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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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案反思篇一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第四组课文“外国名篇名著”中的
一篇。本组课文的训练重点就是激发学生阅读外国名著的兴
趣，引导他们读好书，读整本的书，进一步扩展读书视野。
名著普遍篇幅较长，孩子们望而生畏，再加上经典名著所写
内容比较久远，学生们不易领会而不愿阅读。惭愧的是，这
部小说我也没有读过。于是，图书馆借来这本书，草草阅读
给自己补上这一课。

教材选编这部小说很符合孩子们的爱冒险的特点。主人公也
是个孩子，与我们的学生年纪相仿，也和他们一样，聪明、
顽皮、淘气。本文是略读课文，也是孩子们初次接触“梗
概”这种类型的课文。这类课文孩子们既可以在“梗概”中
了解作品的全貌，又可以在“精彩片段”中品尝作品的语言
魅力。所以，教学的时候，“梗概”部分，重在“了
解”；“精彩片段”部分，重在“品尝”。

阅读《汤姆·索亚历险记》“梗概”部分的时候，我引导学
生了解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汤姆哪些冒
险的经历？他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主人公汤姆给你留下了怎
样的印象？这是阅读初期的真实体验，是粗浅的、漫不经心
的，这个体验决定了孩子进一步阅读的动力程度。所以说，
学生从“没有体验”到“有所体验”，这是第一个跨越。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案反思篇二

《汤姆·索亚历险记》这部名著的梗概和“找到汤姆和贝
琪”这个精彩片断组成。梗概围绕“历险”，写了汤姆的五
次历险：一是和哈克半夜到墓地检验胆量;二是和哈克、乔奇
到杰克逊岛当“海盗”;三是和哈克到鬼屋寻宝;四是和贝琪
在魔克托尔山洞迷路真正的历险;五是和哈克再次到洞中寻宝，
结果找到了强盗藏匿的金币。

《汤姆 索亚历险记》一课教学紧张而深沉。

回顾《鲁滨逊漂流记》引到《汤姆 索亚历险记》，板书课题，
读题，问学生发现了什么?课题有书名号，为什么?弄清这是
一部小说的题目，所以用上书名号。作者是谁?请同学简介作
者。师帮助抽出关键词概括，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的奠基人，文章以辛辣的讽刺风格著称。那我们今天就
走进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品味他的故事，
他的风格。

先来看“梗概”，什么是“梗概”?学生迅速说出是小说的大
概内容，主要内容。从梗概入手探知小说写了些什么内容。
师引导学生读第一段，用小标题概括事情，然后学生用上这
样的方法往下读梗概，标出小标题。几分钟后，师生交流概
括八个小标题，用这八个小标题归纳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
的主要内容在学生头脑里闪现着，多期待一睹小说的具体是
怎么写的。

自然来到品读原著中来，引导学生找出几处精彩处，在一次
次品读中感受到了汤姆的智慧、爱幻想、爱冒险、有正义感，
体会到小说的童真童趣童心，还有不露声色地带笑的'讽刺。
在赏析中师生交流碰撞，内心里自然喜欢了这部原著，更激
发学生课后好好阅读经典名著的热情。



《汤姆·索亚历险记》这篇文章和前面一篇文章一样，篇幅
比较长，而且文章分为梗概和精彩片段两个部分。根据单元
目标和教材特点我把这课的目标定为：了解梗概内容，初知
人物形象;欣赏精彩片断，感悟文章语言特点，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感知人物形象，教学重点是通过阅读梗概和精彩片段，
把握名著的内容，以及人物的形象，激发学生读外国文学作
品的兴趣。

预习课文的时候我让孩子们将文章中的生字新词和四字词进
行了梳理和自学。学习梗概的时候，我只为孩子们提出了两
个问题：1、通过读梗概，汤姆经历了几次历险?2、在梗概中，
你认为汤姆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从哪些词句中知道的?孩子
们经过自学讨论很快就迫不及待地举手要求交流。于是对教
材的梗概部分进行梳理：墓地历险、荒岛历险、鬼屋历险、
山洞历险，这样梳理内容一目了然。特别是在学生自学的过
程中，注意引导学生阅读的技巧：找出文中的关键词列小标
题。然后，我让学生用自然段的连接方法，概括文章的主要
内容，学生一下子就对文章的内容把握住了。对于第二个问
题，孩子们讨论的兴趣很高。我迅速抓住孩子们的某个发言，
引导孩子们去有滋有味地朗读句子。

在教学精彩片段的片段的时候，同样我也设置了两个问题：1、
精彩片段描写的是汤姆的第几次冒险的事情;2、从精彩的片
段中，你又感受到汤姆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从哪些语句中体会
到的?然后我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片段去细读，在孩子
们交流自己喜欢的片段的时候，我给了孩子们充分的时间去
读去悟，让他们去体会作者的语言特点。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案反思篇三

《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教学沿用《鲁滨孙漂流记》的教学方
法，只用一个问题统领全文： “文章哪些地方让你感兴趣，
为什么?你发现梗概原来是怎么写出来的?”问题抛给孩子，



他们如我预设般的很快谈了各自的感触，目光分散到了“墓
地试胆”“当小海盗”“鬼屋寻宝”“山洞迷路”“找到金
币”，基本做到了抓住关键词句，联系个人生活，体悟文本
内涵。关于梗概写法，也能从梗概和精彩片段中感悟出，梗
概虽然大致继续了课文的内容，但是也要有详有略，梗概一
般使用第三人称写法，而精彩片段大都是第一人称写法。

我随即为他们进行补充指导：

第一步：读。通过对原文的精读，尽可能地和文本、作
者“对话”，了解原文内容，明确作者的写作意图。如果一
两遍读不明确就多读几遍，不到胸有成竹绝不“善罢甘休”。

第二步：抽。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抽取出原文各段的段落
大意。需要强调的是对一些描写具体或是富含情感的关键段
落要注意适当保留原句;对一些简短的、不影响文章表达的次
要段落则大胆地取舍。

第三步：连。将抽取出来的各段大意连接起来。

第四步：理。将连接好的语句梳理通顺：删去重复的文字，
做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衔接，使它成为一段通顺的话。不过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梗概也不例外。成文后多读多改，梗
概才能更精彩。

解决完以上问题，一节课时间竟然还有剩余，于是神秘的告
诉他们，黑板上老师刚刚书写的词语(学生读书时，我便默读
边书写，目的是给他们读书就要顺手摘录的启示，同时将好
词有意识的挑选出来用于强化记忆)是老师摘录积累的，不光
优美，而且里面有好玩的游戏，看谁能发现?一听游戏，还很
好玩，他们可是上了劲，各个瞪着牛眼睛探寻。有人举起手
了，又有几个孩子举手了。我见差不多了，就请他们说自己
发现的游戏。真是知师莫过于生，他们找出了词语的特点，
可以将词语进行归类游戏，比如：abac式：无忧无虑 无影无



踪 无边无际 无声无息 比如：abb式的：黑糊糊 白茫茫 比如
词语里含有一对近义词的，我让他们分类并进行补充，大家
玩的热火朝天。我想：本课的词语积累应该不成问题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案反思篇四

教学《汤姆、索亚历险记》，我设计了几大问题：

再读精彩片段，围绕下面的问题交流：

1、你觉得汤姆是个怎样的孩子？哪些地方给你的印象最深？

2、你认为精彩片段中哪些地方最精彩？

其中第三部分的第一个问题：你觉得汤姆是个怎样的孩子？
哪些地方给你的印象最深？学生讨论的最热烈。这是略读课
文，我把设计的几个大问题写在了黑板上，在简单的介绍了
作者后我就让学生分组讨论黑板上的问题。但没有想到的是，
学生的讨论空前的热烈，而且提出了许多问题，我的情绪也
被调动起来了，就这样师生在讨论和交流中上了非常满意的
一节课。看来课堂上还真应该多给学生留些空间，把学习的
主动权还给学生。

汤姆索亚历险记教案反思篇五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在这则教学片断中，我引导
学生深入文本、联系自己的生活，让学生将一千多年前发生
的事情与自己现今的环境作对比，在学生们的畅所欲言中，
《捕蛇者说》这篇文言文与学生们拉近了距离。有了学习兴
趣后，生涩的文字不再是学习的障碍，学生在语文能力得到
锻炼的同时，其感恩的价值观也得到了培养。

在以往的文言文学习中，教师总是习惯于一开始就把“精
心”设计的问题抛出来，让学生据此展开思考、刻意求答，



这一做法使学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生涩的文言
文更加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乐趣。而这一节课，我一改往日
的教法，尝试以“零提问”的导读策略进行教学，在帮助学
生读懂课文的前提下，放手让他们自己提问，进行自主学习
和探究，引导他们对课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并结合文
本、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使枯燥的文言文学习变得生动有
趣，使学生在文言文的学习中也能够思维激发、灵性涌动，
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文言文到底怎么教?展开“零提问”这种“此时无招胜有招”
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学习中得到兴趣与快乐，
这只是我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探索与小小成果，在此作为引
玉之砖，以求教于大家的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