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问题导入教案(大全7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问题导入教案篇一

1、感受儿歌的语流节奏和韵脚的重复，体验儿歌的节奏美。

2、通过想想、试试，说说，学习儿歌，利用诗句的重复仿编
儿歌。

3、理解儿歌内容，丰富相关词汇。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幼儿玩过手的动作变化，手形的各种图片(兔子、剪刀、
螃蟹、小花)

2、手影图片若干，展板。

一、导入，教师与幼儿打招呼。

1、伸出一只手与小朋友打招呼。(嗨，小朋友好!)老师用几
只手与你们打招呼?一只手有几个手指头?(5个)

2、嗨，大家好!我现在用几只手与你们打招呼?(两只手)两只
手我们还可以说一双手，(出示一双手的图片)。

3、你们也有一双手，数数看一双手有几个手指头?(10个)我
们一起来说一说：我有一双小小手，我有十个手指头。(教师
边带领幼儿做手的动作边学习语句：我有一双小小手，我有



十个手指头)

(评析：教师亲切的用手与小朋友打招呼，一下子拉近了与孩
子们的距离，在与小朋友问好的互动中自然地将主题转向手，
充分的调动了幼儿的生活经验，同时在说说、数数的过程中
有意识的渗透了数学)

二、引导幼儿创造性的表现手的变化。

1、小手它还会变魔术呢!你们看伸出一个手指头，变成什么
了?(虫子)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示范语句：变成小虫爬爬爬。

2、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说一说。让幼儿初步感受诗歌的节奏。

(评析：幼儿对“小虫”非常感兴趣，纷纷模仿起来，情绪马
上被提升了)

3、那你的小手会变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变一变，然
后用好听的话说一说。(幼儿创造性的表现手的变化。)

(评析：让幼儿的小手试一试，变一变，使他们在无拘无束的
环境中玩玩、想想、讲讲，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幼儿边想边
说的过程，也是自己构思诗歌的过程。)

4、提问：你是怎么变的?变成了什么?

幼1：我是这样变的，(做动作)

师：变成了什么?(小兔子)教师及时出示小兔子的图片。变成
小兔怎么样?

幼：跳跳跳。

师：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变成小兔跳跳跳)



你又是怎么变的?变成了什么?(请2-3个幼儿回答)。教师根据
幼儿的回答有意识的将诗歌中有的图片螃蟹贴出来，并及时
的加以引导，变成螃蟹怎么样了?再引导他们一起来学一学)

(评析：引导幼儿说说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给幼儿提供了互
相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使幼儿体验到变手游戏的快乐，而且
为后面的学习诗歌做了铺垫，幼儿的情绪更加高涨)

5、教师边做动作边示范念儿歌第一段。(结合刚才贴出的图
片)

我有一双小小手，我有十个手指头，变成小兔跳跳跳，变成
螃蟹爬爬爬

6、我有一双小小手，(贴出小手图片)那它还会变成什么呢?
用好听的话该怎么说(引导幼儿用儿歌里的话回答)?教师根据
幼儿的回答出示儿歌中相应的图片：变成剪刀剪剪剪，变成
小花转转转。

(评析：在这里幼儿是活动的主人，在对第一段诗歌的理解下，
教师适当的将要求提高，让幼儿尝试用诗歌的句式表达自己
的手的变化，有效的突破了本次活动的重难点：感受儿歌的
语流节奏和韵脚的重复，体验儿歌的节奏美)

三、结合图片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2、教师带领幼儿结合图片念儿歌，即：我有一双小小手，我
有十个手指头，变成小兔跳跳跳，变成螃蟹爬爬爬，我有一
双小小手，我有十个手指头，变成剪刀剪剪剪，变成小花转
转转。

(评析：生动形象的图片，调动了幼儿的视觉体验，也为幼儿
学习诗歌提供了方便，孩子们大胆的用动作和语言尽情的表
现着)



3、小朋友说的真好，现在我们再一起来边说边做吧。(幼儿
站起来自由做。)

（评析：在第一遍学习诗歌的基础上，我进行了第二遍诗歌
教学，虽然还是学习诗歌，但在这里，活动氛围更宽松了，
有的三五成群的与好朋友边说边做，有的与老师边说边用动
作表现，他们自由的边走边说，使学习不枯燥，充分发挥每
一遍念诗歌的效益，真正做到了在玩乐中学习）

四、引导幼儿仿编诗歌。

1、教师做两个手的变化动作。小手变成了什么?

幼1：小狗

幼2：青蛙

师：谁能用儿歌里的话说一说。

2、请个别幼儿在集体前做动作，用自己的动作仿编儿歌。

3、小朋友真能干。你们看小手变变变，都变到我们的教室里
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学着变一变，然后想一想用儿歌里
的话怎么说?(幼儿分成3组自由观看，教师重点引导幼儿
用“变成某某怎么样”的句式说)

4、提问：告诉我你看到的小手变成了什么?(幼儿用“变成某
某怎么样”的句式回答，仿编儿歌)

我们一起来跟着他说一说。另外两组的教学方法同上。

5、那我们把自己编的儿歌一起来说一说吧!(教师带领幼儿看
看、走走、说说、变变)

6、现在我们一起来跟着老师把这些图片说一说。



(评析：利用手影图片，给予了幼儿视觉上的冲击，帮助了幼
儿调动了生活经验，也为创编诗歌提供了便利。同时孩子分
三组，更是让幼儿的创编更具针对性，使他们充分运用多种
感官，看看、说说、做做，人人动手动脑动嘴，有效的完成
了教学目标2。小朋友们边走边看边说，就像在看动画片一样，
他们创编的很轻松和愉快。)

5、延伸活动

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小手在太阳底下变魔术，会有什么有
趣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一起到太阳底下去玩一玩，变一变吧!

(评析：承上启下，将问题直抛幼儿，使活动自然地过度到延
伸环节，也激发了的探索能力，让他们一起来获得关
于“手”快乐又新奇的体验!)

《会变的小手》这首儿歌贴近幼儿生活，幼儿容易理解。整
个活动循序渐进，层次清晰，充分调动了幼儿的多种感官，
提高了他们的动作表现力。在教学中，我大胆的放手，让孩
子们尽情的用动作表现手的变化，并及时的加以引导，使他
们在相对自由、宽松和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诗歌，在玩乐中学
习诗歌。孩子们人人参与，特别是在看手影图片进行创编活
动时，孩子们更是情绪高涨，大胆的模仿手影的动作，到活
动结束他们还意犹未尽。

6、中班语言教案《小手开花》含反思

我设计这一活动，主要是发现幼儿对手的了解不是很多，面
对中班的幼儿来说，手都知道，可是手指、手掌、手背、手
心掌握的.却不是很好，所以，设计此活动，就是为了加深幼
儿对手的比较全面的了解。

1、学会儿歌“小手开花”，并能加入动作。



2、知道每个人都有两只手，能分清手指、手掌、手心、手背。

3、愿意与同伴交流。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1、学会儿歌“小手开花”，并能加入动作。

2、了解自己的手上的名称。

卡片、白纸笔。

一、开始部分

1、课前小游戏

头发肩膀膝盖脚，膝盖脚，膝盖脚。头发肩膀膝盖脚，眼睛
耳朵鼻子嘴。

2、导入活动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位好朋友，你们想认识他吗?出示
卡片——手。

二、基本环节

1、师：你们都认识他吗?见过他吗?是在哪里见过他的?

2、介绍“我的小手”

(1)自己想想，应该如何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小手。

(2)两人一组互相介绍



(3)指名上前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手

3、教师小结：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左手和右手，共有十
个手指头，还有手掌手心和手背。

4、听儿歌

(1)小朋友，你们想听关于手的儿歌吗?现在我们就快快来听
听吧!

(2)放儿歌，幼儿听

5、学习儿歌

师：你们想学这首儿歌吗?

引导幼儿跟老师一起做动作，并分句跟读，学习儿歌三四遍。

(1)听儿歌，做动作。

老师念，幼儿做动作。

(2)看动作，念儿歌

老师做动作，幼儿说儿歌。

6、念儿歌

让幼儿两两相对，师领读，幼儿边念边做动作。

三、结束环节

游戏“小手开花”

师：我的小手会开花，开了几瓣花?



幼：开了(5……10)瓣花。

四、活动延伸

幼儿在白纸上画出自己的小手。

在这次活动中，我发现幼儿对学习儿歌的兴趣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融入动作后，幼儿学习儿歌的欲望更加高涨，手是大
家都有的，但是关于儿歌幼儿学习的是比较少的，通过这次
活动的学习，让幼儿能够准确的了解自己的手，总体上来说，
这次活动时在一种轻松活跃的氛围中结束的。

问题导入教案篇二

近年来，评教案逐渐兴起，成为许多高校进行教学评估的重
要手段之一。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也参与了众多评教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积累了许多心得体
会。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经历，分享一些对评教案的心得
感悟。

首先，评教案是大学生发声的平台。评教案为大学生提供了
一个对教师和课程进行评价的渠道，我们可以通过评教将我
们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学校和教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
仅是课堂上的消极接受者，而是可以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当
中。我们的声音被听到和重视，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尊重和改
进。评教案给了大学生们更多的话语权，让我们对教学环境
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其次，评教案是学生成长的机会。评教过程中，我们不仅会
对教师进行评价，同时也会对自己的学习状况进行审视。通
过参与评教，我们会不断反思自己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思考
课程是否贴合自己的需求，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点。
这个过程是一个增长的过程，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和
他人，更加积极地面对挑战和困难。



此外，评教案也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
过评教，我们可以了解到同班同学的评价，从而选出优秀的
教师和课程。而那些受到学生好评的教师和课程会得到学校
的支持和鼓励，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评教案促使教师不断
地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育素养，从而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同时，评教案也可以揭示一些教师和课程的不足之处，这对
于教师来说是一种提醒和警示，有助于他们改进自己的教学
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另外，评教案也提醒我们要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去。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对某些课程或教师不满意，觉得没有收获和意义。
但是通过评教，我们会反思自己的参与程度，从而发现问题
所在，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积极与教师互动。我们会主
动提问，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评教案教
会我们学会与教师合作，互相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学习变得
更加积极和有效。

总而言之，评教案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方式，更是一个改进机
制。它给予了学生发声的权利，促进了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同时，它也刺激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并促进了教学质量
的提升。评教案是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帮助我们找到学
习的动力和方向。让我们珍惜这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
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问题导入教案篇三

一、目标：

1、 把握王道士这一形象，体味“他只是错步向前的小丑”
的评价。

2、 感受“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感受作者复杂的心
态，进而感受一种民族的耻辱之痛，一种文人的无奈之痛，
一种近乎自欺欺人的希望之痛。



二、过程：

（一）、 导入  ：

它，就是我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代表——敦煌文化。那它究
竟是怎样成了我们永久的痛的？谁应为它的悲剧负责？让我
们跟随据说是上一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的散文大家余秋雨，走
进他的《文化苦旅》，走进他的《道士塔》，去感受那份痛，
去触摸那份痛。

（二）、本文涉及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处于事件旋涡的王
道士，一个是处于边缘但感同身受的余秋雨。

先让我们来看王道士。

1、 王道士的所作所为：（速读课文，找）

a、 粉刷壁画（第二节第3段）

b、 砸碎塑雕（第二节第4段）

c、 出卖文物（第三节6-11段）

d、 报送官员 （第三节前部分）

2、对于这样的王道士，你作何评价？有何根据？（跟着学生
的鼻子走）

（幼稚、愚昧、卖国、无知、小丑、罪人、走运、受害
者……）

（这里，就可以抓住走运和受害者加以挖掘，学生的讨论可
能会涉及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而不是王道士一个人
的过错等主题性的内容……）



3、对他，余秋雨先生是怎样评价的？

a、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b、 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
牛弹琴……

c、 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初读（学生很冷漠）

再自由读，读出什么感情？（谴责、嘲讽、同情……）

齐读，要有点不同，要有味道。

（三）、由“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中
的“只是、小丑”，

探讨“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1、悲剧是怎样造成的？（朗读讨论第三节的4、5、6三段，
感觉官僚的所做所为，感受和欧美学者的差别，）

2、为什么说他只是小丑？

（对于整个悲剧，王道士是偶然，也是必然，这是一个国家
的悲剧！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里，不仅是文物的流失，
而是知道是文物，是宝贝，却不知道珍惜，是典型的自作孽，
诚如郁达夫悼念鲁迅时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
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
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话用这里也
是可以的。）

（四）、 面对这样的悲剧，面对这样的王道士，余秋雨的心



理是怎样的？请大家划出你认为最能表现秋雨感情的语句，
读读，并用：

“我看到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余秋
雨”加以表达，简单地阐明理由。

可能有：

（这是一个痛苦不已的、矛盾的、愤怒的、理智的、近乎自
欺欺人的、无奈的、字字带血，句句含泪的……）

（如果可以，要引导学生体会末节光明背后的伤感与痛楚，
扬眉吐气背后的耻辱与愤懑，那是文人的一种近乎自欺欺人
的希望之痛啊）

（五）、 作业 ：

感受余秋雨

板书：（空白处补充学生的看法）

王 同情 讽刺 余

道 秋

士 谴责 嘲笑 雨

作者邮箱：

问题导入教案篇四

跳水作为一项高难度体育项目，既需要技巧的掌握，也需要
强健的体魄和毅力的坚持。而作为一个跳水教练，如何提高
自己的教学水平，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跳水技巧，是每位跳水



教练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我的多年教学经验中，我总结出一
些跳水教案心得体会，希望能对大家的跳水教学有所帮助。

第二段：规划合理的跳水教学目标

在跳水教学中，规划合理的教学目标是非常重要的。首先，
教学目标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既不能过高，也
不能过低，才能真正发挥教学的效果。其次，教学目标要关
注关键步骤的训练，如起跳、滑行、入水等，切实提高学生
的技巧和水平。最后，教学目标要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进行动
态调整，以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三段：多样化的跳水教学方法

多样化的跳水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跳水教
学既要注意理论知识的传授，又要注重实战技巧的练习。因
此，与传统的板子教学相比，多使用游戏化、任务型、问题
导向等多种教学方法，利用学生的主动学习积极性，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提高跳水技能的习得效果。

第四段：跳水教学案例分析

通过一个实际的跳水教学案例，来说明如何将多样化的跳水
教学方法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我们采用了基础操
作的重复练习、视频教学与分析、模拟比赛、游戏式竞赛等
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跳水技巧，有效
提高了教学效果。

第五段：总结

跳水教学作为一项高难度的体育项目，要求教练具有全面的
专业技能和强大的技巧应对能力，在跳水教学的过程中，规
划合理的教学目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针对实际情况的教



学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跳水教练要有良好的心态和积
极的教学态度，给学生温馨的教育、贴心的关怀和有效的指
导，以激励学生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问题导入教案篇五

——李白

录自“语文报杯”教学大赛

安徽南陵一中汤国来主讲    辽宁开原高级中学 李莹 王
玉忠笔录

比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感情浅舔一舔，没感
情也要赏个脸。现代人已经把喝酒上升到感情的高度，相对
于现代人，古人劝酒就优雅诗意得多。

大家读过吗？比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b：“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

a：王维劝酒的理由是什么？

b：“西出阳关无故人”。

a：对，再看白居易的《劝酒诗》

p：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 劝君三杯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趋走。



身後金星挂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

a：他劝酒的理由是什么？

b：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趋走。身后金星挂北斗，不
如生前一杯酒。

a：为什么“天地迢迢自长久，白兔赤鸟相趋走。身后金星挂
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呢？

b：“心中醉时胜醒时” “面上今日老昨日”。

a：慨叹岁月易逝，年华老去。

许多人写劝酒诗，但名气最大，价值最高，个性最强的却是
李白的《将进酒》。

老师给大家朗读，大家看屏幕的容易读错的字音。

a：下面大家读，读他的诗就要放声的读，旁若无人的读。

a:大家气势没有读出来。那好我们看，李白劝谁喝酒？

b:岑夫子、丹丘生。

a：就是朋友。

b：杯莫停。

a：喝得怎样？喝得快，喝得急，量怎么样？

b：“会须一饮三百杯”。

a：就是能喝多少喝多少。那李白怎样饮？



b：纵情，放纵，“斗酒十千恣欢谑”。

a：纵情到什么程度？读后几句，从“五花马，千金裘”开始
读。

用名马、皮裘换酒，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吗？喝酒喝得这么专
注，这么任性，这就是李白。

李白为什么让人这样喝酒？如此的豪饮、狂饮？

欣赏朗读录音，然后讨论这个问题。

b：自己身世，所以郁闷，借酒浇愁。

a：什么心情？

b：愁，忘了一切。

a：是不是也说到了乐？

b：及时行乐，饮酒无比快乐，所以要狂饮。

b：时间一去不复返。

b：“暂且”“姑且”

a：可见这“为乐”是刻意追求的，营造乐的氛围。

前面要表现他内心的悲愁，他愁的根源何在？

b：“天生我才不得用”，期待“千金散尽还复来”。

b：政治上。



b：与前面的话有矛盾。

a：有矛盾，其中必有一假，哪个不是发自内心的呢？哪个是
真正的想法？

b：“天生我材必有用”是真的，后面的是醉话。

a：那么“古来圣贤皆寂寞”怎么理解？

b：心灵寂寞，抱负无法实现。

a：才干无法发挥，但李白是以圣贤自况的，所以他

b：难过、悲凉、逃避。

a：还有无奈，还读到了什么情感？

b：激愤，怀才不遇，抱憾终生。

a：李白这次到哪家宴酒？

b：元丹丘。

b：不会，李白豪放而浪漫。

a：这里我们看到李白的个性，豪放，率真，作为诗人的狂放
不羁让世俗的礼法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哪里是在劝朋友喝酒，其实分明是痛苦的心需要麻醉，不
平的心需要滋润，内心不平，愤激，感情很激烈。

请同学们大声地、毫无顾忌的、旁若无人的读一遍。余光中的
《寻李白》中说“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
啸成剑气，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感觉有愁，有激情，有自



信，也又倔强。

a：看晚唐于武陵《劝酒》，比较格调有什么不同。

p：劝酒

劝君金屈卮，满酌不须辞。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

b：……

a：齐读

------------------------------------------------------------”

问题导入教案篇六

1. 全面把握课文内容及其内在联系。

2. 体会作者贯穿全文的悲怆苍凉的情感。

3. 培养学生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教学重点】

全面把握课文的内容及其内在联系。

【教学难点 】

体会作者处于矛盾心理下悲怆苍凉的情感。

【教学方法】

讲读法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文导入  】

【教学进程】

请同学们齐声朗读课文第一部分的一至三自然段。

我们再来看这一部分的第五自然段，作者面对着王道士所遗
存的怪模怪样的几座天师灵官，心中充满了巨大的苦痛。但
是，作为后人的他，却又无计可施。那种想为却又无可作为
的心理在他内心中不断的冲突升级，作者正是在这种矛盾的
心理下才写出这篇文章的。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后自己阅读
中细心体会。

第二课时：

【课文导入  】

【教学进程】

至此，王道士盗卖国宝的罪行才算停止。

我们的同学都是学艺术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都能够成为
出色的艺术家。而艺术又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精华的部分，
希望同学们能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增添更多更美
的奇葩，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以后的人生中始终能够坚定不
移的用艺术家所应具备的良知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板书设计 】



道士塔

余秋雨

道士

强盗

官员

（手绘王道士塔）

问题导入教案篇七

跳水是一项高难度的体育运动，需要选手有极高的技术含量
及勇气和毅力。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跳水教学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我曾担任过跳水教练的工作，给予学生跳水的帮
助和指导，受到了许多问题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中
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分享一些主要经验。

第二段：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在跳水教学中，我主要指
导学生核心技术包括起跳、旋转、入水等。我在教学设计上
首先考虑的是学生的技术水平。在给初学者上课时，我会按
照一定的顺序，保持轻松而逐渐提高的课程进度，让学生逐
渐适应和掌握跳水的基本动作。此外，针对高水平学生的教
学我会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技巧，提高他们的竞技水平。
因此，老师的教学设计非常有关键性。

第三段：语言交流

语言交流在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教练觉得他们之所以
感到无法成功，是因为学生根本没有听懂说什么。因此，在



跳水训练中，我始终保持简单明了的沟通，用他们喜欢的方
式进行指导，比如说一些形象的比喻。大声、清晰地吐字，
与学生交流就能让他们更容易掌握和理解所要学习的技能。

第四段：心理指导

跳水教学中，心理指导相当重要。因为这项体育运动需要选
手克服很多恐惧和困难，并克服对水和高度的恐惧感。作为
跳水教练，我们不仅要关注他们的技能和身体状态，更要注
意他们的心理状态，给予指导和鼓励，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和
压力感。 我也总是鼓励学生，告诉他们，只有勇敢面对
的“你”，才能成为真正的跳水选手。

第五段：小结

总之，跳水教学是一项挑战性非常高的体育项目，教练的作
用不能被低估。在跳水训练中，教练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
平，不断探寻更好的教学方法，拥有灵活应对学生需求的能
力。同时，注重语言沟通，与学生形成互相理解的良好关系。
此外，更应注重心理指导，帮助学生克服自己的恐惧和压力，
慢慢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和信心。这就是我在跳水训练中得到
的一些宝贵的心得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