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的活动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风的活动教案篇一

一、引言激趣、导入新课：

谁知道，2008年我国将有一件什么重要的喜事到来？它是多
少界奥运会？我们来比一比，对于奥运会知识，谁知道得最
多？可是，在申奥的旅途中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
学习奥运大使杨澜在向国际奥委会申办北京奥运会中的演讲
稿。

二、学生初读课文，自学生字词，并说说课文主要哪些内容？

三、检查学生初学情况

1、认读生字，区别“弘—恒”的读音，注意“餐”的书写。

2、说说读了课文后，你知道了哪些内容？

3、这里的“主席”指的是谁？简单了解演讲稿开头的格式。

1、学生再读课文，想一想课文每一段讲什么？

（1）、历史文化古城：传统体育—蹴鞠

有的名胜古迹—紫禁城等

提问：这一段让我们体会到什么？



（2）、现代化的大都市：餐饮、购物方便等

思考：什么叫：“恭候”，说明什么？

（3）、北京人友善、喜爱体育运动，开展了多元化的文化活
动。

思考：“教育”和“交流”和“交流”指什么？什么是“奥
运精神”？

这一部分我们用什么语气读更合适一些，用一个词概括这一
段。

（4）、整体感知开幕式和闭幕式及火炬接力与众不同。

感情朗读，说一说你还能展示北京的哪些优势？

师述：

（6）、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总结课文陈述了哪几方面的
内容？

五、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作为东道主，你想为北京
奥运会做点什么呢？

1、学生互相交流。

2、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悟爱国情怀。

3、简单了解应用文格式

六、奥运小知识

1、（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
权。



2、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是（）。

3、用你手中的妙笔画一个你喜欢的福娃。

风的活动教案篇二

1、夏天的中午，你们在干什么？（让学生自由说）

3、板书课题，学生读课题。

二、听一听，初步感受课文内容

1、范读课文，生认真倾听。

过渡：你们喜欢吗？自由读一读吧！注意把字音读准，把课
文读通。

2、自由读文。

3、检查初读情况。

三、整体感知，摄取画面

1、罗兰的文字行云流水，优美流畅；罗兰的童年如美丽的画
卷，赏来心情舒畅。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把你印象最深的
画面做上批注或拟出小标题。

2、交流自己印象最深的画面，或交流拟定的画面小标题。

3、简单地说说这些文字（或“画面”）带给你的感受。

风的活动教案篇三

1.在作者小时候、少年时、青年时究竟以什么自然风景吸引



了作者?你从中哪些词或哪些句子体会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
爱?读一读，品一品。

2.找出相关语句后，即可引导学生练习上下文，边读边谈边
想。

(1)先请学生读，紧扣关键词语，然后谈感受。

(2)在把感受带到课文深入地朗读，读出赞美之情。

风的活动教案篇四

《夏午》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罗兰用富有情趣的笔触向
我们呈现了一幅又一幅富有情趣的画面。

对于本课的教学，教师可力求体会以下两条理念：

1、展开想象，还原画面。

对于六年级的学生而言，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感受能力。
因此，当他们读到《夏午》这篇选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文
章的内容比较浅显，没有什么值得反复推敲和斟酌的句子。
针对本文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文本的文字功能。
这篇文章描写很美，富有情趣，行文灵动，留下了许多许多
的想象空间。因此，在教学时，教师可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引导学生通过读文章，想象画面。当然在画面的呈现时，可
引导学生就“童真童趣”这一点进行重点训练内容，让学生
体会文中的文字美，意境美，情感美。体会作者用细腻的文
笔描绘出生动多彩的午后风光，体会作者对大自然，对生活
的热爱。

2、补充原文，引导学生比较阅读。

相较于罗兰的原著，鄂教版的选文显得篇辐较短，对于原文



中对于时间和生命的思考相对较弱。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削弱
了本文的价值。

因此，在教学时，教师可利用合适的机会，引导学生在课外
阅读罗兰的原文，尤其是对文中“我不忍把生命在睡眠中空
过而缩短。我希望生命在静观中充实而延长！”这些富含哲
理的句子进行品味，从而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使课内和
课外学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加大本课教学的厚度。

风的活动教案篇五

1、学习课后生字，理解文章内容，体会文中的文字美，意境
美，情感美。体会作者用细腻的文笔描绘出生动多彩的午后
风光，体会作者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2、回答课后问题，理清文章条理，体会重点句子表达的思想
感情。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有意识地摘抄和赏
析优美文字，养成积累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