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书职业发
展策略(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七年级数学教学活动篇一

教学目标：

1、能够正确流利朗读课文，理解“熟视无睹”等词语。

2、初步了解泰国独特的风情，感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相互
信任的美好。

教学重点：

感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相互信任的美好。

教学难点：

通过学文使学生内心受到启发，并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付出行
动。

一、初识泰国，激起兴趣

1、师：同学们，你们听说过泰国吗？

（若学生知，让其自由说；若不知，师：你们想了解泰国
吗？）



2、出示泰国相关图片、泰国地图

简介：

泰国的国名泰语意思为“自由之国”。是亚洲重要的旅游国
家之一，迷人的热带风景和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是吸引游客
的重要原因。泰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独特的文
化传统和民族风俗。如：美丽迷人的水灯节，清新自然的水
上人家，闻名于世民族舞蹈，铙有趣味的哑剧表演，精致美
观的佛像、石雕、绘画，都令人“乐不思蜀”。而佛教更是
风糜全国，因此泰国有“佛之国”“黄袍佛国”之称。（出
示泰国地图）这就是泰国，现在把地图的方向转一下，看是
不是很像一头威武的大象？这是长长的鼻子，这是两只耳朵，
这是庞大的身体。所以，泰国又称“大象之邦”“白象王
国”。

师：今天，就让我们随着作者赵丽宏一起走进泰国，与象共
舞。

板书：与象共舞

师：谁来读一下课题？

生读

师：听到你读，老师好似来到象群中和象共舞。

3、师：让我们一齐来读一遍。

生齐读

4、师：同学们，读了课题你想说些什么？（知道和大象跳舞，
大象是人的舞伴；想知道谁与象共舞，与象共舞是什么样的
场景……）



生谈

5、师：这些问题在课文中能找到答案，请同学们以自己喜欢
的方式读课文，可以大声读，可能轻声读，可以默读。碰到
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把句子读通顺、读流利。老师相信通
过读同学们不但能解决问题，一定还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生自读

二、精读课文，体会和谐

1、师：同学们读得真认真，请小组交流一下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

小组交流

学生畅谈（在泰国人和大象关系很密切，没有一点距离，就
像朋友；泰国大象还给人按摩；大象曾和泰国人一起上战场；
大象虽笨重但跳起舞一点儿也不笨重……）

师：你们真会读书，发现了老师都没发现的问题。

3、师：请同学们默读课文，边读边想：在泰国人与大象的关
系怎么样？画出相关的句子或段落，还可以在感受深刻的地
方写下自己的感受。

板书：人 象

学生自读课文

4、师：请同桌两个先交流一下自学的内容。

师：谁先来谈一谈？

学生汇报



（1）大象就像是泰国的一个公民。它们会不慌不忙走在人群
中、公路边、树林里。

（2）关系密切。曾经驮着武士上战场。

师：原来，在战争年代像是人并肩战斗的朋友啊！为了帮泰
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象做出了多大贡献啊！

（3）没有距离。能感受到象的鼻息喷到人身上，耳朵拍到人
肩膀上。

师：人和象并肩而行，这只有童话中才能出现的场景！老师
真羡慕生在泰国的朋友，他们和大象的关系如此亲密！

（4）像朋友。给人按摩，和人开玩笑。

师：说到按摩，老师有个故事想与大家分享（给男士按摩）

师：天哪，这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笨拙、慢吞吞的大象吗？简
直是个小淘气鬼嘛！这使老师也想起朋友讲的一个故事（鼻
子荡秋千）

（5）人的舞伴。和人一起舞之蹈之。

师：多令人羡慕的和谐场景啊！

5、师：噢，在泰国人和象的关系可真是--

板书：亲密无间

6、师：大象是聪明灵气的，是调皮可爱的。来，让我们一起
来看段大象跳舞的录相，进一步体会大象的可爱。

播放录相



7、师：大象多可爱啊！让我们一起齐读课文最后一自然段，
与可爱的大象共舞一曲吧！

齐读最后一段

三、适时小结，升华中心

1、师：同学们，多么热闹的场面，多么热烈的气氛，真让人
羡慕！那么在泰国，人和大象为什么相处得这样亲密无间呢？
（学生不知教师可提示《珍珠鸟》）

板书：相互信任

介绍“大家学校”《大象保护法》

2、师：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人和动物都能相互信任、和谐相
处。如：英国，在伦敦广场上，到处是鸽子，天上飞的，地
上走的，还有不时停在游客身上的，从不怕人，异常悠闲自
在；印度，牛的地位甚至比人的地位还高。它们可以随意出
入商店、超市，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喝，从没人阻拦、打骂，
可以在街道上自由穿行，可以在住家户歇息，连市政府大厅
也成了牛自由散步的场所。就是说，只要我们人类真心对待
动物，动物也会真诚回报我们人类的。中国，昆明的翠湖公
园，“海鸥老人”吴庆恒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照顾红嘴鸥，
以至于老人去世了，海鸥在老人的遗像前翻飞盘旋，连声鸣
叫，肃立不动，久久不愿离开。

板书：动物

3、师：有句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是的，信赖可
以使大象这样的庞然大物成为人类的朋友，信赖可以使怕人的
“珍珠鸟”视人的肩膀为床而眠，其实信赖还可以创造出更
多令人欣喜的故事。同学们，你们能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谈一
谈吗？可以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可是看到的或听到的。



学生介绍

资料：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湘西的汉子将猎枪对准一
只正在给小猴喂奶的母猴。母猴受了致命伤，但还是不顾一
切地从地上腾起，扑向小猴崽，重新抱起幼子，把奶头塞进
幼子的口中，一双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瞪着开枪的汉子。这个
汉子被母猴那伟大的母爱感动了，于是在母猴奄奄一息时把
小猴抱回家中精心饲养。小猴长大后，汉子将它放回山林。
一次汉子因生意惨败想在山里自杀时，那只被自己救助过的
小猴发现了异常，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农药瓶，救下了这个汉
子。这就是动物的仁爱。

四、唤醒爱心，引起共鸣

师：是的，生活中有许多动物牺牲自己救助主人的故事，少
有人也能如此真心对待动物。所以，作为人类我们要用真心
对待身边的每一动物，乃至每一处景、每一个物、每一个人，
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美丽。那么，就让
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多奉献一份爱心，使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的局面处处呈现、遍地开花吧！

板书： 与象共舞

亲密无间

人 ----动物（象）

相互信任

作者邮箱： sbxxmhx@

六年级

与象共舞



教学目标：

1、能够正确流利朗读课文，理解“熟视无睹”等词语。

2、初步了解泰国独特的风情，感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相互
信任的美好。

教学重点：

感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相互信任的美好。

教学难点：

通过学文使学生内心受到启发，并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付出行
动。

一、初识泰国，激起兴趣

1、师：同学们，你们听说过泰国吗？

（若学生知，让其自由说；若不知，师：你们想了解泰国
吗？）

2、出示泰国相关图片、泰国地图

简介：

泰国的国名泰语意思为“自由之国”。是亚洲重要的旅游国
家之一，迷人的热带风景和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是吸引游客
的重要原因。泰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独特的文
化传统和民族风俗。如：美丽迷人的水灯节，清新自然的水
上人家，闻名于世民族舞蹈，铙有趣味的哑剧表演，精致美
观的佛像、石雕、绘画，都令人“乐不思蜀”。而佛教更是
风糜全国，因此泰国有“佛之国”“黄袍佛国”之称。（出
示泰国地图）这就是泰国，现在把地图的方向转一下，看是



不是很像一头威武的大象？这是长长的鼻子，这是两只耳朵，
这是庞大的身体。所以，泰国又称“大象之邦”“白象王
国”。

师：今天，就让我们随着作者赵丽宏一起走进泰国，与象共
舞。

板书：与象共舞

师：谁来读一下课题？

生读

师：听到你读，老师好似来到象群中和象共舞。

3、师：让我们一齐来读一遍。

生齐读

4、师：同学们，读了课题你想说些什么？（知道和大象跳舞，
大象是人的舞伴；想知道谁与象共舞，与象共舞是什么样的
场景……）

生谈

5、师：这些问题在课文中能找到答案，请同学们以自己喜欢
的方式读课文，可以大声读，可能轻声读，可以默读。碰到
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把句子读通顺、读流利。老师相信通
过读同学们不但能解决问题，一定还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生自读

二、精读课文，体会和谐

1、师：同学们读得真认真，请小组交流一下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

小组交流

学生畅谈（在泰国人和大象关系很密切，没有一点距离，就
像朋友；泰国大象还给人按摩；大象曾和泰国人一起上战场；
大象虽笨重但跳起舞一点儿也不笨重……）

师：你们真会读书，发现了老师都没发现的问题。

3、师：请同学们默读课文，边读边想：在泰国人与大象的关
系怎么样？画出相关的句子或段落，还可以在感受深刻的地
方写下自己的感受。

板书：人 象

学生自读课文

4、师：请同桌两个先交流一下自学的内容。

师：谁先来谈一谈？

学生汇报

（1）大象就像是泰国的一个公民。它们会不慌不忙走在人群
中、公路边、树林里。

（2）关系密切。曾经驮着武士上战场。

师：原来，在战争年代像是人并肩战斗的朋友啊！为了帮泰
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象做出了多大贡献啊！

（3）没有距离。能感受到象的鼻息喷到人身上，耳朵拍到人
肩膀上。



师：人和象并肩而行，这只有童话中才能出现的场景！老师
真羡慕生在泰国的朋友，他们和大象的关系如此亲密！

（4）像朋友。给人按摩，和人开玩笑。

师：说到按摩，老师有个故事想与大家分享（给男士按摩）

师：天哪，这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笨拙、慢吞吞的大象吗？简
直是个小淘气鬼嘛！这使老师也想起朋友讲的一个故事（鼻
子荡秋千）

（5）人的舞伴。和人一起舞之蹈之。

师：多令人羡慕的和谐场景啊！

5、师：噢，在泰国人和象的关系可真是--

板书：亲密无间

6、师：大象是聪明灵气的，是调皮可爱的。来，让我们一起
来看段大象跳舞的录相，进一步体会大象的可爱。

播放录相

7、师：大象多可爱啊！让我们一起齐读课文最后一自然段，
与可爱的大象共舞一曲吧！

齐读最后一段

三、适时小结，升华中心

1、师：同学们，多么热闹的场面，多么热烈的气氛，真让人
羡慕！那么在泰国，人和大象为什么相处得这样亲密无间呢？
（学生不知教师可提示《珍珠鸟》）



板书：相互信任

介绍“大家学校”《大象保护法》

2、师：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人和动物都能相互信任、和谐相
处。如：英国，在伦敦广场上，到处是鸽子，天上飞的，地
上走的，还有不时停在游客身上的，从不怕人，异常悠闲自
在；印度，牛的地位甚至比人的地位还高。它们可以随意出
入商店、超市，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喝，从没人阻拦、打骂，
可以在街道上自由穿行，可以在住家户歇息，连市政府大厅
也成了牛自由散步的场所。就是说，只要我们人类真心对待
动物，动物也会真诚回报我们人类的。中国，昆明的翠湖公
园，“海鸥老人”吴庆恒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照顾红嘴鸥，
以至于老人去世了，海鸥在老人的遗像前翻飞盘旋，连声鸣
叫，肃立不动，久久不愿离开。

板书：动物

3、师：有句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是的，信赖可
以使大象这样的庞然大物成为人类的朋友，信赖可以使怕人的
“珍珠鸟”视人的肩膀为床而眠，其实信赖还可以创造出更
多令人欣喜的故事。同学们，你们能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谈一
谈吗？可以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可是看到的或听到的。

学生介绍

资料：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湘西的汉子将猎枪对准一
只正在给小猴喂奶的母猴。母猴受了致命伤，但还是不顾一
切地从地上腾起，扑向小猴崽，重新抱起幼子，把奶头塞进
幼子的口中，一双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瞪着开枪的汉子。这个
汉子被母猴那伟大的母爱感动了，于是在母猴奄奄一息时把
小猴抱回家中精心饲养。小猴长大后，汉子将它放回山林。
一次汉子因生意惨败想在山里自杀时，那只被自己救助过的
小猴发现了异常，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农药瓶，救下了这个汉



子。这就是动物的仁爱。

四、唤醒爱心，引起共鸣

师：是的，生活中有许多动物牺牲自己救助主人的故事，少
有人也能如此真心对待动物。所以，作为人类我们要用真心
对待身边的每一动物，乃至每一处景、每一个物、每一个人，
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美丽。那么，就让
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多奉献一份爱心，使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的局面处处呈现、遍地开花吧！

板书： 与象共舞

亲密无间

人 ----动物（象）

相互信任

作者邮箱： sbxxmhx@

[与象共舞(网友来稿) 教案教学设计]

七年级数学教学活动篇二

一、活动目标：

1、注重以“春天”为话题，引导学生积累关于春天的俗语、
谚语、成语和诗词名句，注重学生的文化积累，以提高学生
的文化素养。

2、通过寻觅春天，观察春天的踪迹，让学生深入认识大自然
的物候特征，了解一点生命在春天里成长变化的过程与特点，
培养热爱春天的感情。



3、在观赏春天、赞美春天的活动过程中，加深对春天的体验
和感悟，培养初步的自然观赏与艺术欣赏能力。

4、学会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悟和感情，培养能将描写
与抒情相结合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活动课时：

三、课时安排：2课时，第1课时学生集中活动。第2课时学生
自由作文。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播放《春天在哪里》歌曲引入。

2、引导学生诵读写春天的名篇；

3、朱自清的《春》；杜甫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总给人带
来许多希望、生机，古往今来，许多画家、散文家、诗人都
会用自己的传神之笔，去描写春天的景象。

1、出示《江畔独步寻花》，回忆学习：作者听到、看到、想
到――用诗表达热爱春天的感情。（由诗的改写引导学生尝
试仿写诗，进行能力训练。）

2、出示朱自清《春》学生倾听，看看作者是抓住春天的哪些
景物的特点来描写美好的春天的。

3、引导学生说说自己发现春天在哪里？

4、师：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冰心奶奶对春
天的理解）



（二）在我们周围，你发现春天在哪里？

（三）描写春天的资料有哪些？

a成语中的“春天”

b、诗文中的“春天”

c、绘画中的“春天”

d、现实中的“春天”

e、我心中的“春天”

（四）活动要求：

a组：收集能够描写春天成语的，不少于10个，请选择其
中6―8个写一段话，描绘春天。

b组：收集诗词中写“春天”的名篇名句，写一段赏析的文字。

c组：创作一幅“诗画”。给一幅有关春天的画题诗或者为诗
配画。

d组：现实中“春天”：春天自然风光在变，人也在变，同学
们的目光脚步乃至整个心态是不是因为沐浴了春天的春风、
春雨和春光变的更加明澈，矫健和朝气蓬勃了？请描写春天
的风景画和人情画。

e组：春天到了，一定会引发你很多思绪和感触，请用优美抒
情的语句写出来。



七年级数学教学活动篇三

教学目标 ：1、反复诵读课文，体会作者对马的人格化的描
写，在此基础上积累优美的语句。

2、揣摩文中的对比描写，了解对比描写的作用，并学会运用。

3、了解作者布封，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诵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学习对比的写
法。

教学课时：2课时。

课前准备：1、阅读课文，初知大意，并借助工具书，扫除字
词障碍。2、阅读注释，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布封。

3、安排一个学生准备书法作品。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设计：

一、导入  ：

展示书法作品：学生用小篆和隶书写的“马”及教师用楷书
在黑板上写的“马”。

要求学生说出三个“马”字分别属于哪种字体。

学生回答后，教师语：时代不同，“马”的写法也不同，这
是汉字形体演变的结果；同样，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的生存
方式及其命运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布封



的文章去了解、关注人类忠实而高贵的朋友――马。

二、整体感知

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

1、文中写了哪两种生存状态下的马，请在横线上填上适当的
词语： 马 马

2、请分别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这两种马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
并用波浪线勾画出文中最能说明两种马各自特点的词句。

3、作者对两种马各持什么态度？这种态度集中表现在哪些段
落？

三、交流研讨

围绕上述问题，请学生发表各自的看法，学生回答后，教师
将学生的意见进行归结。

文章写了家马、野马（或人工驯养的马、天然的马等），它
们各自的最大特点分别是“驯良”、“自由奔放”。

表现自由奔放的词句：奔驰、腾跃、不受拘束、没有节制，
自由地游荡、蹦跳……

作者同情家马，欣赏野马，这种态度集中表现在二、三自然
段。

四、重点研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一）读二、三段

1、自读读二、三段，发现问题。2、在小组内交流自己发现
的问题，力求在小组内解决问题。3、班上交流，重点研讨以



下几句：

1）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

2）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蹄铁还有过之无不及。

3）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

4）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媚妍
而已。

（二）深层探究

1、请同学介绍布封情况，明确作者是人文思想的继承者和宣
传者。（要求点到为止）

3、班上交流：由男女生各派两个代表到班上交流自己的看法。

4、教师小结：本文既是一篇科普说明文，也是一篇礼赞自由
的优美散文，它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两种马的特质，而且让我
们看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实为文质俱美之文。

五、延伸拓展

用多媒体展示梁晓声《如果我为马》中的片段，学生齐
读。  是的，如果在对生命形式选择时，我竟不幸没了做人
的资格，那么我将恳求造物主赐我为一匹野马。  如果我的
渴望得不到更大的满足，那么就让我变成一匹野马，在行动
上去追求更大的自由。

六、作业

找出自己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语句（段），作点评（完成在
资料卡上）。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展开讨论，品味语言，学以致用

教学设计：

一、导入

布封的马为我们展示了两种生存状态下的马，它们各自的最
大特点是驯良与自由。下面我们来欣赏这两种马的生活片段。

二、延伸、拓展

1、教师用多媒体播放有关家马、野马的生活画面，请学生欣
赏。

2、请同学谈自己欣赏哪一种马，并陈述理由（教师要鼓励学
生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要受作者的影响）。

3、讨论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下例问题：

1）家马的驯良的天性吗？请联系自己的学习生活，谈谈自己
的观后感，并就目前的教育现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

3）我们身

七年级数学教学活动篇四

一、导入：

展示书法作品：学生用小篆和隶书写的“马”及教师用楷书
在黑板上写的“马”。



要求学生说出三个“马”字分别属于哪种字体。

学生回答后，教师语：时代不同，“马”的写法也不同，这
是汉字形体演变的结果；同样，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的生存
方式及其命运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布封
的文章去了解、关注人类忠实而高贵的朋友——马。

二、整体感知

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思考下列问题：

1、文中写了哪两种生存状态下的马，请在横线上填上适当的
词语：

马

马

2、请分别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这两种马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
并用波浪线勾画出文中最能说明两种马各自特点的词句。

3、作者对两种马各持什么态度？这种态度集中表现在哪些段
落？

三、交流研讨

围绕上述问题，请学生发表各自的看法，学生回答后，教师
将学生的意见进行归结。

文章写了家马、野马（或人工驯养的马、天然的马等），它
们各自的最大特点分别是“驯良”、“自由奔放”。

表现自由奔放的词句：奔驰、腾跃、不受拘束、没有节制，
自由地游荡、蹦跳……



作者同情家马，欣赏野马，这种态度集中表现在二、三自然
段。

四、重点研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一）读二、三段

1、自读读二、三段，发现问题。2、在小组内交流自己发现
的.问题，力求在小组内解决问题。3、班上交流，重点研讨
以下几句：

1）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

2）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蹄铁还有过之无不及。

3）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

4）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媚妍
而已。

（二）深层探究

1、请同学介绍布封情况，明确作者是人文思想的继承者和宣
传者。（要求点到为止）

3、班上交流：由男女生各派两个代表到班上交流自己的看法。

4、教师小结：本文既是一篇科普说明文，也是一篇礼赞自由
的优美散文，它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两种马的特质，而且让我
们看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实为文质俱美之文。

五、延伸拓展

用多媒体展示梁晓声《如果我为马》中的片段，学生齐读。



是的，如果在对生命形式选择时，我竟不幸没了做人的资格，
那么我将恳求造物主赐我为一匹野马。

如果我的渴望得不到更大的满足，那么就让我变成一匹野马，
在行动上去追求更大的自由。

六、作业

找出自己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语句（段），作点评（完成在
资料卡上）。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展开讨论，品味语言，学以致用

七年级数学教学活动篇五

：1、反复诵读课文，体会作者对马的人格化的描写，在此基
础上积累优美的语句。

2、揣摩文中的对比描写，了解对比描写的作用，并学会运用。

3、了解作者布封，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诵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学习对比的写
法。

教学课时：2课时。

课前准备：1、阅读课文，初知大意，并借助工具书，扫除字
词障碍。2、阅读注释，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布封。

3、安排一个学生准备书法作品。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