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但愿人长久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学习并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积累“精致”“情愿”等词
语。

2、理解课文内容，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讲一讲这个故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激发学生对爷爷的敬佩和赞叹的思想感情。

2、启迪教育学生要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并尽自己所能努
力反民事情做得完美。

教学重难点：

1、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2、感悟课文所蕴涵的人生哲理。

教学课时：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学习并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积累词语。

2、整体感知课文内容，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讲一讲这个故事。

教学过程：

一、读题，导入新课

1、教师板书课题，全班读课题。

2、教师导读：同学们，这篇课文围绕国王的宝碗讲了一件什
么事?又将给我们是什么启示呢? 请大家自读课文。

二、出示要求，学生自读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把生字词多读几遍。

2、思考：课文围绕国王的宝碗讲了一件什么事?

3、画出乌斯曼老爹说的话， 并读一读。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自读，理解课文内容，掌
握本课的生字新词)

三、检查生字，整体感知

1、检查生字新词



(1)教师出示本课的生字新词，指名读—读，其他正音，教师
再强调。 字音：“曼”是前鼻音;“瓷”是平舌音;“拢”的
声母址“|” 字形：注意“陶”字的右边里面
足“伍”;“傻”下中部分的撇和点不能丢，注意区别“意”和
“竞”。

(2)教师再出示生字词语卡片，让学生在读中巩固

2、指名分段读课文，检查学生读通课文的情况。

3、指名说一说课文国王的宝碗讲厂—件什么事?(国王的宝碗
不小心打碎了。他要求陶工们把碗补好，不然就绞死他们。
陶工们只好请乌斯曼老爹帮忙，乌斯曼老爹用了—年时间研
制出和国王的宝碗—样的碗，但却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国王
和陶工们)

(反馈白读的情况，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多边互动作用，交流学
生的情况。重点认读生字，积累词语，引导学生抓住关键的
要点语，说一说，巩固对生字的认读和书写，整体温表感知
课文内容。

四、理清条理，讲故事

1、引导学生想—想事情的起因

2、指名反馈。

起因：国王的宝碗不小心打碎了，他要求陶工们把碗补好，
不然就绞死他们。

经过：陶工们只好请乌斯曼老爹帮忙，乌斯曼老答应他们用
一年的时间试

结果：一年后，乌斯曼老爹研制出—个和国王的宝碗一样的



瓷碗。却不肯把方法告诉大家。加法尔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3、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把这个故事
说—说。

4、指名说一说这个故事。 (在讲故事，让学生弄清楚事情的
来龙去脉，训练学生说的能力)

五、课堂小结

教师小结：同学们，乌斯曼老爹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
节课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六、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

2、抄写本课的生字新词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继续学习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乌斯曼老爹话的含义，
从中悟出道理。

2、总结全文，明白道理。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新课

1、听写下列词语;



精致 观赏 陶工 浑身 裂缝 奇妙 情愿 沉默 笑眯眯

2、师导：今天，我们来看看乌斯曼老爹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二、理解句子、感悟道理

1、师导：同学们，请大家再读课文，想一想乌斯曼老爹的秘
密到底是什么?

2、指名反馈，教师引导，(乌斯曼老爹换给国王的宝碗并不
是原来的那个，而是他自己重新做的)

3.教师质疑：是呀，这只宝碗并不是补好的，而是重新做的。
同学们，这只宝碗能修补的没有一点儿裂缝吗?(不可能)那乌
斯曼老爹为什么要答应帮助陶工们呢?(指名反馈：因为如果
他不答应，陶工们就必死无疑)

4.教师出示句子，引导读一读。我们来看看乌斯曼老爹当初
是怎么答应陶工的请求的。 乌斯曼老爹想了想说：“到你们
国王那儿去，让他给我一年期限，也许我能想出办法来。”

(1)教师：同学们，乌斯曼老爹真的是要用一年的时间去想修
补宝碗的办法吗?(不是)

(2)教师引导学生展开想像：你能想像一下，他当时心里是怎
么想的呢?(这个宝碗肯定是修不好的，可是如果我不答应，
这些陶工就都会被绞死。如果我用一年的时间试着去重新研
制一个和这个宝碗一样的瓷碗，成功的话，他们才有可能获
救„„)

6.教师导读：乌斯曼老爹想保住大家的性命，所以没有把自
己的办法告诉大家，可是大家就是好奇，把乌斯曼老爹围起
来，想问个明白。这时老爹是怎么说的呢?(指名读，教师出
示句子) 我和你们做的一样，没有什么秘密。我认真对待每



一件陶器，努力把它做得精致完美。

(1)指名说说乌斯曼老爹的秘密是什么?(认真、努力)

(2)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这句话的意思吗?(只要认真、努力地
去做一件事情，就能事情做得完美)

(3)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句话.

7.教师引导;乌斯曼老爹说的话中还有哪一句和这一句的意思
差不多?(指名反馈) 热爱自己的工作吧，只要认真对待每一
件陶器，就没有做不到韵事。

(1)引导学生联系课文内容说说这句话的意思。(乌斯曼老爹
认真对待每一件陶器，努力研究，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终于
研制出和国王的宝碗一样的瓷碗。本来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他
用自已的认真和努力做到了)

(2)从乌斯曼老侈说的这句话中，你受到了什么启发?(学生自
由地说一说)

(3)教师出示下列句子，学生读一读，加深学生对这个道理的
感悟。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有志者事竟成。

(4)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一句话。 (引导学生联系课文内
容，抓住乌斯曼老爹说的话，进行深入的探究，在理解句子
意思的过程中，感悟其中的道理，使学生受到启发)

三、总结全文，谈感想

1、教师：同学们，乌斯曼老爹用自己的认真和努力，研制出
一个和国王的宝碗一模一样的瓷碗，挽救了所有陶工的生命。
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经过乌斯曼老爹的努力，这件事
情成了可能。你们想对乌斯曼老爹说什么呢?(学生抒发自己



的感要卢)

2、教师：这个故事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学生自由
地说一说，教师适当地引导：要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并
尽自己所能努力把事情做得完美)

四、课堂小结

教师小结：同学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们认
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并努力地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就一
定能够取得成功。

五、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二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

1、同学们，上节课老师和大家初学了22课，今天我们将继续
学_第22课。

2、学生朗读课题

3、其中的“我”指的就是(曼德拉)，他在课文中的身份是一个
(囚徒)

二、分析课文第一部分

1、在书本中，电视中，你见过囚徒吗?他们过的是怎样的一



种生活啊?

2、学生交流

4、学生读书，交流(苦役;艰难的时日;狭窄的牢房)

5、师：越是狭窄的牢房越是没有自由，它时时刻刻在提醒着
囚犯：你是囚犯，你是罪人，你不配享有自由!

6、那么，在如此艰苦的时日里，曼德拉又是怎么做的呢?

7、交流：洗洗衣物------

8、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方设法为每天的生活寻找些许慰藉;使狱中生活充实一点)

9、出示上面两句话，让学生体会他这样做的目的。

11、板书：乐观向上、积极

12、朗读课文第一部分

三、分析课文第二部分

(一)

1、是啊!曼德拉是一个乐观向上，积极生活的人，也是一个
对菜园情有独钟的人。

3、朗读

4、交流：(亲密接触)读好这句话

5、是的，作者对菜园一直以来就是如此“情有独钟”，以至



于他刚到罗本岛，他就要求_允许他在监狱的院落里开辟一方
菜园。但是，这一方菜园他得来容易吗?读读课文第三小节，
再来说说。

6、学生朗读第三小节，交流(多年来，一直拒绝，但是最终)

7、你从中又觉得曼德拉是个怎样的人呢?

8、板书：坚持不懈

(二)

1、对这来之不易的菜园曼德拉格外珍惜，格外爱护。他为菜
园做了些什么呢?自己读读课文四、五、七按节，边读边做做
记号!

2、交流

a)成天都在地里不停地挖掘

(谈谈自己的体会，抓住红色的字;朗读体会)

b)首先选种了---

(说说他这样做的原因;从产量增长中，你有什么感想)

c)订阅书籍，学_耕种，了解方法，更加可贵的是作者不怕失
败

3、在曼德拉的辛勤劳作下，作者的菜园一片生机盎然，收获
的季节到了，曼德拉来到了他的一方菜园。他看到了什么，
他情不自禁地说----(出示图画，学生练_说话)

(三)



1.是啊!多么美好的一切啊!曼德拉辛勤耕作这一方菜园，收
获的不仅是硕果累累，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2.读读第八节，谈谈自己的感受。

3.理解"一丝自由的滋味"(少有的;一方)

4.朗读第八节

四、分析课文第三部分

1.作者收获的不仅是心里上的自由，更加获得了生活中深刻
的哲理。

2.收看录象

4.四人小组讨论，联系实际，说说你们的理解

5.指名交流

6.朗读这段话

五、总结课文

1.让我们一起记着这位为了黑人的解放事业，穷尽毕生心血，
坚忍不拔的伟大领袖曼德拉，记着在菜园中发生的感人的故
事。

2.记着他的这段响亮世界的话语："斗争就是我的生活，我会
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死。"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认读、理解生字词，积累词语。



教学重点: 读通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 标出不懂的内容，准备质疑。

教学用具:课件

教学方法:导析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你们喜欢读书吗？说说你曾读过了哪些有趣的书籍。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介绍自己童年读 浒传》的文章。

（板书课题:童年读《水浒传》）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3、有不明白的地方做上记号，准备质疑。

4、全班交流。（课件出示下列词语）

（1）生字词:读一读下列词语。

水浒传特别 搬 秦叔宝 身材魁梧 赤手空拳 破涕为笑 毕竟
生辰纲

（2）读准下列多音字:

水浒传好奇 吞没 答应 曲折 天分 赤手空拳

（3）理解下列词语:

百听不厌破涕为笑迫不及待豪情壮举毕竟赤手空拳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天分观摩

（4）课文主要内容:

课文写了"我"童年读《水浒传》的故事，表达了"我"对这本
书的喜爱之情。

三、再读课文，理清思路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想想课文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内容，
各拟一个小标题更好。

2、想一想，从这些内容中，你明白了什么？

3、学生默读。边读边做笔记或批注，以备交流。

四、熟读课文

五、指导书写本课生字，抄写生词

六、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25童年读《水浒传》

水浒传好奇 吞没 答应 曲折 天分 赤手空拳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四

一、学习目的：

1、熟读课文，认识“镶”“嵌”等八个生字。

2、理解课文内容，想象画面，感受异国风光。

3、积累“膘肥体壮”“辽阔无垠”等词语和喜欢的句子。



4、感情朗读课文，体会作者对荷兰的无比喜爱之情，激发对
美好大自然的向往之情。

二、学前准备：

师生共同收集关于异国风光的明信片或其他图片以及音像资
料课件

重点：积累词句

难点：培养通过语言文字想象画面的能力。

三、学习过程：

（一）交流资料，激发学习欲望。

师：同学们，在咱们的地球上，有一个绿水幽幽鲜花盛开的
美丽国度，你知道是哪儿吗？对，就是有着水之国、花之都
美誉的——荷兰，它还是一个牧场之国。

齐读课题。课前让大家查了资料，谁能说说你了解到的荷兰？

（二）理解内容，感受美景。

师：谁能评一下？（教师相机出示重难点词语和生词，提示
朗读。）

2、师：谁来谈一谈荷兰留给你的整体印象。

师：是啊！正如大家所感受到的，荷兰是个牧场使国，是个
美不胜收的地方！咱们带着自己的感受读课文第一段。

3、为什么称荷兰是牧场之国呢？现在请大家快速浏览全文，
把能体现荷兰是牧场之国的语句找出来读一读，充分地体会。
生自由读。



师：谁来读读能体现荷兰是牧场之国的句子。

生读。师相机引导学习相应自然段。（如先说到二自然段师
重点引导学生感受牛多，牛的悠闲自在。）

师：这一段说了什么？大家也自己读一读。

出示“一条条运河间的绿草地上，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
腰蓝嘴黑牛，在低头吃草。”

读句子，说说你的体会。（牛多）作者是怎样准确描写这些
牛的？（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性。）

师板书。（牛多）

师：读读后面的句子，你还有何感受？（想象牛的神态和动
作，理解作者拟人句的准确生动。）

师：同学们很会读书，请带着自己的感受轻轻地美美地读一
读。待会儿咱们比赛比赛。

指名比赛，师生评价。

提出选择句子积累背诵的要求，练习背诵。

师小结：看来作者是通过写牛来描写荷兰的牧业。

5、分组合作根据刚才的方法学习二、三、四自然段。

交流反馈，教师相机引导。

同桌交流。

7、师：难怪作者说——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8、你看出这几段哪些语句或词语特别出色呢？你能把它记住
并写出来吗？试一试，和小组的同学比一比。

（三）课件展示异国风光片，欣赏完后再用一段话介绍介绍，
可以用课文中学过的词句。

作业：小组合作办一期异国风光的剪贴小报，并配以简短的
说明，课外展览并分小组评比。

但愿人长久教案篇五

课时目标：

1、指导学生认识生字，理解词语。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引导学生初步理解课文内容，学会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两
种方法。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2、引导学生初步说说神话故事的特点

3、揭示课题：开天辟地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词语

1、读准读通课文

2、带领学生学习6组词语

（1）合拢、裂开、崩裂、破碎（混沌一团、黑暗混沌）



（2）劈、凿、撑

（3）精疲力竭（疲惫不堪）

（4）光芒万丈、皎洁明媚万顷良田（良田万顷）

（5）巍峨

三、再读课文，学习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

2、指名回答，教师归纳，相机板书：黑暗混沌开辟天地顶天
立地化生万物

3、指导学生按顺序简洁地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4、在文中找出能概括主要内容的一句话

5、小结概括主要内容的两种方法

四、识记生字

1、出示本课9个生字，默记

2、完成看拼音写词语

3、校对五、布置作业用两种方法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