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集锦 8 篇
  

 

教学设计方案 篇 1 

  一、学情分析 

  生命教育课本中强调，身体健康是生命发展的基础。“生命在于运

动”。我国的武术运动源远流长，尤其强调的是健身性和攻防意识。本

单元共七课时，教学对象是高一年级学生，安排这一单元教材主要依据

新课标要求来选择，同时，这一教材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

意义。因此，课的构思与设计始终围绕课改的精神和理念，贯彻“健康

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挖掘学生的潜能，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

探究和加强行为规范的养成。让学生在动脑、动手的同时培养想象力、

实践能力、感知能力和创新意识。 

  本次课以运动参与、运动技能、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为目标，内容

采用：队列操练──形神拳套路学习。在学习形神拳套路过程中教法采

用了示范、启发、点拨、分组练习等方法，加强形神拳套路的学习和武

术攻防含义的理解。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学法采用各组轮流表演规

定套路，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尝试成功的喜悦。组织教法还采用异质分组

同时练习法，发挥体育骨干的作用和培养同学间合作能力。通过套路的

学习，培养学生的实际攻防能力和动作应用能力，同时，培养良好的人

际合作关系，让学生在各种活动中体验体育活动的乐趣。 

  二、教学目标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1．认知目标：了解武术健身价值及攻防含义。加强身体锻炼。 

  2．技能目标：90%以上学生掌握形神拳套路的连贯动作，发展身体

综合素质，以及加强行为规范的养成。 

  3．情感目标：培养武术攻防意识和同学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勇

于面对挫折的品质，体验成功感。 

  三、教学流程 

  （一）课堂导入与热身阶段：队列操练加强行为规范的养成和培养

体育骨干。 

  （二）达成目标阶段复习形神拳套路：重点掌握套路的连贯性，加

强形神拳套路的理解，攻防意识的培养；通过展示演练，培养同学相互

学习与评价的能力，以及体验成功感的快乐。 

  （三）课的尾声 

  1．放松操：调整呼吸、静心放松； 

  2．培养自评、互评的学习评价能力。 

学会忘记，善忘是一件好事。悉心整理 助您一臂 

 

教学设计方案 篇 2 

  【教材分析】 

  __记述的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感人故事。作者在人们欢迎周总理的场

面描写中，抒发着兴奋和欢悦;在周总理泼水的描写中，泼洒着激动和

幸福;在__结尾，作者更是直抒胸臆，连用三个自然段四个感叹句，表

达了人们的激动、幸福和难忘。可先引导学生看看插图，直观地感受图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中洋溢的热情，然后一遍遍地读，从感受热烈的气氛，到感受每一个人

心里的热情，到感动我们的心，最后在展示读中去表达我们心里的感动。 

  【学习目标】 

  1、会认 12 个生字，会写 12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傣族人民和周总理一起

过泼水节的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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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数】 

  2 课时。 

  【课前准备】 

  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傣族、泼水节和周总理的资料。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谈话导入： 

  在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傣

族。每到傣历 6、7月份，火红的凤凰花盛开的时候，傣族的男女都穿

盛装，端着清水，端着清水，庆祝自己一年一度最喜庆的节日──泼水

节。根据傣家的习俗，这一天人们要互相泼水以表示对他人真诚美好的

祝福。1961 年的泼水节，对傣族儿女来说，是永生难忘的节日。为什

么是“难忘的”呢?请学习课文。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2、板书课题《难忘的泼水节》。“泼”右边是“发”不要和“波”

相混。 

  二、初读识字 

  1、抓“特务”： 

  默读课文，圈画生字。 

  2、消灭“特务”： 

  借助文下生字背景图上的拼音消灭这些“特务”。教师对有困难的

学生给予帮助。 

  3、互检“战果”： 

  两人合作，一人读一人听，看看还有没有“特务”，如果还有，帮

他指出来。 

  4、交流识字方法： 

  小组内说说自己是怎么认字的，向全班推荐好的方法。 

  5、对号入座： 

  听一个人说字的特点或看同学做相应的动作，快速在字卡中找出生

字，比比谁找得准，找得快。 

  (可从字形、字义、字音三方面描述其特点，“蘸、端、踩”可用

动作演示) 

  三、写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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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都是半包围结构。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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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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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凤”字内是“又”，要和“风”区分字形。 

  此外，还应注意“恩”与“思”的区别。 

  第二课时 

  一、看图发现导入 

  看课文插图，说说人物的表情、动作和心情。用“我发现……”的

句式说话。 

  二、朗读感悟 

  1、揭示课题后进行交流所查资料，并相机朗读课文第一、二自然

段： 

  ⑴ 读了第一自然段你知道了什么? 

  ⑵ 读了第二自然段你能体会到什么? 

  (或者问：为什么傣族人民听说周总理要和他们一起过泼水节，感

到特别高兴?) 

  2、围绕课题中的“难忘”二字，整体朗读课文，思考、体会：为

什么傣族人民感到 1961年的泼水节特别难忘? 

  ⑴ 自读自悟。 

  ⑵ 在小组里读有关段落，并说说从所读语句中体会到什么。 

  ⑶ 选代表在全班展示读，说说感受，其他同学可参与读或补充说

感受。 

  ⑷ 教师重点指导朗读。比如，读第三自然段，难点是读好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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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句：“周总理来了!”关键是在读前面几句话时做好声音和感情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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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读结尾几个感叹句，情绪要激动，但不

能只是提高声音，要虚实结合，读出陶醉在幸福中的感觉。 

  3、看图听读想象： 

  ⑴ 指名读课文，其余同学边听边看课文插图，想象课文描写的情

景。 

  ⑵ 从课文插图和课文的描写中，你感觉周总理和人民之间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 

  4、再读课文，感受、体验傣族人民与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幸福

与快乐。 

  三、积累运用 

  1、完成课后“我会填”的练习。 

  2、读一读，再口头填空： 

  鲜红的地毯 敬爱的总理 难忘的泼水节 

  鲜红的( ) 敬爱的( ) 难忘的( ) 

  一条条龙船 一串串花炮 一座座山峰 

  一条条( ) 一串串( ) 一座座( ) 

  3、词语积累： 

  敬爱 鲜红 火红 欢乐 欢呼 开心 

  幸福 难忘 水红色 咖啡色 四面八方 

  笑容满面 健康长寿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4、照样子写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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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一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傣族人们一边欢呼，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 

  一边……一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实践活动 

  1、查找、搜集周总理的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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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同学互助 一起进步 

 

教学设计方案 篇 3 

  【教学目标】 

  １、认识课文中的８的生字。 

  ２、熟读课文，通过语言和行动体会父亲坚韧的优良品质。 

  ３、感情朗读课文，感受父亲对劳动、对土地深厚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知识铺垫与导入 

  １、你们谁见过菜园？ 

  用你的语言描述一下：在哪儿见过？菜园是什么样子的？ 

  （学生讲完，出示菜园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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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２、那你们见过在铺满石块荒坡上的菜园吗？ 

  （出示荒坡图片，揭示荒坡种菜需要土壤和肥料，很艰难） 

  二、初读课文 

  １、今天我们学习《父亲的菜园》，快速阅读，说出对你印象最深

的感受，或者疑惑问题： 

  要求：读准字音，语句流利，边读边想。 

  ２、教师板书学生问题和感受。 

  三、细读课文 

  １、教师归纳学生感想和问题： 

  看来同学们对父亲很敬佩。下面我们仔细阅读课文思考： 

  阅读要求： 

  推敲重点语句和词语，语速匀畅，语调抑扬。边读边打记号和写注

释。 

  ２、通过一件什么事情让你对父亲很敬佩？  

  （解决开荒的原因，菜园对父亲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开垦菜园？ 

  找出具体的语句体会。 

  ３、父亲哪些方面值得你敬佩 

  （解决开荒的过程和艰辛）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找出父亲言行的句子体会人物的思想： 

  勤劳、自信、坚韧、热爱。 

  ４、你觉得父亲是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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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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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归纳，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父亲的形象） 

  四、拓展 

  出示荒凉的山坡和父亲的菜园图片： 

  这是被破坏的土地，这是父亲的菜园。 

  对破坏土地人的行为你有什么评价？父亲和他们比起来你有新感

受？ 

书本上的知识而外，尚须从生活的人生中获得知识。精品模板 助您成功 

 

教学设计方案 篇 4 

  1、认识：小步舞曲。 

  2、欣赏《小步舞曲》。 

  3、了解比捷。 

  教学目标 

  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一）能在欣赏《小步舞曲》中，感知乐曲婉转如歌和活泼跳跃两

个不同段落主题所表现的情绪以及乐曲的演奏形式。 

  （二）学生能乐于参与欣赏、演唱、演奏、律动等活动，并且与同

伴交流实践后的感受和见解，分享学习过程中的快乐。 

  （三）通过音乐的欣赏以及学习和理解，希望能够对西方的音乐有

更多的掌握。 

  二、过程与方法： 

  学会用自主学习、体验与合作学习等方式，在信息交流、听、唱、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奏、演等多种实践活动中初步认识“小步舞曲”这一体裁及其音乐风格

特点。 

  三、知识与技能： 

  能用歌唱、演奏、舞蹈、指挥等方式表现乐曲《小步舞曲》。 

  教学重点 

  欣赏《小步舞曲》，感知乐曲的内涵。了解比捷，了解西方音乐 

  教学难点 

  能用歌唱、舞蹈、演奏等手段表现自己对音乐心情的体验。 

  教学准备 

  一、教具准备： 

  打击乐器、口风琴、钢琴、多媒体课件。 

  二、学生预习： 

  自主查寻、收集关于“小步舞曲”的资料信息。 

  教学过程 

  一、边欣赏音乐边介绍比捷及其求学之路。 

  通过背景音乐和文字说明，使同学们掌握一些有关西方音乐的文

化。 

  二、初步了解小步舞曲 

  通过文字叙述，简单了解小步舞曲。 

  三、讲述《小步舞曲》的音乐内容 

  对节奏、速度、力度、节拍以及体裁进行了解。 

  四、结合谱例分段学习《小步舞曲》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1、学习乐曲 A’段 

  说明：依据乐曲创作背景，合理创设“舞会”情景，从而有效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用舞蹈表现手段演绎此乐段，发展了学生的舞蹈表演能

力，享受到美的愉悦。 

  2、学习乐曲 B段 

  说明：利用形象、直观的图式辅助以及一系列贴近学生思维逻辑的

问答讨论，激发学生的思考，帮助学生准确把握乐段情绪，并能用指挥、

伴奏等方式表现该乐段。 

  3、完整欣赏《小步舞曲》 

  说明：学生在完整欣赏乐曲时能够巩固乐曲主题的记忆，并且听辨、

感受乐曲两个不同主题情绪，培养学生独立的音乐感受和见解。 

  五、视频欣赏 

  说明：通过视屏欣赏，使同学们以一个更直观的郊区去理解和学习

作品，并使同学对作品有更深刻的记忆。引起学生共鸣，领悟音乐的美

感，愉悦身心，获取乐趣，从而激起学习的情趣。 

  六、回答问题以及小组探讨问题 

  说明：拓展质疑，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 

即使是一个智慧的地狱，也比一个愚昧的天堂好些。悉心整理 助您一臂 

 

教学设计方案 篇 5 

  教学目标： 

  1.能流畅地诵读课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2.能分类整理积累文言词句 

  3.能用四字短语概括分析课文 

  4.能迁移阅读课外文言语段 

  教学重点：目标 1.2 

  教学难点：目标 3.4 

  教学方法：先学后教当堂训练 

  教学过程： 

  一、诵读课文 

  二、归类整理 

  1.学生自主勾画重要字词 

  2.运用归类法积累文言词句 A含义接近 B 相同用法 C 一词多义 D

四字短语 

  3.练习《面对面》知识梳理 

  三、复习课文 

  1.用四字短语来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段：发现小潭 

  第二段：潭水清澈 

  第三段： 小潭源流 

  第四段： 小潭气氛 

  第五段：同游之人，跟随小生。 

  2.课文按照什么顺序写？抓住了小石潭的哪些特点？作者对小石

潭的整体感受是什么？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3.1.2 段中，哪些地方突出了水尤清冽的特点？ 

  4.第四段写出了小石潭怎样的氛围？表现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5.作者游小石潭的心情由乐而悲，如何理解？ 

  四、拓展练习 

  《面对面》练习 

书籍把我们引入最美好的社会，使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伟大智者。悉心整理 助您一臂 

 

教学设计方案 篇 6 

  一、教学要求： 

  1.初步了解江南水乡小镇早晨特有的美景以及小镇的发展变化，体

会作者的赞美之情，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2.继续学习抓重点词句理解自然段的主要内容，引导学生把文中的

生动优美的句子划出来，细细品读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重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第 1、2 自然段。 

  二、教学重点难点： 

  运用抓重点词句理解第 1、2 自然段的主要内容，并抓住文中具体

的语句来体会、感悟。 

  三、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俗话说的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春天是

美好的，早晨的时光是宝贵的。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 

  板书 1：18.小镇的早晨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3710003105

500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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