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族乐器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名族乐器教案篇一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描写西南边疆一所美
丽而充满欢乐的民族小学，反映孩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
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本文的学习，可以让学
生了解我们各族儿童的团结友爱和他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
会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在教学过程中，我通过以下
方法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本篇课文主要介绍西南边疆各民族学生的学习生活，少数民
族风情浓郁，绝大多数地方的学生与之生活距离较远，缺少
相应的知识、经验的背景。根据这一情况，我设计了“民族
风情展示会”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这一环节。由于我们农村学
生受条件限制，课外收集资料的途径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
在报到那一天，我自己根据活动主题上网搜集了不少少数民
族服饰和生活习俗的图片、实物、文字资料等材料，利用教
室外墙开辟了一个资料展示台，以供学生看阅，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来记一记。

上课伊始，我导出：“少数民族风情展示会”，学生们把通
过资料展示台所获得的信息在课堂上加以整合反馈，兴趣高
昂。展示完后，以“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有许多民族聚居
在一起，共同生活，和睦相处。不同民族的孩子们也在一所
学校共同学习。现在就有这样的一所民族小学，大家愿意不
愿意去参观一下？”



假想参加的形式导入，学生学习新课的热情很高，注意力也
相对比较集中。

教育目标的实现不是知识的搬运过程，而是对学生心灵的唤
醒，潜能的开发。语言文字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蕴含着丰
富的信息，语言作品中也存在一些空白，这些都需要学生在
阅读中转换、补充、生成，这转换补充生成的过程，正是学
生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教学时，充分利用文本的空白部分
来唤起学生的想象以激发兴趣从而达到保持学生注意力以理
解文本的目的。

整堂课总体感觉教学环节还是比较清晰的，重点也挺突出。
一些教学设计比较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很能抓住他们的注
意力。但自我感觉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还是显得有些繁琐。
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激励语
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教师细心斟酌，多加锤炼，精心准
备。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
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地学有所得！

名族乐器教案篇二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的开篇之作，是一
篇抒情散文。课文描写了我国西南边疆一所美丽而充满欢乐
的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体现
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

经过了一个暑假再次进入课堂，面对着教室里那六十多双明
亮的眼睛，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三年级的学生与我以前教的五
年级的学生的明显不同：这些刚踏入中年级的孩子天真活泼，
思维活跃，头脑中充满着问题，但同时，他们上课的注意力
却不能持久。为此，我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教学设计：

上课伊始，在引入课题之后，我就出示了各民族人民的有关
图片，让学生仔细观察图片上少数民族人民的特点，孩子们



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服饰，印象更为深刻。与
此同时，我让孩子们念念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在认识这些
民族的同时，也为随后开展的深入理解文本铺垫了基础。

在学习文本时，课文中并没有写孩子们是怎样上课的.，我抓
住这一点，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说民族小学的同学们上课
时的情景。孩子们各抒己见，十分踊跃，有的说：“他们听
得目不转睛。”有的说：“他们积极举手发言，还受到了老
师的表扬。”有的说：“他们把课文读得又整齐又动听。”

整堂课总体感觉教学环节还是比较清晰的，重点也挺突出。
一些教学设计比较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很能抓住他们的注
意力。但我也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有时还显得有些繁琐。
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激励语
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教师细心斟酌，多加锤炼，精心准
备。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
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地学有所得！

名族乐器教案篇三

我在教学第五册语文课文《我们的民族小学》时，有一段描
述窗外十分安静的文字，我创设了一个“蝴蝶飞舞”的师生
活动情境，由教师扮演蝴蝶，邀请同学读文段，谁能读
出“安静”的感觉，“蝴蝶”就会“停留”在谁的身边表示
欣赏，由于有的.学生理解课文有差异，读这段时声音十分响
亮，于是我说：“哎呀，蝴蝶都被‘吓飞’啦，你们说为啥
呢”

该学生立刻醒悟过来，改成了静静地诵读，这样经过创设生
活情境，加上教师恰到好处的提醒，使学生的朗读本事得到
了提高，这比单纯的朗读技巧的指导更有效，给学生的印象
更深刻，也使暂时朗读不到位的学生进取性没有受到挫伤，
仅成了学生提高自我朗读水平的一次鼓舞。寻找和发现学生
身上的闪光点，并发现学生的潜能，这正是新课程学生评价



倡导的改革方向，仅有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和个体发
展的不均衡性，评价资料多元化，评价标准多元化，才能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全体发展。

名族乐器教案篇四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课文描述了我国西南
边疆一所美丽而充满欢乐的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的
学习生活，同时，也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

这是一所美丽的学校:上学的路上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各民
族的小学生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把学校打扮得更加绚丽多
彩。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
在洁白的粉墙上摇晃。这是一所团结的学校:同学们来自不一
样的民族，穿戴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都成了好朋友，在
祖国的大家庭里，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生活，在同一间
教室里学习。这也是一座充满了欢乐，祥和气氛的学校:孩子
们课上认真读书，课下尽情玩耍，连小动物也来聆听读书声
和看热闹，对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多么羡慕！

一样，他们却成了好朋友，他们还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这
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团结。同学们还找到了其他不一样
之处:我们在教室里读书，外面仅有轰鸣的汽车马达声，他们
读书时却有小鸟，蝴蝶和猴子在旁边好奇地听着;下课了，他
们跳孔雀舞，做游戏，能够把小鸟，松鼠和山狸都吸引过来，
我们不跳孔雀舞，也没有小动物能被吸引过来，经过比较不
一样，我们羡慕他们的无忧无虑，感受到他们的欢乐。

在寻找民族小学和我们学校的不一样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
了解到民族小学的特点:美丽，团结和欢乐，充满对这所学校
的向往之情。因为感受深刻，朗读时，也就自然做到了感情
丰沛。这样，抓一个问题，将课文学透，学懂，收到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



名族乐器教案篇五

我讲授了《多彩的民族节日》一课，学生们学会了很多的知
识，他们了解了更加多彩的民族节日，知道了各个民族的生
活环境。孩子们发言很积极，课堂气氛特别活跃，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

在教学中，我采用了讨论的方法，学生们可以互相启发、共
同提高。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能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他
们的学习效率很高。

我运用了表演的方式，学生们学习得特别积极主动，他们能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足：

1、学生们在学习上比较被动，没有自觉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之
中。

2、教师没有做好课堂评价。

改进措施：

1、我们要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应多关注学生，让他们多
尝试一些成功的喜悦，使孩子们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

2、教师要多表扬鼓励学生，应多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在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学生们的主体地位，应把学习的
时间还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