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他人教案大班(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介绍他人教案大班篇一

教材要求口语训练要将案例和相关知识分别讲解，让学生在
参与活动的基础上掌握“自我介绍”的知识，学会自我介绍
的技能。因此我采用了讲练结合，以讲促练，以练促学的教
学模式。

在讲课过程中，我先安排了情景导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接着安排了自我介绍的相关知识学习；较为经典的自我介绍
案例学习、分析；视频的案例学习；最后进行学生的小组合
作学习、展示。在整个授课过程中，按照预先设计安排完成
了课程内容，但还有些不足和遗憾之处，希望能够进一步改
进：

如：在课堂时间安排上，讲授时间所占比例小，讲授知识不
够透彻、深入。没有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讲授过程中
师生互动少。还应适当补充使用更具特点的面试中得自我介
绍，使知识更具广度和深度。还可以对学生的练习有具体的
要求，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设计不同层次的练习，安排各个
程度的学生练习。在练习中，还可设计多种场景，进行自我
介绍的.练习，让学生自然轻松地融入练习当中。以上是我在
课后的一点思考，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那
么，利用好例子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大
量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学生的能力才能不断巩固、提高。
所以，我还会更加努力，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
文，使孩子们深切地感受到：语文离他们很近很近。更好地



提高语文口语表达能力。

介绍他人教案大班篇二

在口语交际《自我介绍》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教学经验不足，
所以在这节课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开口说，敢于说，在这节
课的教学中我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是促使学生主动发展的必要
条件。其实不管哪一年级的学生都需要寓教于乐的心理特征。
因此，我在导入新课时，我首先运用让学生“自我推荐”这
一教学环节，既创设了情境又激发了学生兴趣，使学生敢于
发言，展现自己。教学效果是明显的，也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课堂教学不再仅仅是老师传授知识的
过程，也需要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培养创新、合作意识，
在设计“授之以渔”这一教学环节，我采取了范文赏析和方
法指导相结合，在教学中，我注意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我
让他们借鉴小学生和中学生的自我介绍范文。然后我再与学
生探讨了自我介绍要抓住特征，要有典型性，要突出人物的
个性特征，还可借助于适当的描写方法和比喻等知识。所以
当学生在做自我介绍时就胸有成竹了，知道该如何介绍才能
把自身的特点讲出来，如何介绍才能更吸引人。总体来说，
因为有了“授之以渔”这一教学环节的铺垫，下面的“临渊
垂钓”这部分的教学就水到渠成了，学生个个才思泉涌，积
极参与，充分展示自我，快乐地体验、认识他人，我想这是
跟说自己有关，哪个孩子能不熟悉自己呢？当然这也是在于
贴紧学生的学习实际，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活跃了课
堂气氛，学生的个性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培养了他们的创新
能力及合作意识。

总之，在这堂课上学生主体地位体现明显，参与率较高，结
构清晰，问题设计有针对性，当然再成功的课也会存在其不
足之处：一是课堂调控能力还不够强。由于本节课的重要要



环节在于学生口语的交流和体验，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
的调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如在实践体验时，
下面的学生就着急为台上的同学作提示，不能很好地遵守体
验规则，有的却胆小的不敢上台。二是在课堂流程和重点环
节还需要进行锤炼，由于学生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使得课堂
流程不够流畅。

今后在教学中我还得多关注学生的学情，要及时调整了教学
方案让自己的教学，多向前辈学习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
摸索能让学生感兴趣、学到知识的方法，使学生能轻松的掌
握知识。

介绍他人教案大班篇三

在口语交际《自我介绍》这节课的教学中，我深刻感受到：
课常教常新，不能因为自己曾经教过这一课就忽视了备课。
凭经验教学，凭感觉教学，这是万万不行的！教学结束后，
反思一下整个教学过程，虽不能算十全十美，但教学目标、
重点基本上是完成了，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做到以下几个方
面：

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是促使学生主动发展的必要
条件。其实不管哪一年级的学生都需要寓教于乐的心理特征。
因此，我在导入新课时，我首先运用让学生“猜一猜，他是
谁”这一教学环节，既创设了情境又激发了学生兴趣，使得
接下来“授之以渔”的教学环节得以顺利进行。教学效果是
明显的，也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课堂教学不再仅仅是老师传授知识的
过程，也需要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培养创新、合作意识，
在设计“授之以渔”这一教学环节，我采取了范文赏析和方
法指导相结合，在教学中，我注意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我
让他们借鉴小学生和中学生的自我介绍范文。然后我再与学
生探讨了自我介绍要抓住特征，要有典型性，要突出人物的



个性特征，还可借助于适当的描写方法和比喻等知识。所以
当学生在做自我介绍时就胸有成竹了，知道该如何介绍才能
把自身的特点讲出来，如何介绍才能更吸引人。

总体来说，因为有了“授之以渔”这一教学环节的铺垫，下
面的“临渊垂钓”这部分的教学就水到渠成了，学生个个才
思泉涌，积极参与，充分展示自我，快乐地体验、认识他人，
我想这是跟说自己有关，哪个孩子能不熟悉自己呢？当然这
也是在于贴紧学生的学习实际，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的个性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培养了他
们的创新能力及合作意识。

总之，在这堂课上学生主体地位体现明显，参与率较高，结
构清晰，问题设计有针对性，当然再成功的课也会存在其不
足之处。

介绍他人教案大班篇四

1、作者作品简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所编定而成。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
取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
教育家，也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政治上主张严格
遵守“礼”，特别强调“仁”，对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做出了
重大贡献，整理编定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经》《尚书》
《礼记》《乐》《周易》《春秋》。其言论，主要记载在
《论语》中，其思想，从汉朝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2、背景介绍

《诗经》的305篇诗歌，多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产



生于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大体上说，
《风》是民间乐歌，《雅》是宫廷乐歌，《颂》是宗庙乐歌
和舞歌。《风》的`绝大部分及《小雅》的少部分作品，具有
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了《诗经》得最高文学成就。
这些产生于民间的作品，或揭露当时的社会政治的黑暗，或
反映徭役，兵役的痛苦，或表现劳动生活的苦乐，或描述爱
情婚姻的悲欢，从各个侧面广泛的展示了古代社会，政治和
日常生活的图景。

介绍他人教案大班篇五

我把整个教学过程分为几个部分：1、谈话导入。通过和学生
的谈话，让学生找出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从而告诉学生
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是每个人的特点。抓住特点就能介绍清楚
自己，从而引出课题。2、仔细观察，说不同。为了引起学生
兴趣，我们有意选择对比较大的两名学生，让学生通过观察
来找出他们的不同。3、小组交流，向别人介绍自己。通过这
一环节，让学生做到有目的的说，能说会说，为下一步写作
垫底。4、完成习作，同桌交流互查。在有了前几个环节的基
础上，让学生动笔写作，并相互检查交流。

虽然自己经过准备，并且做了大量的铺垫，但是在实际教学
中学生掌握的情况却并不理想。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学生的概念模糊不清。在教学中涉及到“个性”、“性
格”、“外貌”等抽象的词语。由于我们并没有做详细的讲
解和比较，许多学生理解模糊。没有弄清楚含义，从而导致
了学生到后来不知道该怎么写。

2、教学设计环节混乱。在教学一开始，我们就将“特点”这
个抽象化的概念抛给学生，学生在没有深入理解的基础上，
一知半解，使得后来我在后期虽然做了大量的讲解，但学生
还是没有明白。



3、沒有考虑到学生的需要。本来对学生来说，介绍自己是一
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教学中给学生设置了较高难
度的要求，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无法理解就无法
专心倾听，这也是导致课堂中学生注意力分散的重要原因。

4、习作的发散点过多。在教学中，我们给学生归纳出人的特
点后，让学生选择，但是因为发散点太多，加上学生对一些
概念并不理解，所以写出来的作文不尽人意。

三年级学生虽然经历了低年级写话阶段的训练，但作为作文
教学的整体思路来看，它则是刚刚起步。因此，教者必须站
在整个语文教学的高底，根据小学三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
加强作文教学的研究，做到精心设计，有针对性的指导。结
合自己这节课和长期的习作教学，我对自己习作教学中要采
用的一些措施进行了一定的反思。

1、创设良好的习作氛围，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1）丰富写作素材，克服学生的畏惧心理，让学生“有东西
可写”是克服畏惧的关键。

学生不愿意写作的主要原因就是自己没有东西可写。要丰富
学生的写作素材，教师要当好“生活导师”把学生引入丰富
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并且指导学生以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社会，
以自己的情趣去理解分析社会，发展认识和思维能力。平时
让学生写观察、记录、小日记、小报告，社会调查等都是较
有效的方法。

（2）了解学生的需要，变“苦”为“乐”，克服学生的厌倦
心理。

需要是一种内在的动机，学生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够积极
参与到习作练习中来。同时，作文教学要想取得高成效，就
要努力激发学生的写作动力，提高写作的兴趣。教师建立和



谐的师生关系，热爱每一个学生，特别是要关爱学生，教师
要把差生当“朋友”，了解他们在写作中的困难，并给以具
体指导，热情鼓励，学生有所进步，教师就要给予表扬肯定，
帮助学生总结成绩，克服失望心理，树立写作信心。这样，
学生的写作兴趣，就会逐渐培养起来。

2、教学过程中突出重点，不能面面俱到。

学生开始作文时，往往觉得不知从哪里写好，写些什么好。
首行，我们应该根据教材的安排，认真分析每次习作的要求
和要达到的主要目标。自己心里首先要做到心里有数，明确
自己本次习作的目的，然后根据目的设置教学重难点，一定
要突出每次习作的重点，和学生应该明确的重点。如果在本
次习作课上，我只抓住外貌和爱好，这两个特点让学生来写，
学生肯定会觉得简单而且和自己生活贴近，写起来也会更容
易些。

3、注重二次备课意识的培养

二次备课时教师针对课堂中临时出现的一些问题，结合学生
的实际情况，对教学设计的临时修改和调整。这就要求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随时要关注学生的掌握情况和学习效果，能对
学生的需要志上做出反应。在本次习作教学中，如果我们能
及时调整教学设计，对学生掌握不清的几个抽象的概念及时
让学生进行理解，那么就不会出现学生不知该怎么下笔的情
况了。

4、平时要注重对学生习意识的培养。

我们教学生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把所见所闻，以及自己
的丰富感情表达出来，展示给读者。也就是说，凡是能用语
言表述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学生写作的内容。我们在指导学
生写美学事的同时，还应该有的放矢的帮助他们抓住发生在
身边的新鲜的事、奇怪的事、有趣的事。



在指导写作的过程中，学生大多会遇到无法准确地、完整地
表述出事物特征的问题。这是由于学生平时观察不够仔细，
积累相关的表述的词句不够丰富的`缘故。所以我们作文教学
过程中，要提倡学生平时多读书，读好书。特别是对学生写
作有帮助的书，我们还应积极推荐，久而久之，学生写作起
来也许就不会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