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及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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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一、学习目标：

1．认识8个生字，读读记记“蚂蚱、樱桃、蚌壳、瞎闹、锄
头、倭瓜、水瓢、圆滚滚、一动不动”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心情，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

二、自学生字（课前完成，检查）

1、读准生字词（分辨多音字）。

2、形近字对比组词。

3、分析难写字和易错字。

4、理解难懂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查词典）。

三、初读课文，知大意。

1.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找出生字



新词，注意读准字音．

3、想想作者回忆了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园子里快乐玩耍的哪些
情景？

1观赏小昆虫，大榆树

2跟随外祖父栽花，拔草，种菜，铲地

3误把狗尾草当谷穗留下不铲除

在祖父的园子里玩耍的情景：

4摘吃黄瓜，追逐蜻蜓，捉玩蚂蚱

5用瓢舀水往天空扬

6沐浴阳光，感受花、鸟、果、虫的自由

7用草帽遮脸睡觉

四、理解课文，

1、课文中哪些情景让“我”对童年生活久久不能忘怀呢？画
出有关的句子，并说说原因。

2、说说“我”在园子里的心情怎样，从哪儿体会到的。

满足，得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3、有感情的朗读你喜欢的部分。

课后反思：

祖父的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中有



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
鸟、有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云朵的影子。

资料交流：学生出示自己课前准备的作者的资料，以了解萧
红短短一生的文学成就，以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

体会作者的情感。

因为是略读课文，所以我让学生结合课前的提示，充分地自
主地读文，在读中体会情感，在读中感悟语言的特点。并在
读书的基础上，交流：

（1）“我”在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

（2）是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交流中引导学生读有关的段
落，读出自己的体会，感受作者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

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大家喜欢绿色的原因。

2、能用比较完整的语句表达对绿色的喜爱之情。

活动准备

1、故事图片。

2、绿色的透明玻璃纸，自制教具树、青草、小草。

活动过程

一、导入

谈话：今天我们的教室里真美呀，因为我们班来了几位美丽



的客人，你们看是谁？

（出示树、青菜、小草）。

小朋友，这些小客人都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们喜欢绿色吗？

绿色宝宝也喜欢你们，还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故事，你们想听
吗？

二、展开

1.教师结合挂图，有感情的讲述故事一遍。

2.提问：

（1）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2）绿色为什么不高兴？

（4）最后，它对小木偶说了什么啊？

3.教师再讲一遍故事，让幼儿学讲故事中的对话。

4.教师：你喜欢绿色吗？如果让你对绿色说句话，你会说什
么呢？

老师先来说一句：“我喜欢绿色，因为你是树叶宝宝的颜
色”。

5.教师：你们想看看绿色世界吗？

幼儿通过绿色的透明玻璃纸看看周围变成什么颜色了。

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自己看到的景象。



三、结束活动

附：亲亲绿色

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是好朋友，他们常常把别人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秋天到了，绿宝宝有点不高兴：“树叶喜欢黄宝宝，苹果喜
欢红宝宝，天空喜欢蓝宝宝，一到秋天，大家不喜欢我
了。”小木偶听见了，拉住绿宝宝的手：“不，大家都喜欢
你，不信，我带你去找找看。”

走呀走，他们遇见了山羊公公，绿宝宝问：“山羊公公，你
喜欢我吗?”

山羊公公咩咩叫：“喜欢!喜欢!我最爱吃绿绿的菜了。”走
呀走，他们遇见了兔姐姐，绿宝宝问：“兔姐姐，你喜欢我
吗?”兔姐姐蹦蹦跳：“喜欢!喜欢!我最爱闻青青的草了!”
走呀走，他们遇见了长颈鹿，绿宝宝问：“长颈鹿哥哥，你
喜欢我吗?”长颈鹿点点头：“喜欢!喜欢!我最爱听绿树叶沙
沙的声音。”

走呀走，遇见了小朋友，绿宝宝问：“小朋友，你喜欢我
吗?”小朋友亲亲他：“喜欢，喜欢!我最爱看绿绿的颜色，
它让我的眼睛明又亮!”

绿宝宝知道大家都喜欢自己，高兴地说：“谢谢你！小木
偶!”

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1、懂得家庭安全的重要性；形成对家庭安全负责的意识，树
立家庭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2、初步具有家庭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3、知道家庭生活中普遍会发生的安全问题、事故及原因，了
解有关家庭安全方面的常识；知道自救自护的方法。

教学重点

1、知道家庭生活中普遍会发生的安全问题、事故及原因，并
知道如何预防知道自救自护的方法。

2、形成对家庭安全负责的意识，树立家庭安全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

教学难点

初步具有家庭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钻研好教材，备好课，整理好自己的教学思路；
做好教具准备，如课件、多媒体设备等。

2、学生准备：做好预习。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谈话：家给你什么感觉？请用一个词来形容。

学生自由讨论并说出自己的观点。



二、探究新知

1、安全做家务

防止烫伤

（1）燕燕遇到的危险是什么？

（2）谁也被烫伤过？以你的亲身经历告诉燕燕烫伤后应该怎
么办。

（3）讨论：你帮燕燕出个主意，怎样做能避免烫伤。

防止煤气泄漏

（1）首先请看张明睡着了，他碰到了一个无形杀手。

（2）提问：无形的'杀手是谁？它真的能杀死张明吗？

（3）讨论：如果你这时来到了张明家里，遇到这种情况应该
怎么办？

（4）幸亏你们及时赶到，关上了煤气，才使张明幸免于难，
有惊无险。如果时间能够倒退，你告诉张明怎样做就不会发
生这次危险了。

（5）你会安全使用煤气吗？

课件出示：安全使用煤气的注意事项。

小结：安全做家务

（1）张明和燕燕的历险都和做家务有关，你在家里帮爸爸妈
妈做什么家务？



（2）你在家里做家务时有过类似的历险吗？怎样做才能预防
危险的发生？（联系生活实际。）

2、居家自我保护

（1）谈话引入：张明记住了安全做家务，你们猜他的经历是
不是就此结束了呢？课本五十六页，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捕
蝶、爬树、玩灭鼠药、修理电灯……）。

（2）用一个词来形容张明的做法。用你们的语气表达出来有
多危险。

（3）那我们就快来制止张明吧！

（5）此时亭亭也有一件为难事，要请教你们呢。

（6）讨论：亭亭的做法对不对。遇到这种情况应怎样处理。
我们来开一个小小的辩论会。总之我们遇到事情要学会自护
自救。

三、课堂小结

（1）谈话：如果他们早些认识你们，就一定不会发生这一连
串的家庭历险了。

（2）他们今天从你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家庭安全常识，收获可
不小呢！

（3）回家和爸爸妈妈进行一次家庭安全隐患大探险。将自己
家里的安全隐患调查清楚，并采取行动消除这些隐患。让我
们的家更安全，更幸福！

四、教师总结

通过对课文的学习，我们懂得了生活中存在安全隐患。生命



是属于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自己应当珍惜；生命是属于
亲人的，因为你的来到，给亲人带来了无限的惊喜和希望；
生命是属于社会的，因为你的降生，给社会增添了活力。保
护一个生命，让春天更生机勃勃；让夏天更热情奔放；让秋
天更有收获；让冬天更纯洁可爱。让我们记住“珍惜生命安
全第一”这八个字！让我们去传播“珍惜生命，安全第一”
这八个字！让我们用行动去实践这八个字！让我们用健康的
身体去镀金这八个字！让我们用爱心使这八个字在社会各个
角落开花结果。

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1．知识与技能

(1)了解大自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给予辛勤劳动的人民
丰厚的回报。

(2)增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力、感受力和欣赏力，主动去保护
环境。

2．情感与态度

(1)愿意亲近大自然，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感受大自然的美。

(2)通过了解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礼物，培养热爱自然、亲近自
然的情感。

3．行为与习惯’

(1)能积极地投人到学习活动中去，逐步培养爱提问、爱实验
的习惯。

(2)体会大自然的美，进而培养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4．过程与方法

通过小组交流、课件展示、观看录像，了解大自然带给我们
的礼物，做到感谢大自然，保护环境。

1重点：(1)知道大自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给予辛勤劳
动的人民丰厚的回报。

(2)体会大自然的美，进而增强环保意识。

2．难点：通过了解大自然的'信息，培养热爱自然的情感，
体会大自然的美，增强环保意识。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大自然的风景图片。

学生准备：跟家长一起搜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礼物。

教学过程

活动一：大自然的礼物——米饭、丝绸

(课件展示美丽的自然风景)

师：请同学们尽情地享受自然风景，感受一下自然之美!

学生在美丽的自然风景中尽情享受。

师：接下来是猜一猜环节，当我播放完一个画面时，请同学
们思考并展开讨论。

(课件展示画面)

画面一：教材第30页图一



生：农民伯伯在稻田里插秧。

画面二：教材第30页图二

生：农民伯伯收获稻谷。

画面三：教材第30页图三

生：稻谷变成香甜的米饭。

画面四：教材第30页图四

生：养蚕，喂桑叶。

画面五：教材第30页图五

生：蚕宝宝长大了，开始吐丝。

画面六：教材第30页图六

生：春蚕吐出的丝织成漂亮的丝绸。

注意：在看图一思考一讨论一得出结论的过程中，老师要起
到引领、点拨的作用，让学生把看到的画面与生活紧密联系
起来，自己得出结论。

活动二：大自然会给辛勤劳动的人们丰厚的回报

师：接下来播放一组视频资料，请同学们仔细观看，然后回
答老师的问题哦!

视频一：建筑工人建成了漂亮的可以居住的房屋。

预设：生看完视频后积极展开讨论，说出建造房屋的材料有
泥沙、钢材、木材等。



师：同学们真棒!我们住的房屋，是用泥沙、钢材和木材建成
的。大自然给勤劳的人们丰厚的回报。

师：我们继续看视频。

视频二：农民伯伯好好管理果树，硕果累累，我们吃到了好
吃的水果。

预设：农民伯伯给果树剪枝，收获果实，我们吃到了好吃的
水果。

师：同学们观察得真仔细!我们吃的水果，是大自然中的种子、
阳光、空气、水和土壤，以及人们辛勤劳作的结晶。

师小结：其实，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礼物还有很多，我们在课
下还要继续探索，然后再在课堂上交流。

活动三：大自然中的快乐

师：请同学们回想一下，在大自然中有哪些快乐呢?

课件展示教材第32页的画面，启发学生说出大自然中的快乐。

生1：玩蒲公英。

生2：跟小朋友一起光脚在草地上玩耍。

生3：给小树浇水，在树下嬉戏。

生4：在草地上野餐。

生5：在大自然中作画。

生6：给美丽的风景拍照。



生7：河边玩耍。

生8：夏天在大自然中尽情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夏天河

边的美。

生9：收获的季节，帮农民伯伯摘苹果。

师：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快乐值得回忆，所以我们要对大
自然说声：大自然，谢谢您!

活动四：品读诗歌

课件播放诗歌。

大地长出绿头发，我用脚趾梳理它。

小草痒得咯咯笑，亲亲我的小脚丫。

我也痒得咯咯笑，捂着肚皮乐开花。

师：好美的诗歌，好美的画面，同学们听完也读一读，感受
一下!

学生自己品读诗歌。

师：把你读诗歌的感受告诉我们，好吗?

生：春天大地长出小草，我光脚踩在草地上。小草痒得咯咯
笑，禁不住亲我的小脚丫。我也痒得咯咯笑，捂着肚子笑开
花。(师引导学生说出)

板书设计

大自然，谢谢您



大地长出绿头发，我用脚趾梳理它。

小草痒得咯咯笑，亲亲我的小脚丫。

我也痒得咯咯笑，捂着肚皮乐开花。

大自然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

大自然带给我们太多的礼物

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一堂好课，必须学会好好去设计，这就如我们要建一幢美丽
的建筑，我们必须要做好图纸的设计，这是第一步。没有高
端的设计，想要有一堂好课，几乎不可能。接下来，就我所
阅读的教案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教学设计不完整

教学设计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计划性和决策性活动。完整的教
学设计应包含课标、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
重难点、教学准备、教学过程、板书设计以及课后反思。教
学设计以计划和布局安排的形式，对怎样才能达到教学目标
进行创造性的决策，以解决怎样教、教什么的问题。

从这些教案结构来看，教学设计都不完整，大部分都缺课标
解读、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板书设计、课后反思，甚至还
有的教案没有教学目标。从内容上看，我们不难发现部分教
案出自于网络，部分教师依赖网络上的.教学设计，没有自己
对文本的个性解读与问题设计，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

教学设计不规范，是我们平时的教学设计中常犯的错误。在
参加这次培训前，这样系统完整的教学设计我从没有做过，
以前的教学设计都是参照已有的教案完成，缺乏主观思想，



也没有形成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

二、目标设置欠准确

部分教案目标没有细化到课时目标，在教案中有所呈现，但
呈现的形式不够合理和科学性。

有的教学目标依然沿用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培训学习后，我们都知道，这种目
标的分条设定，割裂了教学的延续性和统一性，是不科学的，
例如，一年级道德与法治《新朋友新伙伴》：1.情感与态度：
进一步熟悉老师和同学，表现对老师和同学的喜爱。2.行为
与习惯：养成尊敬老师，友爱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3.知识
与技能：学习人际交往的基本技能，消除与人交往的陌生感
和羞怯感。4.过程与方法：尝试在游戏活动中进行探究，掌
握与人交流的方法。

有的教学目标没有细化到课时目标，每一个课时的目标，要
以课程标准为指导、立足于大单元视角、基于学科核心素养、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设定，目标不需要多，但能体现层级
思维，逐步推进。

三、环节设计缺乏逻辑

有些导入的设置不知所云，目标指向不明确，前后环节没有
逻辑。有效的教学逻辑应当使教学过程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感，
并有助于形成良性的互动与对话。教学过程选择的行为与方
法应符合科学规律，从整体上把握教学方向，将教学内容简
洁地、有条不紊地体现层次、步骤、结构，促进学生学习和
发展。

四、板书设计太随意

黑板是各个学科通用的工具，板书是普遍采用的手段。它的



存在是为了弥补讲授的不足，相当于是“微型教案”，板书
的设计和运用的优劣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

这些教案大部分没有板书设计，没有重视板书。只有其中一
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我自己会整理》这篇教案的板书设计比
较科学，简练地、系统地体现了教学内容，体现思维的层级、
递进。

五、反思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些教案中存在的问题是平时我们在教学
设计中常犯的。作为一名教师，撰写教案是最基本的能力，
要全方位、多角度的提升自己的教学设计。首先，态度很重
要。热爱教育，认真备课，不随意，要在提高自身的科研意
识上下功夫。其次，认真研读课标。教案设计差强人意，究
其原因，还是不熟悉学科课程目标，没有指导思想。再次，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常学常新，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新的
教育理论，丰富知识储备，更新教育理念，才能让自己走在
学科教学的前沿。最后，做到日常反思。这就需要我们每次
上课后反思自己教学设计，哪些地方有效，哪些地方有疑惑，
形成文字，促进思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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