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华少年教案一等奖(精选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华少年教案一等奖篇一

《中华少年》是一篇现代诗歌，作者以新时代中华少年的新
视角赞美了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作为中华少年
的自豪之情，同时还表达了中华少年建设祖国的坚强决心。
本文的重难点是让学生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小学生的
情感还处于发展阶段，对抽象的情感是比较难理解的，所以
需要通过反复的朗读来体会情感，所以本课的重点就是教会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反思本节课的教学，我有以下感想。

一、成功之处：ppt课件做得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学生的随机
回答跳跃进行，不受现实课堂的限制，能在课堂当中拓展学
生的视野。在教学过程当中，能比较好地注意到学生的课堂
动态，而不是一味地自己讲自己的。教态相比较之前而言，
有比较明显的进步，比较大方自然，教学反思《《中华少年》
教学反思》。在课堂指令方面，表达比较清晰，学生也能按
照老师的课堂指令做好笔记和标注。

二、不足之处：作为一个新的教师，我的经验还是不足的，
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我没能很好地结合学情，只
想着让学生多发表意见而忽略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知识掌握
程度，面对8班那群不那么积极主动的学生，我需要做的应该
是一步步引导他们，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而不是急着让他
们自行发表意见。

其次，我没能好好地利用做好的课件。最后，我没能在规定



的课时内把教学重点落实，课堂上的朗读所花的时间过少了。

三、启示：

1、要根据学情来决定教学方法，在主动积极、各方面能力稍
强的班级上，老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讲话时间，把更多
时间留给学生。而在积极性不高、各方面能力稍弱的班级上，
老师就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带领学生学好课文。

2、在课堂上不仅仅要讲课，还要随时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
间隔一段时间后就要想办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根据学生的
情况随时更改教学方案。

3、板书设计要简洁，新颖。

中华少年教案一等奖篇二

1.通过阅读资料，同学们，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祖国的
一些情况吗?

生自由谈

2.祖国正走向富强，作为他的儿女，你感到什么?

3.那让我们自豪地说：“(读课题)中华少年”

(二)、读略读提示，明确学习目标

1.读略读提示，想想这节课的学习任务是什么?

(1.以充沛的感情朗诵诗歌，读出自豪、读出对祖国的深
情。2.采用不同形式的读，然后交流读后的体会。)

实际上学习这首诗的重点在读和交流体会。



(三)分配任务，学生自读诗文

1.生分四人小组，自己分工。教师出示学诗指导

a小组分工，甲乙丙丁四个角色。

b四人合作朗读诗文。

c找出不理解的地方，与小组成员讨论得出结论。(可借助学
习工具帮助学习，如字典)

d讨论每节诗分别讲了什么，表达着怎么样的一种感情。

e带着自己感受到的感情分角色朗读。

f换角色再读诗文，将自己的感受用一段话表达出来。(文体
不限，字数不限)

2.生分组活动。

(四)全班交流学习成果

1.生按自己的角色分配，全班一起读诗文。

2.生交流小组尚未解决的问题。

如：翱翔：在空中回旋地飞。

莽莽：形容辽阔，无边无际。

萦绕：萦回。

蹒跚：腿脚不灵便，走路缓慢、摇摆的样子。



强悍：勇猛无所顾忌。

噩梦：可怕的梦。

璀璨：形容珠玉等光彩鲜明。本文指更美好。

比翼联翩：翅膀挨着翅膀(飞)

3.生交流每节诗分别讲了什么，表达着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介绍了我们祖国丰富的资源、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崭
新的发展和我们中华少年的志向：要谱写祖国更璀璨的诗篇。
)

(诗文表达着，作为一名中华的少年，无比自豪，却又责任重
大的感情。)

4.交流自己写的感受，在听别人感受后，可以充实自己的感
受。

(四)朗诵比赛，评比总结。

1.各组再分工，练习朗诵，准备比赛。

2.朗诵活动，各组上台朗读，可以一个小组朗诵一个小节来
评比。

3.评比总结

中华少年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真心祝愿
你们能为祖国谱写璀璨的诗篇!

中华少年教案一等奖篇三

四.诵读表演，升华情感



五.总结，拓展延伸。

同学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真心祝愿你们
能为祖国谱写璀璨的诗篇。再过几天就是十月一日，是我们
祖国妈妈的生日，我提议，我们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唱一
首爱国歌曲，朗诵一首爱国诗歌或散文，激情演讲等方式表
达我们中华少年对祖国妈妈生日的庆贺。请同学们下去认真
准备!

中华少年教案一等奖篇四

难忘的童年生活中，我们不知不觉得成长着，有笑，也有泪;
有喜，也有忧……今天我们学习《童年的发现》，不知它又
能带给我们哪些感受。(出示课题)

从课题中，你最想了解什么?

二.紧扣“发现”，初读课文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我”童年的发现是什么?在课文中找出有关的句子。

“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从细胞变成小鱼，经过了很长的时
间。现在，这一段时间就折合成一个月。从小鱼变成青蛙又
得经过很长时间，又折合成一个月。这样推算下来，到变成
人，正好是九个月。”

3.仔细读读这几句话，理解句子意思，并带上自己的理解转
述这几句话。

4.联系整段话，反复朗读，体会当“我”发现这个规律时，
是怎样的心情。



(格外高兴、得意……)

5.有感情地朗读这段话。

三.围绕“发现”，精读课文

1.默读课文，思考：“我”是怎样发现胚胎发育规律的?又是
怎样找到答案的?哪些地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谈自己
的体会。

分小组学习，将找到的句子读一读，谈谈自己的体会，并讨
论交流不理解的问题。

2.探讨交流，理清脉络

(1)“我”是在做梦中发现自己总在飞翔，并且发现其他同学
也具有“飞行”的天赋，于是便产生了好奇，想解决这个奇
妙的问题。

“只要双脚一点，轻轻跃起……似乎想去哪里就能飞到哪里。
”

(2)我们一起找到老师，请他给我们解答。

“为什么只有晚上睡觉时才长?”“那么为什么人在生长的时
候就要飞呢?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人怎么会是鸟?”

(3)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便激发了“我”的想
象力，渴望弄明白人究竟是怎么来的。以至于亲自抓来鱼，
仔细观察，想从鱼身上发现人应具有的某些特征。

“我想得是那样痴迷，以至于从河里抓到一条鱼，我都会翻
来覆去地看个仔细，恨不得从鱼身上发现将来的人应具备的
某些特征。”



(4)“我”经过思考、推算，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四.转述发现，小结课文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我”发现胚胎发育规律的过程，体会作
者执著探究的精神。

五.布置作业

用自己的话说说“我”的发现和发现的过程。

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有感情的朗读。

中华少年教案一等奖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能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
一片深情。

2.通过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加深对这首诗的体会。

三、教学建议

1.本诗是一首朗诵诗，适合于分角色表演朗诵。

2.本文是本单元“祖国在我心中”这个专题的最后一篇课文，
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到用朗诵这种形式，也可以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因此，教学中，应安排各种形式的朗诵。

(1)自由朗诵。这是分角色朗诵的基础，每个学生自由读，大
声读，把诗读正确，读流畅，初步了解文中一些词句含义，
整体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这样有利于准确表达作品的思想
感情。

(2)分角色朗诵。按照本诗甲、乙、丙、丁分配朗诵，可以四



人小组合作读，也可全班分角色朗诵。

(3)表演朗诵。为了有利于情感的表达，可以采用化装表演朗
诵，把甲、乙、丙、丁四个角色装扮成藏族、高山族、蒙古
族、汉族少年，配上动听的音乐，把学生带入课文的情感世
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3.读后，组织学生交流朗诵后的体会。可交流对诗句含义的
理解，也可交流对诗句表达特点的感受，还可交流内心情感
的体验。鼓励学生谈自己真实的想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读
全诗，自然达到“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境地。

四、教学案例

以读激情交流明情

(四学生化装成藏族、高山族、蒙古族、汉族的少年，进行表
演朗诵。)

师：同学们，感谢他们精彩的表演。在他们激情满怀的朗诵
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生：我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位中华少年，是那么自豪。

生：我感受到他们长大后建设祖国的决心非常大。

生：他们读得声情并茂，看得出他们是怀着对祖国的深深热
爱在表演朗诵的。

生：我也感受到他们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师：确实，欣赏他们的朗诵，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他们内
心的那份爱国情怀。看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方式有
很多，用充沛的感情来朗诵爱国诗，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就
是其中的一种。



师：过几天就是十月一日，是我们祖国妈妈的生日了。我提
议，我们来搞个班队活动，每个同学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
来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