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学反思(模板9篇)

六年级教案的编写需要注重教学过程的设计和学生的参与度。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的初三教案，供大家参考。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一

生1：“应该用自豪的语气读。”

生2：“应该用赞美的语气。”……

(看来教学中当遇到孩子不清楚的问题时，教师能及时地调换
与孩子的生活相近的问题，这样会非常方便孩子理解，课文
上所描述的一所民族小学，与孩子的生活距离远，文中作者
孩子所要表达的情感孩子更是难以自悟，教师架设了一个与
孩子生活贴近的桥梁，那么这个难度便不攻自破了。)

二、教学中我接着描述，民族小学与我们第八小学有着很多
不同的地方，你能在课文中找出不同的地方吗?并且我给孩子
们例举了课文在第一自然段中描述的一个不同，孩子们就在
自己的默读中寻找其它不同了，读过后我们交流的时候归纳
出两所学校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多民族，二是周
边环境的不同。这样孩子零碎的思考就更有整体性。三年级
的教学的关键就是对课文整体的把握，怎样把这一教学重点
细化到自己的平时教学中，值得我深入思考。

三、我问，这所民族小学与我们古寨小学这样的不同，如果
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这所学校你会选择哪个词?孩子们回
答出了：与众不同的学校、特殊的学校、美丽的学校、有趣
的学校等。这其中有很多词语都是我在备课中不曾想到的，
比如：与众不同，我惊佩孩子的领悟力。



四、教学快结束时，我让孩子找课文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生1问：这个学校的学生是各民族的孩子，那么他们来到学校
怎么交流呢?

生2问：各个民族之间住得很远，那些小学生去民族小学不是
很远吗?

(以上两个问题表现出：孩子是以孩子的角度在提问，他们站
的角度是如果我是一名民族小学的学生我会遇到什么疑惑，
提出的问题自然也是教师所不曾想到的。)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二

这是我在新学校的第一篇课文。我在课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
备，打算展示我的持家技巧，给孩子们上一堂精彩的语言课，
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开课时，我在介绍了课题后，利用新学校和新设备，在电视
上放映了各少数民族的相关图片，让学生在图片中仔细观察
少数民族的特点。孩子们通常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他们的
衣服。同时，我要求孩子们背诵这些少数民族的名字。在认
识这些族群的同时，也为以后对文本的深入理解打下了基础。

在学习课文时，我让孩子们寻找少数民族小学和我们正在阅
读的小学之间的差异。使用“这是一所小学。一些学生说，
这是一所联合小学，来自“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
和汉族。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说不同的语言。当他们来到
学校，他们成为好朋友rdquo“课后，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
一间教室里学习rdq uo和其他句子。一些学生说那是一所美
丽的小学。从“鲜艳的民族服饰，使学校更加绚丽多彩。古
老的铜钟挂在这棵绿色大树的粗枝上。凤凰尾竹的影子在白
粉色的墙上晃动着“hellip…”的句子中感觉得到。一些学生说
这是一所快乐的小学。从“学生们向在学校唱歌的鸟儿致意，



向敬爱的老师问好，向飘扬的国旗致敬。下课后，每个人都
在大绿树下跳孔雀舞、摔跤和玩游戏，吸引了许多鸟，甚至
松鼠和山狸。

全班整体感觉是教学环节比较清晰，重点也很突出。有些教
学设计更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然而，
在教学过程中，我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和激励语言需要仔
细考虑。这样，我们可以提高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积极
性，让他们在课堂上快乐地学习！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三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描述西南边疆一所美
丽而充满欢乐的民族小学，反映孩子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
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本文的学习，我先让学
生了解我们各族儿童的团结友爱和他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
会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在教学过程中，我经过以下
方法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本篇课文主要介绍西南边疆各民族学生的学习生活，少数民
族风情浓郁，绝大多数地方的学生与之生活距离较远，缺少
相应的知识、经验的背景。根据这一情景，我设计了“民族
风情展示会”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这一环节。由于我们农村学
生受条件限制，课外收集资料的途径能够说几乎没有，所以，
我自我根据活动主题上网搜集了不少少数民族服饰和生活习
俗的图片、实物、文字资料等材料，利用教室外墙开辟了一
个资料展示台，以供学生看阅，选择自我感兴趣的来记一记。

上课伊始，我导出：“少数民族风情展示会”，学生们把经
过资料展示台所获得的信息在课堂上加以整合反馈，兴趣高
昂。展示完后，以“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有许多民族聚居
在一齐，共同生活，和睦相处。不一样民族的孩子们也在一
所学校共同学习。此刻就有这样的一所民族小学，大家愿意
不愿意去参观一下。”



假想参加的形式导入，学生学习新课的热情很高，注意力也
相比较较集中。

教育目标的实现不是知识的搬运过程，而是对学生心灵的唤
醒，潜能的开发。语言文字作为表情达意的符号，蕴含着丰
富的信息，语言作品中也存在一些空白，这些都需要学生在
阅读中转换、补充、生成，这转换补充生成的过程，正是学
生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教学时，充分利用文本的空白部分
来唤起学生的想象以激发兴趣从而到达坚持学生注意力以理
解文本的目的。

例如对于民族小学学生上课的情景，课文中并没有具体写，
只写了他们好听的读书声，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我抓住这一
点，让学生用自我的话来说说民族小学的同学们上课时的情
景。孩子们各抒己见，十分踊跃，有的说：“他们听得目不
转睛。”有的说：“他们进取举手发言，还受到了教师的表
扬。”有的说：“他们把课文读得又整齐又动听。”

整堂课总体感觉教学环节还是比较清晰的，重点也挺突出。
一些教学设计比较贴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很能抓住他们的注
意力。但自我感觉自我在课堂上的语言还是显得有些繁琐。
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激励语
言都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教师细心斟酌，多加锤炼，精心准
备。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取性，让
他们在课堂上欢乐地学有所得！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四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在教学本文时，我让学
生了解我们各族儿童的团结友爱和他们幸福的学习生活，体
会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

这样的情感要让学生自己去领会，自己去感受。学生是课堂
教学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在教



学过程中，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需要去学习，自主讨论，自己感悟，给学生心灵放飞的权
利，培养了学生的悟性、灵性。在第一课时，我就出示了各
民族人民的有关图片，让学生仔细观察图片上少数民族人民
的特点，孩子们普遍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服饰，
印象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我让孩子们念念这些少数民族的
名称，在认识这些民族的同时，也为随后开展的深入理解课
文铺垫了基础。

在学习课文时，课文中并没有写孩子们是怎样上课的，我抓
住这一点，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说民族小学的同学们上课
时的情景。孩子们各抒己见，十分踊跃，有的说：“他们听
得目不转睛。”有的说：“他们积极举手发言，还受到了老
师的表扬。”有的.说：“他们把课文读得又整齐又动听。”

这一课中我的教学设计比较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能抓住他
们的注意力。但我也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有时还显得有
些繁琐。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
激励语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教师多加锤炼，精心准备。
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
在课堂上快乐地学习!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五

这篇课文通过描写西南边疆的一所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
幸福的学习生活，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在
教学过程中，我通过以下方法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我设计了“民族风情展示会”这一综合性学习活动环节。我
制作了课件让同学们观察：少数民族风情，学生们兴趣很高，
知道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有许多民族聚居在一起，和睦相
处，共同生活，了解了不同民族的风俗人情。不同民族的孩
子们也在一所美丽的学校共同学习。



学生在阅读中转换、补充、生成。在教学时，充分来唤起学
生的想象以激发兴趣从而达到保持学生注意力以理解文本的
目的。

整堂课总体感觉教学环节环环相扣，重点也很突出。但自我
感觉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还是显得有些罗嗦。其实，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的过渡语言、激励语言、提问语言都是非常重
要的，需要教师细心斟酌、精心设计。这样，才能调动起每
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快乐地学有所得！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六

师：民族小学的小朋友是怎样上课的呢?请你想象一下，先和
同桌说一说。

(学生四人小组合作讨论后，交流)

生：民族小学的小朋友上课很认真。

生：民族小学的小朋友不受外面蝴蝶这些的影响。

(学生深入不了，只是停留在表面)

师：老师给你们几个提示，帮助你打开想象的大门。

(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同学们在读课文的时候)

生：老师在讲课，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讲。

生：老师提问时，同学们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就像一片小
树林。



生：他们读课文的声音就像音乐一样美妙。

学生的想象能力是非常丰富的，关键在于怎样引导学生展开
想象，怎样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在这堂课上，一开始，学生
的思路没有打开，他们的回答就停留在同学们上课认真上，
虽然意思没错，但是没有内容，比较肤浅。

经过适当引导之后，学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他们想象的
空间更大了，说出来的内容马上就不一样了。他们思考的范
围更广了，思考的深度也逐步加深。有人想到了老师听讲的
时候，同学们怎么样;有人想到老师提问时，同学们怎么样;
还有同学想到同学们读课文的时候怎么样等等。虽然谈不上
精彩，但至少孩子有进步了!

不要不舍得花那三四分钟，多一份合适的引导，多花一点点
的时间，可能就是让人欣慰的进步。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七

开学第一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我们的民族小学》
的第一课时，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的是，三年级的学
生与六年级的学生在上课时的差距这么大。其实，在暑假备
课时，我已经把新课标中年级的要求做了深入的研究，为的
就是把握住课标要求，有针对性、目的性的在教学时训练学
生的语文基本功。加上暑假参加了省级培训,听了很多专家的
讲学,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想把它融入自己的教学实
践,可是，第一天上课学生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弄得我有
脾气也没处发。首先，从自身来讲，多年来我一直教高段，
形成了一些习惯，不太适合中年级的学生。例如：讲课的语
速过快，很多的学生因为经历不集中，根本都没有听到，几
句话下来成了我和几个孩子的课堂。即使停下来，学生也不
知道你已经生气了，照常做自己的事情。其次，学生刚经过
暑假生活，从二年级上来，许多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再加上
新老师的要求不一样，也是弄得手忙脚乱。一节课就这样稀



里糊涂下来了。对老师的提问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总之，教
这班学生我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有充足的耐心，从一点一滴
做起。例如：最头疼的课堂常规，需要天天训练，学生精力
集中，能够听懂老师的话也要加强等等。另外，我还要争取
家长的支持，慢慢提高教学效果。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八

《我们的民族小学》是一篇抒情散文。在教学本文时，我让
学生了解我们各族儿童的团结友爱和他们幸福的学习生活，
体会贯穿全文的自豪、赞美之情。

这样的情感要让学生自己去领会，自己去感受。学生是课堂
教学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在教
学过程中，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需要去学习，自主讨论，自己感悟，给学生心灵放飞的权
利，培养了学生的悟性、灵性。在第一课时，我就出示了各
民族人民的.有关图片，让学生仔细观察图片上少数民族人民
的特点，孩子们普遍都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服饰，
印象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我让孩子们念念这些少数民族的
名称，在认识这些民族的同时，也为随后开展的深入理解课
文铺垫了基础。

在学习课文时，课文中并没有写孩子们是怎样上课的，我抓
住这一点，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说说民族小学的同学们上课
时的情景。孩子们各抒己见，十分踊跃，有的说：“他们听
得目不转睛。”有的说：“他们积极举手发言，还受到了老
师的表扬。”有的说：“他们把课文读得又整齐又动听。”

这一课中我的教学设计比较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能抓住他
们的注意力。但我也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有时还显得有
些繁琐。其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提问语言、过渡语言、
激励语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教师多加锤炼，精心准备。
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



在课堂上快乐的学习！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九

课文通过描写西南边疆的一所民族小学，反映了孩子们幸福
的学习生活，体现了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这是一
所美丽的学校：美得很有特点，各民族的小学生身着鲜艳的
民族服装，把学校装点得绚丽多彩；古老的铜钟，还有凤尾
竹，更增添了学校的乡村气息和民族特色。这是一所团结的
学校：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穿戴不同，语言不同，但都
成了好朋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共同
生活，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这是一座充满了欢乐、祥和气
氛的学校：孩子们课上认真读书，课下尽情玩耍，连小动物
也来聆听读书和来看热闹，可见对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是多么
羡慕。

在课堂上，学生对于民族小学的特殊之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对小动物们的到来感到很新奇，在课堂上大家都积极
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一所民族小学是十分令人怀念的，
在那里读书也是十分幸福的。

在读书中学生可以很好地把握情感基调，课文读得有感情，
学生好像身临其境一样。这是一所美丽的学校，这更是一所
团结的学校；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民族，
但都是好朋友，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紧密地团结在
五星红旗下。学校的美丽和团结既是作者所要赞美的内容，
也是引起自豪的原因之一。

“戴”两个难字,其余的几乎略过不说.看到孩子们的作业交
上来时,我发现大部分孩子能够写正确,个别孩子不对.不过书
写的质量不高,写得不漂亮,我又花了半节课时间练书写.写一
手好字,是语文课应该追求的,应当是每节课都必须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