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解方程的教学设计例 教学设计方案
集合(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解方程的教学设计例篇一

１、 培养学生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鉴赏美的良好习惯。

２、 引导学生理解朴素美、人格美的内涵，争做有高尚道德
情操的人。

３、 体会景、情、理的完美结合。

４、 令辉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

教学重点：体会景、情、理的完美结合。

教学难点：“朴素”、“最美”的深刻内涵。

教学设想：运用提问、讨论法，借助多媒体使学生更形象、
更具体的理解作者所要表达情感。

教学教具：多媒体。

教学方法：提问法、讨论法、阅读法。

课时安排：二课时

第一课时：



一、 导入课文

今天我们共同讨论的就是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
（出示课题及作者）

作者简介：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生于维也纳一个尤太
工厂主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
学。1904年后任报社编辑。他早期致力于诗歌创作与翻译。
欧战爆发后，流亡瑞士，从事反战和平活动。战后埋头写作。
曾出访过苏联，与高尔基相识。1933年法西斯上台，他再次
流亡，加入英国国籍，后辗转流寓巴西，终因对欧洲前途的
绝望偕妻自杀。他一生中著有多种名人传记，突出再现了人
物的精神面貌，并用精湛的心理分析手法，在中短篇小说
《狼子野心》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其著名作品有刻画中产
阶级妇女感情生活和不幸命运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
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及谴责法西斯迫害的《象棋
的故事》等。他仅有的一部长篇小说《烦躁的心》。

二、 出示图片：

奢华浩大的秦始皇墓（兵马俑）、金碧辉煌的明十三陵、奇
特神秘的古埃及法老墓金字塔、典雅华丽的印度泰姬陵、简
陋寒碜的托尔斯泰墓。

提问：你们认为哪座墓最美？

答案不会统一，在这里，不要多做解释，给学生留下疑问，
然后直接进入教学的下一个环节。

三、 范读课文

结合上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为什么此为个人维托尔斯泰墓



是“时间最美的坟墓”？

四、 设疑

问题１、文中最能概括坟墓特点的词语是什么？

问题２、“朴素”的具体的外在表现在哪里？

问题３、托尔斯泰为什么愿意埋葬在这样一个荒郊野外“小
小的长方形土丘之中”呢？

问题４、作者认为他获得安宁、幸福吗？

问题５、人们参观此墓式的心情如何？

问题６、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庄重肃穆？

问题７、人们如此敬仰他，是否仅仅因他的坟墓极为朴素？

问题８、文中还提到拿破仑、歌德、莎士比亚墓地的奢华，
其作用是什么？

问题９、文中还是哪些地方运用了对比？有什么作用？

问题１０、为什么说托尔斯泰墓是最美的？

五、 学生自行朗读课文，解答上述问题。

第二课时：

六、 答疑；

问题１：文中最能概括坟墓特点的词语是什么？（请同学在
文中找出相应的词语）



教师明确：朴素

问题２、“朴素”的具体外在表现在哪里？（请同学在文中
找出相应的词语）

1）远离尘嚣的长方形土堆；（极为普通）

2）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入土为安，不劳顿他人）

3）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甚至连名字也没有
（淡泊名声）

问题３：托尔斯泰为什么愿意埋葬在这样一个荒郊野外“小
小的长方形土丘”之中呢？

首先插入介绍一下托尔斯泰的一些情况，同时出示幻灯片。

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
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
流的地位。代表作有《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
年》。其它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琉森》等。

评价：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列宁称他为“伟大的艺术家”

教师明确：文中第一段“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从中获得一个
新的、更美好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很自然的
去下文找寻答案）

教师继续提问：

1）“饱经忧患”在文中表现在哪句话？



教师明确：“比谁都感到被自己声名所累的伟人。”

2）“新的、美好的启示”是什么？

“埋骨于那些亲手裁种的树木之下”就能获得幸福。托尔斯
泰生前精神饱受痛苦，希望死后在这样朴素的坟墓中灵魂获
得安宁、幸福。

问题４、作者认为他获得安宁、幸福吗？

教师明确：获得了。

继续提问：从哪里体现的？

墓地的宁静，写景部分即：“夏天，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
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
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

再问：这段话在文艺工作者中起到什么作用？

教师明确：1）用“风儿”、“俯临”、“嬉戏”、“温柔”
等温情的词语，让人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位伟人安睡其
中是何等幸福。

2）选取“夏天”“冬天”两个季节中的景物来装饰托尔斯泰
墓，表明时间在行进中，让人感到一颗伟大的灵魂永恒不变，
永世长存。

问题５、人们参观此墓式的心情如何？（用原文回答）

教师明确：“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
不容许大声说话。”

“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
花留作纪念。”



问题６、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庄重肃穆？

教师明确：“因为人们尊敬、敬仰这位伟人。”

问题７、人们如此敬仰他，是否仅仅因他的坟墓极为朴素？

教师明确：不是，因为他生前具有伟大的成就、高尚的人格，
即人格美（不重名声，淡泊名利，品格高尚，精神崇高）

问题８、文中还提到拿破仑、歌德、莎士比亚墓地的奢华，
其作用是什么？

教师明确：这里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反衬托尔斯泰墓逼
人的朴素。伟人与伟人比，使人体会到这幽暗小土丘的“宏
伟”，更能震撼人的心灵。

问题９、文中还是哪些地方运用了对比？有什么作用？

教师明确：无名墓冢与托尔斯泰伟大声名的对比，庄严肃穆
的气氛与观赏闲情的对比，这些对比都形成极大的反差，无
不使人感受到托尔斯泰墓的“逼人的朴素”和托翁的崇高精
神境界，突出了托尔斯泰墓是“世间最美的坟墓”这一主题，
表达了作者的崇敬之情。除此之外，文中还有一处正面对比，
即托尔斯泰与“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的
正衬，强化突出了托尔斯泰的平凡普通。

问题１０、为什么说托尔斯泰墓是最美的？

教师明确：墓的外形：朴素美

墓的实质：人格美

七、 教学延伸：

通过对本课的学习，使学生领会到美的真正内涵，即朴素美



有时比华贵之美更加感人。

八、总结：尽管这是一个极普通，极朴素的墓地，但它和伟
人高尚的心灵联结在一起，也可以说，正是墓地惊人的朴素
与墓主人的伟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感动了作者。作者又将
自己被剧烈震撼的情感通过朴素的语言传达出来，多少情思、
多少感慨，都包含在《世间最美的坟墓》平淡朴素的文字中，
使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情感的表达与理性的思考都达到了完
美的统一，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深切的歌颂托尔斯
泰不重名声、追求朴素自然的高贵品格。在作者对托尔斯泰
的歌颂中，也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最朴素最动人。

八、 板书设计：

（对比）

九、 作业布置

１、 完成课后练习。

２、 结合自身感受，依据本课的写作特点写一篇读后感。
（不少于300字）

解方程的教学设计例篇二

1。 学习课文，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观察生活的兴趣。

2。 学会写字7个，会读10个字。并能用生字组词。

3。 练习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1。 课前让学生唱歌。

2。 谈话：同学们，有一个活泼充满好奇的孩子，他把自己



的影子描绘得可有趣了。让我们一起走到他的影子世界去看
一看吧。

2， 让学生自由回答。

1， 听录音范读。

2， 学生自读，标出生字新词。

3， 指名试读课文，引导学生学会正确评价他人。

1， 出示小黑板的生字词：（ 影子。 挥挥手。 蹦蹦跳跳。
嘿。 主人。 小矮人。 竟然。 有趣。 捉迷藏。 ）

2， 发挥班内小老师的优势，教认生字。

1，读一读字音。

2， 说一说记法：从结构，加偏旁。部首相加等方面帮助识
记。

3， 让小部分学生到台上来表演： （挥挥手。 嘿。 捉迷藏
等动作）

1， 轻声读课文，边读边想： 我的影子有哪些变化呢？找出
来再读一读，想一想。

2， 小组交流自由朗读的收获。

3， 选择自己喜欢的读课文的方式，把课文中最感兴趣的句
子找出来，读一读。

4， 教师带学生到操场上，在太阳底下做各种手的动作，让
学生说说手的影子的变化。



5， 师： 说说你们手的影子的变化。

生： 我晃晃手，影子也晃晃手。我的小手变成小兔，影子也
跟着变成小兔。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生; 影子一会儿跑到我的前面，一会儿跑到我的后面，一会
儿跑到我的左面去了，它好像在跟我捉迷藏。

生：接着笑着说： 影子就像自己的小尾巴，你走到哪儿它就
跟到哪儿。

6，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想象影子变化给自己带来的乐趣。

7， 讨论： 一路上，影子总跟着我，可是它为什么会变来变
去呢？

同学们，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一定会发现大自然是一个神
奇，美丽的世界！你会从中发现许许多多的秘密呢！

解方程的教学设计例篇三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好，下面我们就来猜几个。

忽然不见忽然有，像虎像龙又像狗。

太阳出来它不怕，大风一吹它就走

线儿有粗又有细，上接天来下接地。

落在水里无踪影，庄稼见了笑嘻嘻。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和它们有关的课文，第30课《我是什么》。



读课题（板书）。谁能用提问题的语气来读？我们一起来读。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喜欢的猜谜语游戏导入，激发学生好
奇心和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识字，感知内容。

1.这神奇宝贝到底是什么呢？同学们快打开课本144页读一读
吧。老师提出自读要求：

（1）把新词、生字读准确，把句子读顺。

（2）圈出文中新词语，生字，不会的生字可以找书上的树叶
来帮忙或者标记出来。

2、读词语。神奇宝贝给我们带来好多词语朋友，我们和他们
打个招呼吧？请看大屏幕。（领读，指名读）

稼，读四声，但在“庄稼”一词中读轻声（相机指出）

3、带音节学生字：

师：现在我们把书上的树叶请出来，帮我们读准每个字。
（领读，指名读）

请同学们找出：这些字中，那几个字读平舌音？（躁，灾），
那些字是前鼻音？（淹），那些字是后鼻音？（碰）

4、去音节读生字。这回你们还能读吗？（学生当小老师领读）

5、趣味识字。（鼓励学生利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教师伺机
引导）

孩子们，有这么多的字，我们用什么方法能把他们都能记住
呢？先在小组内交流一下。（引导学生寻找发现识字规律）



换偏旁：躁----操，澡（伸手能做操，有水能洗澡，着急暴
躁就跺脚）

熟字加或换偏旁雪-----雹

三点水旁的字大多和水或液体有关如：浮、灌溉、淹（出示
课件）

谜语：房中着了火（灾）四只小狗张口吃骨头（器）

6、巩固识字：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多。下面我们来玩走迷宫游戏，把它们记
得更熟。

（设计意图：通过自读课文从总体了解课文，再合作探究用
各种方法识字，记字，用适当的游戏增强识字趣味性，使学
生积极快乐学习）

三、精读课文，理解文意

品读课文第1段。

1、同学们，你们刚读了课文，文中的“我”到底是什么呢？
（生说：水）

2、老师出示水娃娃图：多么可爱的水娃娃呀！它还会变魔术
呢？就让我们看看水娃娃都变成了什么？请同学们自由读读
第1自然段，用笔划出来。

学生回答，师板书：汽云

3、水娃娃能有这么多变化，真神奇！我请一位小朋友来读读
第一自然段。



a、太阳一晒，我就变成汽。（它要谁的帮忙，才能变呢？）

b、“汽”又是怎样变成“云”的呢？谁来读读汽变成云的句子？
（指名读）

（师生问答，一个小水珠能变成云吗？它变成汽或云我们能
看见吗？多么神奇呀，再读），引导学生用一什么就什么说
话。

c、“云姑娘”又是怎样打扮自己的，你知道吗？

生：白衣服，黑衣服，红衣服

师：那它分别是什么时候用到这些衣服的呢？欣赏图片

（晴天时，她穿白衣，下雨的时候，她穿黑，早晨和傍晚，
她披红袍，是谁给云披红衣服的呢？对，是阳光让云披上了
红袍。）

师：有了这不同的衣服，云可美丽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漂
亮的云吧！

同学们，你喜欢云的衣服吗？自己读一读，看谁读得最美？

过渡：同学们读得真好，相信我们会写得更棒！现在我们一
起来学习写生字。

四、指导写字：

“冲”字的两点水，点和提写时位置要直上直下，写在横中
线两边，右边“中”的竖要直而长。

“晒”字的书写：日字旁要写的窄一些，右边第五笔是竖弯，
没钩。



“池”字，注意：“三点水”的“第一点”，与两点水的位
置相当，第二点正好在横中线上，第三笔“提”起笔比两点
水的提要低。池字右边的“横折钩”的“横”要向上
斜，“折”要往左斜，“竖”刚好写在竖中线上，“竖弯
钩”尽量往右边伸展，钩向正上方不要往左收笔。

仿照池的写法，写好“浮”字的三点水旁。（学生线描红后
书空）

四、课堂小结：

通过学习课文，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水善变。变成各种云，多
姿多彩。初步了解了水的变化。那么它还会变成什么呢，他
为人们做了些什么等内容我们下节课再讲。

（设计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图文等多种方法，让学生更形
象直观的理解文章内容，懂得水的变化）

五、作业设计：

１、熟读课文，思考水还能变成什么？

２、在生活中找找，水还能变成哪些事物，哪些是好事，哪
些是坏事。

（设计意图：通过积累，和生活联系起来，进一步加深对水
的认识）

解方程的教学设计例篇四

1、 引导学生初步认识水是会变的.，知道雨、雪、冰雹是水
变成的，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自然界的因果关系。

2、理解水的变化与人类的关系。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引导学生懂得我是指水，了解水是怎样变化的。

理解水的变化与人类的关系。

采用快乐教学法、讨论法、表演法等现代教学方法以及多媒
体教学手段。

1、 准备与教材内容相关的课件。

2、 让学生搜集图片。

第一课时：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词、写字。（略）

第二课时：交流研讨课文。

1、 谈话：小朋友们，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些生字朋友，你
们还认识它们吗？

2、 课件出示：摘苹果（指名认读）

1、 激趣谈话：我是什么？这个调皮可爱的小朋友到底是谁
呢？大家想不想了解它，让我们一起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

2、 课件播放课文朗读，同时出现一些相关画面。要求学生
思考：我是什么？

3、 学生四人小组讨论我是什么，并说说自己的理由。

4、 指名汇报。（我是水）

2、 学生讨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3、 交流方法。（学生可能会提出小组读书，边读边记、故



事表演、绘画表现等方法。）

1、 组织学生根据自己提出的学习方法，进行合作学习。老
师及时关注各组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和学生一起进行探究，
帮助学生选择正确地运用自主选择的阅读方法，以确保学习
质量。

2、 展示：组织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小组学习）汇报学习
情况。注意引导学生弄清以下问题。

（1） 水的不同状态及变化过程。（利用课件中情境这部分
中的水变化云变化下雨下冰雹动画以及练习这部分中的说说
画画填空帮助理解，同时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

（2） 水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样子。（利用课件中情境这部分
中的水状态中的三张动画图片以及课件里练习这部分中的演
演帮助理解。）

（以上两点的教学应当充分相信学生，并引导学生结合对文
中重点语句的体会，练习感情朗读读课文，教师相机指导。
如：用突出重音的方法读出落、打、飘；用愉快、轻柔的语
气读出白云与红霞的美丽、可爱）

（3） 水在人类生活中的利弊。（利用课件中情境中的好与
坏中的图片让学生进一步感知以及课件中练习中的找找理解
词语温和和暴躁）

1、 谈话：你还知道哪些水的作用和危害呢？

2、 学生把自己课前搜集的资料拿出来四人小组交流。

3、 展示。



5、 指名说说自己的好办法，评议，评出治水妙计治水专家。

任选两道你喜欢的题目做一做：

1、 做一个节水小卫士。

2、 找一找你在生活中看到水在变的例子，并写下来。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9、我是什么

水

汽 云 雨 雹 雪

解方程的教学设计例篇五

今天在讲课之前，老师先考考大家有谁知道成语“胸有成
竹”讲的是什么？（学生回答）师：宋朝一个人特别善于画
竹子，当时苏轼说他所以画得好，是因为他在动笔以前心里
已经有了画成了的竹子模样，因此得“胸有成竹”之说，后
来以“胸有成竹”比喻在做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有了计划。
在这里也希望同学们今后不管做什么事都应先做到有一定的
计划，这样才能做好每一件事情。正好这节课我们也来学习
画竹子。（课件—图一）

二、讲授新课

我们先来欣赏一幅竹子的图画，同学们仔细观察图中描绘了
竹子的哪几部分？（竹竿、竹枝、竹叶）（课件—图二）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竹竿、竹枝和竹叶的特征及画法。（课
件—框架图三）



1、竹竿

竹竿是一节一节的，认真观察图中同一竹竿的竹节长短变化
有什么规律？（生：越往上越长）因此，绘画时应一节一节
的从下往上画，并且越往上的竹节越长，如果画成上短下长
就不符合竹子的生长规律了。（图四）

绘画时节与节之间留出小的空隙，竹节画完以后用浓墨勾画
竹节之间的连接处，我们可以把连接处的形状看成一对单引
号，这样画起来就容易了。

画多根竹竿时避免平行。（图六）

观看竹竿的绘画片段。

学生讨论提出问题

2、竹枝

小竹枝竹枝生于节与节之间的连接处，上下竹节的竹枝左右
交错生长，发枝处可生一枝也可生多枝，根据画面的需要而
定，不要画的太乱，要交代清楚生长规律。

如何更好的画好竹枝请大家仔细观看下面的绘画片段。

学生讨论提出问题

3、竹叶

竹叶是竹子的画龙点睛之笔，竹竿能表现竹的质感，而竹叶
则体现竹的质感。我们可以把竹叶看成一组一组的。这四组
竹叶可以用“一、八、个、介”四字来概括，也就是把这四
个字的每一笔都当成一片竹叶，并给予它一定的动态，将书
写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表现竹叶的结构及动态。（图八）



表现茂密的竹叶时，开始要一组一组的话尽可能多画几组叶
子片数多的而后在一片一片的加。用墨时要注意浓——淡、
密——稀的变化，这样能体现竹叶的层次感。（图九）

观看竹叶的绘画片段。

学生讨论提出问题。

4、绘画步骤的演示

师：现在同学们一定想马上就动笔，要想画好除了了解竹竿、
竹枝、竹叶的特征外，还需要我们对绘画过程的仔细观察。
不管是课堂上还是生活中只有认真观察才能准确的表现某个
事物。

接下来我们带着问题观看竹子的绘画全过程。

问题：绘画竹子时先画什么，再画什么，最后画什么？

三、学生练习

通过以上的学习结合课本、大屏幕或生活中所见到的竹子描
绘出你心中的竹子。练习中我们再播放一次绘画过程，同学
们可以边看边画。(课件—音乐)

教师巡回指导

四、作业展评

将优秀的作品进行展览，同时纠正错误。

五、小结

今天，同学们对竹子的绘画完成的比较好，虽然有些同学还
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技巧，但是请你不要灰心，相信通过你



课下的努力一定回做到成竹在胸。如果这节课能够刘给你一
段记忆，或者一个思考，或者一个经验，甚至一个微笑的话，
那我的教学目的就达到了。谢谢大家！（课件—图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