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夕节楼盘广告语 七夕活动方案(优秀7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黄河颂教学反思教案篇一

一、导入：

师板书课题：《黄河象》

1、请孩子们齐读课题。（生读）再读。昨天，我们已预习了
课文，你有什么疑问吗？

2、生质疑：

生a、黄河是一条河，课题《黄河象》为什么用黄河来命名呢？

师：以“北京人”和“元谋人”为例解释黄河象的名称。

生b、黄河象和其它的象有什么不同呢？

师：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猜”的过程……并以“活化石”、
“银杏树”为例说明。

生c、人们又是怎样发现它的？

师：往往你认真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加以思考、分析，
总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也正是倾听的好处。



反思：

导入语言干净利索，能够敏锐地抓住学生的质疑点，认真倾
听、思考学生质疑的出发点，及时进行分析，并给出正确、
合理的解释。如：学生提出为什么用地名“黄河”来给课题
命名时，教师用“北京人”和“元谋人”为例来解释。之后
又分别用“活化石”、“银杏树”的相关知识来类推本课的
知识点。当学生能够在认真思考之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时，
及时给予表扬，并说出认真倾听的好处，对学生进行学法指
导。此外，看似不经意的讲解“猜”的过程，又为本课安排
学生梳理文章结构埋下伏笔，增强学生猜测黄河象骨骼化石
来历的兴趣。

二、初读课文，理清结构

1、要求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并根据题纲，将课文分成四个个
部分，完成填空练习：

2、学生浏览课文，师提醒学生要一边看，一边思考。

3、鼓励学生拿出课堂作业本，先抄题，自己试着填一填，再
四人小组交流，要求学生只要能填通顺就可以了。

反思：

这一板块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理清课文结构，掌
握文章脉络。教师给出一个填空式的题纲，既降低了学生学
习的难度，又能更准确有效地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当发现
学生连有效完成填空都还比较吃力时，再次降低难度，只要
求他们能将空填通顺即可。这样，教师能根据学生学情，及
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案，显示出执教者较强的教学机智及课
堂应变能力。

三、分析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检查学生的练习情况。

2、以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为例，指导填空。（附：学生
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教师否定错误答案，并根据学生的
回答，及时肯定最恰当的答案。）

（博物馆里）的黄河象

3、用同样的方法，指导学生读课文2―3部分，完成填空：

（两百万年前）的黄河象

（被挖掘出土）的黄河象

4、读课文最后一段，指导学生完成填空。（这次多数学生根
据字面意思，理解为“被命名的黄河象”）教师示范朗读，
故意将“因为”、“这头”两个词语发音较重，学生听后，
才恍然大悟：

（唯一）的黄河象

5、讨论：课文一、三部分写出了黄河象骨骼化石的哪些特点？
要求学生抓重点词语汇报。

庞大、被完全保存下来的、姿势斜斜的……

6、设疑：如果是一头头完整的黄河象，又怎么会斜斜地站在
沙土里呢？四人小组，根据象骨骼化石的特点，展开想象，
并用“因为……所以……”句式写几句话。师先举例，让学
生从课文的第二部分去找。

7、生讨论，教师加以指导，要求学生一边说一边写。

反思：



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与第二部分的内容紧密相联、环环相扣。
对于学生的回答及时肯定或否定，使学生能明白填空原来还
可以从不同的出发点，找到不同的答案。此外，教师一边引，
一边导，又能使学生在准确、清晰地掌握了文章的结构后，
教师再将一、三部分的内容用一个问题：黄河象骨骼化石有
哪些特点？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然后要求学生抓住重点词语
“斜斜地”展开合理想象，并尝试着用因果关系的句子写一
写黄河象骨骼化石的来历，这样，便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
程中轻松地掌握了课文内容，达到让学生与文本交流的目的。

总之，整堂课设计得结构十分严谨，逻辑性非常强，每个板
块与板块之间密不可分，层层落实。尤为可贵的是，执教者
总是认真关注着学生的学情，及时根据自己的课堂预设调整
自己的教学策略，使学生在自己的指挥棒下紧张而又有序地
学习。这样的课堂，老师既教得轻松，学生又学得愉快。

听了李老师的课，总是让人受益非浅！

黄河颂教学反思教案篇二

我为双流华阳的两位老师上了一堂随堂课《黄河象》，上完
以后和两位老师共同探讨了本课的得与失，下面是清河小学
的谢小明老师整理的课堂设计以及她个人的反思。

一、导入

师板书课题：《黄河象》

1、请孩子们齐读课题。（生读）再读。昨天，我们已预习了
课文，你有什么疑问吗？

2、生质疑

生a、黄河是一条河，课题《黄河象》为什么用黄河来命名呢？



师：以“北京人”和“元谋人”为例解释黄河象的名称。

生b、黄河象和其它的象有什么不同呢？

师：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猜”的过程……并以“活化石”、
“银杏树”为例说明。

生c、人们又是怎样发现它的？

师：往往你认真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加以思考、分析，
总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也正是倾听的好处。

反思：

导入语言干净利索，能够敏锐地抓住学生的质疑点，认真倾
听、思考学生质疑的出发点，及时进行分析，并给出正确、
合理的解释。如：学生提出为什么用地名“黄河”来给课题
命名时，教师用“北京人”和“元谋人”为例来解释。之后
又分别用“活化石”、“银杏树”的相关知识来类推本课的
知识点。当学生能够在认真思考之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时，
及时给予表扬，并说出认真倾听的好处，对学生进行学法指
导。此外，看似不经意的讲解“猜”的过程，又为本课安排
学生梳理文章结构埋下伏笔，增强学生猜测黄河象骨骼化石
来历的兴趣。

二、初读课文，理清结构

1、要求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并根据题纲，将课文分成四个个
部分，完成填空练习

2、学生浏览课文，师提醒学生要一边看，一边思考。

3、鼓励学生拿出课堂作业本，先抄题，自己试着填一填，再
四人小组交流，要求学生只要能填通顺就可以了。



反思：

这一板块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理清课文结构，掌
握文章脉络。教师给出一个填空式的题纲，既降低了学生学
习的难度，又能更准确有效地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当发现
学生连有效完成填空都还比较吃力时，再次降低难度，只要
求他们能将空填通顺即可。这样，教师能根据学生学情，及
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案，显示出执教者较强的教学机智及课
堂应变能力。

三、分析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检查学生的练习情况。

2、以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为例，指导填空。（附：学生
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教师否定错误答案，并根据学生的
回答，及时肯定最恰当的答案。）

（博物馆里）的黄河象

3、用同样的方法，指导学生读课文2―3部分，完成填空

（两百万年前）的黄河象

（被挖掘出土）的黄河象

4、读课文最后一段，指导学生完成填空。（这次多数学生根
据字面意思，理解为“被命名的黄河象”）教师示范朗读，
故意将“因为”、“这头”两个词语发音较重，学生听后，
才恍然大悟。

（唯一）的黄河象

5、讨论：课文一、三部分写出了黄河象骨骼化石的哪些特点？
要求学生抓重点词语汇报。



庞大、被完全保存下来的、姿势斜斜的……

6、设疑：如果是一头头完整的黄河象，又怎么会斜斜地站在
沙土里呢？四人小组，根据象骨骼化石的特点，展开想象，
并用“因为……所以……”句式写几句话。师先举例，让学
生从课文的第二部分去找。

7、生讨论，教师加以指导，要求学生一边说一边写。

黄河颂教学反思教案篇三

诗的资料是阅读的关键所在，也是诗人思想表现的根本，所
以务必要好好理解、品味，但不宜过多过细地去“肢解”、
分析。想要让学生透过资料了探索诗人的心灵世界，教师就
不宜有过多的讲解，更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让学生被动地理解，而失去了学习体味的机会。课堂上应注
意引导的艺术，留给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点到即止。《黄
河颂》结构与资料都比较简明，表达的主题也集中，稍加点
拔即可。

1、读出感情：诗歌朗读时应充分发挥想象，“将心比心”，
感诗人所感，想诗人所想，读出感情更能读出深远的意味，
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注意节奏，语调的高低起
伏及关键词的把握，让学生在反复的朗读中品味出其中的情
与味。

2、读出语气：言为心声，一样的句子用不同的语气读出来，
表达的意思就不相同。诗歌的朗读语气得揣摩准确。《黄河
颂》句式整齐，相同句式重复多处，但所表达的意思却是有
所不同的。比如连用了三个“啊，黄河！”，但三处所表达
的语气是有所不同的：豪迈—赞美—激昂。

3、读出体会：诗歌教学不仅仅要让学生得到一种艺术的熏陶
与享受，更要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感。在小节这一环节



中可让学生选取最喜欢的章节或句子说说理由，或就诗的意
境、思想、情感、写法等谈谈自己的看法，甚至能够让学生
根据本课所学资料，自己尝试写写诗。

总之，诗歌教学应注重品读，保护学生的想象力，留给他们
自由的空间；还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地进行拓展迁移。

黄河颂教学反思教案篇四

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与第二部分的内容紧密相联、环环相扣。
对于学生的回答及时肯定或否定，使学生能明白填空原来还
可以从不同的出发点，找到不同的答案。此外，教师一边引，
一边导，又能使学生在准确、清晰地掌握了文章的结构后，
教师再将一、三部分的内容用一个问题：黄河象骨骼化石有
哪些特点？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然后要求学生抓住重点词语
“斜斜地”展开合理想象，并尝试着用因果关系的句子写一
写黄河象骨骼化石的来历，这样，便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
程中轻松地掌握了课文内容，达到让学生与文本交流的目的。

总之，整堂课设计得结构十分严谨，逻辑性非常强，每个板
块与板块之间密不可分，层层落实。尤为可贵的是，执教者
总是认真关注着学生的学情，及时根据自己的课堂预设调整
自己的教学策略，使学生在自己的指挥棒下紧张而又有序地
学习。这样的课堂，老师既教得轻松，学生又学得愉快。

听了李老师的课，总是让人受益非浅！

黄河颂教学反思教案篇五

本文是一首抒情性很强的诗歌。我在本课教学中希望调动学
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热爱黄河、保卫黄河的情感。我渴
望用饱含自我感情的诵读感染学生，渴望借助自由诵读来让
学生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崇高民族感情的熏陶。我希望每节



课教学都能关注学生情感的影响，长此以往，对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将有着重要的作用。

老师、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这些对话告诉我们，抓住关键词，
结合语境来体悟情感很重要。课程标准指出:“教师要为学生
创设良好环境，提供便利条件，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
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
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判质疑，发表不同意见。”学生
对“摇篮”“屏障”“臂膀”等关键词的理解与分析以及对
民族精神的个人理解是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这种交流，有
利于师生间语文知识的积累及语感的迁移并形成一种共有的`
语言文化心理，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学生是阅读的主体，
主体地位的确定是学生有效学习的保证。教学的成功之处.很
重要的一点是教师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关注以及由这一教学思
想而采取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我的某些教学
环节教师主导性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体现并不十
分充分，未能释放出更大的空间，让学生与老师一起，推进
课堂教学。

评课中，我认真听了诸位老师的点评，反思之后，确实令我
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如:对于课文的重点词语解析点拨的深
度不够，激励性语言运用偏少，多媒体与课堂教学的结合点
等许多方面皆有不足之处。

最后，衷心感谢区教研室给了我们这次学习与展示的机会!衷
心感谢在此次研讨课中给予我很多指导的各位领导和老师!衷
心感谢各位专家、前辈和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

黄河颂教学反思范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