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做做海洋生物美术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做做海洋生物美术教案篇一

《动手做做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科学家朗志万在培
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上，煞费苦心。他把一个错
误的结论告诉孩子们，还问孩子们为什么，目的是让孩子们
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
这一课会带给孩子们很多启迪，要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考，并
从故事中受到启发，唤起学生不迷信权威、不轻信盲从、勇
于实践的意识。

进行教学时，我开头设计了两个问题：动手做做看是谁给我
们的建议？为什么要强调动手做呢？再让学生带着这两个问
题去学课文，由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此时学生学习兴趣倍
增，学习课文就特别投入，效果也较好。而让学生在积极主
动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阅读理解和体验，也是新课改
理念所倡导的。

而后在引导学生懂得道理时，我紧抓伊琳娜和朗志万的对话：
“您怎么可以提这样的问题，来哄骗我们小朋友呢？”
和“我不是哄骗你们。我是想让你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
不一定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围绕这两句话，有序地引
导学生自主读书、主动探究。学习时，还运用讨论、交流、
实验、评价、点拨等手段，通过同学之间的互相启发，达到
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样在相同的时间里，学
生的发言机会、锻炼机会就变多了，讨论出来的问题也就比
较完整，比较详细了。因此，课堂教学中只有充分调动学生



的多种感官，让学生在全方位参与中学习，就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参与率，使语文课堂生机勃勃，充
满活力。随着课文情节的发展，相机落实各项目标，解决教
学重点，并在入情入境的阅读实践过程中完成难点的突破。

在阅读对话时，为学生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鼓励学生主动
朗读给同学听。这是自我表现的机会，力争读出个性、读出
风格。读后认真听取同学的意见。同学之间自由开展读、听、
评活动，是锻炼和提高朗读、听读和评价能力的有效方法。
能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心，促进学习兴趣的可持续发展。

但在教学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在问学
生一些问题时，学生并没有像我所预设的那样回答，我在引
导他们时，虽然学生的回答接近我的教学设计，但同时也有
点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以后要多听课，多学习，从而
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做做海洋生物美术教案篇二

《大家动手做条龙》是人美版美术教材初一年级上册第3课的
教学内容。在课堂上，我力主让学生成为能动的主体，尊重
他们的想法，塑造他们的自我。我希望学生能够主动的探索，
如在制作前提出思考问题，让学生在制作中探究方法，在展
示中阐述目的，虽然是在我的带领下探索和总结，但是也让
学生成为探索和总结的主要实施者，进而在以后让探索和总
结成为思维习惯。虽然过程很困难，但这不能成为永远的阻
力，这是生命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在课堂上以四个大的环节：

（1）龙的知识与民俗、龙的造型特点及其立体构成的概念；

（2）课堂实践；



（3）展示与评价；

（4）启迪与升华，

作为中国当代的中学生应该把了解、学习、传播民族文化视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身处社会变革中，应该留守一块温暖而
博大的心灵家园，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是黄河的儿
女，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无论走在世界上
的哪一个角落，都要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
为中华巨龙画龙点睛！

做做海洋生物美术教案篇三

该文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科学家郎志万把一个错误的
结论告诉孩子们，再问孩子们为什么，目的是让孩子们知道，
“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这篇
课文要求学会写9个字，会认10个字，要求孩子们能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故事的趣味，并从中受到启发，
唤起孩子们不迷信权威、不轻信盲从、勇于实践的意识。

这篇课文对于三年级的孩子们来讲，语言浅显易懂，在教师
引导下从字面上理解并不困难，但是要让他们真正懂得其中
包含的深刻道理，在心中引起思考、共鸣，却并不容易。根
据他们身心发展的特点，我认为在本课教学中宜于采用创设
情境、直观演示、合作探究等方法，由浅入深，层层递进，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感染，使他们充分感受到“动
手做做看”带给他们的乐趣和感悟。

上完本课后，结合师父对我的指导，我对自己的本科教学进
行以下反思：

1、情景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课前谈话时，出示郎志万
和伊琳娜图片，让学生喊喊他们的名字，接着和学生交流搜
集的有关伊琳娜、郎志万的资料，不仅有助于他们理解课文，



而且拓展了学生知识面，使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自然而然进
入到了文本。

2、在课堂上，我设计了形式多样的.朗读，体现“以读为本，
以读代讲”的教学理念。在教授第一自然段时，指导学生朗
读郎志万的提出的问题：一个杯子装满了水，再放进别的东
西，水就会漫出来。如果放进一条金鱼，却不是这样。这是
为什么呢？郎志万提出的这个问题真是奇怪，所以在教学时
我让学生带着奇怪的语气读读这个长问题。

在教授第2-4自然段时，让孩子们找到书中小朋友们听了郎志
万的问题以后各有的反应之后，分角色练习和朗读各自的对
话，由此引导学生想象人物心理，使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更加
深入，有助于朗读时能较好地把握感情脉络。但是当读到伊
琳娜用生气的语气对郎志万说的话时，我的指导不够到位，
学生读的不是很好。

3、为了激发学生学生探究的兴趣，理解“科学家的话，也不
一定都是对的”，培养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敢于大胆质疑、
动手实践的能力，有效突破教学重难点，在本课教学中，我
设计了两个实验：一是亲手做把一个苹果放入放满水的杯子
中后的反应实验，让学生观察结果；二是做金鱼实验，将一
玻璃缸放在高凳上，当场装满水，再把一条金鱼放进钢中，
观察实验结果。

但是在操作中，由于我的失误，第二个实验没有做到位。而
且我认为如果动手实验部分如果在预习时，让学生自己在家
亲手做做，然后在课堂上说说自己看到的现象。这样会更加
激发其他同学想动手做做的欲望和兴趣。

4、在本课设计中，我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在引导学生深入
理解“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动手做做看”之
后，引导学生想象说话：伊琳娜听了郎志万的话，可能会说
些什么？这是对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有利实践。



5、在指导写字教学中，我范写了两个字：“提”和“题”。
我让学生先是仔细观察这两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但是当
中我没有设计让学生加以区别这两个字。这是一个缺憾！

通过本次教学，让我想到一句话：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是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加以积累和改进，才
能使自己的教学有所进步。上完这堂课后，我觉得自己有很
多收获，在今后的课堂中我会更加注意课堂细节，使自己的
课堂更加地完美！

做做海洋生物美术教案篇四

本课三课时连作业都处理完好，效果不错。因为本课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科学家朗志万向小朋友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
一个叫伊琳娜的小姑娘通过动手做找到了答案--科学家的话
也不一定是对的。课文在写作特色上，内容丰富有情趣容易
理解给人以启迪，文章语言平实，易于感悟课文。

本课只要稍加调整文本的思想，就很容易把持自己的教学目
标。课前本人提了个有趣而不可能的问题 “一个鸡蛋从三四
楼扔下来，鸡蛋不会破”。教室里马上起哄了，孩子们“哇，
不可能啊，老师撒谎吧……”一调皮男孩儿干脆站起来
说:“老师，吹牛吧，鸡蛋就是不小心碰一下就会破，从那么
高的楼上扔下来不破才是蛋……”旁边一女孩说:“除非是傻
蛋，气球蛋……”

我转身板书课题《动手做做看》。于是我借用了文中故事内
容，又说:“杯子里装满水，扔进别的东西水会漫出来，如果
扔进一条鱼儿水就不会漫出来。”孩子们又开始议论起来，
有的说不会，有的说可能。这时我将准备好的杯子、鱼儿、
蛋、水对孩子们说:“试试看，动手做做看不就知道了。”我
让学生亲手做实验，结果不是我说的那样，水一样漫出来了。
我又蒙了学生一击说:“有位叫朗志万的科学家说的，装满水
的杯子里扔鱼水不会漫出来”。接着让学生打开课本13课，



自己读读课文，看看文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就这样
在学生对知识，好奇的问题中充满欲望时，本人一步步完成
自己的教学任务，孩子们是自己想学、愿学、乐学、易学的
境地。

当我收到一份份满意的学生作业时，最值得反思的是在本课
拓展知识点上，我让学生将我课前提出“鸡蛋从三四楼扔下
来不破”后的心中的疑问或是想法，写一段话，即使是骂了
老师，老师也不生气，。

如果说本人本课的教学是成功的话，那在成功之时，做到了
如下方面的反思。

一、教学思想抓住了孩子们“玩、闹”的特点。把这一教学
理念落实到作文教学的实践中去，这样将“理念”的生命力
和新颖的教学实践活动融合得非常生动，而这种“融合”之
所以生动，是因为符合孩子的特点带有“玩”。“玩”是儿
童的天性，也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主要方式，可以放松孩
子的身心，劳逸结合。本人用摔鸡蛋作为走进文本的思想内
容，这样开始就是为本堂课打开实践空间，思维空间和言语
表达空间，即本人的指导局面被全面启动。

二、注重语文的根本，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叶老先生说，
要使学生“自己读书”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本课
的教学就要从这个目标着眼，采取适当的训练措施，使学生
的兴趣自然的水道渠成，这样既能使学生的阅读能力的提高，
更是课堂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教学的理念，本人是
注重的重中之重。引导学生认真读书，一边读，一边想，一
边动笔圈、点、画、记、做到，眼到、手到、口到、心到。
坚持为学生提供阅读空间与素材。

三、注重课堂中自主读书，自主探究朗读感悟等学习方式。
引导学生在情感认知中去实践体验，思考、领悟、并附之师
生互换合作的自评等多种教学评价，促进学生的语文能力的



发展。

四、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形式。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把学习
的'权利交给学生，给以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把持文本无需
烦琐的分析讲解，充分满足学生探究的欲望，让学生自主动
手实验，观察中得出结论。

五、注重语文学习的基本观念，“还时间给学生”。在课堂
上毫不吝异惜地给足学生读书的时间。同样是读书，每种形
式都能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在这点上本人
领着学生一起读书，这样既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语感和概括
能力，体现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的特点，又能带领学生一直
走进文本的新教学理念。

上完本课本人认为本课的特点，课前设悬，能激发学生好奇
心，弘扬一种学科精神。对一些从未接触过科学实验的学生
来说，将展现出的是一个崭新的生活，动手实践将使学生的
学习更加完善、精致。概括地说:经历实践并在实践中开启思
维，而这种实践又必须是带来多方面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

总之，教学中激情满怀，能启发学生思维活动。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兴趣是最直接的学习动力，兴趣是健康美好的情感。

做做海洋生物美术教案篇五

通过上《大家动手做条龙》这堂课，发现了这些问题：

1.课堂纪律会因分组工作出现不稳定现象。

2.维持课堂纪律和沟通知识时学生会出现争论的现象。

3.部分小组的同学不参入不积极完成任务的情况。

4.同学自己花钱购买纸杯的情况。



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1.对学生提出具体的纪律要求和秩序规则制度，要求学生和
老师共同协作互相监督看，并且建立纪律委员和指导员制度
以更好地维持课堂纪律，总之以做好事思想工作为主。

2.鼓励学生大胆设想和细心操作的心理品质，注意培养创新
的精神。

3.给学生确立讨论的题目，强调好沟通的方法和方式，表扬
他们的创意、制作过程中表现出的优点和良好行为品质，为
同学们的有利发展和进步打下良好基础。

4.一定在课堂上强调好学生制作以利用废弃物和废旧材料入
手，准备制作材料不得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

5.注意发掘工艺美术潜能大的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让本人知道自己的潜能和特长。以发展特殊人才和优秀人才
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