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2023 年教学设计方案汇编七篇
  

 

教学设计方案 篇 1 

  学习目标 

  1．交流对学过的课文的理解和感受，说说自己的见解是怎样获得的，是如

何加深的；也可以交流学习了本组课文，在写作表达方面有哪些收获。 

  2．熟读并背诵名言，养成积累的习惯。 

  3．读懂成语故事《邯郸学步》，理解成语的寓意。 

  课前准备 

  1．重新阅读本组几篇课文。 

  2．查阅、搜集资料，了解“日积月累”中六句名言的出处、作者和含义。 

  3．阅读成语故事书。 

  教学过程 

  交流平台 

  一、谈话导入。阅读同一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那么这些理

解和感受是怎样获得的，是如何加深的。 

  二、体会范例。结合《桃花心木》，理解如何才能读懂课文，形成自己的独

特见解。 

  三、迁移练习。各自找一找本组课文或以前学过的课文，与同学和老师交流

对学过的某篇课文的理解和感受，说说自己的见解是怎么获得的，是如何加深的。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四、拓展练习。结合自己读过的，想一想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是怎样获得的，

是怎样加深的；在写作中尝试运用本组课文在表达感悟方面的写作方法。 

  日积月累 

  一、各自读一读，想一想这些名言的意思。 

  二、小组内互相说说这些名言的意思。 

  三、全班交流，对这 6句名言含义的理解；理解不清楚的地方，教师及时讲

解。 

  四、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背诵名言。 

  五、当堂检查背诵情况 

  六、拓展。你还知道哪些文言文中名言警句。 

  成语故事 

  一、读故事，讲讲故事的内容。 

  二、悟寓意，说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三、想生活，谈谈现实生活、学习中有没有邯郸学步的人和事。  

  四、拓展阅读，推荐《东施效颦》和《蜥蜴失策》两篇，供学生阅读。  

 

教学设计方案 篇 2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教育学生做事要遵循规律，不要急于求成。 

  2、在理解寓言内容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讲出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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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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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朗读和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在理解寓言内容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讲出寓意，并口头联系实际学习、生活谈

感想。 

  教学难点： 

  在理解寓言内容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讲出寓意，并口头联系实际学习、生活谈

感想。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弄清题意。 

  1、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则寓言《揠苗助长》。 

  板书课题：揠苗助长 

  齐读课题。 

  2、这则寓言的作者是孟子，他和孔子一样都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 

  3、“揠苗助长”是什么意思？“揠”是拔的意思。 

  （“揠苗助长”是拔禾苗帮助禾苗长高。） 

  二、讲读课文，理解内容。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1、自读课文，思考：（1）这个故事中讲的是怎样一个人？（2）他做了什

么事？结果怎样？ 

  指名回答。 

  （这个故事讲的是古时候一个种田人，用拔苗助长的方法帮助禾苗长高，结

果禾苗都枯死了。） 

  2、教学第一自然段。 

  ⑴指名读 

  思考：种田人为什么要拔苗助长？ 

  ⑵从哪些词语看出种田人很焦急？用横线划出来。 

  指名回答。 

  板书：巴望 好像 焦急 

  ⑶“巴望”是什么意思？（盼望） 

  为什么不用“盼望”而用“巴望”？（为了说明他当时心情十分焦急。） 

  ⑷第一自然段讲种田人为什么要拔苗助长，也就是讲清了“拔苗助长” 这

件事的起因。 

  板书：起因。 

  ⑸这个自然段主要讲什么？（种田人焦急地想帮禾苗长高。） 

  ⑹读的时候要体会种田人什么样的心情？（焦急） 

  指名读，齐读。 

  3、 教学第二、三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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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1）种田人一心想帮禾苗长高，他想出办法了吗？让我们一起看第二、三

自然段。 

  指名读第二、三自然段 

  （2）他有没有想出办法？（有） 

  哪个词语说明他好不容易想出办法？（终于）板书：终于 

  他想出了什么办法？（拔苗助长） 

  他有没有考虑一下这个办法好不好？（没有） 

  从哪个词语看出他没考虑？（急忙）板书：急忙。 

  为什么他只想出拔苗助长的办法，而没有想出别的办法？ 

  四人小组讨论。 

  （因为他只想让禾苗长高。） 

  他拔禾苗干了多少时间？（“从中午一直忙到太阳落山”） 

  “筋疲力尽”说明了什么？板书：筋疲力尽 

  （“筋疲力尽”说明他下了很大功夫，费了很大的劲。） 

  （3）他干得“筋疲力尽”后，回到家里自我感觉如何？（很得意，自认为

力气没白费。） 

  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总算”）板书：总算 

  指名读种田人说的话。 

  （4）齐读第二、三自然段。 

  4、教学第四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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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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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二天，他的儿子到田里一看，发现什么？ 

  （禾苗都枯死了。）板书：禾苗都枯死了 

  （2）禾苗为什么都枯死了？ 

  （拔苗助长会伤了禾苗的根，使禾苗枯死。） 

  （3）齐读四自然段 

  5、四人小组讨论：种田人错在哪里？ 

  小结：禾苗是不能拔高的，违背了它的生长规律。 

  板书 ：急于求成 

  违背规律 

  6、朗读课文 

  三、联系实际谈寓意。 

  1、学习了这篇寓言，你懂得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让学生各抒己见，从各个方面来围绕课文内容谈。 

  2、请你举一举生活、学习中的例子来说明你懂得的道理。 

  同桌讨论，指名回答。 

  若举不出，则出示下列例子。 

  （1）有一次，老师叫我背诵一篇课文。我没有先理解就急着背课文，结果

花了很多的时间也没有背下来。 

  （2）有一天上午放学，我饿着肚子回家，发现妈妈还没回来，就炒冷饭吃。

我把煤气灶的火开得太大，结果把饭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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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四、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寓言《揠苗助长》，同学们从中懂得了不少的

道理，希望同学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要像那位种田人一样犯同样的错误。  

  五、作业： 

  1、背诵课文。 

  2、完成练习册练习一。 

  板书设计： ya 揠苗助长 起 因： 巴望 好像 焦急 经 过： 终于 急忙 违

背规律 拔 筋疲力尽 总算 急于求成 结 果： 枯死 

 

教学设计方案 篇 3 

  教材分析： 

  《特别的作业》是北师大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一年级下册第六主

题单元主的一篇主体课文。本单元以“爱护”为主题，教育学生要爱护自然界中

的动植物，懂得怎样与自然和睦相处，从而培养环保意识。课文通过学生们完成

老师布置的别开生面的作业：找春天，了解了小丽的“特别的作业”——自己亲

手画的一幅玉兰花画，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任何花草树木都是有生命的，我

们应当尊重他们的生命，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的人。另外，小丽的做法还启示大

家，遇事要善于独立思考。 

  学生分析： 

  一年级学生自制力较差，缺乏环保意识，加之语言能力有限，让他们了解“怎

样爱护”不算难，但要了解“为什么要爱护”却不容易。但一年级孩子形象思维

较强，想象力丰富，好表现，情绪易于激动。因此，教师将生硬的说教安排于一

个又一个情境之中，让学生在轻松、有趣的情境中去倾听、理解、表达和交流。 

  教学目标：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思想教育目标 

  通过学习课文，进一步了解人与自然怎样进一步和睦相处，增强环保意识。 

  知识要求 

  学会本课要求会认、会写的字，能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自觉识字。会区分“昨”

与“作”的不同，会正确、规范的书写生字。 

  能力要求 

  1、培养学生认字和写字能力。 

  2、培养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认字和写字是本课的教学重点。 

  难点：通过读文体会真实的情感，有感情朗读课文。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多媒体 

  教学流程： 

  一、创境引思，目标定向 

  1、教师：小朋友，从这节课开始，我们一起学习以“爱护”为主题的单元。

（板书：爱护） 

  2、齐读单元课题，师“爱护是什么意思？”（喜欢；不弄坏；保护，不破

坏。）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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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师：说得非常好！你们知道哪些东西需要爱护？（学校、小动物、花草

树木……） 

  4、引入课题：小朋友说得真好！生活中值得爱护的事物很多很多，怎样去

爱护，这就值得思考了。老师今天介绍一篇好课文给大家，大家一定会明白很多

很多……板书：特殊的作业 

  二、鼓励质疑，引发兴趣 

  1、教师：看到课题，你想知道一些什么问题呢？ 

  2、学生回答：A、特别是什么意思？ 

  B、“特别的作业”是谁做的？ 

  C、“特别的作业”指的是什么？…… 

  3、小结：小朋友想知道的可真不少。那我们到课文里去找答案吧！ 

  三、自主探究，互动感知 

  1、自由试读 

  师：开书 34 页，自己试着读一遍课文，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怎么办？（问

小伙伴和老师、查生字表、联系上下文猜一猜……） 

  2、小组学习。 

  3、多媒体出示生字、词语，学生汇报识字情况。（你认识了哪些字？你是

怎样记住它们的？） 

  4、学生识字。 

  5、师：细心的小朋友，你发现了什么？“带”“代”的读音相同，怎么组

词，怎么区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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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作”两个字的样子、读音相象。昨天——与时间有关，所以是日字

旁；作业——人来做作业，所以是单人旁。 

  6、检测识字：春姑娘看到你们学得这么认真，送来了很多礼物。看——识

字卡片。（卡片在黑板上组成一幅美丽的春天的图画。）  

  7、师：小朋友在识字时最喜欢作什么游戏？（开火车、猜字）  

  （猜字游戏：一个学生指字，一个学生猜字是“作”字吗？不是“作”字。

是“业”字吗？对、对、对，你猜对了。） 

  四、交流体验，探究感受 

  1、教师：小朋友很开心。猜字游戏加深了对生字的认识。生字宝宝回到课

文里，我相信小朋友还会认识的。再读课文：这一次要读得流利、有感情，喜欢

用什么方式读就怎么读。读后告诉大家你读懂了什么？  

  （小组读、个人读、分角色读、同桌读……）  

  2、用不同的形式朗读课文。 

  3、汇报交流：——你读懂了什么？ 

  A、我知道什么是特殊的作业，小丽画的画很特别，因为她爱护花草树木。

（出示多媒体画面） 

  B、小丽做得好，我们要向她学习。 

  C、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小丽想到了，说明她爱动脑筋。 

  …… 

  师：小朋友，课前提出的问题，你们弄明白了吗？（明白了）  

  五、引伸创造，发展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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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1、师：小丽的特殊的作业是最好的，我想其他小朋友也并不是故意破坏花

草树木，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做了错事，以后他们一定会改正的。 

  小朋友，如果罗老师也布置这样一个作业——把春天带到学校里来，你会有

什么特别的表现？ 

  （照出来、唱出来、说出来、画下来……） 

  2、小组活动：准备一下，表现你对春天的热爱。 

  3、小组表演。 

  4、多媒体：教师展示有关春天的照片、图片。 

  六、创设情境、指导行为 

  1、师：小朋友，你们喜欢游公园吗？下面，老师带你们去看看。（多媒体

画面） 

  2、你看到了什么？（小草、小花、树、小动物……）三块木牌子是干什么

的？（写广告）写什么呢？（小组讨论。） 

  ●小草人人爱，千万不要踩。 

  ●小花说：“千万别摘我，我怕疼！” 

  ●不要乱给小动物吃东西。 

  ●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花草树木。…… 

  3、小结：小朋友真不错！真正懂得了怎样去爱护大自然里的动物和植物。 

  七、板书设计： 

  爱护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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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设计方案 篇 4 

  一、课时要求： 

  1、讲读 24 小节，使学生知道乌鸦用什么办法喝到水，教育学生遇到困难要

多动脑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2、理解到处、又、很、也、怎么办、一个一个等词语在文中的意思。 

  3、用看见一词说话。 

  4、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1、乌鸦为什么喝不着水? 

  2、它是怎么喝到水的? 

  三、教具： 

  1、多媒体 2、瓶子及石子若干3、录音机 

  四、教学形式： 

  分组教学实验法讨论法五官体验法尝试法 

  五、教学过程 ： 

  1、复习旧知，引入新课。 

  复习词语：小朋友，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第21 课(指着板书)(齐读)乌鸦喝水

的词语，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请小朋友来读词语。 

  A、出示词：乌鸦、口渴、喝水、找水、怎么办、瓶子 

  B、数一数：瓶的第 9笔是什么?(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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