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面试科学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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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面试科学教案篇一

教学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它要求教师灵活应变，因材施
教。但是教案的撰写，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内容一般包
括课程名称、课型、课时、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教
具、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作业设计、板书设计、课后反思
等。下面福建省教师招聘考试网的小编将对这一部分内容作
简要的介绍，希望对各位面试有所帮助！

一、课题名称

课题名称即所授课的名称。

二、课型、课时

课型是指根据教学任务而划分出来的课堂教学的类型。按照
不同的标准，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教案中常见的有讲授
课、练习课、复习课、实验课、示范课、研讨课、汇报课、
观摩课、优质课、录像课等等。

课时主要是指授课内容要在几个课时内完成。

三、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师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针
对课题或课时的教学内容而提出的，是指学生在课程结束时
应达到的具体目标或教师应完成的教学任务。新课程理念倡



导的教学目标包括三个部分，即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具体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考虑传授给学生哪些知识，培
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对学生进行哪些方面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教育。教学目标要明确、具体、切合学生学习实际。

四、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是指在授课时必须着重讲解和分析的内容。教学
难点，是指学生经过自学还不能理解或理解有较大困难的内
容。

在编写教案时，教师既要抓住、抓准教学难点，并考虑采用
恰当的方法帮助学生突破难点，以扫除学生理解教材的障碍；
又要抓住、抓准教学重点，正确适当地处理好教材，以保证
较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五、教具

教具又称教具准备，是指辅助教学手段使用的工具。如多媒
体、模型、标本、实物、音像等。

六、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如课堂的提问、
讨论、启发、自学、演示、演讲、辩论等。

七、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是教师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而制定
的具体的教学步骤和措施。教学过程是整个教案的核心和主
体，编写时要根据教学目标及教材的具体情况，该详则详，
该略则略，做到内容充实、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利于教学。

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要环环相扣、步步衔接，把教学活



动连成整体，以保证顺利地完成各项预定的教学任务。具体
来讲，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导入

归纳小结，即是在所授课将要结束时，由教师或学生对本课
所学内容要点的回顾。教师在设计时可考虑实际需要，简单
明了，适时总结。

八、作业设计

作业是教师为了促进学生对课堂中的教学内容的掌握，依据
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现有知识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课
外练习或任务的一种方式。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是实现
教学目标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业设计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
如书面作业、探究讨论式作业、实践摸索式作业、情境表演
式作业、阅读复习等。教师在设计作业时应紧扣教学内容，
适当联系旧知，循序渐进。同时也要考虑学生的学习差异，
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设计不同难度的作业，尽力使每个学生
都能获得相应的学习成就感。

九、板书设计

板书是教师为了配合讲授，在黑板上运用文字、图画和表格
等视觉符号传递教学信息的教学行为方式。它具有提示、强
化、示范、解析、直观、总括的作用。教师在设计板书时要
做到目的明确、布局合理、时机合适，要与讲课的内容、进
度相结合。

十、课后反思

课后反思是教案执行情况的经验总结，其目的在于改进和调
整教案，为下一轮授课的进行提供更加良好的教学方案。这
就要求教师全面审视教学过程，注意对意外发现、点滴收获



以及个别疏漏、补充的方法等内容进行记录并仔细分析。

小学面试科学教案篇二

备课环节名称：

第一课使用工具

课时：第一课时

授课时间：2018年8月28日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认识机械指的是利用力学原理组成的各
种装置。杠杆、滑轮、斜面等都是机械。简单机械又被人们
习惯地称为工具。

2、过程与方法目标：常识在实践中解决指定的科学问题（如
拔图钉、铁钉和木螺钉），发现做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工
具效果是不同的，并从中了解更多的常用工具。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意识到工具和机械可以帮助我们做一
些事情，恰当地选用工具和机械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教学重点：选用不同工具解决问题。

课程资源：记录表（学生）；常用工具，剪刀、螺丝刀、开
瓶器、羊角锤、小刀、镊子、老虎钳（教师）；钉有三个图
钉、2个铁钉、两个木螺丝钉的木板一块。教学过程：

1、首课民族团结教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
陲，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2、导入新课：

一、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这个漂亮的窗花剪纸是用什么工具制作出来的？
（出示窗花剪纸）。

剪刀除了能剪窗花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事？（剪绳、剪指
甲……）那么锤子能帮助我们做哪些事情？（出示锤子）

3、教学内容：

二、我们用过什么工具

1）、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用工具来帮助我们做事情，今天我
们就来研究我们常用的工具（板书课题：使用工具）

2）、你还知道哪些工具？他们能帮助我们做什么事？请大家
在小组内讨论一下，然后把工具名称和能做的事情填在书
本p2表格内。比一比，哪些同学想地更多。

3）、小组汇报：

请一个小组上台来介绍，并且可以使用老师讲台上的工具做
示范（提供工具）。

4）、教师小结：看来同学们对工具的使用已经比较熟悉，并
且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了。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来帮我解决
一个问题。（启后）

三、选用什么工具好

2）请小组内的同学先观察一下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思考你需
要哪些工具？



3）说说你选择这些工具的理由

2、小组长领材料，组织小组成员开展实验

3、全班交流：说说你们刚才选择的工具是最合适的吗？ 分
组发言共同评论。

5、巩固练习：

四、完成三项任务的工具选择

1、请大家观察p3的三幅图，请你在右边选择最恰当的工具来
完成这3项工作。

并且说说你选择的理由。

2、油桶通过斜面推上车，比较省力；大石头用撬棍当赶感去
撬动比较省力；利用绳子和滑轮组成定滑轮可以很方面地将
国旗挂到旗杆顶上。

3、教师小结：有一些很费力、很难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使用
了工具就可以省力、方便。

第一课使用工具

审批人意见（签名）课后反思：

备课环节名称：

第二课杠杆的研究

课后反思：课时：第二课时

正文（宋体，四号）



授课时间：2018年 9月 3日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认识理解杠杆有3个点：用力点、支点、
阻力点。有的杠杆能省力，有的杠杆不省力，有的杠杆不省
力也不费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用杠杆尺做实验、收集并整理数据，分
析认识杠杆省力、费力和不省力不费力的规律。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会到收集数据的重要意义，并意识
到互相合作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对杠杆尺进行研究 教学难点：对数据的整理和分
析 课程资源：课件、电子书 教学过程：

1、民族团结教育：影响新疆的主要危险？民族分裂分子和非
法宗教活动。

2、前提测评：机械指的是什么？

3、导入新课：

一、导入新课

活动：请问我们班有没有“大力士”，谁能帮我把讲台抬起
来，我的一枝笔掉到桌子地下去了。（请同学们推荐“大力
士”上来抬讲台）

哎，讲台实在太重了，搬不动，能不能利用工具来帮助我们
做这件事？ 用吊机吊、把桌子撬翻、用滑轮吊……（请学生
出谋划策）

4、教学内容：



二、认识杠杆

1、今天，老师介绍给大家一种非常简单的却能很轻松地完成
工作的工具——杠杆。

什么是杠杆？——在一根棍子的下面放一个支撑的物体，就
可以用它撬起重物，人们常把这样的棍子叫撬棍。而今天我
们科学地把像撬棍这样的简单机械称为“杠杆”。

2、示范用杠杆撬讲台。

3、板书分析杠杆的各个部分名称和定义。

杠杆上有三个重要的位置：支撑着杠杆，使杠杆能围绕着转
动的位置叫支点；在杠杆上用力的位置叫用力点；杠杆克服
阻力的位置叫阻力点。

5、在展台底下进行反馈交流。

6、分辨杠杆

观察p4p5的这些工具，说说哪些是杠杆，哪些不是杠杆？并
说明理由（找一找三点）

学生自己体验杠杆尺的组成及变化。

三、研究杠杆的秘密

1、刚才我们用杠杆轻松地撬起了讲台，那是不是所有的杠杆
都是省力的呢？

（学生一般认为都是省力的，教师在课堂上举例费力的事件）
让我们用杠杆尺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研究。

2、对杠杆尺的构造进行介绍和使用方法



3、教师问题的提出：如果我在杠杆尺的左边第四格挂上一个
钩码，要使杠杆尺保持平衡，我应该在杠杆尺的右边什么位
置挂上几个钩码？（请同学上台来试一试，并说说你是怎么
想的）

2）课堂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学会了什么？ 布置作
业：对杠杆尺进行研究

板书设计： 第二课杠杆的研究

支点 用力点 阻力点

审批人意见（签名）： 课后反思：

备课环节名称：第三课

杠杆类工具的研究

课时：第一课时 授课时间：2018年 9月 4 日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知道杠杆可以分为省力杠杆、费力杠杆、
不省力也不费力杠杆。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实验认识到杠杆是否省力是由它的
三个点的位置决定的。

课程资源：长竹筷、螺丝帽或其他重物、棉线或钓鱼线、塑
料盘（学生）。杆秤、螺丝刀、开瓶器、镊子、油漆桶、啤
酒、粉笔；画有螺丝刀撬油漆桶、镊子夹粉笔、开瓶器开啤
酒瓶的图片（教师）。

教学过程：



1、民族团结教育：三个离不开指：1）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2）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3)各少数民族间相互离不开

2、导入新课：

一、趣味引入

游戏：出示油漆桶一个、啤酒一瓶、粉笔5支；镊子、一字螺
丝刀、开瓶器。

1、用工具把油漆桶撬开，然后在里面倒一杯水；

2、用工具打开啤酒瓶，倒一杯啤酒；

3、用工具用夹5支粉笔到一个空杯子里。 比一比，哪个同学
完成地快，请其他同学为他们加油。

3、教学内容：

二、杠杆类工具的比较

1、刚才三位同学的表演非常精彩，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他
们使用的工具合适吗？（合适）

2、思考一下，他们所使用的三种工具哪种是省力的？哪种是
费力的？或者不省力也不费力的？（请几位同学进行判断，
并说说理由）

3、判断他们是否是省力工具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找出三个
点，然后进行比较）

4、请同学们在老师为你们准备的图片上画出每件工具的三个



点。

5、然后在小组内讨论一下这些工具是否省力？为什么 ？

6、在全班内进行交流反馈；并对学生的画图进行展示交流。
（重点分析镊子和开瓶器的三点位置的变化。开瓶器支点在
前端，阻力点在中间；镊子支点在末端，用力点在中间）

7、小结：怎么样的工具是省力的？怎么样的工具是费力的？
（请同学找出其中规律）

三、给各种杠杆类工具分类

1、请同学们在书本p8页的10种工具上画一画，找出每样工具
的三个点。然后判断一下它是省力的还是费力的或不省力也
不费力。

2、学生各自作图、填表。

3、汇报交流（请学生到展台下进行展示交流）

4、思考：我们都知道杠杆能省力，能帮助我们抬起自己无法
徒手搬动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工具他们
有的是费力的呢？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教师小结。

5、巩固练习：

四、小杆秤的研究

1、俗话说：“称砣虽小，能压千斤”，今天老师就带了一把
杆秤来，请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杆秤的称砣这么小，却可以
“压住”这么重的重物。（请学生从杠杆的三点之间的关系
说一说）



2、今天老师就带大家来做一杆小杆秤。小杆秤制作过程指导。
（祥见教参p17~18）

3、指导学生用逐个放砝码的方法在杆上画出50克、100
克、150克、200克……的刻度。（在称盘内放一个50克砝码，
然后使杆秤平衡，在杆上刻下刻度，放2个……）

4、玩一玩自己制作的杆秤。（称一称自己的铅笔盒、书本等
物体的重量）

布置作业：课后思考题：

出示教师用的杆秤进行示范，用不同的2跟提绳分别进行称重
时，杆秤会发生什么变化？

板书设计：第三课

杠杆类工具的研究 开瓶器支点在前端，阻力点在中间；

镊子支点在末端，用力点在中间

审批人意见（签名）课后反思： 备课环节名称：

第四课

轮轴的秘密

课时：第二课时

授课时间：2018年9月 10日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认识在轮轴的轮上用力能够省力，轮越
大越省力；在轴上用力费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在大小差别更大的轮轴上挂重物的
实验分析，认识轮越大越省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积极了解轮轴在生活中的应用，发展
研究简单机械的兴趣。

教学重点：通过实验了解轮轴作用和轮的大小对轮轴作用的
影响 教学难点：轮的大小对轮轴作用的影响。

课程资源：大螺丝刀1把、阀门式水龙头一个；每组钩码1盒、
2段棉线、1个铁架台、1个大轮、1个小轮、一个轴（简易机
械盒）教学过程：

1、民族团结教育： 三股势力：1）宗教极端势力

2）民族分裂

3）暴力恐怖势力

2、前提测评：机械指的是什么？

3、导入新课：水龙头是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的一种工具，他能
有效控制水的流量。我请一位同学来拧开这个水龙头；（出
示阀门式水龙头）

出示水龙头图片，并指出轴、轮所在位置；像水龙头这样，
轮子和轴固定在一起，可以转动的机械，叫做轮轴。

4、教学内容：

二、轮轴作用的研究

1、设计家在设计水龙头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目的的，那么水龙
头上的轮有什么作用呢？（学生尝试回答）



2、请学生尝试拧开去掉轮的水龙头，然后说一说轮的作用。

3、用一个轮轴装置来研究轮轴的作用。 实验操作：

（1）把一些大小不同的轮和轴分别固定在一起，安装在支架
上，在轮和轴的凹槽内装上棉线，把钩码分别挂在轮和轴上，
试试看，能发现什么？（2）学生分组实验并做好实验记录
（书本p10），这里主要培养学生的协同分工能力。

4、小组成员汇报数据，并进行交流和思考，发现了什么规律？
（挂在轮上的钩码更少，证明在轮上用力能省力）

5、轮轴作用的运用（小游戏）：猜猜胜者是谁？请几对同学
上台来进行游 戏。

一个同学握住螺丝刀柄，一个同学握住螺丝刀轴，2人按不同
方向转。

三、轮的大小对轮轴作用的影响。

1、刚才我们通过实验和游戏了解了在轮轴的轮上用力是比较
省力，那么如果轴固定不变，把轮换大些会怎么样呢？（请
学生进行大胆推测）

2、示范操作实验：把更大的轮和轴（不变）固定在一起，先
在轴的棉线上挂3~5个钩码，然后请学生尝试在轮上加钩码，
使轮上的钩码刚好能拉起轴上的重物。

3、在小组内开展实验活动，用不同大小的轮和轴进行实验，
并请学生记录实验数据，填入书本（p11）的表格内。

4、交流讨论数据表，说说你是按什么顺序进行收集数据的？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按轮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实验，然后进行对比；
发现轮越大，越省力，轮越小，越费力的规律）

5、巩固练习：这些轮轴的作用是什么？他们是省力的还是费
力的？（方向盘、轱辘、门把手、扳手、牛顿盘）其中牛顿
盘在旋转时是拧轴，属于费力的轮轴。

布置作业：找一找，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应
用轮轴？说说它们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那些方便。

板书设计：第四课

轮轴的秘密

发现轮越大，越省力，轮越小，越费力支点

审批人意见（签名）课后反思：

小学面试科学教案篇三

2015山西教师招聘考试

中学历史教师资格面试教案《马关条约》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理解《马关条约》对中华民
族的危害。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填表的方式，对《马关条约》的内容进行分类，增强分
类概括能力；



通过小组讨论，探究《马关条约》的危害，提升解决问题的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正确认识甲午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体会到“落后就要挨
打”的道理，初步

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

【难点】

《马关条约》的影响。

三、教学方法

填表法、探究学习法。

四、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

多媒体播放闻一多《七子之歌?台湾》的诗朗诵：我们是东海
捧出的珍珠一

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
魂，精忠的赤血点染

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



我还能背城一战。母

亲！我要回来，母亲！

环节二：新课教学

1.黄海海战之后的战争

黄海大战以后，清政府一味的妥协，使得日本更加的肆意横
行，无所顾忌。

引导学生看《甲午中日战争示意图》。结合课本内容，找几
位同学说说黄海大战

后的战争概况。

学生回答，日军很快侵占了辽东半岛，后来又夹击了威海卫。

回答的很好，教师引导学生看课本小字部分和《日军屠杀旅
顺居民》图。讲

明日军在占领辽东半岛后，残酷的屠杀旅顺居民；威海卫是
北洋舰队的基地，在遭受了日军的海陆两路的夹击后，北洋
舰队全军覆没。

北洋舰队惨败，京师震动，慈禧急忙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赴日本求和。

2.《马关条约》 (1)基本信息

请同学们迅速阅读教材第二段内容和小字部分，找出《马关
条约》签订的国

家、时间、双方签订者。找学生回答。



学生答，中国和日本，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2)内容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呢？

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以表格的形式将《马关条约》的主
要内容进行归纳。

(引导学生从割地、赔款、开设工厂、开口通商进行归类)

开设工厂—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通商口岸—增辟通商
口岸等。

过渡：通过《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又一
次骇人听闻的经

济掠夺。

之前我们也和列强签订了许多的条约，如《南京条约》《北
京条约》等。那

么这次条约的签订又对中国产生了哪些进一步的危害，对中
国社会危害到了什么

程度？请同学们以历史小组为单位，分为四组，分别就刚才
咱们找到的条约的四

方面内容进行讨论，一组讨论割地的影响，二组讨论赔款的
危害，以此类推，给

大家三分钟时间。

找小组代表来回答。

第一组：割地，辽东半岛和是京津北面的屏障，割让辽东半
岛直接威胁了京



津地区的安全。台湾省是我国的宝岛，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
位和经济价值，日本

占领台湾，掠夺了资源的宝库。

教师总结，一组同学回答的非常好，他们结合地图看出了台
湾和辽东的重要

性，同时同学在政治上也很具有前瞻性，看到了日本把台湾
当做跳板，可进一步

侵略我国。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同学的讨论结果。

第二组代表回答，赔款两亿两白银，清政府要想还清这笔巨
款，肯定要从人

民身上搜刮，还要向外国借钱还债。

第二组同学回答的很好。这严重破坏了中国的财政，大大加
重了人民的负担。下面请第三组同学回答一下他们的讨论成
果。

三组：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这就能更进一步的对
中国进行经济侵

略。

资本输出阶段。侵略和阻碍我们本国工业的发展，可见危害
之大。

接下来，四组同学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吧。2015山西教师
招聘考试



四组：开口通商，使中国的市场进一步打开。便利了日本帝
国主义进一步掠

夺中国财富，恩，同学们都总结的非常好，我们也看到虽然
条约只有短短几行字，可是对

我国的危害可是太大了。

教师总结，《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得侵略势力深入内地，中国的半殖民
地化和民族危机都大大加深了。

环节三：小结作业

课下搜集一些表明列强侵略进一步加深的材料，并进行分类，
下节课进行交

流。

五、板书设计

六、教学反思

更多教师考试信息尽在山西教师招聘网

教师招聘历史面试《中华民国的成立》教案

一、教学目标

3.通过对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有关内容的教学，使学生认识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二、教学重点

1.中华民国的成立是重点。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



阶级革命派历经十几年的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

2.辛亥革命的功绩和历史教训是重点。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
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三、教学难点

1.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难点。

2.认识和理解辛亥革命的功绩和教训是难点。

四、教学手段：

1.教学方法：讲解法;

2.电教手段应用：电影资料剪辑孙中山传记等影视资料。

五、教学过程：

首先提问学生： 回顾上节课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内容，重点
反思清王朝的自救历程，突出引入本课主题。(一)“严守中
立”和“南北议和”

关于“中外反动势力压力下的‘南北议和’”，教师要重点
强调南方革命党人同意议和的原因，以呼应上节课的内容。
然后提醒学生注意谈判地点和相关人物。

(二)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关于“中华民国对内对外政策”，强调以下两点：1、对内政
策反映出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2、对外的妥协反映
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软弱性。

(三)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教师让学生先阅读课文，然后归纳总结出几个方面：国内政
权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人民的权力和观念;社会经济(主要是民
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七、注意事项：

关于“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建议教师补充资产
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1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
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
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
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2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
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
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
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3资产阶
级革命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辛亥革命中，资产
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

更多教师招聘的信息和学习交流可访问中公教师论坛-园丁俱
乐部-师说论坛

2015海南教师资格面试：初中历史“五四爱国运动”教案

在海南教师资格面试考试中，面试知识点的复习向来是考生
复习备考阶段的一大重点，其中中公教师考试网为面试知识
点的复习为考生提供知识点梳理，帮助考生备考!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过程;

知道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时间、地点、口号、主力等;

理解五四精神。



【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填表，理解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心和主力的变化，提
高对比归纳能力。

通过观察图片和资料，概括史料的共同点，理解抽象的“五
四精神”，提高学生从图片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认识到五四青年表现出来的斗争
精神是极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爱国主义情感。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五四运动的过程。

难点：对“五四精神”的理解。

三、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

四、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

教师：同学们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也有很多纪念性的
节日。你们知道哪些节日是来源于我国近现代的历史事件的
吗?为什么把五月四日定为中国的青年节?什么是五四精神呢?
让我们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学习来揭开谜底吧!

(板书：第10课 五四爱国运动)

环节二：新课教学

教师：请同学们阅读导言和第一段小字，思考：五四爱国运



动的导火线是什么?

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也可以说是导火索-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

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1919年5月4日;领导人：李大钊、陈
独秀;主要参加者：青年学生。主张“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
贼曹汝霖等人。过渡：五四运动像愤怒的火山一样火烈爆发，
设问：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不是就此同意了学生们的主张呢?教
师出示“北大学生被捕”图。

学生回答，(没有，北洋政府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很多学
生。)(2)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动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请同学们继续
阅读接下来的课本正文部分。并完成幻灯片上的表格。

出示表格：

分别提问几名学生，填好表格。教师强调，运动前期中心在
北京，后期转至上海;前期主力是学生，后期是工人。

教师幻灯片给出三则材料：请同学们从中了解工商业者罢工、
罢市的情况。

引导学生从材料中认识到工人、商人群体的庞大力量。3.结果
(初步胜利)

请同学们看书，找到五四运动的结果。教师总结，在这样形
式的逼迫下，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北洋政府被迫释放
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等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对德“和
约”上签字。



请同学们以历史讨论组为单位，三分钟时间讨论。

小学面试科学教案篇四

优秀教学设计】

乘法的初步认识优秀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教科书二年级上册第47页例1及相关内容。

教学目标

1．学生能初步理解乘法的意义；认识乘号，会写、会读乘法
算式。2．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摆一摆、画一画等数学活动，
使学生经历建构乘法意义的过程。

3．感受相同数相加与乘法之间的联系，感受用乘法表示的简
洁性，体会所学内容的价值。

教学准备：课件、学具小棒20根。

教学重点：理解乘法的意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二）感知相同数连加的特点，概括表述相同数连加的特征，
渗透乘法的意义

(1)运用多种方式，呈现生活情境中有每份数量相同的情况。

教师出示下图（课件）

教师：用你自己的话说一说，图中都有什么？



数——请同学们一架一架地数一数，每架小飞机上坐了几个
人？

圈——请同学们将每架小飞机上的3个人圈起来。

(2)制造冲突，概括表述相同数连加算式的特征，渗透乘法的
意义。

教师：想一想，小飞机里共有多少人？你能用一个加法算式
表示吗？大家先在心中把这个算式默默地说一遍。

教师：都想好了吗？下面请两个同学一组，开展一个“你说
我写’’的游戏，一个同学说算式，一个同学写算式。

学生小组活动，教师巡视观察，了解两个学生相互配合的情
况。在此基础上，教师组织学生反馈交流情况。教师：
在“你说我写”的活动中，有的组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也
有的组出现了问题，说说你们在写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
（有的组写乱了。）

教师：你有什么好办法，让同伴一听就明白吗？（这是5个3
相加。）

(3)认识加数相同的加法算式的特征，为理解乘法的意义积累
感性经验。教师：观察一下这个加法算式，你发现它有什么
特点了吗？（加数相同，都是3。）

（三）自主尝试，强化认识

教师出示下图（课件）。

教师：小火车里的同学们玩得也很高兴呢！请同学们自己数
一数、圈一圈，说一说每节小火车里的人数有什么特点？
（每节小火车里面都坐了6个人。）



教师随着学生的回答在上图中将每个车厢的6个人圈起来。

教师：要求小火车里共有多少人，怎样用一个加法算式表示？
你能用一句简单的话告诉大家，让大家一听就明白吗？（4
个6相加。）

让一名学生到黑板上写出这个算式：6＋6＋6＋6＝24。

教师：这个算式有什么特点？（加数都相同。）

（四）加强体验，感受学习乘法的必要性 (1)借助现实情境，
激发学习需求。

教师（出示下图）：最刺激的要数过山车了！

教师：请大家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幅图的意思。这是几个几？

教师：过山车里共有多少人，你能用一个加法算式表示吗？

（五）明确乘法的意义，学习乘法算式的读法和写法 (1)明
确乘法的意义。

教师：7个2连加确实写起来比较麻烦，在数学上有一种更简
便的表示方法，听听小精灵是怎样说的。

教师用课件播放小精灵的话，如下。

乘法的初步认识

一、教学内容

乘法在教材中是第一次出现，为后面的知识做铺垫。学好这
部分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学生的的基础参差不齐，也许有少
部分学生已经接触过乘法，但是对于乘法的意义，他们是不
理解的，同时也有很多学生对乘法是一无所知的，这就造成



了教学的难度。（一）教学目标：

1．经历几个相同的数相加可以用乘法计算的认识过程，初步
理解乘法的意义、初步体会

“乘法与加法的内在联系”。

2．能正确地读、写乘法算式，知道算式中的各部分名称，并
且根据加法算式能改写成乘

法算式。

3．在学习活动中认识乘法，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培养学生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

（二）教学重点：在具体情境中体会乘法运算的意义。本节
课的特色：

1.通过快速地听算，不仅训练学生的听力，同时为新知制造
一定的障碍，激起求知的欲望，从而主动地去探索。

2.一个教案两手准备。站在学生的起点，充分地预设，追求
精彩地生成，让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教学策略选择：

本节课从听算入手（因为我觉得摆图形对乘法意义的理解的
作用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大胆地对教材进行创造），当学生
已经掌握了用“几个几连加”这句话表示加法算式的说法之
后，要求学生写出100个4相加的加法算式时，就为学生的学
习制造了一定的障碍，促使学生去动脑筋、去探索新的表示
方法，接着更深一步学习并理解乘法的意义。最后把p44页的
主题图作为练习的内容，培养学生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



四、教学流程设计及意图

五．教学片段实录

师:同学们会用小棒摆物体吗?说一说你会用小棒摆什么物体?

《笔算乘法》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经历多位数乘一位数（不进位）的计算过程，初步
学会乘法竖式的书写格式，了解竖式每一步计算的含义。

2、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学习方法和积极的学习态
度，体验计算方法的多样化。

教学重难点：

学会乘法竖式的书写格式，了解竖式每一步计算的含义。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设计理念：本节课的教学主要是针对本年级组提出的“如何
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专题研究而设计的。设计的过程中力
图体现出本专题的研究成果，把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的各种
方法融入了教学当中。同时在本节课设计中，我也考虑了学
生的年龄特点，在教学形式上采用多种形式交替变换，注重
趣味性，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另
外，我在培养学生计算能力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素质教育，
一方面注重各学科间的渗透和联系，另一方面注意爱国主义
和民族自豪感的熏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课件出示一座“通往数学王国的智慧桥”，



引出复习题。

二、谈话导入：

新的一天开始了，神奇的数学王国里正在举行画画比赛，他
们分 三人一小组进行合作，瞧，他们多团结，我们一起去看
看吧！（课件出示主题图）

（先请学生估算：三盒彩笔大约是多少枝？）

4、师小结并提出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除了估算之
外，还要计

（设计意图：这样设计导入主要是让学生觉得我们是有必要
上这节课，明确学习目标，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最大的发挥）

三、探究新知

1、计算三个人一共有多少枝彩笔，应该怎样列式？

2、想一想：这道题与我们前面学习的乘法有什么不同？

想一想有几种算法，把你的想法和小组成员分享。

4、学生讨论算法的同时，教师巡视指导，了解学生的算法，
合理的算法

给予肯定，不恰当的及时进行引导。

5、学生汇报算法，可能出现：（课件出示以下两种可能）

（1）用加法：12+12+12=36（枝）

6、比较算法：第一种用加法计算，现在是3个12，加起来比
较少，很快就能算出来，如果加的个数多了，就比较麻烦，



比如8个12，9个12，甚至更多，这样计算起来就很慢了。第
二种算法把一个因数分解成几个十和几个一后，分别与另一
个因数相乘，再把两个乘积相加。这种方法运用了前面学习
的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不管因数是几都能算出来。
只是在计算的时候要进行三步计算才能算出来。两种方法比
较，显然是第二种比较方便。

7、提出疑问，引出乘法竖式计算：那大家想想，还有没有更
加简便或计算更快的方法呢？

8、揭示课题：今天，数学王国的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计算
方法，这就是这节课我们要探究的内容：笔算乘法。板书课
题：笔算乘法（不进位乘法）（设计意图：这里这样安排同
桌、及小组合作是让同学之间互相交流、互相补充，使学生
体会小组合作的作用，培养初步合作的意识，体会成功的快
乐。）

四、介绍乘法竖式

1、请同学们打开书本74页，小组内相互交流交流数学王国里
的小朋友是怎样给乘法算式列竖式的。（学生试着自学，并
交流讨论乘法竖式的算理，教师巡视指导，遇到疑难时，可
以给予引导）

4、小结：在进行乘法的竖式计算时，把数位较多的因数写在
上面，数位较少的写在下面与第一个因数的个位对齐，然后
先用第二个因数的个位与第一个因数的个位相乘写在个位上，
再与十位上的数相乘写在十位上。

（设计意图：师生一起说算理，使算法进一步明确，算理更
加清淅。）

五、练习巩固



1、课件出示74页“做一做”3道练习题。学生独立完成后，
指名到黑板

板演后课件出示正确答案。

2、75页练习十六的1到4题，先由学生独立完成，再共同交流、
讲评。

（1）说一说用乘法计算的理由是什么？

（2）要求用竖式计算后，同桌交换检查，如果出现不同意见，
可向老师

提出，同时向学生调查，全部正确的人数。

（3）想一想这道题可以有几种解答方法。

（4）明确：先算什么，再算什么？。

养学生的计算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的计算能
力能稳步提高，同时也渗透一些科学和品德方面的教育，注
重学科的联系。）

六、课堂小结

（设计意图：这样设计学生自己来谈收获，是注重学生的个
别差异，在课堂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收获。另外再次强调了
笔算时要注意的问题让学生记得更牢固。）

七、板书设计：

笔算乘法（不进位乘）1 2??因数 36??积



小学面试科学教案篇五

一、师生互相问好

二、宣布本次课的内容和任务

三、准备活动

（一）热身跑

（二）活动各关节

（三）原地熟悉球性、控制球练习

教学任务：初步掌握熟悉球性、控制球性的练习方法。

1、胸前指拨球

2、单、双手抛接球

3、腰、膝绕环

4、胯下抛接球

5、胯下绕8字

6、前踢腿腿下交接球

四、学习移动技术

（一）教学任务：基本掌握移动技术的动作方法

（二）概念：移动是篮球运动中队员为了改变位置、方向、
速度和争取高度、空间所采用的各种脚步动作的总称。



（三）动作方法与要点

1、基本站立姿势：

动作方法：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距离约与肩同宽。身体重
心落在两脚之间，略收腹含胸，屈肘，两手放于体侧前方。
防守时站立姿势稍有不同，两脚开立略比肩宽。屈肘降低重
心，含胸，两臂张开。

动作要点：屈膝、降低重心，抬头，目光注视全场。

2、起动

动作方法：按基本姿势站立，向前起动时上体迅速前倾向前
移动重心，一只脚用力蹬地，另一只脚迅速向前跨出。向侧
起动时，向起动方向一侧移动重心，上体迅速转向起动方向，
异侧脚用力蹬地，同时脚尖转向起动方向，并向起动方向跨
出。

动作要点：移重心，猛蹬地，快跨步，快频率。

3、变速跑

动作方法：跑动中加速时，上体微前倾，用前脚掌短促有力
蹬地，步频加快，同时用力摆臂。减速时，步幅适当增大，
上体直起，用前脚掌用力抵地减缓向前的冲力，从而降低跑
速。

动作要点：加速时，上体前倾，步频加快，蹬跨有利。减速
时，上体稍直起，步幅增大控制速度。

五、变向跑

动作方法：从右向左变向时，最后一步用



右脚前脚掌内侧用力蹬地，同时脚尖稍内扣，迅速屈膝，腰
部随之左转，上体向左前倾，移重心，左脚向前方跨出，然
后加速前进。

动作要点：变向时，前脚掌内侧用力蹬地，另一脚步迅速朝
变向方向迈出第一步。

5、侧身跑

动作方法：在跑动时，头部和上体转向侧面或有球的一侧，
脚尖朝着跑动方向。跑动时，既要保持奔跑速度，又要保持
身体平衡，双手自然放在腰侧，密切注意观察场上情况。

动作要点：上体自然侧转，脚尖朝跑动方向，眼睛平视，随
时准备接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