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模板10篇)
小学教案是教师系统地安排与组织教学活动的重要工具。范
文一：《四年级数学教案：加减法的初步认识》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一

1、赏析亮点：精练、含蓄的题目，对比的写法；精巧、耐人
寻味的结尾。

2、探讨人性的美与丑。

1、赏析亮点：精练、含蓄的题目，对比的写法；精巧、耐人
寻味的结尾。

2、探讨人性的美与丑。

诵读、赏析

1课时

早晨我们打开窗，会看到冉冉升起的朝阳，夜晚我们打开窗，
又会看到灯火阑珊的都市，今天我们要打开泰格特的小说
《窗》，听到的却是一段美丽的谎言,一起感受人间的善恶美
丑。

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的这篇小小说发表在了1987年7月号的
《外国小说选刊》上，不久入选了中学教材，受到广大读者
的欢迎。可想而知，他一定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俄国著名作
家托尔斯泰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小小说是训练作家的最好
的学校”，因此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赏析小说的亮点，通
过这篇小说让同学们学会一些写作的方法。请看大屏幕上我
为大家提示的亮点（题目、写法、结尾）接下来的时间请大
家带着问题默读课文。一会儿我们一起来一一赏析亮点。



小说为什么以“窗”为题？

明确：《窗》更简洁含蓄，小说的情节紧紧围绕“窗”展开，
一语双关，既指病房的窗，也指心灵之窗（美好、丑陋），
以窗为题，更能突出主题。

以后同学们在给文章定题目的时候也应该像《窗》一样，精
炼、含蓄。

人物的对比

明确：靠窗的人：乐观善良、热爱生活、品德高尚（善、美）

不靠窗的人：自私自利、冷酷残忍、卑劣丑恶（恶、丑）

孟子曾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莎士比亚也说
过：“任何一只猛兽也有点恻隐之心。”小说中的不靠窗病
人连一只猛兽都不如，自私心理多么可怕！

看到的景物的对比

明确：靠窗的人：风景优美

不靠窗的人：秃墙一堵

第4、5自然段:描写景色非常优美，充满生机活力，幸福美好。
我相信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和我一样对这一部分有很深
刻的影响，接下来请大家在我的朗读声中去感受这些美好吧！

明确：更能够突出靠窗病人为病友苦心着想，说明他心地善
良，道德高尚。小说中的美景，是靠窗的病人想象出来的，
编织的美丽谎言。在自己病重的情况下，还竭尽全力为病友
描述窗外的美景。可见他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因为一个心灵
里没有美景的人，不会也不可能编造出如此生动丰富的美景。
公园美景描绘越生动，我们就越信以为真，我们越信以为真，



就越为下文不是公园，而是光秃秃的一堵墙，造成了一种落
差。

人物心灵的美与丑，善与恶表现得十分突出。对比手法，形
成了强烈的反差，更有力的表现了人物性格。无比赞美高尚
的靠窗的病人，无情地嘲讽和鞭挞自私冷酷的不靠窗的病人。
我们在《孔已己》和《范进中举》中已学过对比手法，希望
同学们在作文时也要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增强文章表现力。

准确地表现人物心理变化和人性的扭曲的曲折过程：

享受——羡慕——妒忌——恨——取代

本文的结尾巧妙在何处？

这个结尾给读者留下了心灵的震撼和思考的余地。这个结尾
正是文章最具震撼力的部分，文章到此戛然而止，出人意料
而又耐人寻味，这正是“欧亨利式”结尾的特点。美国短篇
小说作家欧亨利的很多文章都具有这个特点，同学们课下可
以阅读他的《最后一片藤叶》、《麦琪的礼物》和法国小说
家莫泊桑的《项链》，进一步品味这结尾的无穷魅力。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二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青岛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
四单元信息窗一

结合具体情境进一步理解加减法的意义；能正确口算得数是
百以内数的两位数加减法。

能利用所学知识，在教师的指导下提出并解决简单的实际问
题，了解同一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经历与他人交流
各自计算方法的过程，体验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性，感受学
数学、用数学的乐趣。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谈话：同学们，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
是由一个个担任不同工作的人所组成的，而和我们生活密切
相关的蜜蜂也跟人类一样，它们生活在一个蜜蜂王国里，今
天我们就一起到那里了解一下蜜蜂们的生活吧。

（出示课题及课件。课件内容是介绍蜜蜂王国分工的科教片
片断，里面有提供各种小蜜蜂只数的信息）

2、看完后，学生交流感想。

（鼓励学生像小蜜蜂一样互相合作，共同进步）

[设计意图]改变以往数学课只讲数学知识的传统，将课外知
识与数学学习有机结合，在向学生介绍一些课外知识，增加
知识量的同时，引起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再加以教师适时
的品德教育，使整节课既有一个完整的情境，又充满人文色
彩。

二、利用旧知，学习新知

谈话：根据课件提供的小蜜蜂只数的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
学问题？

（将学生所提问题按解决方法的不同分成用加法解决的一组
和用减法解决的一组，为后面分组解决作准备）

1、口算两位数加两位数

谈话：要求保育员和清洁工一共有多少只，应怎样列式呢？
应怎样计算呢？

（1）学生列出算式，老师指出这是口算两位数加两位数。



（2）先独立思考计算的方法，再小组交流。

（3）全班汇报，展示不同的方法。

（4）算法比较：说出最喜欢哪种算法及理由

小结：做这道题时很多同学都喜欢用学过的两位数加一位数
和两位数加整十数的知识，把题中的一个两位数分成一个一
位数和一个整十数，让它们分别和另一个两位数相加，最后
再将两个结果加起来的方法进行计算。

（5）练习：侍从和卫兵一共有多少只？学生独立完成并简单
的说一说口算方法。

2、口算两位数减两位数

谈话：要求保育员比清洁工多多少只，应怎样列式呢？应怎
样计算呢？

（1）学生列出算式，老师指出这是口算两位数减两位数。

（2）先独立思考计算的方法，再小组交流。

（3）全班汇报，展示不同的方法。

（4）算法比较：说出最喜欢哪种算法及理由

小结：做这道题时很多同学都喜欢用学过的两位数减一位数
和两位数减整十数的知识，把题中的一个两位数分成一个一
位数和一个整十数，用被减数依次减去的方法进行计算。

（5）练习：卫兵比侍从多多少只？学生独立完成并简单的说
一说口算方法。

[设计意图]将本节课的学习重点分为两部分进行，可以有效



地减弱学习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在学习方法上给予良好的指
导，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充分利用知识
的迁移规律探索和学习新知识。同时体现出算法的多样化和
算法优化。鼓励学生用不同的算法解决问题，只要有道理就
给予肯定，保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激发了他们积极主
动探究解决方法的愿望。面对众多的方法，不仅仅是让学生
知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合理有效的方法，所以对众多
方法进行比较和算法的优化，帮助学生掌握口算方法。

三、掌握方法，巩固应用

谈话：刚才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有些还没有解决。现在
我们也像蜜蜂王国里的小蜜蜂一样，小组同学分工合作，每
人做一道，看哪个小组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最准确地做完这些
题目。

（解决刚才提出的众多问题中还未解决的问题）

[设计意图]还原情境中的内容，让学生小组分工合作解决问
题，亲身体验合作学习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将品德教育落
到实处。关注学生是否已扎实掌握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的
方法，在巩固应用中进一步提高计算的准确率和速度。

四、梳理知识，总结升华

[设计意图]对本节课的学习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整理，形成基
本的知识网络，整理学习思路，掌握口算两位数加减两位数
的方法，为后面的学习打好基础。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三

师：同学们都找出了猫的特点，读得很好，评得也不错，你
们还有没有想说的？



（学生中没人举手，并不同程度地显出了丝丝倦意）

师：刚才，你们的读书感染了老师，老师也想来读读。现在
请你们来当评委，给老师点评点评。

（学生立即来了精神，个个端坐，人人静听）

师读：“它要是高兴啊，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碰（蹭）
你的脚，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它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
跳上桌来，在稿纸上印上几个爪印（小梅花）。”（故意将
其中两个词读错）

生：（议论纷纷）：老师读错了！把“蹭”读成了“碰”
把“小梅花”读成了“小爪印”。

师：哦？“蹭”不就是“碰”的意思，“小梅花”不就
指“小爪印”吗？反正都一样！

生：不一样。

师：怎么不一样？评委们得找出充分的理由说服我。

（老师故意以错这“一石”来激发学生思维的“千层浪”）

生甲（边说边做动作）“碰”就是这样挨一下，而“蹭”是
这样轻轻的摩擦（生笑）

师：你用动作表示真形像，看来这两个词是有点不一样。

生乙：“蹭”比“碰”有感情，我跟妈妈撒娇时，就是用身
子在妈妈的怀是蹭来蹭去的（众生笑）别笑呀，我是想说猫
用身子蹭作者的腿，说明猫与主人很亲热，在向主人撒娇呢！

师：你能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很有说服力。



生丙：还可以看出老舍爷爷对猫的感情。本来在洁白的稿纸
上留下猫爪印是件让人不愉快的事，作者却把它看成美丽的
小梅花，说明作者特别喜欢猫，在他眼里，猫什么都好，就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哪怕再淘气也可爱。

师：真了不起，把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的感情都给体会出来了。

生丁：我补充一点，猫爪印确实很像梅花，说明作者观察事
物很细致，“小梅花”既抓住了事物的特点，又体现出了情
感这词用得妙。

（师感情朗读后，生鼓掌）

反思：

新课改提倡学生自主学习，但学生由于生活阅历、知识水平
的局限，在自主学习中往往出现“缺氧”现象。如果不加引
导，就会使阅读实践流于肤浅。那么，教师如何将学生的自
主学习引向深入？《猫》一课中教师机智地运用“欲擒故
纵”法，引导学生评价老师，评价的主客体一互换，使原本
有些沉闷的课堂一下活跃了，学生一听要给老师点评，首先，
更注意倾听了；其次，在指出老师错误时，要仔细阅读文章，
还要认真思考。这种“看似无心胜有心”的引导使学生的阅
读一步步深入，不仅领悟了文章的内涵，还体会到了作者的
情感。甚至探究了写作的方法。如此教学，相信一定收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四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美丽的风景总是可以给人以无穷的美的
享受。不过，现在我要给大家看一幅特殊的图画。请看投影
屏幕，告诉大家你看到了什么。

师：我们习惯了用眼睛去观察世界，我们更要学会用心灵去



感知世界，今天让我们阅读《窗》这个故事，用我们的心灵
去解读窗内外的世界。(2)

请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小说，读完后说一说，从故事
中你看到了什么?

师：对学生的回答作简要评价后导入下一个环节。

下面就让我们进一步走进病房，走进两位病人的内心世
界…(4)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五

《桥》是一篇小小说，作者满怀深情地塑造了一位普通的老
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面对狂奔而来的洪水，他以自己的威
信和沉稳、高风亮节、果决的指挥，将村民们送上跨越死亡
的生命桥。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不朽的桥梁。这座桥梁是我们
党以老支书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桥”，
这正是课文以“桥”作题目的深刻内含。

根据本文的内容和表达的特点，我设计了第一课时教学目标
如下：

1.认识6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咆哮、狂奔、
狞笑、拥戴、清瘦、沙哑、放肆、豹子、呻吟、搀扶、祭奠、
乱哄哄、势不可挡、跌跌撞撞”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归纳文章主要内容。

4.在了解课文大意的基础上初步认识老汉是个什么样的人。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归纳文章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

初步认识老汉是个什么样的人。

二、教学理念：

让学生有独特的学习感受，就应该让学生潜心涵泳、诵读体
味。特别是第一课时，要让学生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以诵读
体味为主要教学形式，注重诵读中涵泳、意会、体悟。并在
读中了解课文大意、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让学生能与文本、
作者充分的进行对话，为下一节课学习做好准备。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在上课时要求学生分三个层次的读课
文：一读课文，正音，读通课文。二读课文，了解文章大意。
三读课文，品析文章主要人物。一读课文，正音，读通课文，
对一些难理解、难写的字词，重点指导读写，扫除学习课文
中的障碍，发挥语文学习的工具性作用，使学生能很快进入
文本。二读课文，让学生能更流利的读文，更好与文本对话，
归纳出文章的大意，对文章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再在这个整
体认识的基础上，提炼出主要人物——老汉。第三次读文，
有感情的读课文重点部分，就是有让学生抓住主要人物老汉
的言行，感悟老汉的伟大。（这部分主要在第二课时完成。）
让学生在了解文章之前扫除阅读障碍，使学生能更好的感悟
文本。在学习课文时潜心涵泳、诵读体味，读中感悟、启思
中说写、促使学生在言和意的体会中进行感悟、内化、转换。
在教授课文时，我采用由整体到部分的方法，让学生在了解
文章的大意后，体会老汉的不简单；再细读文中，感悟老汉
的伟大。使老汉的形象一步一步浮现出来，越来越清晰。从
而使老党支部书记的高大形象印在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情
感生发，激起了对老汉的敬佩之情。达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和谐统一。

三、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课题

同学们都见过桥。谁来说说你见过的桥？（板书:桥）刚才同
学们介绍的这些桥都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便于通行的建筑物。
我们的汉字常是一词多义，这个“桥”除了指我们常见的这
些便于通行的建筑物外，还有什么意思呢？（形状如桥梁的）

今天我们来学习《桥》这篇课文，看看那这里的“桥”又是
指什么呢？

(二)初读课文，正音，读通课文。

1.学好一篇课文必须会读。读课文就像上台阶一样，第一级
台阶就是把课文读通、读顺，第二级就要能流利地读课文，
第三级台阶就要求我们能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我们学习课
文就要这样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首先我们来爬第一级台
阶，在读课文之前大家要先标出自然段的序号。在读的过程
中如果有不认识或者拿不准的字，请查字典弄清楚。请大家
放开声音，大声读课文吧！

2.学生读课文。

3.同学们读得非常投入，说明我们都很会读书。老师想请一
位平时在全班读书方面锻炼较少的同学来读一读课文的1—6
自然段。大家说谁来？（生读）大家来评评他读得怎么样？
（相机正音、学习词语）（再请3位同学读书）

（三）再读课文，了解文章大意。

2..刚才同学们读了课文，谁来说说课文讲了什么？（指名说



主要内容）

深夜，当洪水袭来时，老村支书记冒着生命危险，不存私念
地指挥一百多号人有秩序地过桥，最后自己和儿子却被洪水
卷走了。

（四）三读课文，品析文章主要人物。

2.我们来默读课文，在读的时候边读边想哪些地方让你感受
很深，用笔画出来，想一想为什么让你感受很深。（生读课
文）

3.来！说说再一次读了一遍课文之后，课文的什么地方给你
留下了特别？

（生读印象深刻的句段，师相机指导朗读）

4.通过刚才的读，你们觉得老汉是个什么样的人？

5.学习课文不深入到字里行间，我们就无法感受文章的内涵；
不深入到字里行间，我们就无法理解老汉的言行。让咱们再
一次带着自己对文章的感受，深入到课文的字里行间，和村
民一起去感受这场灾难，和老汉一起去挽救村民。请大家发
放声读7——22自然段。

（五）小结

我们以知道老汉是个忠于职守、舍己为人的人，我们从哪些
地方可以感受到老汉的这些高尚的品质呢？下节课接着学习！

四、教后反思：

在本轮的教学后，我反思全教学过程，认为我基本完成第一
课时的任务，让学生对课文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对老汉的形
象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主要是我做好了以下三点：



1、在课堂中突出基础知识的训练。其实在本轮教学中，我花
了大量的时间给学生正音、结合语句理解字、词的意思，懂
得一句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磨刀不误砍柴工”。让学
生扫除学习障碍，很快进入文本、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

2、读的层次清楚，学生任务明确。在教学中，三个层次的读，
让学生每次读的任务明确，效果好，大多数学生在三次读后
都能基本回答课后的问题，对人物的形象有了一定的了解。

3、给足读的时间。课堂时间很宝贵，我还是让学生多次的读
长，时间的读，让他们潜心涵泳、诵读体味，所以自然而然
的进入文本，与文中人物产生共鸣。

在教学中，我认为注重基础知识的落实、读的落实固然重要。
如果上课的时候，先给学生讲讲抗洪抢险的故事，播放几组
真实的镜头，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自然而然地释放自己
情感，然后再开始学习课文。这样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
如音乐、图片、多媒体和同类的文章等等，为学生创设一个
学习的氛围，这样学生就能更快的进入文本，了解人物的特
点，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点在今后的教学中还要多思考。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六

1.理解人性的美与丑，领悟小说蕴含的人生哲理。

2.通过人物形象的对比，领会小说精巧的构思。

3.品味精炼、含蓄的语言。

重点：目标1、2

难点：目标3

课前学习：找出课文中所有的成语，借助工具书初步弄清这



些成语的意思。

1、导语。佛说，心中有佛，眼里就有佛。其实，生活就像一
面镜子，高尚的人映照出美好，卑劣的人映照出的则是丑恶。

2、检查预习。正音正字。

1、请同学们自由地放声地朗读课文，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小说
记叙的主要事件。

指导：说清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地点做了什么事，结果怎样。

学生思考，明确：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由于嫉妒靠窗病人
能看到窗外的美景，不靠窗病人见死不救，最终占据了靠窗
的床，却看到了一堵光秃秃的墙。

2、请根据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理清小说的故事情节。

学生回顾小说文体知识，在课文中读划概括。

1、分析人物：

跳读课文，用恰当的形容词概括小说中两个病人的性格特点，
并说说你的理由。

我认为(不)靠窗的病人是一个_______的人，因
为______________。

学生思考交流，教师点拨归纳：

靠窗病人渴望生命，热爱生活，所以他幻想出了五彩斑斓、
争奇斗妍的美好景象，以激励自己与病魔顽强斗争，他是坚
强乐观的。在他心目中病友的生命同样重要，他要尽自己所
能激发病友的生存欲望，点燃奄奄一息的生命之火，因而它
是无私的、善良的高尚的。



不靠窗病人虽也热爱生命、本性善良，，但私欲的膨胀使他
变得冷酷无情，人性被嫉妒所侵蚀，灵魂被自私给扭曲，因
而他自私、冷酷、丑恶。

靠窗的病人：乐于助人、心地善良、道德高尚

善不靠窗的病人：狭隘自私、冷酷无情、灵魂丑恶

2、合作探究

(2)、小说以窗为题有什么作用?

先思考后小组讨论交流，明确：

窗外确实只有一堵墙，靠窗病人用“心”去看，真心用感情
来描述生活，所以，他看到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而不
靠窗病人用眼去看，自私地看到生活中的事物，所以，他看
到的只会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窗有喻指人的心灵的意思即心灵之窗;小说的情节紧紧围
绕“窗”展开。

1、显然，靠窗病人和不靠窗病人是两个相对的形象。小说在
描写这两个人物时对比十分鲜明，请找出课文中的对比之处，
并说说这样写的作用。

学生读划，思考交流。教师点拨。注意人物心灵上的对比。

明确：

3、探究结尾的妙处。

齐读，说说你从这句话中读出了什么。

生读，讨论，交流。



师点拨，引导体会小说语言的含蓄、精炼。深究小说主旨。

教师小结：一扇小小的窗户揭示了人性的美与丑让我们懂得
了只有纯洁的心灵、高尚的人格才能浇灌出绚丽多彩的生命
之花，一个道德卑劣的人是找不到亦真亦幻的境界的。让我
们用真、善、美的心灵去寻找生活中美丽的风景，把它送给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类似于近窗病人这样的心地善良、道德
高尚的人吗?请举例说明。

(2)请写几句话劝告那位不靠窗病人，希望他也能看到美丽的
风景。

《窗》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光秃秃的一堵墙”，这光秃秃的`
一堵墙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想象和感慨。这时，假如一个新
的病人住进了这个病房，这扇窗下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请
发挥你的想象力，续编故事，力求做到合理、有创意。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七

二、自主探究

2、生读完后，纠正。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党支部书记老汉面对狂奔而来的洪水，以自己的威信和沉
稳冷静的指挥，把村民们送上跨越死亡的生命桥，自己和儿
子却被洪水吞没的故事。）

3、在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感动、沉痛、
难过……）

4、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感受学习课文，将你感受深
的句子或段落画下来，并在旁边写写你的体会。（抓重点句



子或词语谈体会、联系上下文是理解文章的好方法。）

三、汇报交流，精讲点拨

1、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你画了哪些感受深刻的句子或段落？为什么？

（一）当时的环境

“像泼。像倒。”两字成句，字字千钧，突出雨非同寻常的
大。这样的雨足以使洪水泛滥成灾。“咆哮、狂奔而来、势
不可挡”看出洪水来势凶猛，奔流而下，势不可挡。

【近一米高的洪水已经在路面上跳舞了。】

“一米高”说明洪水已经很深了。

师：拟人化的句子写出了洪水的肆虐，简直就像一群魔鬼在
跳舞。

【死亡在洪水的狞笑声中逼近。】

“狞笑”是凶恶的笑。如果人们不赶快离开，就会被洪水淹
没，丧失生命。也说明洪水来势凶猛，涨得很快。

2、洪水在跳舞，死亡在狞笑，此时你什么感觉？（洪水来势
凶猛，情况紧急）那么你怎样通过朗读表现出来？（出示四
句话）自己试试，谁愿意来读？指生读，评价。你来试试？
听了你的朗读我仿佛看到了铺天盖地而来的肆虐的洪水。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惊醒了的小村庄，亲身感受一下洪水的
疯狂。（播放录像）



师：在肆虐的洪水中，人们六神无主、惊慌失措，这时老汉
出现了，他做了什么让我们感动？刚才已经有同学谈到了这
个句子（出示句子）

（二）老汉的行为

1、【木桥前，没腿深的水里，站着他们的党支部书记，那个
全村人都拥戴的老汉。】

“拥戴”可以看出老汉平时在村里就很有威信。“没腿深”
说明水已经很深。

师：第一个到达这座木桥前，却没有先逃走，这说明老汉？
（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无私无畏）

【老汉清瘦的脸上淌着雨水。他不说话，盯着乱哄哄的人们。
他像一座山。】

“一座山”看出他威严冷静，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人
们获得生的希望的靠山。

师：他像一座山。而人们却“乱哄哄”？除了“乱哄哄”还
怎样？（你拥我挤、疯了似的、跌跌撞撞）

师：面对疯狂袭来的洪水，人们几近疯狂崩溃，几乎失去了
理智，而老汉----他们的党支部书记却像一座山。通过这一
对比，更能体现出老汉的（威严、冷静、无畏）。

谈的真好，能把你的理解读出来吗？指2生读，齐读。

【老汉沙哑地喊话：“桥窄！排成一队，不要挤！党员排在
后边！”】

“沙哑”看出老汉很着急，在洪水声中，在杂乱的人群中已
经喊了很久了。三个“!”可以看出老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



毫无私心，甘愿牺牲自己。他的话是命令，是人们逃生的唯
一方法。

师:那你觉得这句话该怎样读？齐读2遍。（你们真是一群沉
稳、冷静、果断的孩子！）

“冲，揪、吼”“凶得像豹子”看出老汉非常愤怒，毫无私
心，不徇私情，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师：如果咱把这句话改成这样：走上，拉出，说道，你觉得
怎样？（不能体现老汉的愤怒与无私）

那我们怎样来表现老汉的愤怒与无私？指生读，你是这样来
表现的，老师也想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可以吗？你自己
再试试。

师：如果再给老汉一次选择，老汉还会把儿子从队伍里揪出
来吗？（还会揪出来，因为老汉就是这样一个不徇私情的人。
）

【老汉吼道：“少废话，快走。”他用力把小伙子推上木桥。
】

“吼，用力”说明老汉着急，希望小伙子快走，他其实很爱
儿子。

师：揪出儿子又推上木桥，看似矛盾的举动却可以看出老汉
为了大家舍小家，为了儿子舍自己的无私胸怀。

【老汉似乎要喊什么，猛然间，一个浪头也吞没了他。】

“似乎要喊什么”？（儿子，……）

师：是啊，那可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眼见自己的骨
肉被洪水吞噬，试问世间哪个父母会不痛心疾首？可他，他



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有更重的责任。

2、师：老汉最终没有留下，和他的儿子一起：被无情的洪水
（吞没了）。其实：出示木桥，师引说：

就在木桥前，在没腿深的水里，老汉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
是-------

就在木桥前，在没腰深的水里，老汉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
是-------

就在木桥前，在没胸深的水里，老汉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
是-------

就在木桥前，老汉完全可以让儿子一走了之，但是-------

就在木桥前，老汉完全可以和儿子一走了之，但是-------

这是一个怎样的老汉啊？

板书：（无私无畏，不徇私情，甘于献身）

这样的老汉能不受人拥戴吗？

就让我们用朗读来向老汉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与感动吧！(出
示句子，生朗读。教师引导：

当洪水疯狂袭来，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木桥前……）

面对疯狂失措，失去理智的人们（老汉清瘦的……老汉沙哑
地……）

当看到自己的儿子混在队伍里想逃生时，无私的老汉（老汉
突然……）



当洪水漫上胸膛，只有他和儿子，儿子推他上木桥的时候
（老汉吼道……）

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可他来不及啊！(老汉似乎要……)

（生朗读，朗读时再指导。)

师：面对疯狂袭来的洪水，我们的老汉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
共产党员的真正含义。他----是值得我们拥戴与骄傲的！

用自己的身体把学生压在讲桌底下，救护了4名学生而自己却
不幸罹难的谭千秋。

映秀幼儿园的聂晓燕老师一手一个抱出了两个孩子，而她自
己的孩子却被掩埋在她刚救出孩子的房间里。当再也不能呼
叫妈妈的孩子被从废墟里挖出时，聂晓燕撕心裂肺：“娃
娃――妈妈――来不及啊……”

他们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人，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
他们和老汉一样，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具有无私无畏、不徇
私情、甘于牺牲的精神！

四、反思拓展

1、再过些日子，就是清明节了，如果你来到老汉墓前，你会
对老汉说什么呢？请在插图旁写几句祭奠老汉的话，作为清
明节送给老汉的特殊礼物。

生写完后读，师放低沉音乐。

师：老汉虽然被无情的洪水吞没了，但凶猛的洪水吞不没的
是什么？

（老汉的精神）



2、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读课题，你又有什么新的理解？

（这座桥不仅仅是一座救命桥，更重要的是我们党以老汉为
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桥。）

师：所以，作者以桥为题，歌颂以老汉为代表的优秀的共产
党员，歌颂他们那无私无畏，不徇私情，甘于献身的精神。

3、课文学到这，你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吗？

4、作业：  

1）、这篇课文感人至深，震撼人心。除了内容的原因外，还
因为作者在表达方法上的独具匠心。请同学们读一读，找一
找，看看作者在表达上都有哪些特点，比一比谁发现得多。
下节课进行交流。

2）、找找以下文章读一读：《丰碑》、《“诺曼底号”遇难
记》、《一个降落伞包》。写写读后感。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八

《桥》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五年级下册第四组课
文中的第二篇精读课文。教学本组课文要入情入境，抓住那
些感动我们的地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还要认真领
悟文章的表达方法。《桥》的作者满怀深情地塑造了一位普
通的老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面对狂奔而来的洪水，他以自
己的威信、沉稳，高风亮节和果断的指挥，将村民们送上跨
越死亡的生命桥。他把生的希望让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
自己，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不朽的桥梁。

这篇文章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语言简练生动，极富韵
味。在表达上很有特点：1.构思新颖别致，设置悬念，前后
照应；2.多用简短的句、段渲染气氛；3.大量运用比喻、拟



人等修辞手法,增强表现力。

二.说学生

五年级学生已具备一定的朗读能力，语言感悟的能力。对于
本课扣人心弦的故事，学生的阅读主动性，积极性应该很高，
但对共产党员面对危险时，无私无畏、不徇私情、英勇献身
的精神理解恐怕不够深入，也不容易联想到桥的深刻含义。

三.说教法

针对学生认知特点和教材的特点，在教学中，我准备以教师
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进行自主、探究性教学，多放手，让
学生自己去体会、感悟，从而实现与文本的对话。

四.说学法

学生主要通过自读自悟，换位思考，探究等方法学习本课。

五.说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教学目标：1.认识6个生字，会写1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本课
新词。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品位
语言，理解内容，深刻感受共产党员无私无畏、不徇私情、
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

教学重点：引导学生抓住课文中令人感动的地方，感受老共
产党员无私无畏、不徇私情、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体会课
文在表达上的特点。

教学难点：理解课题所蕴涵的深意。

六.说课前准



备                             

七.说课时安排     

八.说教学过
程                              

第一课时

2.开火车分段读课文，教师相机指导重点字、词读音。

3.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通过检查学生对字、词的学
习，使学生初步感知课文）

（五）再评老汉，聚焦父
子。                        

（八）      板书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九

(1)掌握书下生字词。

(2)培养学生自读课文自己质疑的能力，提高学生口语表达、
对文字的概括、加工能力。

(3)培养学生欣赏建筑艺术的兴趣，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情
感。

教学重点：

贝聿铭大师在建筑设计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教学难点：



贝聿铭在建筑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革新创造精神和他的一片
爱国之心。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初备统复备

一一、导课：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在世界建筑历史的长廊中,一个中国
人的名字被书写在了顶级大师的行列,他就是美籍华人贝聿铭.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建筑大师.(展示多媒体课件---
贝聿铭简介)

二、解题

华夏顾名思义指中国,谁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展示了中国
什么文化的魅力?

三、检查预习:

1、读准下列加点字的注音并解释词语：

剔透轩然大波

2、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说出：



(1)在美国的建筑界,贝聿铭

(1)是怎样一步一步初露头角的?

(2)在人们的非议中,贝聿铭设计的哪些建筑受到了人们的称
赞?

(3)你对贝聿铭的初步印象是什么?

四、研读课文

〈一〉感悟贝聿铭的杰出艺术成就。

1、(1)、出示快速阅读方法，学生快速阅读课文。

快速阅读方法：即不出声，不四视，眼光沿中轴线左右移动，
视幅要宽……

(2)、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找出文章中能体现贝聿铭杰出建筑
艺术成就的句子。

(3)、学生交流所找到的句子，教师及时评析。

2、(1)教师展示所收集到的图片，学生直观地感受贝聿铭的
杰出成就。

(2)学生讨论：作为一名导游，如何带领游客游览贝聿铭所设
计的著名建筑。

(3)学生上台表演。

〈二〉感受贝聿铭的一片爱国之心。

1、学生找出文中能表现贝聿铭的爱国之心的句子。



2、交流体会。

3、情景感悟。

放歌曲《我的中国心》，学生在歌曲中再次感悟贝聿铭的一
片爱国之心。

五、迁移：

1、学生谈本节课的'体会。

2、学生谈还可以通过哪些形式展示自己的爱国之心。

六、总结：

从刚才同学们的谈话中，老师感受到了大家的爱国之情，我
们只要立足现实，打好基础，在学习上精益求精必能像贝聿
铭那样拥有高超的技艺，定会展示华夏文化的魅力。很高兴
和大家一起走进贝聿铭、了解贝聿铭，请看本节课的作业。

七、作业：

围绕爱国这一主题，请你写一篇文章、画一副画、或者用其
它的形式来表达你的爱国之情。

八、板书设计：

展示华夏文化魅力

杰出的艺术成就赤诚的爱国之心

小学数学几加几教案篇十

大部分学生入学前接触过汉语拼音，对字母的读音和音节的



拼读有一定的基础，只是受先入为主的影响个别字母和音节
的发音不准确。

难点：n 、l的发音及n 、l与韵母的拼读。

如按常规教学仅凭教师讲解声母音、形、义，大部分学生定
会兴趣索然。因此，教者应该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
习需求，激发学生主动意识和创造精神，采取灵活多样的教
学方法。

重点：声母d、t、n、l的形状及d、t 、n 、l与韵母的拼读。

以游戏和活动为主线，自主探究，在创新中求发展。

1、d 、t 、n 、l的字母卡片及与单韵母相拼的翻动式卡片。

2、拼音乐园的课件及摘苹果游戏的挂图。

3、学生用的橡皮泥、小棒和毛线绳。

1、学会d 、t、n 、l 4个声母，读准音，认清形，正确书写。

2、学会d、t 、n、l 与单韵母拼读音节及带调拼读音节。

1、复习声母：b 、p、m、f 并让学生回忆记忆的方法。

2、复习音节：ba 、fo、ma 、po

（设计意图：采取指读对读齐读和开火车读等多种形式，一
方面检查学生以前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进行字母形状记忆
方法的迁移。）

1、拼音乐园里可热闹了!今天老师还要带小朋友到这里认识
一些拼音娃娃。你们看谁来了？大屏幕演示字母d、t 、n 、l 及



直观图。

2、小朋友，你认识他们吗？指名试着读一读。教师追问：你
为什么读得这么好？让学生交流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

3、学生模仿读、练读、对读、同座互相检查读，教师相机指
导n 、l 纠正的发音。

（设计意图：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和不同发展需求，
充分相信学生，尊重学生，注重他们主体作用的发挥，引导
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

1、屏幕上的图能够帮助你们记住d 、t、n 、l 的样子，请小朋
友仔细看图，想一想有什么新的发现，同座交流交流。（学
生用以前的方法编顺口溜：队鼓鼓锤d d d；鱼儿跳舞t t t；一
个门洞n n n ；一根木棍l l l。）

2、你们还有什么好办法记住他们吗？小组讨论一下。学生联
系日常生活畅所欲言。（马蹄印d d d、用手指摆d的形状；小
伞把t t t、倒拄拐棍t t t、t 和七像；独木桥n n n；l 的形状像数
字1、筷子、教鞭、指挥棒、旗杆、铅笔、灯管）

3、他们还和我们以前认识的哪些拼音娃娃很像？

（d 和b、p; n 和u 、m ; t 和f ; l 和i）

（设计意图：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放手让学生去
寻找新的发现，使学生思维中创造的火花不断闪现。声母形
的记忆体现层次性：先引导学生从直观画面观察记忆字形；
再引导学生联系生活想象字形；最后指导学生根据所学比较
记忆字形。学生在平等和谐的氛围中参与、体验、合作、发
展，学习态度和情感得以进一步提升。）

1、翻版出示音节；这些音节你们会读吗？试着读一读。指名



读、小组读、示范读、指名当小老师领读、自由选择读、齐
读等。教师重点纠正n 、l 与单韵母相拼的音节。

2、屏幕演示一些带调音节：da 、di 、tu 、nu、li、lu 、ni 、na.让
学生用这些音节组词或说一句话，看谁用上的音节多。

（设计意图：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地位充分体现，学生的成
就感极大的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拼音
在生活中的作用，为学生提前识字说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指导学生观察：这四位拼音娃娃分别在四线格的什么位置？

2、教师重点指导声母t的写法。其余三个声母学生根据观察
试着写一写。想写几个就写几个，指导自己满意为止。

3、教师巡视纠正指导并让学生互相交流展示。

（设计意图：书写在低年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弹性要求
和交流展示使学生进一步体验到书写的乐趣。）

1、学生利用手中的橡皮泥、小棒、毛线捏一捏、摆一摆今天
认识的拼音娃娃。有的独自进行，有的与同座讨论合作，教
师给捏摆好的同学以展示的机会。

（设计意图：独特的教学手段再次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
性，饶有情趣的欣赏、展示是对学生内在需求的最好馈赠。
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会成为学生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2、摘苹果游戏。拼音娃娃来到果园里，哇！树上结满了红通
通的大苹果，多诱人啊！你们想吃吗？学生认读苹果上的字
母、音节，读对了就奖励一个大苹果。

（设计意图：游戏是孩子们快乐求知的源泉。学生在积极的
竞争参与中，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得到培植。）



本节课力求把语文新课程标准的理念融入实际教学实践之中，
教师角色和教学行为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注重了学习方式的变革。能够从学生的学习实际和身心发
展需求出发，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以参与求体验，
以合作求创新，以探究求发展。在声母音形教学上，充分相
信学生，让学生间尝试学、互相教学、讨论研究学，学生主
体地位凸现，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2、创造性的使用教材。

在深知学情的基础上，打破了以往拼音教学单一的呈现方式，
及各个字母按音形义讲解，采取了集中训练，减少头绪，加
强综合的教学思路。一些弹性要求和交流展示拓宽了学生思
维和活动空间，使学生的创造力在教师的感召下得以彰显。

3、拼音教学生活化、情境化。以游戏和活动为主线，让全体
学生积极动口、动脑、动手，多种感官协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