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按揭房子离婚协议书(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微课教学设计篇一

教学目标：

1、读懂课文，感受父亲对儿子无私而真诚的爱;感悟儿子对
父亲的信任。

2、从读中感悟，从读中体会地震中父与子的伟大。

3、引导学生与主人公进行对话，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教学重、难点：

1、

了解父亲不顾一切抢救儿子的经过，感受父爱的伟大。

2、

让学生明白这对父子为什么了不起。

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播放制作有关地震的录相片]。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上课前先观看一段录相片，请大家认真
看并说一说看过后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正处其中又会怎样
呢?(生谈感受)

刚才同学们看到的是大地震的情景，给人的感觉确实是惊心
动魄，地震中也会发生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今天我们学
习的这篇课文，就是发生在一次大地震中的一对父子身上极
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同学们想不想看一看这个感人的故事?生：
想。(板书课题：地震中的父与子)

二、想象画面，引读悟情

1、

自由读文，要求：

(1)

借助字典，结合课文中句子认识本课生字和新词。

(2)

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讲述的是1989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中，一位父亲不顾自
己的生死，克服重重困难救出自己的儿子及同伴的故事，谱
写了一首父子情深的颂歌。)

2、

读第十二自然段，引导学生想象。

3、



生汇报，指导朗读。

生：我看到父亲满身都是灰尘，可他什么都不顾了。

生：我看到父亲的手指抠破了，手上全是鲜血。

生：父亲的眼睛肿了，布满了血丝，他也没有停止。

师：同学们说的多感人啊﹗把你们想象到的融入到朗读中，
自己试着练一练。(指名读，评读，齐读)

三、品读感悟，深入情境

1、

默读课文，要求：

画出使你深受感动地句子，在小组内交流。

2、

学生默读课文，小组交流学习收获。

3、

除了刚才学习的

，文中的哪些描写还使你感动?

引导学生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在混乱中，一位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冲向
他7岁儿子的学校。”(这个句子说明父亲得知儿子有危
险。“冲”字，这个动作体现了这位父亲急切心情，他迫切
地希望孩子的情况。)



(2)“他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大喊：“阿曼达，我的儿
子!”。”(父亲以为儿子已经死了，他感到极度痛心，体现
了他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是去，心爱的儿子不在了，父亲
发自心底的痛苦声，该怎样读呢?(绝望、失去了一切……)指
名读，评议，齐读。

(3)“跪在地上大哭了一阵后，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
一句话：“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向起!他坚定地站
起身来，向那片废墟走去。”(从这儿可以看出父亲看到了希
望，他相信儿子会记住他的话，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持着他，
所以他坚定地站起身来，并向废墟走去。那么该怎样读这段
话呢?请大家分小组讨论后评议，齐读)

(4)儿子看到爸爸来救他，自信地告诉爸爸，他曾经对同学说
的话：“只要我爸爸活着……，他总会和我在一起，”(可以
看出儿子对父亲的信任，他坚信父亲会来救他。即使在最危
险，最艰险的时刻，儿子的信念都没有动摇，父亲也正是由
于那句话——生接(“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和你在一起!”)

指导读：这句朴实的话终于让父子团圆，心中即有千言万语，
而激动人心的场面往往是通过言语来表现，请你试一试怎样
读才能把父子重逢后的激动与喜悦之感读出来呢?(小组分角
色读，男女生读，师生读)

是呀，父亲对儿子的爱，让我们感动，儿子对父亲的信任，
更让我们感动。一句话牵着两颗心，因此，阿曼达被救后，
这对——(引读)了不起的父子无比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四、总结全文，发散思维。

1、

2、



学生讲

3、

感受多么深呀，回家后把你们的感受对父母说一说，或记在
你们的日记本中。

小学语文微课教学设计篇二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正确认识本课9个生字，会正确书写12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能够复述课文内容。

3、理解课文主要内容，体会感受文中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温
暖与亲情。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继续进行自主识字，提高学生随文理解词意的能力，同时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2、通过朗读、默读、复述课文，使学生感受到人们之间的友
情与关爱，培养学生默读、复述课文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默读、复述课文的能力。

策略与方法：

合作交流，读中感悟。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预习课文，不懂的记下来。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学情简析：

文章文字浅显，学生应能读懂，但文章又写得比较含蓄，学
生体会起来可能有些困难。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生活情境，谈话导入

(学生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

2、师：是啊，多一份帮助，多一份关爱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处
处充满花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花香四溢，温暖友
爱的盲人车厢吧!让我们去赏花。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请同学们打开书27页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思
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达到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交流初读感受

教师引导学生理清文章的叙事顺序抓住每部分的重点内容来
说课文主要讲了一群盲人游客在郊游途中得到售票员和司机
的热情帮助，从而感受到春天的美好和人间的真情。



只要意思对即可。

三、小组合作，自学生字词。

1、小组内合作自由读课文，自学本课生字、新词，组内合作
检查。

2、出示生字词卡片，指名读，检查纠正字音。注意“步履蹒
跚、气氛、弥漫”的读音。

3、分析记忆字形，注意“盲”的上半部的写法，“协”的左
边是个“十”不是“木”，“郊”与“效”，“架”
与“驾”要注意区分。

4、用各种形式理解文中词语。

(1)借助词典理解。蹒跚、心旷神怡。

(2)联系上下文理解。逗趣，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四、检查读文情况。

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听者习惯性的评价，注意把课文读通
顺、准确。

第二课时

一、回忆课文，导入新课。

在《赏花》这篇课文中，我们感受到了人们之间的友情与关
爱，我们来回忆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学生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二、品读课文，感受真情。



(学生默读课文，勾画感受)

2、课件出示。默读课文，并思考：

(1)从第一自然段中你得到了哪些信息?

(2)画出描写与内气氛的语句，体会车内气氛变化的原因和过
程。

3、交流读后感受。

(1)第一段中抓住“步履蹒跚”“探索着寻找座位。——盲人
游客行动的不便，暗示他们非常需要人们的帮助。

(2)第2、3段中抓住“沉默”——盲人内心的孤独、寂寞、无
助。

(3)第6段中“一阵低微的笑声”——盲人对秀子的描述有了
回应。

(4)第9段“乘客们发出了惊叹声”——从秀子的描述中盲人
们看到了梅林，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5)第13段“双目失明的乘客们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在秀子的引导下，盲人们全身心的感受着湛蓝的天空，流淌
的小河，明媚的春光，感受着春游的快乐。

(6)第16段“一个人跟着唱了……有人在悄悄地擦着眼
泪”——秀子的歌声引起了大家的唱和，歌声感动着每个人。

(7)最后一段“花好香啊!淡淡的花香弥漫了整个车厢”——
温暖随着花香流淌在大家心田。

三、复述课文，深化理解。



1、把你的感受最深的地方朗读出来读给别的同学听。

2、出示课后词语积累。

指名读一读。

3、你能根据这些词语加上你对课文的理解把这个故事复述出
来吗?

(指名复述，注意意思对即可)

四、拓展延伸，积累实践。

1、找一找人与人之间关爱互助的文章来读一读，在生活中多
关心帮助身边的残疾人。

2、积累文中生动的词语并抄写下来，学以致用。

五、板书设计

赏花花温暖

香热情

弥漫关爱

小学语文微课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作者对母鸡由厌恶
到喜爱的情感经历。

2、了解母鸡的生活习性及伟大的母爱在母鸡身上的具体体现。



3、比较本文与《猫》在写法上的异同点。

4、由母鸡的行为体会母鸡的无私无畏、日夜操劳，感受母爱
的伟大，从而明白母爱，尊重母亲。

教学重难点：

1、体会作者对母鸡情感的变化，感受母鸡作为一个母亲的形
象。

2、比较《母鸡》和《猫》在写法上的特点。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课文插图或其他母鸡带小鸡的图片。学生了解母鸡
的生活习性，搜集有关母鸡的奇闻轶事。

形象导入课文图片提问：在大家眼里，是个怎样的动物？2、
导入：其实，动物的行为通常都是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思
想在支配它，可同学们描绘的却各不相同，这是因为你们在
介绍它时不知不觉中加入了自己了意识。那么，在老舍眼里
的又是怎样的呢？（板书课题）交流关于见闻（点拨学生说
出作者对情感的变化）1、自读课前“导读”中的内容，认真
朗读课文，达到读流利、读正确。边读边思考“导读”中提
出的两个问题：

小学语文微课教学设计篇四

音乐教学是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陶冶孩子的情
操，培养孩子的心灵美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我们平时的教
学活动中往往只关注幼儿学会唱几首歌，今天学的歌曲掌握
了没有。通过对“以学定教，少教多学”和我园的“趣玩慧
学”的先进理念的学习和领悟，我知道了音乐活动不仅仅是
让幼儿学会唱这首歌曲，而是让幼儿在快乐玩中学习，来提



高幼儿的学习积极性。为了能真正体现“趣玩慧学”的课程
理念，我尝试着在我每次教学中进行实践，在一次音乐活动
《老母鸡》中，我尝试利用不同的教具及方法，让幼儿在我
创设的情景中快乐的学唱一首歌曲。

喜欢动物是孩子的天性，动物也是孩子们的好朋友。对于孩
子来说，可爱的小动物更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与小
动物的游戏中找到了快乐，得到了经验，得到了成长。《老
母鸡》这首歌曲是一首孩子感兴趣的歌曲，它曲调欢快，歌
词简易幼儿能够理解，并很适合幼儿用动作进行表演，很容
易激发幼儿的兴趣，因此我设计了这次活动。

歌曲录音，头饰、草窝、老母鸡胸饰，背景图一张。

在听听、玩玩的过程中理解歌曲内容，初步学唱歌曲，体会
歌曲中老母鸡生蛋的欢快情绪。

（一）律动《我爱我的小动物》

幼儿表现：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做各种小动物的动作，孩子
们兴趣很高，各个都很开心的跟着老师做着律动。

（二）发声练习

老师唱：母鸡生蛋咯，幼儿唱：咕哒咕哒叫。

（12345，54321）

（23456，65432）

（34567，76543）

幼儿表现：孩子们练完一次声，就会出现一个母鸡下的蛋，
当孩子们练完声，母鸡下了三个蛋了，孩子们高兴的



说：“母鸡真能干，生了那么多蛋。

（三）学唱歌曲

1、听录音，初步了解歌曲内容

关键提问：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母鸡在唱什么？

幼儿表现：第一遍欣赏音乐，孩子们对歌曲只是粗略的了解，
孩子们记忆的并不多，孩子们记住的就是“咕咕哒”

我的方法：我没有马上把歌词内容全部告诉幼儿，而是让孩
子们再听一遍，这一次主要围绕老母鸡有什么本领来认真的
听。

2、第二遍欣赏歌曲，帮助幼儿记忆歌词。（教师扮演老母鸡
演唱）

关键提问：老母鸡唱了什么？老母鸡有什么本领？老母鸡生
蛋的时候会怎么叫？

幼儿表现：通过第二遍的欣赏，孩子们基本听清楚了歌曲内
容，孩子们说：“老母鸡会捉虫、会生蛋。老母鸡生蛋的时
候会咕哒咕哒叫。

我的方法：通过幼儿对歌词的记忆，我出示图谱，帮助幼儿
逐字逐句地理解歌词；利用问答的方式让幼儿说出歌词，并
出示相应的图谱。我则是把幼儿说出的歌词用歌曲的内容完
整的说一遍。

3、结合图片，跟读歌词

（1）关键提问：老母鸡有什么本领我们用好听的声音告诉大
家。



我的方法：我一边手指图谱一遍和幼儿一起念歌词，帮助幼
儿记忆。

（2）关键提问：如果加上老母鸡捉虫、生蛋的动作就更像一
只老母鸡了。

幼儿表现：孩子们一遍念一遍做动作增加了难度，但由于本
首歌曲内容比较简单，孩子们基本上都能边念边做动作，孩
子们做着老母鸡捉虫生蛋的动作。

我的方法：我和孩子们一起一边念一边做动作，带领孩子们
做着老母鸡的各种动作。

4、跟音乐，初步学唱歌曲

（1）完整跟着音乐，学唱歌曲

教师：老母鸡可爱听歌了，我们用好听的声音唱给老母鸡听
听吧。

幼儿表现：孩子们一起跟着音乐快乐的做着老母鸡捉虫子、
生蛋的动作，唱到“咕咕哒“孩子们马上蹲下做着生蛋的样
子。

我的方法：对有些动作做的比较像老母鸡和唱的比较好听的
孩子及时的给予表扬，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2）难句重复练唱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唱得真像一只老母鸡，可是严老师有
一句话听的不是很清楚“会捉虫儿会生蛋”，你们把这句话
再唱给我听听吧。

幼儿表现：孩子们跟着音乐重点学唱“会捉虫儿会生蛋”，
通过两遍地学唱孩子们能准确咬准“会捉虫、会生蛋”的发



音。

我的方法：通过一次完整的学唱，我发现孩子们对于老母
鸡“会捉虫、会生蛋”的本领唱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抓住
本次活动的难点，让孩子们反复学唱这句话，让孩子们咬
准“会捉虫、会生蛋”的发音。

（四）情景游戏，表现歌曲

1、跟着音乐第一次做老母鸡

关键提问：老母鸡在哪儿生蛋的呀？

幼儿表现：对于老母鸡在哪里生蛋，孩子们异口同声的回答：
“在窝里。”在表演唱的时，有一个孩子没有找到自己的草
窝，后来经过提醒终于找到。在唱到最后一句“咕咕哒”时，
由于节奏很快孩子们蹲下去后来不及起来，需要多蹲一会。

我的方法：当我发现有一个孩子没有找到“草窝”时，我马
上进行提醒，帮助幼儿找到了自己的窝。在第一次游戏时，
我发现唱到最后一句“：咕咕哒”时，孩子们蹲下去来不起
起来，所以我设想可以让孩子们蹲下去后，再蹲一会然后听
着间奏慢慢起来。

2、放松游戏（孩子们听着音乐跟着我这只老母鸡出去吃虫、
散步）

关键提问：老母鸡生蛋的时候心情怎么样？怎样来表现老母
鸡快乐的样子？

幼儿表现：小母鸡们跟着老母鸡一起出去吃虫、散步。吃饱
后，老母鸡问小母鸡们：“母鸡生蛋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孩
子们回答：“很开心。”怎样说明你很开心呢？孩子
说：“脸上笑眯眯就是很开心。我继续问：“用什么动作可



以变现老母鸡生蛋很开心呢？孩子们说：“抖抖羽毛、点点
头、跳一跳、拍拍手。

我的方法：为了体现目标中的体会老母鸡生蛋的欢快情绪，
当一个孩子说到快乐的动作时，我让每个孩子做做这个快乐
的动作，如一起抖抖羽毛、一起点点头、一起跳一跳，嘴里
说着生蛋咯。让孩子们充分体会到老母鸡生蛋欢快的情绪。

3、跟着音乐第二次做老母鸡

教师：老母鸡又要生蛋了，这次我们要把老母鸡生蛋快乐的
样子表现出来。

幼儿表现：第二次游戏，孩子们对于歌曲的内容已经非常的
了解，对于老母鸡捉虫、生蛋的本领动作都做的很到位，但
是对于表现老母鸡很快乐的样子，孩子们还只是一味的模仿
我的动作。在间奏部分我提醒孩子们可以自己随意表现老母
鸡生蛋快乐的样子。第二遍游戏时，大多数孩子都用自己的
动作表现出老母鸡生蛋快乐的样子了，有的抖抖羽毛、有的
点点头。

（五）延伸部分

关键提问：母鸡们看这是什么？（蛋）你们找找你们有没有
生出蛋来？

幼儿表现：孩子们高兴的在自己的窝里找自己生的蛋，高兴
的说；“我也生出蛋来啦！”

我的方法：听到孩子们都很高兴的说自己也生出蛋来了，我
就和孩子们说一起到草地上去孵蛋啦，孩子们高兴的跟我来
到了草地。

整个活动，孩子们都沉浸在老母鸡生蛋的快乐情绪中，在活



动中孩子们的表现都不错，基本上都已学会唱，尤其是难点
的突破，部分幼儿能根据图谱发出母鸡的叫声。孩子们在做
游戏时，都很快乐的跟着音乐做着老母鸡捉虫生蛋的动作，
并且当唱到最后一句“咕咕哒”时，需要孩子们用跳音来唱，
表现老母鸡生蛋快乐的情绪，大部分孩子能唱出跳音的感觉，
并最后用各种快乐的动作表现老母鸡生蛋快乐的情绪，能力
强的几个孩子们能表现出来，但还是有个别孩子只是在模仿
老师的动作并没有用自己的快乐动作表现。本次活动加入了
情景，孩子们都沉浸在老母鸡生蛋快乐的心情中，而且当游
戏时，我制作了每人一个草窝窝，孩子们更加投入游戏，使
整个活动达到高潮，孩子们兴趣都很高，特别当孩子们都找
到了自己生的蛋时，每个人脸上都显得格外的高兴。

音乐是发展孩子想象力、创造力，促进幼儿个性发展的有效
手段，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动听的声音、美妙的音乐，喜
欢随着音乐唱歌、跳舞，音乐活动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我在设计这个音乐活动时，考虑到“少教多学”的理念并且
考虑到孩子对直观、生动的东西更加感兴趣，因此我动手制
作了幼儿人手一份的草窝、老母鸡胸饰，在活动过程中，我
充分运用这些教具，激发了幼儿学习歌曲的兴趣。特别是母
鸡下了三个蛋时，幼儿高兴地直拍手。他们一个个都叫了起
来：“啊！母鸡真能干啊！下出这么多蛋！活动中我采用了
多种方法，图谱法，还有情境表演法带动幼儿来上这个活动，
进行的较为顺利，幼儿通过看图谱、模仿动作，不知不觉学
会了歌曲，而且气氛活跃，人人兴奋，甚至还有点意犹未尽！
最后我还让幼儿通过创造性的表演让幼儿体验了老母鸡在下
蛋时的快乐情绪，在表演的过程中，我启发幼儿用自己的身
体动作进行创造性表现，创编母鸡下蛋的动作，发挥幼儿创
编的积极性，尽量采纳幼儿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动幼儿的
表现欲望，让他们自编母鸡下蛋快乐的样子，从而真正体会
到老母鸡下蛋的快乐情绪。

不过，整个活动下来，我觉得仍然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第一：引导幼儿听歌曲旋律进入场地的这个环节中，幼儿表
现稍显拘谨，不能很好的放开。教师让孩子模仿吃虫子时没
有提供真实的虫子，导致幼儿兴趣不是很高，不能完全放开。

第二：在表演唱的环节中，我自己的情绪不够投入，比如：
孩子们说到的各种表现快乐的动作时，教师可以表情更加夸
张，并在幼儿集体表现来母鸡快乐动作时，表情可以更加兴
奋，使幼儿充分感受到老母鸡下蛋的快乐情绪，从而带动孩
子的情绪。

总之，“以学定教，少教多学，鼓励挑战性学习”这一理念
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感受到，以幼儿的兴趣为出发点，以幼
儿的发展为立足点，并融入自己对教学的热情，才能真正的
把握教学活动的精髓所在，音乐活动也不例外，我们要不断
提高幼儿的兴趣，在音乐教学中溶入深厚的感情，通过音乐
的艺术形象激发幼儿的美感，让他们喜爱音乐溶入音乐，把
教育寓于欢乐的音乐活动之中，以“乐”作为对幼儿进行教
育的有效手段，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

小学语文微课教学设计篇五

本文是老舍先生另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描写了作者对母鸡
的看法的变化，表达了对母爱的赞颂之情。课文以作者的情
感变化为线索，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半部分写了母鸡
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和拼命炫耀，再现了一只浅薄、媚俗
的母鸡；后半部分则描写了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
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形象。作者对母鸡的情感
由“讨厌”转变为尊敬。本文的语言风格比较口语化，直白
自然，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读起来令人感到亲切舒服。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于
相机诱导。”把阅读、理解、品味感悟留给学生，让学生真
正成为学习语文的主人，把点拨、启发、引导、激励留给教
师，让教师真正为学生的学习服务。所以，在本课的设计中，



我以质疑让学生明确学习方向，以自读自悟让学生体会课文
内涵，加强语言实践。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作者对母鸡情感经历的原因，感受伟大的母爱。

3、比较《猫》和《母鸡》在写法上的异同。

了解作者对母鸡情感经历的原因，感受伟大的母爱。

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1、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喜欢？

2、学生自由表述。引出课题。

3、出示学习目标。

二、检查预习

三、自读自悟，整体感知

1、出示自学提示。

自学提示一：自由朗读课文，想一想：这只母鸡给你留下了
什么印象？并划出作者对母鸡情感态度的两句话。

2、学生自学。

3、汇报交流。

问题1：这只母鸡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问题2：作者对母鸡开始是什么态度？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态度？

4、从两种不同的情感态度，学生提出疑问。

四、研读课文，明白原因

1、出示自学提示二。

自学提示二

默读课文，想一想：

（1）为什么作者开始一向讨厌母鸡？

（2）而为什么后来又不敢讨厌母鸡了呢？在文中划出原因。

2、学生自学。

3、汇报交流。

（1）交流讨厌的原因。

（2）交流不讨厌的原因。

五、对比与《猫》的异同

1、同桌讨论课文与《猫》的异同。

2、交流异同。

六、小练笔：

写写你喜欢的一种小动物。

【板书设计】



母鸡

一向讨厌不敢再讨厌伟

声音讨厌勇敢大

欺软怕硬负责的

喜欢炫耀慈爱母

辛苦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