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教案万能 小学品德与社会教案
万能(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教案万能篇一

本单元生产与生活由

1、吃穿用哪里来

2、从电视机的变化说起

3、生活中的各行各业组成。

1、让学生通过了解工农业生产过程和生产活动，形成“生
产”概念，从而建立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2、观察日常生活使用的某件农产品，探究农业生产与人们日
常生活的关系，并体验农民为此付出的劳动与智慧。

3、了解生产的发展与人们需求变化的相互关系，并知道人们
改进劳动工具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减轻劳动的强度。

1、本单元将农业和工业方面整合为一个单元，目的事使学生
立足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能真实地、客观地、综合地了解社
会生活本身。

2、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不断地提高，大家对生活
中各种物品越来越要求多样化和便利化。



3、本单元体现了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共有3课每课两课时共计6课时

小学教案万能篇二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各行各业。

能力：调查了解的探究学习方式，了解和思考社会现象；能
用分类的方法调查的资料。

知识：通过对身边生活的调查，了解社会生活需要各行各业，
并明白它们与工农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了解社会生产部
门中的各行各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并认识到随着社
会生产的发展，各行各业也在不断变化着。相应地，人们会
随着行业的变化，可以变换行业。

从学生的心理特点与认知程度来看，农村的孩子对各行各业
的了解是不多的`，他们对农村存在的行业了解多一些，但也
只是感性认识。他们有自己向往从事的行业，但他们对此的
认识仅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周围人的评判标准，并不明
确。

从学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基础来看，一些农村小学四年级的
孩子已经从家长或同村人外出打工的经历中，或者通过电视
等媒介，了解了社会上的一些自己原本不知道的行业。但是，
他们对行业的特点以及新兴行业产生的原因、涉及的种类了
解甚少。这些需要老师资料帮助学生了解。

因此，本课针对以上学情分析，确定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初
步认识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理解行业变化的必然性和人
们变换行业的可能性。教学难点是让学生认识到社会生产的
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人和人之间、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及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针对学生实际，要想突破重难点，让学生有所感悟，教师可
引导学生通过观看视频“社会中的各行各业”以及课前调查，
使学生了解社会上行业的种类；通过体验讨论，使学生认识
到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人和人之间、事物和事物之
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分工与合作的关系；通过观看动画及交流
调查结果，使学生理解行业变化的必然性和人们变换行业的
可能性。

初步认识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理解行业变化的必然性和
人们变换行业的可能性。

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人和人之间、事物和事
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分工与合作的关系。

教师准备：制作相关的教学课件等。

学生准备：搜集相关的资料及采访相关人员，并填好有关表
格在课堂上交流。

2课时。

第1课时完成话题“小记者在行动”“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
的教材内容。

第2课时完成话题“行业的变化”的教材内容。

活动一 生活中的各行各业

[播放视频：社会生活中的各行各业]

引导学生结合情境，根据课前调查，进行交流讨论：你们的
父母、亲戚或者周围的人在从事什么行业的工作，又是怎样
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试着对不同的行业进行分类。（板书：



生活中的各行各业 农业类、工业类、服务业、其它）

设计意图：了解各行各业与工农业等生产部门的关系。

活动二 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

[播放动画：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

引导学生结合情境进行讨论：方便面的生产需要哪些部门的
合作？你还知道哪些商品需要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可让学
生模仿教材范例，画出表明相互关系的示意图，也可以画一
个简单的框架。（板书：联系 合作）

设计意图：通过了解与方便面有关的各行各业，使学生认识
到一个产品的生产，是经过了各行各业的分工与合作才得以
实现的。由此，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特点。

活动三 它们来自哪里

[播放动画：它们来自哪里]

引导学生结合情境进行讨论：你能用以上事实说明各行业之
间的相互联系吗？启发学生从生产工具和产品本身的原材料
构成及由来几方面思考解决此问题。

：我们的社会就像一台大机器，每个行业就像机器上的一个
部件，各有各的用处。各个部件组合在一起，互相配合，亲
密合作，这台机器才能正常地运转，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才能
正常进行。

设计意图：进一步理解工农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板书设计

生活中的各行各业



农业类、工业类、服务业、其它

联系 合作

活动一 行业的变化

[出示图片：逐步消失的行业和新兴的行业]

引导学生结合情境，根据课前调查，进行交流研讨：哪些行
业逐步消失，哪些行业正在兴起，哪些行业旧貌换新颜？
（板书：行业的变迁）

设计意图：知道行业与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社会
生产的发展，各行各业也在不断变化着。

活动二 职业的变化

[播放课件：职业变化调查]

设计意图：明白随着行业的变化，也为人们了重新选择行业
的可能性。

板书设计

行业的变迁

小学教案万能篇三

（一）认识秋天收获的一些果实、种子和蔬菜，了解植物的
果实和种子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感受大自然的养育
之情。同时，在参与观察、分类、制作和交流等活动中，体
验自制作品的成就感，感受欣赏他人与被他人欣赏的愉悦。

（二）通过观察秋天收获的果实和种子的特征，培养学生观



察能力、比较能力和分类能力。

（三）知道几种常见植物果实和种子的形态，初步学会给果
实和种子分类的方法，学会制作简单的种子标本，进一步认
识秋天的显著特征。

让学生感受到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果实和种子不同的分类方法。

（一）说一说都有哪些果实在秋天成熟？

（二）想一想：秋天，有哪些新上市的蔬菜和粮食？

（三）看图片：说说你都看到了哪些实物？你认为秋天是个
什么样的季节？

（四）教师将果实按小组分给学生，说一说都有哪些果实。

（五）分别说一说自己组内的果实是什么样的。

（六）小组合作：将小组内的果实进行分类，并说一说是怎
样分类的。

（七）在按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比一比哪个小组分类方法
多。

（八）同样方法，认识植物的种子，并按不同方法进行分类。

（九）教师讲解如何保存种子，学着制作简单的种子标本。

（十）果实和种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举例说说他们为
人类了哪些食品和用品。

（十一）用树叶、果实、种子做做装饰品，相互欣赏。



小学教案万能篇四

一。教学目标：

1、通过自我展示，了解自己的特点，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
自信心。体味学习给自己带来的乐趣，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高
兴。

2、感受学习有苦也有乐。没有最初的失败就没有后来的成功。
在交流自己的学习经验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并愿意尝试新
的学习。

二。教学重点

让学生懂得学习有苦也有乐，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自豪。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成功了不要骄傲，失败了不要放弃的良好的心理品
质。

教学关键点：培养学生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三。课前准备：

1、教学课件。

2、制作成就窗和荣誉窗。（每个同学找出这两年做过的手工
或画的图画；这两年获得的奖状或奖品，布置成长回顾。）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二）学文明理：



1、请同学说说自己学会了什么。

板书课题：我学会了

b)为了能更好地表现同学们的聪明才智，我们进行“成语接
龙”比赛，看谁接得最快？

c)太精彩太紧张了，我们唱一首歌来轻松一下。

d)教师小结：我们学到的东西真不少。知识增多了，本领增
长了，比过去更懂事了。

a)在学习这些技能的过程中你遇到哪些挫折？

b)你是怎样坚持学会的？

c)你认为是什么使你成功的？把你学习成功的经验介绍给我
们，让我们学习学习。（不怕困难，坚持不懈）

d)成功后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e)成功的快乐只有谁才能得到？

f)教师小结：学习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有苦也有乐。只有不
怕失败，坚持不懈，才能成功。

（三）教学延伸：

1、我们来看王楠、马琳、李菊、白杨等等乒乓球名将登台领
奖的图片。

2、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同学是练乒乓球的，讨论一下：谁能说
说这些名将为什么能夺冠？（勤奋、不怕艰苦、不怕失败等）



3、大家谈谈：他们是怎样使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全世界的面
前的？（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等）

（四）深化导行：

1、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我们该怎么办？

2、交流交流自己在学习中得到的乐趣。

3、教师深化教育：学习有苦也有乐。成功只属于不怕困难，
热爱学习的人。

（五）总结：

1、学了这篇课文，你学会了什么？

（六）布置作业：

把你第一次做成功的一件事的过程写下来，让同学们学习。

小学教案万能篇五

指导学生在社会活动中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行为表现，增
强社会公德意识，做个讲文明，有教养的人。

指导学生在社会活动中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行为表现，增
强社会公德意识，做个讲文明，有教养的人。

写有活动内容的卡片

1布置任务。

2根据所抽的任务结组。

3小组讨论：在公共场合开展体验活动时，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4分小组课开展体验活动。

1分组汇报内容和形式。

2班级汇报，全班评价。

3评选“文明使者”。

1、总结“文明使者”的经验。

2、选取不同类型的学生作品刊登出来，并组织学生学习，交
流，谈谈自己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