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狼和石头人教案 教案参考小学四
年级美术人教版教案集锦(优秀17篇)

四年级教案是教师教学的重要参考依据，能够提供有效的教
学策略和方法。接下来是一些实用的高二教案模板，供教师
们进行参考和应用。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一

（一）课时：1课时

（二）课堂类型：造型表现

（三）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思考谁是最受尊敬的人，并通过平时的观察抓住
人物的特征。

2、引导学生用绘画，拼贴等方法来表现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人。

3、培养学生对祖国建设者的尊敬之情。

（四）教学重难点：

1、如何通过观察，了解最受尊敬的人的外貌特征。

2、在肖像有绘画过程中，如何表现出人物的基本特征。

（五）教具学具：绘画工具

（六）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检查学生用具准备情况



1、引导阶段：

（1）谈话引入：教师问：“同学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
们说说谁是最受尊敬的人？”

同学回答：“老师、医生、工人、科学家…”

教师问：“同学们说了这么多，可见在大家心目中有许多值
得我们尊敬的人，那么老师接着问问大家：在你们最受尊敬
的人中，他们的外貌特征是什么样的？现在请分小组来讨论
一下，一会老师请同学来回答。”

学生分成小组来讨论。

教师请学生回答，学生答：“我最尊敬的人是医生，他穿着
白大褂，戴眼镜…”

（2）打开幻灯片，教师为学生配乐播放几幅不同风格的肖像
画作品。

教师说：“好的，同学们描述的都很好，可见我们平时观察
都非常仔细。现在老师这里有几幅肖像作品，请大家来欣赏
一下，看看这些肖像画画得都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受到尊敬，
他们的特征是怎么样的？”

同学回答：“……”

教师总结：“好的，同学们回答得很好，所以我们绘画的时
候要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比如他的职业特点、他的穿着长
相、高矮胖瘦啊等等。”

2、发展阶段

老师说：“同学们，现在拿出你们的画笔和纸，让我们一起
来画一画在我们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人吧！”



教师指导学生作画：放幻灯片，教绘画步骤。

三、学生作画

四、作业完成后，分小组交流，选出每个小组最好的一幅画，
让学生拿到讲台前展示，并说一说自己画了什么人物，有什
么特征。

五、展示完毕督促学生收好绘画用品，把书桌收拾好。

六、课后拓展：

1、想象一下，还可以怎样来画肖像画。

2、还有谁受尊敬，可以来画一下。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二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被远远地抛在后边，迎面送
来的雪山寒气，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

——再往里走，天山显得越来越美。

——走进天山深处，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
美。

这些句子表示空间的转换,顺序从山的外围写到山的深处

2、全文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部分(1)全文总述，写了七月间游人最理想的去处是骑马
上天山。

第二部分(2)写作者骑马进入天山所看见的景色。



第三部分(3)描写天山密林幽静的美景。

第四部分(4-6)描写森林深处的花和牧场。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初步认识并辨认长方形、正方形、
三角形和圆，体会面在体上。

能力目标

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形成空间观念和创新意识。

情感目标

通过图形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感受到数学知识与生活息息
相关，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教学重点：

会辨认这四种图形。

教学难点：

体会面在体上。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立体图形实物若干、平面图形若干、白纸、彩
笔等。

教法学法：



本次教学活动以问题情境建立模型解释与应用的模式呈现教
学内容，注重让学生体验从立体到平面的探究、建模过程，
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强调对学生空间观念的培养，融观察、
操作、交流、合作等学习方法为一体，注重让学生在操作体
验中学习。

教学流程：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四

1、畅想未来的人事、物，让学生对未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2、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3、从小立志，树立远大理想。

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实际，对未来展开合理的想象。

课前准备：彩色绘图颜料、体现科技进步的图片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谈话：同学们，未来的你会是怎样的?未来的世界又将如何?
让我们一起来畅想。

1、展示体现科技进步的图片

2、同学欣赏后谈谈感受

3、分组畅谈心中的未来



4、指名谈谈构思及原因

1、定草稿

2、修改

3、定稿

4、上色。

1、展示作业

2、欣赏评价

3、教师总结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五

1、对口令。

二七（）六九（）

（）八五十六六八（）

（）八三十二九九（）

（）九四十五（）七二十??

2、口算。

１２÷６＝（）３６÷６＝（）

３０÷５＝（）２４÷６＝（）

１８÷６＝（）８÷２＝（）



３÷１＝（）１２÷４＝（）

师：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求商的？

生：想乘法口诀。算除法想乘法，口诀缺几商是几。

除数是几就想几的乘法口诀；除数和几相乘得被除数，商就
是几。

师：看来同学们基本掌握了用“算除法想乘法，口诀缺几商
是几”这些方法来求商。这节课我们就用这种方法，一起学
习用7、8、9的乘法口诀求商，你们有信心学会吗？（板书课
题）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在学习中体验设计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设计
的方法和 设计的知识，并理解物以致用的设计理念。

2、 技能目标：在通过设计操作和材料的使用，提高学生的
动手操作能力

3、 情感目标：了解设计的服务对象，培养创新的意识

课时课题：杯子的设计

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了解杯子各部分的结构、功能、材料等方面的
知识。

2、技能目标：运用了解的知识，设计出方便实用又美观的杯



子。

3、情感目标：了解设计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设计意识，培
养创新精神。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观察、分析杯子各部分的功能，养学生的设计意识。

难点：运用设计意识设计出实用又美观的杯子。

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情景设置法，谈话法、讲授法、观察法、随堂欣
赏法、比较欣赏法等

手段：视听教学手段、人工智能教学手段

使用教材的构想

《课标》中指出“设计应用”领域是指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
和手段，围绕一定的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与制作，传递、交
流信息，美化生活及环境，培养设计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习
领域。正因为设计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所以，设计应用课对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
作用 .

《杯子的设计》课堂设计以学生探究为切入点，通过师生的
互动交流，感受不同的杯子设计的微妙之处，从而体验设计
者表达的设计思想，使学生了解杯子各部分的结构、功能、
材料等方面的知识，运用所学知识，设计出方便实用美观的
杯子。了解设计与应用之间的关系，明确“物以致用”的设
计思想，启发学生通过各种设计的手段，从实际出发进行杯
子的设计，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



逐步培养学生分析、观察能力和创新意识。

教学流程：

(分目标：语言交流直接导入，激发学生兴趣。引出课题，明
确学习内容)

教师设问内容：同学们喜欢做游戏吗?

我们来一起做个小游戏，请你在我的描述猜出一件物品，(投
影逐一出现)

1、这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

2、我们天天都在使用它

3、他有各种形状，颜色也丰富多彩

4、我们喝水时也要用到它

学生行为：猜谜并逐渐靠近答案。(杯子)

师：好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杯子的设计(出题)

(分目标：小组探究，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生动直观的让
学生了解杯子的功能)

1、合作学习 小组探究

问题设计：他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呢?小小的杯子我们每天都在
使用，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它。那就请你仔细看看黑板上的这
个杯子，(用手指示贴着的杯子他由那几部分组成的呢?)

学生行为：杯体、杯把、有的有盖子…….



教师追问：杯子各部分有什么功能呢?

学生行为：杯体盛水，杯把手握，盖子可以保温也可以防止
灰尘……

2、小组分析

(小组分析各种杯子特点和功能)

问题设计：

同学们讨论的真热闹，哪组愿意和大家说一说你们组的杯子
特点在哪?

第一层次：学生行为：汇报(第一组)我们组的杯子是个保温
杯，它可以保温。

问题设计：

1、我们都知道钢是很容易导热的，那这个保温杯为什么会保
温呢?

2、是什么材质的?

3、两层的设计可以有效的保温，对吗?

4、那你再看看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呢?(过滤网)

学生行为：观察分析杯子的设计可以总结出，材料的特性。
以及杯子滤网的设计可以让茶叶喝不到嘴里。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七

1.让学生经历用9的乘法口诀求商的过程,进一步理解用乘法
口诀求商的算理,掌握用乘法口诀求商的方法。



2.借助矩形模型使学生进一步感受乘法与除法间的关系,培养
学生正确计算的能力。

3.初步学会运用迁移的方法进行探究,体验成功的乐趣。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八

1.本课主要采用迁移规律,充分运用多媒体课件及实物投影,
运用引导法,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合作、讨论、自主探究、比
较分析等方式进行学习。

2.本课时学生的学习主要是自主合作探究,运用已有知识经验
自主探究“用7、8的乘法口诀求商”的一般方法。

承前启后链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九

1、连一连：将图形与名字连线(变式图形的'呈现，能帮助学
生更好地将获得的性质特征概括到同类对象中去，使学生在
概括中获得对图形进一步的理解。)

2、找一找：生活中，你在哪里还见过这样的图形?(教师先引
导学生看看教室里哪些物体上有这样的图形，可离开座位去
找、去指、去摸，再把发现告诉大家。)师：其实，在我们回
家的'路上也能看到这些图形，现在，我们一起去马路上看看
吧!说一说：这些交通标志牌是什么形状?(课件演示：介绍交
通标志牌的作用，渗透交通安全教育)(将数学课上认识的图
形与生活中的物体融合，加深对这些图形的认识。借助生活
中的真实情境，引导学生对生活的观察，体会生活中处处有
数学，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3、找朋友(进一步体验面由体得。)



4、数一数数一数每个图形分别是由哪些平面图形组成的?

5、拼一拼今天这节课小朋友学得很好，胡老师要奖励给每个
小组一份礼物。请打开礼品袋(袋内装有平面图形若干)，用
里面的图形拼出你最喜欢的东西。

(1)小组合作。

(2)交流展示。

说一说，你拼的是什么?用了哪些图形?(拓展学生的思维，发
展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满足学生的创造欲，培
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通过作品的展示，让学生学会自我
欣赏和互相欣赏，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6、全课总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你认为这
节课最有趣的是什么?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

例1与主题图中做小旗的情境紧密相连,教学用7、8的乘法口
诀求商。在编排上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将第一组学生所做
的56面旗子用矩形模型呈现出来,为学生沟通乘除法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具体形象的支撑;其次,用乘法算式表征一共有多少
面旗子,激活学生用乘法口诀求积的已有知识,确定用哪句乘
法口诀计算,为用乘法口诀求商奠定基础;最后,呈现了两个有
联系的除法算式,让学生利用知识的迁移进行求商的计算,并
感受用同一句乘法口诀计算3个算式的道理,让学生进一步理
解乘除法之间的关系。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一

1.本节课求商的思路和方法与前面是一致的,教学中采用谈话、
指导相结合的数学方法,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并在合



作交流中归纳出求商的方法,利用所学的知识更进一步地了解
乘除法的内在联系,并在游戏中巩固新知。

2.本课时在学生掌握了用2~8的乘法口诀求商的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小组合作研讨法,让学生通过知识的迁移、比较和推理,
自主探究用9的口诀求商的方法。

承前启后链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二

一、故事导入，揭示课题。

1、讲故事(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有位年轻的妈妈由于特殊的原因，担负起了照顾婆婆和儿子
的重任。她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干活，打理家里的一切。虽然
艰辛，但她无怨无悔。她每晚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婆婆端
洗脚水，帮婆婆洗脚，这已成为一道温馨而又特别的风景了。

有一天，这位妈妈讲了一个《丑小鸭》的故事后，就去帮婆
婆洗脚了。当这位妈妈为婆婆洗完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看，
儿子不见了。妈妈正准备去找儿子，转过身来一看，儿子正
用他那双稚嫩的小手端着一盆水颤颤巍巍地向她走来，她感
到非常惊讶。这时，儿子童声童气地说：妈妈，洗脚!看到如
此孝顺、懂事的孩子，妈妈感动得泪流满面。

2、同学们，你们听了这个故事后，有什么话要说吗?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2、生读题，说题意。

(那自己的心去比照别人的心。指遇事设身处地替别人着



想。)

3、自由读文，读完后说说本文主要写了哪两件事，概括地说
出来。

4、指名学生说，教师随机板书：

阿姨奶奶

母亲护士

三、研读课文，品味语言。

1、这时的我，心里有什么感受?请用一个词来形容出来。

(感动、震撼、温暖)

2、假如你亲耳听到你奶奶说这件事，亲看到你母亲做这件事，
你的心里也会感动、也会感到温暖的。那么文中哪些地方感
动了你呢?请边默读边在这些地方做上记号。

3、交流、品读。

4、出示课件。

(一)导语：孩子们，第一件事哪些地方让你有了温暖的感觉
呢?谁来说说吧?

品读句子：

句1：有一次她去商店，走在她前面的一位阿姨推开沉重的大
门，一直等到她跟上来才松手。

(1)说说为什么温暖了我的心?(这位阿姨很善良。)



(2)那些字词能使你感到阿姨的善良?

(沉重、一直、才)

(3)阿姨帮助的是自己的亲友吗?如果你是那位老奶奶，你心
里会怎么想?

(4)朗读：请读出暖暖的感觉。

句2：阿姨轻轻地说：我的妈妈和您的年龄差不多，我希望她
遇到这种时候，也有人为她开门。

(1)你能像阿姨一样轻轻地说嘛?学生读。

4、小结：阿姨看到了老奶奶，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做出了善
良的举动，令人感动，这就是将心比心。

5、引读：

是呀，学会了将心比心，人与人之间就多了一份爱心，读最
后一段;

学会了将心比心，我们的天空更蓝，读最后一段;

学会了将心比心，我们的阳光更灿烂，读最后一段。

(二)研读第二件事。

1、第二件事哪些地方更让你怦然心动?

2、交流、品读。

3、出示课件：

句1.一天，我不禁收住了涌到嘴边的话。



(1)说说为什么让你感动?

(2)如果你遇到了这种被扎了两针还没扎进血管的情况，你会
怎么样?

(因疼痛而痛苦、埋怨或责备)

(3)如果对那位护士进行责怪，甚至辱骂，将会产生什么后
果?

句2、不要紧，再来一次。

(1)你认为这句话简单吗?为什么让你感到不简单?

(如果这位护士第三次失败，母亲又一次受皮肉之苦。)

(2)引读这句话：

当年轻的护士扎了两针还没扎进血管时，母亲鼓励她

当母亲的手被扎得鼓起青包时，她同样鼓励??

当母亲看到护士额头上密密的汗珠时，这时她已经觉察到这
是一个新手，但仍然鼓励??

(1)当你看到此情此景，你想对这位母亲说些什么?

(2)母亲为什么这样做呢?

句3、母亲用另一只手拉着我，也能得到患者的宽容和鼓励。

(1)说说为什么让你感动?

4、小结：



母亲遇到护士扎针失败，就想到了我，，做出了宽容和鼓励
的举止，令人心动，这就叫(让学生回答)。

5、引读：

是呀，有了将心比心，我们的生活就多一份关怀，读最后一
段。

有了将心比心，我们的心胸犹如大海无边无垠，读最后一段。

有了将心比心，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得更甜蜜，读最后一
段。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三

教学内容：

两位数加两位数（不进位、进位），两位数减两位数（不退
位、退位），问题解决：求比一个数多（少）几的数，连加、
连减、加减混合，加减法估算。

教学目标：

知识点：

1.使学生会计算100以内的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会计算加减
两步式题。

2.使学生能结合具体情景进行加、减法估算，并说明估算的
思路。

3.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100以内的加减法知识解决生活中的
一些简单问题。能力点：



1.培养学生计算能力和估算的能力。

2.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3.培养学生分析对比的能力。

4.培养学生自主探索知识的能力。

5.培养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德育点：

1.使学生知道数学问题的提出是有现实意义的，感受数学与
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2.鼓励学生提问题的意识和习惯。

3.结合课本内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点：会计算100以内的两位数加、减两位数；会计算加
减两步式题。

教学难点：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100以内的加减法知识解决
生活中的一些简单问题。教学模式：“自主探究”教学模式。

1.两位数加两位数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点：

1.使学生学会两位数加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2.通过实际操作、自主探究、小组协作等手段帮助学生掌握
计算方法，能正确的进行计算。

能力点：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德育点：对学生进行公德教育。

教学重点：两位数加两位数的笔算方法。

教学难点：掌握计算方法，能运用多种方法正确计算。

教学模式：“自主探究”教学模式。

教具准备：小棒。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学校决定组织我们二年级的小朋友去参观博物馆，出示图。4
个班的同学只给了两辆车，每辆车只准乘70人，如何安排呢？
你们能帮老师解决这个问题吗？大家估算一下哪两个班可以
合成一辆车呢？（小组交流）

汇报不同的乘车方法。

师：有这么多的方法，我们如何验证呢？（把两个班的人数
加起来看看是否超过70人）

二、自主探究：

1.验证二（1）和二（2）班的同学能否乘一辆车。小组合作，
也可以请小棒来帮忙。学生汇报：（1）用口算30+30
＝60，60+6＝66没有超过70，可以两个班合乘一辆车。



（2）想40+30＝70，36+30肯定比70少，所以两个班可以和乘
一辆车。（3）用小棒，先摆3捆6根，再摆3捆，合起来是6捆
零6根，也就是66，比70少。可以两个班合乘一辆车。

（4）我使用竖式计算的，个位6+0＝6，在个位写6，十位3+3
＝6，在十位下面写6，所以等于66。

你认为哪一种方法又快又准确？

2.用你喜欢的方法验证二（3）班和二（4）班能否和乘一辆
车。选出比较快的人，说一说是用的什么方法。

3.用竖式计算应注意什么？（个位和个位对齐，十位和十位
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相加的数写在个位下面，十位相加
的数写在十位下面。

三、拓展运用：

1.计算下面各题。

59+40＝20+67＝24+63＝46+53＝

62+17＝35+24＝3+84＝43+40＝

2.数学医院：

17+20＝1950+26＝42+3＝72

175042

+2+26+30

197672



4.3745

+2？+？4

5979

开放题：36

+63你能写出几个象这样的算式。

99

课后小结：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点：

1.使学生理解进位加法的算理，掌握进位加法的计算法则。

2.会正确计算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的笔算加法。

能力点：培养学生初步的分析概括能力。

德育点：培养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探索的良好品质。

教学重点：会正确计算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的笔算加法。

教学难点：理解进位加法的算理。

教学模式：“自主探究”教学模式。

教具准备：小棒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1.计算：36+21＝23+7556+304+52

2.二（1）和二（3）班能合乘一辆车吗？需要什么信息？如
何计算？

二、自主探究：

1.出示36+35＝，学生试算。交流算法。

3.怎样列竖式？要注意什么？从哪一位加起？6+5超过了10怎
么办？师：我们一般在十位的右下角写上一个小小的“1”字
表示个位满十向十位进1。在加十位时不要忘记加上这个1，
也可以从这个1加起。

4.比较36+21与36+35有什么不同？

5.计算46+24，试算，可以借助于小棒。个位的0可不可以不
写，为什么？

6、小组合作讨论：笔算加法要注意什么？

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加起；个位相加满十向十位进1。

你认为还应该提醒同学们什么问题？

三、拓展运用：

1.“做一做”，图中有什么信息？根据信息提出问题。自己
动手解决问题。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四

教学目标：

1、了解鲁迅先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

2、明确鲁迅先生为何要创作《呐喊》。

3、体会鲁迅先生思想脉络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设想

1.本文内容精深，理解有一定难度，教学时应突出重点，扣住
“好梦”的具体内容，领会作者思想发展过程。

2.教师指导自读应注意点拨，抓住实质性问题深入思考。

3.参阅鲁迅《自叙传略》，并在一教时内完成自读设计题。

教学步骤：

导入

同学们，提起鲁迅先生，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同学们在初
中时学过他的哪些小说?(《故乡》、《故乡》、《孔乙己》
等)大家知道这些小说选自哪一部小说集吗?(《呐喊》)《呐
喊》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集，共收集短篇小说14
篇。1922年12月，鲁迅为自己的这个集子写了序，这就是我
们今天要学的〈〈〈呐喊〉自序〉〉。(板书)

鲁迅生平(照片)

1、照片简介

2、鲁迅年表



年份::::事件::::

1881农历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1893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重病，家产中落。

1898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902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1906与朱女士结婚，复赴日本，中止学医，研究文艺。

1909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8~1936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创作
源源不断。

1936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于上海病逝。

课文解读(多媒体运用)

教师：无论是伟大的领袖还是平凡的百姓都有自己的梦想,那
么,同学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有)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鲁迅的一首诗---《梦》。

1、鲁迅的《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你来你来!明日的梦。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五

在教学本课之前,大部分学生已经掌握圆的概念、圆的画法还
有圆周长的计算方法等知识。学生具备一定的小组自我探究
的能力,可以利用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学习。

学生对体育活动也很喜欢,相当一部分学生去过体育场,对体
育场的跑道和起跑线并不陌生。通过电视节目学生对起跑时
运动员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的.现象也有一定的认识,但具体
这样做是为什么、相邻两跑道起跑线该相差多远呢?学生可能
很少从数学的角度去认真的思考。也很难通过经验和观察得
到,需要学生收集相关的数据,具体分析起跑线的位子与什么
有关。所以在教学中学生可能会在相邻跑道相差多远这一点
上有些困难。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六

教学目标：

1.知道集体处处有规则，懂得规则可以使世界变得文明有序
的道理，领会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2.了解作为小学生、小公民在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必须遵守
规章制度。

3.制定班级公约，能自觉遵守规章制度，提高自我约束能力，
做个讲文明、有教养的人。

教学过程：



一、游戏导入

请一位同学扮演行人在路上行走。他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

1.闯红灯

2.不靠右行走

3.在路上随意跳来跳去等

师：请同学们说一说他这样做的危害。

生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

师总结：规则很重要，我们要遵守规则。

(板书设计：规则)

二、寻找生活中的规则。

师：其实，规则就在我们身边，下面请大家看一看，每个地
方都有规则。

生讨论，并发言。

三、制定班级公约

师：我们明白了规则的重要性，那么下面就为我们班制定一
下班级规则——制定班级公约。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
公约：

1.从班级的学习、卫生、纪律方面制定。

2.从你发现的我们班里不文明的现象方面进行制定。



3.制定的公约要合理、科学、全面，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情
况。

四、分组制定班级公约。

要求：四人小组合作讨论，选择其中一个方面，针对班级情
况，制定2条你认为最重要的班级公约，并写在纸上。

1.小组讨论、制定。

2.反馈。(交流时，针对一条公约让学生提意见、修改，遵循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小结：看来制定规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必须合理、
科学，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老师建议下节品德课继续
来讨论、修改这份班级公约，最后打印成文，使它成为我们
班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相信有了这份公约的约束，我们
班的同学会越来越有教养，而我们的集体也会更加文明、更
加团结!

狼和石头人教案篇十七

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鲁宾逊漂流记》的主要故事内容，感受作
品的艺术美，培养阅读兴趣。

2、结合作品故事情节理解鲁宾逊这一主要人物形象。

3、认识《鲁宾逊漂流记》作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其描摹事物真实具体、亲切自然的显著特点。

4、探讨鲁宾逊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和挑战自然的
信心与勇气，以及对读者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指导学生尝试通过阅读、思考、讨论、探究等途径了解基本
内容;理解人物形象，讨论主题思想，激发阅读兴趣。

在课外阅读的基础上，安排1课时进行导读。

课前学习：

阅读《鲁宾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要求学生准备故
事复述和推荐精彩片段、妙语佳句。上网查阅相关资料，摘
抄在自学卡片上。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711年，塞尔科克回到了伦敦，并在报刊上讲述了自己的经
历，他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这段传
奇般的冒险经历激发了一个作家的灵感。不久，以他的故事
为原型的小说发表了。这部小说被后人尊奉为十八世纪欧洲
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进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
那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便是丹尼尔·笛福——人称“英国与欧
洲小说之父”，那部经典之作便是脍炙人口的《鲁宾逊漂流
记》。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鲁宾逊漂流记》，走进鲁
宾逊惊险、新奇而又真实感人的漂流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