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星设计方案 卫星比武教学设计(大全6
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方案应该
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
欢迎阅读与收藏。

卫星设计方案篇一

《卫星比武》，原本是一节比较枯燥、抽象的课文，没想到
在这堂课的教学过程中，居然让我领会到了学生的无穷想像，
感受到了学生真挚可爱的心灵。

《卫星比武》是一篇科普说明文，主要讲述了五种卫星的外
形和功用的特点，分别是侦察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
通信卫星和资源卫星。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让学生通过充
分的、不同形式的朗读，来逐渐体会不同卫星的特点，特别
是安排学生模拟解说员阿姨角色的语调进行课文的解说和朗
读，收到了较好的理解效果。在回扣课文的时候，我大胆地
提出了一个问题：“课文的.题目是卫星比武，通过学习谁能
做一个评判，究竟哪一种卫星在此次比武中获得了冠军？勇
敢的说说自己的意见！”这可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学们
在经过短暂的小组讨论后，纷纷向卫星比武的出场一般，自
信的说出自己的观点。

为让课堂继续迸发出思维和想像的火花，我设计了一个想像
拓宽的话题：“同学们，面对新生活的需要，我们人类可能
会需要更多功能丰富的卫星来服务，请问你想发明什么功能
的卫星呢？请同学们大胆的设想一下！”同学们像纷纷离巢
的鸟儿，自信欢快的回答让我感到阵阵的欣慰。一时间，同
学们的回答像天上的繁星，我数也数不过来了，只有一次次
地点头表示赞许了。



《卫星比武》这节课，有三点值得我反思：

一是不要低估了我们的学生，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
己的创造，为人师者应当积极给学生创造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否则一旦每一课的机会错过，就会遗憾每节课了。

二是语文课堂的问题设计，应当多多借鉴数学科的问题设计
理念，一定要遵循“低坡度、高密度”的原则。问题设计得
巧妙，问题提出得恰到好处，学生自然会积极投入进来，学
生的答案才会有更多惊喜。

三是课堂语言中对于学生的积极性评价，为人师者千万不要
吝啬对学生的赏识评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学生最
喜欢听到的莫过于师者的赞赏，一句句恰当的赞语可以凝成
学生不可预测的力量。

卫星设计方案篇二

（1）复习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估算和竖式计算

（2）查阅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有关知识

（3）预习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一）知识与技能：

经历探索三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的过程，掌握三位数乘两
位数的笔算方法。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两位数乘两位数到三位数乘两位数知识的迁移，感受数
学知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迁移类推的能力和解决
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中体验成功的愉悦，进一步树立学习
数学的自信心，发展对数学的积极情感。

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竖式计算方法

因数中间和末尾有0的计算方法

本节课教学内容是在原有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知识循序渐进，结构安排独具匠心。教学时，我采用了
引导、类比、激趣、知识迁移等方法，首先通过复习两位数
乘两位数，顺理成章地就把学生的思维引到乘法教学上来，
再由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导入新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通过和旧知的类比和知识的迁移，总结出三位数乘两位
数的竖式计算方法，最后设计了有一定难度的习题让学生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1、多媒体课件、练习纸

2、学生课前准备的有关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的知识

一、复习导入

1、列竖式计算

54×1227×49

2、估算

98×3421×75

3、谈话引入新课，板书课题



二、师生共研，探索新知

1、让学生说说课前收集的有关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
的知识。

2、多媒体课件出示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知识.这
是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情景图和文字
描述，让学生起来读一读，了解有关知识。

3、强调“地球一周114分钟”

4、提问：绕5圈需要多少时间？

学生解答：114×5×570（分钟）

5、接着提问：绕10圈需要多少时间？20圈呢？

抽学生解答：114×10=1140（分钟）114×20=2280（分钟）

6、紧接着提问：绕21圈需要多少时间？

（1）学生列式：114×21（2）谁能估算114×21是多少？同
学们可以互相讨论合作交流自己的想法。

学生甲：114×21≈100×21=2100（分钟）学生
乙：114×21≈110×20=2200（分钟）学生
丙：114×21≈114×20=2280（分钟）

首先肯定这些估算方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你认为哪个更加接
近正确答案呢？学生回答后教师给予肯定，应该是学生丙更
接近正确答案，因为第一个因数没有变，第二个因数变化很
小。

7、114×21正确结果到底是多少了？你打算怎样计算？学生
分小组交流计算方法，然后汇报。方法一：114×20=2280方



法
二：114×21114×1=114=114×7×3=798×32280+114=2394=2394
方法三：

8、教师对上面三种方法都给予表扬和鼓励，但是我们更加提
倡方法三用竖式计算，因为竖式相对比较方便，在以后的学
习中使用的更加广泛。

9、用竖式计算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出示多媒体课件。

学生理解并记忆（用坚式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先用两位数
个位上的数去乘三位数，得到的积末位和两位数的`个位对齐；
再用两位数十位上的数去乘三位数，乘得的积末位数和两位
数的十位对齐。最后把两次乘得的积加起来。）

强调:因数中间和末尾有0，仍然按照三位数乘两位数的法则
进行计算。

三、巩固练习：

1、森林医生：122132×14×214841321212646052772

2、出示多媒体课件。

选四道题让学生分组比赛计算，看看哪组计算的又对又快。

第一组：120×13第二组：103×31第三组：61×201第四
组：321×15

四、拓展练习：

原价：160元现价：138元

（1）商店从工厂批发的复读机每台140元，商店要付给工厂
多少元？



交流步骤：

a、每个人先猜是赚还是亏；

b、一起讨论出解决方法；

c、看看自己猜得对不对。

五、课堂小结：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知识？还有哪些不懂的
地方？

六、布置作业

课本第31页第2题、第3题。

七、书设计

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一圈需要114分，绕21
圈需要多少时间？

方法一：114×20=2280

方法三：

新课中，创设情境后，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放手让学生
讨论、探究；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解答。让学
生求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21圈，需要多长时间。学生
很快列出了算式114×21=，因为上学期我们学习过两位数乘
两位数，所以可以利用知识的迁移，让学生试着做。本节课
是一节三位数乘两位数计算课，我将重点主要放在计算方法
的探究上，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然后再具体讨论；从而掌
握三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并让学生说一说每一步计算的
算理。适时的引导，循序渐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
识与求异、探究能力，使学生在已学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探求



新知，最终能够运用所学到的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现实问
题。

卫星设计方案篇三

1、认识“拐、循”等8个生字，会写“培、训”等10个生字，
掌握“培训、夏令营、侦察、某地、资源、矿藏、自豪”等
词语。

2、理解内容，知道课文介绍了哪几种人造地球卫星，它们各
有什么特点和功能。

3、朗读课文，分角色表演卫星比武的情景。

4、教育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

【教学重点】

学习课文,体会重点句子的含义、

【教学难点】

理解五种卫星的特点和功能。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新课。

1、随着科技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
事物，你知道哪些?

2、关于“卫星你了解哪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近它。(板书
课题)



(1)教师出示卫星图片。你喜欢他们吗?能不能说说你喜欢的
原因。

(2)教师出示卫星课件，学生观察卫星。

(3)板书课题。卫星比武

(4)学生齐读课题，质疑课题。

二、依据自学提纲，识记生字，整体把握课文内容

1、轻声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不添字、漏子。

2、提出自学要求。

(1)轻声读课文，标出本课生字，标出自然段序号。

(2)借助拼音读生字，查字典，理解生字生词。

(3)课文主要是些什么事情?

(4)你读懂了什么?再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

三、检查交流学习情况

(1)指名分段朗读

(2)师生共同评价学生朗读情况、

(3)幻灯出示本课生字、

(4)指名认读生字、

(5)出示文中词语、



(6)学生认读生字

“某”字上面是“甘”字。

“豪”与“毫”、“培”与“陪”、“训”与“讯”要区别
开。

(7)学生轻声自由朗读课文,找出你最感兴趣的句子,并在句子
旁加上自己的感受、

(8)课文向大家介绍了什么?

四、再读课文，理清文章的脉络

通过读文你知道了哪几种人造卫星?那种卫星你最喜欢、为什
么?

1、以小组为单位，小组讨论：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内容?

2、各小组在小组内先互相交流，进行改进。并推荐代表准备
发言。

3、各小组互相修改自然段的段意。

4、给课文分段。

五、小结

1、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回去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卫星的构造、作用。

六、布置作业。

书写生字词，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激趣回顾

上节课我们随着轮番上阵的.各种卫星，初步领略了卫星比武
的精彩场面。在这场比武中，我们又结识了一些生字朋友，
和老师一起复习一下。

这篇课文向我们展示了卫星比武的精彩场面，你能用一个词
来描绘一下吗?

想必热爱卫星的同学们此时一定对“卫星”，更对它们的比
武充满了期待与想象，这节课我们就再次走进卫星比武，去
了解这些卫星，看看它们如何各显其能、大显神通的。

二、依据自学提纲，理解重点内容。

围绕“这五种人造地球卫星各有什么特点和功能”展开探究
学习。

自主学习，画出描述每一种卫星各自的特点和功能的语句。

将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多读几遍。想想：作者用了哪些说明
方法?

初步交流。小组成员互相讲述在自己喜欢这部分知识中，作
者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评议充分。小组成员互相肯定意见，并补充自己的意见。

师生交流，通过读议学习并结合实际体会拟人等说明方法。

三、细读课文，理解重点内容

围绕“这五种人造卫星各有什么特点和功能”展开探究学习。



(一)以第四自然段(侦察卫星)为例，进行学习

1、这一自然段中关于侦察卫星，写了哪些方面?先写了什么?
后写了什么?

(先写外形特点，再写功能)

2、侦察卫星的本领大不大，为什么?

3、你有什么样的语气把它读好?(十分得意)

4、练习朗读，交流汇报

(二)按照这种方法，自学其他各自然段

1、刚才大家都读了自己喜欢的卫星，它们谁最可爱?谁的本
领最大?

(画出描述每一种卫星各自的特点和功能的语句、自己读一
读)

2、以小组为单位，将自己喜欢的段落读给同学听，并说出喜
欢的理由。

3、在班上展示学习成果，用自己的话向同学介绍自己喜欢的
人造卫星(把握好不同角色的语气)

(1)、发射卫星的情景。(读出壮观的场景)

(2)、解说员阿姨的话(自豪、兴奋的语气)

(3)侦察卫星(十分得意)

(4)、气象卫星(十分庄重)



(5)、导航卫星(活泼有趣)

(6)、气象卫星(胸有成竹)

(7)、资源卫星(自豪的心情)

4.小组互相评价。

三、探究学习

1、提出问题。创设情境：关于其他卫星，你有什么问题吗?

2、激励评价，上网查寻资料。

四、总结全文

1、这篇课文写了什么内容?

2、学习了这篇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3、谈谈你今后在保护动植物方面要怎样做?

五、巩固练习，检测反馈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收集有关卫星的资料和图片。

板书设计：

卫星设计方案篇四

自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航天技术
日新月异，越来越广泛地服务于人类，影响人类社会.本文讲
述了第一颗救援卫星首次救人的故事.教材编选这篇课文，意
在向小学生展示现代科技的神奇魅力，唤起他们对科学的浓
厚兴趣，同时引导学生初步感悟文章的表达顺序.



知识与能力

了解人们如何借助卫星成功救援西姆三人的过程.

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练习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学生导入课文情景，使学生在情景中
学习课文.

情感态度价值观

激发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练习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激发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讲故事导入新课.

1982年9月的一天，西姆的儿子驾驶私人飞机，在加拿大上空
飞行时不幸失踪了.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西姆和两个朋友不
幸遇险.就在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向谁求救他们
又是怎样得救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向卫星求救》这篇
课文.

二，学生自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见到这个题目，你想提出甚么问题

2.自读课文，试着说说文章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3.检查预习情况，指名读课文，边读边理解词语.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找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小组中展开讨论.

通过比较使学生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

1.飞机进行搜索时，困难重重，而利用卫星就会轻而易举；

2.卫星可以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很快地查出无线电呼叫信号发
出地地方；

3.利用卫星能使遇险者获救.

四，默读课文，试着讲这个故事.

1.默读课文.

2.同桌互相讲这个故事.

3.小组选出优秀同学在全班讲故事.

4.评出故事大王，给与奖励.

五，布置作业.

阅读我的资料夹，说说了解到了甚么.

鼓励学生在课下搜集整理有关卫星方面的知识，增加对卫星
的了解.

卫星设计方案篇五

卫星运行时间



一、复习准备：

出示口算练习

师：口算练习，不是问题吧？

生七嘴八舌：没问题；小菜一碟；容易……

师：先别夸口，要细心呀！

生1：112=336，1120=3360

生2、1342=268，13420=2680

师：发现什么了？

生3、后一个积添个0就可以了。

生4、后一个积是前一个积的10倍。

生5、后一个因数是前一个因数的10倍。

师：把这几个同学的综合在一起说一说九更好了。

生说：（先同桌说，再集中）

师：很好，让我们继续）

生6、1133=339，11330=3390

生7、2112=422，21110=4220

片刻后，学生们：咦……

生8、2112=422，21110=2110



师：这两个题之间还有上面的关系吗？

生：没了！

师：那请你看看，21112与这两个算师有关系吗？（讨论）

生：12个211可以看成2个211与10个211的和。（综合了学生
的发言）

二、创设情境，探究问题：

1、出示主题图：

师：这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关于这颗卫星你
知道什么相关的知识？

生：我国是197年发射的这颗卫星……

师说明：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卫星重173

千克，绕地球一圈需时114分，是世界上第五个自主发射人造
卫星的国家。

师：结合这段内容，你能看出哪些数学信息？

2、提出问题：

师：那我们结合“绕地球一圈需时114分”，你能提出什么问
题？

生1、绕地球一圈需时114分，半圈用多少分钟？

师：如何解决呢？



生2、114=，（其余学生认可）

生3、绕地球一圈需时114分，圈用多少分钟？

有人急不可耐，说：114=，大约25分

反对者：大约28分（其余学生同意反对者）

生4、10圈用多少分钟？（114=）

生5、11圈用多少分钟？

生6、34圈用多少分钟？

师：11圈用多少分钟？34圈用多少分钟？这两个问题，请你
小组内讨论后，自己在本上试着解决）

3、试着解决问题：

……

4、汇报：

生1、竖式法（35人左右）我用以前学过得竖式的方法计算
的'，虽然其中一个因数是三位数，但是方法一样。

错例：主要是对位错：（不多）

114

34

456

342



798

生2、我是这么做的：（指的是11411）

11411

=11410+1141

=1140+114

=1254

生3、我是这么做的：（指的是11411）

以前我们学过两位数乘11的钱算方法：两边一拉，中间一加，
11411也可以这么算……）

生4、

11434

=11433+114

=114113+114

=3876

生5、

11434

=11430+1144

=3420+456



=3876

师：大家方法挺多的，但看来，虽然大家比较习惯用竖式解
决，但是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还是非常好的。

三、巩固：

13545=40825=54312=21247=

四、小结：有什么收获？

生1：三位数和两位数相乘，和以前的方法一样。

生2、计算时要注意对位。

生3、注意0的问题。

卫星设计方案篇六

1、板书“跟踪”。（什么意思？指名表演。）

2、课题补充完整，指名读题，齐读，课件出示台风卫星卫星
图片，师适当介绍。

3、说说你对题目的理解。生自由发言。

4、你认为课文应当告诉我们什么？生自由发言。

5、师范读课文，生按要求听读：听准字音；标出自然段序号；
瞪大眼睛看，竖起耳朵听，嘴巴也再读，只是不出声。

6、课件出示生字新词。学生借助拼音读准生字新词的音。
（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7、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正确。

8、检查了解读课文情况。指名每人读一个自然段。

9、学生放开喉咙朗读课文，思考前面迫切希望知道的问题。

（先小组讨论，交流朗读思考的收获。）

10、指名汇报自己的收获。

1、读议体会第一、二自然段

（1）学生朗读第一、二自然段，思考这两个自然段告诉我们
什么？

（2）学生讨论交流回报

（3）你觉得台风怎样？（相机板书：狂妄自大）朗读写台风
的样子的句子。

（4）相比之下，卫星又是什么样的？朗读写卫星的句子。

（5）分角色朗读。

2、读议体会第三、四自然段

（1）指名朗读第三、四自然段。

（2）四人小组交流思考所得。

（3）指名汇报自己的收获，、师点拨。

（4）指导有感情朗读。

3、读议体会第五、六自然段。



（1）学生自学。

（2）师检查点拨：

a、台风向大海深处奔去，奔的时间长了，他会感到有
点“累”。所谓“累”，就是风力减小。

b、如果你是卫星，看到台风逃跑，你会怎样对台风说？（生
自由发言）

c、台风想逃又逃不掉，还被嘲笑了一番，他有没有没有老老
实实、甘拜下风？

d、请读出相关的句子。

e、从这句话，你读懂了什么？ 指名读，表现出台风的疯狂、
可恶。

f、台风扑向城市，会干些什么缺德事？（生想象发言。）

g、出乎台风意料的是：堤坝——（生齐：筑高了）

树木——（生齐：撑牢了）

人们——（生齐：谈笑风生，一点也不惊慌）

能大体说说“谈笑风生”的意思吗？造句

人们为什么能谈笑风生？（堤坝筑高了，树木撑牢了。）除
课文里写的，还可以想象，生自由说。

h、师小结。

（3）指导感情朗读。



4、读议体会第七、八自然段

（1）学生自读，自学。

（2）检查学生收获。

（3）指导朗读。

5、齐读课文

6、师总结课文

课后搜集有关人造卫星的资料跟踪台风的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