根据模拟实验中的现象进行逻辑推理，推测日食和月食的
成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验科学实验的严谨、客观和乐趣，意识到设计科学研究
方案的重要性。

2、能够大胆地想象，表达自己的想法。

3、意识到模拟实验与推测和客观真实是有一定差距的。

4、意识到天文现象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



日食和月食是太阳、地球、月球三个天体运动形成的天文现
象。

根据模拟实验中的现象进行逻辑推理，推测日食和月食的成
因。

有关日食和月食信息的图片、照片、课件、录像资料、书籍
等；乒乓球、玻璃球、手电筒、观察记录表；要求学生在课
前收集有关日食和月食的信息。

太阳是否有时也会有圆缺现象？（出示日食发生过程的图片）
这叫什么现象？你们听说过日食和月食吗？关于日食和月食
你有什么问题？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日食和月食》。

2、讲述：我们先来研究日食发生的过程及特点。

4、小组汇报讨论结果，教师整理并适时补充日食发生过程的
一些其他事实性资料。

5、小结日食发生过程中的一些特点：（1）太阳被一个物体
挡住了；（2）挡光的物体是圆形或球形的；（3）挡光的物
体是运动着的；（4）挡光的物体看上去和太阳差不多大；
（4）地球、挡光物体和太阳差不多在一条直线上。

6、提出问题：根据日食的特点，你认为日食可能是怎么形成
的？

（分析过程预设：（1）太阳被遮挡的部分边缘是弧形的，说
明挡光的天体是圆的。（2）在日食过程中，有时太阳的整个
球面都被挡住了，成为黑色，这说明挡光的天体，从地球上
看与太阳一般大小（3）太阳被遮挡的部分从西边开始，向东
边移动，说明这个天体是自西向东运动的，综合以上分析，
可能是月球挡住了太阳的光辉。）



2、分小组设计模拟实验的计划，设计时注意：

（1）用什么实验材料来做这样一个模拟实验?

（2）如何做实验 ?

（3）在实验中估计会出现哪些现象？

（4）观察到的哪些现象能说明日食发生了?

3、学生分小组进行模拟实验：一生用手电筒代表太阳，一生
手持乒乓球代表地球，一生手持玻璃球当月球自西向东运动，
用玻璃球绕乒乓球转动一周表示月球绕地球一周，看看在什
么情况下看不见太阳。

（模拟实验要注意：所用的挡光物体要比被挡光物体小；挡
光物体是运动的；挡光物体是圆形或球形的。这一过程中，
并不一定就会发生日食。只有玻璃球转到电筒光和乒乓球之
间，三者在一条直线上，并且三者之间的距离合适时，保证
玻璃球的影子落在乒乓球上时，才会发生“日食”现象。）

1、用自己的语言说说日食的形成原因。

（当月球运动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如果三者正好处在一条直
线上时，月球就会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在地球上处于影
子中的人，只能看到太阳的一部分或全部看不到，于是就发
生了日食。）

2、出示日食成因示意图，阅读课本54页日食的成因。

3、教师在黑板上画出简图，让学生讲解日食的成因。

4、交流：你们从图中还有什么发现？

（1、发生日食时，不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能同时看到，只有



处在月球影子里的人才能看到日食。2、根据自己对日食成因
的分析，推断日食总是发生在农历初一（朔）。）

5、过渡：那么月食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国有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在印度，某些部落认为月食是
一条龙吞食了月球，幸运的是有一个英雄砍掉了龙的头，所
以月亮很快就重现了。）

2、学生思考推测。

（预设：在月球运动过程中，如果太阳、月球、地球三者正
好处在一条直线上时，地球就会挡住太阳射向月球的光，这
时地球上的人们就会观察到月食现象。）

3、用模拟实验加以证实。

4、你能将月食发生的示意图画出来吗？（学生尝试画出月食
成因示意图。）

5、根据示意图说说月食的成因。

6、讨论：月食发生在农历的什么时候？

（月食总是发生在农历十五（望））

1、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比如对模拟实验有
何认识？

2、思考：为什么有日环食现象而没有月环食现象？

（月食发生时，月球运行进地球的阴影中。由于地球在月球
轨道处的投影总比月球大，所以月环食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



日食（农历的初一前后）——月球居于地球和太阳之间，三
者在一条直线上

月食（农历的十五前后）——地球居于月球和太阳之间，三
者在一条直线上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二

活动目标：

1、幼儿在活动中能主动运用滚、爬、跳、钻等技能，进行游
戏。

2、幼儿在游戏中能正确区分红、黄等各种颜色。

3、鼓励幼儿勇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

活动准备：

1、律动音乐、小刺猬头饰若干。

2、垫子、圈、牛皮筋、呼啦圈等布置成圆形场地。

3、各种水果若干。

4、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标记和篮子。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准备活动

（放音乐）做准备运动。



2、谈话活动

（做起床的动作）天气越来越冷了，宝宝们，看来我们要出
去捡一些水果过冬了，

以前都是妈妈一个人出去捡，今天妈妈要请宝宝们一起去捡
好吗？

来，我们先来运动运动，锻炼一下身体。

二、活动过程

1、交代场地

宝宝们练的真棒，在我们家附近有许多的水果，我们可以走
过这里的草地、小桥、石头、矮墙、山洞去捡水果，宝宝们
走的时候要勇敢一点，不要害怕，要想个好办法走过这些地
方去捡水果，现在宝宝们可以出发了！

2、幼儿尝试练习，师指导

3、幼儿讨论所用的方法。

宝宝可以相互说一说，你是经过那些地方去捡水果的，是怎
么走过去的？

你捡到的是什么水果？也可以和妈妈来说一说。

5、幼儿进行捡水果比赛.(一到两次)

（1）队员分配

妈妈知道我们宝宝都很能干，还有更好的办法走过这些地方，
那我们来个比赛吧！



幼儿自由选择分成红、黄、蓝、绿四队。

（2）交代要求

现在宝宝们分成了四队，妈妈说“开始”，宝宝就可以找个
地方去捡水果了，捡了水果红队宝宝应该放在哪个篮子里
呢？…….

妈妈说“停”的时候，宝宝就要停下来，不能再捡水果了。

（3）幼儿比赛，师指导

表扬、鼓励赢的一队。

三、活动结束

宝宝们！捡了这么多的水果，也很累了，来跟妈妈一起放松
放松！

活动反思：幼儿在自由选择自己的颜色队时，过分的依赖老
师，或者跟着大家挤到一起，说明幼儿缺少自主性，在以后
的教学中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培养。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三

1、知识目标：让学生分析归纳，体会情物交融，理解课文蕴
涵的哲理。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能读出“问题”，使学
生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探究的合作者。学会关注生活，
有意识地感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3、情感目标：通过优美句段的欣赏，陶冶学生情操，激发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意识和创新精神。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能读出“问题”，使学生成为一个独
立的思考者，探究的合作者。

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积累生活、感悟生活的能力。

透过通过优美句段的欣赏，理解文段蕴涵的深刻含义。

1、以“读”贯穿课堂，以“读”带动对文章的理解：

新课标强调读在语文教育中的功能。而阅读本文的难度较大：
一方面钱钟书先生的文化底蕴深厚，对古今中外的名句典故
信手拈来，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另一方面是先生为人幽默，
文句喜用譬喻，虽在字里行间透露着智慧的闪光，但对比学
生的现有能力又显得过于深邃。因此，不读文章，不多读原
文，学生很难理解文章的大意，更不要说深入把握作品的内
涵。

2、质疑辅导为主，有疑而问，有疑而论。

根据本课的重难点，结合学生具有“抓表层易，知本质难；
知思路易，明思想难；习得知识易，迁移能力难。整体水平
较低”的特点及新课标的理念，而主要采用“探究合作法”，
让学生在教材中找出能反映行文线索，集中体现作者感悟的
语句来，在这其中引导学生“发现——分析——提出见解“，
让学生突破重点难点。

给“话题”——（窗）找一个引入的对象。

联想：

（接近联想）春——自然

窗——门

（诠释窗与自然的关系）



（类似联想）窗——眼睛——灵魂

（人对世界的选择性）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看屏幕，这是一副“窗”的照片，它让我想了读高中时，
老师让我们以“窗”为题材写一篇作文，我写了倚在窗前看
到的风景，立意不深，只得了中等。也让我想起了：琼瑶的
《窗外》，它讲的是不被世俗肯定的师生恋，日本作家黑柳
彻子写的《窗边的小豆豆》，它谈的是教育制度、教育方式
的问题。

（多媒体展示“窗的照片）

2、学生讨论发言：

图片“窗”引发的回忆，想象，联想或感情。

3、列举一些中外名人对“窗”描绘的佳句，并归纳自古以来
人们对“窗”的认识特点。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窗，是了解的视点；窗，是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窗，可以
是有形的，可以是无形的；窗，可能有自己丰富的经历，窗，
可能是生活无声的见证……大千世界，和窗有关的故事很多
很多，芸芸众生，由窗生发的见解也见仁见智。

小结：自古以来，爱好写作的人，即使居于一室，食衣住的
东西都能轻松入文，且充满智慧、趣味盎然。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一）思考问题、小组讨论：

1、理清思路：找文中有高度概括性的话语，这就是全文的骨
架。

2、围绕“窗”这一话题，就本文而言，作者运用何种手段组
织素材的使文章逐步涉及人生中的问题的？（学习散文创作中
“旁征博引”的几种方式。）

（二）明确：

1、关键句：

第一段：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

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第二段：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

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

第三段：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都的
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

第四段：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

2、散文贵在“形散神聚”，其写作思维的形式其实就是“联
想”。那么大家认真想一想作者是怎样将相关的事物一一联
系起来的。

这对于大家的写作极有帮助。你们作为这一时代的学生，看
到的读到的要比以前的学生多得多，怎样让它们成为你作文
中井然有序的例子，今天就跟钱钟书先生学几招。学会让事
物联系起来。



a、给“话题”找一个引入的对象。（眼前实物：春）

b、联想：（功能相似，对象相似）春——自然窗——门（诠
释窗与自然的关系）

窗——眼睛——灵魂

（人对世界的选择性）

c、略讲对比这一写作手法。

四、作业：

回读课文，再次感悟。品味“窗”的特点，加深对“窗”的
总认识，并记录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也可记下自己的不同
见解。

第二课时

一、局部研读，讨论研究

自由发言，大胆的讲述自己对“窗”的见解，谈谈自己对哪
一句话的感受，并说说作者在这句话中流露出来的感悟。

说明：允许自圆其说。此环节强调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力图
真正解决学生阅读中遇到的属于自己的问题讲究自主思考，
生生互动，师生合作，营造平等自由宽松的语文学习活动。
因是学生根据阅读的实际提出的问题，因此老师不设问题，
鼓励学生自主阅读积极思考，但要对学生的提问进行预估，
以便能在课堂上掌控全局，应对灵活。例如：

（1）在第一段中，“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和“贱”字？



作者为什么说“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为什么又
用“画配了框子”来作（联系美术中的“取景”知识谈认识。
）

（2）第二段中，如何理解“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
许我们占据，表示享受。”中的“追求”和“占领”的不同
含义。（注意“物质”与“理想”两个词语和“爬窗”的比
喻。）

（3）第三段中，作者为什么说“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
一个”？（注意与外界的关系联系。）

（4）第四段中，作者为什么要从“窗”写到“眼睛”？

文章结尾“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镇天镇夜不关的。”如
何理解？

（适时补充钱钟书的人生观及写作本文的背景材料，《〈写
在人生边上〉的序》）

二、归纳总结，延伸拓展。

（1）通过本节课的交流、探讨，让学生总结全文主旨，并谈
谈自己的体会与收获。为了更好的让学生的知识得以迁移，
让学生完成课后练习三，比较阅读波德莱尔的《窗》，体会
两篇文章的异同。

（2）阅读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或林语堂的《人生的盛宴》
散文集，体会这一类作家将写作完全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凡
事都能入文，凡事都能成趣的志趣。写一篇读后感，话题自
定，要求有一定的联想。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篇四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及新词，认读2个字。

2、能用"竭力"造句。

3、朗读课文，了解茅膏菜和猪笼草的外形特点，知道它们是
怎样吃虫的，以及能吃到虫子的原因，感受自然的神奇。

4、结合课外资料和同学交流世界上还有哪些奇妙的植物。

了解茅膏菜和猪笼草的外形特点，知道它们是怎样吃虫的，
以及能吃到虫子的原因，感受自然的神奇。

通过阅读思考，知道它们为什么能吃到虫子。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1、学会本课10个生字及新词，认读2个字。

2、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理清文章层次。

3、用"竭力"造句。

学会本课生字，理清课文的层次。

用"竭力"造句。

一、激趣导入

世界上的生物千奇百怪，会吃虫的植物你们见过吗?今天我们



就来见一见会吃虫的植物。板书：

二、初读课文

课前同学们进行了充分的预习，检查自己的预习成果，正确
流利的朗读课文。指名朗读课文，订正字音。

认读词语，相机理解：

(1)茅膏菜，课文介绍了哪几种吃虫的植物?

(2)黏液，想一想黏液的样子。

(3)粘住，读准字音，粘住谁了认读苍蝇。

(4)跌进，半截，腐烂。

(5)本课还有两个多音字，出示"扎","盛",说说这两个字的不
同读音，分别组词语。

(6)竭力是什么意思?读句子"一条蜈蚣跌进猪笼草的袋子里，
半截身体露在袋外，正竭力挣扎着想爬出袋子"一边读一边想
象蜈蚣竭力往外爬的情景，进一步理解"竭力"。

(7)你能用"竭力"说句子吗?

自学生字，反馈练习。

(1)加偏旁成本课生字并组词。

矛，高，夜，占，失

(2)比一比，组词语。

蝇() 截() 竭()



绳() 裁() 喝()

三、了解内容

默读课文，想想课文都写了什么?

学生发言，师生共同归纳：写了茅膏菜和猪笼草的样子，以
及它们是怎样吃虫的

四、理清层次

根据刚才我们归纳的内容，你能给课文分段吗

学生分段，订正结果。(1—2自然段是第一段，3—4自然段是
第二段)

自己默读第一段，想一想在介绍茅膏菜是先介绍什么，再说
什么，

又是怎样介绍猪笼草的?

了解课文在介绍这两种吃虫的植物时，都是先介绍它们的样
子和怎样吃虫的，再举例说明。

五、小结

课文向我们介绍了两种吃虫的植物，茅膏菜和猪笼草，我们
根据课文内容把课文分成两部分。那么它们又是怎样吃虫的
呢?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



2、了解了解茅膏菜和猪笼草的外形特点，知道它们是怎样吃
虫的，以及能吃到虫子的原因，感受自然的神奇。

3、结合课外资料和同学交流世界上还有哪些奇妙的植物，激
发学生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

教学重点：

了解茅膏菜和猪笼草的外形特点，知道它们是怎样吃虫的，
以及能吃到虫子的原因，感受自然的神奇。

教学难点：

通过阅读思考，知道它们为什么能吃到虫子。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19课

二、精读课文

学习第一段。

默读第一段，思考：茅膏菜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怎样吃虫的?
它为什么能吃到虫子?可以用不同的符号画一画。

学生按要求默读思考，教师巡视指导。

汇报填表：

植物名称

外形特点



怎样吃虫

能吃到虫子的原因

茅膏菜

(师生共填)

叶子是半月形的，又嫩又绿。叶子上长满柔毛，还带着黏液。

粘住小虫，叶子紧紧地卷起来。

半月形的叶子更容易卷起，嫩绿的颜色吸引小虫，柔毛和黏
液可以粘住小虫。

猪笼草

(小组合作)

全身红红绿绿，叶子长，宽大，挂着一个袋子，细毛上有蜜
汁袋口和内壁很滑，袋底有“积水”，虫子掉进袋子后
被“积水”腐蚀。

颜色和蜜汁吸引虫子，袋口和内壁很滑使虫子容易掉进袋子
不能逃脱，消化液的腐蚀作用很强。

(学生在填写过程中，只用简单的词语即可)

(1)说茅膏菜的样子时，播放课件，直观了解茅膏菜的样子。
知道“积水”是什么(消化液)

(2)边读文边说茅膏菜这样的外形特点对捉虫有怎样的作用。

(3)完成表格。



(4)茅膏菜的叶片紧紧卷起，小虫怎么也逃脱不了，我们一起
来看看课文给我们讲的事例。

(5)补充资料，茅膏菜并不大，直径长约1厘米，最后把苍蝇
消化得只剩下两片翅膀和六条细腿，真是吃虫的能手。

谁能用自己的话概括这段的主要内容。

学习第二段"猪笼草".

小组学习第二段内容，按要求填表。

投影学生自学成果，规范语言。

课件出示，直观了解猪笼草的外形。

读最后一个自然段，"半截身体露在袋外，正竭力挣扎着想爬
出袋子，可是那袋里的半截身体，已经腐烂的不成样子了。"
说说感受，感受猪笼草真是吃虫的能手。

小结：正因为茅膏菜和猪笼草的外形特点使它们成了自然界
的吃虫能手。

课外阅读：

1、在世界上的众多植物中还有许多像茅膏菜和猪笼草这样的
吃虫高手，你还知道有谁吗

2、结合课外阅读说一说：例如"捕蝇草""瓶子草""毛毡苔"

3、除了这些吃虫的奇特植物，你还知道哪些神奇植物和它们
的奇特本领，可以仿照书上的方法，先说说它们的样子，能
举个例子。

小结：在我们的世界上有许多奇妙的植物，动物和事情，还



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发现。

有一种吃虫的植物叫猪笼草。它的枝条上有一个“瓶子”。
猪笼草上面有蜜，虫子飞来吃蜜就马上掉进“瓶子”里，一
会儿就化了。我自从知道了猪笼草，我就不尽地赞叹：大自
然真神奇!

思维拓展：

总结：

今天学习的收获。

板书设计：

吃虫的植物

茅膏菜猪笼草先画一画句子

再找一找联系

最后想一想作用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五

1、能正确认读“廊、悠”等9个生字和1个多音字“和”，能
正确书写“皂、廊”等13个生字，会写“肥皂泡、种类”
等13个词语。

2、读课文初步把握课文内容，知道课文围绕肥皂泡描写了哪
些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吹肥
皂泡的过程，学习作者描写游戏过程的有序、细致。



4、通过课后资料袋，对冰心有基本的了解。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吹肥皂
泡的过程，学习作者描写游戏过程的有序、细致。

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吹肥皂泡的过程，感受吹肥皂泡的乐趣。

1、出示两张小孩子吹肥皂泡的图片，一张课文插图，一张如
今照片。

（1）引导学生观察发现，不论什么年代吹肥皂泡都是孩子们
最喜爱的游戏之一，都给他们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出示资料袋，学生了解冰心。

2、谈话：你喜欢玩儿肥皂泡吗？为什么喜欢？

师归纳小结：玩肥皂泡不受时间空间影响，随时随地可以，
材料简单，可以一人玩儿也可以多人玩儿。玩儿肥皂泡富有
挑战性。肥皂泡非常漂亮，还使我们充满幻想。

3、齐读课题：20肥皂泡。

此环节通过两组照片的对比让学生发现不论哪个年代吹肥皂
泡都是孩子们喜爱的游戏，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再通过谈话交流自己喜欢玩儿肥皂泡的原因，使学生进一步
了解肥皂泡的游戏，初步感知玩儿肥皂泡的快乐，为下面学
习课文做铺垫。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生字多读
几遍，遇到不认识或不理解的生字词标上记号（可以利用工
具书或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

2、小组交流。



四人学习小组，由组长带领组员轮流读课文，互相倾听，共
同解决自读时发现的读音、生字词的问题。

3、全班交流。

（1）检查生字词语。

廊子和弄脆薄山巅婴儿种类其中网球

透明分裂形式希望圆满飞越目送肥皂泡

玲珑娇软软悠悠轻悠悠颤巍巍

（2）教师做重点提示。

指导学习多音字“和”：读huo时表示动作，通过演示或做动
作让学生理解“和弄和弄”的意思。

出示图片，引导学生理解“廊子”“山巅”“婴儿”。

（3）读好长句子和生字多的句子。

方法是把用剩的碎肥皂放在一只小木碗里，加上点儿水，和
弄和弄，使它溶化，然后用一支竹笔套管，蘸上那黏稠的肥
皂水，慢慢地吹起，吹成一个轻圆的网球大小的泡儿，再轻
轻地一提，那轻圆的球儿便从管上落了下来，软悠悠地在空
中飘游。

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
散分飞。

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这脆薄的球，会扯成长圆的
形式，颤巍巍的，光影零乱。

或者轻悠悠地飘过大海，飞越山巅，又低低地落下，落到一



个熟睡中的婴儿的头发上……

4、默读课文，思考：作者围绕“肥皂泡”主要写了哪些内容？

相机板书：做肥皂水吹肥皂泡赏肥皂泡寄托梦想

三年级学生已经有一定识字量，具备基本的独立识字能力，
教学时，引导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联系已有的识字方法自主
识字。初读课文，在读准字音、读通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梳理课文脉络，初步感知并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1、你吹过肥皂泡吗？你是怎样玩儿的？

2、学生自由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边读边想你吹肥皂泡和课文
的情形有什么不一样？读后交流，教师引导。

（1）发现变化：碎肥皂——肥皂水——网球大小的泡儿——
轻圆的球儿。

（2）找出动词：蘸吹提扇送。

圈出动作后，请学生做一做这些动作，引导学生关注“慢慢
地吹、轻轻地提、轻轻地扇送”这些提示语，体会“我”吹
泡泡时小心翼翼的样子。

（3）指导朗读。

3、用自己的话说说吹肥皂泡的过程。

（1）同桌伙伴相互交流。

（2）全班交流。

（3）教师小结：可以抓住事物的变化进行讲述，也可以抓住
动作边表演边讲述，还可以用连接词进行表述，表达时条理



清楚，过程连贯。

1、观察生字表中的字，归类学习交流。

2、指导书写“廊”“透”。

强调“廊”字下面的心字底第一笔和第二笔的位置；“婴”
上窄下宽，上面的两个“贝”大小相同。

【对生字根据结构特点进行分类，指导学生正确、美观地书
写生字。】

1、抄写本课的生字及词语。

2、通过课后资料袋了解冰心。

六、板书设计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篇六

1、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语句通顺连贯。

2、书写工整，注意不写错别字，会用常用的标点符号。

：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语句通顺连贯。

：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语句通顺连贯。

：有关的范文。

一、创设情景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亲人、朋友、同学等等，这些人
中有的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较淡，而有些人却给人留下十
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人终生难忘。难道你不愿意让大家知



道吗？今天我们就来写一写你最熟悉的人。

二、审题指导

读题目要求：你都了解到什么？（读题目要求，认真加以思
考）

你认为此次作文的重点应在什么上下功夫？（内容具体、真
情实感）

三、组织材料

1、想想谁是(_xiang xiang shui shi)你最熟悉的人（印象最深
的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让你对他产生如此深刻的印
象。按要求进行准备。

要求：

1、说一说他是谁？

2、说一说你为什么选择写他，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一个动人

的故事？

3、把你选择的材料完整的说给大家听。

（在独立选材的基础上可以就近进行交流）

2、汇报自己的选材。

1.请比较好的同学先汇报。其他同学认真倾听，根据自己的
理解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教师应注意评价学生的评价，要
充分肯定优点，适当的指出需要努力的方面。

2.在请中等和有一定困难的同学进行汇报。同学老师进行及



时评价。友善的提出不足之处。

四、突破难点

1、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要写好这篇文章重点是内容具体、感情
真挚。那怎样才能做到呢？

2、就刚才同学们的故事，大家提出的改进的方案。

小组每进行讨论，报讨论的结果进行汇报。

3、教师总结：抓住人物的特点，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神
态。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充分融入自己的真情，才能写出
好文章。

五、动笔练习

根据你刚才的材料进行写作练习(gen1 ju4 ni3 gang1 cai2
de0 cai2 liao4 jin4 xing2 xie3 zuo1 lian4 xi2)。注意要把过
程写得生动具体。

六、范文：我想您，爷爷

我想您，爷爷！虽然是人世阴间，永难相望，但孙儿对爷爷
的思念，却像河里的流水，永远永远在流淌。

你还记得吗？爷爷！在我小时候，冬天的早晨，你总是用您
那冻得冰凉的手和扎人的胡须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晚上，我
经常坐在您的身边，听您将那永远讲不完的“古朝”，临了，
您便用那结满老茧的手抚摩着我的头，把我送入梦乡。夏天，
您出门回来，总是带些我喜欢吃的、玩的，逗着我叫“爷
爷”，当我奶声奶气喊爷爷时，您就会兴奋得把我抱在怀里，
吻着我的脸说“凤才！真乖。”



在您的“风采”声(zai nin de _feng cai _sheng)中和抚摸下，
我徐徐地长大了，上学了。您还记得吗，爷爷？你时常坐在
我身边，叼着烟锅，眯着沿，一个字一个字的盯着我做作业，
夸我那歪歪斜斜的字写得“真端正”，其实，您并不熟悉字。

你会记得吗，爷爷？那年，我上了五年级，来回二十里，走
读于乡小学，碰到下雨天，常淋着雨回家，您总是絮絮叨叨
问寒问暖，临走时您总要把我送出村外，直到走出好远好远，
爬上了村对面的马路上，回头望，您还在村头伫立…….

您知道吗，爷爷？两周后，当孙儿怀着急切而焦急的心情再
次回到您身边时，爷爷——您一静静的躺在冰凉的地上永远
睡着了。我哭，我喊，我哭干了眼泪，我喊哑了喉咙，爷爷
呀，为什么不再看我一眼？为什么不应我一声？！您知道吗，
爷爷？那精致的纸幡扛在孙儿的肩上，时那样沉重，一步一
颠，一步一晃，我的心被揉碎了。

教案教学工作计划表篇七

教材分析：课文通过爸爸和聪聪暑假旅游途中的一个生活片
断，说明了学习语文不仅要从词典中、语文课文中学，还要
从生活实践中学习。

这篇课文采用先叙述具体事实，后引出结论，揭示题旨的方
法，思路清晰，层次清楚。我们在进行低年级字词教学时，
十分注重通过和生活的联系，通过激发学生的生活体验或表
象积累来丰富字词的意义表象。但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较为
“被动”的理解字词的方法。而这篇文章就是通过作者精心
创设的故事情景，让学生在接触一个生活气息浓郁的故事的
同时，慢慢地掌握理解字词的一个重要方法——联系生活体
验，并学会边读边想的阅读方法，让学生慢慢地感受到将语
文学习、语文课堂与生活大舞台相联系是学好语文、理解字
词的最好办法，同时也为学生能够准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奠
定“意义”基础。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查、词、典、聪、突、烈、涛、岸、岩、
音”10个生字，并能书写正确，美观。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词语“骄阳似火、惊涛拍岸、一蹦一跳、晒蔫、意味
深长、山崩地裂”，并能用“不仅……还……”造句。

4、继续巩固观察画面的方法，并能将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内
容用较为准确的语言描述出来。

5、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懂得学语文不仅要从书本上学，还
要从生活实践中学。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板书：词典）问：你用过词典吗？词典有什么作用？

2、（板书：无字）“无字词典”是什么呢？爸爸是怎样引导
聪聪运用“无字词典”来理解词语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认真
读课文吧。

二、自读课文

1、提出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标出自然段。

你不理解的地方可以作上记号。

2、检查自读效果（随文学字）



（1）这篇课文主要写了谁？（爸爸和聪聪，出示“聪聪“，
指名读）

（2）作者描写聪聪很细致，特别是动词运用，你能找出来吗？
（相机出示：一蹦一跳，指名读，让学生理解。）

（3）谁能模仿这一段用自己的话来说说爸爸是怎样的？（爸
爸脖子挂着照相机，手上拎着旅行包，大步大步地向前走着。
）

（4）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季节？（夏天）哪些词语可以看出
来是夏天？（相机出示：暑假，骄阳似火，烈日当空，蔫了。
注意“假”“似”“当”是多音字；选择其中的词语说话。）

（5）不知不觉他们就来到了海边，看到了什么？又听到了什
么？（相机出示：波涛，岩石，山崩地裂的声音，惊涛拍岸）
自己试着说说对“惊涛拍岸”的理解。

（6）齐读所有词语。

三、理清文章脉络

1、这篇课文爸爸指导聪聪理解了两个词语，哪两个？（骄阳
似火，惊涛拍岸）

2、课文哪几小节理解了“骄阳似火”？（1－5）哪几小节理
解了“惊涛拍岸”？（6－8）

3、分角色朗读这两部分，相机问：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说
这部分的内容？（爸爸指导聪聪理解……）

4、第9小节就是一部分，请你再认真读一读，这小节写了什
么？（爸爸告诉聪聪要学会运用身边的“无字词典”。）

5、读了这个故事后你觉得什么是“无字词典”？（学会观察，



学会从身边的事物，生活中的现象来理解词语）

6、齐读课文，你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说课文的主要写了一
件什么事吗？（可以引导学生联系生字词语说，培养概括能
力）

第一课时小练习

1、抄写课文后的词语2遍，并默写。

2、继续练习有感情地朗读。

3、小练笔：模仿第2段的写法，写一写“爸爸”。

第二课时

一、导入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二课——学会查“无字词典”（齐
读课题）

2、（出示词语）这些词语肯定难不倒你们

暑假骄阳似火烈日当空晒蔫

波涛山崩地裂惊涛拍岸情景

3、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课文内容，现在
就请

你联系课文内容选择几个词语说一句话或几句话。

二、精读课文

（一）学习2-5小节，理解“骄阳似火”



1、我现在就跟着聪聪一起去旅游。请大家把书打开，默读2
－5小节，边读边想，爸爸和聪聪在讨论什么？（讨论“骄阳
似火的”意思）

2、同桌练习对话

3、一对朋友似的父子在讨论骄阳似火的意思呢。（随机指一
对）你们俩谁是聪聪，来，大声把骄阳似火的意思告诉大家；
爸爸呢，你怎么解释骄阳似火？（指名分角色朗读）

4、哦，爸爸和聪聪解释骄阳似火的方法不同，有什么不同呢？

5、小结：词典上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好，还是个比喻句。但是，
“百闻不如一见”，爸爸让聪聪看晒蔫的叶子，他可能一辈
子都忘不了骄阳似火的意思。现在你知道“无字词典”指什
么了吗？（生活或大自然）

查“无字词典”是什么意思？（仔细观察生活或大自然中的
现象，从其中寻找正确解释）

6、我们来看书上的插图，你能用图上的情景来解释骄阳似火
吗？（烈日当空，爸爸和聪聪刚走不久，就已经热得满头大
汗了。）

7、你们很聪明，爸爸的方法一学就会。炎热的夏天刚刚离我
们而去，你能用你看到的情景解释骄阳似火吗？（柏油路都
软了；水泥路很烫脚；自然水都晒烫了……）

8、对！这就是在查“无字词典”，看来大家都会了。我们跟
着聪聪去海边乘凉吧。

（二）学习6－8小节，理解惊涛拍岸

1、请大家自己朗读6－8，看看展现在眼前的是怎样的情景呢？



（自己读，指名读，）

2、看看书上的插图，你看到了什么？又仿佛听到了什么？

3、波涛汹涌澎湃，掀起万丈巨浪，多么壮观的景象啊！你能
读出这种气势吗？（自己练读，指名读，齐读）

4、引读：看到这样的情景，爸爸说：——

聪聪高兴得嚷起来——

跟着问：什么和什么太像了？

5、小节：把看到的情景和学过的词语对照起来，这也是查无
字词

典的方法。

（二）学习最后一节

1、这次旅行让聪聪受益匪浅，爸爸看到聪聪学会了那么多，
意味

深长地说：（引读）

2、自己读读爸爸的话，你明白了什么？

3、小结：查字典是很好的学习习惯，能让我们知道词语的意
思，但不要忘了，到生活中去、到大自然中去，联系生活实
际来解释词语这种方法能让我们更真实地体验到词语的意思。
爸爸并没有直接告诉聪聪这个道理，而是将它蕴涵在了这句
话中，这就是“意味深长”。我们也来学着爸爸的样
子，“意味深长”地读一读吧。

4、总结：我们要留心观察体验生活，把我们积累地词语和生



活实际相对照，这是理解词语、学习语言的重要方法。

第二课时小练习

1、读课文，说说爸爸是怎样解释“骄阳似火”“惊涛拍岸”
的，并把有关的句子写下来。

2、你是怎样理解“无字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