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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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方案 篇 1 

  【课前透视】 

  课文热情洋溢地叙述了 1961 年周总理在西双版纳同傣族人民过泼水节的情

形，表达了周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深厚情谊。总理的满面笑容、傣族人民的

兴奋与喜悦在作者饱满的激情中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现。__图文并茂，紧扣难忘二

字展开，内容突出景难忘人难忘情难忘。有感情地朗读是本课教学重点，教学中

要让学生多层次、多种形式反复地读课文，从而感受到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

泼水节时的热烈场面和人们的兴奋心情。 

  二年级学生对泼水节的来历、周总理与人民的关系了解不多，课前应布置他

们搜集有关的资料，提高搜集、处理和筛选信息的能力。 

  【教学目标】 

  1、会认 12 个生字，会写 12 个字。 

  2、抓住重点词句自主感悟傣族人民和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幸福和快乐。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对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有一定的认识，对傣族人民的泼水节有初步感受。 

  【教学重点】 

  了解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情景，体会他们之间心连心的深情厚

谊。 

  【信息资料】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生字卡片、泼水节的多媒体课件、课文插图、师生搜集泼水节和周总理的相

关资料。 

  【课时安排】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师：今天上课，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导游，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杭州著名的旅

游景点宋城泼水节的盛况。 

  1、个别介绍。 

  2、其他同学作补充。 

  3、课件出示有关宋城泼水节的图片和录像。 

  4、积趣存疑：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去参加傣族的泼水节。 

  (板书课题) 

  教师或学生简单介绍傣族泼水节的习俗。 

  (图片激趣)出示课文插图，图上的人们在干什么? 

  (人们和周总理在一起过泼水节) 

  (板书：泼水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然后在前面加上难忘二字：为什么说是难忘的泼水节呢?学习课文我们就会

知道。 

  二、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初步感受泼水节的难忘。 

  2、再次读课文，圈画生字，把生字多读几遍。 

  3、限定时间，练习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4、接龙读检查读文情况。 

  三、检查朗读，学习生字 

  1、小组合作检查生字读音，注意瓣读 bàn，在句子中读花瓣时要加儿化音

花瓣儿。因为的为读 wèi 。翘舌音有蘸、寿，平舌音有踩。 

  2、交流识字方法。小组内说说自己是怎样认字的，然后全班推荐好的识字

方法。 

  3、利用课件游戏检查识字：抓特务、对号入座、购买门票。 

  四、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2、换词比较：火红火红的可以换成红色的吗? 

  (突出凤凰花的艳丽，烘托了喜庆祥和的气氛) 

  还有什么事物也是火红火红的?自由回答。 

  3、指导读──练习读──齐读。 

  五、学习二、三自然段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1、默读课文，把自己读懂的地方和学习伙伴交流。 

  2、今年的泼水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导学生用因为所以练习说说原因。 

  3、傣族人民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重点抓住人们动作的词语体会。 

  (用你自己的话向大家描述一下人们欢迎周总理的情景) 

  4、指导朗读： 

  重点抓住欢呼一词体会傣族人民激动、高兴的心情。难点是读好最后一句：

周总理来了!读最后这句欢呼的话，感情要充沛，声音要自然，语气、语调可以

根据自己的理解体现出个性。 

  六、写字指导 

  1、学习恩、寿、凤、凰、龙、度六个字： 

  本课要写的字中有四个字是新认的(恩、寿、凤、凰)。这四个字中，凤凰二

字比较难写，可作重点指导： 

  ⑴ 都是半包围结构。 

  ⑵ 第一笔一定要写成竖撇，这是写好这类字的关键 ;第二笔是横折弯钩的弯

形写法，要注意指导。 

  ⑶ 凤字内是又，要和风区分字形。 此外，还应注意恩与思的区别。 

  2、利用课件，分析结构和注意点。  

  3、学生临摹，教师巡视，根据书写实际相机指导。  

  4、学生互相观察和欣赏，写得不满意的字可以再写几个，直到自己满意为

止。 

  第二课时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一、复习导入 

  1、认读生字卡片。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一至三自然段。 

  二、读文思考 

  1、学习四五自然段： 

  ⑴ 默读课文，用波浪线划出你最喜欢的句子，读一读。 

  ⑵ 小组合作，互相交流读书的收获。 

  2、反馈交流： 

  ⑴ 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长裤，头上包着 一条水红色的头巾，笑容

满面地来到人群中。 

  ① 结合课文插图，理解笑容满面。 

  (态度和蔼可亲，尊重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② 想像周总理会对人们说些什么? 

  ⑵ 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的地毯，同傣族

人民一起跳舞。 

  ① 抓住表示动作的词语体会总理与傣族人民的情谊。 

  ② 你能用表示动作的词语写一句话吗? 

  ⑶ 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们泼洒，

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总理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 

  提供句型，练习说话，发散思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周总理把水泼到老年人身上，祝愿他们___________________。 

  周总理把水泼到青年人身上，祝愿他们___________________。 

  周总理把水泼到孩子们身上，祝愿他们___________________。 

  3、指导朗读： 

  个别读──男女同学──齐读。 

  三、学习最后段落，重点指导朗读 

  1、配上音乐，激起情感高潮： 

  师：周总理开心，人们更开心，我们也开心。 

  2、配乐齐读。 

  四、知识延伸 

  傣族人民的泼水节因为有了周总理的参加而显得格外难忘，你还知道哪些具

有民族特色的节日呢? 

  (师介绍：火把节 那达慕大会等) 

  五、指导书写 

  1、学生观察，每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利用课件，分析结构和注意点。 

  3、展示写字作业，学生互相评价。 

  六、课后实践活动 

  1、查找、搜集周总理的图片、故事。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2、用学习伙伴的话，引导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节日和民间习俗、开个小小

介绍会。 

 

教学设计方案 篇 2 

  【课前思考】 

  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曾经用无数个句子想解读我们的语文，诠释我们的语

文，但总不如一句话来得贴切，那就是：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我们曾

扎扎实实地训练，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感悟，这好像两阵风，把我们吹得有点迷糊。

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以前是训练太多，现在则觉得感悟太多，如果这样一味地

感悟下去，那么不知若干年之后，我们拿什么来感悟 ? 

  其实，课程标准一开始就为我们指明了语文教育的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统一，于是这样一个问题已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如何使工具性与人文性更和谐

地统一?我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走进《燕子专列》的课堂的。  

  【学习目标】 

  在品词的过程中积累词语，在相关句式的训练中提升情感，深刻体会瑞士人

民对大自然和生命的关爱，从而激发对弱小生命的同情。 

  【预设过程】 

  一、复习词语，创设情境 

  1、师：同学们，在上一节课的学习中，有一件事始终让我们揪心，那就是

成千上万只燕子从南方飞回北方时，在瑞士境内遇到了麻烦。在这件事情的叙述

中，有这样一些词语，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 

  2、出示：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气温骤降 

  风雪不止 

  长途跋涉 

  饥寒交迫 

  濒临死亡 

  3、师：请你自由读读这些词?说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二、深入研读，训练感悟 

  1、师：同学们，成千上万的燕子飞到瑞士时，气温骤降，风雪不止，此时

的燕子由于长途跋涉，饥寒交迫，已经濒临死亡。此刻，你觉得这些燕子最需要

的是什么?同学们，轰轰烈烈的救护燕子的行动已经开始了。请你自由读读课文

的第三自然段，瑞士人民的哪些举动令你感动，请你把相关的词语用笔圈出来。 

  2、交流。随机出示： 

  于是，政府通过电视和广播呼吁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寻找燕子，把它们送到

火车站。 

  指名读，评价：是呀，小小的燕子竟然惊动了政府，谁能再读这个句子，让

我们感受到瑞士政府在呼吁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吗 ?评价：瑞士的人民已经准备行

动了，谁能让人们赶快行动起来?指名读! 

  听到消息后，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冒着料峭的春寒，顶着满天飞舞的大雪，

踏着冻得坚硬的山路，四处寻找冻僵的燕子。  

  冒着、顶着、踏着：(当学生说出冒着、顶着、踏着时出示上面句子，并把

三个动词随机变色。)请你自由地读读这句话，读了这个句子，你仿佛看到了什

么?听到了什么?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四处寻找：其他同学有没有从不同的词中受到了感动?你看到人们到哪里去

寻找了? 

  居民们：师：同学们，在料峭的春寒中，在满天飞舞的大雪中，在冻得坚硬

的山路上，出现了许许多多救护燕子的人，这其中也许会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

奶，(师出示句子并读：听到消息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走出了家门，冒

着料峭的春寒，顶着满天飞舞的大雪，踏着冻得坚硬的山路，四处寻找冻僵的燕

子。 

  在这人群中，肯定还有其他人，请你想一想，你又看到谁走出了家门 ?能不

能像老师一样填进去读一读这个句子。指名交流，评价：谁来了，还有谁也来了? 

  3、(前面学生已提到贝蒂)导语：对呀，同学们，正如你们所说，小贝蒂也

走出了家门，赶快读读课文第四自然段吧，想一想，贝蒂的哪些举动又让你感动

了? 

  (前面学生没有提到贝蒂)导语：同学们，在这救护燕子的人群中，有一个叫

贝蒂的小姑娘也走出了家门，赶快读读课文第四自然段吧，想一想，贝蒂的哪些

举动又让你感动了? 

  4、重点交流：(出示图片和句子) 

  她的脸冻得通红，手冻得僵硬，但她一点儿也不在乎。 

  你能说说你的体会吗?老师想和同学合作来读这个句子。对读：她的脸冻得

通红，手冻得僵硬，但她 

  请你再读读这段话，能说说贝蒂只在乎什么吗?出示： 

  句式：贝蒂不在乎 ，只在乎 ! 

  学生自由读后交流。 

  三、换位体验，写中悟情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1、师：同学们，其实每个人都不在乎一切困难，只在乎冻僵的燕子。在贝

蒂的帮助下，在人们的努力下，这些濒临死亡的燕子终于获救了，它们坐上了漂

亮舒适的列车。(出示：列车开动了。载着燕子的列车，带着人类的友情驶向远

方。燕子在车厢里唧唧喳喳，仿佛在向人类致谢。) 

  2、齐读。 

  3、师：燕子在车厢里唧唧喳喳，你听到了吗?它们仿佛在说些什么呢?请你

拿出作业纸，把燕子们说的话写下来吧! 

  4、出示：燕子在车厢里唧唧喳喳，仿佛在说：______________。 

  5、学生自由写作，交流。 

  四、各抒己见，提升情感 

  1、师：同学们，此刻，你觉得燕子专列上装的是什么? 

  2、结课。 

 

教学设计方案 篇 3 

  教材内容：人教版五年级上册数学广角植树问题 P106 页例 1 

  教学目标： 

  1.通过猜测、验证等数学探究活动，使学生发现一条线段上两端都栽的植树

问题的规律，构建数学模型，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2.培养学生通过“化繁为简”从简单问题中探索规律找出解决问题方法的能

力，初步培养学生的模型思想和化归思想。 

  3.通过合作交流，感受数学在生活中的的应用，体验学习成功的乐趣。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教学重点：运用数形结合、一一对应建构植树问题模型，并灵活地解决植树

问题。 

  教学难点：“一一对应思想”的运用 

  教学准备：课件、10 根小棒、尺子、白纸等。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 

  1、师：今天张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你们欢迎吗？怎么欢迎？（学生鼓掌） 

  师：手不但能表示情感，还藏着数学奥秘呢！伸开你的右手，你找到了数字

几？ 

  生：5 

  师：5是什么？ 

  生：5个手指 

  师：就是手指数，那还能发现哪个数？ 

  生：4个空隙 

  师：你能指给大家看看吗？ 

  师：像这样每两个手指之间的空隙，在数学上叫做间隔。（板书：间隔）  

  师： 4 根手指几个间隔？三根呢？ 

  2、找一找生活中还有哪些间隔现象？（课件出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

与间隔有关的一类有趣的数学问题：植树问题。（板书课题）  

  二、发现规律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1.课件出示：同学们要在全长 500 米长的小路的一边植树，每隔 5米栽一棵

树。（两端都栽）一共要栽多少棵数？ 

  （1）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问题是什么？“一边”“每隔 5 米”、“两

端都栽”什么意思？（解释“一边”、“500 米”是全长和“每隔 5米”是间距） 

  （2）那么我们需要种多少棵树呢？ 

  （3）请同学猜一猜、算一算 

  预设：100÷5=20? 100÷5＋1=21? 100÷5-1=19 

  （4）引导验证：现在有不同的猜想，到底谁的对呢？怎么办？我们能不能

想一个办法验证呢？如果我们画图来验证，你觉得好不好？（太麻烦）  

  三、建立数学模型 

  1、化繁为简 

  师：我们可以先从简单数据开始研究。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总长 500 米改成 5

米、10 米、15 米 20 米、30 米，请你选一个来摆一摆、画一画，数一数、找一

找规律验证下吧。 

  出示活动要求： 

  （1） 结合生活情境，独立用学具摆一摆，也可以用画一画、找一找、算一

算的办法研究两端都栽的情况下，棵数与间隔数的关系，有困难的同学也可以同

桌合作。 

  （2） 完成后，在小组内说一说你的想法。 

  2、全班交流，完成表格。 

  3、引导总结规律，完成板书：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小结：1棵树对应 1个间隔，最后一棵对应的间隔没有了，棵数比间隔数多

1。你再仔细观察，还有什么新发现？ 

  板书：两端都栽：全长÷间隔长=间隔数 

  间隔数+1=棵树 

  棵数-1=间隔树 

  师：如果老师下面空格里的全长填上 40 米，那么你能不画图列式得出答案

吗？100 米呢？ 

  预设：40÷5=8? 8+1=9（解释 8表示间隔数） 

  4、回归应用 

  （1）师：那回到原来的题目全长改成 500 米，会算吗？那么我把数字再放

大变成 1000 米，怎么做？ 

  （2）全长 10000 米，每隔 10 米种一棵（两端都种），要种多少棵？ 

  5、小结：其实今天的学习我们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板书：以

小见大或化繁为简）也就是像这样遇到数据比较大或比较繁琐的问题时我们可以

用一些小数据、一个简单的草图找到规律来解决。 

  四、联系生活，解决问题 

  1.出示：为美化校园环境，建安小学准备在一条长10 米的小路两旁，每隔

2米放一盆花，（两端都放）一共可放多少盆花？ 

  学生审题后独立完成。 

  交流提问：这个问题也是植树问题吗？为什么?生活中还有类似的问题吗？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师：这些树、花盆、小旗等都可以用点来表示，植树问题就是研究这些点和

间隔关系的问题。 

  2、路的一边从头到尾摆了 6盆花，如果每两盆花之间在插一面小旗，一边

能插几面小旗？两边呢？ 

  3.同学们排成一队去参观，从头到尾一共 12 人，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是 2

米，那么这列队伍长是多少米？ 

  五、课堂总结： 

  这节课学了什么？有什么收获？ 

  六、拓展延伸： 

  出示 30 米，每隔 5米两端都种，学生读题。出示房子，师：现在还是两端

都种吗？ 

  预设：只种了一端 

  师：现在间隔数和棵数有什么关系呢？ 

  再出示一个房子，师：现在还是只种一端吗？ 

  预设：两端都不种 

  师：那间隔数和棵数又有什么关系呢？同学们下课以后可以用我们今天学到

的方法研究一下。 

  板书设计： 

  植树问题 

  ：两端都栽： 全长÷间隔长=间隔数 

  间隔数+1=棵树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棵数-1=间隔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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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区域活动内容： 

  班级区域活动名称：生活区、美工区、益智区、阅读区。 

  公共区域活动名称：娃娃家、建构区、小餐馆、小医院、美发屋、小超市。 

  二、 区域活动创设背景： 

  小班区域活动环境的创设是结合小班幼儿年龄较小，同伴之间的交流较少，

语言交往能力，普通话以及自制能力较差，动手能力薄弱，思维比较有局限的年

龄特点，与主题活动相融合，兼顾幼儿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而创设的。本次区

域活动我们小班组以“能干的小手”为主题，计划每班开放四个区域——生活区、

美工区、益智区、阅读区。 

  三、 区域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激发幼儿参加活动的兴趣，让幼

儿在区域活动中体验活动的快乐。 

  2、引导幼儿自主地在区域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自由地玩耍；乐意与他

人交往，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 

  3、鼓励幼儿能够使用各种材料、工具和方法，探索游戏中的乐趣。 

  4、活动结束能将材料放回原处，在老师的提示下整理场地。 

  四、区域活动设置以及材料准备： 

  班级区域：阅读区、美工区、益智区、生活区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一）阅读区: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对看书的兴趣。 

  2．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养成坚持讲普通话的习惯。 

  3．养成良好的看书习惯。 

  材料投放：各种幼儿图书、各种蔬菜水果卡片图、小白兔、小红帽等一系列

的故事书，点读笔。 

  指导重点：指导幼儿能够掌握正确的拿书的方法，能一页一页地翻，告诉幼

儿看书的时候不能大声讲话影响别的小朋友看书，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美工区 

  活动目标： 

  1、 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培养手指的灵活性。  

  2、 对美术活动感兴趣，会自由地涂鸦和进行简单的粘贴。  

  3、 尝试用小手大胆地撕纸和团纸。 

  4、 学会用橡皮泥搓圆的技能。 

  5、 知道做完手工之后要把东西收拾整齐。 

  材料投放：橡皮泥、旧报纸、印泥（手指点画）、涂鸦地 KT 板、发型设计。 

  指导重点：指导幼儿如何把橡皮泥搓圆；怎样将纸撕成细条。  

  （三）益智区 

  活动目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1． 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会区分常见的颜色。（红色、黄色、绿色等） 

  2． 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练习排序，学会简单的排序。 

  材料投放：不同颜色的毛根、简单的图形、玩具配对、穿珠（不同颜色、形

状）、毛毛虫排序（每个班图案不一样） 

  指导重点：引导幼儿进行穿珠游戏，能随意穿成项链、手链，提高手眼协调

能力。 

  （四）生活区 

  活动目标： 

  1． 培养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学会扣纽扣、拉拉链。  

  2． 学会穿脱衣裤，学习叠衣裤的正确方法。 

  3． 锻炼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 

  材料投放：纽扣拉链（每个班 5套）、若干套衣裤、剪毛根、切水果 

  指导重点：指导幼儿叠衣裤的正确方法，学会扣纽扣、拉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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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说明】 

  《珍珠鸟》是人教版的一篇略读课文，这是一个十分美好而动人的故事，课

文生动地描述了珍珠鸟在“我”的细心照料与呵护下由害怕人到完全信赖人的过

程，告诉我们：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说明人和动物是完全能和谐相

处的。 

  【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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