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模板8篇)
高一教案的设计应当体现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选的一
些高三教案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备课和教学。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一

《天路》

语文

小学四年级学生

黄艳芬

第二课时

《天路》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第八册第十单元的一篇主体课
文，它是著名歌曲《天路》的歌词部分。文章共5个小节，第
一、二小节突出的是西藏人民对铁路的渴望，而剩下的小节
则是抒情部分，表现西藏人民对青藏铁路建成的喜悦之情，
从中凸显青藏铁路修建的意义。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背诵课文。

2、结合歌词后面的“青藏铁路简介”和搜集到的材料，感受
青藏铁路建设的苦难，理解“天路”的真正含义。

3、通过学习，体会青藏铁路修成后藏族同胞欢欣鼓舞的心情。

4、培养学生搜集资料和整理运用资料的能力。

本堂课根据新课程教学理念，通过听、读、悟、唱等手段，



给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情景，引导学生将自己动手搜集到的
资料和文后的青藏铁路简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悟出
《天路》表达青藏铁路修成后藏族同胞的欢欣鼓舞之情。

1.歌曲《天路》视频。

2.教学课件ppt。

3.设施完备的网络教室。

4、师生共同学习资料包。

5、《青藏高原》纯音乐。

一、以路导入，读题质疑。

1、出示课题，引导畅谈生活中熟悉的路。

2、引导学生就课题质疑。

1、交流自己所熟悉的路。

2、就课题质疑。

调动学会生活体验，激发学习的兴趣。

教学ppt

图片

二、读文释疑，整体感知。

1、范读课文。（配乐）

2、引导学生汇报搜集的资料。



1、听读课文。

2、明确天路指青藏铁路。

3、汇报自己搜集到的信息。

总体感知课文，拓宽知识面。

教学ppt

师生学习资料包

音乐

多媒体教学器材

三、品读课文，感悟“天路”。

1、引导学生自读全诗。

2、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各章节，感悟“天路”是一条怎样的路。

3、指导朗读。

4、引导学生感悟把青藏铁路称为“天路”的原因。

1、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全文。

2、汇报“天路”是一条怎样的路。

3、有感情朗读课文。

4、调动搜集到的材料，畅谈原因。

5.即堂搜集材料，了解建路之难，深入体悟原因。



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信息素养

教学ppt

网络教室资源

图片

四、同唱《天路》，感情升华。

播放《天路》视频

欣赏视频，同唱《天路》

悟与听、唱结合，感情升华

《天路》视频资料

五、记录感言，分享收获。

引导学生写下感言。

写感言，分享收获

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ppt

实物投影仪

开始

以“路”导入，读题质疑

读文释疑，整体感知



品读课文，感悟“天路”

同唱《天路》，感情升华

记录感言，分享收获

结束

七、

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是否具有良
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否独立搜集资料，并加以整理运用，
能否与同学合作学习。

八、

本教材所提供的课件对本堂课帮助很大，还有一些卡片，通
过本节课，我觉得学生学习积极性特高，但是对一些句子学
生有点茫然，学生对游戏特别感兴趣，所以平时应多采取这
种方式，并且我发现课堂最后应该以没有时间限制的活动结
束，这样不会影响课堂进度。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二

1、认字11个，写字8个，并理解“神鹰、祥云、巨龙、神
奇”等词语在文中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结合歌词后的文字理解“天路”的设计及建设之难，了
解“天路”的.含义。体会青藏铁路建成后藏族同胞欢欣鼓舞
的心情。

结合简介理解“天路”的设计及建设之难，了解“天路”的



含义。体会青藏铁路建成后藏族同胞欢欣鼓舞的心情。

课件

一、导入：

你们都知道什么样的路?

(师板书“天路”)

二、质疑：

看到这个课题，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天路指哪条路?”

“这是一条怎样的路?”

“为什么称这条路为‘天路’?”)

三、初读课文：

师：下面请同学们翻开书，看看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诗歌与
我们之前学过的诗歌有什么不同?(多了简介。)

师：对，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首诗歌，这也是我们这
篇课文要学习的内容。请大家自由地读一读整篇课文，要求
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四、解决生字词：

师：刚才你们读的时候，老师发现一些词语还读得不准确，
谁愿意当小老师，教大家读一读。

(课件出示词语)



五、精读课文：

1、生畅所欲言，并结合课后简介和学生找的关于青藏高原和
青藏铁路的资料，让学生理解青藏高原自然条件的艰苦，海
拔之高，给青藏铁路的修筑带来了许多困难。重点体会一
个“难”字。

2、过渡：但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的修路队伍敢于挑战
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把这几乎不可能的事变成了
现实，将铁路嗅到了青藏高原。所以在人们心目中，这是一
条怎样的路?(神奇的路。)

师板书，生看大屏幕，齐读这句话：“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

理解词语“神奇”(神圣奇特)

师：课文中那些句子能体现天路的神圣奇特?请同学们再读诗
歌，勾画出最能表现天路神奇的句子，并做好旁批。(为什么
这些句子能表现出天路的神奇)

3、根据学生的汇报，随机讲解诗歌的各个小节中的句子。

过渡：同学们读得真好，老师被你们的朗读深深地感染了。
青藏铁路终于在20xx年7月1日正式通车了，这神奇的铁路克
服了重重的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来到了藏族人民
面前。人们欣喜地称它为“天路”。藏族人民还称他为什
么?(团结路、发展路、幸福路。)

师：为什么藏族人民要这样称呼青藏铁路?

师这青藏铁路促进了藏族人民和外界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的
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让藏族人民从此过上了更加幸福美好
的生活，仿佛把藏族人民带进了——(人间天堂)



师：此时藏族人民是怎样的心情?(高兴、激动、欣喜、感
恩……)

师播放图片。“带着这种感受，我们一起来读读3、5小节，
用你们的朗读，让老师感受到藏族人民的欣喜和激动。”

六、总结：这神奇的天路，带领着藏族人民走进人间天堂，
从此过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人们怀着这样的心情将这
首诗歌谱写成了一首歌曲，想听吗?(想)

课件播放歌曲，学生跟唱

板书设计：

神奇——天路——天堂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三

1、知道在下雪天要注意的安全常识。

2、在成人的鼓励下，愿意尝试解决下雪天遇到的小困难。

1、恐龙玩具一个、动画故事《小恐龙的`一天》；

2、收集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那，你们喜欢冬
天吗？为什么？小恐龙也很喜欢冬天，尤其是喜欢下雪的天
气，但是，下雪却给它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让我们一
起去看一看吧！

二、讲述故事《小恐龙的一天》，使幼儿了解在雪天活动时，



可能出现的.不安全事项。

提问：

1、森林里下雪了，小恐龙感觉非常非常冷，怎样让它暖和起
来呢？

2、恐龙宝宝在玩打雪仗的游戏，发生了什么事情？

3、恐龙又到冰面上玩，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4、小恐龙做的对不对？那么你们在下雪天是怎样做的呢？引
导幼儿结合自己，谈谈自己在下雪天会遇到的困难，以及解
决的方法。

三、出示“人们在雪天活动”的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并
说出理由。

1、打雪仗时，往同伴的头上、脸上扔。

2、独自到冰面上玩，追逐打闹。

3、下雪后，在马路上奔跑。

4、玩雪后，直接将手放进热水里泡。

5、下暴雪后，在大树下、广告牌下面玩耍。

6、不戴帽子、手套，外出玩耍。

：下雪天，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但是也要注意安全。下雪
天出去玩，要注意穿上防寒保暖的衣服，戴上手套、帽子、
围巾，以免冻伤。小朋友不能独自到冰面上玩，以免发生危
险。打雪仗时，不要往别人的脸上、头上扔，以免打伤。玩
玩雪后，一定要搓搓手，不能将手直接放进热水里。



四、教师示范讲解冻伤、摔伤后怎么办。

1、冬天，手冻伤了怎么办？

（1）回到温暖的环境中去，使冻僵部位的温度慢慢回升。

（2）如果在野外，应当设法用大衣等将手脚包裹起来。

（3）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手搓，通过摩擦增加温度，促进血液
循环，恢复正常。

2、雪天滑倒，怎么办？

不小心滑倒，我们不要用手腕着地，用手掌着地，那样容易
会把手腕扭伤。如果摔得严重时，要赶紧拨打急救电话，住
院治疗。

3、师生制作“防滑”标志，在幼儿园的楼梯口、容易滑倒、
摔伤的地方张贴。

五、学习儿歌：《雪天安全歌》

下雪天，要慢走，躲让汽车保平安。

湖面结冰要离远，路上打闹有危险。

人生命，大于天，时时刻刻重安全，这样人人才平安！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四

1、掌握安全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的正确方面，并能在日常活动
中遵守安全玩法。

2、能对玩户外器械过程中德各种行为作出是否安全的判断。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5、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挂图和幼儿用书。

1、组织幼儿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等器械。

2、请幼儿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等器械。

引导幼儿阅读教学挂图滑滑梯部分。

教师：(1)你刚才是怎么玩滑滑梯的?

(2)图画中德小朋友是怎么玩滑滑梯的?

(3)头朝下玩滑梯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4)从滑梯下面往上爬，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5)你喜欢哪一个小朋友?为什么?

3.引导幼儿阅读教学挂图攀爬架部分。

教师：

(1)我们小朋友是怎么玩攀爬架的?

(2)这幅图画中的小朋友是怎么玩攀爬架的?

(3)挤在一起玩攀爬架会发生什么事情?



(4)你喜欢哪一个小朋友?为什么?

4.教师帮助幼儿总结玩户外器械的注意事项，并引导幼儿在
儿歌的帮助下掌握安全注意点。

(1)教师：我们在玩滑滑梯的时候要一个接一个地排队，大家
轮流玩。注意不能头朝下玩滑梯，也不能从滑梯下面往上爬。
玩攀爬架的时候要等前面的小朋友爬上去了自己再爬，不要
挤在一起。

(2)教师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3)教师带领幼儿再次玩滑滑梯和攀爬架等器械，一边玩一边
念儿歌。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五

1、让幼儿知道地面湿滑时，不能跑。

2、让幼儿了解摔倒的危害。

3、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

让幼儿知道地面湿滑不能跑。

一、开始部分

故事引入(关于路面湿滑，幼儿摔打)

二、中间部分

讨论摔倒的坏处

三、结束部分



教师总结摔倒的危害，提醒幼儿地面湿滑不跑。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六

1、体会环境与人的密切关系，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2、知道天气寒冷时，要多穿些衣服、多运动及吃热的东西。

幼儿已初步感知冬天的特征。物质准备：洋娃娃人手一个，
各种适合洋娃娃穿戴的夏季、冬季衣物若干。

1、组织幼儿谈话：

（1）教师：现在是什么季节？冬天，天气变冷了，我们该怎
么办呢？

（2）启发幼儿说出：天气变冷了，要多穿衣服，穿厚衣服，
带上手套、帽子，围上围巾；要多活动，积极锻炼身体。

2、让幼儿喝热开水。

（1）教师：喝完热开水身体感觉怎么样？让幼儿体会：天冷
了，喝了热开水好温暖、好舒服。

（2）教师：冬天里，你们还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告诉幼儿，
天气冷了，要吃热的东西，不吃冰冷食物。

3、给洋娃娃穿戴衣物。

（2）组织幼儿讨论各种御寒的办法，如：穿上厚厚的衣服、
带上帽子、围上围巾、做一些运动、吃热东西等。

（3）请每个幼儿给洋娃娃穿戴合适的衣物，并带领洋娃娃去
户外做运动。（教师观察指导，帮助动手能力较差的幼儿）



4、活动延伸幼儿带领洋娃娃在娃娃家“过冬”。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七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xxx

一、谈话引入。“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
们小朋友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引
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二、教师小结

1．首先在雪天，要认真走好每一步，最好选择雪较厚的地方
行走，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
上，严禁打滑。

2、其次是上放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
道。不要在马路上行走或滑冰。

3、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最好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者抓地较好的.运动
鞋，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可以玩打雪仗，但一定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也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
衡，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效果反思：寒冷的冬天来了，突如其来的大雪，给我们带来
惊喜和欢乐的同时，同时也留下了安全隐患。为了让孩子们
度过安全快乐的雪天，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进行一次
雪天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活动孩子们了解了有关雪
天安全知识，增强了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天路教案中职语文免费篇八

1、知道冬天雨雪表面时要注意的安全常识。

2、在成人的鼓励下，愿意尝试解决雨雪天遇到的小困难。

1、雨鞋、球鞋、布鞋、雨伞、雨衣、帽子等物品。

2、收集雨天人们出行的录像带。

3、幼儿用书。

1、综合幼儿用书了解雨雪天在路上行走可能会出现的不安全
事项。

（1）幼儿看图一。教师：这是什么天气？路上有什么？小鸭
子在马路上出什么问题了？

2、结合自己，谈谈在下雨和下雪天会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
的方法。



（1）教师：你在下雨天遇到过哪些不方便？你是用什么办法
解决的呢？

（2）教师：你在下雪天遇到过哪些不方便？你是用什么方法
确保安全的？

3、通过观看录像知道雨天人们会遇到哪些不安全因素。

（1）教师：我们看看雨天路上的行人怎么样？会出现不安全
的情况吗？

（2）教师：雨天骑车带着孩子的行人又会怎样呢？会出现不
安全情况吗？

（3）教师：雨天路上的汽车又是怎样行驶的？会出现不安全
情况吗？

4、师生共同总结雨雪天要注意安全的地方。

下雨、下雪天，路滑，走路要慢。坐在妈妈自行车后面不能
动来动去，否则会不安全，下雨、下雪天打伞过马路要左右
看看，不能抢着过马路，等等。

5、游戏：“应该用什么”。

教师：这里有雨鞋、球鞋、布鞋、雨伞、雨衣……下雨、下
雪天你们会选择哪些物品来用呢？请幼儿上前选出后，试试
看怎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