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模
板8篇)

欢迎各位与我一起探索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个成功的开场白
能够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接下来，
我将给大家展示几段引人入胜的开场白，让我们一起欣赏一
下。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一

《春天的电话》是一则童话故事，用小动物打电话的形式向
幼儿报告了春天来临的信息和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选取
《春天的电话》这一教材是因为：

1、故事结构简单，语句重复，符合中班幼儿的认识特点。动
物形象鲜明突出，容易引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2、通过游戏，既能激发幼儿观察春天变化的兴趣，又能通过
学习掌握电话内容达到练习说话的目的。

《纲要》指出：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
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结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语言发展
水平，我制定了本次活动的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动物实际生活与电话内容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感知春天的季节特征。

2、借助图谱学说故事中的对话，体验小动物们之间相互关心、
相互分享的快乐。（重点、难点）

活动准备是孩子们开展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本次的活动目标和完成活动内容，我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1、制作多媒体课件。

2、小熊、松鼠、小兔、青蛙、和小公鸡的头饰。

3、1—5数字卡片5套，道具电话。

谈话导入——分段讲述——学说句子——情景游戏——延伸
点题

（一）组织幼儿进活动室，开着火车带幼儿去玩，引出故事
内容，引起幼儿学习兴趣。

（二）分段欣赏故事，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三）学说故事对话。

（四）出示课件，完整欣赏故事，体验角色。

（五）戴上动物头饰，表演故事。

教育幼儿懂得与同伴之间要相互友爱、关心。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二

《春天的电话》是一则童话故事，用小动物打电话的形式向
幼儿报告了春天来临的信息和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选取
《春天的电话》这一教材是因为：1、故事结构简单，语句重
复，符合中班幼儿的认识特点。动物形象鲜明突出，容易引
起幼儿学习的.兴趣。2、通过游戏，既能激发幼儿观察春天
变化的兴趣，又能通过学习掌握电话内容达到练习说话的目
的。

《纲要》指出：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
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结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语言发展
水平，我制定了本次活动的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动物实际生活与电话内容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感知春天的季节特征。

2.借助图谱学说故事中的对话，体验小动物们之间相互关心、
相互分享的快乐。（重点、难点）

活动准备是孩子们开展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本次的活动目标和完成活动内容，我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1.制作多媒体课件。

2.小熊、松鼠、小兔、青蛙、和小公鸡的头饰。

3.1——5数字卡片5套，道具电话。

谈话导入——分段讲述——学说句子——情景游戏——延伸
点题

（一）组织幼儿进活动室，开着火车带幼儿去玩，引出故事
内容，引起幼儿学习兴趣。

（二）分段欣赏故事，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三）学说故事对话。

（四）出示课件，完整欣赏故事，体验角色。

（五）戴上动物头饰，表演故事。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三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说课的内容是中班语言活动《春天的电话》首先说我的设
计意图。

《春天的电话》是一则童话故事，用小动物打电话的形式向
幼儿报告了春天来临的信息和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选取
《春天的电话》这一教材是因为：

1、故事结构简单，语句重复，符合中班幼儿的认识特点。动
物形象鲜明突出，容易引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2、通过游戏，既能激发幼儿观察春天变化的兴趣，又能通过
学习掌握电话内容达到练习说话的目的。

《纲要》指出：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
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结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语言发展
水平，我制定了本次活动的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动物实际生活与电话内容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感知春天的季节特征。

2、借助图谱学说故事中的对话，体验小动物们之间相互关心、
相互分享的快乐。（重点、难点）

活动准备是孩子们开展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本次的活动目标和完成活动内容，我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1、制作多媒体课件。

2、小熊、松鼠、小兔、青蛙、和小公鸡的头饰。

3、 1—5数字卡片5套，道具电话。



谈话导入——分段讲述——学说句子——情景游戏——延伸
点题

（一）组织幼儿进活动室，开着火车带幼儿去玩，引出故事
内容，引起幼儿学习兴趣。

（二）分段欣赏故事，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三）学说故事对话。

（四）出示课件，完整欣赏故事，体验角色。

（五）戴上动物头饰，表演故事。

教育幼儿懂得与同伴之间要相互友爱、关心。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四

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说课的内容是中班语言活动《春天的电话》首先说我的设
计意图。

【说设计意图】

《春天的电话》是一则童话故事，用小动物打电话的形式向
幼儿报告了春天来临的信息和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选取
《春天的电话》这一教材是因为：

1、故事结构简单，语句重复，符合中班幼儿的认识特点。动
物形象鲜明突出，容易引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2、通过游戏，既能激发幼儿观察春天变化的兴趣，又能通过



学习掌握电话内容达到练习说话的目的。

【说目标】

《纲要》指出：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
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结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语言发展
水平，我制定了本次活动的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动物实际生活与电话内容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感知春天的季节特征。

2、借助图谱学说故事中的对话，体验小动物们之间相互关心、
相互分享的快乐。（重点、难点）

【说活动准备】

活动准备是孩子们开展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本次的活动目标和完成活动内容，我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1、制作多媒体课件。

2、小熊、松鼠、小兔、青蛙、和小公鸡的头饰。

3、1—5数字卡片5套，道具电话。

【说活动流程】

谈话导入——分段讲述——学说句子——情景游戏——延伸
点题

（一）组织幼儿进活动室，开着火车带幼儿去玩，引出故事
内容，引起幼儿学习兴趣。

（二）分段欣赏故事，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三）学说故事对话。

（四）出示课件，完整欣赏故事，体验角色。

（五）戴上动物头饰，表演故事。

【说活动延伸】

教育幼儿懂得与同伴之间要相互友爱、关心。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五

1。1、教材地位和作用

本节内容在全章以及在整个中学化学课程中的地位：本章开
始学生初步、系统地接触元素化合物知识，内容在化学实验
基本方法和化学物质及其变化之后。在本章和本节中，学生
初步尝试从实验操作和实验现象去探索（金属）物质化学性
质；从基本原理（氧化还原反应原理）去深化对这些性质的
理解，这种学习方式的过程和方法一经掌握后，可以驾轻就
熟地学习后一章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内容。

1。2、教学目标

依据新课程理念，本着对教材结构和内容的深刻理解，提出
本节教学的目标：

2。技能目标：初步学会从实验的角度探索和认识物质的化学
性质的本领。体验通过实验发现化学问题，揭示物质性质的
过程与方法。

3。情感目标：通过奇妙的化学实验的操作（如钠的切割）和



精彩的化学实验现象（如钠的燃烧反应）感受化学世界的美
妙变化，提高学习化学的兴趣。

1。3、重点、难点

难点：钠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及其产物的比较分析是本节教
学的难点，以及金属的性质与金属的原子结构之间的关系。

以上的重点和难点的突破是本节成功与否的关键，通过什么
样的教法和学法显得异常重要。

我的教法是：

符合新课程的学生主体的理念，不要老是老师做学生看，老
师提问题学生回答问题。

2。提出问题展开讨论并及时总结归纳。可以是老师提出问题，
也可以让学生在充分认识实验现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可以
是学生与学生的讨论，也可以是师生讨论。如可以在钠、铝
和氧气反应学习完了以后，及时总结这些物质和氧气反应时
表现出来的还原性，从反应的难易程度总结还原性的强弱，
从整体上把握金属和非金属的反应。

学法是：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多做比较，如学生在学习铝
和氧气反应的时候可以去比较，两个实验做法不同但是现象
一样，又如钠在不同的条件下和氧气反应，不比较难以深刻
认识过氧化钠和氧化钠的区别。

那么，这种教法和学法如何应用到具体的教学中去呢？下面
谈谈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堂。其实，书本上的思考和交流部分就是引导
学生展开对金属部分的学习，但是不具体。我让学生自己畅
所欲言，去列举在生活中了解到的金属的反应，比如铁的生



锈，铜绿的产生，铁质菜刀为什么表面是黑色而刀口是银白
色等，激发学生学习本节课的学习兴趣。

（二）复习旧知。初中已经接触到一些金属，这里复习金属
的物理性质，让学生认识金属的通性；复习和金属相关的化
学性质，并分类归纳：铁可以和氧气反应，活泼的金属可以
和酸、盐发生置换反应等。最后总结性思考这些反应中金属
原子的失电子情况，引出性质和结构的相互关系。

（三）由此及彼，提出问题。铁可以和非金属单质氧气反应，
那么其他的金属呢？从金、铁、镁和氧气的反应看，难易程
度是不一样的。可以让学生去思考：更多的金属呢？水到渠
成的提出典型金属钠、铝分别和氧气反应的情况。

（四）师生互动，边讲边实验，探究钠的相关性质。展示钠
的存放，取用和切割，从中让学生领悟钠的物理性质；从切
割后截面的颜色变化让学生体会过程中的化学变化，让学生
自己提出问题并思考，去认识钠的化学性质活泼，并根据化
合价自己去尝试书写反应方程式。为了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强化学生主体的理念，接下来让学生去思考钠燃烧的情
况怎样，让学生自己去取用，切割钠，提供必要的仪器让学
生去加热钠，使之燃烧，观察现象，比较性的提出问题，引
出钠的燃烧反应。从产物的颜色认识到这是不同于氧化钠的
新的物质，此时引导学生从化合价的角度初步认识过氧化钠。

（五）比较着做实验，认识铝和氧气的反应。从钠的反应和
镁、铝表面有氧化膜的层次，让两位学生比较着做实验，观
察铝在打磨掉氧化膜前后两种情况下加热融化后的现象，让
学生自发思考为什么现象会一样？认识到反应的发生，体会
到致密的氧化膜的保护作用。让学生在认真阅读教材的基础
上开放性的思考对铝的氧化膜的认识，可以作为课外的作业
让学生进一步的拓展，提高学生能动的学习和收集材料并加
工整理的能力。



（六）课堂小结。由点到面，让学生思考金属化学性质的相
似性：很多金属可以和非金属氧气发生反应，从化合价的变
化认识到这些反应中金属都体现出还原性。这样和前面的氧
化还原反应相呼应，并和本节课开始的时候金属的物理性质
的通性相呼应，增强课堂的完整性。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
从反应的难易程度入手让学生认识到不同金属还原性的强弱
区别。

新课程倡导以“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交流与合作”为主要
特征的学习方式，这是广大教师课堂教学中所要积极探索的
问题。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力图尝试指导学生使用这种方
式进行学习，让广大学生不但要“学会”，还要“会
学”、“乐学”，当仁不让的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不但要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这
种“渔”的过程。当然本节课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和不足，
请各位给予指正和批评。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六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并说出知道春天的基本特征。

2.说出故事中的对话，能够分角色进行表演。

3.懂得与同伴之间要相互友爱、关心。

1.事先带领幼儿外出找过春天。

2.多媒体课件。

3.小熊、小松鼠、小白兔、小青蛙、小公鸡等动物头饰。

1.师：“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我们去郊游吧。”

听开火车音乐进活动室。



2.师：“轰隆隆”打雷了，冬眠的小熊被吵醒了。（出示小
熊）它揉揉眼睛，推开窗户往外一看：“啊！春天来啦！”

春天是大地有什么变化？（请幼儿回答：春天的特征）

3.小熊可开心了。它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朋友们。那小熊
会用什么办法告诉朋友们呢？（请幼儿回答：打电话）

1.提问：“小熊给谁打电话了？小熊对小松鼠说了什么
呢？”

小熊连忙拿起电话给小松鼠打电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
码，12345,“喂，小松鼠吗？春天来了，树上的雪融化了，
快出来玩吧。”

2.提问：小松鼠给谁打电话了？小松鼠对小白兔说了什么
呢？”

小松鼠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就拿起电话给小白兔打电
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码，23451,,“喂，小白兔。你好！春
天来了，山坡上的草绿了，快出来吃草吧。”小白兔
说：“好的，谢谢你！再见！

小白兔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就拿起电话给小青蛙打电
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码，34512，“喂，小青蛙。你好！春
天来了，河里的冰融化了，快出来游泳吧”。

现在小女孩请起立，请你们来做小松鼠。小男孩就坐着，请
你们来做小白兔。我来做小青蛙，我们一起来打电话吧。好
吗？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了。小松鼠说……小白兔说……小
白兔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就拿起电话给小青蛙打电话，
叮铃铃叮铃铃，小白兔说……小青蛙说……你们表演的真棒！
现在女孩子请坐下，请你们来做小松鼠。男孩子请起立，现
在请你们来做小白兔。我来做小青蛙，我们再来一起来打电



话吧。好吗？（先女孩做小松鼠，男生做小白兔进行练习，
再交换一次角色进行练习，教师一直做小青蛙，师：小青蛙
知道春天来了，那它会给谁打电话呢？（幼儿回答）让我们
接着往下听。

4.小青蛙给小公鸡打电话说了什么？小公鸡是怎么回答的？

小青蛙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也拿起电话给小公鸡打电
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码，45123，小公鸡吗，春天来了，地
上的虫子爬出来了，快出来捉虫子吧！

5.提问：小公鸡给小熊打电话说了些什么？小熊是怎么回答
的？，

小公鸡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也拿起电话得儿得儿拨电
话号码，51234，给小熊打电话：“喂，小熊吗？春天到了，
山上的.花开了，快出来采花吧。”小熊说：“好的，谢谢你！
再见！”

现在谁愿意上来做小青蛙、小公鸡和小熊？下面的小朋友请
和我一起来讲。

你们表演的太棒了！（分成3组，以三角形的形式站好。第一
个幼儿戴头饰。）

6.师：小熊听了电话，高高兴兴来到了外边，看见大家都出
来了。它对小公鸡说：“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春天来
了。”小公鸡指指小青蛙，小青蛙指指小白兔，小白兔指指
小松鼠，都说：“是它先给我打电话的，应该谢谢它。”小
松鼠指着小熊说：“我们应该谢谢小熊！是它第一个给我打
电话的！”

小熊听了，连声说：“不用谢，不用谢！”



我们班的小朋友颜浩咳嗽，没来上幼儿园，我们拨通颜浩家
的电话号码，关心一下好吗？你们真是一群有爱心的小朋友。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帮助朋友们吧。

范文作为一名无私奉献的老师，总归要编写说课稿，借助说
课稿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说课稿要怎么写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范......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七

电话是现代家庭常见的通信工具，学生对其通信原理有着一
定的了解。本节通过组合图的方式对通信发展进行回顾，使
学生们对现代通信的快捷和便利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鉴于学
生对于电话的内部结构、连接电话的网络不了解，教师可采
用实物剖解、学生连图、多媒体、电话示教板演示等手段，
教授相关知识。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简述电话是如何把声音传递到远方的。

2．说出电话交换机的用处。

3．说出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的基本区别。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看录像、老师讲解，了解电话是如何传递信息的，提
高观察、分析、概括能力。

2．通过讨论和活动，说明电话交换机的作用和展示什么是数
字通信，增强运用物理知识的观念和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贝尔发明电话的过程，激发不怕困难、积极探索的
精神，了解技术改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提高学习兴趣。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着新课标，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我确立了如下的教学重
点、难点。

重点：1．电话是怎样把信息传递到远方的及电话交换机的用
处。

2．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的基本区别。

难点：了解电话交换机的应用。

二、说教法

1、说教法

结合教材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本课我主要采用“先学后
教”、“当堂训练”洋思教学模式。

2、说学法

本课教给学生的学法是自主学习、合作交流。

故此本课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带着学习任务通过自主学习、
课堂讨论、相互合作等方式，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
知不觉实现知识的传递、迁移和融合。

三、说媒体应用

在本课中我主要采用多媒体课件和多媒体投影。



四、说教学过程

根据本课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和生活实际，
我设计了如下教学流程：

（－）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二）任务驱动，自学讨论

（三）检查自学效果

（四）学生探索性总结，教师更正并补充

详细阐述：

（－）、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请学生们看屏幕图片引入课题利用这种设计引导学生去自主
研读教材。

此环节设计目的是创设美好的学习情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使学生在情景中主动、积极地接受学习任务，并且让学生带
着问题去学，这样就可以为后面的教学做好铺垫。

（二）、任务驱动，自学讨论

在创设了情境，明确了学习任务后，这时就应大胆的让学生
在实践中摸索、获取新知。让学生带着问题，通过自己的学
习、研目掌握本课的教学重点，在这学习过程中学生不能理
解的难点，我主要设计三种方法进行突破：

1、研读教材2、同学间合作讨论3、教师巡回指导。这一环节
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在不断尝试中得到新知。
学生把教材、同学、教师都作为学习的帮助者，目的是为了
自我学习，让学生明白获得知识的途径有各种各样，同时也



可照顾学生之间的差异，。

（三）、检查自学效果

学生在明确了教学任务，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之后，就有一种
跃跃欲试的欲望，这时教师应把握时机让学生利用所学到的
知识技能，学生练习的同时教师巡回指导，及时掌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这样可以让那些自学能力差的同学及时的学到新
知识，不至于掉队。（分层教学）

（四）、学生探索性总结，教师纠正并补充

在这一阶段，教师可以用“这节课，我学会了……”、“通
过这堂课的学习，我会做……了”这样的形式来让学生总结，
学生一边说教师一边纠正或提示学生，并且显示相应的内容
以课件形式展示出来。

为了检验和促进每个学生达到预期的目标，发现教学中的问
题，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总结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目
的在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理解，使知识成为一个体系。

总之，新的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

1、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学习由被动接受变为舒畅的学习。体
现在自主学习，教师没有把教学任务一一讲解，而是让学生
自主完成任务。

2、协作学习，交流的方式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春天的电话说课稿设计意图篇八

这是一节青春主题课，主讲师是陈浩。所讲的内容是与青春
有关的两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台湾作家九把刀于出版的
自传体小说，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中国当红青
年作家贾飞的《中国式青春》系列，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自传体的故事结构，引起了广大青少
年的共鸣。电影中有句话是“我买过车，也买了房子。但从
今以后我终于可以说，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梦想！”任谁
都曾有过的年少轻狂，那个班上每个男生都暗恋的漂亮女孩，
一堆莫名其妙、荒唐恶搞、胡闹打屁的匆匆日子，然后，青
春就悄悄地逝去了。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赵薇的导演处女作，也是
其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的毕业作品。《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告诉我们要：心怀温暖，直面残酷。是的，青
春终将散场，现实远比电影更加残酷无情，有着更多的失望
甚至绝望，有着更加浓重的黑色，曾经的爱情、梦想、信仰
可能会被击得粉碎。但不妨为心保留一块温柔的地方，心怀
温暖，直面残酷。

听了陈浩老师的课，我对“青春”二字又有了新的认识。但
从评课角度来说，陈老师的课有诸多亮点，也有一些地方需
要改进，下面我将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结构、课堂
提问等各方面做出具体分析。

一、首先，就教学目标来看。

陈老师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他做到了以下几点：

2、学生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了解本节课的大致内容并且能够用
自己的语言概括出基本内容；

3、通过学习，学生能够体会到本课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让
学生对青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知道青春是什么，应该
如何度过青春，如何对待青春岁月中的各种际遇。



二、就教学内容来看。

陈老师的教学内容相对集中，主要讲述两部电影的主要内容
以及蕴含的深刻道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青春，如何无
悔的度过青春岁月。

三、从教学结构看：

在上课前，陈老师和学生交流了几句，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他
熟悉的学生，课前和学生交流可以减轻学生的上课负担，让
学生在接下来的课堂上相对自如一些，有利于课堂程序的有
效进行。

1、先看导入，陈老师使用的是问题导入法，围绕青春主题提
了两个问题，即青春是什

么？我们还年轻吗？。面对这两个和自身生活状态相关的问
题，学生很快地就讨论起来，谈起自己的青春感悟。接着陈
老师就引出所讲的两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并告诉同学们两部电影的主题
是青春。关于陈老师的导入，我认为比较新颖但可以再改进。
因为这个导入问题，对于不同的学生是有不同的感悟的，有
的学们认为青春永远存在，即使韶华不再，心却不老。有的
同学认为自己少年老成，未老先衰，过多的生活压力让年青
人疲惫。这两个问题给了学生们充分的想象空间，热烈的讨
论的活跃了课堂气氛。但我觉得青春主题并不是这两个问题
可以概括的，应该抛出更多与学生实际相关的的`问题来引发
他们更深入的思考，比如先提出“青春过程中遗憾的事儿是
什么，你如何看待？”再提“青春是什么”，这样由近及远，
由浅入深的过程能够更深刻的反思自己的青春，也能够有更
好的导入效果。

2、接着陈老师用四个有特色的问号来说明“青春是什
么”、“我们还年轻吗”两个问题，第一个问号是药丸组成



的问号，第二个是一个人靠在问号上思考，第三个是由硬币
组成的，第四个是由数人组成的大问号。首先，问号的形式
正好对应了问题导入式。其次，四个问号的组成蕴含了青春
的内容，可以引起同学们的思考。陈老师用这四个问号告诉
让同学们明白：青春是一种健康向上、勤于思考、努力生活、
憧憬未来的状态。同时也让我们对于回答“我们还年轻吗”
这个问题有了对照的实体。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陈老师
这个环节值得我学习。

3、导入完毕，开始进入主题。首先，他介绍了《那些年，我
们一起追的女孩》，并用电影中的一些画面来深入说明。初
步介绍后，陈老师提出一个问题：经历了那些年，那些事，
你是否还在原地？并引导同学们思考，我们回忆过去，往往
是因为那里有我们不想忘记的人或事，或者是那个时候的自
己。那些年，我们的高中时代已然逝去。那些年的青涩，那
些年的单纯，那些年我们是否对得起自己的青春？也许我们
都不曾有过那么轰轰烈烈的爱情，也许我们也不曾有那么难
舍的友谊，也许我们从不曾做过十分叛逆的事，也许我们永
远在学着做乖乖学生？？接着，陈老师用一段话引出《致青
春》，他说，如果说《那些年》带给我们的是对高中时代那
份纯真的回忆，那么《致青春》则是对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大学时代的缅怀，我们已然错过了自己高中时的青春，也即
将与大学时代的青春说再见了。在这里，又一次将讲课主题
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这里陈老师在帮
助学生进一步将课本与实践联系方面做得很好。他告诉学生
正因为我们正经历着青春，所以要更加地珍惜青春。否则对
文本的解析就太过表面化了，学习不能只停留在文本层面，
而是要借助文本帮助学生悟出道理。

4、第四个环节，陈老师让学生结合电影对一些青春做出自己
的思考：

你的世界里是否遇到过与电影里相同的情节？你是否会在多
年后突然悟到在时间和现实的夹缝里，青春和美丽一样，脆



弱如风干的纸。

你是否会认为青春是有限的，不能在犹豫和观望中度过

我们的未来是否会像电影里那样，变成了自己以前最讨厌的
模样。

我们是否会因为社会混沌而丢弃了自己的阳光？

这些诗意的文字也曾经是我们心中的困惑，带着这些困惑我
们不知道走向何方，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但我们
的青春终将过去，这些困惑终将解决，我们终会怀着洒脱或
缅怀的心看待那逝去的青春。

5、第五个环节是总结讲课内容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陈老师指出，青春的主题是永恒的。
接着，他列

出了青春的内涵，他说青春是活泼的，但青春又是苦涩的；
青春是懵懂的，当青春是有梦的。最后，陈老师总结说，青
春是有梦的，所以我们的青春更应该是追梦的。在这里，陈
老师将青春的主题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引导同学们思考青春
与理想的关系，从而使学生们树立远大的青春理想，找回或
许已经逝去的青春。这个环节我认为陈老师处理得比较好。
首先他让学生明确了教学的基本内容。然后又帮助学生悟出
了拥有青春的好处，并且用事实来帮助学生验证这个道理。
这样能够激发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自己的青春，达到了
教学目的。最后用自己的感受做示范，让学生写出感受，也
达到了教学目的。

四、从教师的提问看

陈老师问的问题语言简洁，问题明确。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



系比较紧密。尤其在讲《那些年》时，经历了那些年，那些
事，你是否还在原地？学生们已经经历过高中时代，那些有
关青春的记忆还未远去，所以能够很快的找到答案，回答问
题的学生的比例也比较大。上完这节课，学生的最大收获应
该是懂得了要珍惜青春，并且知道了在生活中应该怎样度过
时间。这一点可以从最后学生的感悟看出来。缺点在于这节
课教师的主导性较强，学生回答问题的创新性不够，大多在
老师的引导下进行的，学生的积极性不够。总体上看，这节
课做到了扎实、平时，真实，学生学到了珍惜青春的必要性，
课堂比较比较真实，没有过多粉饰。但是在充实，丰实方面
有待提高，课堂的生成性的东西较少，学生自主程度不高，
自己探究问题的机会太少。学生把握住了课堂的内容，基本
的知识可能掌握了，但是学生的能力可能没有得到相应的提
高。

听完陈老师青春主题课，让我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很多思考。
说完了陈老师的课，我想说说这电影的青春画面，以对陈老
师的课有更多的了解。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让我们明白，我们回忆过
去，往往是因为那里有我们不想忘记的人或事，或者是那个
时候的自己。

柯景腾，班上最调皮捣蛋的男生，因为一次恶作剧被班导罚
坐到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沈佳仪的前面。班导还委以沈佳
仪监督柯景腾的重任。

仪的大学，沈佳仪却落榜去了师大。

高中毕业后两人即将在一起的时候，却因为柯景腾想要在沈
佳宜面前表现得强大而使双方大吵一架，终至分手。

分别两年后，9·21地震使两人重新取得联系。长达两个小时
的电话结开了之前所有的结，也让两人能够坦然面对曾经的



那份感情以及喜欢过的人。

这让他终于知道了他的青春从来都不是一场独白，他不是一
个人在跳着舞。

电话最后，沈佳仪笑着说：“柯景腾，谢谢你喜欢我。”

柯景腾回答：“我也喜欢那时候喜欢你的我。”

故事在沈佳宜的婚礼上结局，虽然两人从不曾在一起，但那
份永恒的青春回忆，却让他们成为了永远的朋友。

如果说《那些年》带给我们的是对高中时代那份纯真的回忆，
那么《致青春》则是对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大学时代的缅怀，
我们已然错过了自己高中时的青春，也即将与大学时代的青
春说再见了。

郑微追逐着林静的步伐来到与他同在一座城市的大学，然而
命运弄人，林静出国留学，杳无音信，一次偶然的误会使郑
微与老张室友陈孝正结为死敌，在一次次地反击中，郑微惊
讶地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表面冷酷、内心善良的高材生，于
是疯狂地反击演变为死缠烂打地追求，而陈孝正也终于在强
攻之下缴械投降，欢喜冤家终成甜蜜恋人。大学四年时光匆
匆流逝，毕业在即的郑微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却再一次遭遇
晴天霹雳：陈孝正选择出国留学，抛下郑微独自一人。面对
离别，大家终究以坦然的心态面对未知的世界。新世纪的到
来郑微已蜕变为职场上的白领丽人，而此时林静与陈孝正却
同时回到了她的生活，又开始了一段难解的感情纠纷，最终
随着好友的去逝，郑微意识到真正的感情是能用生命维系的，
因此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每个人对青春的定义都不一样，有的人的青春是奋斗，有的
人的青春是懵懂，有的人的青春是叛逆，但所有人的青春都
离不开残酷的现实。



《致青春》描绘了一则90年代人的青春故事，仅上映11天，
便轻松突破5。2亿票房。青春的年少轻狂，爱情的懵懂渴望，
让所有观众为之动容。在电影里，张瑶将“黎维娟”刻画成
一个大学校园里的“公共娟姐”，每个宿舍里都有的极品人
物。爱聊八卦，爱吃零食，严重的洁癖。面对生活的压力，
她不动声色地告别爱情，面对幸福的定义，她认为只要不再
贫困，当两个调皮捣蛋孩子的后妈也无妨。一切的做法看起
来矛盾，却又让人轻松理解。

有网友评论，谁的青春没有“大学情结”。“娟姐”活泼开
朗，八卦奇葩，甚至对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她善良的心所致。
谁的幸福没有“残酷”二字，“娟姐”遇事冷静，目标明确，
不为情绪左右。纵观全片，《致青春》中几乎囊括了大学里
每一个令人曾经熟悉的角落，令人怀念的瞬间，这不仅是赵
薇导演的聪明之处，也是该片能抓住观影者的独到之处。黎
维娟虽然比比皆是，但她绝对也是生活或影片里典型中的典
型。

从“娟姐”身上，有人看到了对生活的坚持，有人看到了从
容的乐观，也有人看到了无畏的勇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黎维娟”确实通过张瑶精湛的表现，
活了，并且火了。

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
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看，一切才
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
春存在的意义。

青春是活泼的，因为我们可以豪放的大笑，可以无拘无束的
玩闹，可以暂时不为生计而烦恼，可以理直气壮的追求自己
所爱，可以张扬，可以不计后果，可以无理取闹，可以做许
多成年人，老年人羡慕不已的事，就算是傻得不能再傻的事。

青春又是苦涩的，因为我们开始尝到失败的滋味，尽管这些



会在成年后渐渐习以为常。我们的青春必定是会经历坎坷，
经历风雨，不论是情感的创伤，学业的失败，事业起步的烦
恼，对未知的未来的恐惧等等，让青春被蒙上了一层灰蒙蒙
的纱。

青春是有梦的，即使这个梦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即使青春
终将会逝去，但我们曾经拥有过梦想，就不怕往事不堪回首。

青春更应该是追梦的，有梦不去追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因
为我们还拥有青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尝试失败，哪怕
是千万人的冷眼想看，哪怕是铺天盖地的否定，也要坚持追
寻自己的梦想。

小说、电影终究是讲别人的故事，再感人过后也只能忘怀。
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叫真的青春。只有自己曾经努力实
现过的梦想才是最有价值的，才最值得我们去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