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雨教案板书(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山雨教案板书篇一

《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抒情散文，作者以独特的感受、
神奇的想象和联想、清醒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
的山林雨景图。

这节课的教学我没做过多的分析和讲解，而是引导学生自读
自悟，感受语言的优美，体会作者对山雨的情感。这节课朗
读贯穿全课始终，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读，孩子们富有
韵味的朗读，使课堂充满活力。我还引导学生对喜欢的部分
熟读成诵，摘录优美的句段。让学生感受文章语言文字的魅
力，丰富积累。每个学生都学有所获。

山雨教案板书篇二

应该说这节课的准备不够充分，有些仓促。我想，如果时间
能够倒流，我一定会好好地，好好地准备。

早餐后教导主任通知我和t老师每人准备一堂课，市教育局的
教学视导要听课。我没表示异议，也没表示同意。会不会真
的听我的课，我存在特别严重的侥幸心理。因为，我很少见
过视导的时候同时听两节语文课。于是，我继续让自己放松
放松，清闲清闲。周五我们只有半天课，几乎全体教师都是
亚工作状态了。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养足精神后，我和t老师商量：“如果真
的听课，我就上第二课《山雨》了。《山中访友》学习了一



半，来准备的话有点乱有点麻烦。”

拿出课本，看过。那些熟悉的文字，顿时让我感到那么亲切
可爱。这场山雨在我的眼前渐渐清晰起来，那种静谧、那种
清丽在我心底也渐渐沉静了下来。带着自己深深的喜欢，我
反复读了几遍课文。同时，我迅速理清课文层次，并仔细揣
摩了几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这课的文字也有自己独到
的特点，文中采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作者展开了丰富而合
理的想象，从而使这篇文章显得生动有趣，清雅脱俗。根据
我对课文的体会和文字的.特点，我简单地确定了上课的思路。

随后，我简单修改了一个从网上下载的ppt课件。随堂听课，
我想这些准备也差不多了。

在t老师的提议下，我花了点时间指导孩子们预习。读了几遍
课文，扫清了生字新词的障碍，然后了解了课文的写作顺序
和主要内容，就算预习就绪了。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
现”，于是，我让孩子们反复读课文。我想通过这个反复读
书的过程，孩子们能读出自己的体会，读出自己的感悟。

预习课结束的时候，我也得到了正式上课的通知。

心，有些慌了。毕竟我的准备太简单，甚至连课堂的过度语
都没思考过！虽然站了十多年的讲台，我一直认为自己仍然
只是个学习者。我真正的教学生涯开始得太晚，“混教”了
好多年！

草草思考了开场语，结束语，并再次理清了上课的思路，就
提着电脑到教室进行相关准备了。

上课的过程中，我没乱，但是我的孩子们真的乱了。他们乱
了的表现就是两眼漠视、正襟危坐、沉默不语！课堂中我也
不管是否有上级领导听课了，做起了我的鼓励发言工作！但
是无论我如何竭尽全力，收效甚微。



于是，整堂课，气氛显得特别凝重，除了微乎其微的几个孩
子在课堂中表现非凡外。

课中，有个让孩子们自学的环节，并让他们写下读书后的心
得体会，我随意看了几个孩子，发现不少的孩子写的真不赖，
心里暗喜，也许呆会的课堂会形式一片大好。但是，课堂中
仍然是寥寥几个孩子举手发言。

最后，虽然匆匆完成了整堂课的教学任务，但是教学效果实
在不敢恭维。

1、孩子们对我比较陌生，对我的教法比较陌生，因此让他们
在课堂中茫然无措。

2、孩子们刚上学，对上学和课堂有了生疏感，因此，需要一
定的时间来适应。

3、教师没有让孩子产生信任感，因此，他们在课堂中信心不
够，总是畏首畏脚的，担心说错话后会有什么“后果”。

4、孩子们在课堂中依赖心严重，认为课堂有没有自己的参与
没关系。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只要听听就可以了，另一部分
学生认为听不听无所谓。孩子们没有正确的学习语文的态度。

5、农村的孩子胆小羞涩。

6、我的课前准备太过粗糙，没有备学生！我犯了备课的大忌，
这堂课的失败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课堂，是孩子的课堂，是所有孩子的课堂，因此我觉得一节
好的课，孩子们应该人人参与课堂中的一切活动，一个都不
能少！我的第一个突破点，就是让班级的每个孩子们在课堂
中都能畅所欲言！



山雨教案板书篇三

《山雨》这篇文质兼美的抒情散文，是略读课文，课文是按
雨来、雨中、雨后的顺序写的。作者以独特的感受.神奇的想
象和联想.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林雨景图,字里行
间洋溢着作者对大自然那分浓浓的的喜爱之情.理解课文内容，
想象课文描述的情景，是本课教学的重点；从阅读中感受大
自然的秀美，体会作者对山雨的那份情感是教学的难点。课
一开始老师就背诵课文的第一段，用课文本身具有的美来吸
引学生，这种导入非常的新颖而且有效。接着就让学生自由
读课文，并背诵课文。在背诵的过程当中老师能够及时的点
评，如：老师真不敢相信，给你这么点时间就能够背诵下来
这么多自然段。再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整个过
都一学生自己朗读和理解为主，充分体现了略读课文的特点，
老师只是点评和引导。

山雨教案板书篇四

本课教学时，我在课堂上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这篇文章感情充沛，语言优美。因此在进行教学时，我注重
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在情景
中阅读，在探究中感悟，在体验中交流，极力营造一种自由
阅读的氛围，让学生在文本世界里自由驰骋。引导学生想象
感悟中引领学生进入一个诗意的雨天。整体感知时加强文本
中如诗一般的文字品味、欣赏。阅读中，一切都以尊重学生
个性化的解读。文本中美的文字描写了美的意境，美的意境
惟有靠阅读者自己去感悟方能领略，领略文字背后那美的意
境。

每一次读都有每一次的目的和要求，螺旋上升，层层推进，
学生经历了从读得不熟练，到读得流利有感情的过程。学生
有充足的时间在课堂上朗读、默读、表演读，在读中感悟、
理解、交流。学生在反复诵读过程中，学词、练句，走进语



言文字，体会感悟课文。

这篇文章的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课文是按雨来、雨中、雨
后的顺序写的。这篇文章也是学生习作的优秀例文。我在教
学中，先教给学生赏读的方法，体会作者的写作技巧。我还
进行适当的课外延伸。我的这节课引着学生从课文中的文本
延伸到了生活中、文学里，不仅是朗读、感悟能力的培养，
也是其他能力的训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山雨教案板书篇五

学生主动学习意识的培养，需要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成功
的肯定评价会给学生以愉快的情感体验，增强学生的学习自
信心，从而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注意运用激励性的评价，在对学生进
行激励性评价时，语言应具有个性化和针对性，不可过于单
调。需要通过肯定性和描述性的评语向学生揭示他们观点的
独特性和合理性的所在，并引导学生体会个性化理解和表达
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如“你也学会了从字里行间去体会作者的情感，真
好。”“你读得真美，我感到小雨点像美妙的音符一样在亲
吻我的脸颊。”真诚的评价就能真正激励学生，点燃学生的
心灵之火，使学生也发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在读‘悄悄地’
一词时，读得又轻又慢，让我感觉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的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