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模板10篇)
以创新为先，引领行业潮流。简单易懂：标语要让人们一眼
就能理解，不需要过多思考解释。下面是一些备受关注的企
业标语，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成功之道。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一

a.欣赏程铎的《话说黄河》片段

b.引用毛泽东的话慨叹黄河

c.集体朗诵诗歌《黄河颂》

2.课堂小结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悠悠历史中，她孕育了灿烂的华夏
文明；黄河，中华民族的象征，她将和中华民族一样在新的
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3.布置作业(从下面两题中选做其一)

(1)以“我心中的黄河”为中心写一篇文章，抒发你对黄河的
感情，写出你对黄河的希望与祝愿。题目可自拟。(供参考题
目：《母亲，你将不再憔悴》《母亲河的迷人风采》)

(2)针对黄河生态环境遭破坏这一现象，设计一则公益广告，
呼吁保护母亲河。要求有创意。

[母亲河(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学生通过教师引导，小组自主合作，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
课文，自读自悟并掌握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2、学生能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故事内容并用自己的话讲
解。背诵课文，做到正确、节奏停顿得当、抑扬顿挫，从反
复诵读中初步感悟文言文中特殊的语言现象。

3、学生能从课文中体会到做事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
的道理。

4、学生能从课内延伸到课外，进一步了解体会我国辉煌灿烂
的古代文化，积累成语和文言文成语故事，提高语文综合素
养。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课文，书读课文，学会背诵

难点：文言文阅读方法的掌握

课前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课前活动：听音乐，出示课件--大海的画面。

师问：看图，你想到了那句名言？

生1：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生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生3：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大海，必待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
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

师谈：一个人要有所舍，才会有所得。社区懒惰，得到勤奋；
舍去玩耍，得到知识；舍去三心二意，得到成功。这节课，
希望同学们能成为大海，容纳更多的知识，更多的道理。

二、联系生活，激趣导入：

师：大家平时有何爱好？（生说）

师：看来，大家的爱好可真不少。（课件出示）看这个人的
爱好是什么？

生：我看出来了，他们在下棋。

师：这幅图的背后有一个小故事，两千多年前的大思想家、
大教育家孟子写下了这篇文章。（板书：学奕）

三、启发质疑，初步理解

师：“奕”是什么意思？（生答）

师：“学奕”是什么意思？看到题目，你还想了解什么？

生1：两个学生是怎样学习下围棋的？

生2：我想知道，他们两个学习之后的结果如何？（板书问题）

师小结这一环节学生提出的问题，引入下面环节。

四、教授课文内容：

一）、有信心，就会出色的完成各项任务。（出示课件）

二）、结合注释读明白。（出示课件）



1、自己学习，扫清生字词，划出不会读，弄不懂得语句；

2、小组合作，互读找不足；

3、派出一名代表，用自己的话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三）、理解大意读通顺。

1、找学生读；

2、小组比赛读；

3、学生齐读；

4、老师范读；

5、师生互读。

五、抓关键语句，分析

师：你感到文章中的两个学生是怎样学习的？划出，默读一遍
（出示课件）

师：两个学生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学生答）

再次指读此句，读出文言文的韵味。

五、背诵，抽查。

六、联系实际，理解感悟。

师：课前大家谈了自己的爱好，现在看来，光有兴趣行不行？
谁来背诵课文？（学生举手，叫起两位学生）

师：如果他们二人现在开始比赛，你能料到结果吗？



师：为是其智弗若与？

生：非也。

师：“专心致志”这个成语就出自这个故事。

总结：我们看，不管下棋还是干其他事。智力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态度，这真是态度决定一切。

七、总结文言文的阅读方法（课件）

1、有信心（成功了一半）；

2、结合注释读明白；

3、理解大意读通顺（读出节奏、读出韵味）

4、抓关键语句，分析；

5、背诵，积累。

八、阅读强化训练

1、课件出示孟子格言：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义者也。

利用文言文的阅读方法试着学习，达到理解背诵。

2、运用文言文的阅读方法试着学习《两小儿辩日》。

[《学奕》教学设计(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学弈》教学设计(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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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三

在活动课之前，老师给大家布置一项作业，收集一些有关黄
河的资料，现在我们检阅一下劳动成果，进入我们的竞赛环
节。

2.组织竞赛

黄河知识知多少(竞赛的要求与规则：学生分组，每组派出一
名代表，轮流进行，每说出一条相关内容得一分，如内容不
符合要求或与他人答案重复则无分，最后把分值累积起来)。

3.小结过渡

通过这次小小的竞赛，我们大家知道了更多的有关黄河文化
的知识，黄河，伟大的母亲河，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然
而，令人震惊和痛心的是，黄河正面临着断流的威胁，中华
民族不能没有伟大的母亲河，所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163位院士联名呼吁--行动起来，拯救黄河!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四

一、学习目标：

1、抓关键语句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揣摩运用各种描写方法
去描摹人或物。

2、感受少年仰慕英雄、渴望成为英雄的心态。

二、教学重点

抓关键语句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

三、教学难点

感知作者内心对英雄的崇拜。

四、教学过程

（一） 课前预习1、词语积累 2、你知道关羽这个人吗？查
阅有关的资料，了解关羽的英雄故事。

（二） 课堂教学

1、导入

1）什么是花脸？

原指京剧表演的一个行当，称“净”。花脸是俗称。面部化
妆运用脸谱，唱用宽音或假音，动作幅度大，以突出性格、
气度和声势。

2）文中的花脸指的是什么？



依据戏曲中“花脸”的模样用纸浆轧制成的面具。

2、课文理解：

1）初读课文，掌握文中“花脸”的特点。

（1）圈划并朗读文中描写花脸的语句。

这花脸好大，好特别！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的吊
起，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长巾贴脸垂下，脸下边是用马
尾做的很长的胡须。

（2）讨论：你能概括文中花脸的特点吗？

色彩鲜艳（如：赤红、墨、绿）

凛然不可侵犯（从面、眉、眼角、包头、长巾、胡须等角度
的描写）

（3）识脸谱，掌握关羽脸谱的特点（ppt）

陈寿《三国志》：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

2）研读课文，把握文章主旨。

（1）文中有多处表达了我对关羽花脸的喜欢，你能找到这些
句子吗？

“我”喜欢花脸的有关句子

我高兴得只是笑，话都说不出。

做三轮车回家时，我就戴着花脸，倚着舅舅的大棉袍执刀而
立



我推开大人们，跑到穿衣镜前，横刀立马地一照，……我是
大关公哪！

整个大年夜我一直戴着这花脸，谁说都不肯摘，睡觉时也戴
着它……，转天醒来头件事便马上戴上……，转天醒来头件
事便马上带上，恢复我“关老爷”的本来面貌。

我手握大刀，摇晃着肩膀，威风地走进客厅，憋足嗓门叫到：
“俺--姓关，名羽，字云长。”

变化的原因：

与我一般大的男孩们投来艳羡的目光--快活之极

心理活动：威风，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舅舅给我讲了许多关公的故事……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骄
傲之极

心理活动：想成为关羽式的英雄。

3）能力拓展

文中表达了全家人对花脸的喜欢，请说说全家人喜欢的理由：

学生交流。

（三）课后练习：

1）请运用恰当的描写自己喜欢的一种玩具。

2）继续搜集能够体现关羽“忠、义”的资料，谈谈你对关羽
的认识。

[花脸(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五

学习目标：

1、学会8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少年爱慕英雄的
热情。

3、理解课文内容，抓住关键语句的理解，人物的内心活动，
体会“我”对花脸层层递进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抓住关键语句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体
会“我”对花脸层层递进的情感。

课      时： 2课时

第一课 时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欣赏歌曲《说唱脸谱》。

……

蓝脸的窦尔墩盗御马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

黑脸的张飞叫喳喳……



（1）听了这韵味十足的歌曲，结合你课前的预习，谈谈你对
花脸的了解。

（2）教师概括：花脸--原指京剧表演的一个行当，称净角。
花脸是俗称。净角以面部化装运用图案化的脸谱为标志，音
色洪亮宽阔，演唱风格粗壮浑厚，动作大开大阖，顿挫鲜明。
课文中是指类似净角脸谱的面具。

2、揭示课题：花脸

我们一起来学习班当代作家冯骥才的散文《花脸》，看看他
是怎么将自己对心爱之物--“花脸”的浓浓情感，传递给们
们，并让我们产生共鸣的。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要求：（1）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带拼音的字多读两
遍。

（2）联系上下文、理解“积攒”“俨然”“咄咄逼人”“横
刀立马”“张牙舞爪”等词语意思。

（3）全文每一部分的花脸是否指同一事物、人物？

三、检查初读情况

1、字：

“掺、臭、斩”是翘舌音

2、理解词语

3、指名分段读课文，正音。

4、课文围绕花脸，写了“爱花脸--买花脸--演花脸”三件事。



5、理清文章脉络

爱花脸（1-2自然段），买花脸（3-6）演花脸（7-10）

四、作业

1、抄写课后生字

2、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研读课文，把握主旨

1、勾画并朗读文中描写花脸的语句。

“这花脸好大，好特别！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地吊
起，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长巾贴脸垂下，脸下边是用马
尾做的很长的胡须。”

（1）讨论交流文中关羽花脸的特点。（色彩鲜艳、凛然不可
侵犯）

（2）课件展示关羽的脸谱。

（3）指导朗读，读出作者的惊喜和敬畏。

2、朗读描写青龙偃月刀的句子，讨论：为什么要那么细致地
写一把刀？

“大红漆杆，金黄刀面，刀面上嵌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小镜片，
中间画一条碧绿的小龙，还拴一朵红缨子”。

3、文中有多处表示“我”对关羽花脸的喜爱，你能找到这些
句子吗？



“我高兴得只是笑，话都说不出。”

“坐三轮车回家时，我就戴着花脸，倚着舅舅的大棉袍执刀
而立。”

“我推开大人们，跑到穿衣镜前，横刀立马地一照……我是
大关公哪！”

“整个大年三十我一直戴着这花脸，谁说都不肯摘，睡觉时
也戴着它……第二天醒来头件事便是马上戴上它，恢复我
这‘关老爷’的面貌。”

“我手握大刀，摇晃着肩膀，威风地走进客厅，足嗓门儿叫
道：‘我--姓关，名羽，字去长。’”

品读这些句子，体会作者喜欢关羽的原因。重点结合下内容
来体会：

（1）舅舅讲故事。

（2）其他人见“我”戴面具的反映。

（3）对关羽原不同称呼。

（4）不同年龄的人对关羽同样的喜爱和敬重。

4、课文几乎每一段都表现了“喜欢”。每一段表现的“喜
欢”有何不同？为什么？

提示：找出一些关键的句子。

第一节：对一般花脸的喜欢。“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
威壮不凡的气概，神气得很。”

喜欢是因为可以炫耀    （抓住“俨然”一词）



第二节：对特别花脸的喜欢。“直缩脖子……管叫别人也吓
得缩脖子”（此时并不知花脸是关公的。）

（体会“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扬下巴”）--喜欢因为敬
畏惧怕，也想要别人惧怕

第三节：对关公花脸的喜欢。与我一般大的男孩们投来艳羡
的目光--快活之极（威风，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舅舅又告
诉我关羽的英雄事迹，“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崇敬自豪，
想成为关羽式的英雄。（此处可表演一下“自报家门”）

知之愈深，爱之愈深。

5、小结。

花脸不是一个简单的脸谱，它与代表人物的形象、气质、故
事、精神浑然融为一体，是几千年来民族历史的缩影，花脸
的背后蕴藏着深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扎根在每一个中国
人的心中。

二、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主题之外的个性化阅读，例如“童真童趣”“对过年的渴
望”“传统民俗”等

（可出示冯骥才资料--致力于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抢救）

本文作者借一个男孩的视角描写“花脸”，也是试图用文字
保留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喜爱与留恋。

2、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哪些值得保留、继承和发扬？

大红灯笼、唐装、踩高跷、剪纸、中国结、舞龙灯等

3、作业：



（2）上网查询或采访长辈：在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里，除文
中出现的形式外，还有哪些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活动、事物
等？（制作小报，配上插画）

板书设计:

买花脸    喜爱      自豪

花脸

演关公    崇敬      炫耀

[《花脸》教学设计 (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六

丑石(贾平凹)

教学要点：

1、加深对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认识，理解散文“形散而神不
散”的特点。

2、理清文章思路，初步掌握阅读、鉴赏散文的基本思路和方
法；学习抑扬先抑的手法。

3、领会文章的意蕴，获得思想上的启发，形成自己的见解。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导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我们能给其一个明确的界
定吗？是的，不能。因为判定的角度不同，因素不同，那么
对美丑事物的感情也就不同。

今天，让我们借助贾平凹的一篇散文，来曾强我们对美丑的



进一步认识。

二、作者介绍：原名贾平娃，1952年出生，陕西丹凤
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
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
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
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奖；《废都》获19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
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
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

三、朗读课文，同学听，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听到的感受。

四、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解决生字词问题。（见附录）

第二课时

一、导入：昨天我们初步熟悉了这篇课文，今天我们来具体
分析一下其中的内容。

二、分析：

1、迅速浏览一下课文。思考文章先写了丑石什么，又写了丑
石什么？(各用一个字来概括)

理解：先写了丑，又写了美。

理解：从三个方面回答a、黑黝黝地卧在那里（从颜色上说很
暗，不着人喜欢）；b、牛似的模样（从形状上说其蠢笨）；c、谁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去理会它……多碍
地面（说其没来历，没人关心，还碍地面）。起到了总起的
作用。



3、外在条件不好，就要从内在去弥补，那么丑石弥补了吗？
从哪些方面看出来的？

理解：突出了丑石的无用：垒不成山墙；压不成台阶；凿磨
太细。

理解：眼光是无形的东西，拉直将无形化为有形，生动、形
象，作用是写出了科学家那种意外的惊喜和全神贯注的神情
被刻画的活灵活现。体现了丑石的不同凡响和科学家的慧眼
识珠。

6、“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的将它运走了”中的“小心翼
翼”说明了什么？

理解：丑石的价值体现。说明人们对这块丑石是非常爱护、
珍惜的，与我们对丑石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7、“这使我们很惊奇”中的“者”指代的是什么内容？

理解：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落下来已经有二三百年了，
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结合上下文看）

8、作者对丑石的感情也有一个大的变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写法？

--这叫做“先抑后扬”。（作者本意是要赞扬“丑石”，但
他并不急着赞扬，而是首先极写丑石的“丑”，写它无一用
处，人们是如何的讨厌它，然后笔锋一转，说它原是一块非
同凡响的陨石，进而盛赞它的美妙和伟大之处。那么这样写
有什么好处呢，提问了几个学生的看法，经过归纳总结得出
结论：既吸引人，又能取得强烈的效果。）

9、分析了文章的思路与写法特点后，请学生思考并讨论：



讨论：这篇文章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对你有什么启发?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总结归纳：

这是一篇托物寄意、抒写作者对生活哲理体验的散文。作者
通过对一块“丑石”的描述，从人们对“丑石”认识的变化，
生发出许多感慨，并由此推想到社会上的此类现象，揭示出
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认识事物不可限于表面，而应该透过现
象看本质。

2、片段练习：用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写一个片段。

板书：

丑石

贾平凹

先写了丑无一用处--讨厌它

｝欲扬先抑

又写了美非同凡响的陨石--盛赞

[《丑石》教案(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理念：

尊重和珍惜学生阅读中的自我体验，引导学生自己读进去，
产生真实的体验，进而在师生交谈中完善体验并受到潜移默
化、熏陶感染。突出学生阅读行为的自主性，重在学生通过



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在强调自主体
验的同时还要与同学交流合作，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又
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完善自己。

教材分析：

这篇文章借用丑女东施模仿美女西施皱眉而变得更丑这件事，
说明了人对自己要正确认识，不要做不切合实际的模仿，否
则只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文章短小精炼，语言生动活泼，
寓意深远绵长。

教学策略：

用富有动感和表现力的肢体语言加深学生对文中重点实词的
理解。采用自读感悟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领会作者
的写作意图，并能结合生活实际正确感悟运用这一成语。

教学目标：

熟读课文，体会古文的韵律美。

通过重点词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初步渗透古文学习的一些
基本常识。

以学生感兴趣的参与活动，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体会文章的主题，联系自身实际谈感悟与收获。

教学重点：

熟读成诵的基础上感悟生成，初步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

教学过程：

导入：



采取游戏的形式引出课题，并随机拓展与文章有关的背景资
料。

过程：

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学生自读，相互校音，做到通顺流利。

教师范读，指导停顿，注意节奏感，体会古文的韵律美。

学生再读体会，初步感受文章内容。

析：（结合重点词语，深入理解文章内容，渗透学习方法）

学生借助注释，自主领会每句的意思。

抓住重点词，借助肢体语言，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颦”：皱眉

“亦”：也

“挈”：带着，领着。

“妻子”：妻子和儿女

“坚”：紧紧地。

（惊恐，侧面烘托东施的丑陋）

“走”：跑。

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课文。



编：（将文章以创编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既加深了对文章
的理解，又开拓了学生的思维空间，使课堂生动）

教师引领学生如何使这个故事更生动，更有趣味性。（时间，
地点，起因，经过，结果等）

学生可以小组交流讨论，合作完成，并推选小组成员在全班
展示。

复述之后，师生共同评价，注意几个重点词
语“颦”“捧”“坚”“挈”“走”是否强调到位。

悟：（教者以东施的身份进入课堂，激发兴趣，共同品味）

板书总结全文，指出文章的写作手法。（侧面描写）举例：
《陌上桑》中夸奖秦罗敷的美丽－－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
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以东施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苦恼，学生帮助解决：

如：西施皱眉很美，我只是模仿她，可是为什么却招来很多
人的恐惧与笑话？

那么我今后该怎样做呢？

谁能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结尾：

教师用富有感染与启迪性的语言总结全文，并留下深深的思
索。

“西施之美固然令我们眼前一亮，但东施之丑也令我们回味
无穷，问世间：美与丑难道真的那么容易区分吗？”



[《东施效颦》教学设计(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花脸》教学设计(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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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八

教学目标：

1.利用正比例解决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感受正比例关系在
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2.能根据正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
例。

3.结合丰富的事例，认识正比例。

教学重点：

1、结合丰富的事例，认识正比例。



2、能根据正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
例。

教学难点：

能根据正比例的意义，判断两个相关联的量是不是成正比例。

教学用具：课件

教学过程：

一、 课前预习

预习书19---21页内容

1、填好书中所有的表格

2、理解粉色框中话的意义，体会正比例的两个量有怎样的关
系？

3、把不理解的内容用笔作重点记号，待课上质疑解答

二、展示与交流

活动一：在情境中感受两种相关联的量之间的变化规律。

（一）情境一：

1、 观察图，分别把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面积与边长的变
化情况填入表格中。请根据你的观察，把数据填在表中。

说说从数据中发现了什么？

3、小结：正方形的周长和面积都随边长的增加而增加，在变
化过程中，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的比值一定都是4。正方形的



面积一边长的比是边长，是一个不确定的值。

说说你发现的规律。

（二）情境二：

1、一种汽车行驶的速度为90千米/小时。汽车行驶的时间和
路程如下：

2、请把下表填写完整。

3、从表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说说你发现的规律：路程与时间的比值（速度）相同。

（三）情境三：

1、一些人买一种苹果，购买苹果的质量和应付的钱数如下。

2、把表填写完整。

3、从表中发现了什么规律？

应付的钱数与质量的比值（也就是单价）相同。

4、说说以上两个例子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小结：路程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路程与时间
的比值相同；应付的钱数随购买苹果的质量的变化而变化，
在变化过程中应付的钱数与质量的比值相同。

5、正比例关系：

（1）时间增加，所走的路程也相应增加，而且路程与时间的
比值（速度）相同。那么我们说路程和时间成正比例。



（2）购买苹果应付的钱数与质量有什么关系？

6、观察思考成正比例的量有什么特征？

一个量随另一个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这两个量的
比值相同。

（四）想一想：

1、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成正比例吗？面积与边长呢？为什么？

师小结：

（1）正方形的周长随边长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周长与边长的
比值都是4，所以正方形的周长与边长成正比例。

请你也试着说一说。

（2）正方形的面积虽然也随边长的变化而变化，但面积与边
长的比值是一个变化的值，所以正方形的面积和边长不成正
比例。

请生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

2、小明和爸爸的年龄变化情况如下：

小明的年龄/岁67891011

爸爸的年龄/岁3233

（1）把表填写完整。

（2）父子的年龄成正比例吗？为什么？

（3）爸爸的年龄=小明的年龄+26。虽然小明岁数增加，爸爸



岁数也增加，但是小明岁数与爸爸岁数的比值随着时间发生
变化，不是一个确定的值，所以父子的年龄不成正比例。

与同桌交流，再集体汇报

在老师的小结中感受并总结正比例关系的特征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九

教学目标：

1、通过反复诵读，使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体会古汉语的
特点，初步了解古代文化。

2、掌握重要词语，常用词语的含义，正确理解文章内容。

3、激发学生树立自信心，努力使自己成长为有美好心灵和高
尚情操的学生。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揣摩情节的合理和巧妙。

2、掌握文中重点实词的意义。

3、理解寓言的寓意。

4、熟读成诵。

教学难点：理解寓言的寓意。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到寓言大多篇幅简短，借
此喻彼，借小喻大，使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
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和讽刺性。今天，我们再学一篇讽刺性很
强的寓言--楚王好细腰。

二、介绍小资料：将搜集的背景资料介绍给大家，丰富相关
知识。

三、自选方式读课文。

四、全班交流预习生字情况：学生把遇到的难词写到黑板上。

（教师指导学生读准音，理解意思。）

好胁期年黎黑

五、小组互读，指名朗读，教师随时纠正字音、停顿。

六、看译文与原文对照。了解重点词语的含义

好：喜欢昔者：从前皆：都胁息：屏住呼吸期年：第二年

七、根据你的理解用讲故事的方式或表演的方式复述课文。

八、小组内交流预习情况，讨论遇到的难题，并把解决不了
的和有价值的问题提出来，全班交流。

1．大臣们纷纷减肥的原因是什么？

2．此次减肥的效果如何？

3．请你给文章续写一个结尾。

九、从这个故事中你受到什么启示？（理解寓意）



十、小结，布置作业。

板书：

楚王好细腰

《墨子》

好士细腰--以一饭为节--朝有黎黑之色

（起因）（过程）（效果

[楚王好细腰(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教学设计)]

正比例北师大版教学设计篇十

正比例的教学，是在孩子们掌握了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
基础上进行教学的，着重使孩子们理解正比例的意义。正、
反比例知识，内容抽象，孩子们难以接受。学好正比例是学
习反比例的基础。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1、联系生活，从生活中引入：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关注孩子们已有的生活经
验和兴趣，首先让学生从已有知识中寻找相关联的两个量，
然后通过呈现现实生活中的三个素材路程、速度，总价、数
量，工作总量、工作时间这两个相关联的量引入新课，使抽
象的数学知识具有丰富的现实背景，为孩子们的数学学习提
供了生动活泼、主动的材料与环境。

2、在观察中思考

本课教学中，我注意把思考贯穿教学的全过程，让孩子们通
过观察两个相关联的量，思考他们之间的特征，初步渗透正



比例的概念。这样的教学，让所有孩子们在观察中思考、在
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获得新知，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3、在合作中感悟

新的数学课程标准提倡：引导孩子们以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
的方式理解数学，解决问题。在本课的设计中，我本着“以
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在引导孩子们初步认识了两个相关联
的量后，敢于放手让孩子们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自学，在小
组里进行合作探究，做到：孩子们自己能学的自己学，自己
能做的自己做，培养合作互动的精神，从而归纳出正比例的
意义。

4、在练习中巩固提升

为了及时巩固新知识，完成了练一练习题后，又设计了两道
加深题，让学生自己研究圆的半径和圆有什么关系，正方形
的边长和它的面积有什么关系，让孩子们在巩固本节课知识
的同时，学会通过研究会判断，同时孩子们的思维也得到了
提高；最后引导孩子们自己对知识进行梳理，培养孩子们的
归纳能力，使孩子们进一步掌握了正比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