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领导在庆祝三八节上的讲话说(精
选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船教案及反思篇一

?黄山奇石》这篇课文即有抽象概括的描写黄山景色秀丽神奇，
又有具体形象的描写仙桃石，猴子观海等4种奇石。作者形象
生动语言文字极具感染力地把祖国的黄山奇石描写得活灵活
现!对在校的学生来讲，很少有人到过黄山，没见过黄山那种
变化多端，形态各异的奇石，大多数学生缺少对黄山的直接
经验，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借
助电化教学手段，声情并茂，生动形象地强化学生感知，努
力学懂这篇课文。

如果说，思维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那么想象则是维系美丽
花朵生命的源泉。因此，我在教学过程中注意通过看图和模
拟表演来创设想像思维的情境，引导学生掌握想象思维的方
法，如品味猴子观海时，我引导学生说说图中的猴子指的是
什么?海又指的是什么?学生很快发现，猴子是指山顶上想猴
子的一块巨石;海是指山峰间像波浪一样翻滚的云雾。显然人
们把这两种景象融为一体，称为猴子观海。这本身已充满了
想象的色彩，接着我又让学生细读重点句，从中找出抱着蹲
望这些描写动态的词语，以及一动不动这个描写静态的词语，
品味想象的意境。我让学生观看多媒体，自己描述看到的景
象。有的说：这只蹲在山顶上的猴子被翻滚的云海惊呆了。
有的说：这只猴子被眼前的云海吓坏了。还有的说：这只猴
子望着翻滚的云海在沉思。这时我抓注时机，让学生将自己
看到、想到的情景进行即兴表演，把图中景物，由语言变为



动作。以此激发兴趣，强化想象思维。在此基础上，我通过
谈话进一步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如果这不是一只石猴，而是
一只真猴，面对翻滚的云海，它会想到什么?这是课堂立刻活
跃起来，有的说：它会想，我要是孙悟空踏着云彩飞过去见
观世音有多好。有的说：我要是会游泳，跳下去游个痛快。
还有的说：我要是长出翅膀，飞到对岸去该多好!就这样，我
引导学生从观察入手，创设了想象思维的氛围，使学生的思
维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其次，新课改要求教师要有一颗慧心，做写作资源的开发者。
于是，我在指导学生品味奇石的基础上，增加看图联想，给
其他怪石起名字，写奇石这一环节，学生在与小组讨论交流
之后，加上先前的语言积累，通过儿童特有的思维，写出了
比文中更具有童真童趣的话语。如：有的学生写道：两只张
牙舞爪的大狮子，你争我夺的抢着一个漂亮的绣球。再比如：
一只雪白的天狗蹲在山头，呆呆的望着银盘似的月亮，它心
想，我怎么把他吃掉呢?一位漂亮的仙女，端坐在平台上，聚
精会神地弹奏一支美妙的乐曲。这一环节也使学生他们的个
性得以舒展，灵感得以释放，语文课堂真正成为了他们可以
尽情想象和创造的乐园。

现在，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要让学生注重对文本的感悟。
重感悟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地去想
象。还应该相信学生的能力，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把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思考留给孩子。这将是我今后努力的
方向。

小船教案及反思篇二

"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这话我信。《游褒禅
山记》在高中学过;读大学时，老师讲过;现在自己再读，和
学生一起赏析，每次阅读、学习都有收获。

有人说，"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



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这话我更信。宋诗是想出来
的，产生了大量的哲理诗，宋文何尝不是想出来的!宋文中的
哲理，更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游褒禅山记》叙述作者和几位同伴游褒禅山"半途而止"的
经过，借此生发议论，通过记游言志。文章因事说理，叙议
结合，前后照应，结构严谨，文笔简洁，语言凝练，体现宋
人游记善于议论的特点。

教学过程中主要先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疏通文意，掌握文中
重要实虚词，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文言知识，并让学生做
积累。在课文分析中让学生了解叙议结合，前后照应的严谨
结构。

这篇文章名为游记，实则说理，构思奇特，别具一格。它不
同于一般的游记，不重山川风物的描绘，而重在因事说理。
以说理为目的，记叙的内容只是说理的材料和依据，文章以
记叙的内容为喻，生发议论，因事说理，以小见大，准确而
充分地阐述了一种人生哲理，给人以思想的启发，使完美的
表现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谐统一，具体说来本文在写作
上有三奇。

一奇。文章开头就别开生面，有别于一般的游记。虽然一、
二句也按游记常格先介绍褒禅山的概况，第三句以下却愈变
愈奇，至"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才知道这个开头其实是考证，以考证山水得名、音读确否作
游记开头，这是前所未见的，此一奇。读到这里，读者不仅
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样写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但要真正体会到
这种"奇"，就必须读完全文才能豁然。

二奇。接着文章记叙游洞过程。一般游记文章，都以叙述描
写为主，而这篇文章的记叙部分却非常简略。记叙游前洞，
着眼点在地势"平旷"而"记游者甚众";写后洞，着眼点在"入
之甚寒"而"入之愈深，其见愈奇"，"来而记之者"则愈少。对



比写来，其目的则是为后文议论作铺垫，特别是段末处从乘
兴而来败兴而出作结，更为思考作一层准备，这就是记叙用
笔之奇，则为二奇。

三奇。全文若在此结束，仍不失为一篇游记佳作。因一般游
记文章，进行叙述描写之后，只是用极简省的笔墨，或感叹，
或议论，画龙点晴。可本文作者到此结束总有缺憾之感。因
此，作者用大段文字阐发悔思之得。文章首先从古人观察事
物而有得开始，探究的结果是"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接
着探究此次游山不能"极夫游之乐"的原因，辩证地提出了"夷
以近，而游者众"，"险以远，而至者少"和志、力、物三者在
求思、行事上的哲理。这次游山所得有二：一是志、力、物
三者的行事辩证法则;二是治学的严谨求实的态度。文章以考
证起，实则讲的是治学。治学也是行事的一部分，其态度和
行事密不可分，二者结合，成功才有把握。这样叙议结合，
缝合紧密，实为三奇。

作者更是借游山，向我们说出了他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
其实运用了"归因"方法。王安石把游山(准确说是游洞)的成
功归为四个条件，一是有志;二是有力;三是有物;缺一不可，
四，当然还有难度："险以远，则至者少"。但是他最强调的
是志。在物和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尽吾志而无悔"。王安石
这段议论，意义深刻，既说出了不怕艰难，勇往直前，领略
险峰上的无限风光的人生态度。也说出了"尽吾志而无悔"改
革决心。

总之，此文以游山探胜而未能尽兴为出发点，因事见理，说
明"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处，要想到达那里，必
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和足够的力量，还要辅以一定的物质条件。
此外，还从仆碑文字的读音情况，提出"深思慎取"的告诫，
这对今天我们的治学、处世、创业，都有借鉴意义。



小船教案及反思篇三

面对孩子们的童言无忌、过分的言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
态去面对，该怎样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用成人的眼光
去呵斥制止，是不加指责、悄然无声地息事宁人，还是用平
和的心态去理解他们的与众不同、还他们个体生命的发展权，
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呢？答案应该是后者。试想如果当时我
一口否定了他们的这份感受，当堂批评文文的做法，那我们
就无法看到他们心灵中的某些亮点，也无法以此为契机，引
导他们达到课文中表达的情感境界，甚至会伤害到文文幼小
的心灵，给其善的一面抹上阴影。我们知道，稚嫩的童心在
还未懂得成人的规矩及做法时，他们总是会及时地含羞地却
又毫不隐藏地展示自己的真情实感。细想一下，文文和莹莹
的表现不正是孩子乐于参与、对所学内容很感兴趣的表现吗？
他们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用自己的言行大胆表现出来，是一
种个性的张扬。作为教师，我们应扯下长期以来禁锢在头上
的尊者的裹头布，做学生个性解放的使者，用一颗平常心，
善待孩子们类似这样的个性化言行，珍视孩子们的独特感受，
保护好孩子们的积极性。

同时，用心去理解孩子的思想，用心去体验孩子的心灵，给
予孩子们一个表演的舞台、思维的空间，还他们全天候的心
灵自由，让他们自信地去说、大胆地去做。

小船教案及反思篇四

本节课，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动手，找到制造小船的关键。让
学生经历探究的过程。本课教材安排了5个活动内容，为了更
有效利用时间，我对教材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把“用橡皮泥
造船”和“哪艘船装载的货物多”合并为“橡皮泥小船制作
比赛”，把原教材“船的发展史”和“船的展览会”合并作
为第二个教学内容，而把“用其他材料造船”放在最后，可
以比较机动的处理课堂教学时间。



在上一节课《橡皮泥在水中的沉浮》实验时，学生探讨橡皮
泥浮起的原因时，“如何在不借助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如何
使橡皮泥浮起来呢？”这部分我使用的时间较多，所以在最
后一环节“橡皮泥排开的水量的比较”时，时间已不够。在
没有特别强调的情况下，对能浮的形状学生做了探讨，有船
形、碗形、饺子形等等。但在最后一环节排开的水量的比较
上，对能浮的形状1、2、3的比较上，效果不是很理想，只有
个别组的测量数据符合标准，而且只有把橡皮泥捏成上宽下
窄，边缘较薄的形状，效果才明显。由于学生测量时的时机
的把握、数据的读取、形状的设计等各方面综合因素的制约
下，这部分实验基本上以体验为主。所以，本节课《造一艘
小船》我分成了两部分来进行。首先，先把上节课的最后内容
“橡皮泥排开的水量”的比较进行，在上节课的动手操作基
础上，学生大概持续5分钟左右可以测量出数据，然后，在对
比总结的理论基础上，发现“沉的形状排开的水量少，既浸
入水的体积小；浮的形状排开的水量大，既浸入水的体积
大”，在理论的指导下。如何让小船载重量大，那么关键就
在于浸入水体积的大小了。从而可以轻而易举的把小船载重
比赛进行完了。

第二个环节利用实物投影仪向学生介绍船的发展史，使学生
了解船的由来及变化。并让学生了解我国航空的现状，同时
进行思想教育。

不足之处是最后一个环节让学生展示自己造的小船时，没有
进行细致的评价，学生介绍的不详细，显得有些仓促。

小船教案及反思篇五

在执教《童年的朋友》时,我逐步引导让孩子们自己思考,你
曾经和你的玩具有什么形影不离的情景,学生的想象竟超出了
老师想象的空间,"当我乘凉时,我把小熊抱在怀里,和我一起
欣赏月亮里的嫦娥".当我踢足球时我也让他坐在旁边,他举着
双手好似在为我鼓劲加油……教师要做一个牧羊人,把可爱的



孩子们引领到最肥沃的草地上去尽情享受!教师让学生通过"
说"和"读"把感情表达出来,课堂在这激烈的情感碰撞中进入
高潮.

最后,我觉得应该给学生一个"感悟的课堂".把人家的情感如
何变成自己的情感.我在教学课文的第三小节时,我就引导学
生联系自己的实际体会文中的作者与玩具小熊之间的那种真
挚的感情,朗读时孩子们充满着激情,饱含着对玩具小熊无比
的喜爱之情……这样,孩子们自然就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感,同
时也将自己深深地感动.如何把文中的语言加以积累,我设计
了一个说话练习,把文本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

当然,在教学中有很多不足之处,对学生的朗读训练得不够,因
此学生对于文中的重点句读得不够味.我的时间还不是把握得
最好,朗读的次数和深度都没有到位,也是因为有了想面面俱
到的心理.学习环节中最后一个环节,复习巩固来不及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