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们的国庆节教案(优质8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一

这是一首现代诗歌，篇幅不长，韵律较自由，不拘于一格。
全诗有三个小节。第一小节三句八行，第二小节五句十三行，
第三小节四句十一行。

本诗题为“我们上路了”，“我们”指即将告别童年的孩子
们。“上路”寓意他们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从此进入了青少
年时期。全诗以“我们上路”为线索，展现了当代孩子们朝
气蓬勃的精神，刻画了他们由稚嫩逐渐走向成熟的风貌。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诗歌，准确把握诗歌的思想内
涵。

2、理解“骤起、虚幻、迷惑”等词语在诗中的意思，以
及“相思鸟、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四种意象的象征意
义，把握诗歌借物象征的写法。

3、体会诗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树立自信心，开拓自己的人生
之路。

4、仿写一篇同类题材小诗或替作者补写你觉得可合理添加的
诗节。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诗歌，准确把握诗歌的思想内涵。

教学难点

体会诗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树立自信心，
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设疑自探

（一）回忆导入

同学们，童年是美好的、快乐的，丰富多彩的。如今我们即
将告别童年，走向新的人生阶段。尽管路上会有风雨飘摇，
但不管怎样，我们上路了！（板书课题，全班齐读课题）

（二）绕题设疑

读了题目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教师归纳板书：

1、诗歌几个小节各讲了什么么内容？2、我们在路上会遇到
什么呢？

3、作者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4、我们该怎样走自己的
人生之路？

（三）“提示”引路，自读探究



1、出示自学提示：默读课文，边读边画出与问题有关的句子，
在你感受深刻的地方做出批注。

2、布置学生自读自悟，教师适当照顾学困生的有效自学。

二、解疑合探

（一）小组内合探、交流。

与你的学习伙伴交流自己的读书感受。要互相倾听、纠正和
补充。

（二）班级合探

合探一：全文共三节。

第一节：虽然“我们”还很稚嫩，但“我们”还是一步步的
上路了。

第二节：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但“我们”绝不
退缩。

第三节：人生之路要靠自己踩出，要勇往直前，谱写人生美
丽的乐章。

合探二：品读诗句，体会感悟。

（1）、“我们的膝盖也许被石块磕肿”中的“石块”指的是
什么？

学生甲：指人生面临的挫折。

（2）“美丽和残酷的故事”各指的是什么？用原文回答。

学生乙：“残酷”指的是“骤起的风暴把我们抛入崖



底”，“美丽”指的是“虚幻的风景迷惑我们的眼睛”。

（3）“相思鸟、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各指什么？

师生共同总结：这几个词语在诗句中有象征意义。其中“相
思鸟”是一种美丽的观赏鸟，在文中指美丽的爱情；“金孔
雀”则象征成功的事业；“橄榄树”是指对和平宁静生活的
美好向往；“曼陀铃”预示着我们富有情趣的生活。

（4）“风、雨、雷鸣电闪”比喻什么？

学生丙：比喻生活中的困难、学习中的挫折等艰难考验。

（5）结尾句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思想？

学生丁：作者用“真正姓名”激励我们要脚踏实地、勇往直
前，谱写人生美丽的乐章，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合探三：诗歌赏析（教师相机引导点拨学生）

1、师生同总结：作者在第一节中用”嫩嫩的芽儿、很小的邮
票”体现我们的幼稚；用“很大很大的信封、抖着威风”体现
“我们”的雄心壮志；第二节中运用了借喻的写作手法，描
绘出独特的意境，并用假设句、反问句直言“我们”不能做
退缩“做一只狗熊”。第三节中作者用象征手法及排比句式
描绘出美好的人生前景，直接抒情，激励“我们”要脚踏实
地、勇往直前、拼搏进取、有所作为，要靠“我们”自己谱
写出人生最美丽的动人乐章，那才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所
在。全文旋律优美，情感坚定，节奏铿锵，富有激情，非常
富有感染力，催人奋进。

2、提升感悟，激情朗读

同学们，过不了多久你们就要进入中学学习了。老师想告诉



你们，生命的旅途还很漫长，在以后的日子里，希望你们努
力学习，不能因一时的胜利而骄傲自满，也不能因一时的失
败就垂头丧气。你们要扎根于知识的土壤，成长为一棵棵能
历经风雨见世面的参天大树！老师相信你们，经过一番努力，
你们个个都能练就一副坚硬的翅膀，成为搏击蓝天的雄鹰！
下面我们全班一起用充满激情的朗读来结束这一课的学习。

三、质疑再探

课文学到这里，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再次浏览课文，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大胆提出来。

预设：还可以用什么事物来代表我们刚刚起步的人生？

四、运用拓展

1、学生自编题

2、推荐阅读：赵丽宏的《岁月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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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二

１、活动重视幼儿主体性的发挥。

从自制材料环节到游戏玩法讨论等环节无不体现了以幼儿为
主体的精神。

２、材料提供的丰富性和园本化。

（１）活动中提供给幼儿的草球、草绳、草墩和禾把的花式
多样化，教师由此体验到辅助材料多一些更能刺激幼儿创造
的欲望，提升活动的效果。

（２）善于利用园本课程资源和教研成果，在引导幼儿进行
变废为宝的自制材料过程中丰富了体育活动的教育教学内容。
同时也有机地整合了体育、科学、美术等领域内容，有效渗
透环保理念。

３、多层次游戏目标清晰，难易有别，利于幼儿积极性的调
动和创造力的培养，同时富有乡土特色。

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三

《我们成功了》北京申奥胜出后，历史的瞬间成了欢乐的永
恒，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世纪的奥运梦。全文表达作者申奥
成功后的兴奋与激动，也表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
豪。文章语言流畅，情感真挚，耐人寻味，是一篇对学生进
行朗读训练，陶冶情操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教学的目的除
了让学生认识并掌握一定数量的生字、新词，体会人们在申
奥成功时的激动、欢乐和自豪，并积累语言，还要增强学生
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要充分相信学生，使学生乐学、会学，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人。我们都知道，如果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



满足的话，就会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所以在课堂上，我
努力创设轻松、自由、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让孩子们的
思维在无拘无束中发展、飞越、撞击。在课堂上，我通过对
教材的补充，让学生了解了我们申奥的艰辛，能够进一步体
会出成功后的喜悦。

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四

学习可以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能力，如果再让学生快乐地
学习，学习的过程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在教学中使学生
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尊重学生，给学生自己作主的
空间。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自己发现问题，让
他们自己决定要研究的内容，根据自己的.情趣、愿望、能力，
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究，学生的内心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愿望
就更强烈，学习便变得有乐趣。其次，学生的学习小组是自
由组合的，也不反对单个学习，汇报时可以自由发问，学生
能够时刻感受到学习中的宽松和愉悦，这为学生的自主发展
培置了适宜的土壤，在这种感受到心理安全的情况下，学生
乐于去完成学习任务，同时也易于激发创新意识。如果说老
师总是时时处处以自己的眼光从成人的角度干涉学生，强迫
学生接受，学习活动则枯燥而缺乏动力，学习任务的完成就
不能得到保证。

陶行知曾经这样说：教什么和怎么教决不是凌空可以决定的，
他们都包含“人”的问题，人不同则教的东西、教的方法、
教的份量和教的次序都跟着不同了。21世纪的教育，是更关
注人的教育。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变“学生围着老师转”
为“老师围着学生转”，勇于成为学生学习的服务者。

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五

1.本课的教学设计将诗歌的创作背景放在了探究诗歌风格不
同原因的环节之中，这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意识到对诗歌情
感的感悟不能离开诗歌创作的背景，但将诗歌背景放在学习



诗歌之前介绍是否能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诗歌的内容呢?什么
时候介绍诗歌的写作背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这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比如在学习《望岳》这首诗
歌时，如何启发学生从诗歌的字里行间自主体会到诗人笔下
泰山的神奇秀美而又高大，而不是教师越俎代庖地告诉学生;
如何才能做到巧妙地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品读课文;这还需要
在教学中不断摸索总结。

3.在本课教学中，还应给学生更多一些的时间让他们充分地
思考感悟，让他们大胆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给学生提供
充分的动手、动嘴的机会，让学生参与大量的实践体验，为
学生优化学习，有效学习和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空间。

总之，通过这堂公开课的教学，我获益匪浅。深切感受到了
集体备课对优化课堂教学的好处，同时也得到了专家同仁们
的悉心指点。在今后的语文教学中，我们还应当大胆地进行
教学创新，加强合作交流，使语文教学园地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六

本课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呼吸器官，了解
呼吸的过程;二是通过比较呼出和吸入气体的不同，培养学生
的实验能力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课的课堂设计的程序
是：发现问题—猜想与假设—设计实验—实验验证—归纳结
论。本课在设计时以实验探究呼出和吸入气体不同为重难点，
为突出学生的自行探究设计实验为本课的教育特色，设想学
生先利用教师准备的材料进行自行的实验探究，然后在学生
探究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交流和教师的适当指导，让学生掌
握实验方法并完成实验。经过试教和正式上课，对这一教学
目标体现的较好，同时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现就这节课的
研究体会做出反思。



在教学中，从开始的憋气竞赛到以后的反复呼吸体验、感受
呼吸时身体的变化等活动，让学生能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
下进行感知，实际效果不错，学生通过多次的体验活动和相
互交流，能认识到人的呼吸器官名称。在学生不能观察的情
景，让他们在反复的体验中进行猜想，再借助人体模型和肺
呼吸时变化的模拟实验，使他们能直观的认识呼吸器官在人
体中的位置和肺的变化，使他们对人的`呼吸有了初步的认识
和感知，学生在各种体验活动中比较轻松的达到了教学目标。

在收集呼出和吸入气体的时候，最开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启
发和引导，而是让他们利用教师提供的器材去自主探究、在
尝试中想办法，再通过相互的交流和教师的引导来学会收集
气体的方法。课堂中，学生都很积极的进行探究和尝试，在
相互交流和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基本掌握收集气体的方法。
在后面的实验中，还是进一步的让学生自行去实验，让他们
在实验中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七

本节活动中，我打破了以往的诗歌教学模式，把语言与艺术
充分地结合起来，而且给了孩子们充分的表述空间、展示机
会，孩子学习积极性很高。不过“祖国”这个词语，孩子们
是第一次听到、说到，所以难免对祖国的定义不太清晰。

在我的讲解下，部分孩子能够理解，但是个别孩子由于年龄
特征、认知水平的局限，还是不太理解“我们好儿童，从小
爱祖国”这句话，每当孩子们念到这句话时，就会有断顿。
对祖国的理解只是初步的认知，没有产生热爱祖国的情感，
这就需要老师课后继续延伸教育，让孩子感知祖国的美好，
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感。

《我们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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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庆节教案篇八

本次教学让我真正体会到教学手段的单一会导致多么差的后
果。

《我们的校园》的主要内容是根据5幅活动图，让学生收集其
中的信息，并会根据这些信息完成一个统计表。在具体分析
每幅活动图的时候，我差不多用了同一种模式：即看图——
收集信息——编题目——解答的形式。头2幅图，内容比较丰
富，学生比较有兴趣，在解决问题时注意力都比较集中。可
到了后面几幅，还是一样的形式和要求，部分学生开始不耐
烦，有点不专心听讲了。虽然最后，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知
道一个笑脸表示一个人，也会根据图中所示的信息来完成统
计表，达到了所要的教学效果，但在后半段的教学过程中，
个别学生的反馈不积极，课堂气氛不活跃，是让我很遗憾的。
这也是我要反省的地方，是不是一定要根据教材的内容一模
一样地进行教学？是值得商榷的。主要还是看学生是不是适
合，能不能被吸引。只要学生兴趣一被激发，他们便有了学
习的动力，才会有可能出现预设想要的师生互动。所以在备
课时还得考虑得更周全，尽量避免出现重复环节。但是说的
容易，做起来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设计出完美的教案，还是要
一点一点，慢慢改进。至少通过这次教学，让我明白教学手



段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