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与法治诚实守信教学设计 守信教学
设计(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道德与法治诚实守信教学设计篇一

教材分析：

课文用拟人化的手法、儿童化的口吻描写了泉水从冲出石缝
到汇入大海一路经过的地方及发生的故事。山腰的水池、山
间的平地、山坡的果园、静静的山谷四幅场景意境优美，极
富画面感。语言清新明快，充满诗情画意。

孩子们见惯了矿泉水，很少见过山泉水。课前教师可布置学
生搜集泉水的相关资料，有条件的还可以亲自去看一看。教
学中要充分发挥教材的潜在优势，引导学生个性化的自读自
悟，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

教学目标

1、会认5个生字，会写10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认识泉水“多、清、甜、美”的特点，体会泉水一路奉献
的精神和奉献的幸福感。

教学重点：

识记生字，品词析句，感悟泉水的快乐、无私。



教学准备：

课文录音带、音乐磁带《泉水丁冬》、生字卡片、搜集泉水
的相关资料。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你们见过泉水吗？你们了解泉水吗？你们知道泉水的知识吗？
谁能说一说呢？

二、识字学词：

1、读第一自然段“你瞧，是一股清泉从石缝里冲出来
了……”一句，认识生字“股”。“股”和“缝”可借助手
势、实物或图画显示字义。

2、出示“杜鹃花”图片，结合插图，通过形象感知认识“杜、
鹃”，并可结 合姓氏识记“杜”字，联系学过的“鹊”识
记“鹃”字。并串讲关于杜鹃花的故事。

3、借助图或实物认识“瓦罐”，学认“罐”字。

4、小组交流识记生字的方法。

三、写字指导。

要写的字中左右结构的字较多，在整体观察的基础上，可以
把重点放在总结“月”字作偏旁以及在字的左下时的变化规
律上。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复习15个要求认读的生字词，正确书写要求掌握的生字词。

2、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课文内容。
试着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激发学生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的兴趣。

4、学习泉水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一、导入：

同学们，你能说说你对见过的泉水有什么感受吗？今天我们
就来学习有关泉水的一个故事。

二、朗读感悟

1、图文结合，展开联想，整体感知全文。

（1）出示课文插图，提问：你观察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2）自主说话，小组交流。

2、老师示范朗读或播放配乐朗读录音，让学生欣赏、体
会“很多很多、很清很清、很甜很甜、很美很美”的泉水带
给人们的幸福生活。

3、小组合作朗读，读准生字，读通课文，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一部分在小组里展示朗读。

4、小组派代表读课文。比一比谁读得最好，并发“小书签”
奖励。



5、在整体朗读过程中重点指导品读下列句子。

（1）“来吧，来吧！我的水很多很多，山上有一座天然水塔。
”

（2）“照吧，照吧！我的水很清很清，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
”

（3）“喝吧，喝吧！我的水很甜很甜，喝饱了，你们能结出
更大更甜的果子。”

（4）“唱吧，唱吧！我的琴声很美很美，正好为你清脆的歌
声伴奏。”

要求读出泉水自豪、欢快的语气，突出泉水“多、清、甜、
美”的特点，体会泉水无私奉献的精神。

6、师生合作，采用教师引读、分角色读等多种形式朗读课文，
进一步在读中感悟。

三、总结拓展

1、朗读全文，感悟泉水的纯洁无私、美丽可爱的心灵。

（1）有感情地自由朗读全文。

（2）讨论交流：你觉得泉水怎样？喜欢他吗？给大家读读你
最喜欢的句子或段落。

2、发挥想象，进一步体会泉水给人类带来的好处。

（1）“叮咚，叮咚”，泉水还会流到哪里呢？一路上他还会
看到什么，为大家做些什么？

（2）口头补充句子。



四、积累运用

1、在“好词佳句”本上自愿摘抄词句。如，很多很多、很清
很清、很甜很甜、很美很美……“唱吧，唱吧！我的琴声很
美很美，正好为你清脆的歌声伴奏。”还可仿照上述词句的
形式另写几个词语或几句话。

2、熟读课后练习“我会读”中的小韵文，然后小组合作进行
朗读表演。鼓励有兴趣的同学把它背下来或抄下来。

五、实践活动

以小组为单位，组织一次公益活动，如，打扫街心公园的卫
生，制做保护环境的宣传牌，帮助军属做家务……为社会奉
献爱心。

相关链接：

1、泉水。从岩石裂缝或地下涌出地面的地下水。泉水在山区
较为常见，因为山区的地形多经山体运动的强烈切割，有利
于地下水流出。泉水按流出地面的差异，可分为下降泉和上
升泉；按泉水的温度可分为温泉、冷泉和普通泉。许多江河
湖泊都是由众多泉水汇成溪流聚集而成的。泉水不仅可以灌
溉农田，供给人们饮用，有些泉水煮熟后还可提制食盐，还
有的泉水具有保健作用。

2、饮用天然矿泉水和天然泉水,山泉水有何区别?

饮用天然泉水,山泉水和饮用天然矿泉水都属于一种类型的水,
它们都是无污染的地下水，都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
素,其成分,流量,温度相对稳定.唯一的区别只是饮用天然泉
水,山泉水的特征组分的含量尚未达到矿泉水的界限指标.饮
用天然泉水,山泉水是仅次于矿泉水的优质饮用水.



[《泉水》教学设计 (鄂教版三年级上册)]

道德与法治诚实守信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认识6个生字，会写3个字。

2、在反复诵读中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诗歌的韵味和
美好意境，受到美的感染熏陶，培养想象力。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背诵。

4、培养学生阅读故事的兴趣和能力，激发对祖国古典文学的
热爱之情。

重点、难点：

在反复诵读中引导学生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诗歌的韵味和美
好意境，受到美的感染熏陶，培养想象力。

教学过程：

一、看图引入

1、看看树林图片说感受

2、这美丽的树林引来了一位大诗人，他是清代的袁枚，他在
这片树林里悠闲地散散步。散着散着还散出了一首诗呢，我
们来看看他写的题目--所见（指名读）

二、初读感知

1、“所”是生字，但很常见，相信很多小朋友已经见过了，
告诉大家你在哪儿见到过？给它找找朋友。（注意平舌音）



2、“所见”就是所见到的，那袁枚大诗人见到了谁？自己读
这首诗，仔细找找。

3、理解“牧童”（放牛、放羊的孩子），学生字“牧”

4、这个牧童做了什么事让袁枚大诗人那么感兴趣呢？再读课
文，找一找，还要圈出剩下的4个生字，重点记一记。

三、理解诗意

1、牧童骑黄牛

牧童骑在黄牛背上会看到什么？看到这样，他会禁不住想干
什么？（会想放声歌唱）

我们来看看诗人是怎样写出牧童的歌声的，找出来读一读

2、歌声振林樾

a、理解“林樾”

“林樾”两个字都是什么偏旁？木是表示什么的？所以林樾
就是……

b、给“林”组词

c、写“林”

那怎样才能写好这有两个木字的林呢？范写--描红--自己写
一个

d、牧童的歌声在树林里怎样？

这个“振”虽然在中间，但这是古人的写法，我们得放在林



樾的后面，理解成在树林里回荡。

e、引导朗读，背一背“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小牧童骑在牛背上，多么自在呀，舒适地读

小牧童看到蓝蓝的天、绿绿的树、青青的草，红红的花，风
景真好，心旷神怡地读

今天不下雨，称心如意地读

推荐一下谁的歌声最悠扬

f、开心地背一背

3、意欲捕鸣蝉

a、除了牧童的歌声，诗人还听到了什么？

b、记一记“蝉”，说说你对蝉的了解。

c、诗中所指的蝉在哪里？一棵高高的大树上躲着一只小小的
蝉，牧童怎么知道这棵树上有蝉的？它老鸣叫所以诗人叫
它“鸣蝉”。

d、学“捕”

现在牧童已经捉到蝉了吗？（理解“意欲”）

4、忽然闭口立

a、学“闭”

奇怪，牧童在放声歌唱，又没大声喊：我想捕蝉了！诗人是



怎么知道的？

（指“闭”）这是什么字？什么结构？谁来做一做闭口的动作
（先唱着歌，听口令闭口）

b、学“立”

看小朋友的样子，不但闭了口，而且站直了，这叫“立”，给
“立”找朋友

c、理解“闭口立”

像他这样的就是“闭口立”，那书上的牧童就是这样吗？
（注意眼睛得朝上看）谁来边做动作边读“意欲捕鸣蝉，忽
然闭口立”

d、写写“闭”和“立”

注意“闭”先写门再写“才”，“立”要站直，最后一横最
长。

5、有感情地朗诵整首诗

请小朋友上台边朗诵边表演

6、机动：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

四、小结

学了这首诗，你觉得牧童是个怎样的人？（懂事，可爱，活
泼）

诗人呢？（善于发现，及时记录，）



五、作业

《课堂作业本》填写后三句。先背给同桌听，再写。

[《所见》教学设计 (鄂教版三年级上册)]

道德与法治诚实守信教学设计篇三

学习目标：

1、学会10个字，认识9个字。学习运用工具书，联系上下文
和生活实际理解相关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分角色朗读人物对话。

3、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感受宋庆龄诚实守信的高贵品质。

教学重点：宋庆龄为什么拒绝父母的建议，坚持留在家里？

教学难点：理解小珍失约，宋庆龄在空等一天的情况下为什
么还能保持平静的心态？感受宋庆龄诚实守信的高贵品质。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准备：

1、生字卡片或小黑板。

2、收集有关宋庆龄生平的有关资料。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情，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

1、学生自由地读文，注意把生字的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顺。

2、指名学生分自然段读课文。

3、学生互相评议、正音。

4、注意多音字“强”的读法，“钟”、“龄”的读法。

5、再读课文，看看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6、设疑解惑，主体感悟。

7、再自读课文，看看你读懂了什么？

三、课堂练习：

学习练写课后的生字。教师相机指导写字的姿势和格式，以
及运笔要领。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顾课文内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用自己的话说说对“守信”两字的理解。

二、演读结合感悟朗读。

1、我们已经读懂了课文，你们想不想把课文内容用自己喜欢
的语言表演出来？



宋庆龄等了小珍一天，小珍也没有来，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4、学生评议，教师相机归纳。

三、教师小结。

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处事的基本标准，宋庆龄从小就重诺言、
守信用，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四、课外积累：

将你收集的有关“守信”的故事读给大家听。

板书设计：

[《守信》教学设计 (鄂教版三年级上册)]

道德与法治诚实守信教学设计篇四

活动形式：

小品串演、朗诵、讨论

活动时间：

20__年3月17日(周三)

活动地点：

初一班教室

活动目的：

通过学生自编的小品表演反映现代社会诚实守信情况，通过
班会认识到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的必要



性，学会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准备阶段：

1、让学生在日记中谈谈自己对诚信的认识和如何遵守诚信的
看法;

2、利用班会课时间请同学谈谈你所看到或听到的关于“诚实
守信”的名言及故事;

活动过程：

一、主持人发言，宣布活动开始

(男)：高尔基曾经说过“让我们做一个大写的人吧”，而诚
实和守信就好象人字的一撇和一捺，支撑起我们每个人的道
德准则。

(女)：诚信是古人推崇的一种人格境界，它要求人们真实无
妄，诚实无欺。诚信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道德行为。
只要有内心诚实，才能善待父母，善待朋友，进而维护更高
层的社会关系。

(女)：拥有诚信也是一种财富。在商场上，成功的商人都拥
有诚信，他们言而有信，谁与他们合作都会很放心，也很开
心。有了诚信，即使这个商人的事业并不成功，但我将可以
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合)：诚信是中华的传统美德，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具备的，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自己的诚信，拥有诚信所带来的幸福!我们
今天的班会课主题：“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二、学生分组表演、讨论、演讲。

三、活动总结：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是处理个人与
社会，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基础性道德规范。国无
信不立，家无信不立，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
的最起码的准则，它对我们的成长和成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
意义。让我们精心呵护我们纯洁的心灵，自觉自律，自尊自
强，诚实守信，做文明学生。

四、活动效果：

通过班会，同学们认识到诚实守信是一种美德，是每个人必
须具有的品质。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在学好文化知识的同
时，还应培养诚实守信的思想品质。同学们明白：诚实的意
义和价值并不是别人对你形成的看法，并不在于别人说你是
不是个诚实的人，最重要的是：诚实是我们做人的第一要素。
做人诚实是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天地良心，
这就是诚实的价值!

道德与法治诚实守信教学设计篇五

《守信》这篇课文叙述的是古人讲究诚信的故事。范式和张
劭重承诺、讲信用，他们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阅读这篇课
文，能给学生非常有益的启示。课文的开头两小节各用了一
句话交代了本文的主要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课文具
体介绍了一件事：范式和张劭相约两年以后相见，两年后范
式如约来到张劭家，拜见了张劭的父母双亲。语言简洁明了，
通俗易懂，但意味深长，说明了范式是个讲究诚信的好少年，
同时也告诉每一个学生与人交往，要讲究诚信。

二、教学目标

目标一：能在阅读过程中独立识记本课生字。注意区别“参
见、探望、看望、拜见”等词的意思，学会正确使用。

本课难掌握的字词不多，“参见、探望、看望、拜见”等词



语的理解可放在课前进行预习，课内注意引导学生结合具体
的语言环境，正确运用即可。

目标二：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在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
上，能读出人物的不同语气。

朗读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领悟课文情感，积累语言词汇，陶冶情操。本课比较简短，
但意味深长，可让学生多朗读，在朗读中理解内容，感悟文
章蕴涵的深刻道理。

目标三：理解课文主要讲了范式和张劭重承诺、讲信用的故
事，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讲诚信。

本篇课文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浅显明白，教师无须做过多的
讲解，但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要做到适当引导，让学生
在理解内容的同时，较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意思，领会其中的
道理，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讲究诚信。

三、教学设计

研究了教材，制定了教学目标后，我对教学进行了如下设计：

（一） 自主探究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
教学必须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
的主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要，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抓住文本中的
两位主要人物，让学生自主学习，通过找词找句来说明自己
喜欢其中一位的理由。在朗读交流的过程中自读自悟，获取
知识、体悟感情，从而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二） 朗读感悟

朗读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领悟课文情感，积累语言词汇，陶冶情操。《语文课程标准》
中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老师的分析来
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本文语言简洁明了，情感真挚，在
教学中应用更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通过多种形式
的朗读，让学生感悟体验，再通过读来表达自己所体验到的
情感。同时对学生的朗读要进行适时合理的评价，激发学生
向更高的朗读目标努力。

(三) 有效拓展

语言是情感的载体，情感是语言的内涵。《语文课程标准》
中指出：“要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独特体验。”因此，在本
课的教学中，我设计了“范式和张劭手拉着手来到家中，会
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说一件你知道的有关诚信的
事。”等一些说话练习，旨在激发学生发挥丰富的想象，引
导学生运用学过的语言文字表情达意，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

[《守信》教学设计 (鄂教版三年级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