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个有责任心的小学生教案(模板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做个有责任心的小学生教案篇一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学生调查附近存在的一些污染问题，
认识环保的重要性，并自觉向周围的亲戚朋友进行环保知识
宣传。

1、了解环保方面的知识。

2、通过各种有趣的活动，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3、激发学生对地球妈妈的热爱。

认识环保的重要性。

激发环保的激情。

1、制作“智慧之星”、“创意之星”等若干个徽章。

2、课件（有关优美的校园及学校周边被污染的图片）。

3、《只有一个地球》课文录音。

1、课时（45分钟）

1、展示优美的校园及学校周边被污染的图片。

师：谁能结合图片及自己的亲身感受说说你眼中的校园？



（生自由发挥畅所欲言，突出学校的美丽即可）

2、师根据学生的表述总结：我们的校园是一个美丽的'大花
园，绿草如茵，整洁而大方。我们能在这样的校园中学习生
活，我们多幸福呀！但是有些人只顾着为自己谋私利，不顾
对校园环境的保护，导致出现了这些画面。

1、展示有关三江源头环境污染的图片。并配上《只有一个地
球》录音。

2、师描述：河流干涸，土地荒废，垃圾成堆，浓烟滚滚。这
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地球妈妈在
伤心地哭泣！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离开地球我们别无所去，
我们怎能看到她备受摧残而不管呢？让我们从现在做起行动
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妈妈吧！

1、请出四个自由组合的环保行动小组。

a信息组b采访组c摄影组d问卷组。

2、展示成果。

a信息组。

（评价是强化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成功
的重要手段。在教学中，积极的评价，正面的肯定，能使学
生产生一种成就感，增强参与活动的信心。）

b采访组。

c摄影组。

（组长展示拍摄到的照片。）——师：看到这一切你们有什
么感想？



d问卷组。

（组长出示问卷内容。）——师：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
你们发现了什么？

3、师小结导入。

4、学生汇报。

写建议书、写信、发宣传单、贴宣传标语或宣传画、出手抄
报、摄影展、制作警告牌……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学生的参与意识被激起，其参与激情
不断提高。当他们畅谈自己在活动中收获时，同时自己也进
行了深切反省，我及时注意课堂调控，及时捕捉反馈信息。
引导学生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关注社会的环保问题，增强学
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

同学们，我们的新家园和新校园来之不易啊！每一块砖、每
一片瓦、每一棵树都离不开祖国各族人民的亲切支援，我们
走过的每一寸道路都融入了他们的辛勤汗水和爱心。我们怎
样表达我们对祖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呢？必须从我做起，要让
我们周围的环境美起来，让我们的玉树美起来！今天的课堂
中，同学们畅谈感受，积极参与。老师相信，只要每人出一
份力，我们的世界将变成绿色的人间！

做个有责任心的小学生教案篇二

1．认识6个生字和8个会认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能正确评价三个学生的做法，使学生受到“节约用水，做
力所能及的好事”的教育。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能正确评价三个小学生的做法，使学生受到“节约用水，
做力所能及的好事”的教育。

做个有责任心的小学生教案篇三

１、学会本课的１２个生字，能正确读写生字新词。

２、正确朗读课文，用自己的话讲这两个寓言故事。

３、理解寓言的意思，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理解两则寓言的含义

２课时

第一课时

谁还记得我们学过哪些寓言故事？

教师小结：寓言故事中都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教师举例
说明）今天我们来学习两则寓言故事。首先我们学习第一则
寓言故事《揠苗助长》。

１、自读《揠苗助长》，学习生字

２、检查自学生字的效果。

３、让学生以“开火车”的方式读生字。

４、再读课文，了解寓言的大致意思。

（在小组里说一说，然后指名在全班交流。）说说你读懂了



什么？

５、根据寓言内容，思考问题,读懂课文。

（1）种田人见到自己田里的庄稼总是不长，他的心情怎样？
在文中画出最能表现心情的词语（焦急）引导学生朗读第一
自然段。（要把种田人的焦急的心情表现出来）

（2）种田人怎样做的？指名朗读课文的相关段落。让学生根
据课文中的插图用自己的话说说。

６、小组讨论：种田人觉得这种做法怎样？你觉的他这种做
法怎样？

从“总算”“一大截”理解种田人的心情。

７、这则寓言最后的结果怎样？读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
法。

（小组交流，指名在班上说一说）

你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像故事中种田人那样的人？
你想对那个种田人说点什么？

（先在小组里说说，再在全班交流。）

引导学生总结这则语言的含义。

（凡事都有它的自身发展的规律，如果违反了事物发展的规
律办事，就会把事情弄糟。）

第二课时

１、用自己的话讲一讲《揠苗助长》这个成语故事。



２、说说《揠苗助长》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１、自由读课文。

根据题目大致说说“亡羊补牢”的意思。理解“亡”丢
失。“牢”这里指羊圈。

２、检查生字的自学情况：

出示生字，指名读。开火车读。

３、朗读课文，探究学习。

那个养羊人为什么丢了两次羊？后来为什么没再丢羊？

同桌互相说——全班交流。

４、评一评：你对这个牧羊人有何评价？

５、感情读故事。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接下来让
我们有感情地读读这个故事。

（学生自己体会，教师加以点拨）

可以先在小组里讲，再派代表在全班讲。

结合实际，谈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出现类似的问题是怎样想、
怎样做的。

（小组内展开交流，把自己所遇到的情况讲给小组同学听，
并提出改进设想。

我们主张教师把课堂还给学生，包括时间、空间和锻炼的机
会等。具体到语文课堂上，包括读的权利，写的权利，交流
的权利、讨论的权利、评价的权利等。在这节课上，我让学



生评价那个牧羊人，学生谈得头头是道，对寓意的理解水到
渠成。这种效果远比问学生：你懂得了什么学生感兴趣得多。
教育的方式很多，我们要做的是：站在学生的角度选择方案，
保证教学扎实有效。

做个有责任心的小学生教案篇四

1.知道小学生要做个爱清洁、讲卫生的好孩子;

2.初步学会正确使用手帕，口袋里不放脏东西;

3.初步养成衣着整洁，天天洗脸，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
不随地吐痰，不含手指头的卫生习惯。

1.爱清洁讲卫生光荣。

2.衣着整洁，天天洗脸，早晚刷牙。

3.不随地吐痰。

4.正确使用手帕，口袋里不放脏东西。

1.显微镜下的细菌录象或挂图。

2.一个脏孩子图片。

3.一个病孩子图片。

4.一块大手帕。

2.创设情景明理。

(1)这个脏孩子不仅外表难看，而且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小虫。
这些虫很小很小，是我们用眼睛看不见的，如果用显微镜一
看，就很清楚了。这些小虫就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细菌。



(2)看挂图明理。

a这些细菌喜欢在脏东西身上生存，如果我们不天天洗脸，细
菌就会侵入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如果不天天刷牙，细
菌就会蛀空我们的牙齿。如果我们饭前便后不洗手，如果我
们把手指头含在嘴巴里，细菌就会顺顺当当地爬进嘴里钻到
肚子里。这些细菌到了我们肚子里“大闹天宫”，我们就会
肚子疼，发高烧。

b出示病孩子图片。小朋友这些图片上的孩子为什么会生病?
生了病的孩子能不能愉快地学习、愉快地活动?请学生讲讲生
病时的体会。

教师归纳：我们要不让细菌侵入到身体中去，就应当做一个
爱清洁讲卫生的好孩子。

(3)讨论明理。我们除了不让细菌侵入身体，还应当不让细菌
传给别人。

做个有责任心的小学生教案篇五

让孩子了解对景物综合描写的一些基本方法

描写的顺序和景物动态与静态的比较

一、课程引入

教学方法：妈妈将下面的内容用自己的话向孩子讲述就ok了。

解说：我们分别从定点和移步两个方面，学习了对景物的静
态描写和动态描写，掌握了一些景物描写的方法。但是，在
现实中，并没有一直静止不动的景物，也没有一直动个不停
的景物，而是有的时候是静止的，有的时候是运动的；另外，
在一个大范围的风景里，也是有的景物在运动，同时又有一



些景物是保持静止。这就是所谓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
静相互结合，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我们写景物，就是
用笔作“摄影机”，把看到的景物通过文字记录下来，既然
现实中的景物是动静结合的，我们的描写当然也要动静结合。
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来对景物进行动静结合的
描写。

二、范文评析

教学方法：妈妈依照下面的步骤执行就行了。

1、妈妈让孩子看范文，并朗读一遍：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比喻）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
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
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排比+
比喻）。（静态景物）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
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比喻）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
的颤动，像闪电般，（比喻）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
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起风前），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
碧的波痕（起风后）【对起风前后的景物作比较】。叶子底
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
风致了。（动态景物）

2、评析第一步：让孩子指出哪些是静态的景物描写，哪些是
动态的景物描写。（提示：黑色文字部分为静态描写，红色
文字部分为动态描写。）

评析第二步：让孩子分别指出静态描写部分和动态描写的描
写顺序是什么。（提示：静态部分为由面【弥望的是田田的
叶子】到点【点缀着些白花】，动态部分为从高【叶子】到低
【流水】）



评析第三步：让孩子指出比较明显的修辞手法。（提示：有
下划线的为比喻句，倾斜的文字为作比较）

评析第四步——妈妈小结：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
到，对景物的描写，要做到动静结合，既有静态的描写，又
有动态的描写，在描写之前，还要确定一定的描写顺序，这
样才不会东一下西一下搞得颠三倒四，在描写的过程中，最
好展开积极的想象，把自己看到的景物通过修辞手法表达出
来。记住了吗？请你复述一遍我刚才说的话（注：意思到了
就行）。

三、实际操练

教学方法：妈妈确定描写对象之后，带孩子实地观察，充分
发挥他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的全面功能，指导
孩子按照一定的顺序仔细观察，提醒孩子那些地方应该做必
要的观察记录。完后，让孩子根据记录独自写作，最后妈妈
评点，让孩子根据评点内容修改。

1、确定描写对象

低年级的孩子可以选择小区一角或假山、小山，中高年级的
孩子可以选择公园一角，选择的风景最好有花草树木，还有
流动的水，有动物或车辆走动也可以。

2、确定描写顺序

描写的顺序，其实在观察时就应该形成，观察时确定了顺序，
好奇心强的孩子才不会东张西望，作文才不会杂乱无章。

3、简单记录

在出发前就应该告诉孩子，按顺序观察的同时一定要认真做
记录，这样才可以避免走马观花，写作的时候也才有依据。



4、确定描写重点

整个风景观察完一遍以后，问孩子最感兴趣或印象最深的地
方是什么，然后把这确定为写作的重点，并带他（她）对这
个地方重新仔细观察。

5、独立写作

回到家，不一定马上就开始，但起码必须当天进行。让孩子
根据观察记录，展开想象，运用修辞手法写作。低年级的孩
子100到200字就行了，中年级150到250字就行了，高年级200
字到300字就行了，刚开始，要求不要太高。（注意：这不是
完整作文的训练，而只是描写的强化训练，目标是细致入微
的描写，是有关景物的片段写作，千万不要写成开头一段结
尾一段的完整游记。）

6、评点作文

评点还是一样的模式：表扬——建议——鼓励，另外，到现
在，应该让孩子根据建议修改一下作文了。

做个有责任心的小学生教案篇六

1、写作能力方面：指导学生通过记叙事件表现人与人的关爱。

2、情感态度方面：引导学生感受爱的温暖，学会关爱他人。

教学环节一：教学导入，明确主题

一、教学导入——“爱”字里面有什么？

1、爸爸、妈妈爱宝贝！老师爱同学！你会写“爱”字吗？会
写的同学请在草稿本上工整地写一写。（学生写）

2、大家看一看，“爱”字里面还藏着一个什么字啊？（心。



爱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

3、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爱呢？（爱，就在我们的身边）

二、明确主题

爱在身边——用心体会，说说写写我们身边的爱

教学环节二：技法点拨，片段说写练习

环节过渡：要说说写写“爱”，我们首先要明白几个问题。

一、爱是什么？

爱是一种深深的情感，带给我们幸福、温暖和快乐。

（一）欣赏音乐动画《老师的爱》，思考回答：

老师的爱是什么？涛涛江河告诉我，那是不尽的甘泉，滋润
着你和我。老师的爱是什么？巍巍山川告诉我，那是无私臂
膀呵，呵护着你和我。老师的爱，是一首奉献的歌。

老师的爱，是一首永恒的歌

1、这首歌歌唱了什么爱？

2、歌词把老师的爱比作哪些事物？你觉得恰当吗？

（二）说写练习一

读文段，按照提示说一说、写一写

爱是心灵的呼唤，爱是一种美德，爱是生命的源泉，世界因
爱而发光。爱如阳光雨露，爱似春风笑脸。



1、照例子，用不同的词语形容爱。

（伟大）的母爱

（）的父爱（）的师爱（）的友爱

爱是（春风）爱是（火焰）

爱是（）爱是（）爱是（）

2、照例子，用恰当的比喻句描写爱。

爱是甘泉，滋润了我们的心灵。

爱是，为我们遮风挡雨。

爱是春风，。

二、爱在哪里？

爱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爱的怀抱中！

（一）看图说话——爱在哪里？

出示例图

同学们用心找一找，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了爱？

（二）读例文《爱，围绕在我身边》，思考回答：

爱，围绕在我身边

妈妈：“女儿，作业别写太晚，对了，桌子上有杯热牛奶，
你写完作业后把它喝了吧！”



老师“这次考试怎么没考好呀！是不是错了不该错的题目？
学习上有不懂得就来问老师，老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考得
更好！”

同学：“你怎么了？怎么不开心呀？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笑一个嘛！你忘记了，只要笑一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陌生阿姨：“小姑娘，这里刚拖过，小心地滑！”

陌生的叔叔：“小姑娘，到这儿来坐吧，站着挺累的！”起
身后向我递来善意的微笑……

1、短文中的爱是谁给予我们的？分别说说这是什么爱？

2、你在生活中还得到过谁给你的爱？

（三）说写练习二

照例子，说说写写爱在哪里？

爱在（家人）之间爱在（师生）之间

爱在（）之间爱在（）之间爱在（）之间

三、爱带给了我们什么？

爱会带给我们温暖、幸福和快乐！

（一）读例文《母爱似海》，思考回答：

母爱似海

——妈！妈——妈！”我放开喉咙尽情地呼喊着，尽情地让
眼中的泪花流淌着，尽情地偎依在妈妈温暖的怀里。



1、说说短文写了什么事情？

2、妈妈的爱给小作者带来了什么？

3、想想你身边的人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爱？

（二）说写练习三

照例子，说说写写谁的爱，给你带来了什么？

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老师的鼓励）给我带来了（战
胜困难的勇气）。

一、词语积累

爱是什么？

情感感动爱心关怀

爱在什么地方？

身边帮助问候爱在人间

爱带给我们什么？

幸福温暖幸福勇气

母爱似海父爱如山师恩难忘关爱他人

二、选择两个喜欢的词语说一句话

教学环节四：生活体验

请回忆一下，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
爱？选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做个小记录：



1、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什么人？

2、具体是件什么事？

3、这件事让你感受了什么样的爱？

教学环节一：知识回顾，明确主题

一、知识回顾，想想说说

1、爱在哪里啊？

2、爱是什么？

3、爱带给我们什么？

二、明确主题

爱在身边——读写拓展

叙述一件事情，表现身边的爱

选择什么事情来写呢？怎么才能通过事情来表现爱呢？我们
学习一下吧！

教学环节二：阅读拓展

一、要选择印象最深刻的事

说说自己的经历

在你在生活，有件什么事最能表现出人们之间的爱？

学生把自己记录的事情说一说，师生共同评价，酌情引导学
生把视线从自己转移到他人。



二、叙述事件要具体、生动，抒情自然

读例文《亲情带给我快乐》，思考回答：

亲情带给我快乐

亲情的爱是伟大的，在人生中，可贵的是亲情，亲情带给你
的爱是一辈子取之不尽的财富。

记得有一次，我不知为啥得病住了院。谁都知道，得病打针
是痛苦的，住院更是痛苦的。医院就像一个牢房，把我紧锁
在里面，得不到点滴的快乐。就在我最忧郁的时候，眼前出
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他们来
了，带着满脸的微笑来了。我顿时无比兴奋。在这一段漫长
的日子里，他们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快乐。爸爸给我讲古代故
事，让我得到了无穷的知识。妈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让我
得到了温暖的关怀。而弟弟呢，在我打针时，他还跟我
说：“姐姐，不要怕！针不过是蚂蚁咬，不会痛的。”姐姐
则给我辅导功课，我的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我们一家就这样幸福美满地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忽而觉得，
住院也是快乐的。因为在那里有亲情，有亲人的爱。

1、小作者感受到的爱在哪里？

2、小作者笔下的亲情，是通过描写什么表现出来的？

3、小作者为什么觉得“主演也是快乐的”？

教学环节三：作文实践

请以“爱在身边”为主题，写一篇讲述事件的作文，表现出
身边的爱。温馨提示：

1、根据你印象最深刻的真实事件来写，想好一个作文题目。



2、开头写好你认为爱是什么？

3、中间记叙事件要完整、具体、生动，详略要得当。

4、结尾要点明爱给你带来的感受。

先打好草稿，检查修改后，工整地誊写到《成长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