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校本课程教案和谐(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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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七年级校本课程教案和谐篇一

一、指导思想：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以《国家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指导，确立现代教育观、课程观、质
量观。以学生发展为本，充分发挥学校资源功能，优化学校
课程结构，开创学校特色品牌，提高办学水平。

二、课程目标：

1、学会一些简单的地理科学知识，培养学生从小热爱科学，
钻研科学的兴趣。

2、在生活中要学会拒绝，同时要注意拒绝的方式和态度；挑
战自卑走向自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在生活中学会战胜挫折，
走向成功。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自我防范的能力.3、通过阅
读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唐诗的兴趣。通过对唐诗的各种信息
的搜集、整理、探究，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精华。在阅读中
感受唐诗的魅力，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

4、了解自我，认识自我，珍惜生命，学会学习，学会做人。

三、课程内容：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是地理与生活教育及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的



唐诗，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各有关的诗词，帮助学生学会做人，
学会做人。

四、措施联系实际，活动为本。2综合与开发有机结合。

3开展一些自我保护方面的交流活动

五、目的要求给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建设家乡的精神品质。

2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
和审美情趣。

3、培养学生从容面对社会的能力。具体课程安排：

地理与生活12课时唐诗欣赏10课时学习育人10课时

七年级校本课程教案和谐篇二

学习目标：

1.强化概括信息的能力。

2.尝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培养正确认识事物的能力。

3.通过榜样的力量，建立自信，理性对待人生，以奋发向上
的精神面对职高的学习生活 。

学习重点：掌握概括信息的最基本方法。

学习难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丘吉尔的优秀品质。

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

(一)知识准备

1.回忆录：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
动的一种文体，它具有文献的价值。回忆录有“公
撰”、“私撰”两种。“公撰”是有组织的集体写作方
式。“私撰”完全是个人化的写作。回忆录要求“三亲”原
则：亲闻，亲见，亲历，是为第一手资料。

2.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政治家、画家、演说家、
作家及记者，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于1940-1945年
及1951-1955年期间两度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
的政治领袖之一，带领英国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3.丘吉尔的名言：

谎言都绕了半个地球了，真相还没穿好衣服呢。

向前看总是明智的，但要做到高瞻远瞩并非易事。

勇气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特质，倘若有了勇气，人类其它的
特质自然也就具备了。

(二) 预习指导

1.熟读课文，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2.默读课文，梳理文章结构。

(三)预习检测

1.给下列字词注音。

萤 尴尬 漏 辖



2. 理解下列词语。

尴尬：

独具慧眼:

蛛丝马迹：

停滞不前:

滚瓜烂熟：

整装待发：

二、合作探究

(一) 学始于疑

文章写了我的早年生活当中的几件事 ?

(二) 质疑探究

探究点1:梳理结构

问题1:默读课文，梳理文章的结构，感受“我“在叙事中流
露出的情感和态度，根据提示，完成下表。

主要事件

具体内容

“我”的情感和态度

“我”与考试



主考官总是考“我”不喜欢、不知道的东西

“我”苦恼而无奈，但坚持参加考试

入学考试

学习英语

征兵考试

军旅生涯

探究点2:语段赏析(结合上下文理解)

问题1: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个萤火虫。

问题2:刚满12岁，我就步入了“考试”这块冷漠的领地。

问题3:但是我们制定了条约，不许他发展炮兵。这非常重要!

问题4:我会首先让他们都学习英语，然后再让聪明写的孩子
们学习拉丁语作为一种荣耀，学习希腊语作为一种享受。

问题5:多年来，我一直以为父亲发现了我具有天才军事家的
素质。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只是断定我不具备当律
师的聪慧。

探究点3:主题升华

问题1:丘吉尔的成功真的是靠幸运吗?试结合课文内容谈谈你
的看法。

三、达标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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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辉丁雄伟

指导思想：

实施与开发校本课程，发展传统体育项目，满足学生个性化
发展的需要，弘扬“国粹”，不断提高国球学习的兴趣与技
术。现对我校乒乓球活动做一小结：

二、训练要点：

1、了解中国国球的辉煌历史及相关知识，激发学生练习的兴
趣。2、球感的训练。3、攻球的训练。4、推挡的训练。5、
发球的训练。6、接发球的训练。7、搓球的训练。8、拉球的
训练。9、脚步动作的训练。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由练
球感开始，由不会控制球到能熟练控制球，从不会击球到能
按落点准确击球，从而形成学习乒乓球的教学模式。但是，
学生接触乒乓球的时间不是很长，他们的水平较低、不是很
平均，所以教学过程中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以后教学中我
会从实际出发，讲解更详细、更透切。

现将本学期乒乓球校本课程在此做个总结。一、指导思想：

实施与开发校本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弘
扬“国粹”，不断提高国球学习的兴趣与技术。

我校的兴趣班辅导教师的思想是一致，都是在想办法多教学
生一些技术，想提高他们兴趣项目的水平。

二、训练要点：



1、乒乓球运动的基本知识，竞赛规则及裁判法;2、基本站位：
基本姿势与基本步法;3、基本技术：球感练习、发平击球、
反手拨球(推挡)、正手攻球、搓球等;4、基本战术：各种打
法的基本战术及心理素质水平。三、基本情况：

校本课程活动时间定于第2周至18周，每周二下午第三节进行，
以课堂教学为主。通过这学期的训练学习，取得一定的成效，
学生基本能掌握乒乓球的击球要领。由于是七年级的学生，
当中一小部分是有些基础的，一些是一点球感也没有，水平
是参次不齐的。但是我们本次学习只要求学生学习后有掌握
基本的击球要领就可以了，这是进一步学习乒乓球的基矗我
校学生原本的乒乓球基础不好，这跟我们学校以前没有摆放
乒乓球台在室外供学生练习有很大关系;也是以前没有老师教
过。但是有好多同学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的，这一学期乒乓
球台已为学生开放，效果有所提高。

其次这一学期的学习内容有以下几个动作技术,分别是：正手
攻球、反手拨球、正手发平击球、以及正手加单步、反手加
单步、左拨右攻等技术。因为人多而且又都是没有乒乓球基
础的同学、学习内容又丰富，所以同学的掌握程度不是很深，
都只是有个表象动作，一些同学做起来的动作来还不是很规
范。但比起原来都是已经有好大进步的了。

四、存在问题：

1、个别学生学习态度不够端正，不能做到坚持训练，有迟到
早退现象;2、学校硬件设备较少，学生训练时间较少;3、部
分学生学习不够扎实;4、学生怕苦怕累在训练上还不够积极。
五、改进和措施：

1、总结过去一学期的训练工作，查找训练的不足，制定措施，
在今后的乒乓球训练工作中努力提高训练质量;2、积极和学
校、班主任配合，取得家长的理解支持，实际解决学生的出
勤、思想等实际问题;3、在训练中，指导老师要做到区别对



待，对症下药，发挥他们最大的潜力，力争在今后的比赛中
取得好的成绩;4、加强学习掌握先进的体育训练理论，应用
于乒乓球的训练实践。不断总结训练经验提高训练质量;5、
加强梯队建设，为今后的乒乓球储备人才，使我校乒乓球运
动有长足发展;6、营造浓郁的乒乓球氛围，使领导、教师、
学生以及社会积极投身到这项运动中，创设乒乓球文化，弘
扬国球精神，使乒乓球运动有效推动我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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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一学期已悄然接近尾声，为了进一步明确今后工作的努
力方向，做到有的放矢，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今后的教育教
学活动，现总结如下：

本学期，我们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并能认真、耐心地向学生
传授《晋源史话》这门功课，我将自己的满腔热忱投入到了
教学之中，边教边思索着如何让学生又快又好的掌握这门功
课，如何让学生喜爱这门课程。

根据我校的整体安排，把校本课程活动安排在每周二下午进
行。我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来调动学生练习的积极性。
通过上网查找资料等，让学生在参与中相互学习、借鉴、起
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学
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共同收获，体验快乐。

根据学校的自身性质、特点、条件以及所教学生的基础等情
况，利用自己串讲的形式极大的激发了学生好奇心和参与、
探求欲望。使课堂生动、活跃、丰富多彩。提高了学生动脑
的能力。让学生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知识技能，丰富了学生的
智识，增加了新的体验。真正的提高了孩子们动脑、动手的
能力，促进学生身、心、智、德的全面发展。每节课结束后
我们都会坐在一起进行反思、评课，明确指出本节课的优缺
点，并针对不足之处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手段，以便今后相互



借鉴，扬长避短，从而，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总之，我会努力将我校趣味思维训练校本教研推向新的高度。

六年级校本课程教学工作总结

姚村镇实验中心小学校

冯利英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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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学会一些简单的科技知识，培养学生从小热爱科学，钻研
科学的兴趣。

3、在生活中学会战胜挫折，走向成功。增强安全意识，提高
自我防范的能力.4、了解自我，认识自我，珍惜生命。

二、指导思想

以国家课改文件为指针，结合当地的人文背景，经济水平，
地理资源和中学生的个性需要，特地开掘本课程，力争为学
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帮助学生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教学措施

1、注意积累相关校本课程资料，为学校新课程改革积累经验。

2、充分收集、挖掘本地的各种资源，促进校本课程开发实验。

四、课程主要内容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是乡情教育、安全教育以及引导学生认识



我国的各种传统节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各种传统节日的来
历，习俗，传说以及有关各种节日的诗词。

五、目的要求给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建设家乡的精神品质。

2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
和审美情趣。

3帮助学生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学生从容面对社会的能力。

六、措施联系实际，活动为本。综合与开发有机结合。

3开展一些自我保护方面的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