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野餐的教案(通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野餐的教案篇一

《中国结》是一篇散文，通过介绍近几年来流行受宠的饰物
中国结，表达了中华儿女“同根生”与“心连心”凝聚的浓
情。课文首先描写了人们对中国结的喜爱，接着说明了中国
结丰富的寓意及人们寄托于它的浓浓的情谊，指出了中国结
已经成为向世界传递祥和和喜庆的象征。课文表面上写的是
中国结，实际上表达的是中华各族儿女对祖国深深的热爱。

本文具有感情强烈、语言精炼、意境优美、音韵和谐等特点。
尤其是第二、三、四自然段有些句子对仗工整。入情入境，
令人陶醉，适合朗读。第五自然段是文章的中心段落，要反
复朗读，引导学生体会中国结是炎黄子孙同根生、心连心的
象征。

中国结是学生熟悉的一种装饰物，学生们对此并不陌生，教
学时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和学生已有的经验，了解中国结的制
作过程，加深对中国结的了解。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了解中国结的寓意，体会其中饱含的中
国情、中国心无疑是本课教学的重点。特别是对于“头”这
个词的理解，如何把实物说明与象征意义结合起来，使学生
明白这个“头”包含有两层的意思：表面指的是编结中国结
的那根绳子的起点，实际上指的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乡土，
是本课教学的难点。教师要循循善诱，让学生细细品读课文
中的含义深刻的句子和精美的词语。从而与作者的情感达到



共鸣。

我在设计教学时，十分注重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
以教师自身美好的形象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师生关系自然
融洽，是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课堂教学气氛的重要前提。其
次，重视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和阅读能力的训练。教学中，
老师注意引导学生独立钻研文本，自读、自悟、自得，在整
体感知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就重点句、关键句合作
研读、讨论、品读。如：在学习第五自然段的时候，老师抓住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编织中国结那根绳子的一部分”来理
解下文中“头”的含义。通过自由读、范读、集体读、想像
读、感情读等不同方式，读出感情，读出意蕴，在此基础上，
积累语言，培养语感。

这是一篇典型的总分结构的文章，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段与段
之间的联系，理解表达顺序。

课文语句优美，特别是第2——4自然段描写出了中国结的美
和人们对它的喜爱。教学中，首先让学生仔细阅读这些段落，
并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朗读、背诵，同时知道某些段落是围
绕中心句来展开的，知道作者是怎样具体写的，体会文中几
处排比句的精彩与作用，还有过渡段所起的作用等。

野餐的教案篇二

《北京》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三册中一篇写景的游记。作者
用生动的语言、准确的词汇，为读者介绍了首都北京的美景。
这是一篇培养学生语感，帮助学生积累语言、运用语言的好
文章，也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的好教材。

在开课时我让孩子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并聆听了
《北京欢迎你》这首歌，一下子把学生的兴趣提上来，让孩
子意识到今天学的课文和北京有关，然后把孩子带入情境，
请对北京有一定了解的孩子说说北京有哪些景观，从而揭题。



学生还停留在刚才美妙的歌声中，兴趣盎然。

然而首都北京对于我班的学生来说，几乎都没去过。绝大部
分学生缺少对北京的直接感知，这就对课文的理解造成了一
定的难度。尤其是理解课文的二、三、四自然段的内容，感
受首都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激发学生热爱首都，热爱北
京的感情既是本课的重点，又是本课的难点。特别是课文的
第四自然段，课文对所提到的名胜古迹、公园、新建的高楼
大厦未做详细介绍，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北京，对于孩子们
来说有难度。为了突破教学的重难点，在引导学生扎扎实实
地理解语言文字的同时，我采取的相应对策是充分运用多媒
体网络，让学生更直观、更准确地感受祖国首都北京的美，
激发学生对北京的热爱之情。当北京风景以及风俗民情真实
地展现在学生眼前时，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学生
真实、生动、形象地感受北京的伟大、美丽，同时有助于学
生理解文章中重点词语。

在课外我还收集了许多北京的图片在课上给学生欣赏，目的
是让学生更充分的了解北京，当图片播放的时候，学生们表
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纷纷发出赞叹，与此同时，图片中的一
些不知道名字的景物被学生纷纷猜疑起来，如果在这里我再
向学生作一下介绍就更好了。

在这次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在字词得教学中，节奏不够紧凑，花的时间过多。生字组
词朗读的时候，可以学生先组词，学生不能组词的，教师再
补充，这样更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组词应该将词语
板书，对二年级的学生来说，看着生字读词语，有一定的难
度。

2、课前准备没有做好，孩子们在读的时候并不是很顺畅，速
度比平时要慢几倍，就是平时读得好的孩子也是嗑嗑巴巴的，
本应该是课前的功夫全用到课上来了，所以课进行的很慢，



不能按正常的进度进行。

我想，在常规课堂教学过程中我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
改进，让孩子们能更加轻松愉悦地上好每一堂课，学好每一
个知识点。

野餐的教案篇三

识字4是字盘识字，是关于形声字的归类识字，感觉一年级的
孩子还是需要用语言去忽悠他们动起来，忽悠他们更主动更
热情地投入学习的，这样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心理上
的愉悦，动手的快乐，动脑的快乐，思维动起来，学习更有
效。然后就想起了这样的识字游戏：搭积木，或者是拼装机
器人，上课的时候又觉得这也像是在变魔术。游戏是这样的：
给出生字的部件，让孩子自己去拼装，去重组，组合好以后
向别人介绍一下自己组装出来的字。今天给出的是“也”
和“马字旁、提土旁、单人旁、三点水”，带着学生认识了
这些部件，学生就开始唧唧咕咕说开了，拼不出来的，也就
自己去翻书看了，哈哈，看着就开心呢。交流时候，一引导，
学生就可以根据形旁大致说出这些字的意思了，音形义都巩
固了，形声字的感觉也就慢慢出来，这时候点拨总结一下
就ok了。当然，准备够充分，让每个学生都有一套这样的部
件或者字盘，自己动动手，再跟同桌合作一下，识字就更有
意思了。

识字4教后反思

识字4两课时学生都学得兴致盎然。第一部分我采用转盘教学。
课前我把转盘带到教室里去的时候，孩子们都非常好奇，我
没有给他们碰，故作神秘地说：“这叫快乐大转盘，上课的
时候，老师请学得认真的小朋友到前面来转转盘。”孩子们
听了格外兴奋，一上课就精神倍增。我先请学生认认偏旁，
说说这个偏旁表示什么，然后请学生上来把转盘转起来，转
到哪个就学哪个，当转盘转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全神贯注地



期待着，学得特别认真。

在教学第二部分时，猜字谜学生也非常感兴趣，我们在课上
不仅猜了书上的字谜，还补充了几条。如：

（1）天没有地有，海没有池有，你没有他有。

（2）燕山有只燕，头尾全没有，心口送猎人，翅膀伸展开。

一个个谜语激发着学生的思维，孩子们乐在其中。课后我还
让学生自己收集谜语，自己编谜语来考考别人。课间孩子们
都在互相拷问，在猜谜的过程中学生都感受到了汉语言文字
的魅力。

野餐的教案篇四

我想所有承担过公开课的老师都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总希
望自己的课堂能做到尽善尽美。尽管有着十多年的教学经验，
尽管有着多次承担县级以上公开教学的经历，但每次公开教
学前的备课环节于我而言，都如同初登讲台的新手般惴惴不
安，总想追求完美的课堂，所以一次次备好，又一次次推翻。
但人无完人，一堂课下来，尽管大家好评如潮，却也有些环
节不尽如人意。现对这节课中的亮点和不足谈些自己的体会，
以督促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做得更好。

本节课的关键的句型是“whatareyoudoing?iam…”。通过对话
的学习，让学生学会询问他人或表达自己正在做什么。从内
容上讲，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对学生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因
为学生以前未接触过现在进行时。另外，本节课教学内容比
较枯燥，主要是句型“whatareyoudoing?iam…”。在教学环节
中，学生通过唱歌，感受目标语言。在操练环节中，学生通
过朗读，熟悉目标语言；学生通过口语练习，巩固目标语言。
在拓展环节中，学生相互交流，运用目标语言。



在整个教学教授过程中，我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以学生为主体，活动形式多样化。首先，学生活动形
式丰富，有个人、两人、小组和全班性的，有教师指导性的，
也有需要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的。活动均安排在一定的语境
和情景中进行，突出了培养学生用英语思考和用英语进行交
流的.能力。其次，教师在启发与示范后，能够把足够的时间
留给学生，让学生努力实践与展示自己。学生能够积极参与
讨论并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教学效果良好。

第二，注重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变，结合学生生活体验，强调
学以致用。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和合作精神。另外，
在活动中渗透情感教育。

第三，课堂气氛生动、活跃。整堂课**迭起。特别是巩固环
节，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操练句型。孩子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自编儿歌，创作歌曲，编排游戏。充分发挥了孩
子们的自主性，更说明了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这个环节将
整堂课的气氛推向了**。

第四，注重学生能力的拓展。在学生较熟练掌
握“i’mdoing…”的用法后，把句子的主语延伸到第三人
称“he’s/she’sdoing…”，对知识进行拓展，为下一课的教学作
好铺垫。

第五，ppt的运用，直观生动，效果好，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参与的热情。

在教学中可能我关注更多的是孩子们参与课堂的热情与自主
性，因而对课堂中孩子们的一些发音不准与拖音现象未加以
及时纠正，这点做得不是很好，在今后的教学中会在语音的
教学上严格要求自己和孩子们。



野餐的教案篇五

开学第一个礼拜，天空好像破了个大洞似的，一直哗哗地往
下漏水。有时是滂沱大雨，有时是绵绵中雨，有时又是牛毛
细雨，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不少麻烦。

星期四中午，难得天公作美，太阳露了下笑脸。可是到了要
上学的时间，天渐渐地暗了下来，老天好像随时准备往下泼
雨。我一边准备下楼，一边在心中默默祈祷：老天爷，千万
不要现在下雨啊，等我到了学校再下吧。可是，我和妈妈刚
到楼下，一声闷雷好像给我按下了静音键，把我吓得静止了
一会儿。紧接着，大雨就毫不留情地泼了下来。雨点打在屋
檐上，噼里啪啦仿佛炒豆子一般；雨点打在草地上，小草对
它佩服得五体投地；雨点打在水泥地上，不一会儿就激起一
大片水花；雨点落在积水里，“咚咚咚”冒起了一个个泡泡。

我和妈妈穿好雨衣、雨鞋，撑着雨伞，全副武装骑上电动车
向学校前进。一路上，雨点“噼噼啪啪”地直往雨伞上打，
好似热锅上的青豆――蹦得欢，有的像一串断了线的珍珠直
往下滚，有的则调皮地化成一条条雨线，顺着我的小腿流进
雨鞋，好像在玩滑滑梯。

终于到学校啦！我连忙从电动车上下来，一脸狼狈地跑进教
室。我先看了看其他同学：他们有的头发湿得一团糟；有的
像刚打完水仗似的，背上湿了一大片，还有的拎着滴水的鞋
子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再看看我，成了
一个典型的“落汤人”，头上湿了一大片，小腿被淋得湿答
答，鞋子、袜子被雨水泡了个透，眼镜上、脸上简直就像去
潜水了一样，胳膊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水珠，真是惨不忍睹。

虽然万物的生长都需要雨水的滋润，但是我希望老天爷以后
不要再在我们上学的时间段下大雨了！



野餐的教案篇六

一直在忙碌着忙碌着，终于能坐下来。

想想评教评学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就
是——一堂课下来，学生基本上都掌握了本课教学内容，每
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快乐和充实。

从一开始，我就从复习力度记号入手，接下来，让学生运用
到发声练习当中，在学习歌曲时，也通过力度的对比表现出
了大雨和小雨的不同，最后，启发学生在生活中寻找不同的
力度，运用弱的力度轻轻地离开教室。自始至终，我没有过
多的说教，而是启发和引导，我的动作、我的语气、我的肢
体语言都是用来启发和引导学生的媒介，学生感悟到了，学
生体会出了，学生明白了，学生会运用了，学生找到了……
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外，也在我的期望当中。我没有预料到
的是：没有经过我的亲自说教，学生也可以完成教学内容。
我也很轻松；我的期望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大胆表现。结
果全班除了5名同学羞涩的不表现外，其他都站在了教室的最
前面，大胆的表现自己、展示自己。

后来在评课时，校长和主任都给予了好评，校长高兴地
说：“你终于进入了角色！以后的课就这么上。”哦，原来
新的教学是这样的。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见过一节音乐示
范课，一直对新的教学要求持冷观态度。认为那是语文和数
学的事，和我无关。可是随着学校深入的开展以来，我觉得
我的动作慢了，我看到了其他老师上课的轻松，学生对学习
的投入，那种热情震撼了我，也鼓舞了我，我的心理开始随
着血液的高涨而加速跳动了，我也开始跃跃预试了，我也尝
到了甜头，尤其是领导的肯定，更坚定了我的信心。音乐课
更需要解放老师的头脑，更需要解放学生的课堂。让我们一
起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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