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历史教师资格证面试视频 初中
语文教师资格证面试说课稿蜡烛(实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初中历史教师资格证面试视频篇一

新课程目标定位是三个维度合一，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合一。新课程要求由原来的以文本
为主转到以学科课程发展为主，以理解内容为主转到语文能
力发展为主。以前的语文教学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和训练为
主，结果必然导致无效重复，新课程要求语文教学转到动态
的体验感受为主逐步达到个性化鉴赏，动态的四个层次：沉
浸——体验——感悟——思辩。因此，我给本节课设计的教
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技能：

a、理解积累课后“读一读写一写”中的字词

b、了解文章中“蜡烛”故事的写作背景，了解通讯这种体裁
(以上两点较为简单，学生自己能通过查找资料等方式完成，
所以我把它们在课前预习环节。)

c、学习怎样把文章写得感人，体会人物思想感情。

(2)过程与方法：从互联网获取有用信息帮助理解课文内容



体验感悟课文中超越国界的母爱并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分享。

(3)情感、态度、价值观：体验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解读世
上最宽厚的母爱,明确非正义战争必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给本课确定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是：学习怎样把文章写得感
人，体会人物思想感情。

初中历史教师资格证面试视频篇二

《》是人教版-年级下/上册第-单元的第-篇课文，该单元
以“-”为主题展开。

《》是(文章体裁)，主要写了(主要内容)，表达了(中心思
想)，“写作特点”(一般是：语言简炼、层次清晰;描写生动、
细致充满诗情)”是本文最大的写作特色。

结合单元教学要求和本课特点，依据新课标中“知、过、
情”三个维度，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确定为：

1.能正确读写本课要求掌握的生字词/了解本课写作背景和有
关作者的文学常识;

2.整体理解文意，概括()提炼()，把握文章主要内容;『整体
感知要达到的』

3.品味重要词句所包含的思想感情。『研读赏析要掌握的』

由于(本课的一些特点)，我将本课的教学重点确定为：

因为(学生的一些实际)，我将本课的教学难点确定为：



初中历史教师资格证面试视频篇三

(一)展示媒体，创设情境，导入课文 情境导入，激发共鸣。

(二)感知童趣 1、朗读并运用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

2、学会朗读。

3、学会表情朗读。 以趣激趣,教会朗读方法。

用好的朗读，诱发兴趣，培养学习语文的自觉性、主动性。

(三)理解童趣 进行分散性学习：

1、阅读、质疑、讨论。

2、理解字、词、句。

3、讨论，解疑。 因材施教，发展个性;培养学生合作、探究
的学习习惯。

(四)品味童趣 进行集中性学习：

讨论三个问题：

(1)文中哪个词最能表现独特的心灵感受呢?

(2)很平常的事物，作者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美丽而奇特呢?

(3)在你的生活中有类似体验吗? 这些问题的设计

1、帮助理清思路并理解“物外之趣”。

2、联系生活，引导体验并获得情感的熏陶。



3、同上

(五)课堂训练

3、 指导背诵。

2、检验学生掌握文言词语的情况并积累词语。 1在教师的指
导下背诵课文

2、完成课后练习二。 达到朗读成诵。

检验学习成果，积累文言词语。

(六)课外延伸 以“童趣”为题，写一篇的短文，突出“童
趣”。 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维的能力。

初中历史教师资格证面试视频篇四

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特点，我采用诵读法、提问点拨法进行
教学。

虽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如果学生一味死读书，不
求甚解，最后仍是“过目皆忘”。这就需要我们为师者在教
学过程中多一点实质性的、能让学生受用不尽的读书方法指
导。如注意停顿、语速、重音、语气等。

提问点拨法可以让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对课文的思想内容、
艺术价值、现实中的战争、民歌题材进行探究，体现语文课
堂的人文性。

(二)说学法

将在教学中贯穿自主探究，引领学生如何学习诗歌，让学生
进行多种形式的诵读，在读中培养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及审



美感受能力。将疏通文意和理清课文思路的任务交给学生，
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初中历史教师资格证面试视频篇五

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课堂教学
我准备按以下五个环节展开。

环节1导入新课，我设计的导语是()此导语以师生对话的方式
展开，消除了学生上课伊始的紧张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环节2落实基础，整体感知

首先，教师请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解决字词问题，教师有
针对性的对某些容易读错写错的生字词进行指导，例如()。

这为学生阅读文本扫清了障碍，也体现了语文学科工具性的
特征。

接下来，教师请数位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或者是听范读)，
教师请其他学生边听边圈画出每段的关键词句，理清文章脉
络，教师根据学生板书文章脉络。(教师板书)

新课标对学生阅读的要求是：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
路，理解主要内容。此环节力图将学生置于阅读的主体地位，
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出发点，学生边读边思考，
在听读中理清思路，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和概括能力，解决教
学重点。

环节3研读赏析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教师以多媒体出示q1，q2，教师请学生先默读在分组讨论。

q1，q2的设置一脉相承，学生积极主动的思维和讨论中，加
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从而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
想启迪，进而解决教学难点。

环节4拓展延伸

好处：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阅读范围，满足学生的阅读期待
等等之类

环节5课后作业

好处：巩固知识点(知识类)

发挥学生想象力，理论-实践，学以致用(作文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