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 生活教案教案(大
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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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一

设计意图：

健康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注意观察，随时
教育。我们班里有几个小朋友非常的不爱干净，整天拖着鼻
涕，身上也是脏兮兮的。为使幼儿逐步养成讲卫生、爱清洁
的良好习惯，我设计了这次活动。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爱清洁，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2、让幼儿学会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

活动准备：

图片2张（一张画脏、乱、差的地方，一张画干净整洁的地方）

活动过程：

小结：小朋友在大街上，在公署里，在幼儿园都见到过许多
果皮箱，这些箱子的作用可大了，它能保护环境的卫生。

3、出示幼儿读物，让幼儿分辨对错：



（1）一幼儿把香蕉皮扔在盯皮箱里。

（2）一幼儿在大街上随地吐痰。

（3）一幼儿把冰棒纸扔在地上。

（4）一幼儿将痰吐到痰盂里。哪个小朋友做得对？哪个小朋
友不对？你要向谁学习？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吃的果壳呀、塑
料袋呀应该扔到哪里？（垃圾桶里）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二

1、了解作者条文罗斯福夫人的过程，懂得走向生活，广交朋
友，才能为生活赋予价值，增添欢乐的道理。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读课文，作者向罗斯福夫人提出的是什么问题？罗斯福夫
人又是怎样回答的？

2、按照事情发展顺序，这篇文章可以分成哪几个部分？

三、自学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四、检查自学情况

1、文章的第一部分讲了哪些内容？

1）作者当时的身份。“初出茅庐”产什么意思？

五、巩固练习

1、抄写四个字的词语。

2、朗读课文第一、二部分。

第二课时

一、全班讨论

1、整个采访过程是哪几个自然段？

3、“我”率先抛出的自认为别具一格的问题是什么？“我”
预想的答案是什么？

4、什么是“始料未及”？

5、罗斯福夫人为什么选中了作者呢？你怎样理解罗斯福夫人
的这番话呢？

6、对罗斯福夫人的采访作者有什么收获？什么是“座右铭”？

二、总结课文

1、罗斯福夫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2、这篇文章让我们懂得了什么？

三、巩固练习



1、抄写课文中四字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决定：初出茅庐采访

准备：扎进寻觅吮吸迫不及待

采访：走向生活广交朋友

收获：获奖座右铭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三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评教案已成为衡量高校
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一名大学生，笔者认为，参
与评教案是提高教学质量、优化课堂体验、促进教师与学生
之间互动的良机。下面将根据个人的亲身体验，总结出一些
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评教案是一种对教师进行全面评估的方式，而教师正是大学
教育的核心。通过参与评教案，学生可以积极反馈教师的教
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帮助他们发现
自身的不足之处并持续改进。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评教案
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期望，在教学中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
提高教学效果。评教案不仅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平
台，也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支撑。

第三段：优化课堂体验



评教案不仅是对教师的评价，也是对课程设置的评价。通过
评教案，学生可以积极反馈课程内容的合理性、设置的难易
程度、与实际应用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评教案的结果将作
为改进课程设置的依据，可有效优化课堂体验。这也从另一
个侧面表明了评教案对学生的问题关切，并通过改进来提高
课程的质量。

第四段：促进师生互动

通过参与评教案，学生不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还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
进行调整和改进，使教学更加适应学生的需要，增强与学生
之间的互动。而学生也能更加主动地与教师沟通交流，更好
地理解教学内容，促进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这种互动的教学
方式将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五段：提高教育质量

评教案是用来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教育
质量提高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评教案，高校可以了解到各
个课程的教学情况，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
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对教师的评估结果也可以作为教师聘
任、晋升和薪酬等方面的参考依据，激励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进一步推动教育质量的提高。评教案的实施可以促进教育质
量的整体提升，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和学习环境。

总结：

通过参与评教案，我们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优化课堂
体验，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并最终提高教育质量。评教案
对学生和教师都有益处，是一项重要的改进教育的举措。同
时，学生也应该积极参与评教案，认真填写评价表，提出宝
贵的建议，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通
过评教案的不断完善和改进，我们的教育质量将会更加出色，



为培养优秀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四

1、通过本次主题班会使学生明确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低碳生活，
让学生了解低碳生活的重要性。

2、学习和寻觅低碳节能的诀窍和办法。

3、培养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生活
习惯：倡导低碳，呵护地球。

活动方式把主动权交给学生，主持、朗诵、活动与表演相结
合。在自由轻松的氛围中体验低碳生活、节能减排的意义。

活动过程

一、班主任导入主题，明确班次班会的内容。

二、学生活动1、主持人上场，宣布主题班会开始。

2、低碳生活知多少

（1）播放有关低碳生活的资料，学生观看，了解什么是低碳
生活。

（2）采访：通过看资料结合你们自己收集的有关资料谈谈你
对低碳生活有了那些了解？

（3）知识竞答活动。

（4）主持人小结：“低碳生活”，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
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主要是从节电、节
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



3、快板表演：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情景剧表演：我们的一天。

5、诗朗诵：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

（2）学生汇报交流，主持人加以总结，大屏幕显示：

5.出门购物，尽量自己带环保袋，无论是免费或者收费的塑
料袋，都减少使用；

6.出门自带喝水杯，减少使用一次性杯子；

7.多用永久性的筷子、饭盒，尽量自带餐具，避免使用一次
性的餐具；

8.养成随手关闭电器电源的习惯，避免浪费用电；

9.尽量不使用冰箱、空调、电风扇，热时可用股份的蒲扇或
其他材质的扇子。

10.夏天开空调前，应先打开窗户让室内空气自然更换，开电
风扇让室内先降温，开空调后调至室温25～26°之间，用小
风，这样既省电也低碳；11.用过的塑料瓶，把它洗干净后可
用来盛各种液体物质；12.食物废料、残渣，可以用作肥料用。

（3）主持人小结。

7、宣读倡议书。

三、班主任讲话

同学们，我们的地球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护，让我们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珍惜资源，降低能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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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五

近年来，评教案逐渐兴起，成为许多高校进行教学评估的重
要手段之一。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也参与了众多评教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积累了许多心得体
会。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经历，分享一些对评教案的心得
感悟。

首先，评教案是大学生发声的平台。评教案为大学生提供了
一个对教师和课程进行评价的渠道，我们可以通过评教将我
们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学校和教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
仅是课堂上的消极接受者，而是可以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当
中。我们的声音被听到和重视，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尊重和改
进。评教案给了大学生们更多的话语权，让我们对教学环境
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其次，评教案是学生成长的机会。评教过程中，我们不仅会
对教师进行评价，同时也会对自己的学习状况进行审视。通
过参与评教，我们会不断反思自己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思考
课程是否贴合自己的需求，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点。



这个过程是一个增长的过程，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和
他人，更加积极地面对挑战和困难。

此外，评教案也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
过评教，我们可以了解到同班同学的评价，从而选出优秀的
教师和课程。而那些受到学生好评的教师和课程会得到学校
的支持和鼓励，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评教案促使教师不断
地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育素养，从而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同时，评教案也可以揭示一些教师和课程的不足之处，这对
于教师来说是一种提醒和警示，有助于他们改进自己的教学
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另外，评教案也提醒我们要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去。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对某些课程或教师不满意，觉得没有收获和意义。
但是通过评教，我们会反思自己的参与程度，从而发现问题
所在，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积极与教师互动。我们会主
动提问，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评教案教
会我们学会与教师合作，互相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学习变得
更加积极和有效。

总而言之，评教案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方式，更是一个改进机
制。它给予了学生发声的权利，促进了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同时，它也刺激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并促进了教学质量
的提升。评教案是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帮助我们找到学
习的动力和方向。让我们珍惜这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
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六

摇篮教案是一种科学的育婴方式，它的出现为父母带来了很
多帮助。身为一名家长，我对于摇篮教案有着很深的了解，
也懂得如何运用它进行育婴。接下来，我将分享我的摇篮教
案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比传统喂养方式和摇篮教案

传统的喂养方式通常会让宝宝睡在母亲怀中，过程中母亲还
须要不断地哄抱宝宝，并观察宝宝是否已经进入梦乡。相较
之下，摇篮教案更加科学，宝宝能够更好地独立入睡。摇篮
教案在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它能够帮助宝宝培养良好的睡
眠作息习惯；它能够促进宝宝脑部的发育与成长；它还能够
减轻家长繁重的育婴负担。

第三段：如何实施摇篮教案

要想在家中实施摇篮教案，第一步必须是购买摇篮或制作摇
篮。摇篮底部必须是扁平的，以避免宝宝可能的滚动和倾斜；
同时，床垫也必须柔软舒适。在宝宝准备入睡时，将宝宝放
入摇篮中，然后平稳地摇动摇篮，让宝宝慢慢地安静下来入
睡。摇晃摇篮的幅度要逐渐减小，直到完全停止摇动。

第四段：摇篮教案的优点

相对于传统的喂养方式，摇篮教案有很多优点。首先，摇篮
教案能够有效地帮助宝宝入睡。其次，它能够帮助宝宝建立
健康的入睡习惯和规律的作息时间。再次，它能够降低母亲
和家长的疲劳程度，因为宝宝能够更好地独立入睡。

第五段：结尾

总之，摇篮教案是一种科学、有效、轻松的育婴方式，为宝
宝和家长带来了很多好处。不过还需注意，摇篮教案适用于3
个月以上的婴儿，太小的宝宝不太适合。我们应该不断探索
新的育婴方式，努力为宝宝创造更为优质的成长环境。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七

1．练习排队齐步走。



2．通过互相配合，协作完成游戏

大的报纸团或皮球作豆子

1．请幼儿三个三个组成一组，扮成蚂蚁。（第一个幼儿站立，
两手作触角；第二、第三个幼儿分别弯腰，双手抱住前面一
个孩子的腰）

2．请一组组的"蚂蚁"排好队行走，注意互相的`配合，不摔
跤，不踩到别人。

3．设置一定的距离，在终点放置一些物品作"豆子"。请"蚂
蚁"从起点到终点，再返回，比赛搬豆，看谁搬得快。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八

教学目标

体会诗歌优美深婉的意境.

掌握用比喻修辞手法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把握诗歌意象,体会抒情主人公感情.

教学重点

体会诗歌优美深婉的意境.

2.掌握用比喻修辞手法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教学难点

体会本诗的古典意蕴

教学时数



1课时

教学方法

诵读鉴赏法,情景入境法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以简介作者姓名由来("江晚正愁予,深山闻鹧鸪"),作者情
怀(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疾苦),主要作品(《梦土上》),作品风格
(以婉约见长,婉约如李商隐,豪放如李白)导入.

进入诗歌

整体感知

读

学生默读,初入诗境(要求学生注意音准,重音,节奏,语气,语
调)

一生试读.

教师范读,指导重音,节奏,语气,语调.

学生自由读.

教师学生齐读

想

要求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把诗歌化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



学生思考,教师巡回指点.

说

学生代表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所想象的画面.教师总结.

画面一:江南小镇春意图

具体描述:(略)关键词——草长莺啼,花红柳绿,绿草茵茵,一
片生机

画面二:小巷深宅清冷图

具体描述:(略)关键词——斑驳古旧,幽深绵长,凄清冷寂

画面三:马蹄声声图

具体描述:(略)关键词——过客,马儿,石板路

画面四: 深闺思妇图

具体描述:(略)关键把握闺中布置,思妇动作,表情,心理的变
化

画面五:途中道白图

具体描述:(略)关键把握过客情感

整体把握诗意

a引导学生思索:从表达方式来看,这是一首什么诗

"我"对"你"的内心独白,——抒情诗

能找出记叙的要素——叙事诗



既可以说是一首抒情诗,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

共同明确:

时间:阳春 地点:江南小镇 人物:"我"——过客 "你"——思妇
(还有两个没有出现的人物)

事件:"我"打江南走过,达达的马蹄声带给深闺中苦苦思念的"
你"心潮的起落.

b,学生自行概括诗意,教师总结:

本诗通过"我"一个匆匆的过客匆匆从江南走过为带给深闺中
苦苦思恋等待归人的女子内心希望和失落而深感歉疚和无奈,
表达了一份古老的情愫——闺怨.

具体赏析:

赏析引子

学生感情齐读

学生讨论研究交流:

内容:短短的二十字写出了"我"打江南走过带给思妇心潮起落
的情景,格调清丽而婉伤.

表现形式及效果

比喻修辞和意象:莲花的开落——江南女子的美丽容颜

——美丽容颜在等待中消退

——思妇情感的起伏



长短句交错——短句暗示过客之匆匆,长句暗示思妇等待之漫
长

学生再次感情诵读引子

赏析诗的第一小节

一生感情美读

学生齐读

学生讨论研究交流:

这一节主要以"我"之视角写思妇的心灵世界.

运用了四个比喻:

不揭的春帷——隔绝

向晚的街道——清冷沉寂

寂寞的城——孤苦寂寞

紧掩的窗扉——封闭

倒装句式

"街道向晚窗扉紧掩"化板为活,表意委婉

学生齐声美读.

赏析诗的第二小节

一生感情美读



学生齐读

学生讨论研究交流:

在全诗的作用:诗眼

名句赏析——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过
客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

为什么是美丽的错误 (美丽——点燃了思妇重逢的希望

错误——马蹄声仅是从前面路过,不为她的期盼 而停住)

教师总结

这首诗格调清丽凄婉,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我们再次
感情美读,尝试着背诵.(师生齐诵)

4.难点揣摩:

学生自由发言,教师总结:

主题——闺怨

人物形象——深闺思妇

意象——莲花,向晚,柳絮,东风

格调——清丽凄婉

扩展延伸

由此诗你能想到哪些表达闺怨主题的古诗词



学生自由发言,教师归纳: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
《长相思》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
白萍洲.

——温庭筠《望江南》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八声甘州》

四,师生齐声背诵全诗.

打人是不对的表情包篇九

1.学会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饥饿、礼拜、生锈、揉皱、
昏暗、眯缝、耸肩、一缕、稀粥、撇嘴、起伏、匣子、冻僵、
逗笑、窜过、逮住、孤儿、打搅、甜蜜、暖炕、耷拉、火柴
梗、圣诞树、黑糊糊、笑眯眯、孤零零”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整体把握主要内容，了解凡卡悲惨的
学徒生活，体会他极度痛苦的心情。

3.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体会叙述、信、回忆穿插来写、苦
乐对比的表达效果，体会课文结尾“梦”的含义。

学习重点

理解凡卡写信的内容，了解凡卡的苦难生活，通过凡卡的神
态、动作、联想，了解凡卡的内心世界。

学习难点



作者的叙述、信的内容和凡卡的回忆交叉在一起，同时交替
使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种复杂的穿插和变化人称的
写法是学习上的难点。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介绍背景，导入新课

1.我们刚刚读过安徒生的著名童话，今天再来读一篇外国文
学作品，是俄国的伟大作家契诃夫写的《凡卡》。这篇小说
写于1886年，当时正是俄国沙皇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人民过
着苦难的生活，无数破产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深
受剥削之苦，连儿童也不能幸免。契诃夫家的小杂货店里有
两个小学徒，就常受他父亲的虐待。他自小了解学徒生活，
也同情小学徒的不幸命运，所以《凡卡》这篇小说写得真实
感人，也使我们从中看到旧俄时代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板书课题）

2.我们怎样才能读进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学生自由
说，如有感情朗读，联系实际进行联想，质疑思考讨论等等。
）

二、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按要求自读课文。

（1）将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画出文中出现的人名及人物的身份。

（3）将凡卡写信的段落标记出来。（3.8.10.11.12.15自然



段）

（4）准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凡卡。

2.检查自读情况。

（1）指名读生字新词，要读准字音。

（2）读准人名，并明确人物的身份。

凡卡·茹科夫（伊凡·茹科夫）：小说的主人公。

阿里亚希涅：鞋匠，鞋店老板。

康斯坦丁·玛卡里奇：凡卡的爷爷。

日发略维夫：老爷，爷爷工作的那家庄园的庄园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