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学备课教案设计(模板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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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一

1、工作环境应干燥整洁，废油、废棉纱不准随地乱丢，原材
料、半成品、成品必须堆放整齐，严禁堵塞通道。

2、操作机床时要站在木踏板上，不准脚踩或靠机床。拆装工
件时要切断机床电源。

3、所有工、夹、量具必须完好适用，放在专门地方，不准放
在机床导轨及工作台上。禁止在运转的机床上面递送工具及
其他物件。

4、机床运转中，不准用手清除铁屑，不准用手检查运动中的
工具和工件。

5、机床运转中如遇停电，应切断电源退出刀架。

1、装卸卡盘，应在主轴孔内穿进铁棍或坚实木棍作保护。

2、加工偏心工件，应加配重铁平稳，并低速切削。

3、细长工件应装中心架，工件长度超过床头箱外1m时，必
须搭设支架。

4、高速切削大型工件时，不准紧急制动和突然变换旋转方向。
如需换向，要先停车。



5、打磨或抛光工件时，刀架要退到安全位置，防止衣袖触及
工件或胳膊碰到卡盘。

6、在立车上装卸工件时，应先将刀架放在安全位置，人不能
站在转盘上。车削薄壁工件时，应注意卡紧，并严格控制切
削速度，随时紧固刀架螺丝，车刀不宜伸出过长。

1、钻头和工件必须卡紧固定，不准用手拿工件钻孔，钻薄工
件时，工件下面应垫好平整木板。

2、钻头排屑困难时，进钻和退钻应反复交替进行。

3、操作人员的头部不得靠近旋转部分，禁止戴手套和用管子
套在手柄上加力钻孔。

4、摇臂旋转范围内，不得堆放物件及站立闲人。

1、加工工件时，应先开动铣轴，后进刀。

2、铣床自动进刀时，进给应在刀具未与工件接触以前进行。
刀具必须装夹牢固。

3、高速切削时，应注意工件的进给方向与铣刀的旋转方向，
避免铁屑飞出伤人。

1、工件必须卡紧，刨削前应先将刨刀升高，方准开车。

2、刨削前要调整好刨刀位置，避免吃刀过大。

3、牛头刨的操作人员必须站在工作台两侧，其最大行程内不
准站人，严禁头或手伸进刀具行程内检查工作。

4、龙门刨的.床面上严禁站人或堆放物件，床面伸出部分和
单臂龙门刨的侧面应装置防护栏杆。



5、刀架螺丝要随时紧固，以防刀具突然脱落，刨刀不宜伸出
过长。

6、切削过程中发现工件松动或位移时，必须停车找正紧固。

1、磨床启动前应检查，砂轮的防护罩必须牢固，砂轮不准有
裂纹或其它缺陷，用手扳动砂轮时，不得有阻滞或晃动现象。
确认无误后，方可启动并空转几分钟。

2、快速进给时，砂轮与工件应平稳接触，工作台移动时，应
先与砂轮脱开。

3、湿磨砂轮在停车前，应先关闭冷却液，继续转数分钟，待
砂轮所吸存的水分甩尽为止。

4、修整砂轮必须用专用刀具，禁用凿子或其他钳工工具。手
工修整，刀具架的底面必须能抵在磨床导板或垫架上，机动
修整进给量要平稳，人要站在侧面。

5、砂轮中心与磨床主轴中心必须同心，装配时严禁用硬东西
使劲敲打。

1、车间内气温低于0℃时，锻压前应先将锻锤、砧子、模具
和工夹预热至100℃左右。

2、汽锤在工作前，必须排除汽缸内的冷凝水，并检查气管和
阀门是否漏气。

3、开锤必须听从掌钳的指挥。装卸工件，应先将锤固定好，
锤击开始时落距要小。

4、夹钳必须与工件大小形状相适应。工作必须夹紧，掌钳者
手指不准放在钳柄之间，钳柄应放在身体侧面，不准正对腹
部、胸部。



5、锻造时应清除附着在锻件表面上的氧化皮。锻完的工件投
掷时，必须注意周围是否有人或障碍物。

6、断料时，切口正面不准有人。

1、工作前，离合器应放在空位上。

2、送（取）工件时，脚要离开踏板，严禁用手伸到胎具内调
整或送（取）工件。

3、脚踏板周围应保持清洁。工作如上不准堆放工具及其他物
件。

1、输气管应避免急弯，打开送风阀前，必须事先通知工作地
点的有关人员。

2、空气压缩机出气口处不准有人工作。储气罐放置地点应通
风，严禁日光曝晒和高温烘烤。

3、压力表、安全阀、调节器等应定期进行校验，保持灵敏有
效。

4、发现气压表、机油压力表、温度表、电流表的指示值突然
超过规定或指示不正常，发生漏水、漏气、漏电或冷却液突
然中断，发生安全阀不停放气或空压机声响不正常等情况，
而且不能调整时，应立即停车检修。

5、严禁用汽油或煤油洗刷曲轴箱、滤清器或其他空气通路的
零件。

6、停车时应先降低气压。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二

1 、本节课的教学目的：《让剪贴画变得更美》是辽师大版
小学信息技术教材的内容，教学内容是剪贴画的组合、拆分。
这个课在整个学期的教学中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学生
在会插入剪贴画、初步认识绘图工具的基础上，会拼拆分、
重组剪贴画。

2 、教学目标：

（ 1 ）知识、技能培养：使学生学会剪贴画的组合和拆分并
能熟练运用到实际中去。

（ 2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剪贴画的拼凑，提高学生的审美
能力，学习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

3 、教学重难点：本课的重点和难点是剪贴画的拆分和组合,
并能熟练掌握以及运用。帮助学生自行探究知识的同时，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审美能力，提高学生各方面
综合能力，从而突破了教学难点。

考虑到学生年龄段特点的原因，设计本课时，在学生学习基
础知识，训练运用技能的基础上，着重考虑了兴趣和能力的
培养。在生活中寻找体裁，在学科中寻找融合点。通过教师
演示，学生完成任务，掌握新知。通过自主探索，发现问题，
解决难点。通过课程整合，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审美能力、
学习能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具体又表现为以下两方
面。

1 、任务驱动：在这堂课中，为剪贴画的拆分和组合设计了
小任务。将新的知识与学生感兴趣的事和物融入其中，学生
通过对所担的任务进行分析、完成。完成任务的过程，学生
主动的做，将枯燥的知识练习暗藏于生动有趣的任务之中，
不但使学生情绪饱满，而且将学到的知识用于实际操作中，



有利于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和熟练运用。

2 、课程整合：在本课教学中，将美术有关知识融入到信息
技术课中来，通过观察、思考、想象，提高学生各方面素养，
把本学科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与各学科的教学紧密结合
起来，使学生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并掌握信息技术，
使信息技术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生的知识结构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在课堂上创造一种自主探究
的氛围，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环境中学习新知识。在学会
剪贴画拆分和组合的基础上，学会运用实践操作，从而达到
发展思维能力，培养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的目的.。

1、学习

剪贴画的拆分和组合功能

2、熟练

掌握剪贴画的拆分和组合的方法

1 、 知识传授：使学生学会使用剪贴画的组合和拆分方法

(一)新课导入

师：在上几节课我们每个同学用图象工具都画好了一张漂亮
的图画放到老师这里来了，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看下那个同学画得最好看！（演示学生作品，并适当作出点
评）

师：现在再来看看老师出示的图画（出示教师简单图画），
提出疑问。

师：我们能不能整个头部连奇怪一起移动呢？ (出示课题:剪
贴画的组合和拆分)



(二)学生自主学习剪贴画的组合拆分

师 :那么怎样能够把图画中的每个图形组合在一起呢？分小
组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在图画中让图形组合起来呢？（用上节
课画好的图形进行学习）

(三)学生运用软件的帮助来学习

剪贴画的组合 ,教师巡视

学生做小老师演示，并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

（四）教师出示有错误的图画 (树生长在房子上面)

师 :同学们看下这幅图画,老师觉得特别别扭,大家看下有什
么问题.

师 :那我们该怎样对图画进行修改呢?这图画已经组合起来那
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师：那图形的拆分又如何操作呢？

四、课程的延伸：

师：刚才老师巡视的时候发现有些同学的图画已经上了颜色
了，这样的图画更漂亮了，那怎样上颜色呢？先和小组中的
同学试着去发现其中的秘密，互相说一说。在下节课里老师
会提问的哦。

五、教师小结：

师：今天这堂课教师过得非常愉快，咱们班的同学不仅非常
聪明，很快就掌握了在图形的组合和拆分，还利用自己丰富
的想象，把自己的图画变得更漂亮！并让学生小结这节课你
学会了什么！



学生愉悦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并发出赞叹声！

学生发出疑问

生：可以每个器官一个个地移动

学生运用软件帮助进行小组学习

学生齐说：有信心！

学生发现问题 :树长在屋子上面了

学生 :把树移下来

生 :先把图形拆分再移动.

学生练习

学生总结本节课所学过的知识

展示学生作品，给予学生成功感和自信心，并激发学习兴趣！

提出问题，自主让学生解决问题，对知识感受更深。

培养学生的小组合作与自主探究的能力。学生在解决问题后
,会因为自己达到目标而产生一种愉悦和自信的感觉,从而突
破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并产生我要学的意识，为教学下一步
做好铺垫。

设计客串小老师程序，刺激学生成功的心理，为此而认真地
去学习和练习

通过自评，互评，找出自己的优点或不足，学习他人的长处、
或帮助他人提出意见。提高综合素养的同时，渗透德育。



提出疑问，让学生解决问题

谈谈教师此刻的心情，总结这节课学生的表现，给予赞许。
让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的兴趣无限延伸。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并会写2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课文。

3、体会诗中的真实情感，懂得热爱家乡。教学重点：理解诗
意，有感情朗诵古诗。教学难点：深入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
教学过程：

以故事导入。师：孩子们，喜欢听故事吗？不过，在听故事
时，老师有个要求，请你边听边在脑海中想像故事的情节，
看看你能想到哪些情景？在一个大雁南飞，秋风萧瑟的季节，
一位老人面容消瘦，两鬓斑白，驾着老马车走在了阔别已久
的回乡之路上，一路风尘，一路期盼，来了村边，几个孩童
看见了，笑着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望着那些孩子，想到自
已离家的时候也就那么大，而现在却已背景离乡数十年了，
不禁黯然神伤，潸然泪下。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请你说说
你能想象到哪些情景？师：就在这万分感慨之分，老人写了
一首诗，板书《回乡偶书》那么这位老人是谁呢？生：贺知
章。

（一）整体感悟：

1、生自读古诗，要求读准字音。师读古诗，然后让学生评价
一下老师的朗读。



2、学生划出轻重音，节奏。再读古诗，师生互评。

（二）自学：自学古诗，看看从诗中你能感受到什么？生自
学三分钟。

汇报自学情况。

学生a：我从“少小离家老大回”中感受到了诗人贺知章从小
就离开了家，到了很老的时候才回来。师介绍古诗背景。是
啊，在贺知章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着他离开家乡，四
处求学，在外面吃了很多苦，有时会吃不上饭，有时会没有
地方住，但他很好学，后来，做了官，在他八十三岁的时候，
才告老还乡回到了离开整整七十多年的故乡，请你想想他回
家的路上会想些什么呢？板书：回。请你带着这种感情读读
这句诗。

学生b：我从“乡音无改鬓毛衰”中感受到了他的`家乡口音没
有变，但两鬓已经白了。点拨：同学们，贺知章回到家乡后，
头发都白了，模样发生了变化，你从哪还能了解到。指导看
图。看到这样的一位老人，你心情如何？把你的这种心情读
给大家听。这个老人的形象我们可以用一个来概括：衰。指
导书写“衰”并与“衷、哀”进行区别。学生c：我从“儿童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中感受到孩子们见到贺知
章却不认识他，笑问他从哪里来的？点拨：看图想像，孩子
们和贺知章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指导感情朗读。

师小结：是啊“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树离千丈，叶落
归根。”诗人少小离开家乡，年纪老了才得以重返家乡，离
开家乡久了，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没有改的是他的一口乡音，
不能变的是他的那颗思乡之心，那种思乡之情。就让我们大
声地把他的那种思念之情读出来吧，齐诗古诗。

五、板书：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整体考虑知
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过程与方法的综合，提倡启发式教
学。”“要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本教学，学生独立走进
文本自读、自悟，产生多姿多彩的独特感受与阅读体验。

一上课，教师便出示一幅动画：天空中飘着几朵乌云，云层
里陆陆续续向下飘落雨点。老师指着画面说：滴答，滴答，
下雨啦!下雨啦!一滴滴可爱的小雨点从天上落下来了。它们
落到哪儿去了?在那儿干什么?小朋友们想知道吗?答案就在
第2课《雨点》中，小朋友们愿不愿意去找?小朋友都被吸引
住了，齐声回答：愿意!然后画面推出整篇课文内容，不等老
师发令，学生都抢着去自由读课文了。

学生初读课文后，都找到了雨点落在哪儿，在那儿干什么的
答案。但他们却不明白：同样是雨点，为什么落到不同的地
方，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也正是这一课教学的重点、难点。
教师便叫学生自己找答案。然后依次出现下列四幅动画让学
生观察。第一幅：美丽的田野间有个明镜般的池塘，雨点儿
落下来，水面荡起一点儿涟漪，马上又平静如镜了。可爱的
小雨点安详地在水中睡觉。第二幅：一条小溪伴着柔和的音
乐，在山间慢慢向前流淌。几滴雨点儿落下来，随着水流的
速度缓缓地向前散步。第三幅：山间一条宽阔的大河，大河
里的水正哗哗向东流去，雨点儿一落到河里，就在水流冲击
下奔跑起来。第四幅：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雨点儿落下来，
被波浪冲得一会儿飞上半空，一会儿跌入浪谷，一会儿又冲
上浪尖。波涛的`声音像惊雷滚动。通过声、像的渲染，学生
人人都找到了答案，而且形象深刻地记住了池塘、小溪、江
河、海洋四种自然事物的不同特征，对课文内容全都心神领
会了。

课文内容理解后，为了让学生有感情地把课文读好、背好，
老师把上述四幅画面连成一个整体，并在每幅画面上方出示



相应的课文句子，让学生根据画面内容，再自己试读课文，
并思考：你觉得怎样才能把这篇课文读好。

在学生齐背课文时，教师又将黑板上诗歌中每句的后半句调
换，变成：

雨点落进池塘里，在池塘里。

雨点落进小溪里，在小溪里。

雨点落进江河里，在江河里。

雨点落进海洋里，在海洋里。

生：老师，黑板上少了几个字。

师：是啊，真少了几个字，可能是趁我们背书的时候偷偷地
溜出去玩了，没关系，我们请小雨点来帮忙。

教师从挂图上取下小雨点睡觉、散步、奔跑、跳跃图，教师
贴图，故意贴错，变成：

雨点落进池塘里，在池塘里散步。

雨点落进小溪里，在小溪里奔跑。

雨点落进江河里，在江河里跳跃。

雨点落进海洋里，在海洋里睡觉。

生：老师，你贴错了。

师：错在哪里呢?

生1：雨点落进池塘里，不是在池塘里散步，应该在池塘里睡



觉。

生2：雨点落进小溪里，不是在小溪里奔跑，应该在小溪里散
步。

生3：雨点落进江河里，不是在江河里跳跃，应该在江河里奔
跑。

生4：雨点落进海洋里，不是在海洋里睡觉，应该在海洋里跳
跃。

(学生皱着眉头，很是不解，并七嘴八舌地说着“这不可以”，
“那不可以”。)

师：零点的不可以吗，还记得上学期我们学的一篇有关大海
的课文吗?

生1：老师，我知道，是《大海睡了》。(学生不由自主地齐
背这篇课文)。

生2：老师我知道了，小雨点能在海洋里睡觉。

师：小雨点什么时候在海洋里睡觉呢?

生2：当海边一点风也没有，海面上风平浪静时，大海睡了，
小雨点落在海洋里，也在海洋里睡觉。

(这个学生的发言，使其他学生很受启发，其他同学茅塞顿开，
积极踊跃发言)

生3：当一阵微风吹到水面上时，小雨点就会在池塘里散步。

生4：一阵狂风吹来，江河里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前浪，小
雨点会在江河里奔跑。



生5：小溪边吹来一阵大风，落在小溪里的小雨点也会奔跑起
来。

生6：老师，小雨点也可以在池塘里奔跑呢!

师：(作诧异状)真的吗?

生6：当池塘边的风很大时，池塘的水流得很快，小雨点在池
塘里快速奔跑起来。

……

(学生思维活跃，讨论激烈而精彩，教师还及时地给予充满激
励的表扬。)

河里，在江河里奔跑。雨点落进海洋里，在海洋里跳跃。但
是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让我们再来美美地读一读课文。

(师生一起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四个点，先说一说，再来写一写。

调皮的姜欢是这样写的：“雨点落在地上，越积越多，淹了
我们的班级环境区(因为那儿较低)。雨点落在刘艳荣的头上，
把她的头发湿透了，她今天可能要挨训……”有位叫王葶的
小女孩最让我感动。请看她的《雨点》：

雨 点

雨点落在屋檐上，嘀嘀嗒嗒在唱歌。

雨点落在花伞上，在花伞上跳舞。

雨点落在树叶上，在给树叶洗澡。



雨点落在小草上，在小草上玩滑滑梯。

当我听完，有一种冲动，还有比这更好的课堂巩固和练习的
形式吗?教者在学生已经完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打乱课文的
编排顺序，让学生去发现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去思考可不可
以这样改，启迪学生的多元思维。这样的训练，打破学生贯
有的思维定势，拓宽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了学生阅读的
质量。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五

1、帮助学生树立节约的意识,不浪费纸张。

2、了解一张纸的来历。

3、引导学生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转化思想、培养品质。

【教学重难点】

树立节约意识、不浪费纸张

【教学方法】小组合作、自主探究

【教学准备】学生用纸调查资料

【教学过程】

1.除学校集体发的作业本外，99%的学生让家长重新掏钱买自
己喜欢的作业本使用。

2.在用纸时，能把整页写满的`学生，占调查人数的35%。

3.只写半页就撕掉丢弃的占调查人数的40%。



4.只写几个字，或者根本没写字就撕掉丢弃的，占18%。

5.用洁白的纸张折叠物品，擦灰尘，包物品的占14%。

6.有50%的人认为用纸是自己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

7.没有学生知道造纸的工序。

8.没有学生使用作业本背面演算或写字。

9.没有老师对学生进行节约用纸教育。

10.没有家长检查学生使用后的作业本。

1、伐树做材料

2、裁切成适当的长度

3、剥去树皮

4、切成碎片

5、切成薄片

6、将薄片集中处理,运往造纸厂

7、以药水和蒸气做成纸浆

8、用药水冲洗

9、去除杂质

10、漂白纸浆

11、在纸浆中加入药水



12、用网子沥乾水分

13、放在毡子上吸水

14、以高温烘乾水分

15、以压光机做压光处理

16、做成纸卷

节约用纸，珍惜资源

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一片白纸要经过许多人的劳作才能
形成，生产一张薄薄的白纸，同样需要国家资源，我们知道
不合理利用和开采会对大自然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
小学生应该从自我做起，从节约用纸做起，节约用纸就是珍
惜国家资源，浪费纸张就是破坏生态环境。我们要提倡“节
约每片纸，反对浪费每片纸”，并且呼吁全校的同学们，增
强生态意识，坚决不再浪费纸张。

节约纸张就是节约地球的资源.

节约用纸，珍惜资源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六

教学要求：

1、感受燕子的活泼可爱和光彩夺目的春天景色，培养热爱大
自然的思想感情。

2、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的观察方法。

3、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朗读，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抓住重点词、名、段，体会燕子的可爱和生机勃勃。

教学时间：二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抓住重点词句段理解课文内容。

2、感受燕子的活泼可爱和光彩夺目的春天景色。

3、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的观察方法。

教学过程：

一、指名背诵《海上日出》。

二、出示燕子的挂图，观察说话。

三、出示挂图，指导学生按以下顺序观察图画，简单口述图
意。

1、按由近及远的顺序观察春天的景色。

2、观察近处在空中飞翔的燕子。

3、观察远处落在电线上的燕子。

四、检查预习。



默读课文，说说小燕子是什么样儿的，飞行特点是什么？

五、指名三人读课文。

评点，读准字音。

六、图文结合，理解第一自然段，了解燕子的特点。

1、外形特点。

2、透过外形，了解燕子性情特点。

3、有感情朗读，读出燕子的活泼、机灵、可爱。

4、自由读。

5、看图，试着背诵第一自然段。

七、图文对照，理解第二自然段。

1、观察图画，感受春天的气息。

2、结合“微风吹拂着……柳丝”一句，体会春天柳树的特点。

3、理解“像赶集似的聚拢来”。

4、凭借图画，发挥想象，感受“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是
怎样的关系。

5、理解“生机”。

6、朗读，在头脑中浮现“光彩夺目的春天”。

7、自由读，注意句与句的联系。



8、试背第二段。

八、联系图画中飞行的燕子和落在电线上的燕子，理解课文
第三、四自然段。

1、观察飞行的燕子，听读第三自然段。

2、抓住重点词句深入理解。

3、概括大意。

4、听读第四段，看作者怎样描写停在电线上的燕子的。

6、自由读第三四段，浮现画面。

九、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十、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识记生字词。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识记生字词。

2、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配乐朗读全文。



进一步感受燕子的可爱和春天的美；学习有感情地朗读。

二、自读，思考：

每个自然段分别讲的是什么？

三、思考、交流。

课文是从几个方面描述燕子的？

分别表现了燕子怎样的特点？

（燕子形象的活泼可爱；燕子飞行时的动态美；燕子停歇时
的静态美；为春光增色，使春光充满勃勃生机。）

四、巩固练习

1、自读第一自然段，识记“俊俏”，背诵课文。

2、自读第二自然段，背诵。

3、自读第三自然段，背诵。

4、自读第四自然段，背诵。

五、字词练习。

1、交流是如何识记生字的。

2、练写生字词。

3、自己尝试默写。

六、自由读课文；全班齐读课文。



七、作业：

1、背诵课文。

2、预习《古诗三首》。

[燕子教案教学设计]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七

学生视角：

课文优美生动，定会使学生在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作者对燕子
的喜爱。学生会对燕子的

样子和燕子飞行时的特点感兴趣，更会在图文对照中找到自
己最喜欢的小燕子；

难点

应如何理解“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出一支正待演奏的春
天的赞歌，”这句活？

教师思考：

燕子是学生都能见到的小动物，但不会用三言两语即把燕子
的外形特点描绘得如此生

动，所以要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对燕子外形的描述手法；注意
图文对照，找到与文中相对应

的燕子，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再与文中的语言比较，
体会作者的用词之准确；指

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读中感悟作者在表达方法上的独到之



处。

重点

理解课文是从哪几方面描写燕子的，表现了燕子怎样的特点。

设计特色：

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信息资料：

师生查阅的有关燕子的资料以及描写春天的文章、诗词。

[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3.学会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时数]

2课时

第1课时

教学目的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2.学习生词，新词。

3.通过查询到的资料，更多地了解燕子。



教学流程

-.学生板书课题

(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体验学习主人的自豪感，展示自己优
美

的字迹，体会做教师的骄傲。)

i.对于课题想提出什么问题?

2.师生共同梳理提出的问题，梳理后的问题请学生写于板侧。

(梳理问题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理清思路，把过于简单的问题
去

掉，把暂时弄不懂的按教师意图排列。这样，学生自己的问
题会激发

自身的关注，以激起解决问题的欲望。)

3.交流光于查询到的燕子的资料，为学习课文打好基础。

(1)有能力自学生词。认识生字，拼读正确，组词扩词。并提
出形近词

(2)有能力解决书中不太理解的词语，查找工具书、字典，把
不理解的

词语做出合理的注释，再联系上下文理解。

(3)有能力把自已喜欢的句子读好，读得有感情，并体会为什
么

会喜欢它．怎样才能读好它。



(4)有能力把每个自然段都写些什么讲清楚。初步理清作者的
思

路；

(重视学生自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合作解决大量的问题。自
学

要有层次，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小组的同学再进行交流，相
互弥补自

学中的遗漏，这样的合作，会给学生的思想和思维带来解放。
)

2．汇报报自学所得。按照字、词、句，段的顺序展开汇
报．组内

同学相互补充，其他同学边听边记，适时把自己的想法与学
到的知识

介绍给大家，

3．教师评价：

{对于学生的回答一定要给予肯定，找出学习中的闪光点，提
出

思考过程的遗漏之处。）

l教师总结学生的学习情况：、

2．学生总结自己的学习情况。

五、课堂练习



1．比一比，再组词：

俊()凑()谱()沾（）

竣()揍()普()站（)

2．抄写自己喜欢的句子。

第2课时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喜爱小燕子，赞美光彩夺目的春
天

的思想感情：

2.领悟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流程

-、复习回顾

1你都能回忆起上节课的哪些内容？

2回答上节课我们未能解决的问题．哪些问题可以解决。

二、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品味其表现魅力

1读第一自然段，说-说写了什么内容。

2作者眼中的燕子什么样，可以概括地说，也可以选用自己喜



欢的表达方式来说。

{学生可以概括，找出描写燕子外形特点的词；也可以画画，
简

单的几笔勾勒，还可以用朗读等自己喜欢的其它方法，以展
示学

生的学习能力。)

3喜欢这段吗？为什么?

(经过上个问题的铺垫，自然引起学生对这一段落的注意，也
自

然能体会抓住特点、语言简洁的好处。)

4，你还喜欢哪部分，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学习。

（给学生选择的权力和自由鉴赏的空间，体会作者的语言风
格

和表达方法。)

自由结组，第二自然段，拟人的写法写明艳的春天，燕子助
春天

展示生机；第三自然段，写燕子飞翔的姿态、速度等，抓
住“掠、一

转眼、沾、停”等词语，写出燕子的特点；第三自然段，理
解最后一

句话，这一比喻句不仅形似，更表达出作者对于春天的赞美。



学生的学法也自己选择，可以读、可以画、可以说，从各个
角度

来展示学生的学习过程。

5学生汇报。把黑板交给学生，小组可以边讲，边读边展示，

(教师要肯定地听，建议地改，指导地读。提倡和鼓励其他的
学

生边听边修改与补充。同时，把学生讲解过程中理解了上一
课时未能

解决的问题擦掉。)

6．朗读比赛。

(欣赏了作者的文章，感受了作者的独特的语盲魅力，就要把
这

些读出来，感受出来。把自己喜欢的段落、句子充满感情地
读出来，

无疑是积累语言、培养情操的好办法。)

三、总结

教师、学生分别从总结中再次感受课文的内容

四、课堂练习

仿照句子特点写句子

(1)青的草，绿的叶，各色鲜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
形



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

(2)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根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

五、实践活动

在光彩夺目的春天里，岂能只有小燕子为它带来生机，我相
信，

还有很多小动物也为美妙的春大带来生气，说说你观察到的，
再把它

有条理地说下来。

板书

燕子

活泼机灵：俊俏轻快剪刀似的

飞向柳树掠过湖面

赶来迎春：尾尖沾水荡起波纹增添生机演奏赞歌

飞落电线谱写乐曲

[燕子(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燕子》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八

1、培养表现力

2、学习构图和表现的绘画知识

培养欣赏美的能力

学习构图知识

范例、图片

一、导入：

动作随着节拍，姿态伴着旋律，

丰富而又和谐，多样而又和谐。

板示课题

二、出示范例

选择一种乐器将它巧妙绘画，再组合描绘成有趣的，优美的.
群像。

学校里有小乐队吗？经常去看看他们的演出或排练吗？同学
们的表演让我们感到更亲切，画出他们演出或排练时的情景。

试一试，看谁观察的细腻。



三、比一比看看谁的画面最精彩？

四、做游戏

模仿小乐队吹、拉、弹、唱，进行模拟音乐会。

五、作业选择：

1、可以画你想象出来的小乐队。

2、注意人物和乐器的大小，高低、横竖、位置的穿插变化，
讨论一下为什么。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九

教学目标：

1、感受燕子的活泼可爱和光彩夺目的春天景色，培养热爱大
自然的思想感情。

2、学习按一定顺序和抓住特点的观察方法。

3、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运用图文结合的方法，抓住重点词、
句、段，理解课文内容。

4、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抓住重点词、句、段，体会燕子的可爱和生机勃勃的春天景
色。

教具：

挂图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默读导读，了解本组教材内容和教学目标。

二、出示燕子的挂图，让生观察，说燕子的样子。

三、出示根据课文插图制作的挂图，指导学生按以下顺序观
察图画，简单口述图意。

1、按由远及近的顺序观察春天的景色。

2、观察近处在空中飞行的燕子。

3、观察远处落在电线上的燕子。

四、检查预习

默读课文，说说小燕子是什么样的，燕子飞行的时候有什么
特点。

五、指名读课文（每人一个自然段）全班评读，重点是读准
字音。

六、图文结合，理解第一自然段，了解燕子的特点。

1、了解外形特点：羽毛--乌黑光亮，翅膀--俊俏轻快，尾
巴--剪刀似的。

2、了解燕子性情特点：活泼机灵。

3、有感情的朗读，读出燕子的活泼机灵，可爱。

4、自由读

5、看图，试着背诵第一自然段。



七、图文对照，理解跌入自然段，感受光彩夺目的春天景色。

1、观察图画，感受春天的气息。

2、结合“微风吹拂着，……柳丝”一句，体会春天柳树的特
点：颜色--绿中带黄，鲜嫩醒目，样子--柔柳如丝，随风轻
扬。

3、理解“像赶集似的聚拢来”的意思。

4、凭借画面，发挥想象，感受“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是
怎样的关系。

5、理解最后一句，体会到：（1）燕子是候鸟，春天从南方
飞到北方，（2）燕子飞来给大自然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6、朗读，在头脑中浮现“光彩夺目的春天”的画面。

7、自由读，注意句与句的联系。

8、试着背诵第二自然段。

八、联系图画中飞行的燕子和落在电线上的燕子，理解课文
第三、四自然段，体会燕子的特点。

1、观察飞行的燕子，听读第三自然段，看看作者是怎样描写
飞行的燕子的。

2、抓住重点词、句深入理解。（斜着身子、有的……有
的……）

3、明确第三自然段通过写燕子的姿势、速度、欢快的样子，
表现了燕子飞行时的特点。

4、观察停落在电线上的燕子，听读第四自然段，看看作者是



怎样描写停落在电线上的燕子的。

5、抓住重点词、句深入理解。（“五线谱”、“音符”分别
指的什么？为什么说停着的燕子“谱出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
的赞歌”？）

6、明确第四自然段通过形象的比喻，表现了停歇的燕子的美。

7、自读第三、四自然段，在头脑中浮现画面。

九、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十、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生字扩词两个。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感受燕子的活泼可爱和光彩夺目的春天景色，培养热爱大
自然的思想感情。

2、学习按一定顺序和抓住特点的观察方法。

3、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运用图文结合的方法，抓住重点词、
句、段，理解课文内容。

4、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抓住重点词、句、段，体会燕子的可爱和生机勃勃的春天景



色。

教具：

录音带，挂图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听配乐朗读录音带。进一步感受燕子的可爱和春光的美；
学习有感情的朗读。

二、自读，思考：每个自然段分别讲的是什么？（第一自然
段：燕子可爱的形象。第二自然段：燕子从南方飞来，为春
光增添许多生机。第三自然段：飞行中的燕子。第四自然段：
停歇的燕子。）

三、思考、交流：课文是从几个方面描述燕子的？（可练习
各段意思回答）分别表现了燕子怎样的特点？（燕子形象的
活泼可爱；燕子飞行的动态美，燕子停歇时的静态美，为春
光增色，使春光充满勃勃生机。）

四、巩固练习。

1、自读第一自然段，识记“俊俏”“叉”。完成思考、练
习3第（1）题填空。背诵第一自然段。

2、自读第二自然段，识记“拢”。在了解句与句联系的基础
上，背诵第二自然段。

3、自读第三自然段，识记“唧”。完成思考、练习3第（2）
题填空。背诵第三自然段。

4、自读第四自然段，识记“谱”“奏”。在明确每句讲的是
什么的基础上，背诵第四自然段。



五、字词练习。

1、交流如何识记生字的。

2、练习写生字词：俊俏、分叉、聚拢、唧唧、五线谱、演奏。

3、自己尝试默写。

六、自由读课文。

七、全班齐读课文。

八、作业：

1、背诵全文。

2、预习《词两首》

板书设计：

4、燕子

活泼、机灵

燕子增添生机

春的赞歌

教后记：

[燕子(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教学备课教案设计篇十

1、指导学生从图上认识蒙古族及其生活的地方。



2、［cai演示：那达慕大会动态图（1――5）；配乐：同上］
教师用极富情感的语言介绍“那达慕大会”。

二、初听乐曲，感知音乐形象

1、听下面这首乐曲，它表现的是那达慕大会中的一项比赛。
［cai演示：赛马场景；音乐：赛马］知道是哪一项比赛？
（赛马）

2、谁能给这个乐曲取一个名字？（“赛马曲”、“欢乐的赛
马比赛”……）作曲家黄海怀给它取的曲名就是“赛马”。
（出示课题及作曲家的卡片）

3、从音乐中你感受到蒙古族人民在欢度节日，举行赛马盛会
时，是什么样的心情？（高兴的、欢乐的）你体会到他们对
草原、对生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无比热爱）

4、你听出乐曲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出示二胡图片）作曲
家根据内蒙古民歌的曲调素材创作了这首“二胡独奏曲”。

5、（教师简介二胡及其演奏方法：连弓和连顿弓并示范）还
有一种方法老师暂时保密。

三、细听乐曲，为《赛马》分段

［cai演示：草原图片中的课题及二胡图片］

（一）细听第一段，感受音乐节奏。［cai演示：旋律（一）；
音乐：第一段］

2、音乐的情绪怎么样？（紧张、热烈）跟着音乐哼唱一遍这
个主题。

3、请看屏幕。［cai：出示“a”、“u”］宽节奏的地方用a唱，紧节



奏的地方用u唱。唱两遍。（注意指导突出强音，16分音符唱
均匀。）

4、请看黑板，这是第一段的图谱：弧线用a唱，波线用u唱，
现在我们来完整的唱一遍第一段。老师看谁的音乐情绪表现
得好。

（二）细听第二段，把握音乐的变化。［cai：出示旋律（二），
音乐：第二段］

1、现在我们来听下面这段音乐――――旋律（二），与第一
段比较，这段音乐旋律情绪上有什么变化？（悠扬、舒展）
音乐刻画的是蒙古族骑手对比赛乐观自信的形象。

2、指导学生跟着音乐哼唱一遍这个主题。

3、请看屏幕，（屏幕显示：“la”）带着快乐、自信的情绪有感
情地用la唱一遍。

4、现在让我们来完整地听第二段音乐。

要求：

听时，请孩子们在心中哼唱，旋律二出现几次，举起手指表
示出来。开始听。（第三次时教师提示）听，什么声音？
（马蹄声）

5、你知道这马蹄声是怎么演奏出来的？请孩子们仔细看。
（听音乐，示范表演拨奏）这种方法叫拨奏，它就是老师要
介绍的第三种演奏方法，不用拉弓，而是用手指拨，就发出
了这种马蹄似的声音。作曲家在这里运用伴奏乐器扬琴演奏
旋律（二），而主奏乐器二胡却模仿了马蹄的声音，将赛马
比赛中马蹄急驰、你追我赶的场面刻画得活灵活现，音乐情
绪也被烘托得更加欢快热烈。



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在旋律（二）第一次出现
时比较抒情，请孩子们拉心中的二胡，有感情地唱la；第二次
出现时节奏变密集了，大家用骑马愉快地弹舌来表现；第三
次出现时，仍然有感情地唱la，并在扶手上抡指模仿马蹄声。
请听音乐。比赛到了什么环节？（紧张的时刻）

这里，旋律（二）出现第一次，表现了赛马场上内蒙古族骑
手对比赛乐观、自信、充满必胜信心的精神风貌；第二次、
第三次通过二胡的不同演奏方法，刻画了马蹄急驰、你追我
赶、奋力争先的激烈场面。

7、从这一段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蒙古族人民有着一种什
么样的精神？整个第二段音乐的情绪怎么样？（抒情、悠扬）

8、这一段老师请你们用打击乐器去更好地表现音乐。［cai：旋律
（二）旁出示打击乐器］分组讨论：旋律（二）出现了三次，
我们分别选用什么乐器、什么方法来表现这三种不同的音乐
形象？（学生听乐曲后讨论）

9、分组表演。注意观察：选的什么乐器？什么演奏方法？与
音乐情绪是否吻合？（分组表演后请学生谈感受，教师小结
各打击乐器的特点）

10、引导学生选出最好的表现方法，全体学生完整地演奏一
次。

（三）细听第三段旋律，体会“冲刺”。

1、听，结尾的音乐和哪一段相似？（第一段）哪一段情绪更
激烈？（第三段）

2、认真体验这种情绪，请孩子们跟着音乐在心中哼唱一遍。

3、请看，这是第三段的图谱：弧线的地方用a唱，波线的地



方用u唱。（注意引导学生体验更激烈的情绪）这段音乐结尾
时，节奏密集，速度更快，力度更强，表现了赛马比赛已经
进行到什么关键时刻了？（冲刺）音乐刻画了赛马比赛最后
冲刺时的紧张激烈的场面，在最高潮中结束。结尾的这段音
乐是从一开始情绪就更激烈吗？（不是）

4、既然它和第一段相似，请孩子们用打击乐表现：先用铃鼓，
在最后高潮时，看老师手势所有乐器一起来烘托。

［cai：第三段打击乐器排列；音乐：第三段旋律］

师：（边说边演示打击乐器）听一听，这样处理的效果好不
好？注意听清要求：节奏整齐同旋律，最后长音时，铃鼓和
串铃一起摇起来。（生练习）

5、完整表现一次。

（四）乐曲小结。

这首乐曲分为几段？［cai：结构图――――1、2、3］第一段和
第三段的情绪都比较（激烈），第三段更为激烈，是全曲的
高潮。第二段的情绪比较（欢快、热烈）。

四、欣赏二胡独奏曲《赛马》和草原牧民赛马的片段集锦

1、在欣赏过程中，请用打击乐器来烘托感受音乐气氛，并为
他们的比赛助兴好不好？［cai：――――结构图上出示每一段的
打击乐器］这段音乐的第二段主题出现了4次，请注意看老师
的指挥。

2、开始欣赏影片，并用打击乐器表现。［演示cai：赛马场景；
音乐：赛马］

五、小结［演示cai：草原动态图；音乐：赛马］



（老师一边小结一边画简笔画；课后学生骑马律动出教室。）

点评：音乐欣赏课如何与器乐进课堂研究实验有机结合，音
乐课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怎么体现，本节课作了很有价值的探
索。教师在设计本课时，钻研教材，把握教材的重难点及挖
掘形象化的表现材料，有机地把节奏训练、二胡常识、打击
乐训练和音乐情绪的训练结合起来。孩子们在多媒体的“声、
像合一”的情景中理解乐句、乐段的情绪，在唱、奏过程中
快乐地学习。值得一提的是上下课的律动，有目的地运用了
蒙古舞基本舞步，既为上课做了铺垫，又让孩子们动得充分，
学得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