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奥运向前冲没了 向往奥运教案网友
来稿(汇总8篇)

自我介绍要注意适度调整语气和表达方式，避免给他人留下
不良印象。想要写一份出彩的自我介绍却不知道如何入手？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自我介绍范文，供大家参考。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一

设计理念：

教材分析：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世
纪的“奥运”梦。作家肖复兴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与激动，
写了这篇《向往奥运》，全文表达了作者申奥成功后的兴奋
与激动，也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文章语言流畅，
情感真挚，耐人寻味，是一篇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陶治情操
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

2、感悟、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并在阅读过程中充分
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3、培养学生策划、组织、协调和实施活动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感悟课文中蕴含的情感，并鼓励学生充分表达
自己的感受。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奥运会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交流信息，知“奥运”史

师：同学们，课前我们已经收集了有关奥运的资料，你们收
集了哪些资料呢？

（学生自由展示所收集到的资料，资料可能多种多样，大致
可分为奥运历史知识类、奥运吉祥物类、奥运名将类、奥运
承办地资料类等）

师：同学们收集的资料多种多样，种类也各不相同，请你们
将自己的资料分门别类，根据类别，自由组合成小组，再在
小组内加以展示，并适当交流一下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的感受。

（学生对资料类别作以判断，自由组合成小组，并可根据兴
趣进行精彩命名。如奥动历史知识小组，奥运吉祥物王国，
奥运点将台，世界奥运各地漫游等。在小组内学生积极展示、
交流。）

师：每一组请一位同学代表上台交流，其它同学可适当补充。

（从学生的谈话中，教师适时总结收集资料的方法和作用）

策略：学生按照课题目的，准确地运用信息手段，自主地收
集、判断、表现、处理信息，并能根据情况传达信息，培养
综合学习中学生的信息活用的实践能力，并通过结果的展示，
使学生产生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促进学生学习经验的熟练
化。

二、学习课文，悟“奥运”情

1、教师过渡：奥运会源远流长，每举行一届奥运会，世界人



民都把它当作一次盛会。能够承办一次奥运会也是国家的光
荣，人民的骄傲。207月13日，中国人民用自己最深的期待终
于圆了这整个世纪的奥运梦。（播放课件）

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学生自由表述，可能会
从人们的欢欣鼓舞、激动、欢乐的心情这方面去回答）而作
者肖复兴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写作的呢？此时此刻，你们
最想干什么？（学生自由回答或是想弄清作者的心情，或是
想看文章是怎么写的？或是想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是怎样的感
受等等）

策略：播放课件导入，让学生身临其境，激动、自豪之情由
学生的心田悄然而生。在这种独特的感受之下，学生心中升
腾起亲近文本的欲望，此时，我抓住这一教育契机，引导学
生去读书，去感悟，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体现综合性
学习中学习的自主性。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朗读课文，遇到难读的句子可向
学生请教，把这些句子多读几遍，画出喜欢的段落和句子，
美美地读一读，并用心体会。

3、说一说，初读课文后，你读懂了什么？

（学生各抒已见。）

策略：留给学生充分读书的时间，强调读书的层次性，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通过读、
找、画、悟，对课文有个初步感知，既可锻炼学生感悟课文
的能力，又使学生体验了自主学习的乐趣。同时，学生存在
个体差异，引导、鼓励学生在充分自读课文的基础上各抒已
见，汇报交流自己对课文最深的感受，体现了综合性学习提
出的“培养学生个性”的要求）

4、再读课文，深入感悟交流



（1）教师过渡：你了解了作者当时的心理感受吗？（相信学
生初步读文后能够有所感知）他是怎样表达这种感受的呢？
试着用自己的方法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进行体会。（学生
可能会找出的句子有：1、一个国家，一座城市，能够举办一
次奥运会，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2、体育不仅仅是体
育，它以自身特殊的魅力影响着一切。3、竟技体育是……一
种理想。4、在那一刻……进步和发展。）

（2）找到伙伴，共同体会。

从句子中选出一句你最感兴趣的，用自己的方法与同伴相互
启发，相互交流。

（3）小组讨论，感悟稍难的句子。

（学生可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以及自己所收集的资料
发表见解，引导学生在读中品味，体会作者的感情，鼓励学
生有感情地读，在朗读中表达自己对作者感情的理解。）

（4）小组推荐一位同学作班内交流，其作同学作补充。

（5）练读，品读，促进朗读技能的提高。

策略：在这里，以学生与学生间的相互合作交流、沟通、补
充、影响，求得对学习内容的深层次研究，在此基础上，建
立起和谐、民主的师生互动、交流、合作的关系，扩大充实
了探究学习的内容，将学习的信息大容量、高频率地在互动、
互补、互促中共同提高。

三、自主策划，想“奥运”景

1、过渡

2、播放歌曲《奥林匹克风》烘托气氛，学生策划准备，可以



个人策划，也可小组策划。

3、展示策划成果

（成果展示方式可灵活多样，学生或说一段话，描绘年的景
象；或写一首小诗，或画一幅画，或写一首歌，或即兴表演
一个小品，或转换一个角色畅谈2008等等，学生的创造才能
无穷无尽，举不胜举）

策略：使知识与情境相结合，引导学生将知识、思考力、判
断力融于一体，尽情释放，学生的思维一旦被激活，就能点
燃他们创新的火花，课堂上一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精彩，在
实践中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尝试中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

四、自由展望，做“奥运”人

2、学生自由想象，表达。

（这种设想不拘泥于现实，学生会有多种想法，他们可能会
想：我在给来中国参加奥运盛会的人们做导游小姐（先生）；
我在为外宾作翻译；我在北京的奥运赛场上驰骋；我与北京
的学生一起为我国奥运健将呐喊助威；我是一名青年志愿者
在北京的街头开展“志愿者”行动；我在北京的“环保调控
室”里致力于环保工作；我作为一名记者，正在对奥运名将
作专访……）

3、将“我”的奥运所为说给最好的倾诉对象听。

策略：正如飞筝飞得再高，手中的线也不会离开地面，思绪
飘得再远，火热的心也不会离开生活，在实践中学生的人际
交往，综合表达，组织策划等能力得到体现，而这些又与生
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验成功的快乐，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走向生活，学会生存。



五、课外延伸，办“奥运”报

与好伙伴一起收集有关奥运会的趣闻和北京筹办2008奥运会
的资料，合办一期手抄报。

策略：作业的设计既体现自主意识，又培养合作意识，由课
内延伸到课外，体现了综合学习的连续性，通过作品的集结
出现，学生会主动探究查找资料，运用资料的方法，知识趋
于综合。

[《向往奥运》综合性学习教学设计(教师中心稿)教案教学设
计]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二

教师：从电视上、报刊上、还有因特网上，同学们已或多或
少地对北京申办、筹办2008奥运会有所了解。这堂课，就先
来比一比，看谁对北京申办和筹办奥运会的情况了解得多。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北京申奥成功的当天晚上，北京城彻夜狂欢，作者肖
复兴更是激情满怀。请同学们认真读读课文，想想课文表达
了怎样的情感，再把最能表达作者当时感情的句子找出来，
反复朗读、体会，并把自己的感受与同学交流。

2同学读书、画句、朗读、思考、交流。

以下语句，要给以适当的指点，使学生从中体会到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并能在朗读中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

(1)如今，好梦成真，我真的很高兴，很激动。

(2)我亲身体味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能够举办一次奥运



会，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3)在熟悉的北京采访自己举办的奥运会，我想会带给我不一
样的激情和灵感，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我突然涌出这样强烈
的渴望，这是很少出现过的。

(4)那时，我们正在积极申请举办奥运会，站在那里我就在想，
快了，快到我们国家也能够承办这样一次美好奥运会的时候
了。

(5)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3.交流感受后，让学生把这些句子连起来反复朗读。

三、再读课文，加深情感体验

1教师：情感来源于生活，作者对北京申奥成功所激发起来的
民族自豪感是那么强烈，能深深打动人心，这和他十年体育
记者生涯有关，和他对体育、对奥运会的深入了解有关。找
出这样的语句，朗读、理解，然后与同学交流。理解这些句
子的意思，一是可以联系上下文，二是可以联系搜集到的有
关资料。

2抓住重点语句讨论交流。

(1)体育不仅仅是体育，它以自身特殊的魅力影响着一切。

学法指导：一是把上下分句连起来读，感知体育自身“特殊
的魅力”；二是联系北京申奥成功以来北京城的变化，如，
市政建设的变化，文明程度的变化，乃至经济发展的变化，
进而具体感知体育能“影响着一切”。

(2)竞技体育是面对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强权、种族歧视和金钱
掩盖下的不公平的一种抗争，一种理想。



学法指导：一是联系上文体会竞技体育的“公正性、公开性、
公平性和客观性”；二是联系搜集的资料，体会体育比赛
的“锱铢必较，在零点零几秒和零点零几厘米中决胜负”。
老师可予适当提示，如，百米游泳，百米赛跑，第一名与第
二名的差别往往只是零点零几秒；跳高或跳远，投掷标枪、
铁饼，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差别往往只是几厘米。

进而让学生体会到，比赛场上，强权不起作用，种族不起作
用，金钱不起作用，竞技体育体现了人类的理想。

(3)在那一刻，体育所迸发的奥林匹克精神，确实在超越着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而连接着世界的和平、
友谊、进步和发展。

学法指导：联系搜集的资料，如，为奥运而奋战的轶闻、运
动员友好交往的'事例，理解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和平、友谊、
进步和发展。

四、感情朗读，升华体验

教师：作者飞扬的激情来自他对奥运精神的洞察，来自他对
奥运的特殊感情。理解了作者对体育、对奥运的认识，能更
好地体会作者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自由地进行感情
朗读，可以读全文，也可以读一部分，通过朗读把作者的情
感表达出来。

五、自主选择，抄写词语和喜欢的句子

六、收集资料，扩展学习

教师：在作者采访的奥运明星中，有乒乓球明星，有体操明
星，有击剑明星，有短跑明星……你一定也很喜欢他们。请
你课后再收集一些资料，并展开想象的翅膀，列出采访的提
纲，和其中的一位畅谈2008年奥运会。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和



他谈什么。大家作好准备以后，我们再来进行模拟采访。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三

【设计理念】

【教材分析】

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世纪的“奥
运”梦。作家肖复兴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与激动，写了这篇
《向往奥运》，全文表达了作者申奥成功后的兴奋与激动，
也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文章语言流畅，情感真
挚，耐人寻味，是一篇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陶治情操和爱国
教育的好教材。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

2、感悟、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并在阅读过程中充分
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3、培养学生策划、组织、协调和实施活动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感悟课文中蕴含的情感，并鼓励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感受。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奥运会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交流信息，知“奥运”史

师：同学们，课前我们已经收集了有关奥运的资料，你们收
集了哪些资料呢？

（学生自由展示所收集到的资料，资料可能多种多样，大致
可分为奥运历史知识类、奥运吉祥物类、奥运名将类、奥运
承办地资料类等）

师：同学们收集的资料多种多样，种类也各不相同，请你们
将自己的资料分门别类，根据类别，自由组合成小组，再在
小组内加以展示，并适当交流一下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的感受。

（学生对资料类别作以判断，自由组合成小组，并可根据兴
趣进行精彩命名。如奥动历史知识小组，奥运吉祥物王国，
奥运点将台，世界奥运各地漫游等。在小组内学生积极展示、
交流。）

师：每一组请一位同学代表上台交流，其它同学可适当补充。

（从学生的谈话中，教师适时总结收集资料的方法和作用）

策略：学生按照课题目的，准确地运用信息手段，自主地收
集、判断、表现、处理信息，并能根据情况传达信息，培养
综合学习中学生的信息活用的实践能力，并通过结果的展示，
使学生产生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促进学生学习经验的熟练
化。二、学习课文，悟“奥运”情1、教师过渡：奥运会源远
流长，每举行一届奥运会，世界人民都把它当作一次盛会。
能够承办一次奥运会也是国家的光荣，人民的骄傲。207月13
日，中国人民用自己最深的期待终于圆了这整个世纪的奥运
梦。（播放课件）

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学生自由表述，可能会
从人们的欢欣鼓舞、激动、欢乐的心情这方面去回答）而作



者肖复兴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写作的呢？此时此刻，你们
最想干什么？（学生自由回答或是想弄清作者的心情，或是
想看文章是怎么写的？或是想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是怎样的感
受等等）

策略：播放课件导入，让学生身临其境，激动、自豪之情由
学生的心田悄然而生。在这种独特的感受之下，学生心中升
腾起亲近文本的欲望，此时，我抓住这一教育契机，引导学
生去读书，去感悟，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体现综合性
学习中学习的自主性。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朗读课文，遇到难读的句子可向
学生请教，把这些句子多读几遍，画出喜欢的段落和句子，
美美地读一读，并用心体会。

3、说一说，初读课文后，你读懂了什么？

（学生各抒已见。）

策略：留给学生充分读书的时间，强调读书的层次性，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通过读、
找、画、悟，对课文有个初步感知，既可锻炼学生感悟课文
的能力，又使学生体验了自主学习的乐趣。同时，学生存在
个体差异，引导、鼓励学生在充分自读课文的基础上各抒已
见，汇报交流自己对课文最深的感受，体现了综合性学习提
出的“培养学生个性”的要求）

4、再读课文，深入感悟交流

（1）教师过渡：你了解了作者当时的心理感受吗？（相信学
生初步读文后能够有所感知）他是怎样表达这种感受的呢？
试着用自己的方法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进行体会。（学生
可能会找出的句子有：1、一个国家，一座城市，能够举办一
次奥运会，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2、体育不仅仅是体



育，它以自身特殊的魅力影响着一切。3、竟技体育是……一
种理想。4、在那一刻……进步和发展。）

（2）找到伙伴，共同体会。

从句子中选出一句你最感兴趣的，用自己的方法与同伴相互
启发，相互交流。

（3）小组讨论，感悟稍难的句子。

（学生可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际以及自己所收集的资料
发表见解，引导学生在读中品味，体会作者的.感情，鼓励学
生有感情地读，在朗读中表达自己对作者感情的理解。）

（4）小组推荐一位同学作班内交流，其作同学作补充。

（5）练读，品读，促进朗读技能的提高。

策略：在这里，以学生与学生间的相互合作交流、沟通、补
充、影响，求得对学习内容的深层次研究，在此基础上，建
立起和谐、民主的师生互动、交流、合作的关系，扩大充实
了探究学习的内容，将学习的信息大容量、高频率地在互动、
互补、互促中共同提高。

三、自主策划，想“奥运”景

1、过渡

2、播放歌曲《奥林匹克风》烘托气氛，学生策划准备，可以
个人策划，也可小组策划。

3、展示策划成果

（成果展示方式可灵活多样，学生或说一段话，描绘年的景
象；或写一首小诗，或画一幅画，或写一首歌，或即兴表演



一个小品，或转换一个角色畅谈2008等等，学生的创造才能
无穷无尽，举不胜举）

策略：使知识与情境相结合，引导学生将知识、思考力、判
断力融于一体，尽情释放，学生的思维一旦被激活，就能点
燃他们创新的火花，课堂上一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精彩，在
实践中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尝试中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

四、自由展望，做“奥运”人

2、学生自由想象，表达。

（这种设想不拘泥于现实，学生会有多种想法，他们可能会
想：我在给来中国参加奥运盛会的人们做导游小姐（先生）；
我在为外宾作翻译；我在北京的奥运赛场上驰骋；我与北京
的学生一起为我国奥运健将呐喊助威；我是一名青年志愿者
在北京的街头开展“志愿者”行动；我在北京的“环保调控
室”里致力于环保工作；我作为一名记者，正在对奥运名将
作专访……）

3、将“我”的奥运所为说给最好的倾诉对象听。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四

在备课时，我认真查阅资料，特别是北京申奥成功的有关资
料，更是不敢懈怠。自以为对本课相关的内容了如指掌，没
想到，一个学生不经意间提出的问题却狠狠地抽了我一鞭子。

在学习第五自然段时，我让学生自渎并提出自己有疑问的地
方。本想到孩子们会提出“奥运的五环”代表什么意思或其
他一些句子的含义，没想到孙铭浩站起来读到：“……还有
布勃卡、德弗斯、刘易斯、埃文斯、索托马约尔、奥蒂、吉
普凯特、莫塞利……”，然后，他声音响亮地问到：“老师，



这些运动员都是哪国的？他们参与的项目各是什么？”天哪！
这孩子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实话，本课提到的`外国运动
员中，我只知道瓦尔德内尔是乒乓球队员，而其他的我连名
字都没听说过，这可让我怎么回答呀！当时真的羞愧极了，
记得很清楚我是这么说的：“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咱们可以
上网查阅，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你心中的疑问。”
那时，我已看出了这个同学很失望，我也非常惭愧。

《向往奥运》教案(网友来稿)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五

1、了解奥林匹克，增强对申奥成功的自豪感及向往奥运的感
情。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词。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理解奥林匹克在文中的表达。

教学课时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读课文，这文章讲的是什么？申办奥运成功，作家肖复兴
写出了自己的亲身感受。

2、按作者叙述的顺序，全文可以分成哪几个部分？

三、学习本课生字词。

1、自学生字词。

2、检查自学效果。

四、巩固练习

1、抽读生字卡，口头组词。

2、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学习课文第一部分



1、读课文，这部分讲的是什么？

2、“特殊”是什么意思？7月3日为什么特殊的日子？

4、说说你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能够举办一次奥运会该
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的'理解。

二、学习课文第二部分

1、读课文，这部分讲的是什么？

2、为什么说“体育不仅仅是体育，它以自身特殊的魅力影响
着一切”？

1）什么叫“等量齐观”？什么叫“锱铢必较”？

2）体育比赛具有哪四性？

3）竞技体育具有哪些特点？

4）竞技体育面对世界存在的哪些不公平？“强权”指什么？

三、巩固练习

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一、继续学习第二部分内容。

2、“奥林匹克”指的是什么？

二、学习课文第三部分内容

1、读课文，这一部分讲的是什么？



2、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为什么作者又特意上了一
趟蒙椎克山？

三、课文

1、申办奥运成功的原因说明了什么？

2、我们应当为8年奥运会做些什么？

四、巩固练习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六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胜出后，历史的瞬间成了欢乐的永
恒，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世纪的奥运梦。作家肖复兴也难以
抑制心中的喜悦及激动，写了这篇《向往奥运》，全文表达
作者申奥成功后的兴奋与激动，也表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骄傲与自豪。文章语言晓畅，情感真挚，耐人寻味，是一篇
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陶冶情操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

教学目标

1、自学本课生字新词。

2、感悟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并能在阅读过程中充分
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感悟课文中蕴涵的情感，并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充分表达自己
的感受。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北京申奥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交流信息，了解收集资料的方法

1、学生交流汇报北京申奥的相关资料，并说出资料来源，相
互补充。

2、教师小结收集资料方法和作用。

收集资料的方法：

（1）向家长、教师或其他人请教。

（2）在课外书籍中查找。

（3）上网查寻。

相信同学们还会有更多的方法收集查找资料，坚持收集资料，
我们能更快捷更全面地获取知识。

3、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2001年7月13日，这一天，我们等候多时，故宫的晨曦，天坛
的落日已等候多时；叠翠的长城，奔涌的长江已等候多时。
这一天，最深的期待终于有了回报，全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
世纪的奥运梦。现在，让我们再去回顾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点评：紧扣单元训练重点，了解学生预习情况，并归纳、总
结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同时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
习欲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二、初读，感知全文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自在地朗读课文。

2、你遇到了难读的句子吗？把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可以向
同学请教。

3、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句子读给同学听一听。

4、初读课文后，你读懂了什么？请大家各抒己见。

5、你了解作者在北京申奥成功后的心理感受吗？作者又是如
何表达这种感受的呢？

点评：让学生通过自读，整体感知课文，并启发学生抓住重
点，发现难点。

三、再读，感悟交流

快速默读课文，画出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多读几遍，试着用
自己的方法理解句子，并在自己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引
导学生自读、感悟、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

1、引导学生质疑、解疑。

（1）学生提出不理解的问题，教师对问题进行总结、梳理。

（2）请学生找到自己最要好的伙伴，共同解疑。

从若干个问题中选择一个最感兴趣的问题，再次朗读课文，
试着用自己的方法从课文中找寻答案，小伙伴之间要相互启



发，相互交流。

（3）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启发学生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
际和平时的感受发表自己的见解，要深入课文感悟：

a、为什么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够举办一次奥运会是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b、联想体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又是如何以自身魅力影响
着一切？

c、如何理解体育是对不公平的一种抗争。

2、学了课文后，你一定有自己的感受，请你选择自己感受最
深的内容和我们谈一谈。

（1）教师引导学生谈感受时，要联系课文重点语句，相机进
行理解。要尊重学生体会课文的方法，鼓励欣赏学生阅读的
多元感受。

（2）在指导学生揣摩感悟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时，以读促思，
引导学生在读中品味，体会作者的感情；让学生有感情地读，
在朗读中也表达自己对作者感情的理解。

（3）朗读后开展多层次评价，促进朗读技能的提高。

点评：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鼓励学生合作学习，通过交流，
相互启发，分享学习心得。教师注重学法指导，努力让学生在
“学会”中逐步达到“会学”。

四、小组合作，模拟采访，指导交际

1、作者曾做过整整十年的体育记者，他与体育更有着一番特
殊的情感。在那十年，他采访过许许多多著名的中外运动员。



2、今天，我们的课堂就是记者招待会的现场。他们其中的几
位来到了我们的中间（请几位同学扮演），我们就是一群小
记者，你们想与这些运动员畅谈哪些问题呢？请小组同学一
起讨论，先一起拟一个采访提纲，再对这些“运动员”进行
采访。

3、召开“记者招待会”，“小记者”与“运动员”共同畅
想2008年的奥运会。

点评：记者招待会的活动方式丰富了学生学习形式，让学生
在活动中体验、感悟。

五、拓展思路，深化主题

1、在2008年奥运会愈发临近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引导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阅读课文后的感受。

（1）说一说自己最想说的话。

（2）写一首小诗，表达自己的感受。

（3）画一画理想中的2008年奥运会。

（4）自己作歌词，唱一唱，迎接2008年。

让学生自由选择其中的一种，也可自己创造方法，表达的方
式要灵活多样。

2、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100余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奥运会离我们
是如此之近，再过4年，奥运会就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坚
信，2008年的北京，天空会更蓝，城市会更美，五星辉映着
五环，旗帜更鲜艳。



3、布置作业，课内向课外延伸。

（1）独立完成：摘抄课文中你喜欢的句子。

（2）合作完成：与你要好的'小伙伴一起收集有关奥运会的
趣闻和北京筹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料，合作办一期手抄报，
我们将在语文活动课上进行交流。

点评：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既
调动了学生的知识储备，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让每个
学生都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教师还结合单元训练重点，
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内容继续向课外拓展、延伸。

【总评】

本设计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位置：在教学一开始，就用现代
教育手段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7·13”之夜北京那振奋人
心的欢庆场面，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接着，
让学生通过自读、整体感知课文、小组合作进一步理解课文；
最后，让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体验文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学
生始终被设计者放在学习主体的位置，并为学生设计了形式
多样的活动，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活动中理解课文内容，领
悟思想感情。

设计者注意引导学生合作学习，并给予学生学法指导，努力
让学生在“学会”中达到“会学”。设计者十分注意激发和
保护学生的创造性。如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理解，欣赏学生
阅读的多元感受。引导学生选择（也可创造）自己喜欢的方
式表达自己阅读后的感受等。总之，设计者把“以人为本”、
合作学习、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等理念，在
本课设计中充分而巧妙地融会贯通，合为一体。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七

教学目标

1学会九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举办权、嘹亮、迸发、
魅力、拆除、申请、水花四溅、流光溢彩、星光灿烂、等量
齐观。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感悟我国申奥的重大意义。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理解“一个国家，一座城市，能够举办一次奥运会
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感受，从而领悟我国申
奥成功的重大意义。

教学过程

一交流资料，诱发“向往奥运”

1出示奥运会标，交流所收集到的有关奥运会和北京申奥的资
料。教师相机简要介绍奥运会和北京申奥的情况。

2回忆，并互相交流申奥成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发情感。

3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二读悟品味，激发“向往奥运”

1自读自悟，把握情感基调

（1）提出学习要求：边读边画出生字；画出感受最深的有关
句子，并在课本上作批注写下自己的感想。



（2）学生按要求自学。

（3）组织交流。

a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b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特别是谈谈从那些语句体会到作者的
思想感情。

（这个环节，目的是通过一些阅读感受的交流，汇集在一起，
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对作者的情感基调有个整体的把握。）

2研读品悟，把握情感内涵

（2）小组合作研读。

a默读课文，找出作者表达这种感受的语句，读一读

c反复朗诵品味

（3）集体交流感受

（重点交流对重点语句的理解，如果学生感悟得比较肤浅，
教师进行必要的引导，同时，相机指导有关语句的朗读，反
复揣摩，以读悟情。

三含情诵读，抒发“向往奥运”

1自主选择感受最深的部分进行有感情地朗读。

2互相交流朗读。先同桌互读互评，然后班上朗读评议。

3在交流中，相机指导朗读一、二、四、六、七自然段，注意
读出作者兴奋、神往、渴望、自豪的感情。



四拓展实践，引发“向往奥运”

1读写“举办权、嘹亮、迸发、魅力、拆除、申请、水花四溅、
流光溢彩、星光灿烂、等量齐观”等词语。

2选择自己喜欢的语句读一读，抄一抄。

3课文后的两项课外拓展活动，由学生根据兴趣自行选择，自
找伙伴合作完成，并酌情交流。

[向往奥运(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奥运向前冲没了篇八

《向往奥运》教案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胜出后，历史的瞬间成了欢乐的永
恒，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世纪的奥运梦。作家肖复兴也难以
抑制心中的喜悦及激动，写了这篇《向往奥运》，全文表达
作者申奥成功后的兴奋与激动，也表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骄傲与自豪。文章语言晓畅，情感真挚，耐人寻味，是一篇
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陶冶情操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

教学过程（）

一、交流信息，了解收集资料的方法

1．学生交流汇报北京申奥的相关资料，并说出资料来源，相
互补充。

2．教师小结收集资料方法和作用。

收集资料的方法：?

1）向家长、教师或其他人请教。



（2）在课外书籍中查找。

（3）上网查寻。

相信同学们还会有更多的方法收集查找资料，坚持收集资料，
我们能更快捷更全面地获取知识。

3．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点评：紧扣单元训练重点，了解学生预习情况，并归纳、总
结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同时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
习欲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二、初读，感知全文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自在地朗读课文。

2．你遇到了难读的句子吗？把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可以向
同学请教。

3．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句子读给同学听一听。

4．初读课文后，你读懂了什么？请大家各抒己见。

5．你了解作者在北京申奥成功后的心理感受吗？作者又是如
何表达这种感受的呢？?

点评：让学生通过自读，整体感知课文，并启发学生抓住重
点，发现难点。

三、再读，感悟交流

快速默读课文，画出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多读几遍，试着用
自己的方法理解句子，并在自己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引
导学生自读、感悟、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



1．引导学生质疑、解疑。

（1）学生提出不理解的问题，教师对问题进行总结、梳理。

（2）请学生找到自己最要好的伙伴，共同解疑。

从若干个问题中选择一个最感兴趣的问题，再次朗读课文，
试着用自己的方法从课文中找寻答案，小伙伴之间要相互启
发，相互交流。

（3）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启发学生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
际和平时的感受发表自己的见解，要深入课文感悟：

a．为什么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够举办一次奥运会是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b．联想体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又是如何以自身魅力影响
着一切？?

c．如何理解体育是对不公平的一种抗争。

2．学了课文后，你一定有自己的感受，请你选择自己感受最
深的内容和我们谈一谈。

（1）教师引导学生谈感受时，要联系课文重点语句，相机进
行理解。要尊重学生体会课文的方法，鼓励欣赏学生阅读的
多元感受。

（2）在指导学生揣摩感悟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时，以读促思，
引导学生在读中品味，体会作者的感情；让学生有感情地读，
在朗读中也表达自己对作者感情的理解。

（3）朗读后开展多层次评价，促进朗读技能的提高。



点评：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鼓励学生合作学习，通过交流，
相互启发，分享学习心得。教师注重学法指导，努力让学生在
“学会”中逐步达到“会学”。

四、小组合作，模拟采访，指导交际

1．作者曾做过整整十年的体育记者，他与体育更有着一番特
殊的情感。在那十年，他采访过许许多多著名的中外运动员。

2．今天，我们的课堂就是记者招待会的现场。他们其中的几
位来到了我们的中间（请几位同学扮演），我们就是一群小
记者，你们想与这些运动员畅谈哪些问题呢？请小组同学一
起讨论，先一起拟一个采访提纲，再对这些“运动员”进行
采访。

3．召开“记者招待会”，“小记者”与“运动员”共同畅
想2008年的.奥运会。

点评：记者招待会的活动方式丰富了学生学习形式，让学生
在活动中体验、感悟。

五、拓展思路，深化主题

1．在2008年奥运会愈发临近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引导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阅读课文后的感受。

（1）说一说自己最想说的话。

（2）写一首小诗，表达自己的感受。

（3）画一画理想中的2008年奥运会。

（4）自己作歌词，唱一唱，迎接2008年。

让学生自由选择其中的一种，也可自己创造方法，表达的方



式要灵活多样。

2．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100余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奥运会离我们
是如此之近，再过5年，奥运会就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坚
信，2008年的北京，天空会更蓝，城市会更美，五星辉映着
五环，旗帜更鲜艳。

3．布置作业，课内向课外延伸。

（1）独立完成：摘抄课文中你喜欢的句子。

（2）合作完成：与你要好的小伙伴一起收集有关奥运会的趣
闻和北京筹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料，合作办一期手抄报，我
们将在语文活动课上进行交流。

点评：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既
调动了学生的知识储备，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让每个
学生都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教师还结合单元训练重点，
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内容继续向课外拓展、延伸。

教学反思

本设计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位置：在教学一开始，就用现代
教育手段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7·13”之夜北京那振奋人
心的欢庆场面，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接着，
让学生通过自读、整体感知课文、小组合作进一步理解课文；
最后，让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体验文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学
生始终被设计者放在学习主体的位置，并为学生设计了形式
多样的活动，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活动中理解课文内容，领
悟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