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家庭教育公开课教案(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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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家庭教育公开课教案篇一

本课内容教学之前，同学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表内乘法，
并学会了乘法竖式的写法，这些都为学习本课内容作了知识
上的铺垫。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乘法是以后学习乘、除法的基
础，也是本单元中重要的学习内容。

这局部内容先教学一位数乘几十的口算，为学习一位数乘两
位数作好算理和方法上的准备，再教学两位数乘一位数的不
进位笔算。一位数乘几十是一位数乘两位数中最容易的，也
是最基础的。教材用图画形式出现的实际问题能很清楚地显
示出“求3个20是多少?”引起同学对乘法的回忆。列出算
式20×3后，形象直观的问题情境又能让每名同学都有自身的
算法，然后组织同学交流算法，使采用连加或形象计算的同
学学会比较笼统地考虑，从而让同学经历数学化的过程。
在“试一试”中，继续口算8头大象能运多少根，把一位数乘
几十的积扩展到几百几十，再次引导同学利用表内乘法联想
一位数乘几十的积。一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的教学也充沛依
*情境图启发同学考虑。教材先布置同学自身想口算方法，在
此基础上再介绍笔算方法，这样布置，便于同学由口算方法
联想到要把乘数分别与被乘数每位上的数相乘，然后相加，
这就有利于同学理解笔算的方法。接着，教材简化了竖式笔
算的中间过程，得出笔算的竖式的一般写法，使同学明确一
位数乘两位数乘的顺序和每一步积的定位。

1、使同学经历探索一位数乘两位数算法的过程，理解一位数



乘两位数的算理,并掌握计算方法。

2、初步学会一位数乘几十的口算和一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3、使同学经历与他人交流算法的过程，培养同学自主探索、
合作交流的良好学习习惯。

学会一位数乘几十的口算和一位数乘两位数的笔算

理解一位数乘两位数的算理

电脑、课件

小学家庭教育公开课教案篇二

一、学生分析：

二、教材分析：

在初中体育与健康课中《跨越式跳高》是锻炼身体的一个较
好的内容，它技术简单，对发展身体的灵敏，协调性和直肢
力量、弹跳力等都有良好的效果。另外，加上使用的场地设
备要求不高，在一般学校容易开展;本课为第三单元第三课时，
是在上节课建立动作表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动作要领，达
到巩固和提高阶段，并在小学跨越皮绳的基础上发展跳跃能
力。

三、教学目标设计

1、知识和技能：熟练跨越式跳高的技术动作，提高跨越式跳
高能力，发展学生协调，灵敏等身体素质，提高学生弹跳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在练习的过程中培养运动兴趣，掌握正
确的练习方法，养成科学锻炼身体的习惯。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教学，培养学生自尊自信、团结
互相、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

四、教学策略设计：

本课突出以育人为宗旨，健康为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奥运
通往20xx”为主题，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兴趣、
自主、创新为语调，发挥体育课多功能的作用。在教学中，
采用按兴趣分组和个人水平分层学练的教学方法，在老师的
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向奥运健儿学
习，为国争光的热情，积极学习，主动参与，寓练于趣，使
学生在快乐的气氛中提高技术和运动能力，促进灵敏，协调
等身体素质的发展;在技术教学中，采用教师提出目标和任务，
按学生个人水平，自主分组，互教互学，互助互练的教学方
法。

课前要准备场地和器材，跳高挂图1份。

小学家庭教育公开课教案篇三

雨后的早晨，从香甜的春睡中醒来，推开窗户，扑进的不只
仅是清新的空气，更有那清脆的鸟鸣，淡淡的花香，浓浓的
春意。那漂落的花瓣，令人惋惜；那被春雨浸润着的芳草绿
叶，令人振奋。那湿润的落花，那鲜嫩的绿叶，似乎把昨夜
的春风和春雨又送到了窗前。

《春晓》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雨后清晨的春景图。它看似平
淡，却韵味无穷。不写繁花似锦，不写芬芳醉人，只用寥寥
数笔，就把那不经意的一瞬间感受到的浓浓春意勾勒得淋漓
尽致。诗人由喜春而惜春，用惜春衬爱春，言简意浓，情真
意切。从那“夜来风雨声”中，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那莺歌
燕舞、百花齐放的烂漫春光。这剪辑的“春之声”，正是
那“春意闹”的画外音。



高鼎的《村居》，则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种情调。花草繁盛，
千里莺啼，春风杨柳，令人陶醉。儿童放学归来，三五成群，
迎着春风，放飞着风筝，放飞着快乐，放飞着希望。良辰美
景配上快乐生活，多么富有情趣；大好春光配上风华少年，
意境多么悠远。

1.认识“古、诗”等13个生字，会写“古、声”等6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一）识字写字

1.生字的出现

（1）揭示课题识字。“古诗两首”中，“古、诗、首”是生
字，第二首古诗《村居》中的“村、居”也是生字。所以在
揭示和理解课题过程中即可指导认读5个生字。可先对“古
诗”作简单解释，再结合“几首歌曲”、“几首儿
歌”、“几篇课文”等对“首”作简单理解，最后出示两首
古诗的题目。

（2）自读古诗，自学生字。自身借助拼音读古诗，认读诗中
的生字。

（3）出示生字条中的生字，引导识记。

2.生字的识记

（1）注意读准“诗、首、处”和“村、醉、散”的声母。

（2）引导学生根据新旧字的联系，采用“加一加”、“减一
减”、“换一换”、“改一改”等方法识记生字。如：

自—首舍—古读—诗对—树—村睡—眠



闪—问—间—闻屋—居醒—醉亲—童外—处

3.识字的巩固

（1）利用课件或生字卡片巩固认读。

（2）读词语巩固生字的识记。如：

两首古诗一首儿歌冬眠处长见闻

乡村居住大醉烟花童话散步

（3）在读、背古诗的过程中巩固生字的识记。

4.写字指导

本课6 个要写的字，各有各的特点，可逐一进行指
导。“古”字横要长而凸；“声”字上为“士”字，不
是“土”字，应写得上横长、下横短；“多”字上下两局部
一样，但要注意写成一上一下，上小下大，防止学生写成一
左一右，或上下相等；“处”字是半包围结构，要强调“包
住”

——把捺拖长；“知”字中，口在右边偏下，不能写得太高；
“忙”字左边“竖心”的竖要写得垂直且稍长。

（二）朗读感悟

本课两首古诗，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和朗读背诵，不要作过
多的分析。诗的内容和意境，可让学生结合课文插图，在反
复朗读的过程中自身理解、感悟。可引导学生说说“读懂了
什么”或者“体会到什么”。学生假如提出不懂的字词，教
师可简单讲解。

《春晓》诗意含蓄，情真意切。朗读时，速度可稍慢，一边



读一边想象，一、三句声音较实，二、四句声音较虚。每一
句第二字可适当拉长，稍作停顿，留下想象的空间。注意读
好韵脚“晓、鸟、少”

《村居》较为明快，朗读时可适当将情绪外露，读得轻快、
流畅，体现环境的优美和儿童生活的快乐。可在每句诗的第
四个字后稍作停顿。注意读好韵脚“天、烟、鸢”。

古诗朗读对字音的要求特别高，要把每个字的音读准，还要
注意咬字吐字。可提醒学生对咬准字音要一丝不苟，并让他
们反复练习朗读。教师可通过同桌互相听读、有针对性地抽
查、鼓励到台上朗读等方式检查学生读的情况。

两首古诗的背诵难度不大，可在学生熟读的基础上，用激励
的方式引导学生背诵。

（三）实践活动

1.课前活动

课外读背几首古诗。

2．课中活动

比比谁背的古诗多。先分小组比一比，再推选代表在全班扮
演。

小学家庭教育公开课教案篇四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苏教版) 数学第五册第43页
例题和“试一试”，第４３－４４页“想想做做”第１－４
题。

１、经历探索和交流解决问题的过程，感受解决问题的一些



策略，学习画线段图分析数量关系，学会解决与倍有关的两
步计算实际问题及相应的变式问题。

２、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增强对数学学
习的兴趣和信心，初步形成独立思考和探究问题的意识和习
惯。

学会解答乘法、加减法相结合的两步计算的问题。

理解乘法、加减法相结合的两步计算的问题的不同解法。

准备上衣、裤子的图片（裤子图片上标有２８元的标签）。

谈话：星期天，郭老师去商场为孩子买衣服，了解到了以下
信息，（依次贴出图片）：

裤子：２８元

上衣：价钱是裤子的３倍

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或问：你能解决
哪些问题？或是你想知道什么？）（学生独立思考，同桌交
流）

根据学生汇报，教师板书：

1、一件上衣多少钱？

2、买一套衣服多少钱？

3、一件上衣比一条裤子贵多少钱？（或：一条裤子比一件上
衣便宜多少钱？）

……



师生讨论“画数学”的方法：

一条裤子２８元可以用一条线段来表示： ―――― ，线段
可长可短，根据实际情况来画。上衣的价钱不知道，鼓励学
生尝试画。通过讨论要明确上衣的价钱是３个２８元那么长
的线段。

师生共同完成线段图：裤子 ――――

上衣 ――――――――――――

提问：这个问题的问号该标在哪儿？怎样标？你会解决吗？

（学生独立完成）指名板书：２８×３＝８４（元）

师：你能给同学们说说你是怎样想的吗？

提问：谁来讲讲“一套衣服”指的是什么？那么“买一套衣
服多少钱？”这个问题的问号该标在哪儿？为什么？（学生
讨论，并标出问号）

师：你会解决这个问题吗？（学生独立完成后，教师组织交
流。）

方法一：２８×３＝８４（元）……上衣的价钱

８４＋２８＝１１２（元）……一套衣服的价钱

综合算式是：２８×３＋２８

方法二：３＋１＝４……上衣和裤子一共是４个２８元

２８×４＝１１２（元）……一套衣服的价钱

综合算式是：２８×（３＋１）



学生尝试画线段图，标出表示问题的部分，并独立解答。

方法一：２８×３＝８４（元）……上衣的价钱

８４－２８＝５６（元）……上衣比裤子多的钱数

综合算式是：２８×３－２８

方法二：３－１＝２……上衣比裤子多２个２８元

２８×２＝５６（元）……上衣比裤子多的钱数

综合算式是：２８×（３－１）

１、“想想做做”第１题和第２题

分别出示带子图，要求：先说说带子图所表示的意思以及问
题各表示什么意思，然后独立解答，最后在小组里交流。汇
报时要说说先求什么，再求什么。

２、“想想做做”第３题

提问：从题目中你获得了哪些信息？还有哪些信息我们不知
道？你会解决吗？（学生独立填表，全班共同校对）

提问：看着这张表你还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你会解决吗？
（四人小组合作，互相提问并解答）

３、独立作业：“想想做做”第４题和第６题。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你是怎样获得的？还有
什么不懂的吗？

这节课是本人进行《低年级小学生数学问题意识的培养》课
题研究后，进行的一次大胆尝试。这节课的设计意图有两个。



其一，以教材为依托，利用教材提供的素材，结合生活实际，
为学生创设探究数学问题的情境，鼓励学生根据已有信息提
出想要解决的问题，目的是想激起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的兴趣和欲望，进而促使学生根据已有信息和提出的数学问
题去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使学生能以一种数学的眼光
去看待生活，学会用数学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其二，
以画“数学画”为切入点，进行方法指导，突出本节课的教
学重点，突破难点。使学生能在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下，在同
伴之间的交流、启发下，探索并学会用线段图分析问题、了
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而感知方法，解决问题，为今后自主
学习打下基础。

通过教学实践，这节课的设计意图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学生
的出色表现令我欣喜不已，本人认为“与倍有关的两步计算
的实际问题”这样设计和处理有以下几点好处：

1、有利于学生数学问题意识的培养。俗话说“不学不成，不
问不知”，问题意识是创新素质的基础，在教学中，老师首
先要有问题意识，要着力培养学生“学会问，善于问”的能
力，切实改变教学中只教“学答”，不教“学问”的现象。

2、有利于学生学习线段图。这是线段图第一次在教学中出现，
在认知上是由直观具体的“图”向较为抽象的“线段”的过
渡，而这又是帮助理解数量关系，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
因此，在设计教学时，我将重点放在了画线段图的方法指导
上：让学生根据以往的知识基础，理清数量关系，讨论得出
线段图的画法，明确一条线段表示一个数量，两条线段之间
是有联系的，而这个联系可以从信息里得到；在对“问号该
标在哪儿”的讨论中，明确了问题不同，问号所在的位置就
会不同，解决的方法就会不同。

3、有利于学生分析数量关系，掌握解题技巧。在这节课的学
习中，学生在问题的引领下和在对线段图画法的讨论中，得
不断的联系已知信息，去体会、分析信息中数量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于数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自然而然的获得的，所以
解决问题使学生感觉很轻松，讲起解法头头是道。我相信，
在以后的学习中，在解决问题时他们会用这种方法去分析数
量之间的关系、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4、有利于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这个优点是不言而喻
的，在此就不多叙了。

小学家庭教育公开课教案篇五

小篮球游戏

1、体验球感,熟悉球性,了解到小篮球有弹性,滚动性的特点。

2、通过参加一些利用球性的练习,掌握一些简单的篮球基本
动作。

3、培养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精神。

一、热身运动,激发兴趣

1、导入课题。

2、传球游戏(分发器材)。

3、韵律活动(球操)。

二、自由玩球,熟悉球性

1、学生散点站立,自由玩球

2、教师集中提问,小篮球有什么特点?

3、学生回答



4、针对各种特性,教师进行引导

三、看图自学游戏方法

图1：运球练习

图2：滚动传球游戏

图3：反弹传球

图4：投篮

学生：分组循环游戏

教师：启发与引导

四、分组自由练习

按技能水平或兴趣爱好自由分组,进行巩固与提高练习

结束部分

五、总结

1、放松练习。

2、小结。

3、回收器材。

4、布置课后作业。

5、师生再见。



小学家庭教育公开课教案篇六

1、结合具体丈量活动，体会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

2、体会厘米、分米、米等面积单位。

结合具体丈量活动，体会统一面积单位的必要性。

体会厘米、分米、米等面积单位。

幻灯，小黑板，每组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三张正方形，边长
分别是9厘米、4.5厘米和1厘米，还有三张面积大约是4厘米，
形状分别是三角形、长方形和圆的纸片。

一、创设情境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借具体实例，来学习面积单位。

二、引导探索

1、每组发给一个信封。

3、小组长取出信封里的纸片，这些纸片是干什么的？

4、动手丈量前，先小组讨论：要选择什么样的图形作为丈量
单位（每组只能选两种），说明理由，再用它来丈量。

5、互相说一说丈量的结果，由小组长把这些结果记录下来。

6、现在我们做格统计。在统计前可以猜猜什么图形可能被多
数小组选为丈量单位，最后再看统计结果。（由各组组长报
告被本组选择作为丈量单位的图形，教师再黑板上做统计，
完成统计表。）

7、小组议一议，这张统计表传达给我们哪些由意义的信息？



或者根据它能提出哪下数学问题？然后向全班汇报、交流。

8、（小结）看来选正方形作为丈量单位主要由两点原因：
（1）正方形能密铺；（2）操作简单方便。

10、丈量同一个图形，要量出一致的数值结果，惟有统一丈
量单位。（拿起一个边长是1厘米的 正方形），这个正方形
的边长是1厘米，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1厘米。它是今天我们
认识的第一个世界通用的面积单位。

11、每人都剪一个边长是1厘米的正方形，并说出身边一个面
积大约是1厘米的东西，在小组内交流。

12、用面积是1厘米的正方形再量一量数学书封面的面积大约
是多少厘米。

13、用面积是1厘米的正方形量一量课桌桌面的面积大约是多
少厘米。

14、度量稍微大图形的面积，一般以边长为1分米的正方形做
面积单位。用面积是1分米的正方形量一量课桌桌面的面积大
约是多少分米。

15、小组讨论实际操作：1米有多大？

三、拓展应用。

1、用适当的面积单位（cm，dm或m）填空。

（1）一间房屋地面的面积约50。

（2）一张邮票的面积约6。

（3）练习本的面积约212。



（4）单人床的面积约2。

（5）游泳池的面积约1250。

2、写出下面各图形的面积。（每格1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