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模板7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篇一

一知识与技能：

1、认识本课生字。

2、了解本课内容，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自读理解，讨论交流，朗读感受分角色朗读课文。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培养良好的读书、学习习惯。

2、学习列宁自觉锻炼意志，培养良好的品质。

3、以读为主，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和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

联系列宁走险路的经过，体会最后一段的含义。

教学难点

弄清列宁为什么还要走那条险路。



教学准备

课文插图字幕投影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背景介绍，倒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预习了关于伟大导师列宁的文章《登山》这一
课，这个故事发生在19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列
宁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时的反动政府逮捕，就改名换姓来到
波兰，继续革命工作。这个登山的故事，就是写他在波兰时
和波兰的革命者巴果茨基一起登山看日出的情景。现在以自
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你想知道的问题和不懂的问题提出
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朗读课文，正音正字。

（1）刹（cha四声）的刹闪烁（shuo四声‵）的烁解释（shi‵四
声）的释

（2）区分多音字。

刹薄似得

2、学生提出问题，根据学生的发言，老师总结几个问题。

（屏幕）1、从哪看出路险？

2、列宁第一次是怎样走小路的？

3、课文的题目是登山，作者为什么还要写在山上看到的美的
景色？



4、下山时列宁为什么还要走那条险路？这两次走有什么不同？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学生四个人一组，自读以后，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探究。

2、集体交流。

（1）师：列宁和巴果茨基为了看日出，他们只有走小路才来
得及。从哪里看出路的险？

（2）师：列宁第一次是怎样走小路的？谁来读一读？（生读，
评价读的怎么样。）生：列宁动作的词：贴、扭、不去看、
移动。列宁的感觉：“头晕目眩”。

师：读这一段你有什么感触，你想到了什么？生自由回答。

师：走完小路列宁的心情怎样？生：高兴、激动。

（3）师：第三个问题明白了吗？大家一起读一读，和列宁一
道欣赏美景。（出示幻灯片）（齐读这一段）使我们感悟到：
鸟儿的歌唱，不仅是为列宁看到自然风光而唱，它仿佛为列
宁勇敢地走过小路而庆贺，更使人体验到了“无限风光在险
峰”的意境。作者通过景物描写，抒发了列宁为自己走险路，
饱览到美丽景色而欣喜的心情。

（4）重点理解列宁的话。

师：请学生读课文，数列宁说的几句话，怎么理解？生自由
回答，老师总结：

a、列宁坦率承认自己害怕走这条路；b、作为一个革命者，要勇
于战胜困难，而不是回避困难；c作为一个革命者要时时处处
锻炼自己的意志。



第二次走险路，与第一次不同：a、不必走，而列宁仍旧走；b、
列宁先走；c、列宁在最先的地方没有停下来，毅然决然地走了
过去。

师：大家齐读最后一自然段课文。联系实际，谈谈你受到的
启发。

三、深化内容，拓展延伸。

1、师：面对困难不要逃避，你在生活中怎么做的，谁给大家
说一说？生自由回答（利用课间改错题，想玩没去；帮小同
学往楼上提水；双休日作业一股作气写完再玩……）

2、师：坚强的意志，对与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在生活中我
们要像列宁那样时时锻炼自己的意志，又要注意安全。我认
为这就是作者选编这一课的目的。

最后送给大家几句名言共勉：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_

对于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来说，无事不能为。——海伍德

人最凶恶的敌人，就是他的意志力的薄弱和愚蠢。——高尔
基

板书设计：

登山

看日出（必须）走险路

列宁回去（不必走）仍走险路锻炼自己的意志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篇二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

这节课，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成
功演绎了“问题教学”的模式。上课伊始，我按照课前设计
好的程序进行着，但不久，学生即兴生成的问题搅乱了我的
教学设想，课堂实际情况并未如我所料地进行，于是，我干
脆抛弃原先预设的方案，从课堂上学生生成性资源入手，信
任他们，尊重他们的'意见，让他们自主、合作地选择各种方
法，用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式去探究学习课文。在探究学习过
程中，我将语言文字训练和创新思维训练有机结合，学生以
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小路的“险”，从而充分地
认识列宁两次走这条险路的勇气和魄力，理解列宁这样做的
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对自己有什么启示。

这种研究性学习对学生的求异思维、发展综合智能很有帮助，
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不断地提升。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篇三

1、依据图书画面提供的细节，大胆推理和猜测故事内容。

2、初步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体验螃蟹小裁缝的心情变化。

3、愿意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1、对裁缝的职业有一定了解。

2、图画书《螃蟹小裁缝》1册。



3、《螃蟹小裁缝》幻灯片。

活动过程

1、观看封面引出故事《螃蟹小裁缝》。引导幼儿猜想书中的
故事内容。

（1）教师：小螃蟹在做什么？裁缝的工作是什么？

（2）教师：会有谁来找螃蟹小裁缝做衣服呢？他们之间会发
生什么故事呢？

2、观看幻灯片，和幼儿一起逐页阅读图画书，讨论每一页画
面上的故事内容。

（1）根据画面提出相关问题，鼓励幼儿讲述自己对故事的理
解。

（2）阅读过程中，遇到有疑义的地方，鼓励其他幼儿参与讨
论和问题解答。

（4）鼓励幼儿从后面画面的内容验证对前页内容的猜测。

3、再次阅读图书，帮助幼儿梳理故事发展的情感线索，体验
螃蟹小裁缝的心情变化。

（1）教师：螃蟹小裁缝有时开心有时不开心，他什么时候开
心？什么时候不开心呢？

（3）教师：为什么螃蟹小裁缝最后说“帮助朋友才是最快乐
的”？

（4）教师：撕下告示后如果他想再写一张告示，他会写什么
内容呢？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篇四

《有趣的生物共栖现象》这一阅读课文的教学，我根据课文
内容的特点，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

1、利用网络直观的动物世界激发学生探索兴趣；

2、在老师引导下进行文本学习，让学生利用相关信息在网络
互动中合作学习，读懂一组有趣的生物共栖现象，了解了生
物共栖的原因及有趣的现象。

这一环节的教学，我注重学习方法的渗透，（如：引导学生
在读----想-----找------标-------演等形式了解金黄鼠与
百舌鸟共栖部分的内容）；利用网络互动的优势，让学生在
自主阅读的基础上和同学探讨，学生的参与度明显提高，起
到了互帮互补的效果。特别是将自己当作其中的一种动物，
介绍自己和好朋友的共栖，同学们争相表演，既提高了同学
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对课文内容的感悟能力，更重要的是学
生充分地体会、表达了共栖之“趣”。

3、在读懂以上“范例”，的基础上，我又利用网络的丰富资
源，让他们在网络中有目标地自主阅读相关内容，并按要求
进行汇报。

在这一环节中，学生兴致极高，他们又了解到了许多生物共
栖现象及其他生物趣闻，并争相将自己网络阅读所得告诉大
家，体验到了探索的成功与趣味。这样就很好地利用文本、
拓展文本，将文本与网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进行了语言
训练，又充分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探索兴趣，拓宽了他
们的知识面。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篇五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里面故事情节生动曲折，



纷繁复杂，人物众多，不乏英雄豪杰，斗智斗勇，书写着英
雄篇章。

之所以把它作为阅读成果去展示，得益于我校每天开展的半
小时课外阅读时间，这为我班学生开展阅读《三国演义》提
供了时间保证，学生每天都会有至少半小时的时间沉浸在
《三国演义》的`故事中。

经过近三个月的阅读，学生们几乎都成了小小“三国”通，
说起人物是滔滔不绝，讲起故事是口若悬河。学生有了这份
阅读积淀，在开展这样的阅读汇报展示活动可以说是水到渠
成。可是30分钟的课堂上不可能展示充分，选取切入点与展
示点是关键。观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所以我就
以“群英聚会”为话题，以“英雄闯关”为形式，来组织学
生进行交流。以“美人关”引出主要人英雄人物，然后再
以“英雄本色”关谈论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教师先描述英
雄形象，有学生说出英雄人物，再以一段英雄故事（文言故
事，学生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感受英雄品质，进而来评
价英雄人物。有了这样的引领，学生接下来的汇报便有章可
循了，有模有样了。整节课下来整个教室回荡着英雄豪气，
相信同学们以后再阅读英雄主题类的文章时，也会用“找人
物――读故事――悟品质――评说人物”这样的方法了。

或许这节课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会开启学生寻找英雄之
旅，所以在课堂即将结束时我除了推荐学生继续阅读《三国
演义》外，还推荐阅读另外一部名著《水浒传》，将英雄这
一主题阅读继续开展下去。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篇六

设计意图：

进入秋天后，我们以秋游活动能够为切入点，进行了“秋天
的花”、“秋天的树”、“秋天的衣服”为主题的线性活动。



其中，由于天气慢慢转凉，孩子们穿衣服的量开始发生变化，
基于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能够为自己选择合适的衣服为出
发点，我们生成了关于“衣服”的小主题，通过一系列的线
性活动，让孩子们对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产生了兴趣，同时也
知道了一些关于衣服的基本知识。

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积累足够的生活经验是一项必不可少
的学习内容。本节课中，我将带着孩子学习裁缝店的一些知
识，了解裁缝制作衣服所需的工具和过程，最后通过一个美
工活动，自己动手尝试制作衣服，体验当一名小小裁缝的乐
趣。

活动目标：

1、结合参观裁缝店的经验，认识裁缝店里的工具，了解它们
的用途。

2、经过讨论和梳理，了解裁缝制作衣服的基本步骤。

3、通过自己动手尝试制作衣服，体验当一名小小裁缝的乐趣。

活动准备：

ppt

各种材质的半成品衣服、剪刀、针线、双面胶、装饰用的彩
纸、画纸、记号笔、油画棒

活动过程：

一、经验回顾——裁缝店里的东西

1、引题：有几个小柠檬给柳老师发了照片，你们知道他们是
在哪里吗？



2、师（组织讨论）：你们知道裁缝店里有什么工具？这些工
具都是做什么用的？

3、结合ppt认识这些工具，介绍它们的用途。

二、步骤梳理——裁缝如何制作衣服

师：有了这些工具，裁缝店里的裁缝就可以制作衣服了，那
你们知道裁缝是怎么制作衣服的吗？（组织个别交流讨论）

结合ppt介绍裁缝制作衣服的基本步骤。

三、尝试制作——体验制作活动的乐趣

出示老师已准备的半成品衣服，简单介绍如何将它们完成的
方法。

第一种：裁缝师傅已经帮我们画好，请小朋友剪出来贴好、
装饰好。

第二种：裁缝师傅已经帮我们画好裁好了，请小朋友们将两
片衣服缝起来。

第三种：请小朋友自己设计一件漂亮的衣服。

幼儿分三组进行美工活动，尝试体验当一名小裁缝的乐趣。

四、欣赏展示——将幼儿制作完成的作品订在展板上，互相
欣赏。

小学羽毛球课教学教案篇七

这篇讲读课文讲的是列宁登山看日出走过靠近深渊的小路，
自觉锻炼意志的故事。



教学目标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列宁两次走险
路的经过，学习他自觉磨炼意志的品格。

教学重点难点

联系列宁两次走险路的经过，体会最后一段话的含义。

教学构想

教学中，通过朗读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体会小路的险，重
点指导学生读懂列宁两次走险路的经过，体会两次走有什么
不同之处，从而学习他自觉磨炼意志的品格。

教学准备

投影片、录音机

教学时间

一课时

学生学习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学过许多有关列宁的故事，谁来说一说？从中
你觉得列宁是个怎样的人？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学生自由小声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课文，思考：课文记叙了一件什么



事？

三、讲读课文，体会感情。

（一）学习第一段。

1、轻声读课文，思考：故事的起因是什么？

2、列宁为什么要走危险的小路？

3、齐读第一段。

（二）学习二、三段。

1、默读课文，画出描写小路危险的句子。

2、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说出自己的理由。

3、师生共同归纳。

（1）指名读直接描写小路危险的句子，出示投影片，引导学
生观察、体会。

（2）有关这条小路，巴果茨基是怎样说的？你体会到了什么？

（3）巴果茨基是怎样通过这条小路的？

a、指名读相关句子，画出表示动作的词语。

b、从这些词语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c、巴果茨基轻轻舒了一口气，说明什么？

（4）列宁是怎样走过这条小路的？



4、下山的时候，列宁仍然坚持走小路，第二次走和第一次有
什么不同？

（1）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

（2）师生归纳。

a、第一次必须走，因为要看日出，时间不够。第二次是列宁
自己坚持要走；

b、第一次走：跟、停、定了定神、碎小的步子移动。第二次
走：先走、毅然决然

（三）学习第四段

1、从山上回来，列宁为什么还要走小路？

2、课文最后，列宁讲了什么话？这段话每句讲什么意思？这
段话对你有什么启发。

3、齐读第四段，反复朗读列宁的话。

4、在两次走小路中间，作者还描写了一段日出的景色，写的
非常美，谁愿意读一读？（指名读）为什么写这一段？（蕴
含着“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寓意。）

四、总结全文。

作业设计

1、从查找关于列宁的资料。

2、抄写自己喜欢的句子。

板书设计



看日出第一次：跟、停、定了定神、

登山碎小的步子移动自觉磨练

走小路自己意志

（危险）第二次：先走、毅然决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