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信息技术表格教案(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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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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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表格教案篇一

学生操作单击鼠标很快能掌握，但本课难点鼠标的双击操作
及拖动对于低年级学生操作起来有难度，要在以后的课中巩
固加强练习，才能熟练掌握鼠标的各个操作方法。

教案《一年级信息技术教案：第二课电脑指挥官》，来自网！

信息技术表格教案篇二

安阳市永安东街小学陈 静

教材分析：

五年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感悟能力，但对文本的内涵
还不能深刻解读，因此教师要引领学生深入文本、细细品读。
再者，学生的生活经历与文本内容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教
学中，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引导学生入情、入境，
激励学生大胆去想、去说、去品、去读。

教学目标：

1、从课文的具体描述中感受父爱以及儿子从父亲身上汲取爱
的力量。

2、领悟作者抓住人物外貌、语言、动作进行描写，反映人物
思想品质的表达方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感受父爱的伟大，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

教法学法 ：

这节课我体现以读为主、以情动人。引导学生在潜心涵泳、
诵读

体会、情境创设、拓展延伸中感悟文本，领悟表达方法。学
生主要采

用“自读感悟、读思批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法。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直扑主题。

课始，我这样导入：

同学们，有一种场面我们永远不愿再看见，有一种伤痛我们
永远

料！

（播放）

这就是地震，在突如其来的地震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生
命是

多么脆弱！可就在这样的灾难中，一对父子却创造了生命的
奇迹！这



节课就让我们再次走近地震中的父与子！

接着，我和学生一起回顾课文：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认为
这是

一对怎样的父与子？学生思考后，会说：这是一对了不起的
父与子。

（板书）

【设计意图】声像并茂的短片，把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直
观、鲜活地显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很快进入学习情境。

二、潜心会文，读懂父亲

展开教学。

首先，我让学生先自己阅读感悟。学习之前，我提出自学建
议：

“让我们先走近这位了不起的父亲，（板书）轻声读课文，
看看文中

那些语句让你感受到了父亲的了不起？把它画下来，读一读，
想一想，把感受批注下来！”

【设计意图】新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
以

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因此在教学中，我时刻
关注学生的阅读体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自主学习之后，全班交流。我会根据学生对课文的理解适时
进行巧妙地指引、点拨。当学生交流到这一部分时，（出示）
我引导学生抓住这段话中父亲的语言——三句意思一样的话



来思考：“面对越来越紧急的情况，面对不同身份的人，父
亲说这三句话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吗？”然后我与学生进行设
身处地的模拟对话。（出示）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中，通过移情想象、情境对话，使学
生深入人物内心，最终体会到：为什么在其他父母的哭喊中、
在专业救助人员的劝说下、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父亲
还会坚持挖下去！由此体会到父爱的无私。

还有的学生会抓住这句话交流：（出示）我先让学生思考：
为什么作者不直接写36小时，而是这样罗列时间的进程呢？
然后启发学生：“这么漫长的36小时，你通常怎样度过？父
亲又是怎样度过的呢？”“挖,不停地挖”。那父亲是怎样挖
的呢？学生会练习生活实际以及前面短片里的废墟图片展开
联想和想象,他们可能会说：父亲会用双手把那些钢筋从瓦砾
堆里抽出来；还会在满是玻璃碎片的土里刨，会用尽全力搬、
扛等等。那么多的动作，作者却只用了一个挖字，透过这个
挖字，你读出了什么呢？学生不难得出：（爱，深深的父爱）
我说：是啊,那就让我们跟随画面一起去感受一下父亲那充满
爱的36小时：

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当别人在余震中慌乱，在不安中等
待时，父亲在不顾一切地挖着；

【设计意图】

在情境中，凄婉的音乐缓缓流淌，父亲的举动显得那样悲壮；
诗一般的语言娓娓道来，父亲的身影显得那样伟岸！而生动
的画面又让文字变得灵动起来，学生真正体会到了父亲那沉
甸甸的爱！叶圣陶先生说“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一
个“挖”字的反复品读，使学生的思维从表层走向纵深。

而这句话，父亲的外貌描写，学生会联系上下文、联系刚才
的想象，抓住“满脸、到处”等词语，进一步体会父亲的艰



辛。

在这样的深入体会之后，我深情地引领学生移情体验并感情
读文：“孩子们，假如这位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为了找到废
墟下的你啊，在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时间里，滴水未进、粒
米未沾，他一身伤痛、疲惫不堪，可他仍然在不顾一切地挖
呀，挖呀……此刻的你，又会怎样来读这段话呢？学生在音
乐中入情入境地朗读，此时的读书，情真意切、水乳交融！
读过之后，我引导学生想象：父亲在挖掘的过程中，会对他
的宝贝说些什么呢？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学生与文本人物
展开心灵的对话。写过之后,我让学生读出来,我们说,情到深
处自然浓,我相信,学生动情的真情告白会把课堂推向高潮.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中，学生深层阅读，走进人物内心；
老师精妙点拨，引发学生深层次思考；多媒体恰到好处的使
用，更有效地帮助学生进入情境，进入文本。这样潜心会文，
学生真正读懂了父亲！

三、了解儿子，升华情感。

苏轼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我和学生忘情于文字，
忘情于课堂，那激动的场面仿佛近在眼前！读后，我
说：“孩子们,这位父亲之所以能找到儿子，最重要的原因之
一是什么呢？”学生会找到这句话：（出示）

对，正是这个坚定的信念！然后，我激情引读，让学生在具
体情

境中感受信念的力量！（课件出示）

这个信念也支撑着小小的阿曼达，在漫长的30多个小时里，
在黑暗的废墟下，他永远坚信父亲的这句话。

他的了不起又表现在哪儿呢？请你再读课文，仔细体会！学
生在读中感悟，抓住儿子的语言，读出儿子“让”的了不起。



最后，我点出：“是父亲教儿子学会了爱！儿子对他人的爱，
正是父爱的传承！”

【设计意图】《新课标》指出，语文教学应注意情感体验，
注重熏陶感染。这里，我用充满激情的语言，点燃学生情感
的火花。而剖析父与子的了不起，又升华了情感，使学生懂
得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四、拓展延伸，感受大爱

课讲至此，学生已为那份深深的爱所感动，但是，在我们中
国，在汶川、在玉树，一个个爱的故事同样感天动地！我抓
住这个契机，让学生去感受爱的伟大！

父爱如山，深沉而坚韧；

母爱似水，温暖而绵长！

生命如歌，大爱无疆！

大灾大难面前，爱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人间传奇！

让我们一起高呼：爱创造奇迹！

【设计意图】整节课在高潮中落下帷幕，文了而情未了，师
生沉浸在激情澎湃的音乐中, 此时，爱意在心间流淌，热血
在胸中沸腾！此时情理交融，撼人心魄！

板书设计：

我的板书清晰明了，解构了文章，凸显了主题！

地震中的父与子

父



了不起

子

爱

信息技术表格教案篇三

1、握鼠标的基本姿势

手握鼠标，不要太紧，就像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一样，使
鼠标的后半部分恰好在掌下，食指和中指分别轻放在左右按
键上，拇指和无名指轻夹两侧。（先请一个同学试一下。再
请另外一个同学也试一下）。

2、用鼠标移动光标

在桌面上移动鼠标，您会看到，显示屏上有个箭头也在移动，
你把鼠标往左移动，箭头就往左移动；你把鼠标往右移动，
箭头就会往右移动；你把箭头往前移动，箭头就会往上移动；
你把箭头往后移动，箭头就会往下移动，那么我们是不是能
够通过鼠标来控制显示屏上箭头的位置。

3、鼠标单击动作

用食指快速地按一下鼠标左键，马上松开，请注意观察，你
会不会？现在请同学们试一试。

单击左键

4、鼠标双击动作

不要移动鼠标，用食指快速地按两下鼠标左键，马上松开。



双击左键

5、鼠标拖动动作先移动光标到对准对象，按下左键不要松开，
通过移动鼠标将对象移到预定位置，然后松开左键，这样您
可以将一个对象由一处移动到另一处。

信息技术表格教案篇四

技术》说课教案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来，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本次说课大赛，聆听评委老师的悉
心指导。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信息与信息技术》。下面我
分三个方面进行说课：

一、教材分析与学生分析

1、教材分析：本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第一册第一章第
一节的内容，它是基础性章节，学生对本节课的兴趣直接影
响到以后的学习。基于这种重要性，因此在本节课介绍有关
信息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生以后的学习和信息
素养打下基础。

2、学生分析：本节课的教学对象是七年级的学生而且我们学
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的孩子，他们没有具备一定的信息素
养和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本课的内容和我校同
学的情况，以提问、启发、观察、分组讨论为主，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3、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了解信息的概念与特征、信息技术的概念、
悠久历史。



【过程与方法】 理解信息的特征并感受到信息技术对生活、
学习、工作的影响。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生的分组讨论和积极探索，激
发学生

对信息技术的求知欲望，逐步形成合理使用信息技术的学习
方法，积极参与信息活动的学习态度。

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信息的概念与特征、信息技术的悠久历史。难点：信
息的特征。

二、说教法和学法

1、教法：本节课的理论性较强所以用提问法、探讨法、讲授
法等手段在普通教室进行授课。主要用黑板，粉笔，教科书
等教具。

2、学法：学习方式的改变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本节课
我创设情景以提问方式引导学生观察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各
种信息，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独立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精神。

三、说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是 创设情景、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信鸽传信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信鸽传
信从唐代开始已普遍，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所以古代
信鸽传信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展示图片)。如果
我让同学们把一条紧急信息传递国外的朋友，那你们使用什
么样的手段？请同学们说一说，什么是信息？日常生活中，



你认为哪些属于信息？（导入性提问）通过这种创设情景，
激发学生对信息与信息特征的兴趣，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生积极思考，纷纷回答问题；这既为新课做好铺垫，同时
活跃课堂气氛。

第二环节是 任务驱动、分组讨论

提出教学任务一：校园里铃声响、十字路口的红灯、报纸上
的文字等举例让学生分组交流说出信息有哪些特征和信息的
概念。

通过老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分组交流要总结信息的特征和信息
的概念。这样做是让学生逐步培养获得知识，能提高自主探
索能力，思维能力，合作交流能力。

通过合作交流要说出信息技术的概念和信息技术的五次革命。
这种学习方式不仅促进师生的互动性，主体意识和协作精神
而且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探究能力、探索意识并形
成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始终学习的手段。第三环
节是 归纳、总结知识点 老师引导学生本节课所学的知识点。

1、信息是实物的运动状态及其状态变化的方式。信息的特征
是普遍性、传递性、载体依附性、共享性、价值型、无限性、
时效性。

2、信息技术是一切与信息的获取、加工、表达、交流、管理
和评价等有关的技术成为信息技术。它的英文缩
写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1、利用因特网、查找有关信息技术的利和弊的相关资料。
第五环节是板书设计

适当的板书设计提高教学效果，揭示教材精华。



1、信息的特征、信息的概念。

2、信息技术的概念，信息技术的悠久历史。

信息技术表格教案篇五

】

1．知识目标：

掌握powerpoint两种设置动画效果的方法，能制作动画效果
的幻灯片。

2．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信息的处理能力。

3．情感目标

（1）培养学生创新、团结协作的能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2）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