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的格式字体要求 教学设计格
式(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教学设计的格式字体要求篇一

学习目标：

1、认识“檐”、“饰”等五个生字。会
写“棚”“饰”“冠”等十四个生字。正确读写“装
饰”“和谐”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走近乡下人家，感受田园诗情，激发学生
对农村生活的兴趣和热爱。

4、带领学生品味优美语言，积累精彩句段。

5、围绕“走进田园，热爱乡村”开展一次综合性学习活动。

课前准备

1、生字、词语卡片。

2、课文插图的挂图及投影片。

3、搜集有关农村生活的资料。



一、联系生活，谈话导入

（指名说，激发兴趣……）

师：今天，就让我们去乡下人家走一走，看一看，怎么样？
带着你此时此刻的心情读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文，初步感知

师：请大家打开书，用你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遇到带有生
字的句子多读几次。读完之后想一想：乡下人家给你留下怎
样的印象？试着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概括。

2、指名读文，扫除障碍

师：这篇课文虽然长，但是生字不多，只有五个。下面我请
同学们把带有生字的句子读一读。多音字“结”“冠”。

（指名读，自由练读）

师：你们看，难读的句子只要多读几次，就能读通顺了，所
以同学们要多读课文。

3、反馈交流，提炼中心

师：课文读完了，咱们来聊聊乡下人家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
象？

（指名交流）

（出示句子：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
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a.划出句子，齐读

b.老师还想请同学们读这句话，不过这次读跟刚才那次有所
不同，你们得用回答我问题的语气读这句话。可以吗？听好
了！

问题一：乡下人家在什么时候什么季节的景色最美？（强
调“不论…不论…”），哦，我听明白了。那不论什么时候
都有哪些时候呢？（早上、中午、下午、傍晚、夜晚），不
论什么季节都有哪些季节呢？（春夏秋冬）

c.同学们刚才通过朗读很好的回答了老师的问题，你们很会
读书！现在谁来说说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指名说）

三、阅读片断，想像画面，品味语言，感受美景

1、雨后春笋图

（出示片断：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
的竿，投下一片绿绿的浓阴。几场春雨过后，到那儿走走，
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地从土里探出头来。）

a.自由读。师：同学们，读读看吧！我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
喜欢上这道风景的。

b.指名读。师：谁读着读着也像我一样喜欢上这道风景了？
请你来读！

c.品味语言。师：这道风景中什么东西吸引了你？它什么地
方吸引你？

竹：“绿的叶、青的竿、绿绿的浓荫”，颜色多美！

d.想像画面。师：读到这，同学们闭上眼睛，你仿佛听到了



什么？看到了什么？

e.画面起名。师：一段文字，加上同学们的想像，它已经变
成一幅美丽的画面，咱们给这幅画面起个名字吧！你想给它
起个什么名？同学们真是起名高手！老师把你们起的名字写
到黑板上的画卷中。

（生自主学习，师巡视情况，并对个别有特色的批注加以表
扬

如：老师看到有些同学把片断中好词好句划了出来，真是个
不错的学习方法。有些同学已经把风景的名字写在旁边，还
有些同学写到自己仿佛看到了什么……）

3、全班交流

师：谁想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处风景跟大家分享。你可以读给
大家听，也可以说给大家听，你还可以演出来，画出来。

院里鸡群图

出示：鸡，乡下人照例总要养几只的，……

。你喜欢哪一处风景？你想用什么方式来展现？

b.说。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片断？（这是只骄傲的雄鸡，
伟大的母鸡……）为什么这么说？你从哪里看出来？“率
领”“大踏步”，你说得很好，带上这种感受再去读一读，
你会读得更好。

c.演。有没有用演的方式来表现一下这只的公鸡？

e.你们给这幅画面起个什么名字呢？生自由交流。



门前鲜花图

出示：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
鸡冠花，大丽菊，他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
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

a.你给这道风景起了个什么名字呢？为什么？见过这些花吗？
出示图片欣赏，你在乡下人家还看到过哪些花？（桃花、油
菜花、梅花、杜鹃花……）当乡下人家的门前开满鲜花的时
候，你能用上哪些词来说说。（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五颜
六色……）与其说是乡下人家，还不如说是一座美丽的大花
园呢！

b.谁想去这座独特的花园里赏花？那就通过你的朗读把大家
带到那儿去！（谁来评价一下他的朗读。我已经闻到花香了，
可是还没看到花，谁再来读读？你为什么这样读？）

c.读着这段话，你还有哪些疑问吗？朴素和华丽相对，矛盾
吗？不，乡下人家的花不像城里的鲜花用美丽的花瓶装饰，
用漂亮的彩色纸包装，它们就长在土里，是最朴素，最自然，
也是最美的花！

d.让我们一起再来美美地读一读吧，读出花的美！

四、小结归纳、升华情感

1、同学们，一节课的时间是有限的，这节课我们只能欣赏到
这，乡下人家还有许许多多独特、迷人的风景，只要你细细
去看，用心观察。老师这儿有一本乡下人家的画册，请大家
欣赏。

2、学到这，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五、作业布置



教学设计的格式字体要求篇二

活动目标：

1、能仔细观察图片，理解图意。

2、学用较完整语言进行表达，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之情。

活动准备：

电脑幻灯片

活动流程：

经验回忆――观察讲述――延伸

活动过程：

一、用已有生活经验讲述取暖方法

1、天气冷了，小动物会不会冷？你有什么办法帮小动物暖和
起来？

2、大象没有厚厚的衣服怎么办？

二、观察画面并讲述自己的理解

1、兔妈妈在干什么？它给谁织毛衣？为什么要织毛衣？

3、小兔把大象带回家，对妈妈说什么？

4、小兔和妈妈在干什么？它们为什么要帮大象量身体？

6、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干什么？



7、大象穿上新背心，心里怎么样？大象会怎么对兔妈妈说？

8、小结后完整欣赏。

三、活动延伸：

为小动物设计小背心。

活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幼儿讲述真是太好了，他们能用很
规范的词语来表达图片的意思而且含义也很到位。反过来我
的表现不如他们好，没有及时抓住幼儿的好词进行拓展丰富；
情感表达对中班上学期的幼儿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幼儿
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感受体验别人的想法并积极讲述，我
应该及时将幼儿的想法进行发展引导，使幼儿的情感得到巩
固；活动是在主题背景下的活动，应该注重围绕主题展开活
动，在潜移默化中让幼儿学习学习的方法；情感体验的形式
可以多样有语言有动作，使幼儿切身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

教学设计的格式字体要求篇三

1、观察图片理解诗句的内容，了解古诗的意境。

2、通过欣赏古诗，让幼儿体会大自然的美。

3、引导幼儿用简单的词语表达自己对《小池》的感想。

活动准备

古典音乐，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启发性谈话：小朋友，谁会背古诗呀？背一首给大家听听好
吗？

今天，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学习一首新古诗《小池》。

二、展开

1、出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讲述，理解古诗的意境。

（1）图上是什么地方？（小池塘）

小小的池塘边有什么？

（泉眼、树阴、小荷、蜻蜓），

从这幅图上，你能看出是什么季节吗？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

教师：诗人在炎热的夏天，来到小池边，泉水在悄悄地流淌，
树荫倒映在水面上，

一只飞来的蜻蜓站立在嫩嫩的荷叶上。

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诗人就提笔写下了这首《小池》。

2、示范朗诵，讲解诗意，介绍作者。

（1）教师朗诵古诗。

提问：古诗的名字是什么？这首是共有几句？

小结：很久以前古代诗人写的诗就叫古诗。古诗的诗句简练，
朗诵起来也非常上口。

（2）讲解诗意，学说诗句。



泉眼悄悄无声是爱惜细细的流水。泉眼：泉水的出口。惜：
爱惜。细流：细小的流水。

树荫倒映在水面上是它喜欢晴天柔和的风光。照水：倒映在
水面。晴柔：晴天柔和的风光。

小小嫩嫩的荷叶刚露出紧裹的叶尖。尖尖角：指刚出生的、
紧裹着的嫩小荷叶尖。

早飞来可爱的蜻蜓站立在上头。

（3）介绍古诗作者。

杨万里，南宋诗人，是我国古代诗写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他的诗以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色为主，朴实清新，流畅自
然。

3、欣赏录音，学习朗诵。

提问：刚才录音中是怎样朗诵古诗的？你能试着像古人那样
朗诵古诗吗？

幼儿跟随教师学习朗诵。

4、配上古典音乐有感情地朗诵古诗。

三、结束部分

古诗：小池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教学设计的格式字体要求篇四

唐代自开国以来，各方的蕃夷部落不断侵入，唐政府不得不
加强边防，以应付战事。有时也乘胜逐北，有扩张领士的意
图。开元、天宝年间，有许多诗人参加了守边高级将帅的幕
府，做他们的参军、记室。这些诗人把他们在边塞上的所见
所闻写成诗歌，于是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成为盛唐诗人的新
题材。这一类诗，文学史上称为“边塞诗”。今天我们就来
学习一首边塞诗——王维的《使至塞上》。（转身写板书）
题目的意思就是出使到边塞。

板书：使至塞上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
书右丞，崇信佛教。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所以后世人
称其为“诗佛”。

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其诗、画的成就都很高，苏东
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
孟浩然合称“王孟”。

教师范读、带读。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共8句，分为四联，是哪四联呢？（首、
颔、颈、尾）

板书：首颔颈尾



1、这首诗总体写了一件什么事呢？

明确：作者王维奉唐玄宗之命，赴西北边塞慰问战胜吐鲁番
的河西副大使崔希逸。王维轻车简从，驾车经过居延。经长
途跋涉，在萧关遇到了骑兵，却没有遇到将官，(一问才知
道)，将官此时正在燕然前线。可见虽然打了胜仗，都护并没
有放松警戒。诗句流露出对都护的赞叹。

2、说说“征蓬出汉塞，归燕入胡天。”二句的含义，蕴含作
者怎样的感情？

赏析：由“归雁”一语知道，这次出使边塞的时间是春天。
蓬草成熟后枝叶干枯，根离大地，随风飘卷，诗人去国离乡，
感情总是复杂万端的，不管是出于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情
势，还是像本诗中听写乃是因为负有使命。大约诗人这次出
使塞上，本已心境不佳，并威风、气派。诗人的失意情绪或
者同朝廷政治斗争有关。一向器重诗人的宰相张九龄在那年
四月被贬为荆州长史。估计诗人王维也相应爱到了牵
连。“征蓬”于诗人，是正衬；而“归雁”于诗人则是反衬。
在一派春光中，雁北归旧巢育雏，是得其所；而诗人迎着漠
漠风沙像蓬草一样飘向塞外，景况迥然不同。自己过了居延
这个地方，就像“征蓬”一样，飞出了汉家的边塞，又像北
归的大雁一样飞入胡人的天空。这两句蕴含了作者被排挤出
朝廷的惆怅，暗写自己内心的激愤和抑郁。

3、赏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二句。

明确：这两句是全诗的名句。两句主要写景，写到了哪些景
物呢？（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一联由两个画面组
成。第一个画面是大漠孤烟。置身大漠，展现在诗人眼前的
是这样一幅景象：黄沙莽莽，无边无际。昂首看天，天空没
有一丝云影。只有一缕孤烟在升腾。那是烽烟，烽烟是报警
时点的烟火，这说明诗人此行快要到达目的地了。烽烟是边
塞的典型景物，“孤烟直”，突出了边塞气氛。从画面构图



的角度说。在碧天黄沙之间，添上一柱白烟，成为整个画面
的中心，自是点睛之笔。另一个画面是长河落日。这是一个
特写镜头。诗人大约是站在一座山头上，俯瞰婉蜒的河道。
时当傍晚，落日低垂河面。诗人只用一个“圆”字，即准确
地说出河上落日的景色特点。由于选取这样一个视角，恍然
红日就出入于长河之中，这就平添了河水吞吐日月的宏阔气
势，从而使整个画面更显得雄伟奇丽。

4、最后两句，写了诗了到达目的地以后，从兵士那里得知都
护正在边防前线准备战事，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边关将士
的敬慕之情。

这首诗叙述了作者出使塞外的'艰苦行程，描绘了塞外奇特壮
美的风光，歌颂了河西军队的声威，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抑
郁。孤寂的思想感情。

教学设计的格式字体要求篇五

2、学会3个生字，理解本课生词；

3、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感受到华山的雄伟壮丽，鼓励学生
努力学好语文，用好语文。教学设想：本课主要让学生在老
师巧妙的点拨、指导下，借助生活经验、直观演示，自觉产
生情感体验，读中自悟，以读悟情，培养学生的语感。

一、复习导入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25课《咏华山》（齐
读课题）。2、复习生字词：上节课，我们熟读了课文，认识
了课文中的生字。这些生字词，你还能响亮地叫出它们的名
字吗？（开火车读，齐读）3、上节课，我们通过读课文，知
道是谁咏华山的？4、寇准和先生一起去登华山（师画华山
图），他们艰难地爬上了山顶（贴人物图于山顶上），你们
看看图，觉得华山怎么样？（出示：啊！华山真高哇！）

2、你从哪些语句中感受到华山的高？



a：出示：啊！华山真高哇！指导读好这句话。（谁来读读这
句话，读出华山的高来。）出示华山图：看，这就是华山，
有1997米高，500多个咱们这个教室那么高。看了这么高的华
山，相信这句话现在你一定能读好！谁来读？（你读得真好，
把华山读得那么高！）

你能换一个说法来表示华山的高吗？”啊！！”

华山那么高，可以用什么成语来形容呢？老师这有几个，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

b：他们沿着山路，艰难地爬上山顶。这么长的路，这么高的
山，爬上去一定非常（吃力、困难、累、不容易……）书中
用了一个词，写出了这种感受，就是（艰难）指导读好这个
词。读得真好，奖励你把这句话完整地读一读。（指导读好
这句话）（你把登山的辛苦都读出来了，真棒！）（你们真
会读书，从登山的艰难感受到了华山的高。）

过渡：华山很难爬，但爬上去以后会看到一番美景，是什么
呢？

c：除了蓝天，远远近近的山都在自己的脚下。齐读

让我们来读好这句话，再次体会一下华山的高大！指读整句，
齐读

d：太阳显得那么近，山腰间飘着朵朵白云。

这太阳应该在哪呢？（贴好太阳图）为什么贴在这儿呀？读
读句子，太阳离得那么近，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
白云贴哪儿呢？小朋友，你们的腰在哪儿呀？山腰间就是在
山的中间部位。

贴一朵白云，够了吗？为什么？（朵朵白云）继续贴



指读，齐读

3、谁能连起来把这段话读好？

男生齐读。师评：谢谢小男子汉们！你们让我们都看到了高
大挺拔、气势磅礴的华山！女生齐读。师评：女小朋友也了
不得！把华山雄伟壮丽的样子也读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
（齐读）

站在华山顶上，你除了想赞美华山，你还想干什么？

5、小寇准看到这样的美景，情不自禁地吟诵了一首诗（出示）

教师范读，学生闭起眼睛仔细听，想想：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你们想来吟诵一下吗？齐读古诗

那你读懂这首诗的意思了吗？聪明的孩子已经发现：来课文
前面都告诉我们了。

可老师有几个不明白之处要请教一下在座的小朋友，“举
头”是什么意思呀？“回首”呢？谁来表演一下？谢谢你的
帮忙，现在宋老师可明白啦。

这首诗和前面的课文，都让我们感觉到，华山真（高）啊！
谁愿意来吟诵一下这首诗？（配乐读诗，指导读出韵味。）

过渡：小寇准写这首诗时才7岁，怪不得先生要连连称赞了，
那寇准的先生是怎么说的？

6、谁能学学先生，夸夸寇准（注意手势和点头动作）

7、同桌合作，一个当寇准吟诵古诗，另一个当先生夸夸寇准。
自己练，上台表演。



9、配乐齐背古诗四、课外延伸1、你还知道我国的哪些名山？
（课件）

2、许多大诗人在游览完我国的名山后留下来许多古诗，今天
宋老师送给大家《题西林壁》，这是我国唐朝的大诗人杜甫
游览完庐山后写下的。

师配乐朗读，自读，齐读五、学习生字1、出示：齐与2、想
想怎么记住这两个字。3、指导书写。师范写、生描红、临
写4、反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