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秋游教案(汇
总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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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秋游教案篇一

语文课程应植根于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拓宽语文
学习的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使学生在不同内容
和方法的相互交错、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
而且还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
应该积极提倡。

例如在学习第二自然段时，我引导学生研读课文，并让学生
思考下面问题：“天上的白云除了像白兔、像绵羊、还会像
什么？”接着让学生动手做“撕纸游戏”，看能利用手中的
白纸变成什么形状的“白云”来。学生动手后得出的答案是
各种各样的：有的说白云除了像白兔，还像小鸟、小蛇、小
狗……有的说还像可爱的松鼠、奔跑的马、顽皮的猴子。

这个环节的教学既引导学生读好了课文，从而体会到白云变
幻之美，又让学生动脑动手，从自己动手脑过程中去获得更
多的知识、又使学生的学习变得有趣味，做到了三维目标的
有机整合，可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秋游教案篇二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孩子们观察很细，联系实际生活，他们
尽情地说。有的说：“天上的白云像棉花，有时又像奔跑的



马儿……有的说：“天上的云有时像鱼儿，在水中游来游
去……孩子们的想象真丰富。秋姑娘来到果园里，苹果笑红
了脸、秋姑娘来到农田里，玉米乐开了花，稻子笑弯了腰、
秋姑娘来到校园里，孩子们在凉爽中游玩……孩子们真会想，
真会说，在读中进一步体会、感悟。从中感受到秋天的景色
美如画。把课本还给学生，让学生反复读，读中体悟、读中
掌握学习方法，边读、边动笔、标自然段，划出自己喜欢的
句子、词语，联系上下理解课文，使学生的阅读能力不断提
高。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秋游教案篇三

《秋游》是苏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全
文生动地描绘了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郊游的情景，在教
学过程中，我重点训练了学生的朗读训练。

词语的朗读主要在一开始的词语复习中，其中：稻子、高粱、
棉花的第二个字都是轻声，尤其是“棉花”这个词，学生很
容易把“花”读成第一声。这是我，们要特别重视的，读到
这一行词语的时候，我特别提醒了一下学生，学生个别回答
有错的时候，我没有马上让学生坐下，换一个学生来读，而
是给这个学生纠正之后让他再读一遍，还让全体学生共同练
读，所以在接下来的对所有词语进行齐读的时候，学生能够
改正过来了第二自然段中的“一望无边”，我让学生想象天
有多大，大得连边都看不到。学生就知道了这个词语该怎么
读，齐读的时候能够听出来对于这个词语特别留意。在朗读
第一自然段的时候，着重抓住了同学们去郊游的这种高兴的
心情，让学生高兴地读一读。第三自然段，讲到了丰收的景
象，我播放了稻子、高粱、棉花这三种农作物的图片，让学
生体会农民伯伯看到丰收景象时候的高兴激动的心情，带着
这种心情来读。最后一个自然段是讲同学们的，秋游，最开
心的当然是同学们，我也播放了图片，并且让学生想象自己
就是其中的一员，带着自己的心情来读这一自然段。有几个
女生读得特别好，尤其是“向着蓝天亮开了嗓子”读得很有



感情，仿佛自己就是其中的主人公。

本课蕴含了丰富的说话训练的材料。重点训练了“有时
像……有时像……”和“有的……有的……有的……”这两
个句型。在学习第三自然段的时候，我也给学生穿插了说话
训练，并让学生积累了一些表示颜色的词语。由这一段中表
示颜色的字“黄”、“红”、“白”引出其他表示颜色的词语
“黄澄澄”、“金灿灿”、“火红火红”等，让学生积累相
关词汇，并且通过跟读“黄澄澄的稻子”、“金灿灿的稻
子”、“火红火红的高粱”等学会应用。再由这些词语进而
发挥想象，练习说比喻句。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秋游教案篇四

这篇课文情景交融，生动地描绘了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郊
游的情景，表达了孩子们沉浸在秋天大自然中欢乐心情。

教学第一自然段时，我抓住“渐渐”一词帮助学生感受秋天
的到来。通过句子的比较，学生读后都能比较出加了“渐
渐”语言表达更加准确。

课文的第二、三自然段绘形绘色的描写出了秋天天空与庄稼
的美丽。第二自然段中，我先让学生说说为什么喜欢白云？
接着让学生试着用朗读的方法让大家体会到白云的有趣，再
让学生大胆想象：白云有时像……有时像……有时像……？
此时孩子们的想象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时像一串串糖葫
芦”、“有时像张牙舞爪的大老虎”、“有时像活泼可爱的
小松鼠”……我顺势把“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千变万化”
补充给学生，最后顺势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他们读得有
滋有味，真切地体会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感情，并用自己
的语言、想象、朗读把这种语言文字的感情表达出来。

第四自然段中，我抓住“开心极了”，问孩子“你从哪看出
他们开心极了？”他们一下子找到了“打个滚儿，忙着逮蚂



蚱，亮开了嗓子”等词语，我们就这些词语聊着，读着，有
的孩子都忍不住离开椅子做起了相应的动作，看得出孩子们
透过这些文字感受到了郊游的快乐，当我问着“你来亮一亮
你的嗓子吧，你会喊什么呢？”第一个女生有些羞涩，下面
的男生可豪放多了，一个接着一个喊了起来“我太开心
了！”“我好像飞啊！”“蓝天你真美啊！”乘着这股子热
情，我让他们说说你去郊游，你会玩什么呢?用“有的……有
的……有的.……”来说！一下子，他们好像真得来到了郊外，
众说纷纭，有放风筝的，有跳舞的，有拉着老师一起转圈的，
有拍照片的……这样的课堂真快乐！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秋游教案篇五

《秋游》这篇课文是苏教版第三册中的，从这堂课的教学效
果来看，同学们的表现还不错，现在就这节课我做一下简单
的教学总结。我认为这节课的教学主要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以读为主，引导看图、想象，培养语感。

低年级的阅读教学要将读贯穿始终，让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
朗读、鼓励学生多诵读，在诵读实践中增加积累，引导学生
在读中感悟，读中体验，达到以读激情，以读悟情，以读代
讲的教学目的。

课文的第二、三自然段绘形绘色的描写出了秋天的特点，为
帮助学生体会秋天的美丽。我先让学生观察图画，具体感受
秋天的天空美在颜色是“蓝蓝的”，美在“一望无边”，美
在白云的形态变幻；秋天的田野美在色彩斑阑。在学生有了
具体感受之后，鼓励学生大胆想象：“白云有时像什么？有
时像什么？”“这时候，如果你走到稻子、高梁、棉花身边，
它们会对你说些什么？”我着力诱导学生在头脑中勾勒具体
的画面，培养语感。当学生把白云的变幻，田野的五彩斑阑
描述得很美时，我创设了一个语言情境：“小朋友说得可真
美呀！谁来把这美景读出来？”这时我有意先让一名朗读水



平一般的学生读，再让一名朗读水平较高的学生读，当一名
学生朗读时，其他学生闭上眼睛听，进入课文的意境中，然
后让学生评议他们的朗读。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我创设了
朗读情境，采取了激励措施，通过对比让学生知道该怎么去
有感情地朗读，从而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提高朗读技能，
使学生真心投入，真情流露。

二、阅读教学中重视对学生语言文字的训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教学要切实地对学生进行
扎实有效的语言文字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根据新课程理念，在教学第四自然段时，我紧扣“开心”一
词，让学生说说你从哪些语句中感受到同学们玩得很开心，
再通过想象训练用“有的.……有的……有的……”练习说话，
来唤起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当学生通过有关的语句感受到了
同学们的欢快心情时，我引导学生转变角色，以小主人公的
身份走入课文，融入课文，鼓励他们学着文中的孩子向着蓝
天亮开嗓子，有的孩子喊：“这真是一个美丽的丰收季
节。”有的孩子喊：“我们多么开心呀！我爱这美丽的秋天。
”学生完全被感染了，“开心”在课堂上空飘荡着。这时，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着课文，在读体会、感悟，表达这种心情。

在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我请学生把自己最拿手的自然段读给
大家听。学生在经过前面主动又有趣地学习后，个个都踊跃
地朗读且读得很有感情又投入。有的学生读第二自然段时还
主动配上动作；有的学生读到最后一段时，边读边跳像在草
地上玩耍；有的读第三自然段时重轻音读得特别好；还有的
读着读着不禁咯咯笑起来等等。这样的读既达到了本课所要
求的目标，又让学生再次充分感受到了文美、景美、情美，
是一次声情并茂的读，这样的读是语言的积累，更是情感的
抒发。

遗憾一：收得太紧，放得不够。凭感觉我都知道这节课孩子



们没读够，也没说够。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了不少的体会，可
是我却无法大气的把权力下放，我知道那需要时间，于是一
切都似乎是蜻蜓点水，缺少那点睛的一笔！下课了我还在想
如果时间充分的话，就像平常那样先让学生尽情展示自己读
书的才能，学生可能会更活跃，发言的质量也会提升一个档
次。

遗憾二：自身语言不够简练、传神。教师的文化底蕴无法作
秀，尽管准备了一肚子的美词佳句，但却不能灵活的运用、
恰当的运用。自然的去评价，产生自然的美！语言跟不上趟，
自然不能很好的引导、过渡。

遗憾三：感情投入不够，仍然缺乏良好的课堂调控能力。面
对学生瞬间的精彩不能很好的进一步激发，为学生创设良好
的学习氛围。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秋游教案篇六

课文的第二、三自然段描写了秋天的特点，为了帮助学生体
会秋天的.美丽，我先让学生整体感知第二、三自然段，具体
感受秋天的天空美在“蓝蓝的”，美在“一望无边”，美在
白云的千变万化;秋天的田野美在色彩斑斓，美在丰收。在学
生有了整体感受之后，鼓励学生大胆想象：你来做魔术师，
也来变白云。这样美丽的黄色、红色、白色，分别可以用什
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可以把这些稻田、高粱、棉花比作是什
么。我着力诱导学生在头脑中勾勒具体的画面，培养语感。
当学生感受到秋天的美丽后，再请他们读出这种美来，这时
我有意先让一名朗读水平一般的学生读，再让一名朗读水平
较高的学生读，然后让学生评议他们的朗读，创设了朗读情
境，激励了情绪，通过对比让学生知道该怎么去有感情地朗
读，从而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提高朗读技能，使学生主动
投入，真情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