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杞人忧天教案(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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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杞人忧天教案篇一

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明丽、充满生气的秋景诗。作者以丰
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
然纸上。所以学习这首诗应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感情，欣赏意
境。这同时也是个难点，因为学生对古诗接触不多，在这方
面的学习能力不是很好，而且“欣赏意境”的训练在许多老
师的教学中也常常被疏忽。另外，有些字词在诗中所代表的
意思与如今常用的意思大不一样，如“坐”、“远
上”“斜”、“生处”、“爱”等。如何行之有效地引导学
生理解这些难懂字词的意思，并通过词义理解达到理解全句、
全篇的意思，也是这首诗教学的重点。再则，《山行》是
《古诗二首》这课中的第一首诗，也是学生在本册中接触到
的第一首古诗，学习方法的`指导十分必要，所以，应重视教
会学生如何学习，既培养能力，又为本课第二首诗的教学打
下基础。教学中，引导学生以读为主，在读中感悟。主要做
了以下几点：

1、读一读，说一说，整体感知诗意：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
研读古诗，让他们在自读自悟，相交切磋，合作交流中读准
字音，读通古诗，初步感知大意。在检查初读情况时，可让
学生争当小老师给大家正音，既可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又
可让他们在成功的体验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2、在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切忌逐行分析诗意。此时可适
时地张贴文中插图，并问“图中画的是什么。”学生们争先
恐后地畅所欲言。其实诗意就蕴含在这一声声的话语中。

3、读一读，听一听，感知古诗韵律：

优美的古诗是我国遗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每一首古诗都有一
定的韵律节拍。只有按其韵律节拍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
境，体验情趣。但对于刚学习古诗的小学生并不懂这些。因
而在教学中可借助录音范读，让学生从听中感悟，从模仿练
读中得到自悟。以学生自己的看法来朗读，富有具性地朗读，
比如：你喜欢这首诗的哪一行呢?把它读给大家听听，也分享
一下你的快乐，好吗?这时学生兴趣盎然，十分活跃。

4、读一读，演一演，领悟古诗情趣：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富
有个性的学习必须强调个体的亲身实践和真实体验。“我们
一块跟诗人的心情把这首古诗读一读，好吗?”教师在学生的
自读自悟中稍作点拔，旨在再现情境，让学生受到感染。还
可加以音乐渲染，让学生戴着头饰，自由想象表演，一边演
一边吟咏古诗，会使语言文字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的图像更为
鲜明、丰满，从而内心掀起情感的波澜，入情入境，与作者
的情感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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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忧天教案篇二

课题这儿是业务不精，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让我犯了。书上
的正确格式没有注意，太不细心，必须谨记。

识字方面，当孩子回答“径”字的识字方法错了时，我没有
给予恰当及时的纠正，急于进行下一环节而走了过场。今后
我不仅要开发学生的智力，也要唤醒我的教学机智，和孩子
一同成长，让自己走的更长更远。

对学生的要求不够严格。读诗时有的小朋友唱读，回答问题
时有的孩子声音小，说话时有的学生说半截话。这就得在平
时的教学中让学生养成好习惯，必须把小毛病都抹掉。起立
回答干脆利索，让孩子们勇敢积极、大声发言。这就需要教
师的引导纠正了，必须把话说完整。话说不好还怎么写呢？
说完整话，就是为写话打好基础。

后半节课思路不清晰。师范读没有起到感染学生的作用。不
够深入、浮皮潦草。讲解诗歌大意哪儿方法不合适，预设有
点高，显得教师自说自话。与学生的互动就少了。诗歌大意
部分课堂教学不够活跃。与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弄混乱了。

虽然存在问题。但较上学期比，我的教态更自然了，课堂掌
控能力也有所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孩子们长大了。9月我
播种下“一盆小鱼”，一年后我收获了53条滑不溜丢的“小
泥鳅”。谁知道再过一年还会发生什么呢？不怕有错误，就
怕发现不了。不论怎样，我爱我班，我爱我的职业，我会努
力，会越来越好！



杞人忧天教案篇三

《山行》的作者是杜牧，这首诗意境优美，给人一种美的享
受，在对幼儿进行这首诗的教学时，我以故事的形式引入，
让幼儿在听故事的同时感受故事的意境。在幼儿了解、感受
古诗的意境后，我直接将此首古诗背诵下来，部分幼儿跟诵，
紧接着幼儿开始诵读这首古诗，最后我们为这首古诗配上动
作，便与幼儿记忆。活动结束时，幼儿在进行自主谈话，一
个小朋友跑到我的跟前问：“老师，什么是人家？”我一愣，
这才想起古诗中的内容“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原来小家伙问的是诗
句中的内容，我微微一笑说：“宝贝，人家就是住有人的意
思。”“老师，那里的人怎么那么有意思，居然住到白云上，
他们不害怕吗？”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同时，我也让我有
机会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教学行为。

为古诗配上动作一种便于幼儿记忆古诗的方法。当时只考虑
便与幼儿记忆，没有考虑到诗的意境，致使出现今天的笑话，
在以后的古诗教学中一定运用多种办法让幼儿在背诵古诗时，
也感受到诗的意境！

杞人忧天教案篇四

学生到了九年级，相应的知识点也到了一个可以归纳总结的
时候，很多的阅读文题目其实也都是在以各种形式在考知识
点，可是我们的九年级学生，到了临考前，诸如连人物描写
的几种角度（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
诸如修辞手法的几种形式（比喻、排比、拟人）都还是模糊
一片。虽然我临时突击，以结构图的形式把知识点给予明确
的概括，在阅读文章中予以强化，可是张冠李戴的现象依然
是相当多的。

单靠九年级的复习突击，效果是肯定不好的。如果能在平时
年级的教学过程中，就把知识点的梳理系统化，渗透进日常



的教学，学生对知识点的了解有了至少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们对知识点就有了一个消化到内化到运用的过程。考试中
类似的题目对他们来讲，就不会再具有如此的难度。

基础知识的学习可以很简单，老师报答案，学生记答案，但
是长期下来，学生一个养成了惰性，二来，对听来的答案他
们也难以真正掌握。如果，在更早的时候，我们在教学的过
程中，就让学生养成勤查工具书的习惯，养成借助学习资料
自己找答案的习惯，他们的自学能力会有更多的提高，他们
的知识面和字词的积累以及语感反应都会有更乐观的表现，
碰到这样的选词填空的题目，也会更有信心。

很多时候，学生在碰到类似的阅读问题的时候，信手写来，
凭着感觉走是最常见的答题方法。其实，阅读文章的答题也
是有技巧有规律的。文章中关键句子的把握，答题时关键词
句的出现，常常就可以让阅读问题的回答变得又快又准确。

如果学生在答题前就有这样的答题技巧：某段文字的作用常
常表现在内容和结构两方面上，从内容看，不外乎为塑造人
物服务，从结构看，或作铺垫，或埋伏笔……那么他们在答
这道题时，答题的大方向是不会出错的，同时，这样的答题
技巧也会自然地对他们的答题语言进行约束，出现更多的得
分点。

这样看来，我以为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一定要搞阅读文的题
海战术，但是，做一篇文章，却应有做一篇文章的效果。要
让学生在做题目的时候，了解出题者的出题意图，熟悉并掌
握一些经常出现的题型的答题技巧与规律，并能在阅读文训
练中发复运用。

       中考文言文试题中解释加点字意义的出题范
围内容基本上全是从学生课文下面的注释中来的，另外翻译
句子的评卷方针是意译不给分，直译时关键的一个字漏译也
会被砍去一半分。这种严格到残酷的评卷方式使我们的文言



文教学变得相当严肃。总结以往的失败教训，九年级的文言
文教学更应偏重于授课的细致，细到每一个字的意义都不能
马虎。老师讲课时绝不允许只串大意而不通词素，必须引导
学生养成一字一字的翻译习惯。另外，要求学生课文下面的
注释除专有名词外一率得会背，包括个别较难句子的整句翻
译也要张口就能背出来。背诵的实惠不仅能应对课内文言文
的试题，课外文言文的好歹也全仰仗学生对课内文言文字词
的理解记忆。我学生一课一课背，教师一课一课落实，然后
再让学生见识课外文言文，引导学生把课内字词意思迁移到
课外。

杞人忧天教案篇五

通过与学生交流，我了解到学生喜欢猫等小动物，很多学生
家里养着小动物并乐于欣赏小动物的照片。为了更好地发挥
课程资源的作用，我请学生搜集猫的照片。在学生兴趣盎然
时我又留了自主选择的作业：请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并在课后发我们的班级群中，还可
以加上自己的描述。学生搜集到猫与小孩、猫与狗、猫与螳
螂等图片实在令我惊喜不已，这些图片充分展示了人与动物、
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妙情景。我深深地感受到课程资源
给孩子们创造了无穷广阔的学习空间，孩子们在其间兴奋遨
游的同时体会到了学语文、用语文的快乐，这种快乐也深深
感染了我。通过对文章多种形式的读，学生对文章有了不同
的理解。课后辅导中，学生通过直观的动画，再一次从整体
感知到深入理解课文内容，都是在读。学生在读中感受，在
读中感悟，深切地体会到老舍先生对猫的喜爱。我感到对课
程资源的充分利用体现了语文的实践性与综合性，最大限度
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丰
富了学生的体验，拓展了学生学习空间，提高了学生的语文
素养，使课堂教学充满活力，使教师也体会到了教学的无穷
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