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命生命教案详案(大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生命生命教案详案篇一

张海迪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绝顶》，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该书自1998年开始创作，耗时
四年，共计35万字。

无独有偶，香港女作家杏林子，12岁时染上了类风湿关节炎，
后来病情恶化，她忍着极大的痛苦，高声呼喊着“生命生
命”!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杏林子的散文《生命生命》，去感受她
强烈的生命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习她珍视生命、坚强
勇敢的精神，让人生更有意义，更有光彩。

学生带着问题听读课文，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思考题

a．题目中“生命”一词，为什么连续用两次?去掉一个行不
行?为什么?

b．作者列举了哪三个事例，试用一句话概括每个事例的内容。

c．三个事例蕴含的意思分别侧重哪一方面?对人生的三点思考
分别侧重哪一方面?

，初中一年级语文教案《生命、生命教学设计》。



a．是一种修辞方法——反复。去掉一个不可以。因为连用表
示强调，表达了对生命的`强烈的呼唤，表达了强烈的生命意
识，去掉就没有这种表达作用了。

b．小飞蛾在险境中，生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下，极力挣扎
着——强烈的求生欲望，生命都是自我珍视的。

香瓜子在墙角砖缝中长出小苗——从生命诞生这个角度说明，
生命力之强大。

“我”静心听心脏的跳动感受自己的生命——有了生命意识，
就会严肃地思考人生。

c.三点思考

第一点思考：必须对自己负责，好好地使用生命，让人生更
有意义。

第二点思考：回答怎样对待生命的短暂，怎样对待生老病死。

第三点思考：将目标、信念付诸于行动。要珍惜生命、珍惜
时间、不懈努力，为生命奋斗，“勇敢地活下去”。

正是由于为生命而奋斗，所以才勇敢地活了下去。12岁就患
了类风湿关节炎的香港女作家杏林子，虽然病情恶化了，仍
然忍着病痛，强烈地呼喊着：“生命、生命”。

生命生命教案详案篇二

审视和反思使我认识到：

１、新课堂要求学生互动、师生互动，但只有真正有效的交
往与互动，学生获取的知识才是“货真价实”的。



２、新课堂要求教学情景化，但不是为情景而情景，而应是
以教师为代表的化与学生为代表的儿童文化的相互沟通、整
合的画面，是教师与学生心理不断调控的画面，应学生动而
动，应情景而变，这种“动态生成”的课堂才能焕发出勃勃
生机，才能显现真正的活力。

３、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参照特级老师的课堂教学实录来上
的，大同小异，但效果并没有预期那么好。看来我们不能依
葫芦画瓢，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其实，仔细想想，特级教
师之所以“优”，之所以“特”，就在于能够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根据实际选择最佳策略进行教学。是呀，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这就必须从教材特点、
学生实际、教师个性出发，综合考虑选择适合的教学策略，
进行创造性教学。本人认为，在教学实践中，为了优化课堂
教学，我们不妨借鉴一些名师的教学设计，但决不能完全照
搬，应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同时从实际出发，进行优化组
合，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４、教师的个性特点也不容忽视：

同样的教材，同样的学生，教师的个性不同，所选择的教学
策略也应符合自身的特点，发挥自身的优势，选择自己最擅
长的教法。我想，本人属于激情类的教师，不适合上一些说
明文、平淡的叙事文。

存在的困惑是：学期初，课本就发到孩子们手里了。孩子们
不止一次地接触文本。一个再感人的故事，再优美的文章，
读的多了，也就不怎么感人了，因为这个故事、这篇美文，
已经打动过他了。如果孩子们是第一次接触文本，阅读的积
极性一定更高。因此，似乎有好多课文的教学设计很少有操
作的机会。



生命生命教案详案篇三

活动名称：散步中的收集活动。

活动目标：

1、通过收集活动，使幼儿关心周围的生活环境。

2、为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分类活动收集材料。

3、培养幼儿观察习惯，萌发幼儿的求知识探索精神。

活动材料：

每名幼儿一个小筐、合适的场地。

活动过程：

1、教师在散步、收集活动前提出要求：散步时收集十种东西。

2、散步、幼儿边观察边收集：树叶、草籽、瓶盖、石头等十
种物品放在自己的小筐内。

科学活动：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活动目标。

1、在操作活动中让幼儿学会区分生命的与无生命的物体。

2、通过活动使幼儿进一步掌握分类的方法。

3、初步萌发幼儿的环保意识：爱护生命、保护生态环境、关
心自己的生活空间。

活动材料：（准备）

1、幼儿参与收集的许多物品。（十钟）



2、托盘、小筐同幼儿人数。托盘上贴有绿色的和紫色的纸。

3、掌握生命、无生命的概念。

活动过程：

1、出示教师收集的物品，引发幼儿进行分类的兴趣，并介绍
分类的方法。

2、教师同幼儿一起将教师采集的物品进行有生命与无生命的
分类。

3、将幼儿收集的物品进行分类活动。

教师根据幼儿的分类情况适当加以指导。

4、区分生活中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事物。

幼儿分别说出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事物。

5、教师进行活动小结并引发社会性活动的兴趣。

生命生命教案详案篇四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积累好词佳句。

2、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揣摩其中蕴含的意思，感悟作者对
生命的思考，懂得珍惜生命，就要善待生命，珍惜时间。

理解三个事例所隐含的道理。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

本文可分哪几层？



第一层作者用了一个什么句式？起了身作用？

1、出示思考练习：

（1）、文中那些句子能令人感觉到一股生命的力量?(感情朗
读)

（2）、作者为什么回放了飞蛾？（及我为什么会震撼？）

（3）、你在捉蜻蜓活捉其他昆虫时，他们是怎样反抗的，这
种反抗就是什么？

2、学生自主学习，小组交流讨论。

3、汇报展示，全班交流。

1、出示思考练习：

（1）、找出文中写香瓜子生命力强的句子。(感情朗读)

（2）、一粒香瓜子令作者感动的原因是什么?

(3)、写草生命力强的诗，谁背一背？

冲破（）

香瓜子没有（），没有（）多么顽强（）！

不屈()，茁壮（）

2、学生自主学习，小组交流讨论。

3、汇报展示，全班交流。

1、出示思考练习：



（1）、从听诊自己心跳的律动你知道了什么？

（2）、利用生命有哪两种方式？

糟蹋就是（）

我可以好好的使用（），也可以糟蹋（）。利用了就是（

）；糟蹋了就是（）。

利用生命，我们就应该（），不应该（）。

2、学生自主学习，小组交流讨论。

3、汇报展示，全班交流。

4.、小结

师：第二部分讲了那三件事?

生：归纳，师板书

三件事说明

飞蛾挣扎求生

瓜子不去生长生命可贵，珍惜生命。

诊听心脏律动

1、作者从这三件事认识到了什么？（在文中找原句）

举例说“有限的生命体现无限的价值”的意思。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体现无限的价值？



2、生感情朗读。

3、生自由答。

4、有感情齐读第五自然段

1、将以上填空练习做到作业本上。

2、摘抄文中好词好句。

生命生命教案详案篇五

1、能区分生命物和非生命物，初步理解生命的概念。

2、教育幼儿要珍惜生命、爱惜生命。

3、培养幼儿探索生命现象的兴趣。

4、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5、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动物植物图片，人生长过程图片。小蝌蚪变青蛙课件，植物
生长课件。大转盘。大耳朵图图动画片段。

一、导入活动：

1、师生观看大耳朵图图片段。

2、提问：小朋友你们是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们是从那
儿来的。

小结；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

二、探索有生命的物体：



1、了解人的生长过程：

提问：我们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出示人的成长图片。

小结：每个小朋友都是从小慢慢长到大，在长大的过程中经
历了不同阶段。

2、了解动物的的生长过程：

提问：小动物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呢，我一来看看这只小动
物是怎样长大的。

出示小蝌蚪变青蛙视频：

小结：小动物和我们人一样也是从小慢慢长到大。

3、了解植物生长过程：

观看植物生长课件，了解植物生长过程。

小结；植物也是从小慢慢长到大。

4、解释有生命的物体：

提问：看了视频和图片后你发现了什么。

小结：人、动物、植物。都能生长，都是经历从小慢慢长到
大，一直到死亡。所以它们都是有生命物体。

三、探索无生命的物体：

提问：世界上是不是所有的物体都是有生命的。如：石头，
文具盒等。为什么。

小结：世界上的物体有的是有生命的。有的不是。像石头等



都不能生长，不会死亡，所以像他们一样是无生命的。

四、区分有生命与无生命物体：

1、游戏大转盘；幼儿转动大转盘，当转盘停止时，指针所指
的物体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请幼儿说出。

2、出示有生命物体与物体图片幼儿进行分类。

五、有生命无生命的舞蹈。听音乐幼儿表演：

结束活动：寻找生活中的有生命无生命物体。

本节活动有二十五名幼儿参与，大部分幼儿表现很好，课堂
气氛活跃，目标完成很好。

生命生命教案详案篇六

1.理解内容，感悟中心，揣摩词语。

2.培养学生当众发表意见的能力。

3.联系生活实际，畅谈对人生的感悟。

1.理解文章内容。

2.揣摩词语的表现力。

1.体会文章内涵。

2.畅谈对人生的理解。

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人。在现实生
活中，在别人看来，她是个很不幸的人，她不能像常人那样
生活走动，她的很多时光是坐在轮椅上度过的，她的肉体和
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但她却声称“活得十分富有”，
为什么呢？因为她拥有一个丰繁博大的精神天地，而构成这
个天地的，是她对自然、对生命的感悟。她并未因为身体的
残疾而放弃生命，相反的，她有对生命更强烈的呼唤。她曾
经在一篇文中写道“不论你处在怎样一个多变的世界，经历
怎样的人生，生命中还是有一些极其可贵的珍宝，需要我们
终身护守、珍惜，不容它轻易失去。”她就是杏林子。她的
文章《生命，生命》就表现了她对生命的态度。

二、初步感知课文：

1.教师播放媒体资源中课文朗读，学生初步感知全文。

2.学生一起朗读课文。

3.指读文下注释。

三、读、赏析：

1.导读：下面我们就对文章的一些精彩内容进行研读，对文
章所表刻内涵加以深入地理解。

2.自读、讨论：

1）本文共写了几个事例？作者从中分别感悟出什么？

2）作者对生命有着怎样的理解？

3）找出自己感受最深的事例，并谈谈自己的体会。

4）划出自己认为写得最好、最精彩、最能表达作者感情的语
句，朗读并体会其作用。



5）联系生活实际，谈谈你对生命的理解。

3.归纳总结：

1）三个事例。

事例一 飞蛾求生 那翅膀在我手中挣扎的生之欲望，令我震
惊，使我忍不住放了它！

事例二 瓜子抗争 那一股足以惊天憾地的生命力，却令我有
种肃然起敬的感动。

事例三 聆听心跳 我必须对自己负责。

（随文评点“对自己负责”的含义。）

2）三点。

思考一：必须对自己负责，好好地使用生命，让人生更有意
义。

思考二：怎样对待生命的短暂，怎样对待生老病死。

思考三：珍惜生命，珍惜时间，不懈努力。

3）略。

4）略（可讨论自己所熟知的名人名言）。

四、总结全文：

一节课结束了，但我们的生命依然漫长，此时此刻，我想起
了冰心老人的一句话，她说：“宇宙是一个大的生命，江流
入海，落叶归根，我们是宇宙中的一息，我们是大生命中的
一分子。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流入大海，不是每一粒种子都



能成熟发芽，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
与痛苦总是相辅相成的，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
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因为快乐、兴奋、痛苦又何尝不
是美丽呢？”

冰心老人的话揭示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愿每一位同学都珍
爱生命，珍惜时间，让人生更有意义。

五、拓展训练：

1.写一则读后感，题目自拟，字数不限；

2.自找有关研读生命的文章，更深层次上理解生命的意义。
并写出体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