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给银行协商的申请书(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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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教案反思篇一

《小河的歌》这首诗歌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条小河的心声。
抒发了小河长年累月，无论白天黑夜、寒来暑往，默默忍受
着寂寞、干渴，却不停地快乐流淌，为人们播种希望与幸福
的胸臆。在教学中具有以下特点：

1、尊重学生的差异，相信学生的能力。教学时，充分考虑学
生的差异性，让不同程度的学生在课堂上都能找到自信，都
有展示自己的机会，都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如汇报小河有
哪些动人的故事，学生可以用句子，也可以用一段话；谈感
受时，可以说你为什么喜欢小河，也可以说你想向小河说什
么话。针对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回答，老师都给予肯定，使
每个学生都有一种成就感、满足感。这种感受最有利于激发
学生继续学习的兴趣和欲望。

2、放手让学生自学，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实现学习方式的
转变，自主学习是基础。整个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教师不
以自己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如在学生识字、整体感知
课文的内容的基础上，提出要求：

（1）默读，想一想这是一条怎样的`小河呢？

（2）画一画，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词句；

（3）读一读；



（4）说一说，和小组同学交流。这样，让学生在自主读书、
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体验感悟，弄懂了问题，理解了课文内
容，发展了逻辑思维能力，积累了语感。

3、多种感官参与活动，重视学法的指导。习惯好，终身受益。
老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时，让学生边读边想，边动笔标记，养
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在合作交流中，学生互
相启发，老师不急于送现成的答案，而是引导、点拨，使学
生在需要处、矛盾处、困惑处获得阅读的方法，提高了学生
自己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河教案反思篇二

在本课教学中，以课改理念为指导，巧妙地发挥了教师的组
织、引导、点拨作用，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主要特色为：

1、指导学生体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在教学时给了学生充
分的'自主学习的时间，提出具体的自学要求，教给学生自主
学习方法，这对一年级学生是非常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训练，
相信学生的自学能力会越来越强。同时还很注意培养学生合
作学习能力，让学生把自学的情况在小组内交流，相互启发、
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在此基础上，教师才作必要的点拨。

2、综合各种手段，逐层深入，感悟品读课文。如学习第一自
然段，通过看一看、读一读、品一品、背一背四个环节，引
导学生由感性到理性，由感悟到理解，由学习到积累。这一
过程体现了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综合运用了多媒体、绘画、
朗读、品评等多种手段，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让学生学会学习，是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有了这样一个台
阶一个台阶的训练，学生会越来越爱学习，越来越会学习。



小河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能力提高：

自主阅读课文，教师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使学生
在课文情境和语言文字中受到熏陶。

情感目标：

感受大自然的美丽，懂得奉献。

教学重点：

自主阅读课文，教师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使学生
在课文情境和语言文字中受到熏陶。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师：现在老师想带领大家看一幅美丽的画面。

一条蜿蜒的小河向前流淌着，瞧，他穿越高山、平原；它浇
灌田野、森林。花开了，草绿了，庄稼丰收了，树木更加茂
盛了。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谁相当校老师带着同学们读，会读哪个就读哪个。（指
名读）

师：这个小老师当的怎样？（读的准确，声音响亮）

师：现在，我们开火车读生词，“小小火车开起来，开到我
这儿来”

师：“寂寞”是什么意思？“寂寞——孤单”

师评：用同义词解词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干涩——干燥”“崇高——高尚”（指名答）

师评：你真聪明，会及时运用。

师：谁想来读诗歌？其余同学仔细倾听，认真听就等于自己
读了一遍。（4人读）

师：这是一条怎样的小河？（板书：明亮、快乐、绿色、奔
跑）

师：我发现，同学们都是用书上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一句话
就是每一小节的总起句。这是一种概括意思的好方法。

师：刚才，我们大体的了解诗的意思，让我们细细品读，你
会发现更美的意境。

三、精读课文，领悟。

师：请看大屏幕（指读题目要求）

要求：读读每一小节，你想读哪段就读哪段，想怎样读就怎



样读？边读边想：你喜欢的原因。

师：现在我们分小组进行交流。在交流中，老师会走到你们
身边，成为你们的参与者。

师：现在我们全班进行交流。谁想来谈。

（一）生谈第一小节：

师：是呀，小河长年累月的奔腾不息，真是不知疲倦。

师：一条蜿蜒、明亮的小河永远又走不完的路，唱不完歌的
歌，听，他唱着歌向我们走来了。（出示流水的轻音乐声，
填空它唱着。唱着。身边伴着它山谷里在，不管不管）

师：让我们再自由读一读，感受小河优美、动听的声音。
（学生听着音乐朗读）

师：谁想来读？

师：（生互评）你觉得他哪里读的好？

让我们一起唱歌（齐读）

导：再谈谈你喜欢的内容

（二）生谈第二小节：

师评：你的词汇非常的丰富，能结合上下文理解课文内容。
你的理解非常深刻，使同学们学习的榜样。不要紧张，想好
了再说。

师：现在让我们看看画面，听一听小河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我是一条小河，我会独自经过险峻的大山，荒芜的沙漠，时



常感到寂寞难忍。有时我要忍受着炎热的天气，骄阳的炙烤，
常常感到干渴。

但是，令我惊喜的是我会使黄土重新滋润，草儿因我的到来
绿了，花儿因我的到来开了，因而我又感到无比的快乐。

师：看完画面，你想对小河说些什么？

师：一条小河，宁愿自己忍受着寂寞，忍耐着干渴，却给黄
屠沙石送上清水，给他们带来绿色的生机，这是一种无私奉
献的精神。（板书：无私奉献）

师：现在让我们有感情的朗诵诗歌，跨跨小河吧。

师：你觉得她朗读的怎样？（我从它的朗读中听出了这是一
条快乐的小河）

师：让我们一起夸夸小河。

导：小河听了同学们的夸奖，高兴极了。他说呀，同学们赶
快读读后面诗歌，我还想听听你们的夸奖呢。

（三）生谈第三小节：

师：小河流入大海，小河浇灌禾苗，小河分享丰收，这是的
小河心情怎样？（快乐、愉快、）

师：让我们带着这种心情读一读。

师：同桌读。

“寂寞”“干涩”“崇高”师什么意思？师：想读的我们一
起来读。

导：小河是明亮的，不知疲倦的；小河是快乐、幸福的，它



给大自然披上五彩衣，个个农民带来丰收的喜悦。因此，小
河要对同学们说，“我师一条奔跑的小河”

师：让我们齐诵最后一段。

四、课后拓展。

小河还会诉说哪些故事呢？

五、课堂检测。

有感情的朗诵诗歌、并进行背诵。（基础性）

仿照《小河的歌》自编一首。（选择性）

小河教案反思篇四

本课是一则寓言，讲的是小河与青草的对话，从中感知世界
万物相互依存的道理，知道做人要谦虚，学会感激别人的帮
助。

因此，我设计环节是分两次对话内容学习。第一次对话是小
河感谢小草，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朗读，然后让读小
草的小朋友说说能看到小河底下都有些什么，从而突出小河
的清澈见底。再利用做动作知道读好“紧紧抱住”。在指导
理解“浑浊”一词时，演示了在装有清水的杯子中放入泥土，
清水变浑浊了，中间训练说话：小河变浑浊了会怎样？让学
生明白如果没有小草的帮助，河水就会变浑浊，指导读好小
河感谢小草的话。第二次对话是小草感谢小河，也让学生选
择自己喜欢的角色自由读一读，出示“碧绿的小草”和“碧
绿碧绿的小草”体会后一种小草更惹人喜爱。知道读好小河
的话。再问，小草长这么绿要感谢谁呀？知道读好小草的话。



小河教案反思篇五

《小河与青草》讲的小河与青草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感知
自然界万物相互依存的道理，同时领悟到做人要谦虚谨慎，
要多看到别人的长处。

首先，我注重以读为本的理念，指导学生在读中积累，在读
中感悟。复习时设计了认读词语到短语，为理解课文扫清了
障碍。在本课的教学中，我们采用了教多读的方式，有自由
读，个别读，齐读，分角色朗读，表演读等方式，让学生读
得轻松，读得有趣。逐段教学注重反复诵读，深入感知文章
的内在美。如：小草对小河说：“你的水真清啊，一眼能看
到底。”指导学生个性化的朗读，强调“看到底”说明水清
澈见底，强调“一眼”说明一下子能看到底，水真够清的。
让学生爱怎么读就怎么读，尊重学生的个体体验。在教学小
草和小河的对话时，采用分角色朗读、加上动作表演读，大
大激发了学生朗读的兴趣，掀起了一个个朗读的高潮。最后，
学生分角色表演，让情感体验得到升华，表演读给家长看，
为学生展示自己的才华搭建了一个合适的平台。正因为采取
了这么多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读，学生才可能在读中一步
步感悟课文要表达的情感和寓意，在读中积累。

其次，我注重联系学生的生活体验。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让
学生理解“你的水真清啊，一眼能看到底！”“浑浊的泥
水”，我取了点清水装在矿泉水的瓶里，告诉学生：“这瓶
里的 水是老师在这条小河里取来的，看了这干净清澈的水，
你有什么话想说？”学生们畅所欲言，“这水真清
啊！”“这水真干净啊！”“一眼能看到底呢！”

然后，再指导学生进行朗读，学生都能读出小河的清澈。接
着，我把事先取来的泥土装进瓶里，瓶里的水立刻变得浑浊
起来，学生们看了都赞叹不已，不用老师过多解释，学生们
都已经懂得了“浑浊的泥水”。



总之，在本课教学中，我们进行了愉快教学，通过对比，分
角色朗读等，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学习，并遵循学生的认知规
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正确处理知识的重难点，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创设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