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模板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教学目标：

1、让学生经历观察的过程，认识到从不同的位置观察物体，
所看到的形状是不同的。

2、能辨认从正面、左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和2个简单
物体组成的复合物体的形状。

1、在学习新课之前，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幻灯)

2、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张照片是从哪个方向拍到的?

3、这幅呢?这幅呢?

4、肯定认识它吧，这张照片是从哪个方向拍到的?这幅呢?这
幅呢?

5、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从不同的方向去观察一个物体，那么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6、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观察物体”。

1、出示大药箱。请你仔细观察，说一说你可以同时看到箱子
的哪几个面?



2、总结：我们一次最多可以看到长方体的3个面。

3、如果我从药箱的正上方看，想想，这样我可以看到哪个
面?用示意图画一画。

4、如果我从药箱的左面看，想想，这样我可以看到哪个面?
用示意图画一画。

5、如果我从药箱的正面看，想想，这样我可以看到哪个面?
用示意图画一画。

6、总结：从不同的方向去观察长方体，可以看到不同的形状
与图案。

2、交流汇报。

1、出示圆柱体，想一想，从圆柱体的正上方看，看到的是什
么形状?动画演示。

2、左面和正面呢?动画演示。

3、再出示球体，想一想，从上面、左面、前面看到的样子，
画出示意图。

4、交流汇报。

5、动画演示。

6、从三个方向去观察物体可以正确的认识该物体，如果只是
从1个方向观察物体就可能发生偏差。

7、动画演示“从正面看到是正方形”，它可能是怎样的物
体?(正方体、长方体、方锥)

1、这样从多个角度去观察物体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应用。你



看到过吗?

2、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还有什么疑问?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通过创设一定的生活情境,体验数学与生活实际的密切联
系。

2、在实际操作中,感受排列与组合规律在生活中的应用,并初
步感知它们间的不同,且能初步表达解决问题的大致过程和结
果。

3、通过相关的操作活动,能够找出简单的事物的排列数和组
合数。

4、培养观察、分析、推理及比较(类比和对比)等能力以及有
顺序地、全面地思考问题的意识。

经历探索简单事物组合、排列规律的过程,能用不同的方法有
顺序地来计算组合、排列数,初步了解简单事物组合和排列的
不同。

课件、衣服卡片、学生练习纸

(一)揭示课题

今天，我们要和贝贝一起进入有趣的教学广角，解决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事先板书：数学广角）

(二)探究新知,创设情境

1、衣服搭配中的组合问题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一.通过看图学文，引导学生感受荷花的美，对学生进行审美
教育，并启发学生展开想象，加深对美好事物的情感，发展
学生观察、想象的能力。

二.理解文章的结构层次，训练学生有条理的表述能力。

三.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课文最后两段能背诵。
并通过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片段的略读，
《多美啊，野花》的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阅读的
兴趣，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课前准备：

一段配合学生看图想象的音乐;一张挂图。

[课时安排]

二课时。

第一课时：导语。揭示课题。观察图画。带入情境。自学课
文。自学讨论。理清层次。讲读课文。

第二课时：复习阅读。教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
节选。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语，揭示课题。

1.小朋友，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了王冕学画的故事，



知道荷花是一种很美的花，有个小姑娘非常爱荷花，她在公
园里仔细观察了荷花后，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我们书上的
《荷花》(板书课题)。荷花又叫“莲花”。

(板书：莲花)

2.荷花的叶子叫什么?(荷叶，又叫“莲叶”。)

(板书：莲叶)

3.我们还学过一首古诗，里面也赞美过荷花，我们把这首古
诗背诵一下。

(师生一起背古诗——宋朝杨万里的《咏荷》)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荷花还会结果呢，它的果实就是“莲蓬”。

二.观察图画，把学生带入课文描写的荷花池边。

启发：那个小姑娘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荷花呢?你们看那一池荷
花就像这一幅美丽的图画。

(出示一幅彩色的荷花图，并且向学生提出看图学文的要
求。)

三.自学课文。



四.自学讨论，理清层次。

1.“我”去看荷花。

2.“我”看荷花。

3.“我”看荷花时展开的美妙想象。

4.“我”又回到看荷花的情景中。

综合板书：

我去看

看着

想着

看着

五.讲读课文。

(启发学生把这幅图当作真的荷花，使学生进入想象的境界，
置身于情境之中。)

第一节：

2.指点：课文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
“，这就把荷花的特点写出来了。现在请同学们带着想象读
课文的第一节。

3.学生齐读课文第一节。

第二节：



1.学生默读第二节，要求很快地读。简单地说说“我”看到
些什么?

(出示小黑板。提供句式，分步训练)

我站在荷花池边看：

看到()荷叶();

又看到()荷花();

还看到()花骨朵()。

(小莲蓬)

要求学生用“又”“还”这两个连词口述一句完整的复句。)

2.进一步要求：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什么样的荷叶，什么样
的荷花，什么样的花骨朵。(进一步启发学生在上述荷叶、荷
花、花骨朵前面加上附加语，把句子说得更好、更美一些。)

例句：

(1)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到碧绿的荷叶，又看到雪白的荷花，
还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2)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
露珠，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摇摆，又看到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小巧玲珑，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躲在荷花中间张开笑脸。

(3)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露珠滚来滚去，
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舞蹈，又看到含苞欲放的花骨朵胀
得饱饱的，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在花心中藏着。

3.指点：小朋友已经说了荷花是雪白的，这是白莲，我们平



常看到的粉红的荷花叫红莲。荷叶的颜色是碧绿的，这就写
出了荷花色彩的美。

(板书：色彩美)

4.还有刚才你们说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荷花在微风中
舞蹈，花骨朵小巧玲珑，小莲蓬张着笑脸，这些是写荷花的
什么?(姿态)这样把荷花的姿态写出来，就把荷花写活了。

(板书：姿态美)

5.学生集体朗读课文的第二节。

6.这一节里还有两个字用得很好，你们看出来了
吗?(“冒”“露”

7.指点：“冒”出荷花亭亭玉立的样子。“露”来是躲在下
面的，而现在显露出来了，好像把头探出来了，露出来了，
这个“露”把小莲蓬写得可爱极了。

(板书“看着”加上“冒”、“露”、“美“三个字)。

8.(激起情绪，展开想象)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着，看着，
觉得自己仿佛就像一朵荷花。

表情朗读第四节。

9.课文中的小朋友是怎样看荷花的?

那么请小朋友们想想，表示看的时间长，表示看得很专心，
或者表示看时显出爱荷花的神情，可以用哪些词。

出示一块准备好的卡片，上面写着：

“我[]看着满池的荷花。”



(例：我久久地看;我默默地看;我目不转睛地看;我入神地看;
我凝神地看;我深情地看;我全神贯注地看。)

(通过语言训练明确认识，在学生理解基础上，启发学生的想
象带入课文情境。)

10.诱导：现在请小朋友久久地、凝神地、深情地来看这幅彩
色图。

(这时放轻音乐，学生随着柔和的乐曲，深情地凝视着图画。
其间轻轻地提示：“荷花翩翩起舞了”)

11.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

学生进行想象性描述。

12.指导朗读：课文中的“我“爱”荷花，因为荷花非常之美。
现在就让我们深情地读课文。请同学们把这一节再读一遍。

(“想着”下面板书“爱”)

“自己仿佛”要读得慢一些，要像真的一样，好像看出了神
似的，“风吹来”“风过了”由动到静，要交代清楚。

13.戴上荷花头饰，表情复述课文。

学生准备。

提示;复述时要有次序，先说什么，再说什么，要想想好。过
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而是在看荷花。

[板书设计]

荷花



色彩美

看着美冒露姿态美

风吹过来

想着爱

风过了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1.第一堂课我们学习了《荷花》一课，现在请同学们打开书，
把课文读一遍，要把描写荷花的色彩、姿态的词语读出美和
爱的感情来。如“碧绿的……”“嫩黄的……”。

2.学生齐读课文。

二.复习阅读。

1.你们读了这一课，最喜欢哪一节?为什么?

(“仿佛”就是“似乎”“好像”的意思，不是真的，而有真
的感觉的意思。)

请同学们按照这个意思用“仿佛”说句话“什么仿佛什
么?”“什么仿佛怎么样?”这样想句子就容易正确了。

(通过用“仿佛”造句，展开想象的翅膀，先同桌的同学相互
对讲，然后集体交流。)

例句：



(1)我看着小蝌蚪，看着，看着，我仿佛觉得小蝌蚪变成小青
蛙了。

(2)我看着金黄的油菜花，看着，看着，我仿佛变成小蜜蜂钻
进菜花丛中去采蜜去了。

(3)我看着梅花，仿佛自己是一朵梅花，迎着寒风开放。

(4)我看着风筝，仿佛自己随着风筝飞向远方。

三.教补充教材。

1.《王冕看荷花》(略读)

(1)导语：刚才同学们用“仿佛”说话，说得很好。今天我们
学了《荷花》这篇课文，你们在一年级学习了《王冕学画》，
现在李老师再介绍一篇材料让你们读。

教师介绍读物：这篇材料是从一篇很有名的书《儒林外史》
里选出来的，写的是《王冕看荷花》。小朋友们很快地把这
材料看一遍。

(学生阅读课文)

(2)指导：这材料上有几个词是古文中的词，我们现在不，你
结合上下文读读，想想。(针对学生已开始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如《水浒》等。通过这篇节选的教材，意在指导学生课外阅
读的方法，联系上下文“猜读”，理解内容。)

“须臾”是什么意思?天气烦躁里的“烦躁”是什么意思?要
学会看注释，可以根据上下文猜读。

(板书：须臾、烦躁)

看注释：“须臾”就是一会儿的意思;“烦躁”是指天气闷热。



(4)这篇材料中有一句写王冕看荷花，看到怎样的程度?(突
出“人在画图中”)看这些长篇的文章要学会抓主要的。

(5)引导运用：现在我们想想在我们刚学的《荷花》这篇课文
的第四节末了，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句话，来点明这一节的
中心意思，你们想想应该加哪一句呢?(“真是人在画图中”)

(在原来板书的“风过了”后面加上“真是人在画图中”。)

(让学生运用这一句话，不仅是画龙点睛，而且也加深了学生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以及对课文指导的意境的体会。)

2.《爱莲说》中的两句话。

(1)导入：由于荷花的色彩很美，姿态也很美，因此使人陶醉
在画图之中，其实荷花不仅外表美，它的品格也是很美的。
宋朝有个哲学家曾这样赞美荷花。

(教师板书两句话)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

(教师先在“甚蕃”、“淤”字上加上拼音，领读两遍，再启
发学生结合上下文讲讲“甚蕃”的意思。然后教师再完整地
讲这两句话的意思。)

(2)讲解：这两句话，前一句的意思是说，水上的、陆上的花
草，可爱的很多，后一句是说作者最爱莲花，爱它生长在淤
泥之中，却全身洁白不受污染，这是作者对莲花的内在品格
的赞羡。

(同学带着赞美荷花的语调读两遍。)

(3)学了这两句话，你们知道李老师要说荷花的什么美?



荷花更美的是品格上的美。

(板书：在原来“色彩美”“姿态美”下面加上“品格美”)

正因为荷花不仅外表美，内在的品格也很美，所以我们爱荷
花。我现在请小朋友用这样的句式连贯地说荷花的美。

板书：

我爱()，

我爱()，

我更爱()。

例句：

我爱荷花的美丽色彩，我爱荷花亭亭玉立的姿态，我更爱荷
花的品格，她出淤泥而不染。

(这里补充荷花的品格美，目的是把课文的中心思想再深化一
步，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加深对荷花的情感。
)

(4)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虽然身处在不良的环境中，但是保持
着高尚的品质，我们就可以用“出淤泥而不染“来赞美他们。

说话训练：

我们就来说蒲公英，你们自己出个题目吧。

(学生自拟题目)

题目很多，我们就挑朴素一些的“蒲公英“这个题目。根据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把蒲公英的美说出来。(引导学生在运



用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并发展学生的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边说边在黑板上板书：

蒲公英花外表美

茎叶内在美

种子

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思考。

例话：

蒲公英是一种常见的野花，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能生根发
芽，开出美丽的小花。蒲公英的花像小菊花，又像小小的向
日葵，蒲公英给它的孩子们每人一把伞，让风伯伯把它们带
到四面八方，在土壤妈妈的怀抱里，生根发芽。

我仿佛变成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跟着风伯伯飞过小河，飞过
高山，飞到日月潭，给台湾小朋友带去大陆小朋友的问候。

我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妈妈给我一把伞，风伯伯把我带到
小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我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

5.佳作欣赏。

(最后教师用表情朗读方式介绍了《多美啊，野花》，并发下
这篇读物。)

同学们回去好好读这篇文章，想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是怎样
赞美野花的，下次写蒲公英就会写得更好。

[板书设计]



荷花蒲公英

色彩我爱，花外表美

姿态美我爱，茎叶内在美

品格我更爱。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荷兰一向以“花之国”、“风车之国”、“运河之
国”、“牧场之国”闻名于世。本文正是从“牧场之国”的
角度来展现荷兰的独特风情的。课文为我们描绘了荷兰牧场
白日的辽阔无际、宁静和谐和夜晚的祥和寂静、神秘含蓄：
白日里，牧场是动物们的天堂，无论是花色多样的牛，还是
骏马或羊、猪、鸡，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低地上”是
那样的悠然自得、惬意舒畅，广阔无垠的草原无疑就是他们
的自由王国，好一幅家禽家畜安闲游憩图。即使是傍晚出现
了挤奶的人也并没有打破草原的寂静，奶牛仍是“严肃沉
默”，挤奶人更是“默默无语”，连船只行驶也是舒缓平稳
的，车船的到来与离去也反衬出了草原的寂静。直到夜幕降
临，荷兰更是沉入一片静谧之中，又成了一幅沉沉静夜图。
课文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荷兰牧场和运河交错的独特地形，
看到了畜牧业尤其是奶牛和奶制品在荷兰国计民生中的重要
作用，更看到了荷兰蓝天、碧草、牛羊组成的优美迷人、自
然和谐的景观，所以作者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既是作者在向人们介绍荷兰的特点，更是对荷兰的美景发
出的赞叹。

本文语言生动，形象传神，比喻、拟人是本文语言上的一个
突出特点。

选编这篇文章的意图，一是让学生感受荷兰牧场的田园风光，
体会动物与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好意境；二是使学生领



悟本文在写景方面的一些特点，体会课文优美的语言。

二、教学目标：

1、认识9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荷兰独特的牧场风光之美。

3、体会作者生动的语言，摘抄自己喜欢的词句。

三、教学重难点：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荷兰牧场的特点，进一步
感受乡村生活的可爱；体会作者拟人手法的巧妙运用，感悟
文章语言的生动，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难点是让学生明白
课文为什么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感悟并说出文章所展示的诗情画意。

四、教学创意着眼点：

感受与表达想结合。

五、教学时间：

2课时

六、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释题导入：

1、谈话导入：



2、板书课题：田园诗情

诗情？看到诗情，你又想到了什么？——诗一样的情怀，有
一个词叫做诗情画意

我们刚刚学过的美丽的《九寨沟》能不能称作田园诗情？

3、好，那让我们诗情画意的来读一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己轻声读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课文，难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

（2）积累好词，在好词下面做记号。

2、学生自己读课文，圈画好词。

3、指名分小节读课文，相机正音，学生评议。

交流圈画到的好词，多读几遍。

4、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象，你看到了哪些田园风光，给你留
下了怎样的印象？

读后交流，相机板书：

草原奶牛图 郁金香

低地骏马图

动物王国

傍晚图



夜晚图

三、学习生字

1、学生自学生字。

2、提出有难度的生字，共同讨论识记方法。

3、完成习字册上描红。

四、课外作业

搜集有关荷兰的风光图片或文字资料，下节课交流。

第二课时

一、导入：

1、揭题：田园诗情

2、回顾：有着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等美称的荷兰，究
竟是怎样的.呢？

上节课，我们读了课文，你看到了哪些有着浓郁的荷兰风情
的图画呢？

学生回答，相机板书：

草原奶牛图 郁金香

低地骏马图

动物王国

傍晚图



夜晚图

3、过渡：是呀，碧绿如丝绒般的草原，流动的奶牛，鲜艳的
郁金香，剽悍强壮的骏马，悠然自得的动物、宁静的夜
晚……这就是荷兰的田园风光，这就是荷兰留给我们的印象！

二、抓住重点，品读感悟

1、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处美丽的风光呢？它又让你感受到怎
样的诗情画意了呢？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课文，边读边画出你
最喜欢的地方，并多读几遍。边读边想象景象，边读边体会
情趣。

2、自读自悟

3、小组交流：把你最喜欢的地方读给小伙伴听，把你最深的
感受与组内同学分享，把你的困惑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等
会我们请小组派代表把你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说给同学们听。

4、大组交流反馈：

a、读自己最喜欢的句子

b、说说为什么喜欢？（仿佛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c、同学补充或看有关图片

d、有感情朗读

（真正的荷兰不仅仅体现在那花之国水之国，更是那骏马的
自由王国，是那天堂般的动物世界，是那宁静安谧的夜晚，
是那悠然的家园、独具特色的域外风情，还是那作者内心深
处溢发的对荷兰田园风光的赞美和向往之情！



三、拓展迁移

1、同学们，今天我大家一起游览了荷兰乡村的美好景色，感
受着那迷人的田园诗情！还记得吗？首先，我们来到了碧绿
如丝绒般的草原，看到了——（一生说，可结合图片）；接
着，我们又来到了碧绿色的低地，——（同上）；到了傍晚，
我们看见——（同上）；是的，运河之中装载着奶桶的船只
舒缓平稳地行驶着，我们上了小船，之间夜幕降临，——
（同上）……啊，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呀！

2、真美呀，我们又一次陶醉在这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中，感
受着那份宁静悠闲和富足安适，感受着作者对这独具特色的
域外风情的赞美和向往。建议大家：

a、选择自己喜欢的美词美句反复诵读，展开想象，积累背诵。

b、继续搜集这样的描写田园风光，或具有民族特色的自然景
象的文章来读一读，比较、感受、积累。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教学内容：

教材第39页复习6~10

教学目标：

通过复习进一步提高学生解答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
分析能力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老师出示口算卡片，学生直接报得数

2、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继续来上一节复习课、(复习2)

二、综合练习。

1、复习题6。

1)出示第6题表格，仔细观察表格说说括号里的数应该怎样算，
为什么这样算。

2)学生填表，集体交流。

2、复习题7、

1)要求学生通过观察不计算来比较两个算式的大小、

2)集体交流说说你是怎样的?

3、复习题8。

提问：题中告诉我们什么?求什么?

(做了上衣20件，裤子32条，求还要做几件上衣才能和裤子配
套)

2)学生独立列式计算，集体交流时说说你是怎样算的?为什么
这样算?

3)集体口答。

4、复习题9。



1)出示第9题，提问：这道题告诉我们什么?(桌子40张，椅
子4把，有48人来开会。)

求什么?是几个问题?哪几个问题?(再搬几张桌子?再搬几把椅
子?)

2)学生列式计算后说说你是怎样算的?为什么这样算的?

3)学生集体回答

5、复习题10

1)出示第10题，图中告诉我们什么问题?

2)根据这三个条件，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分小组讨论，全班交流，老师把提出的问题写在黑板上，学
生集体算出结果，口答

三、作业布置

复习(2)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依旧拓新、承上启下、开门见山、设置疑问、引起悬念、直
观演示等。

：默读、轻读

字词：读正确、通顺，弄清词义

内容：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情感：画出感动的句子，记录你的感受。



字词关：

范读朗读：教师/名家

交流汇报：记忆方法，解决途径

个别纠正：重点识记

指名朗读：共同评价

内容关：思考文中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文章是按照什么顺
序写的？画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并说明理由。

要求针对不同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包括如何提问、
如何启发、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详细步骤安排、需用
时间等。

文章写的感人至深，你觉得是哪里写的好呢？

品手法：比喻、对比、排比、首位照应、说明方法、感官等
等

品情感：感人、启发（联系生活实际）

这首诗通俗易懂，却耐人寻味，你认为哪里写的好呢？为什
么？

要求练习设计精巧、有层次、有梯度、有密度，要考虑到进
行的方式和所需时间。

讨论主旨，联系现实——改写剧本，小组表演——分享经历，
代表汇报——拓展阅读，对比感悟。

要考虑怎样进行，是教师还是学生归纳，以及所需时间。



可以采用教师总结的方式，也可以用学生总结的方式。具体
可以根据教学需要来进行选择。

要考虑布置哪些内容，需不需要提示或解释等。

学科内：

识字写字——阅读培养——口语交际——写作练习

学科间：

语言——音乐美术——数学

行动类：

学科内：

（1）识字写字：摘抄喜欢的美词美句

（2）阅读培养：搜集......风俗习惯

（3）口语交际：将这篇文章复述给你的爸爸、妈妈听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七

一、复习导入

1、你们学过很多古诗了，能想想哪些是写春天的吗?请你背
给大家听。

2、今天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篇写春天的古诗。

3、这首诗是高鼎写的，这是诗人居住在乡村写下的一首诗，
所以题目是《村居》。



二、图文结合、初知大意

1、出示插图，说说你看到了什么?(草儿萌芽，柳树被风轻拂，
孩子们正在放风筝。)

2、这首古诗写的就是这美丽的景色。请大家自己去读读吧。

三、学习生字

1、正字音。注意“趁”是翘舌音，前鼻音，“纸”是翘舌音。

2、指导书写。

趁：走字底，最后三撇要写得短而倾斜。

纸：右边是“氏”不要加一点，易和“低”字相混。

3、学生自由练习，老师巡视指导。

4、出示要求认读的四个字。开火车读。

四、感情朗读，了解诗意

(一)学习一、二句

1、指名读第一句。其他同学想想这句诗写了些什么?

2、指名说，老师补充。(二月，青草茁壮的成长，黄莺飞来
飞去)

3、齐读第一句。指导停顿：草长/莺飞/二月天，

4、春天的乡村还有什么迷人的景色呢。我们继续读。

5、全班读第二句。



6、看课件师配音说：看，河堤上的杨柳，在茫茫的春烟中像
喝醉了一样吹拂摇荡着。

7、谁再来看着课件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8、学生看课件自由说。

9、这么让人如痴如醉的景色，我们该怎么读好?

10、指名反复读。老师指导。(河堤/杨柳/醉/春烟。)

11、全班齐读一二句。

(二)学习三、四句

1、指名读。

2、老师解释“纸鸢”就是指风筝。

3、四人一小组去读这两句，读完后互相讨论：读了这两句后，
你好像看到了什么。

4、指名朗读。老师相机指导。(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

5、男女比赛读。

6、小组派代表说说，读了这两句，你好像看到了什么。

五、背诗练说

1、自由背诵。

2、小组比赛背诵。



3、我们学完了这首古诗，你好像看到什么情景呢?请你说给
同桌听。

4、指名上台说。

5、小结：诗人短短的'几句诗就写出了乡村春天的美丽景色。
他写得好，你们也说得很好。

六、板书设计

村居

草长/鸟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八

1、知道的基本含义。

2、懂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人要。

3、懂得现代社会更需要。

1、愿意做的人，鄙视虚假和不守信的行为。

2、对自己不诚实和不守信用的行为感到不安和歉疚。

1、努力做到说话做事实实在在、表里一致，当着人和背着人
一个样。



2、做到学习、评比、竞赛不弄虚作假，考试不作弊。

3、做到承诺时实事求是、讲原则，作出承诺后努力兑现。

请同学们听故事《立木为信》。（见课前准备中阅读材料）

你们佩服商鞅吗？你们觉得他变法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引导学生认识季布是一个特别守信用，答应别人的事，就
一定要做到的人。得到别人的信任是他变法成功的关键）

小结：象商鞅这样，说话、做事表里一致，不虚假，不隐瞒，
办事讲信用，答应了别人的事，认真履行诺言，说到做到，
就是的表现。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三课《诚实守信》，从而使我们懂得：
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怎样才能做到。

1、 请同学们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五毛钱丢掉的信誉》（见
扩展资料）

提问：请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学生通过讨论明确一个人不是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的。是
立人之本。）

对！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表里一致，诚实待人，
说话办事讲信用，就会赢得别人的信任与尊重。

出示投影片：课文第三小节

请同学们读一读这段话。

请同学们用自己知道的例子说一说，你是怎样理解这一段话
的。



板书：为人之本

小结：看来一个人，只有能做到，才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

2、请同学们看一段录像《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的故事》

老师讲：飞机送面团

提问：用一架飞机送一些不值钱的面团值得吗?（学生讨论）

小结：的确送货物的价值还不及飞机运输费的十分之一。弗
尔塞克总裁说：_我们宁可赔偿高额的运输费，也不可中断小
供销点的供货，飞机给我们送去的不仅是几百公斤的生面团，
而是多米诺皮公司的信誉！信誉！

该公司视信誉为生命，世界公认，有一年，多米诺皮公司的
一家商店偶尔发生了一次中止供货事件，公司买回了1000多
个只在悼念死者时才佩戴的黑袖章，命令全体员工都佩戴了
好长一段时间，以此表示对这类不幸事件的哀悼。

投影课文第四小节第一句话，请大家齐读这句话。

小结：在我们现代社会，对于小到一个人也好，大到一个企
业也好，是立足根本。既是做人应当具有的基本品质，同时
也是一个企业稳步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 。

板书：现代社会的需要

2、 小组活动，展示自己收集到的关于_只有，才能赢得市场；
反之就会失去信誉，最终砸了自己的牌子_的事例。

各小组汇报。（在学生汇报过程中追问：谁都知道应当，但
是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使学生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认识。

3、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 ，也有许多这样的故事。



下边请听历史故事《诚实的晏殊》。

小结：这个故事说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
国人民，就把作为一个人起码的道德品质。

板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在生活中有过这方面的体会吗？

（学生结合自己个人实际，或自己的生活实际，讲一讲对观
点的体会。）

2、 请同学们看小品表演。

小品表演1：课后讨论题1

（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认识到，不抄别人的答案，虽然成绩一
时不理想，但是一种诚实的表现。成绩是可以改变的，人的
品质最可贵；抄袭别人的答案，即使一时取得好成绩，也不
光彩。不仅不利于弥补学习上的漏洞，而且还养成了自欺欺
人、不诚实的坏品质，最终害了自己。）

板书：从小时候要求自己

小品表演2：课后讨论题2

（使学生懂得_讲信用要有原则_的道理。学生由于年龄所限，
看问题容易绝对化。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到，讲信用一定要
与诚实联系在一起。）

板书：在小事上要求自己

小品表演3：课后讨论题3

（使学生懂得在生活中，事情往往是复杂的。关心、体贴他



人，灵活处事，善意的谎话，也是可以谅解的。）

小结：通过讨论大家都认识到，是一个人重要的品质，在原
则问题面前，必须以诚实为第一位。同时不能与善意的谎言
混为一谈。

3、 夸一夸我们班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同学。

（为同学们树立身边学习的榜样）

小学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九

教学目标

1.学生掌握本课的16个要求会读的生字，做到可以口头组词

2.正确规范的书写课后的7个生字。

3.可以流利的朗读课文，理解课文中的含义。

4.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能流利的叙述课文中的故事情节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本课的生字及课文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粗知大意。

(二)初读课文，粗知大意;再读课文，读通读顺。

1、每个自然段就具体讲了他怎样画鸡蛋的。为了读好自然段，
我们先认识文中的几个生字。



2、请几个小朋友读一读课文，看看是否把课文读通读顺。

3、读准了字音，你们相信能把课文读流利。自己读读课文想
一想还有有哪些词语不理解。

4、文中有哪些不理解意思的词语?

5、严肃的意思是神情使人感到敬畏的。

其他的反义词朋友也能像这样在书上找到。找一找，做一做
第2题。

(三)读练结合，精读解题。

第一、二题

1、耐烦对烦躁。达·芬奇为什么不耐烦了?读课文时，带着
问题去读，咱们就能更好理解课文。来读读课文，找找写达•
芬奇画的不耐烦的句子。

读读这个句子——达•芬奇不耐烦地说：“老师，您天天要我
画鸡蛋，这不是太简单了吗?”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句话中就能找到画得不耐烦的原因。同学们找一找原因，
填在横线上。

2、画了那么多，画的又只是鸡蛋，达·芬奇厌烦了。让我们
在读课文，看看老师说的话。指名请学生回答。

你们同意他的看法吗?找一找其中老师对画鸡蛋的看法，填空。

3、老师认为画鸡蛋真不容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用“——”勾出其中有关的句子。



第三题

2、我们要体会词语时，联系上下文，看人物动作，就能理解
这个词语的意思了。

瞧，达·芬奇在用心画鸡蛋，你在生活中能用心做什么事?

3、“用心”的意思就是——(专心)。用“用心”写一个句子。

第四题

后来达·芬奇画什么都又快又准，成了世界的画家。他画了
许许多多的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是他的
代表作品。

从达·芬奇学画鸡蛋这个故事中，你明白了什么道理?

(四)总结。

板书设计(需要一直留在黑板上主板书)

画鸡蛋

不耐烦

达·芬奇

用心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