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饿坏了那匹马教案一等奖(大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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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饿坏了那匹马教案一等奖篇一

在复习完基本不等式第二课时后，我对这节课做了如下的反
思：

一.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课堂上，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通常会把自己当做课
堂上的主人而过多的会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或者学生会因为
长时间的习惯于听老师来讲解而忘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

在这节课中，我设计了多个让学生讨论的环节，但是当我说
了同学们可以和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获得的结论之后教
室里还是会很安静。这样的课堂活动经过了一分钟后，我不
得不自己来讲解我设计好的问题。此时我感觉到这节已经失
败了，因为我占据了本该属于学生的时间。

二.要设计好教学问题

在教学中应合理设计教学中所要用的问题，我设计的学生互
动环节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我想很大的原因是我没有设计好问
题，在提问题时没有明确我要求他们要给我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节课中，我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这样问的：请同学们自己
首先来做一下这道题目，然后跟自己的同桌讨论一下自己的
结果是否正确。当学生听到这样的问题时，他们首先会自己
一个人去完成题目，而不会跟自己的伙伴合作完成。而且在
数学教学中对问题的梯度设计很重要，因为新课程很强调概



念的形成过程，而概念的产生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所以在教
学时要非常好的展示给学生概念是怎么产生的，而这个教学
环节就要求教师能够设计好问题的梯度。

三.要学会设计有深度的问题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同学们明白了
没有啊，或者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些肤浅的问题。
而从课堂效果看，这些问题并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也只是机械的回答一下：是或者不是，对或者不对。使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成了一种机械的问答过程。所以在以
后的教学中我应该更加重视对问题深度的要求。

以上就是我对本节课的教学反思：多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设计好教学问题并且要学会提有深度的教学问题。

别饿坏了那匹马教案一等奖篇二

这是我作为一名新教师上的第一节公开课，本篇课文的主要
内容写了酷爱读书的.“我”在失去看书机会时，摆书摊的残
疾青年谎称家中有马，买下我的马草让我继续看书的事。残
疾青年用善意的谎言使我安心看书，和“我”得知真相后我
对残疾青年的感激之情。那么，在教学时，我注意结合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

在课前五分钟就开始朗读课文，在课中也不断穿插朗读。这
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尤其是到了小学高段，更应该
让学生多读，从读中感悟文章。就像陆恕校长在主题阅读讲
座中提到的“一读解千愁”。

对于这次导学案的设计不是很完美，出了点小错误：

1、在合作探究第一题中这些人物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和第
三题有重复。



2、在没有把握到最主要的教学内容，在分析人物性格特点是
把所有人都要求写出来进行分析，没有把握到主次人物。因
此在之后的导学案设计过程中更要精简题目，选择一个最好、
最佳的题目，这样更能体现出文章的中心并让学生更容易理
解课文内容。

本课要抓住“别饿坏了那匹”在文中出现了几次，其用意是
什么？及残疾青年的几次谎言，体会出残疾青年的美好品质。

“我”在看到那一堆枯蔫焦黄的马草时，会有什么表情，心
里会想些什么，又会怎么做？请你展开合理想象，续写一个
片段。通过这次的公开课，作为一个新教师，我学到了很多，
我坚信在我将来的教师生涯中会边学边成长，努力钻研教学。

别饿坏了那匹马教案一等奖篇三

《别饿坏了那匹马》一文记叙了酷爱读书的“我”在失去看
书机会时，摆书摊的残疾青年谎称家中有马，买下马草，
让“我”继续看书的事。故事性较强，其语言文字浅显，能
够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在进行这一课设计时充分考虑这
一特点，充分让学生与文本对话，以读为主，寓教其中，体
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训练为主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下
面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从“谎言”入手，引导学生抓住题眼，把握重点，从整体上
理清文章的脉络，从思路上了解文章的顺序。一开始就告诉
学生我们将要学习的'一篇课文，就是讲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相信老师的这一番话，定会在学生心中激起涟漪，产生疑问。
于是就是利用这一及时的矛盾冲突，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引导学生进入课文，自己去寻找这个谎言。由谎言引到那匹
马，再由那匹马走近青年摊主，可谓循序渐进、步步深入。
由此，身残而心底善良的青年摊主的形象开始在学生心中扎
根。



在本课教学中紧扣“寻找‘谎言’的蛛丝马迹”这一问题，
把读书贯穿于教学的始终。课堂上，让学生边读边想，画画
写写，一步一个脚印，真正收到了读写相结合的效果。初读，
引导学生把课文读通顺，找出谎言；熟读，引导学生找出这
个谎言的蛛丝马迹；精读，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说出理
解，读出感受；品读，引导学生选择最感人的段落，读出情
感。可谓环环相扣，步步到位。本课中设置的一个小练笔也
非常成功，通过想像写话，把学生带入了文中“我”的内心
世界，发展了学生的语言和思维。

阅读教材，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让
学生能从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人生的价值。
因此，在本课教学即将结束之前，设计了这样一系列环节：
在学生进行小练笔之后，老师请学生再读课题，问：你又从
这个谎言中体会到什么？紧接着第二问：你从他们身上学到
了什么？在这二问的基础上，老师进行第三次深层次地引导：
读书就要读有所悟，你从文章中悟出些什么？通过这三问，
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从而顺利地引出文章的中心，即
两句名言：“放弃自己的一点私欲，能够成全一个美好的愿
望”和“每人一点点善意的付出，会给这世界增添许多美好
和欢乐”。

读书的最高境界是读有所悟，就是说要读出道理来，悟出人
生哲理来。结尾处让学生感作者之感，从而联系自己，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受到心灵的陶冶。

不足之处：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的几次朗读都不是很充
分，学生阅读后的交流也不够深入，在总结时学生谈感受也
没有完全投入，表达的比较肤浅。

总之，一次公开课就是一次最好的历练，我会把这次历练当
作一个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不断超越自己。让自己的语文
课堂绽放出新的活力与魅力。



别饿坏了那匹马教案一等奖篇四

说实在的，在过去的现代散文教学中，我大多采用的是传统
的重讲解、重分析的“讲读教学法”。学习专家毛洪其老师
的讲座时，其中有句话让我深受触动：“既然属于文学作品，
那么我们的散文阅读教学，也就界定为一种审美阅读，而不
是着眼于信息筛选和处理的信息式阅读。”因此，在《周庄
水韵》的教学设计中，我对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有所刷新
和改进。这篇课文的教学令我较为满意的地方有以下几个：

1、以画导入，营造气氛好。

本文本来就是一篇文字美、景物美、意境美的散文。为了切
合这个“美”字，我从优美的画面入题，让学生在第一时间
就被周庄的美吸引且陶醉，并在美的享受中对周庄的有关建
筑风貌有了深刻印象。

2、对有关语文知识教学能落到实处。

如游记知识的巩固及字词、修辞知识的教学，大部分学生都
能较好的掌握理解。

3、朗读指导为学生的阅读理解指引了方向。

在学生朗读前，我要求学生把握好本文的感情基调，注意朗
读时的语调和节奏停顿，有助于学生把握文章的韵味并进行
创造性阅读。

4、教学目标一完成得较为理想。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抓住了周庄景物的主要特征，从不同角度
来描写周庄水韵。在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时，我从本文的整体
脉络(总分结构)入手，让学生把探讨的重点放在了“作者三
次游周庄的情景及感受”的描写上，并布置学生完成表格作



业，使学生对作者三次游周庄的时间、观察角度、景物特点
和详略安排了然于心。

当然，对于这堂课的教学，我也感觉有明显的不足：

1、因为时间关系，我对学生朗读过程中出彩和欠缺之处，忽
略了进行有的放矢的鼓励性评价和具体有效的指引纠正。只
是在学生读前作了指导，而读后只是用一句“好”或“读得
好”草草带过。

2、虽然课前我很想一反过去的“讲读教学法”，但事实上，
我感觉自己在课堂上还是讲解、分析得较多，对“散文阅读
教学中学生才是主体”还是突出得不够。

别饿坏了那匹马教案一等奖篇五

１、我一直把独立阅读课文定位于通向课外阅读的.桥梁，让
孩子掌握一些课外阅读的方法，培养孩子独立阅读的能力，
不把它当作精读文章一般细品，也不因为不考就不教。今天的
《别饿坏了那匹马》，我是预先推荐了同一系列文章，《天
使的吻痕》、《最后一片叶子》、《妈妈爱吃鱼头》、《善
意的谎言》、《高贵的施舍》……预先布置学生阅读这些文
章，包括课文。这样，有了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