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类与海洋教案(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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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人类与海洋教案篇一

《海洋——21世纪的希望》是一篇常识性课文。这类课文承
担着双重任务：一是使学生学习和掌握自然、社会和日常生
活中的科学知识，受到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二是使学
生形成和提高理解说明文的能力，学习说明文的语言和说明
事物的方法。因为本篇课文的词语相当丰富，所以不仅要使
学生了解海洋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激发学生保护环境、热爱科学的'情感，而且要善于引导学生
学习、感悟、积累课文丰富的词语。那么，在教学这篇课文
时，我觉得以下两点尝试还比较成功。

1、善于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海洋”这个
话题离学生生活比较遥远，因此，课前我布置学生搜集与课
文内容相关的资料，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丰富文
本，缩小学生与课文知识点的距离。但是，在教学中我也发
现，有一部份学生搜集的资料多，但对资料不熟悉，而且有
些资料的价值低。于是，我鼓励学生熟读资料，在学完课文
后，结合资料再谈自己对海洋的认识，效果大不一样。

2、感悟积累贯穿整个课堂。这类课文切忌上成自然常识课、
科学课。我在教学中抓住文中的重点词句，让学生反复朗读、
琢磨，体会文章用词的准确、精妙，从而既了解了相关的科
学知识，又积累了一定的好词佳句。课后鼓励孩子谈谈学了
课文后对海洋的认识以及写建议书，实际上就是在让学生进



行积累后的运用。

人类与海洋教案篇二

在教学《海洋——21世纪的希望》这篇课文时，我首先抓住
课文的重点段（1、2、5），让学生体会“人们为什么热爱海
洋？又为什么敬畏海洋？体味人们对于喜怒无常的海洋的无
奈”。接着，我让学生说一说课文第四自然段在文章中起了
什么作用？学生说这是一个过渡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引导学生抓住“开发”与“利用”这两个词语，让学生自
己从文章中找到人们是如何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最后说一
说“保护海洋”与“珍惜海洋资源”是否矛盾。

其次，在教学中还引导学生抓关键词，例如“波涛汹
涌”、“无边无际”、“喜怒无常”、“望洋兴叹”等，课
文第五自然段中写道：“如今，一座座海洋石油平台已矗立
在海涛之中，一艘艘海洋考察船已驶向大洋的深处，先进的.
海底探测器也已潜入深海大显神威。”细细品味其中的“矗
立”、“驶向”、“潜入”，让学生抓住这些词语展开想象。

人类与海洋教案篇三

《中国的海洋资源》这一课主要是通过提问、以图析文，案
例分析等教学方法，使学生能自主的参与的教学中去，学习
对生活有用的地理知识，引导形成正确的资源观，树立可持
续发展意识和观念。

优点：从课堂氛围来看，可以看到课堂上学生们学习积极性
非常高，他们能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知识来分析、判断地理
事物。在教师的引导下对地理事物进行总结，使知识系统化。
同时，我通过一些案例和视频来引导学生思考，如：海洋的
眼泪等资料，学生可以在自主的探究案例中发现隐藏的问题，
然后自己去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
这样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学习的快乐，同时，还可以养成科学



分析问题的学习方法。另外我把海洋的保护设置成一个活动
题，让学生讨论来得出问题、思考问题并得出解决措施，最
后情感升华，取得不错效果。

缺点：课堂中，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略有不足，给学生
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不够，这些都有待于我在以后的教学中不
断的探索和研究。

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每一个学生得到应有的发展。

人类与海洋教案篇四

在教学《海洋——２１世纪的希望》一课时，我把选择、布
置作业的权利还给了学生。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学了这篇课
文，你们想做什么样的作业？“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的
反应异乎寻常的热烈，积极主动性空前高涨，智慧的火花不
断闪现。学生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围绕课文内容，设计
了一个个我能够想到或不能够想到的新颖作业。

老师们，相信你的学生，适当地放一放你那温暖的手，让他
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吧！只有这样，他们学习的积极主动
性才能得到完全的发挥。只要你给他们一些信任，给他们一
点自由的空间，他们定会还你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人类与海洋教案篇五

书后练习中“通过读课文，我知道了人类将海洋称作‘21世
纪的希望’，主要是因为”，这道题对学生来说难度非常大，
许多学生只关注到“海洋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实若是静
下心来理清课文脉络，此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课时的教学主要围绕“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将从哪
些方面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这个问题展开。在讲到第
六自然段“向海洋索取高蛋白食品”时，我结合《补充习题》



中《海洋是未来的粮仓》这篇阅读拓展了学生对海洋中高蛋
白食品的认识。通过对这个大问题的探讨，学生更加认同海
洋确实是人类新世纪的希望。

在谈论“保护海洋、珍惜海洋资源”的重要性时，学生说得
都很好。但在讨论“面对资源丰富的'海洋，应当放开手脚开
发，还是最好不开发，你有怎样的想法”时，有大约五分之
一的学生走了极端。这不禁让我反思：是我在讲解课文过程
中将地球面临的困境将得太严重了？还是在上一个讨论环节
花了太多力气？让学生形成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看
来“度”还是很重要。

人类与海洋教案篇六

课文第四自然段在文章中起了什么作用?学生说这是一个过渡
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引导学生抓住开发与利用这
两个词语，让学生自己从文章中找到人们是如何开发和利用
海洋的.?最后说一说保护海洋与珍惜海洋资源是否矛盾。

其次，在教学中还引导学生抓关键词，例如波涛汹涌、无边
无际、喜怒无常、望洋兴叹等，课文第五自然段中写道：如
今，一座座海洋石油平台已矗立在海涛之中，一艘艘海洋考
察船已驶向大洋的深处，先进的海底探测器也已潜入深海大
显神威。细细品味其中的矗立、驶向、潜入，让学生抓住这
些词语展开想象。同时在教学中让孩子们了解了望洋兴叹的
出处。

人类与海洋教案篇七

《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
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趣，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
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学会
学习。”



1、注重学生的思维参与， 尊重学生的阅读需要

“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就没有成功的课堂教学”。学生要
主动发展，参与是基本的保证条件。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发
展的需求，给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处于“心
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弗能”的状态，读书做笔记充分调动
起学生的“思维参与”，给他们独立思考的机会，用创新的
记号，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感受来体验文本，满足学生阅读
的欲望。

2、注重学生的个性阅读，尊重学生的创新发现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把自己当作发现
者、研究者的固有需要，这种需要在小学生精神世界尤为重
要。”

阅读过程是阅读个体的感悟和体验构建的过程。是一种再创
造，它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阅读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
让学生有选择性的自主感受，从而构成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的教学过程。让学生从小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看问题，学生
对文章充满神秘感好奇感，鼓励学生读出自己的东西。读书
做记号满足了学生对文章充满神秘感好奇感，让他们乐于学
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学生在学习中的创新发现，
教师要尊重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与其重复一句正确的话还
不如说一句错误的话”，呵护他们好奇的心灵。

课堂教学要的不是热闹场面，而是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读书做记号这一学习方式将在今后的阅读教学中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