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三教学教案(模板6篇)
幼儿园教案的制定需要教师对教材的深入理解和教学理念的
准确把握。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一些六年级教案，希
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初三教学教案篇一

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对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起着重要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材的不同内容，指导学生掌握不同的学
习方法。

如采用：1、对比讨论法；2、实验探究法；3、自学阅读法；
各种方法并用。形成良好的自学能力，培养了创造性思维。

初三教学教案篇二

课型：新授课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目标：

1、知道科学探究是化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初三化学教
案。

2、初步学习“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活动反思”的方法。

3、体验化学科学探究的乐趣。

重点、难点：

1、学会提出问题。



2、体验科学探究的几个环节及探究的乐趣。

教学过程：

[创设情景]同学们怎样才能学好化学呢？

一、从问题开始

[学生阅读]体验科学始于问题。

[学生活动]交流讨论你对“化学之迷”的看法。

[交流共享]把你心中的化学问题说出来与同学们分享。

[学生讨论]怎样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

[教师讲解]金刚石、石墨、c60的有关知识拓展。

二、通过科学探究解决问题

[活动天地]以蜡烛燃烧时间长短的探究为素材，体会探究活
动的各个环节，化学教案《初三化学教案》。

化学的探究活动一般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提出问题。

2、猜想与假设。

3、制定计划并实验。

4、收集证据。

5、结解释与结论。



6、反思与评价。

[学生活动]请你提出一个影响蜡烛燃烧时间的因素，并进行
探究活动。

[多识一点]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

三、对探究活动进行反思

不仅要“三思而后行”，还要“行后而三思”。

[学生自学]化学探究实验报告的规范格式。

[学生活动]分析p16的数据，你发现了什么？

1、较高的蜡烛燃烧时间短；

2、同一根蜡烛燃烧时间逐次减短。

[学生分析]上述结果如何解释？

让学生充分的讨论，教师走入学生中倾听讨论。

[课堂小结]

本节重点是知道科学探究是化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和内容，体
验科学探究的各个环节，体验化学科学探究的乐趣。

[课后作业]

针对影响蜡烛燃烧时间的因素提出自己的问题，建立猜想和
假设，设计出实验，并借助家中的器材进行实验。

[课后记]



教材内容选择贴近学生生活，能在轻松的气氛中使学生体会
科学探究的乐趣，学生的学习兴趣较浓。

初三化学教案

初三教学教案篇三

1、大部分学生基础知识比较牢固，但能力欠缺，对于平时练
习的一些比较有创新的题目依赖性较大，表现为等待老师的
答案，或者干脆置之不理。

2、大部分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较差，特别是材料分析这个环
节上，学生对于书写文字的组织非常混乱，导致不必要的失
分的现象屡屡有之。

3、学生对练习的巩固情况令人担忧，大部分对练习没能形成
一个系统性的整理和概括，思想上仍是单纯地认为练习过的
习题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巩固了。

4、学生对于复习大部分是“西瓜芝麻一起抓”，以致于经常
顾此失彼，首尾不得相顾，复习的质量就是大打折扣。

1、以知识结构为复习的线索，引导学生在知识结构的帮助下，
对初中历史基础知识进行重新整合，建立符合自己复习特点
的知识网络。

2、强调以基础知识为主，以能力提高为理念，在复习中着重
要求学生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的思维，最大程度体
现中考对学生的素质要求。

3、在平时的复习中，强调以练习促质量、以探讨促思维，更
多关注学生不同阶段的复习效果，及时对复习的阶段计划进
行适当调整。



4、以考试标准为准，课堂复习和练习尽量与考试说明保持一
致性。

(一)系统复习，夯实基础

为全面迎接20xx年中考，打好20xx年中考攻坚战，整个复习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xx年2月——4月份月底)：“梳理教材”，即按
照教材的编写体系，以《中考历史考试标准》规定的考试内
容为重点，提纲挈领地复习，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教材中最基
本的知识，同时对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教材的整体线索有
一定的了解。

第二阶段(20xx年5月份)：专题复习，经历第一阶段的复习，
学生掌握了较多的基础知识，但知识是零碎的，孤立的，没
有从宏观上整体把握知识脉络。因此在复习的第二阶段，可
将前面所学的知识列成专题归类总结，比较对照，形成知识
网。

第三阶段(20xx年6月初至中考前)：综合复习，将六本书的知
识有机融合，根据中考的具体要求，选择若干题目进行一系
列综合训练，目的是将第一阶段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进综合、
形成能力。查漏补缺、热点讲解、模拟测试,每一周一次强化
训练，根据多次训练的情况，找出学生的薄弱环节，再进行
讲解、训练，进一步巩固知识、提高能力。

(二)抓住重点，加强训练

六本书的内容很多，在复习时教师首先要全面系统地进行复
习，根据《株洲中考历史考试标准》里的考查内容及要求，
复习这部分内容要强化。教学时要强调，平时的训练要强化，
对学生常犯的错误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提高学生学习历史
知识的能力。



(三)注重应试能力的提高

基础知识掌握了，能力提高了，还要提高考试、答题的能力。
特别是应试的技巧，我们认为学生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1)审题，在平日练习和考试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审题，题目问
的是什么要弄明白，然后根据题目要求回答，千万不能草草
看一眼就解答。

(2)对课本内容一定要熟悉，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做选择题
尽量不看书，材料题和问答题一定要看书。

(3)注意合理地安排考试时间。

初三教学教案篇四

教学重点：西欧庄园的特点

教学难点：比较西欧庄园中的农民与中国古代社会农民的异
同

一、导入新课

农奴阿布拉黑的一天(片断)

在领主自营地上，阿布拉黑整天忙于耕作，恨不得有三头六
臂。他驾着一队耕牛稳步行走，把土地梨成整齐的田垄、田
沟。春光明媚，令人神清气爽，但阿布拉黑头脑中经常出现
管事和他的助手，他们可以处罚他——甚至会鞭笞他——如
果认为他偷懒的话。

阿布拉黑脑海里也会浮现修道院长和其手下僧侣的形象，他
们穿戴着干净的衬衣、衬裤、兜帽、长袜、暖袍和羊皮手套。



僧侣每年都领取新衣服，而阿布拉黑却没有衣服可换，依旧
穿着污迹斑斑的长上衣和绑腿，甚至它们破旧不堪。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8课：《西欧庄园》，走近西欧中世
纪的庄园生活。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庄园的领主与佃户

1、展示：《庄园图解示意图》

2、教师讲述：“典型的庄园”包括着一个农村和周围的田地。
但是普通的庄园,并不如此整齐。较大的庄园往往包括着几个
农村,小的庄园有的只占着一个农村的一部分。庄园的土地是
封建领主所有,而直接生产者的农民通过各种地和形态,从封
建领主的手中取得占用一部分土地的权利,进行个体生产。

3、学生自主学习：在西欧庄园里主要生活着哪些人?在庄园
里土地是如何划分的?

提示：领主、佃户(包括自由的农民和缺少自由的农奴;庄园
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领主自己保留，直接经营，称
为“直领地”，剩下的耕地是佃户的“份地”)，庄园的周围
大多是林地、荒地等，被称为“共用地”，全体佃户都可以
放牧，按照规定共同使用。

4、材料展示：

材料一庄园的主要工作是农业，同时也有手工业，有木匠、
铁匠，庄园自己酿造啤酒，有自己的磨坊和面包师，总之，
庄园生产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产品。

材料二从日出劳动到日落，劳动的报酬十分微薄。他的家一



般是简陋的小屋用糊了泥巴的篱笆建造的。地面就是泥土，
从上面下来的雨和雪使泥地变得又湿又冷。农民在一只箱子
里塞进些稻草当他的床铺。他的伙食粗糙而单调——不是黑
面包就是褐色的面包。如果收成不好就挨饿。饿死的事情决
不是没有听说过。他当然是文盲，而且是迷信和恐惧的牺牲
品，也时常受到邪恶的领主管家的欺骗。他还要交很多的租
税并服役,可以说，他是一个被蔑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可
怜虫。

5、问题思考：材料二中农奴的生活说明了什么?结合上述材
料，分析西欧庄园的性质。

提示：农奴依附于封建主，缺乏人身自由;自由庄园是一个独
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6、材料展示：庄园里的佃户除了耕种自己的份地之外，还要
为庄园主耕种土地，每周都要有几天为庄园主干活，庄园主
直接控制的农奴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为庄园主干活。领主
还向佃户征收其他捐税。

7、问题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分析领主与佃户之间是一种什
么关系。

提示：领主与佃户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
系。佃户有义务为领主劳动，领主也不能随意没收佃户的土
地，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契约关系。

目标导学二：庄园法庭

1、材料展示:

材料一佃户因为没有认真耕种领主的田地，被罚款6便士;佃
户的家畜误入领主的园子，被罚款6便士;只要领主的磨坊能
够磨面粉，就不得到庄园以外磨面粉，违者罚款20先令。



材料二无权享用公共牧场但仍在牧场内放牧的人，侵犯了全
体村民的权益，判令他们从牧场牵走他们的牲畜，从此不得
占用牧场，违者还要被罚款;某人不按规定的.价格卖酒，也
要被罚款。

2、教师提问：

(1)材料反映了西欧庄园具有什么权?

提示：司法权。

(2)根据两则材料分析庄园法庭惩罚各种违法行为的手段是什
么。

提示：罚金。

(3)材料中反映了哪些行为会受到法庭的制裁?

提示：佃户在劳役中怠工、不能完成劳役、家畜误入领主的
园子、到庄园以外磨面粉、侵犯全体村民权益的行为等。

(4)西欧庄园法庭审判的依据是什么?

提示：习惯法或村法。

(5)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欧庄园法庭有什么作用?

提示：庄园法庭既维护了领主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领主的特权，也有利于维护佃户的权益，同时庄园也起着
维护庄园公共秩序的作用。

三、课堂总结

正因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奇特的政治现
象和自给自足的庄园奇景，构成了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独特性。



但历史辩证法总是彰显着永恒的道理，当一种新制度建立的
时候，却孕育了否定这个制度本身的新元素。

板书设计

1、兴起的时间、发展

2、性质：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

3、居民：佃户(自由农民和农奴)

4、领主与佃户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

5、庄园法庭：特点与作用

初三教学教案篇五

1、了解杠杆的概念，能辨认出生活中简单的杠杆，能找到它
们的支点;

2、理解杠杆的概念，能准确作出杠杆的力臂;

3、经历概念的建立过程，感受归纳的研究思想;

4、了解杠杆在生活中的应用，体会科学的价值，培养对科学
的兴趣。

杠杆的概念、力臂的概念

力臂的'概念和作图

木板、图钉、螺丝刀、扳手、羊角锤、撬棒等等

一、前提测评：



1、力是xxxxxx对xxxxx的作用，物体间力的作用是xxxxxxxx
的。

2、力一般用符号xx表示，在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
是xxxxxx。

二、新课教学：

(一)什么是杠杆?

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必须用到某些工具，例
如：

1、在开酒瓶时，要用酒瓶扳手

2、用撬棒将地上的石块撬起

3、用铡刀切纸

4、用筷子夹住菜

初三教学教案篇六

1.体会本文运用动作描写、细节描写等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2.学习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

1.读准加点字的读音：

袒露踉踉跄跄诡诈迸出血泊景阳冈

2.理解一些词句的意思：

例：筛酒——斟酒



(1)这酒好生有气力——

(2)偷出右手来——

3.小说节选部分的情节可以分为、、、下冈四部分。

2.概括武松的性格特征。

3.你认为除了武松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外，还有什么是他能打
死猛虎的原因?

1.你还知道武松的哪些传奇故事?

2.我们从武松的身上学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