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子工业版小学信息技术第三册教案
(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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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
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电子工业版小学信息技术第三册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理解黄狗、黑熊、小猴和小猫用不同方法摘月亮。

2、联系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学习认真观察事物，勤于开动脑筋。

教学重难点：

理解四种动物用什么方法摘月亮和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方法摘
月亮。

教学准备：

动物图片，小黑板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昨天我们学习了第九课的生字，还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动物朋
友，他们都是谁呢？（教师相机出示动物图片）



小猴、黄狗、黑熊和小猫在草地上玩，他们看着天上的月亮，
可喜欢拉，于是，决定举行一场特殊的比赛，比什么呢？
（跟着老师一起写课题，齐读课题）

二、自主体验，理解欣赏

1、学生个体自学

小猴、黄狗、黑熊和小猫分别用了什么方法摘月亮呢？请小
朋友打开书，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把小动物们怎
样摘月亮的句子画出来。

2、汇报学习情况

他们分别用了什么方法去摘月亮呢？指名学生回答，教师相
机板书：上山找，竹竿钩，上树摘，镜子照）

三、理解课文，品读欣赏

1、他们都摘到月亮了吗？黄狗、黑熊、小猴虽然没摘到月亮，
可他们的表现呀实在有趣。自由读一读课文的3——5自然段，
亲自去体会体会。

2、集体交流：你认为谁的表现最有趣呢？为什么？（根据学
生的回答学习课文3——5自然段）

a黄狗

“撒腿”是什么意思？黄狗为什么撒腿向山坡跑去？

是啊，黄狗可着急啦，他想快点儿摘到月亮，谁来读出黄狗
这种急切的心情。指导朗读。

b黑熊



你能把描写黑熊动作的词找出来吗？你觉得这是一只什么样
的熊？

自由读一读，看看怎样把黑熊憨憨的样子读出来。（指名读，
师生评议，边做动作边读）

c小猴

小猴到哪儿摘月亮？他的心情有什么变化？你是从哪些句子
体会到的？

指导朗读，读出小猴从急切到失望的心情。（指名读，同桌
互读，齐读）

四、品读重点，提升感悟

1、黄狗、黑熊、小猴都急着去摘月亮，可都失败了。小猫就
不一样了，自由读读课文6、7自然段，画出小猫怎么做，怎
么想的。

2、指名读小猫在想些什么，引出小猫仔细观察，认真思考。

3、小猫怎样做呢？找出动词。

4、结果怎样？指导读小猫的话，读出高兴的语气。

5、老师引读最后一自然段。

五、情境表演

小朋友，你们喜欢这个童话故事吗？让我们一起演演这个有
趣的故事吧。

六、拓展延伸



1、与故事中的人物对话，你想对故事中的动物们说什么？

2、你还有什么办法摘下月亮吗？

七、课堂总结

我们以后做事要像小猫一样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才能成功。

电子工业版小学信息技术第三册教案篇二

一、学习目标：

知识技能：知道宋元时期政权并立及其更替概况；知道“澶
渊之盟”、岳飞等基本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从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了解中国文明发展的区域多样性（农耕文化与游
牧文化的相互影响）。

过程方法：学会阅读课本和搜集、分析、运用历史资料等方
法；学习分析、比较、概括、综合的历史思维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认识古代民族间的战与和是农牧文明交融
的途径之一；分裂是短暂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民族平等和
民族团结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二、重点和难点：

重点——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交融。

难点——农牧文化交融的影响。

三、教学设计（学与教的过程）：



（导入新课）：从学生身边的生活用品—椅子入手，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由此引出“农牧文化交融”的内容。

讲授新课：

1、复习回顾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安史之乱”，
简单介绍唐后期政治状况已经是相当混乱。历史上常见
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况又出现了，中国重新回到
了分裂的局势。（学生结合社会图册和中国历史纪年表查找：
唐朝以后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五个朝代——后梁、后
唐、后晋、后汉、后周，而中国的南方也相继出现了十个政
权——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
北汉，统称“五代十国”。）

教师设问：有没有同学听说过“陈桥兵变”？学生回答，然
后简单讲述“陈桥兵变”的内容。（教师在此补充“杯酒释
兵权”的故事）。

2、[展示]《北宋、辽、西夏并立形势图》

教师提问：在此之后，北宋重新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的广大地
区，但是当时的北宋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为什么呢？（学
生回答，教师归纳总结）

[展示资料]介绍辽和西夏的历史，风俗。当时中国的多个民
族建立的政权就在神州大地上“较量”，都想一统天下。所
以各个政权之间就有了摩擦，其中在北宋时期较重要摩擦结
果的是“澶渊之盟”（播放视频）。

[模拟宫廷辩论]：与辽国的“澶渊之盟”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学生分成小组，在小组中讨论以后阐述自己组的观点，教
师归纳总结。）3、[展示]《北宋、辽、西夏并立形势图》和
《南宋、金、西夏并立形势图》，观察两幅图有什么不同。
图片简介女真族的兴起，展示《射雕英雄传》图片，讲述郭



靖、杨康取名引出 “靖康之耻”，然后提问：南宋的统治者
到了南方以后，有没有想要恢复北方被少数民族占领的失地
呢？教师给出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4、[展示]图片、视频《成吉思汗》，简介成吉思汗。简述元
朝统一全国的过程。

[出示]材料1—4分别回答农牧文明交融的在政治、经济、语
言文字等方面的交融，然后教师总结。

《传统城市的新气象》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课程标准要求：

2—5  描述历史上不同区域的社会生活概貌，了解不同区域
文明的生活方式。

4—5  综合多种因素，认识中国和世界社会变迁中的若干重
大转折时期。

5—2从娱乐、信仰、礼俗和语言文字等方面，了解民众的精
神生活状况及其变化。

二、学生分析: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3、明确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最终完成于南宋。

二、过程与方法：



2、设计小组活动，引导学生合作交流，设计课后延伸内容，
让学生收集有关信息。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四、教学重点和难点

五、教学方法

六、教学准备

七、教学过程

【承转】由此可见西汉时南方经济水平怎样？(相对落后，经
济重心当时在北方)。

1、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课件展示】 魏晋时期——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唐朝后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重心继续南移

南宋时期——长江流域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彻底确定下
来

【提问】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的原因何在呢？

【课件展示】“谚语辨析”：展示南宋“农耕图”和谚
语：“苏湖熟，天下足。”

【提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当时农业迅速发展呢？

【承转】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迅猛发展，而最能体现当
时手工业水平的就是宋瓷



【多媒体展示】播放关于宋瓷的短片。

设计意图：一方面吸引学生注意力，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对宋
瓷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课件展示】两宋名瓷分布图

【课件展示】景德镇瓷器的图片

设计意图：通过瓷器china的由来引发学生兴趣，也能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

【叙述】除景德镇外，两宋还有哥窑、钧窑、汝窑、官窑等
名窑。

【课件展示】哥窑、钧窑、汝窑、官窑等瓷器图片。

2、传统城市出现新气象

【多媒体展示】《清明上河图》局部和有关此画的视频。

【提问】说说你从录像里看到一个怎样的汴梁城（回答要具
体）

设计意图：了解《清明上河图》的基本信息，让学生从视频
中领略汴梁城的繁华。

材料二：《北宋东京城市布局图》。

【讨论】与唐代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有哪些新气象？

1.城市布局打破“坊”、“市”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区域
限制；

2.商业活动时间延长，有了夜市和早市；



3.出现娱乐场所“瓦肆”；

4.有了专业性市场，如鱼市。

5.消防、治安等措施的完备。

【投影】“纸币的出现”、“商标和广告的出现”

【叙述】介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展示】以及南宋金元时期的纸币，尤其说明元代在世界上
最早推性纯纸币的流通。

【展示】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商标和广告。

【提问】交子、商标、广告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叙述】随着州或府、城、县经济交易功能的增强，工商业
市镇逐渐形成发展起来。

课堂小结

综合探究活动（角色扮演）： 汴梁一日游：

东京郊区虹桥         （汴河运货的繁忙景象）

新宋门入城逛街       （繁华景象以及城市与农村衣
食住行的差别）

大相国寺的集市       （大规模集市贸易盛况）

酒楼品尝佳肴         （亲口尝尝美味佳肴）

课堂小结



课后探究：

八、教学提纲

二、传统城市的新气象

1、  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2、  传统城市出现新气象

九、 教学后记：

1、内容的多样性

2、情感的多样性

第三课  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世俗的时代

第一课时   （农牧文化的交融）

教学目标

1.       知道宋元时期并立政权及其更替概况。了解
岳飞，能说出他的突出作用。

2.       学会阅读课本和搜集分析运用历史资料等方
法。

3.       通过具体史实的学习，仍是古代民族间的战
和市农牧文明交融的途径之一。分裂是短暂的，同一时中国
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教学方法

阅读法   合作探究法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历史人物岳飞的故事导入

讲授新课

1澶渊之盟

指导学生读图4-64，看看当时政权分布情况

一边知道学生读图4-65，一边检要介绍契丹族的情况

澶渊之盟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

2宋金关系得教学建议

知道学生阅读课本，适当补充一些有关女真族的知识。体温：

北宋时怎样灭亡的？从而引出南宋健力，南宋军民的抗金斗
争。

让学生收集有关岳飞的资料，课上相互交流，可使学生对岳
飞的优秀品质有一感性认识。

结合图4-66，向学生讲述一下宋金和议的史实，提问“如何
看待宋金和议“

3农牧文化融和的教学建议

有很多丰富生动的史例反映出农牧文化的影响与融和

教师补充文化碰撞和交流有深刻体会的材料



教师指出：文化的 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过因为双方文化
发展水平的不同，双方的地位不是对等的。

让学生从课本中找出文焕融和的具体表现。

元朝建立的教学建议

教师补充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

放映影片

学生阅读课本：学生了解元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是继唐之
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

小结

第二课时（传统城市的新气象）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分析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一发展的原因，培养学生
初步的知识迁移，归纳及分析和论丛史出的能力。

2提供丰富的史料，使学生感知体会有关历史现象。

3使学生体验我国宋元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和城市建
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教学方法

情景设置法，主体探究法  分析讨论法

教学过程

问题导入



同学们，从大家平时的了解和感受中，你认为我国哪一带的
经济相对较发达？

那么。我国南方经济是否自古以来就十分发达呢？

新课教学

1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教学建议

提问：经济重心发生南移的原因何在呢？

回顾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探讨：一个地方经济要发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学生阅读课本，概括南方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

提问：南宋以前中国的制瓷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如何？

课件展示、

2传统城市的新气象的教学建议

提问

现代城市格局有哪些特点？

那么你知道这种城市格局势从什么时候确立的？在此之前的
城市格局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然后让学生比较两幅城市平面图的差别

阅读课文和清明上河图

那时城市生活有哪些特点？



交子出现前，人们使用什么货币进行流通？有什么缺点？

交子商标和广告的出现说明什么？

叙述：随着州霍府，城，县经济交易功能的增强，工商业市
镇自古建形成发展起来。

教学提纲

经济重心南移

传统城市出现新气象

第三课时（情趣无限的世俗生活）

教学目标

1了解宋元时期城市居民，乡村农民以及岁时节日普通大众的
社会生活。

2阅读文字和图片，描述宋元时期人们的生活情况。并体会春
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发展变化。

3初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认识到人们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
史的创造者。

教学方法

启发式   对比法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同学们知道中国有哪些创痛节日？这些传统节日你们最喜欢



过哪一个节日？

你们知道这些传统节日都有哪些风俗?

人们在节日立又有哪些活动呢？

新课教学

1关于城镇生活的教学建议

阅读课文，概括城镇日常生活的具体表现

阅读教材内容和阅读卡，图片，说说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有
哪些？

引导学生阅读王安石的元日

提问：

这首诗反映了哪些北宋过新年的习俗？

2关于乡村部分的教学建议

宋元时期农民的精神生活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乡村民众生活如此丰富多彩？

材料补充

古典小说能反映古代社会的一些情况。水浒传片断

问题：

材料中李逵和燕青在那里看说平话



为什么当李逵高叫时燕青要拦着？

材料中反映出正在瓦资勾栏里演出什么节目？除此之外，还
演出哪些节目？

课堂小结

教学提纲

情趣无限的世俗生活

1岁时节日人们的生活

城镇人们的生活

乡村人们的生活

第四课时（文人的世界）

教学目标

1了解宋元时期在教育诗词 绘画戏曲等方面的主要成就，进
而了解宋元时期文人士大阶层的文化世界及其与普通大众的
关系。

2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政治经济为基础的。由此培养学生用历
史唯物主义史观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了解宋词元曲宋元时期绘画等都是我国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方法

谈话法进行教学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天净沙.秋思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比较

新课教学

1宋代的教育

宋代同治者为何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

读图4-83.4-84，说说重文轻武的国策有什么后果？

教师总结

士人地位的提高，学校教育的普及，科举考试的扩大为文人
世界的多姿多彩提供了根本条件。

2关于宋代文人的特征

先让学生阅读苏轼的题西林壁，这首诗歌反映了宋诗的什么
特点？

一苏轼的词为例，师生共同赏析。

学生背诵苏轼的词，细细品味。

欣赏图4-85，4-86，试着说说绘画景物有哪些主要特点。

为什么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

3关于元曲

让学生阅读教材，了解元曲，然后教师在补充介绍窦娥冤及



一些主要剧作家简介其代表作。

提出

大量作家创作元曲，并流行于民间，说明了什么。

元曲盛行反映出什么什么社会特点？

关汉卿作为元杂剧作家的杰出代表时这部分内容的重点。

窦娥冤故事流传广泛，手人欢迎，说明了什么？

教学提纲

教育空前发展：学校教育普及科举考试扩大

宋元文人世界多姿多彩

宋代文人情趣风雅，注重哲学思考

宋元文人与民间文化的互动

第五课时（古代科技的典范）

教学目标

1学生对中国古代几大发明并不陌生，探究几大发明的来龙去
脉及其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的联系。

2通过对宋元时期科技成就的学习，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光辉
灿烂及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激发民族自豪感。

3通过对毕升发明活字印刷，黄道婆改良棉纺织技术等内容的
学习。



教学方法

讲故事   收集材料整理制作

教学过程

播放一段人们燃包租放烟火迎新年的影视材料

你知道中国古代有哪些科技发明？

1活字印刷术

读图4-91，感受唐朝掉半数高超的技术水平

教师向学生分别讲述一下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简易过程。

然后知道学生开展教材活动，说说雕版印刷术又哪些缺点？

学生思考毕升发明的泥活字有哪些进步？

又有哪些缺陷？

想一想：转轮排字架势怎么工作的？

2指南针

准备好指南针

指南针有什么用途

大家知道我国igudai有哪些指南工具？

比较一下，指南针有哪些优点？

3黄道婆与棉纺织技术



听听另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黄道婆的故事

元木制棉纺车与珍妮纺纱机图

对比两者发明，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教学提纲

火药的发明与活期的发胀及其和政治军事的关系

印刷术的继承与创新

有司南到指南针刀落盘

黄道婆的平凡与伟大

第六课时（开放与交流）

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对马可波罗事迹的了解和有关宋元泉州港的学习，
感受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发达，中外交流的繁盛。

2通过分析宋元时期政治经济科技等各种因素对海外贸易的影
响。

3使学生感受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增强民族自豪
感。

教学方法

多媒体运用

教学过程



展示唐代元代的疆域图

提问

如此辽阔的疆域，政府怎样有效的管理？

那时没有电话电视等现代通信系统，中央的命令怎么传达到
边远地区？

在驿道上除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还有哪些人呢？

络绎不解得人流中走来一位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物产各地风俗的内容

提问：马可波罗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

设想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写对欧洲人会哦产生什么影响？

教师提供大量有关泉州内容

根据图片内容涉及一些念问题，突出泉州外贸的发达与商业
的繁荣？

比较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异同提出

为什么汉朝时陆上丝绸之路发达，而耸远古时期则海上丝绸
之路发达？

讨论

宋元时期社会的开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课堂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感受到了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焕交
流的繁荣，请同学们分析一下出现这样一个空前开放和交流
局面的原因。

电子工业版小学信息技术第三册教案篇三

1、《同伴进行曲》等四首作品，反映了中外少年儿童同伴间
的珍贵友谊之情，欢快、热情的音乐体现了好伙伴之间的合
作意识与集体主义精神。

2、聆听《同伴进行曲》，听辨乐曲的相同乐段并学画图形谱。
边听音乐边进行队列表演活动。聆听《船歌》时，能听辨合
唱部分的'二声部音调并画出二声部的图形谱。

3、流畅的唱好《原谅我》、《噢！苏珊娜》。为《原谅我》
编新歌词，为《噢！苏珊娜》编舞，提高音乐表现力。

1、聆听、欣赏。听辨音的高低并进行模唱，能基本唱准。

2、休止符、有感情演唱歌曲。

钢琴、录音机、磁带、打击乐器（碰铃、铃鼓、双响筒）。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拍手进教室。

2、确立良好坐姿，明确课堂纪律，师生问好。

二、复习歌曲

1、发声练习：



2、实践模唱，复习歌曲《我是草原小牧民》。

三、聆听《同伴进行曲》

1、初听全曲，了解音乐风格和辨别演奏的乐器类型。

一问：音乐适合跳舞、走步还是睡觉？

二问：从音乐中你能听出是用哪种类型的乐器来演奏的？

2、分段听，要求能区分两个乐段不同的节奏、情绪。

（1）聆听乐段一和二：选择图形谱，说说为什么？

选择动作，说说为什么？并做一做。

动作一：独自原地踏步，左右摆臂

动作二：同桌手拉手，横移步

（2）聆听乐段三：选择与刚才的哪个乐段相同，完成书本作
业画图形谱。

3、完整复听，队列表演（行进中的）

四、新授

1、游戏导入——《找朋友》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位外国的新朋友——苏珊娜（洋娃
娃代替或教师扮）。

2、聆听歌曲，按节奏拍手，感受歌曲的欢快情绪。

3、用听唱法学唱歌曲。



4、重点、难点：弱起和附点的唱法。

5、巩固：分两大组比赛唱。同时加入打击乐的伴奏（鼓——
双响筒——合奏）。

6、表演：教师简介西部牛仔，并示范一下邀请舞，讲清楚跑
跳步要领，动员男生学习牛仔邀请女生跳舞。

五、编创活动：

1、出示节奏谱，集体念念，拍拍。

2、视唱3、5、6三个音。

3、分四人小组讨论用三个音编一条旋律唱唱。比一比哪个小
组的最好听。

六、课堂小结，下课。

电子工业版小学信息技术第三册教案篇四

1、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可贵的沉默》，这节课我们继
续学习。

2、复习“热闹”词，回顾“热闹”。

师：我们先来读一组词语。（异口同声、左顾右盼、神气十
足、祝贺、迅速）同学们，这组词语都是形容文中的一个场
景，那是？？（请同学们回顾教室里热闹的场景，同时出示
图片1）

师：是啊，孩子们感受着父母的爱是那么快乐，那么兴奋。
教室里——热闹极了。



3、复习“沉默”词，设疑引入。

我们再看第二组词语，请一位同学读一读。（霎时、寂然无
声、犯错、缓和、赦免）我们一起读一读。

第一组词语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和热闹，这一组词语又给我们
带来怎样的感受呢？（沉默，出示图片2）

（一）入情入境，理解沉默的“可贵”。

1、请同学们打开课本，自由朗读课文10—12自然段，找找哪
些句子体现了“沉默”。

2、（出示安静句）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朗读，理解做铺
垫）。是啊，从热闹到沉默，转变非常突然，哪个词能体现
出来？（霎时）

“霎时”表示时间很短。你能给它换一个词吗？（突然、一
下子、一瞬间）

3、是的，霎时，教室里安静了下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学生自由说：老师问同学们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同
学们不知道，所以沉默了。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更没有向他
们表示祝福。）

原来，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更没有向他们表示祝
福，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教室里霎时安静了下来，沉默了。

你找到了哪些词语？（安静依然安静、沉静、寂然无声）

5、什么叫“寂然无声”？（一点声音也没有。）

你能用这一自然段中的有关语句，说说“寂然无声”的意思
呢？（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说话）



生：连呼吸都听得到？？连针掉地上都听得到？？（如果学
生说不出来，加以引导）

是啊，一点声音也没有。让我们在这样寂然无声的情景中，
试着读出这份安静和沉默吧！谁来读？（点名读，齐读）

5、就这样我和孩子们一起沉默着，沉默着？？（沉默一下）
沉默了足足一分钟！

6、在这安静而漫长的一分钟里，文中没有大量的动作描写，
更没有孩子们的神态和语言描写。同学们请看，这些孩子们
都在干什么呢？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神态，他们可能还会
想些什么？（出示图片2，可请孩子们发言说说想法）（可能
想：我为什么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呢？要是早点知道该多
好啊。回家后一定要问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爸爸妈妈
那么关心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生日，也没有向他们祝
贺，真不应该，真对不起他们）

同学们拿出作业纸，把你想到的.写下来吧！（交流练笔）

7、在沉默中，孩子们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们满脸都是好像犯
了错误的神色。可是老师却恰恰认为孩子们很可爱。

为什么犯了错误还说他们可爱呢？（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8、你能用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时候孩子们的心情吗？（难过、
内疚、羞愧、后悔、自责？？）

生：关心父母，给父母过生日，关爱父母（老师总结：回报
父母的爱）

（二）再度“热闹”，懂得回报爱。

可见这一分钟的沉默使孩子们懂得了要回报爱，老师又



问：“怎么才能知道爸爸妈妈的生日呢？”孩子们刚才在沉
默中的沉重愧疚之心一下子如释重负，轻松了下来。

请同学们默读14自然段，找一找哪些语句可以看出孩子们的
心情轻松了下来了。（“像获得赦免一样，那一双双躲闪的
目光又从四面八方慢慢地回来了。”）

谁能说说“赦免”是什么意思。（依法定程序减轻或免除对
罪犯的刑罚）是啊，赦免了还要追究以前的责任吗？不追究，
所以，心情就轻松多了。教室里又热闹起来了，不过这时的
热闹和沉默前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呢？（原来的热闹是来自
父母为自己庆祝生日，这时的热闹时因为孩子已经懂得了用
自己的行动来回报父母的爱。）

（1）、师：课堂中一分钟的沉默，却让孩子们收货了无比珍
贵的东西，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分钟的沉默是可贵的吗？
（小组讨论交流）

这一分钟的沉默让老师感到无比欣慰，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这就是——可贵的沉默。

（2）、师：我相信，你们也从这份沉默里学会了很多（暂时
设计播放音乐）。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读一读课题：可贵的沉
默。

电子工业版小学信息技术第三册教案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只要
努力就能成功的道理。

2、认识15个生字。学会写8个字。会读本课词语，并能主动
地积累词语。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道理。



2、初步感知“钻出来，冒出来，探出头来”的意思。

课文插图、生字和词语卡片、竹笋。

三课时。

1、正确朗读课文。

2、借助拼音读准本课15个生字和词语。

3、自主积累词语。

出示竹子图，相机引导学生和竹子比一比，谁坐得直。

板书课题：3、笋娃娃

小朋友跟笋娃娃打打招呼，读课题。想跟笋娃娃交朋友吗?我
们一起来了解笋娃娃好吗?

1、看图说说，竹子妈妈和笋娃娃是什么样子的?观察他们的
表情，猜一猜他们会说些什么。

2、老师范读课文，学生仔细听听笋娃娃和竹子妈妈说什么?

3、学生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不会认的字读准拼音。

4、指名读课文，纠正发音。

5、指名回答，笋娃娃是怎样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有的从泥土里钻出来，有的从草丛中探出来，有的从石块下
挤出来。)

6、找出课文中的生字，拼读音节，读准生字读音。



1、随文认识本课词语：

春雨、泥土、草丛、努力、加油、竹林、到处

2、借助拼音读准生字字音。

笋沙泥钻丛冒喊数

哭努力们探直(地)

3、小组内互读生字，自己说一说是怎么记的。

讲故事《小草的力量》。

1、将生字回到课文中，请学生自由读课文，识记生字。

2、游戏巩固识字。“草丛寻宝”的游戏。

3、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1、读课文，看谁读得正确、流利。

2、巩固识记本课生字，口头给这些生字找朋友。

1、朗读课文，能分角色朗读课文，并能读出语气。

2、通过学习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能理解只要向上，就能成
功的道理。

1、开火车认读生字和词语。

笋沙泥钻丛冒喊数

哭努力们探直(地)



春雨、泥土、草丛、努力、加油、竹林、到处

2、指名读课文。

1、出示书中的挂图。

春天来了，竹林里会有什么变化?(竹林里多了许多笋娃娃。)

笋娃娃是什么样子的?

2、出示竹笋，观察笋娃娃的特点。

3、笋娃娃是怎样出来的?

出示句子：一个笋娃娃从泥土里钻出来，大声叫着：“妈妈，
我在这儿呢!”一个笋娃娃从草丛中冒出来，大声喊着：“妈
妈，我在这儿呢!”指名读句子，说一说笋娃娃都从哪儿出来
的，怎么出来的?(从泥土里、从草丛里出来的。有笋娃娃是
钻出来的，有的是冒出来的。)

学一学“钻出来”是什么样?“冒出来”什么样?(“钻出来”
很快的，很有劲儿的从空里钻出来;“冒出来”是特别快地出
来。)

用手势引导学生理解“钻”，比较理解“冒”(如：冒水泡)

想一想，笋娃娃出来后，怎样大声地叫、大声地喊。读一读
出示的两句话。

(老师范读，学生试着练一练，指名读，评议。)

老师;竹子妈妈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娃娃可高兴了。用高兴的
语气读一读第四自然段，学生练习。

4、学习第五至七自然段。



学生自由读第五至七自然段，指名说一说笋娃娃怎么了?(笋
娃娃被石块压住了。)

那怎么办呢?学生自由说。读一读妈妈说的话，其他笋娃娃怎
么鼓励它的，读句子。让我们一起为笋娃娃加油，齐读句子。

笋娃娃听到了同学们的喊声，你们看，笋娃娃怎么样了?看插
图4。

你们觉得这个笋娃娃怎么样?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吗?

表演读第七自然段。

体会词语的意思，指导读出语气。

5、分角色朗读课文。找到竹子妈妈和三个笋娃娃的话，自由
练习后读。

春天的竹林里，还有很多的笋娃娃在往上蹿，你能想象出它
们的表情、动作和语言吗?

1、巩固所学知识，能用自己的'方法记住生字，正确书写本
课的生字。

2、再次朗读课文，感受笋娃娃顽强的生命力。

1、指名认读生字、生词。开火车认读生字和词语。

2、分角色朗读课文。

这篇课文中，你最喜欢哪个笋娃娃，为什么?

再次朗读课文，读出语气。

1、指名认读生字卡片上的生字，说一说你是怎样记住生字的。



2、指名说记字方法，集体评议。

3、指导书写。

沙：左右结构，右边的“少”的竖要短一些。

泥：左右结构，左窄右宽，“尸”的上面要小一些，“匕”
出折后要伸长一些。

丛：上下结构，“从”的左边第二笔是点，最后一笔横和上
面一样宽。

直：里面有三横，横之间的距离要相等。

加：右边的“口”要小。

油：左右一样高。

4、口头组词。

沙土、泥土、草丛、力气、我们、挺直、加油

1、比一比，组词。

少()门()从()

沙()们()丛()

力()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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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船》



总课时数：

第1节

教学内容：

、歌曲：划船

2、综合训练

3、音乐游戏：走走停停教学目标：、学习用热烈而欢快的情
绪，坚定而有力的声音演唱《划船》。

2、通过游戏《走走停停》，培养学生节奏的内心感觉和动作
的反映与控制能力。教学重点：学唱歌曲《划船》。教学难
点：歌曲中每一句后面的休止符处的演唱。教学手段：录音
机、磁带教学过程：

一、发声练习：

第14页两条乐句，（教师将其抄写到黑板上）。

注意，用lu来模唱乐句。（这两条乐句有什么不同？）

请同学第一条第一拍唱强，第二拍唱弱，拍手表示。

第二条第一拍强，第二、三拍弱。拍手表示。

二、综合训练

（二）、教师用mi,sol弹奏两个短句，每句中有一个音重复。

2、请同学听后将教师弹奏的短句演唱出来，并拍出它的节奏。

3、请同学再数数教师弹的乐句中重复的是那个音，出现了几



次。将答案填写在书上。

三、学唱歌曲《划船》、同学们，大家放假到了很多地方玩，
有的地方有海呀、湖呀？在水面上有一种活动，是什么？
（划船）

请同学说一说划船的感受。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歌曲《划船》。

2、听录音范唱。回答，这首乐曲的情绪是怎样的？

听唱法学习。注意：休止符处唱法，重点练唱。

3、歌曲处理：

讨论：这首歌曲中唱的划船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进行的？

应该用什么样的力度、速度来表现？

最后一句“绕过这座小山”应该怎样演唱？为什么？

注意：强调强拍表现出划船的节奏。

练唱

５、请同学边唱边做划船的动作，注意手的动作要与歌曲的
力度吻合。

四、音乐游戏：走走停停

１、教师讲解规则：按照教师拍打乐器的节奏学生作相应的
动作。音乐停时，按教师要求做。

２、听节奏做游戏。



五、小结

课下请同学们多做一做走走停停这个游戏，看谁做的最好。
板书设计：

走走停停

第一次点头４次

第二次拍手３次

第三次叉腰５次

第四次跺脚４次

课后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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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在活动中发现不通透镜的特征及作用，并用语言表达
自己的发现。

2、体会运用工具观察事物的乐趣。

1、凹透镜、凸透镜、平面镜人手一面，彩色透明纸。

2、哈哈镜、望远镜、放大镜、显微镜、眼睛若干。

1、发现我们的“第三只眼睛”

（1）老师为每个小朋友准备了三块奇妙的镜片和各种透明纸、
图书等，请你们用镜片放在眼睛前看看。说说有什么发现。

（2）幼儿尝试探索。



（3）讨论：三块镜片样子一样吗？透过三块奇妙的镜片看到
的东西一样吗？（不一样，有的放大，有的缩小，有的不变；
颜色不同的纸放在镜片前看到东西也变颜色。）

（4）用哪种镜片看东西会变小？（边上厚中间薄的镜片看东
西会变小）用哪种镜片看东西会变大？（边上薄中间厚的镜
片看东西会变大）用哪种镜片看东西不变？（边上和中间厚
薄都一样的镜片看东西不变）

（5）什么时候需要用着三种不同的镜片？如：老人看书看报
时会用放大的镜片。

（6）这些有趣的镜片就像我们的第三只眼睛，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看东西。

2、玩各种透镜。

（1）刚才我们发现了三种镜片的秘密。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
几种更奇妙的镜片，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哈哈镜、望远镜、
放大镜、显微镜、眼睛）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等一会儿把
你的新发现告诉大家。

（2）幼儿自由玩各种镜片。

（3）创设问题情景“到草地上去观察蚂蚁；看远处的风景；
检查手指甲里的”细菌“。根据不同的问题情景，幼儿自由
选择各种镜片分组进行观察。

（4）交流各自观察和使用镜片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