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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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
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于是在教学时，我先让学生明确了默读要求，即默读时要集
中注意力，不出声，不指读，边读边想，还可以动笔画出重
要的词语和句子。在此基础上，我又用了采用了分层次默读
的方法进行训练，这样，学生可以通过初次默读，，整体感
知全文，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再次默读时，就已深入到
词句中或带问题思考了。

如:为了验证蜜蜂有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作者是怎么做的，
结论又是怎么得出的等等。默读时，还可以画出文中自己感
受比较多和比较深的句子，多读几遍，在读中细致深入地加
以体会。在这样的课堂上，我看到了学生读书时的专注，听
见了他们在深入思考后的侃侃面谈，感受到了他们收获成功
的`喜悦，因为，这样的"收获"是从自己的"读"中得到的!我
喜欢这样的课堂!

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蜜蜂引路》是小语第四册第七单元的课文。本节课我是在
第一课时识字，初读课文，理解课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的。本次教学在指导思想上，注重体现以读为主，在教学方
法上，注重学生的情感交流，创设问题情景，不断引导加强
语言积累和逻辑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善于观察、思考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潜力。



本节课中我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用心性，并穿插“画一画，演
一演，议一议”等环节，让学生注意联系生活实际，体验列
宁的机智幽默，善于思考，养蜂人的惊讶，从而能够进行有
感情地朗读。

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实蜜蜂是否具有辨认方向的能力。课文叙述线索清楚，情节
完整。首先写“我”听说蜜蜂有辨别方向的能力，想做个试
验；再写“我”试验的过程。过程大体是在自家花园蜂窝里
捉上20只蜜蜂，都在背上做上记号，叫小女儿守在窝
旁，“我”走出二里多路，放飞蜜蜂。随后写“我”途中的
观察和猜测以及试验的结果。结果第二天有17只蜜蜂没有迷
失方向，先后准确无误地回到了家；最后得出结论：“我”
尚无法解释蜜蜂为什么有辨认方向的能力。

于是在教学时，我先让学生明确了默读要求，即默读时要集
中注意力，不出声，不指读，边读边想，还可以动笔画出重
要的词语和句子。在此基础上，我又用了采用了分层次默读
的方法进行训练，这样，学生可以通过初次默读，，整体感
知全文，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再次默读时，就已深入到
词句中或带问题思考了。如：为了验证蜜蜂有没有辨别方向
的能力，作者是怎么做的，结论又是怎么得出的等等。默读
时，还可以画出文中自己感受比较多和比较深的句子，多读
几遍，在读中细致深入地加以体会。在这样的课堂上，我看
到了学生读书时的专注，听见了他们在深入思考后的侃侃面
谈，感受到了他们收获成功的喜悦，因为，这样的“收获”
是从自己的“读”中得到的！

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蜜蜂引路》教学反思我在教学《蜜蜂引路》这篇课文时我
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蜜蜂真的会引路吗？”并组织学生



讨论。一部分学生认为从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中可以知道蜜蜂
会引路的，因为列宁说；“我有向导，是您的蜜蜂把我领到
这儿来的”向导就是领路的人，蜜蜂是向导，所以蜜蜂会引
路。另一部分同学认为因为列宁仔细观察，又认真地想；蜜
蜂的家一定也是养蜂人的家，只要跟着蜜蜂回去的路走，一
定能找到养蜂人的家。列宁是这样找到养蜂人的家的，虽然
蜜蜂也有功劳，但主要还是列宁自己的功劳。我告诉他们每
位同学都能认真思考，积极发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方同
学都是胜利者，但是认为“蜜蜂不会引路”同学的表现更佳，
因为他们能认真读课文，细心思考，找出问题的答案。另一
方同学应该向他们学习。课文中，列宁这种仔细观察，认真
思考的习惯值得大家学习。在平时的生活中，只要我们细心
观察，积极思考，一定会发现更多的奥秘。我的话刚说完，
下课铃就响了。课已结束，同学们却还沉浸在热烈的讨沦气
氛中。这节课，学生们通过对“蜜蜂会不会引路”这个问题
的讨沦，不仅了解了课文内容，连词语的'理解也迎刃而解，
他们在紧张而又愉快的气氛中学会了学习，掌握了知识，我
在心里深深地感谢刚才那位同学，为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教学
契机，使这节课取得了这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这堂课的教
学，我深切地感到学生的能力是不可低估的，他们的潜力是
无穷的，我们教师只有紧紧围绕学生，多给他们搭建展示才
能的舞台，他们的潜能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回报。

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本篇课文与学生喜爱的小动物有关，很多学生都怀着有趣的.
心情去读的，而本节课我的计划就是学生将本课难写的生字
都认下来，生字学会写，课文能读准就行。

于是课堂上我用了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直接让学生读课文
找生字，自已想办法认。在没有了有趣的课堂活动下，学生
一样学得津津有味，由此我想我们上课有时并不能只为了花
架子，要直奔学生的实际运用上，在检查学生阅读情况时，
我发现学生对蜜蜂的故事很感兴趣，所以我想课下我得多找



些有关的资料，以备下节课时给孩子们补充。

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篇六

于是在教学时，我先让学生明确了默读要求，即默读时要集
中注意力，不出声，不指读，边读边想，还可以动笔画出重
要的词语和句子。在此基础上，我又用了采用了分层次默读
的方法进行训练，这样，学生可以通过初次默读，，整体感
知全文，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再次默读时，就已深入到
词句中或带问题思考了。如:为了验证蜜蜂有没有辨别方向的
能力，作者是怎么做的，结论又是怎么得出的等等。默读时，
还可以画出文中自己感受比较多和比较深的句子，多读几遍，
在读中细致深入地加以体会。在这样的课堂上，我看到了学
生读书时的专注，听见了他们在深入思考后的侃侃面谈，感
受到了他们收获成功的喜悦，因为，这样的“收获”是从自
己的“读”中得到的！我喜欢这样的课堂！

中班小蜜蜂教案设计意图篇七

现代语文教学，非常注重个性化阅读和感悟，注重学生大胆
地表达个人的创见和疑问。新课程认为，对课程的内容和意
义的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相同。每一个人都在重新解读课程，
把课程给的内容转化成自己的课程。教师是课程的二度开发
者。学生也应该是课程的最终创造者。所以我们要努力为学
生创设参与和建设文本的机会。

我在教学三年级第五册语文教材《蜜蜂》时，学生个性化阅
读感悟让我惊喜，学生咄咄逼人的质疑，也让我不知所措。
从中，我真实感受到了：只有放飞学生的个性，才能使课堂
灵动起来。课文中讲到法布尔为了证明蜜蜂有辨别方向的能
力，做了一个实验：将20只蜜蜂背上做好记号，装进纸袋里，
带到两里多外的陌生地方进行放飞，看看它们能否回到蜂窝。
我让学生了解了完成实验有哪些必要条件后，又创设了一个
让学生个性化解读的机会。法布尔来到陌生地方放飞时，看



见蜜蜂飞得很低，几乎要触到地面，假如你是法布尔看到这
个情景，你会想些什么？会有怎样地推测？学生纷纷举手，
有的说：“假如我是法布尔，我会想，蜜蜂肯定回不了
家。”有的说：“我觉得蜜蜂很聪明，它飞得怎么低，是为
了减少空气阻力，以便更快地飞回蜂窝。”有的说：“我觉
得蜜蜂很笨，飞得高才能看得远，才容易发现蜂窝。它飞得
那么低，怎么能看见两离多外的蜂窝呢？”这时依然有小手
高举着，他自信地发表了自己的'推测：“我猜，蜜蜂飞这么
低是因为，空气太潮湿，空气中的小水珠粘在了蜜蜂的翅膀
上，蜜蜂身体变重了，所以飞不高，它要飞回蜂窝一定很困
难。”……一个开放型问题，居然引发了学生那么多独特的
思考，这让我意想不到。

在后文学习中，我让学生从文本中寻找实验结果。根据学生
的反馈，我在黑板上板书：

第一批第二批

回到了家：2只+15只=17只剩3只未归。

（花费40分钟）（花费大约4个多小时至15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