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时钟教案设计意图(实用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
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时钟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转动是运动的一种方式，在本课中我试图通过文字的移动同
化进行教学，那么重点就是转换组件与编辑移动点了。第一
堂课，我分别让学生画出时针和分针，然后分别转换成组件，
在设计旋转动画时比较旋转整周与局部角度的区别，学生手
忙脚乱，最后一样都没完成。第二个班级，我先让学生做时
针的动画，完成以后再做分针的动画，虽然同样完不成，但
是对旋转动画的一个过程有了了解，后一半动画制作比较容
易了。

通过这两堂课的对比，使我觉得在初学课程教学设计时一定
要注意以学生实际为本，尽量排除干扰因素，让学生能尽快
建立良好的认知结构，而后在进行深化，避免学生开始就有
畏难情绪。

时钟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认识时钟活动反思：

《认识钟表》这节课的目的旨在使幼儿认识时钟，能区分时
针、分针，了解钟面上数字的排列规律，初步了解时针、分
针的运转规律，认识整点、半点。为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我采用课件教学，使幼儿在保持兴趣的同时更直观、更主动
的去掌握教学目的。整节课堂上幼儿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热
烈，知识获得与情感体验同步进行。



我用参观钟表店的方式引出课题，出示了形状、大小、颜色
不一的时钟，引导幼儿充分观察钟面相同的地方有哪些，孩
子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七嘴八舌的说开了，课堂气氛一下子
就高涨了。

接着，我引导幼儿先观察并认识钟面上的1―12个数字，重点
认识12、3、6、9这四个数字的位置。了解12个数字的`排列
规律，知道这些数字是按顺时针方向走。然后让幼儿认识时
针与分针，让孩子们仔细看看这两根针有什么不同，根据指
针的长短、粗细辨别时针与分针。并通过实物演示，让幼儿
知道时针和分针之间的运转关系，两根指针朝着一个方向走，
叫顺时针方向，分针走一圈，时针走一格，通过演示，幼儿
看得清晰明确，兴趣浓厚。

在认识整点这一环节中我在课件中出示了12个整点的钟面，
让幼儿自己通过观察发现整点时时针在哪里，分针在哪里。
接着我再出示几个整点的钟表让幼儿巩固对整点的认识。然
后我就请他们拿出学具“企鹅钟”听老师报时，他们来拨一
拨整点，这一环节因为有了实际操作，幼儿大多掌握得较好。

活动的难点是认识半点，如何让孩子轻松掌握难点呢？我采
用了对比的方法：让幼儿观察整点、半点两个时钟，孩子们
大多说出了整点的时间，亦有个别幼儿说出了半点的时间，
我就请他来说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最后我再来引导幼
儿自己小结：半点时分钟总是指向6，时钟指在2个数字的中
间。对于究竟是几点半这个难点中的难点，我借助实物大钟
边拨钟边解释：看现在时针在4和5的中间，那么时针已经走
过的数字4，有没有走到数字5上，所以现在应该是4点半而不
是5点半。当再出示课件请他们看看、说说几点半时，发现孩
子们大多掌握了半点。接着又让幼儿看数字时间，自己拨一
拨学具，帮助他们对于半点的巩固。

整个活动由浅到深、循序渐进,以游戏作引导,以幼儿操作为
手段,让幼儿从感知入手,以多媒体、实物教学具为媒体,给孩



子清晰、准确的概念。在活动中始终以幼儿为主体，在活动
中遵循活动性原则，综合运用发现法、游戏法，让幼儿通过
操作活动、言语活动，促进幼儿主动学习。

时钟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活动目标：

1．巩固认识钟面的`构造及时针和分针的运转关系

2．学会正确看整点和半点

3．初步感知时间和自己生活的联系，懂得珍惜时间

活动难点：

时针和分针的运转关系

难点剖析：

时针、分针的认识幼儿已经掌握，但对于它们的运转关系的
了解还不是很清楚，这种关系就是一种数学的逻辑关系，量
化关系。

活动准备：

1．《小朋友的书·数学》

2．实物挂钟一个

3．有错误的磁性钟面一个（数字排列有错误，时针、分针长
短一样）

活动流程：



1．《小朋友的书·数学》

2．实物挂钟一个

3．有错误的磁性钟面一个（数字排列有错误，时针、分针长
短一样）

四．活动过程：

（一）出示时钟，引入课题

师：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什么？

2.钟表匠皮皮昨天做了这个钟，可谁也不愿买，小朋友知道
是什么原因吗?（幼儿指出钟面上的错误，介绍钟面构造）

（二）看时钟，理解时针、分针运转关系

师：1.如果时针和分针赛跑，谁会赢？

2.小朋友当评委，仔细观察到底谁跑得快？(将时针、分针都
拨在“12”上，然后将长针转一圈，让幼儿注意短针有什么
变化，反复拨几次)

3.小评委说谁是冠军？（长针(分针)走一圈，短针(时针)就
走一个字，就是一小时）

（三）认识整点和半点

师：在钟表上有两个特殊的数字，它们是12和6，12永远在最
高的地方，分针一跑到这里，表明它又整整跑了一圈，走到
了一个整点；6呀，永远站在钟面的最下面，每次分针走过它
的时候，它都会说：“加油，你又跑了半圈了。”小朋友，
你听了这个故事，知道分针走到12和6的时候分别代表什么了
吗？（幼儿发表自己意见，在谈论的过程中学习整点和半点）



（四）操作练习“修理钟表”

师：将书翻到27页，我们来帮皮皮把装错的时针找出来，并
说说错在哪里

（五）制作小熊闹钟

（六）互相游戏

活动延伸：

教幼儿学习几句谚语，让他们懂得珍惜时间，也可在主题墙
上张贴

1．时间一分，贵如千金

2．荒废时间等于荒废生命

3．贪睡的猫一定抓不到老鼠，浪费时间的人一定不会有收获

时钟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这是一篇科学小品文。向我们介绍了研究者通过观察大量的
动植物活动规律，发现了动植物生命的内部有一个像时钟一
样的的机构，叫做“生物钟”。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学生
可以了解很多动植物的活动规律，如果想发现更多的现象，
必须学会认真观察。本文采用总分总的手法。第一段总的说
明大自然是一座奇妙的时钟，第二、三、四自然段分别讲述
了动、植物的不同的活动时间，最后一段揭示了活时钟就
是“生物钟”。本文为学生写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模板。总分
总的手法使得文章层次清晰，说理明白。

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自然界的时钟》是一篇科
学小品文，科学小品文是文艺性的说明文，因此本篇文章的
教学既要讲出科学味，还要突出语文味。所以教学中采取两
手抓的方针：一方面抓语文，也就是文中优美语句的欣赏运
用;另一方面抓科学，也就是学生科学兴趣的培养与激发，调
动学生的求知欲。教学中我在引导学生感知植物知道时间的
基础上，指导学生细细品味语言，感悟作者遣词造句的精妙，
积累词语，并尝试运用学习所得进行简单的写话练习。潜移
默化中让学生学会“边读边记、边读边悟、边读边学、边学
边用”。

一、边读边记，掌握知识。

这是一篇科学小品文，讲述了关于自然界时钟的知识。是知
识，就应该记住。通过抓住关键词语和老师合作填表格的形
式，既教会学生如何进行阅读，又明确了知识，了解了各种
花开的时间及样子。教学中通过让学生读表示花开时间的词
语和花开样子的词语，让学生自主发现本文在语言上的两个
特点：一是准确性。二是生动性。

二、边读边悟，丰厚积淀。

本文第二段对植物的描写语言非常优美，9种花开就用了八种
不同的描述，比喻、拟人手法巧妙恰当，带给我们不一样的
画面。课前，我准备了每种花的图片，想通过图片帮助学生
感受到花的美，这些精美的图片非常惹眼，受到学生们的喜
爱。课文中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词语描写花开放，很多词语其
实可以通过让学生自己做一做，联系生活实际来感受。例
如“绽开笑脸”这个词，在教学中，我就让学生自己做一做
动作，看看绽开笑脸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拓展到花绽开笑脸
又是什么样子呢?帮助学生来理解这个词语，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利用这种方法学生对本段的掌握就很好。

这样的匠心独运，对于三年级刚刚走进习作的学生而言，要



在朗朗的读中，引领他们细细品味，仔细揣摩。但是如此优
美的意境，必须整体读，支离破碎的一种一种读和直接讲修
辞都会破坏那种整体的美。在学生越读越喜欢，越读越爱读
中，细细品味：为什么会写得如此美呢?学生就会在潜移默化
中明白，拟人、比喻的修辞及词语妙用的好处。这样水到渠
成，自然内化为自己的积淀。

三、边学边用，受益无穷。

“我知道了。我懂了。我会了。”这样的教学仅是其表。在
学生懂了，明白时给学生搭建运用语言和方法的平台特别重
要。在学生感知到语言精妙后，我给学生展示的平台。给学
生出示两种花，尝试像作者那样写写花盛开的样子。学生只
要能恰当运用就可以，关键是会拿来用。如果能有自己的想
法更好。第二个层次：尝试运用拟人、比喻等把动物写活。
旨在让学生明白语言文字的魅力。

通过本节课，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明白，每一篇课文，要知
道课文写了什么，具体怎样写的，为什么这么写?用心地读，
细心地学，既学到阅读知识，又学到作文的本领。阅读是为
了习作，在学完本课让学生总结习作方法。

通过此次教研课，我深深地感到教师对课文的解读高度，决
定着对学生引领的高度。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静下心来，
细读文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在教学前必须多读文本，
体会课文的精妙之处。教学是遗憾的艺术，由于我的课堂驾
驭能力和掌控能力的欠缺，在教学中还出现了拖沓，个别口
误。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还将历练自己，同时我也要提高我的
课件制作水平。我将在不断反思和实践中提升自己。

以纯文本查看内容



时钟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这节课，我想努力尝试20xx年版课标背景下的“整体把握”
低年级学段特征教学实施及其课外阅读在课内阅读中的延伸
教学。

课标中说低年级要“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
的意思”，对此，崔峦老师的解读是：“低年级阅读教学的
重点是理解词句，不是理解整篇课文内容。”在低年级阅读
教学中，让学生说自己初读课文后所知道的内容，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落实阅读教学的整体性原则，而是重在激励学生尽
量通过自己的阅读读懂课文，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也就是
课标精神“让低年级学生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因
此，当学生初读第3、4自然段说自己的阅读所得时，允许读
课文中的某一个句子，但我综合学生的回答给出了小结性的`
话语，我认为这是很必要的。在教学第3自然段时，我很注重
教师的勾画示范引领，交给学生阅读方法;也很注重在读句子
中理解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理解词句，结合上下文和学生的
生活实际理解词句，尤为重视理解句子的教学，效果还是很
令人满意的。当学生说“猫头鹰一边飞，一边看，看到田鼠
偷吃庄稼就飞过去抓田鼠，吃掉田鼠”时，我马上辅以动作
帮助学生更进一步形象生动地理解“巡逻捕鼠”，学生更加
兴趣盎然。当学生以读完整的第5自然段句子回答“为什么说
大自然是一座美丽的时钟”时，我采取的策略是：再次读书，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抓重点词语说一说，帮老师把句子补充
完整“动植物身体内部有个——(生物钟)”，如此，水到渠
成。这个环节，我的体会是不能慌，不能急，让学生多读，
抓词说，而不能老师自己端出答案。

课标中说低年级要“认识课文中出现的常用标点符
号”，“学习使用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因此，在
课外阅读选段中特地再现了《自然界的时钟》中出现的冒号、
分号，以巩固学生的认知，同时巧妙地嵌入省略号、感叹号，
拓宽学生的认知。在改编童谣时，我充分预设到了学生联系



《花名歌》一定会说出“三月桃花开”，受思维定式影响一
定会说出“四月布谷鸟叫”，于是，恰到好处地讲述：“布
谷鸟叫，北京一般是农历六月……”

这节课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挪出3—5分钟时间让学生当堂书
写完“洞、细、昆、访、内、部”六个生字。时间从哪儿挤
出来呢?我舍不得削弱第3、4自然段引导学生理解重点词句的
教学力度，也舍不得放弃课外阅读拓展改编童谣的环节，甚
至现场板书“鸟田鼠猫头鹰蜜蜂夜蛾”“动植物身体内部有
个生物钟”，我也觉得是必须的。可是，时间到底从哪儿挤
出来呢?想来想去，我认为不能减少内容和环节，只能减少环
节中朗读或表达的次数。比如：学生自由读第3、4自然段后，
说自己知道了什么时，不要指名5位学生把5种动物相关的句
子说完，3位学生回答即可。再如：在读第4自然段时，多种
形式一共读了6遍，3遍即可。还如：在读课外阅读拓展语段
时，一共读了5遍，也是3遍即可。最后，在教学生字识记时，
每个生字都进行了识记，平均使用了力量，可代表性地识记
一个左右结构的字“部”，另外识记“昆”和“内”。

时钟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呜…….呜……”那个小女孩依旧蹲在那个灰黑的小
巷，“为什么，上帝对我如此不公平！”她的眼泪如泉水般
涌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如一颗颗沉重的子弹，落在另一
颗冰冷的心上。

“别哭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低
声地哭泣……

他走了，除了留下了小女孩，什么也没有留下。

小女孩孤独地哭着，哭得如此伤心，仿佛下的暴雨都是她哭
的眼泪……



她在生死的边缘挣扎着。没错，她快死了，但似乎有一种信
念在支持着她的身体。她想着：就睡一会儿，就睡一会
儿……她进入了梦乡。

她来到了一个十分干净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处于一种半透明
的`状态，圣洁而美丽。

“这里是……”突然，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仿佛看成到
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她睡着了，睡得如此香甜，因为，她，到了天堂的时钟前，
转动了它……

时钟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能充分调
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以游戏作引导,以掌握概念为目标,以
幼儿操作为手段,让幼儿从感知入手,使操作精，在动手和观
察过程中认识时钟的结构,运行规律和整点,同时又渗透了时
间观念教育,将原本枯燥的教学活动变为趣味盎然的活动。

幼儿在感性经验的支撑下建立起钟表面的直观模型，符合孩
子的思维特点，提高了孩子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以比赛
的形式进行，又充分调动了幼儿的竞争意识。同时更好地激
发了幼儿学习看时钟及关注时间的兴趣。

美中不足的是有小部分幼儿在学习由时针、分针赛跑，引导
幼儿感知时针、分针的运转规律这个环节时刚开始时有点不
理时针和分针的关系，还有的幼儿是理解之后却不能用语言
来表述。我相信下次再上这节课，我会更加注重一些小细节，
让整个课程活动更加活跃，效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