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级思品全册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级思品全册教案篇一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在北京市中心有一个东方最大的宫殿--故宫。它是
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也是
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
今天，我们和作者一起参观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宫殿。（播
放有关故宫的资料、图片）。

二、检查预习

1．指名说说在预习时记住的故宫的宫殿的名称。（边说边板
书）

2．根据板书指名读相关的自然段。

3．相机学习生字词。

三、自主阅读，梳理课文，理清脉络。

1．快速浏览课文，发现文章的结构特点。（总起--分述--总
结）

2．按照总--分--总的顺序试分段。

第一部分（1）：简明讲了故宫的位置、名称、历史。



第二部分（2--9）：详细地描述了故宫的建筑。

第三部分（10）：简略介绍了故宫的文物。

第四部分（11）：总结全文，对故宫的历史价值做出评价。

四、学习课文第一和第四部分

1．默读，思考这一自然段讲了哪几层意思？

2．读最后一段，谈谈最后一段和中间两段的联系。

3．有感情朗读这两段话，读出自豪之情。

五、课堂练习

1．抄写生字词语。

2．自由背诵头尾两个自然段。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

1．听写生词。

2．回忆课文的主线。

二、细读理解。

1．默读第2--9自然段，思考：

（1）默读第二自然段，边读边画示意图。同桌交流。

（2）抓住句中的数据和重点词语谈体会。



（3）研读5、6自然段，选择感兴趣的内容，设计导游词。

（4）（展示课件）指名介绍关于太和殿的一个镜头，鼓励学
生灵活使用课文语句。（注意：所介绍的景物的位置讲清楚。
）

（5）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其他的宫殿。介绍清楚宫殿的布局、
作用。

小结：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故宫的建筑。是按空间顺序来介
绍的。主次分明，条理清楚。

2．齐读第十自然段。想象故宫中有怎样的珍贵文物、奇珍异
宝？（相机出示课件）

3．总结：2--10自然段分别从哪两方面介绍了故宫？（建筑
和文物）

三、总结拓展

1．找找赞美故宫的语句，有感情朗读。

2．总结：读了这篇课文，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艺术的、
令人神往的故宫。正如大家所说的：故宫是永恒的文化殿堂，
人类的共同财富。

[《故宫》教学设计(s版六年级教学设计)]

级思品全册教案篇二

一、回顾前文，拓展延伸。

二、通过回答问题，整体感知。



1.老人与海鸥的情谊是怎样建立的?海鸥为什么会成为老人的
朋友?

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听了它之后你有什么感想?

三、读下列的句子，说一说你有什么感想。

1.海鸥依他的节奏起起落落，排成一片翻飞的白色，飞成一
篇有声有色的乐谱。

2.它们大声鸣叫着，翅膀扑得那样近，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这
片飞动的白色漩涡中脱出身来。

四、教学反思：

老人与海鸥

第一，充分的让学生读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让学生尝试析疑、评价、研讨、感悟，
同时让学生做简单的学习汇报，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能力训
练的过程。

第三，创新思维的发展

学生在课文学完后，我布置学生进行创编，给老人撰写碑文。
这是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智力发展情况设计的课文练习。
特别拓展延伸阅读，贯穿了“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超文本
阅读，这也是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分层教学的需要而精
心设计的。

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自我感觉对学情把握不足。新班
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思路不熟悉，胆怯害羞不敢发言;不能领会
教师的教学要求，所以课堂气氛还不够活跃。其次是教学时
间把握不准，前松后紧，导致拓展延伸没有时间展开，只得



从此带过。

再就是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有些急于求成，有以教师思考
代替学生思考的现象，过于强求教学的完整性而忽略了教学
的深度和生成的效度。

级思品全册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正确读写本课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老人与海鸥之间深厚的感情。

3、抓课文中的重点句子，体会句子的意思，并揣摩作者使如
何把老人与海鸥之间的感情写具体的。

学习重点：

练习以较快的速度阅读课文，抓住描写老人的神态动作和语
言以及描写海鸥动作的重点语句，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感。

学习准备：

搜集海鸥老人的资料。

学习过程：

一、引课

1、出示海鸥老人的图片做简单介绍。

2、板书课题。

二、学习课文



1、自由快速的读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想课文中
分为几部分，第三自然段在文中起什么作用?这几部分分别写
了什么?(用概括小标题的方法)

2、学生汇报：

(1)分文两部分第一部分老人关爱海鸥，第二部分是海鸥送别
老人。

过渡：在这两幅画面中让你意想不到的画面是哪一幅?

三、学习课文第二部分

2、学生汇报

(1)出示句子：一群海鸥突然飞起来，围着老人的遗像翻飞盘
旋，连声鸣叫……什么大事。

学生谈体会指导朗读

(2)出示句子：海鸥们扇动翅膀……瞻仰遗容的亲属重点理解
急速、瞻仰、遗容。

(3)出示句子：海鸥纷纷落地……白翼天使。

a、谈体会

b、理解“肃立不动”

c、出示图片练习说话

他们肃立不动，低头沉思，似乎为老人___________

似乎为老人___________



似乎为老人___________

d、指导朗读

出示：当我们不得不去……飞动的白色漩涡中脱出身来。

a、理解两个扑

b、鸣叫中说些什么?

c、创设情景、指导读

过渡：如果你是在场的一位你最想问什么?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

四、学习第一部分

1、默读从朋友口中知道了老人的那些消息。

(1)学习第二自然段

(2)三个“褪色”中你读懂了什么?

(3)看到了一个怎样的老人

过渡：就在老人与海欧的爱中情中包含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你看到了哪一幅。

2、学习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你看到了什么?

(2)男女分角色读老人和海鸥的动作。



(4)感受着浓浓的情。

过渡：在这和谐的画面中还有我与老人的一段对话。

3、学习4-9段

(1)小组内分角色读想怎样才能读好。

(2)小组成员展示读。

(3)全班男女生分角色读。

(1)读懂了什么?

(2)想想老人谈海鸥的神情。

(3)联系上下文体会生动的眼神中流露出怎样的情。

5、学习12段

(1)指名读。读出了什么?

(2)理解“企盼”

五、拓展练习说话

六、总结

老人与海鸥在互相祝福着，老人走了，带着鸥群走了，留给
我们的是对海鸥的那份情和爱，人与人相处需要付出真情，
同样对动物相处，你付出了，也会得到回报的。

七、作业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搜集与本文有关的内容读一读。如《军犬黑子》。

八、板书

级思品全册教案篇四

《敦煌壁画》是六年级下册第五个主题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
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展现了我国古代艺术家的卓越成
就和创造精神。但“敦煌壁画”对于学生来说较陌生，那么
如何引导学生进入课文中，并深深地喜欢壁画作品呢？反复
思考之后，我在教学时采用了一个方法--“故事欣赏”贯穿
课的始末。以教师讲敦煌莫高窟的故事导入课题--敦煌壁画；
以学生讲飞天的故事展开课文；以师生复述九色鹿的故事深
入学习；以评论九色鹿故事及其想象画拓展结束课文。我发
现这样设计教学环节，不仅让学生兴致高涨，而且同时也让
学生自觉地喜欢上了传统文化--敦煌壁画。这样教学的难点
突破了，重点也随之实现了。

[《敦煌壁画》教学反思教学教案设计(s版六年级下册)]

级思品全册教案篇五

水口小学：黄丽华

教学内容分析：这是语文s版第十二册第一篇精读课文，这篇
课文取材于我国先秦时期主要记录古代神话、地理等方面内
容的古籍《山海经》。课文讲的是在上古时代，中国闹过一
次大水灾，那时，大地一片汪洋，民不聊生。一位叫鲧的天
神非常同情人们的悲惨遭遇，决心帮助人们治理洪水，于是
他偷出了天帝的宝物--息壤，敢退了洪水。天帝知道鲧偷走
息壤的事后，派火神杀死了鲧。鲧死后，尸体三年都没腐烂。
一天，从鲧的肚子里钻出了他的儿子大禹。大禹决心继承父
亲的遗志，完成拯救人类的事业。经过十三年的苦战，大禹
终于将洪水彻底制服。



《鲧禹治水》是一篇神话故事，想象奇特，构思巧妙，文字
通俗易懂。详细叙述了鲧禹治水的具体过程。

一开始，我便以故事“禹的出生”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
发其兴趣，并由故事自然地过渡到对神话的了解，过渡到课
文中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
学生自读感悟、提问、合作探究。这一课的目标主要是为了
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在引导学生品味课文想象的丰富与优
美之后，让学生进行再造想象，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创新
思维及想象能力。

从观看图片入手，调动学生的情绪体验，激发学生的阅读情
绪，为理解课文、了解鲧禹治水的原因作好铺垫；而对课题
的理解为学生整体感知全文内容，了解大意打下了基础。引
导学生分步骤自学课文，使学习的过程目标准确，且由浅入
深有序进行。虽然高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但
教师的引导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它是学生有效学习的决定因
素有自学就必定有反馈，在反馈中互动交流，了解学情，并
于重、难点处加以指导、强调，使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有一
定的提升。组织学生对课文进行分段并概括断意，使学生对
文章的主要内容及脉络层次有个整体的清晰认识，同时也培
养学生分析概括能力，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结合学生的发
言，在次观看受灾画面，感受人们的苦难。在理解与体会的
基础上，指导学生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1自然段的内容。
学生朗读课文第3自然段，再次了解鲧治水的方法与过程，体
会鲧治水所做的努力。引导学生再次体会天帝的冷酷无情，
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4自然段的内容。在自读自悟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联系文本内容，紧紧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通
过品析、理解，体会鲧的善良、富有正义、勇于牺牲的崇高
品质，与天帝的无情与冷酷形成鲜明对比，使学生于潜移默
化中受到真、善、美的熏陶教育。通过课堂小结，感受其精
神品质。

在最后，我设计了一个拓展训练运用创造性想象扩写神话。从



《三过家门而不入》中这一情节，写片断。学生们的积极性
很高，都争先恐后的发言，把自己扩写好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这一点我很欣慰，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学生们的口头表达还存
在不少问题，如：口头语较多、肢体动作不自然。最重要的
是对于大胆合理的想象把握、运用的不好，由于时间的关系
而我又没能及时正确的进行指导，不免存有遗憾。

[《鲧禹治水》教学反思教学教案设计(s版六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