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汇
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篇一

1、在2～5节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节进行研究。（四人小组学
习）

读一读，想一想，说一说，问一问。

2、小组派代表在全班交流。结合学生的回答，理解“忠
实”“向导”“稠”“稀”“分辨”等字词。并用课件演示
文中四种辨别方向的方法。同时了解为什么能辨别方向的原
因。

3、指导朗读。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篇二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检查自学，随机识字。

先让学生了解诗歌特殊的分节方式，再指名分节读，在读中
正音。本课的四个生字都是翘舌音，要指导学生读准字音。

3、再读课文，思考课文里介绍了几种辨别方向的方法，用笔



做上记号。

4、出示指南针，简单介绍它的作用。

5、讨论交流：课文中讲的“天然的指南针”指的是什么？
（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篇三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是一篇向学生介绍自然科学常识的
课文。它运用诗歌的形式，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向学生介绍
辨别方向的方法。下面就谈谈听了李老师执教《要是你在野
外迷了路》后的感触。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李老
师的这节课能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尤其注重对学生综合素养
的培养。体现在对学生进行语言的训练和积累,如设计了仿照
课文进行拓展练说，每一次的训练都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
帮助学生理解，感悟文本，开放了学生的思维、教学内容，
在创作中将课文的语言内化，将课文的.内容升华，使学生的
能力得到发展，张扬了学生的个性，凸现了课堂教学的魅力。
诗歌的教学应更强调多读少讲，让学生在读中感悟，读中理
解，读出情感，读出味道。李老师努力地在尝试，尽量做到
以读代讲，以读促思，以读悟情而展开课堂教学活动。先是
初读感知，这一环节为下面的深入研读课文做好了铺垫，接
下来学生自己选择喜欢的段落进行深入研读，这一环节重点
是读好课文，感悟理解。老师给了学生充分的朗读、自主学
习的空间，给他们充分的思考时间、空间和创新的机会，并
运用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找
出答案。而此时此刻的感情朗读就不仅仅是手段了，它更是
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另外李老师能恰到好处的运用了多媒
体演示及简笔画，突破了课文的重、难点，使学生直观形象
地理解了课文的内容。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篇四

这是一首以自然科学为题材的儿童诗歌，向孩子们介绍了在
自然中很多细微的、能帮助人们识别方向的自然现象。这首
诗歌易懂，很能引起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并使他们懂得
大自然中的很多现象，只有细心的孩子才能观察到。董老师
的这节课有许多十分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下面我简单谈谈自
己的听课感受。

董老师在教授课文生字时，并不是死板的进行教学，而是先
让学生读认，之后学生介绍自己的识字方法。学生在介绍完
识字方法后并没有结束，而是教师对字词语的延伸和相关链
接，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竭力拓展学生思维。例如，在讲
“稠”的时候引入什么是稠的？稠的意思是什么？图片显示
稠与稀，引出学生的生活经验，刮风的时候树叶一面多，一
面少，多的那一面可以用“稠”来形容，少的那一面就
是“稀”。之后把字放到具体的课文中，让学生再读，学生
在反复训练后真的可以做到拿得出来认识，放得回去也认识。

董老师把自己想要做的以另外一种口吻告诉学生，有一个小
男孩他是这样做的，老师觉得他做的特别好，你可以学学他，
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模仿欲，学生在榜样的示范下会做的更
好。并且老师还总结出了小男孩勾画的主要方法:什么时候？
谁？怎么指点方向？学生有了这个线索的引导，会找的更快，
更好。

教学生在田字格书写汉字时，偏旁、剩下的字、田字格用不
同颜色粉笔表示。尤其是偏旁用醒目的红色表示，区分的清
楚明了。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平时的习惯，这个讲授偏旁的方
法运用的十分好，学生可以在老师不提醒的情况下，只要留
心，就可以永远记住这些汉字的偏旁。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篇五

这是一首以自然科学为题材的儿童诗歌，向孩子们介绍了在
自然中很多细微的、能帮助人们识别方向的自然现象。这首
诗歌易懂，很能引起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并使他们懂得
大自然中的很多现象，只有细心的孩子才能观察到。

通过听了《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一课，我觉得以下三方面
值得我学习。

1、李老师在教学中设计了多种形式的读文识字活动，巧妙地
把识字、朗读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了语文学习的教学效果。

2、教学中李老师由字、词、句到段都培养了学生积累语言、
运用语言的能力。如：在进行“忠”和“盏”的教学中把它
们与句子结合起来，进行学习，拓展延伸到“除了课文中所
说的忠实的向导以外还可以说忠实的什么”，“北极星是盏
指路灯”这句话还可以怎样说等。同时，在让学生选读自己
喜欢的小节时，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和同学交流交流，培
养了学生语言的表达能力。

3、李老师运用儿童的探索心理，给学生以充分阅读时间和空
间，采用了多种形式的读文方式，有：指名读、自由读、与
小伙伴合作读、范读、齐读、选择自己喜欢的小节读、小组
合作读，激发了学生读文的兴趣，使学生在多种形式、多次
读文的过程中轻松地理解了课文的内容，使其读出了个性，
读出了精彩，使学生走进文本，与文本进行对话。产生了强
烈的探索欲望，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