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宫的教学设计(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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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故宫的教学设计篇一

《故宫博物院》是一篇说明文，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了解故
宫的主要建筑及其布局和功用，学习空间顺序说明方法。文
本学习起来并不难，我觉得除学习说明文的知识外，更重要
是引起学生对祖国的历史、传统建筑艺术的兴趣和自豪感，
了解更多的与故宫相关的知识。虽然有部分学生去过故宫，
但受地域、时间的限制了解并不充分、细致，为了让学生对
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我将这篇课文设
计为网络课,除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与故宫相关的知识外，还学
习利用网络信息查阅所需资料，扩大课文外延，并以课件形
式反映学习成果。故宫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九千多间房屋，
九十多万件藏品，九百多万件档案材料，涉及到建筑、历史、
美术、工艺等方面，所以学习前要求学生对想了解什么、重
点了解什么要有明确的目标，有针对性地查阅、学习。教师
通过一些问题引导学生确立学习目标，如：你知道故宫为什
么叫“紫禁城”吗？状元在什么大殿产生的？有多少皇帝住
过故宫？等等。学生在确立学习目标基础上利用网络查阅所
需信息，并以课件形式反映学习成果。从课堂交流和学生作
业看，达到教学目的和学习目标，学生涉及的知识面广，入
题角度新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古代历史、文化、建筑、
美术的热爱，对网络课这种课型也非常喜欢。



故宫的教学设计篇二

本节课成功之处在于：在文本探究中，不断质疑为什么采用
这种说明顺序，怎样采用这种顺序。学生在深入探究中明白
必须根据说对象来确定最合适的说明顺序。在空间顺序说明
时注意确定立足点和准确的方位词。在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
进行说话训练，学生比较容易学会。

在确定探究方向时，注意学生的主动性，学生在充分走进文
本之后，思维活跃，主动质疑，老师整合问题，确定有价值
的探究问题。

不足之处：文章5—8节是课文重点，没有很好的自然的安排，
体会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对为什么把太和殿作为重点
介绍，由于课前学生资料查阅不够，阅读文本不够深入，讨
论之后依然没有到位的答案。另外学生在说话训中立足点过
渡不自然，没有准确使用方位词。

故宫的教学设计篇三

《故宫》是一篇介绍建筑物的说明文。学习这篇课文，要学
生了解故宫博物院建筑群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布局统一的
特点。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学会按照空间顺序说明事物的
写作思路。领略故宫博物院的宏伟艺术魅力，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创造精神。

本篇文章篇幅较长，描写的宫殿也很多。好多学生空间感较
差，真正去过故宫游览的学生几乎没有，要学生能够真正读
懂课文，能达到真正领略故宫博物院的宏伟艺术魅力，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课前预习时我专
门布置了一项作业：根据课文内容画出故宫建筑的简单平面
示意图，就是根据课文内容注明各部分的名称，我想这应该
是很简单了，因为文章思路很清晰，它是按游览者参观故宫
的顺序，由南到北依次介绍说明。可是第二天检查作业发现，



有几个同学根本就没画，还有一部分同学画的内容不完整，
还有几个同学干脆从网上找来了故宫示意图，照搬上去，课
文中没有介绍的也标出来了，只有一少部分学生画的规范，
完整。基于以上这种情况，于是我及时调整了思路，专门抽
出一节课时间带领大家读课文。在内容理解上，我通过设置
问题，逐段引导学生找出关键词语，疏通文意，体会文章篇
章结构安排的特点，然后再让学生画故宫示意图。这次画的
示意图比第一次的规范、完整多了。

这节课我还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了相关的图片资料，让学生
更直观的了解故宫的布局规划、建筑特点和陈列的珍贵文物，
从而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增强
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感，完成了课文教学的情感目
标。

这一课由于前面在把握课文内容上花费的时间较多，后面重
点讲解部分就显得有点仓促了，以后在时间安排上会注意再
合理一点。

故宫的教学设计篇四

本文教学设计首先回顾运用已经学过的关于说明文的知识和
本文的“预习提示”，让学生快速阅读课文，理清本篇的结
构层次和说明顺序，并结合让学生填写示意图的方式进行。

这样既可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同时，又可让学生对文章有
个整体的认识，了解作者的说明顺序。

因为本篇课文只用一课时讲解全文，因此重点在研读介绍太
和殿的有关段落，其他说明可—读而过。在讨论中，强调介
绍建筑群不可平均使用笔墨，要详略得当，详略的处理却须
根据建筑物的特点而定。在讲解过程时，能抓住文章重点进
行讲解，特别从课文第5自然段：写外观特征，抓住色彩壮丽
的特点。如：金黄色、青蓝点金、贴金彩画、金锁窗。第6自



然段：写内部装饰，抓住龙的姿态特点。如：蟠龙、金龙、
双龙戏珠、单龙飞舞、行龙、坐龙、升龙、降龙。第7自然段：
写建筑位置，抓住象征皇权的特点，让学生了解作者在介绍
建筑群时，分清主次，采用有详有略的写法，这样才能突出
重点，把最有特色的地方写出来，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让
同学们在今后的写作实践中，要学习作者这种重点突出，有
详有略的写作特色。

本课在教学中，运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课件比较简洁，结
合课文内容讲解，同时又不过分突出该手段的替代和渲染作
用，效果较好。在课后作业部分，让学生当一回小导游介绍
故宫博物院，这样的课外练笔设计可让学生复习课文内容，
补足课堂上没有讲解的景点内容（如：后三宫等），另外又
可锻炼学生的再造想象能力。

故宫的教学设计篇五

课堂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课前就觉得这节课的任
务有点多，恐怕要拖堂。（这是我一贯的通病，每次作公开
课，或是出于追求完美，或是为了制造亮点，总是设置过多
的问题，最终经常拖堂。这一点也是我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全
力心改变的。）可是，左思右想，斟酌了再三，哪一个问题
也舍得不砍，总觉得砍去了这节课就不够完美了。所以，一
时侥幸地以为，如果课堂进行得顺利，时间应该能够。由于
对学生的情况分析得不够准确，教学中，对于文章结构的把
握，学生一时没有理清头绪，这一环节就耽误了时间。以致
于下面的环节时间就紧张了，不知不觉语速也加快了。最终
还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留作课后作业了。

本节课，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至少是课改以来，
我所做的一次步伐最大的尝试，希望在两位教研员的指导下，
在全校老师的帮助下，以后，我会做得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