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至公开课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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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至公开课教案篇一

摘要:巧妙地使用导入语,能为上好一节课打下良好基础。本
文作者认为使用导入语时一定要富有激情,要脱口而出,要注
意说话时的语气。

关键词:课堂教学;导入语;见解

所谓导入语,就是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一篇新的课文前,有意
识、有计划、有目的地设计的教学语言,又叫开始语。它是课
堂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堂课的开始十分重要,巧妙地使用新课的导入语,可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为整个课
堂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否则,要想收到良好的语文课堂效果
是很难的。最近,笔者听了一些教研课,对语文课上导入语的
使用颇有感触,在此,说说自己的见解。

首先,使用导入语时一定要背着说且富有激情。教师在备课时,
往往会根据教材的编排意图和各单元的训练主题及新课的内
容,设计好了一段内容优美的导入语,那么在教学一开始,教师
就富有激情地朗诵出来,学生一听,感觉老师说的话太优美了,
真是一语惊人。一下子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好
奇心。例如,教学《索溪峪的“野”》时,有教师就背着且非
常富有激情地使用了这样一段话导入:同学们,我们置身于大
自然,发现大自然的景色真是美得难以形容,那青山、那绿水、



那蓝天、那小鸟都是一幅幅迷人的画,一首首优美的诗,一曲
曲动听的歌,此时此刻,我们多么想与大自然进行心灵的对话,
表达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这就是对大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
今天,我们要学的《索溪峪的“野”》这篇课文就是写作者对
大自然的独特感受。那么,作者是怎样写自己的独特感受的
呢?请翻开课本,我们一起来研究。上课开始,教师面带微笑,
然后是眉飞色舞的朗诵,那飞扬的激情溢于言表,由于学生被
他的激情所打动,学生们的面部表情也随之而发生变化,有的
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眉飞色舞。听了这段话
后,很自然地对索溪峪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便迫不及待地想
读读课文,显然,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下子便激发起来了。

假如,老师拿着备课卡照本宣科,这段话虽然很美,但那不是老
师自己的东西,而是老师到别的书上摘抄下来的,比这优美的
文章多着呢,没什么稀奇的……总之,老师没什么本事可让学
生佩服,也没什么新奇的东西吸引学生。学生感到课堂枯燥无
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难收到好的效果,同时教师的
形象也会在学生心目中大打折扣。

第二,教师在使用导入语时,要让学生感觉到这不是老师事先
设计好的话,也不要让学生感觉到老师是在背诵,而要让学生
感到是开始上课了老师自然而然地说起的话,是脱口而出的话。
学生一听,会对老师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敬佩之情。学生认为
老师学识渊博,随便说出的话都那么地神采飞扬,很不一般。
在学生心目中,老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神奇的人,从而让学
生发自内心地去想亲近你这位老师,去亲近你这位老师所教的
这门学科。如果长期这样坚持下去,学生心目中的老师是怎样
的形象,那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使用导入语要注意说话时的语气。小学课本上有许多感
人的故事,教学这类课文,若一开始把学生引入到课文情境中,
做到以情感人,就能为以后的深入学习打下基础,那么教师使
用导入语时就要注意语气。如教学《十里长街送总理》时,有
教师用饱含深情的且低沉的语气使用了这段导入语:同学们,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一生为国为民操劳过度,于1979年患血癌
不幸逝世,与中国人民长辞了。当灵车载着总理的遗体与人民
告别的时刻,男女老少的脸上都挂着泪水,心里默默地说:“灵
车啊,你开得慢点儿,让我们再看看敬爱的周总理。”啊,那场
面是多么地感人!作者是怎样描写这感人的场面的呢?请同学
们翻看课本……教室里非常安静,教师面部表情很沉重忧伤而
严肃,学生的表情也随着老师的话而变得沉重忧伤而严肃。学
生之所以有这样的面部表情的变化,显然是受到了感染,不知
不觉进入了课文的感人气氛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老师使用导
入语的效果所在。

第四,巧妙使用导入语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如果把每次引导学生学习新课时设计的导入语都记在大脑
中,那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在教学的生涯中积累很多优
美的语言,我们不是在不断地鼓励自己的学生要多多地积累
吗?难道我们教师就不该多多地积累吗?如果每段导入语我们
都采取恰当的方法、语气、情感等来使用,那么,你的教学语
言得到了规范,你的口才得到了训练,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
了提高,你的课堂就会给人美的感觉,从而你的文化素养和业
务水平便会不断地提高。

有的教师在教研课上使用导入语,且注意了说话的语气和情感,
这样当然很好,但在平时的教学中就不愿这样做,怕麻烦;有的
教师在教研课上也没有背着使用导入语,在平常的教学之中就
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教师,认为自己年龄大、记忆
差,要记住它太难,再加上每天工作琐事那么多,除了教学,还
有很多班务等工作,哪里有时间啊!但笔者认为,作为教师,这
不是理由,关键是看你是否有心去追求完美的、高效的课堂。

总之,我认为使用导入语要讲究恰当的方法,方法对了就会有
很多好处,教师的课堂就会增辉添彩。恰当使用导入语是新课
程标准对语文教师素质提高的呼唤,是当今教师应该追求的一
种境界。



客至公开课教案篇二

三顾茅庐、林黛玉进贾府、声声慢、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药
（课文导入语）

罗贯中的《三顾茅庐》

这几年，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都在搞改革！

改什么革？人多事少，人浮于事，所以要精简！

精简的结果，能干事的下去了，只留下溜须拍马的！

但工作总得有人干。

谁干呢？只好筷子里头拔旗杆！

但能当旗杆的毕竟少之又少！

那怎么办呢？

溜须的和拍马的逐渐达成共识：整人！

怎么整？让他出山，让他操心，让他流汗，让他夜不能寐，
让他寝食难安！

今天我就给同学们讲一个人整人的故事。

谁整谁呢？

刘备整诸葛亮!

2、第五则（曹雪芹《林黛玉进贾府》）

这位语文教师说：



灰姑娘要和王子相爱，必须要先接触。认识了，了解了，才
会相爱。

这是童话里讲的，很吸引我们的眼球。但现实里比较少！

现实里要将门当户对，讲郎才女貌，讲阿爸阿妈都欢喜！

所以现实里都是公主找王子，白姑娘迷帅哥，豪门傍大款。

要找，就要先碰个面。怎么碰面？

现在，打个电话，定个座位，约会约会就行了。

古代呢？这样不行。要找个借口，要制造机会，要让男女双
方都不晓得！

说白了，操心的不是公主和王子，而是公主他爸和王子他妈！

那时候女人地位低，所以王子他妈总喜欢给儿子找还几个候
选人，从里头选。

选上谁就是谁，看上哪个就弄个套子，让白姑娘往里钻。

但无论哪个时代，青年男女还是比较相信爱情的，这可就乱
了！

乱在哪里？该爱的不爱，不该爱的乱爱！整个一出爱情悲剧！

今天我们就讲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肇事人就是传说中的林黛
玉和贾宝玉！

第三则（李清照《声声慢》）

上课伊始，这位语文教师对学生们开门见山：



今天我们学习李清照的《声声慢》。

李清照是谁？是个美人！

哪个时代的美女？南宋的。

怎么美？人比黄花瘦！小细丁一个！

李清照人美，写的词更美！

但她写《声声慢》的时候，人已经不美了。到更年期了。

更年期的妇女，她们的心态是怎样的`？

她们尖酸，刻薄，多疑，烦躁，吃不好，睡不好，玩不好，
也不让别人好！

不信？那就让我们来学习李清照的《声声慢》！

因为写《声声慢》的李清照，是更年期妇女的代表！

第二则（施耐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这位语文教师一上讲台，就对同学们说：

人是个奇怪的动物，

有时候想拥有自由，追求孤独，想过个人生活；

有时候又害怕孤独，害怕寂寞，想过群体生活。

所以很多时候，想交几个朋友，

男朋友，女朋友，老朋友，小朋友，都交。



他的生活因此也就发生了变化，

有了各种各样的对生活的体验，

酸啦，甜啦，苦啦，辣啦，咸啦，都有。

有的朋友相伴一生，有的朋友一闪即逝。

但这都不会让人悲哀。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被朋友出卖！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朋友出卖朋友的事！

第一则（鲁迅《药》）

这位语文教师一进教室，就表情严肃地对同学们说：

你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幸福的时代。

100年前，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候，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救国家出水火，许多人抛
头颅、洒热血！

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秋瑾就是当时的英雄，被人给杀害了！

秋瑾的同龄人鲁迅熟悉秋瑾，

当他知道秋瑾牺牲了，很悲愤，很伤心，就写了一篇小说来
纪念她。



那么秋瑾究竟是谁杀害的？这要从一只人血馒头说起！

这位教师转身书写了六个字：一只人血馒头。

并用括号把这六个字给括住了，随后在其上又大大地写了一
个字：药！

张轶

客至公开课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一、会认9个生字，会写8个字。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知道时间的宝贵，懂得严格要求自己，珍惜时间。

教学重点：

认识9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教学难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时间的宝贵，懂得严格要求自己，
珍惜时间。

教学时间：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一、认识9个生字。

二、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时间的宝贵。

教学过程：

一、听故事《一分钟》

思考：那个青年人从著名教育家本杰明那里受到了什么教育？
懂得了什么道理？

二、导入新课《7一分钟》

三、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一）自由读课文，划出生字新词，圈出意思不懂的词语。

（二）同桌合作轮读课文，一个人读时，另一个同学注意帮
助纠正错误。

（四）全班齐读课文，要求读正确、通顺。

四、感悟课文，明白道理。

（一）读课文，讨论。

1、读读课文，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2、课文的哪些句子具体写了元元非常后悔？挑一句来把它读
好，读出自己的体会。

3、指导朗读，体会学生找出来的这几句重点句。

（二）学生表演读全文（先自由准备，再上台加上动作表演
读）。



（三）说说读了课文，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五、拓展练习：搜集珍惜时间的名言警句，读一读。

文档为doc格式

客至公开课教案篇四

导入语，要新奇、有趣，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
才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导入语平淡、刻板，往往使学生
失去学习兴趣。

方法可以有：故事传说导入法，热门话题导入法，提出疑问、
设置悬念导入法，诗词导入法，联系现实法，联系国家时事
政策导入法，名人名言导入法，图片导入法，联想对此法等
等。

另外，在设计历史课导入语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所用方法和材料要切合教材内容实际，要与课文内容或史
实相关联．不能牵强附会，同时又要求是要学生易于接受或
熟识的。

2、方法要灵活多变．下同内容选用不同的方法、材料，要随
时变换花样，切不可千篇一律。

3、特别要求设计要有趣味性或启迪性。

4、时间一般在3分钟左右为宜。长了会占据新课讲授时间。

客至公开课教案篇五

中学语文课导入语设计的灵活性(教师中心稿)



邵林永

导入语，又叫导语、开讲语，俗称开场白，是教师在讲课之
前，围绕教学目标而精心设计的一段简练的教学语言。短则
一两分钟，长也不过五六分钟。导入语虽然简短，却是课堂
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导入语能迅速
安定学生的学习情绪；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使学生尽
快从宏观上把握学习目标；能沟通师生之间的情感，促使学
生积极思考等。既然导入语在教学中能起如此大的作用，那
么导入语的设计自然也非常重要；尤其是语文课导入语的设
计，更是不容忽视。但由于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多样，
文章的文体不同，风格也各异，这就决定其导入语的设计不
能千篇一“招”，而应该根据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学场
地、教师本身的兴趣爱好和习惯的不同，采用不同类型的导
入语。在实际的教学中，中学语文教师所使用的导入语类型
是千差万别、纷呈异彩的，不须一一列出。这里只就几种常
见类型略做浅议，以见语文课导入语设计之灵活。

一、描绘导入语的设计

描绘导入语是用描写性的语言构成的导入语。它一般在吸引
学生注意力的同时，又给学生以或优美、或壮美、或悲剧美、
或情感美、或意境美的陶冶，还可以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审
美享受。

描绘导入语的对象是与教材内容有关的人物、事物，也可是
教材内容的某部分；语言要生动形象，或使用丰富的口语修
辞，创设引人联想的情境，使学生在愉悦的审美感受中快乐
地步入教学内容。这是语文教师在设计这种导入语时要注意
的。在使用描绘导入语时，教师一定要避免矫揉造作、故作
姿态，一定要从真情实感出发，这样即便语言上粗糙一些，
导入的效果还是很好的。若能做到语情兼美，那么学生的学
习情感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调动。



二、趣味导入语的设计

趣味导入语是用诙谐、风趣、幽默的语言构成的导入语。使
用这种导入语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迅速抓住学生的心，
吸引学生去学习新内容，并能在趣味中引导学生抓住学习重
点，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教师在设计趣味导入语时，可用谐音或某些词的联想意义来
设计，可用歇后语、对联来设计，可用小笑话、小幽默来设
计，等等。所设计的导入语内容应与新内容有联系，包含着
新内容的重点或难点，不能喧宾夺主。使用趣味导入语要注
意分寸，笑话或小幽默不能太俗。否则，不仅不能起到引导
学生的目的，反而会让学生生厌，甚至误导学生。同时，趣
味导入语的'设计和运用也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幽默感。教师只
有以诙谐、有趣、生动的语言来讲述趣味导入语，并配以适
当的表情，才能真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才能真正发挥趣味
导入语的作用。

三、激疑性导入语的设计

激疑性导入语是用教师不立即给出答案的设问构成的导入语。
如果教师要引发学生思维，而且是向更深更远的方向引发，
那在开讲时，最好就使用激疑性导入语。因为，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疑才多思，多思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激疑性导入语，能激励学生的探索精神，促使学生探幽取胜，
主动探索。

激疑性导入语常常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引入某疑难问题
或一节课的难点而设置的。采用这种导入语，可以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能收到很好的课堂效果。激疑性导入语运用的好
坏，关键在于问题设计的巧与拙。所提问题应是本课要解决
的重点，既要有趣味、有想头，又要思考后能答得出来；而
且，设计的第一个问题，就要能激起学生的疑问和思考，否
则，便不能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四、情感性导入语的设计

情感性导入语是教师以充满激情和感情色彩、并与文章的思
想情感相一致的语言构成的导入语。苏霍姆林斯基说：“教
育素养的重要特征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教师在讲课时能直接
诉诸学生的理智和心灵。”而情感性导入语起的正是“诉诸
学生的理智和心灵”、调动学生的情感的作用。

情感性导入语，要求讲课者“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
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列夫托尔
斯泰语）如于漪老师在教《周总理，你在哪里》时，课堂上
哀思如潮，学生难以自控。这就是因为她“自己的教案就是
用泪水写出来的”。

设计情感性导入语的关键在于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
用不同的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这也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
有效手段。为此，教师首先要钻研教材，把握作者蕴含在其
中的情感脉搏，然后再依此设计出与作者感情一致的导入语。
在实际导入课文时，教师还需注意自己的语速、语调及面部
表情等感染因素，要把文章中的感情充分得展现出来，这样
才能切切实实地打开学生的心门。

五、引述性导入语的设计

引述性导入语是教师引用与课文有关的名言警句、诗词文赋
等学生熟知的资料构成的导入语。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我
看来，教给学生能借助已有知识去获取知识，这是最高的教
学技巧之所在。”引述性导入语就是用学生已知的知识激起
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调动学生的求知欲。

教师设计引述性导入语，一定要选好资料。一方面资料要与
课文内容有关，只有这样的资料才能很自然地引入课文，才
不致于喧宾夺主；另一方面，资料也必须是学生所知道、熟
悉的，只有这样的资料，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激起学生的



求知欲望。同时，教师在诵读资料时，还需根据课文内容和
资料性质来确定自己的语调、表情等，要声情并茂，要使学
生有所感，把学生自然地导入课文中。

中学语文课导入语的类型还有很多，如故事性导入语，联系
实际导入语等，在此不再赘议。

设计中学语文课导入语的方法、角度多种多样，确实具有灵
活性。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采用何种方式，从哪一个角度
导入，都必须要结合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都要遵循启发性、
趣味性、知识性和鼓动性的原则。

注

该文：在蚌埠市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论文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荣获怀远县教育教学优秀论文壹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