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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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 7 篇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篇 1 

  教学目标： 

  1.认识 7个生字。能借助字典和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 

  2.了解课文内容，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科学家勇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著精神，并能和同学们交流读后的感

受。 

  教学重难点：了解魏格纳发现大陆漂移的过程，并了解相关的地理知识。 

  教学准备：世界地图、地球仪、打碎的蛋壳、剪碎的布片等。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法布尔长期观察昆虫，成了著名的昆虫学家，还写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巨著

《昆虫记》。那么德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通过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会发

现什么呢?让我们带着问题去阅读课文。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边默读课文边查阅工具书，理解文中的生字新词，小组内可进行交流、探

讨。 

  2.简单说一说*的主要内容。板书：发现、假想、假说 

  三、再读课文，质疑问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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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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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阅读提出疑难问题，同学之间相互讨论解决。 

  2.师生共同归纳问题，老师指导解决。 

  问题： 

  (1)魏格纳的奇妙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做了些什么? 

  (2)魏格纳发现了什么，是怎么发现的? 

  (3)魏格纳重大的发现靠的是什么? 

  四、细读课文，深化感悟 

  1.观察世界地图和地球仪，了解课文中的地理名词，特别是找到巴西大陆突

出的部分形状和几内亚湾凹进去的海岸线的形状，看看是不是像书中说的那样吻

合，由此体会魏格纳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 

  2.借助两个蛋壳来演示相互吻合。 

  讨论、交流：鸡蛋壳的相互吻合是可以理解的，而地球上两个板块的吻合却

是不可思议，为什么? 

  3.反复读第 5自然段，了解魏纳格的假想是什么?“大陆漂流”是什么意思?

魏格纳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一假想的? 

  4.默读第 7自然段，理解作者进行推理的过程。 

  讨论、交流：魏格纳为证明自己的假说成立，都做了哪些工作? 

  (1)利用剪碎的布片，理解什么是推理。“这几块布原本是一大块儿，现在

支离破碎了，你们将怎样去证明呢?”如果几大洲是一块陆地，魏纳格将会从哪

些方面去证明呢? 

  (2)魏纳格找到的有力证据是什么?结果如何?(课件理解中龙的推理过程)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五、总结布置 

  魏纳格在地图上的重大发现，对你有什么触动?你想跟魏纳格说什么? 

  课后阅读《新阅读》中《童年的发现》 

  练习用自己的语言简要的复述故事。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篇 2 

  教学目标 ： 

  1、认知目标： 

  (1)了解作者，了解科学小品文的文体特点。 

  (2)了解北极旅鼠的三大奥秘。 

  2、技能目标：理解*独特的写法，体味其知识性、趣味性。学会生动形象地

介绍科学知识，清楚明了的说明复杂事物，逐步提高写作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科学理性的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关注社会问题，善于

观察生活，热爱自然。 

  教学重点难点： 

  (1)把握文意，领会*给人的启示。 

  (2)把握*独特的写法，即说明文与记叙文的杂交种。 

  教学方法：合作探究法、延伸拓展法 

  教学准备：课件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教学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 

  放出旅鼠的图片，学生描绘一下旅鼠的样子。 

  这种生活在北极草原上的小动物，有许多难解的谜团。几个世纪以来，科学

家绞尽脑汁却始终解不开它们的奥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旅鼠之谜》，去探

索一下。 

  二、检查预习： 

  1、请学生介绍课前收集的作家、作品。 

  位梦华， 1940 年生于山东平度，地质学家.1991 年他独闯北极，深入到阿

拉斯加北极爱斯基摩人聚居区进行了一个半月的综合性科学考察，成为直接与爱

斯基摩人接触并广交朋友的第一个中国人.1992 年回国后撰写了大量*介绍北极

的各种情况。他的主要著作有 《神奇的北级》、《南极之梦》等  。 

  2、读一读，写一写： 

  徘徊 媲美 笃信 幼崽 啮齿 

  仓皇逃窜 饶有兴趣 神秘莫测 

  焦躁不安 东跑西颠 鼠目寸光 

  传宗接代 道听途说 若有所思 

  三、速读课文，整体感知： 

  1、初读课文，在课文中找找北极旅鼠有哪些奥秘，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概括。 

  明确：三大奥秘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1)繁殖力惊人，为动物世界之最。一对旅鼠，一年就有百万后代。 

  (2)旅鼠的繁殖并非年年如此，一旦繁殖过多，就有种种奇怪的自杀行为，

或停止进食，或在天敌面前主动挑衅，或改变毛色，吸引天敌。 

  (3)死亡大迁移，数百万旅鼠汇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奔向大海，葬身大海。 

  四、合作研讨，深层探究： 

  1、 提问：你从课文中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之后由各组选代表发言，共同交流。 

  学生可能有的答案有： 

  l 大自然有许多奥秘人类还无法解释，有待继续研究 

  l 人类也不应该毫无节制的繁衍下去 

  l 在位梦华和丹尼斯身上我们看到了为科学的崇高献身精神 

  l 只有创新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才能揭开大自然的奥秘 

  l 自然界本身就具有调节机制，一旦被破坏，就会向新的平衡转化 

  重点品味文末丹尼斯的话，他说的有道理吗?谈谈你的感受。 

  学生自由讨论，鼓励创新思维，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 

  五、 品读课文，体味*独特的写作手法： 

  a) 提问：*介绍了旅鼠的三大奥秘,知识性很强,但读来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想一想,*的写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是说明文还是记叙文?在课文中找出你的依

据来。 

  学生思考、明确：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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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篇科学小品文，用文学的笔调介绍科学知识。 

  记叙的框架、说明的内容、对话的方式。 

  通篇寓知识于叙事之中，让人既长知识又有兴趣。 

  b) 学生自主选例评析，品味*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六、 延伸拓展： 

  除了旅鼠之外，其他动物也有一些奇异的现象。请根据你的观察和了解，说

说某种动物奇异的表现及其原因。 

  七、 课堂小结： 

  《旅鼠之谜》是一篇文质兼美的科学小品。*用记叙的框架、对话的形式生

动形象地介绍了旅鼠的三大奥秘，新奇有趣，意味深长。自然是一位智慧老人，

他用多种形式启发我们。从旅鼠的身上，我们如果反观人类自身，也许会领悟到

很多 

  作业 布置： 

  1、 抄写生字词。 

  2、 完成课课练。 

  3、 选择北极旅鼠三大奥秘中的任一一个奥秘，大胆而合理地猜测一下吧!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篇 3 

  一、教学目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1、会认“宜、层、尽、染、叠”等 11 个生字，会写“谷、金、丰”等 10

个字。 

  2、读好“叠翠流金、天高云淡”等 12 个四字词语，感受秋天的美 

  3、培养积累词语、收集词语的兴趣和习惯。 

  二、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字典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三、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板书课题 

  孩子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二年级第一课，识字 1伸出小手指跟老师一 起

板书课题。 

  (二)初读感知，自主识字 

  1、借助字典，自读词语。 

  2、检查自主识字情况： 

  (1)出示词语，学生看大屏幕，自己试着读。 

  (2)交流难认难读的生字。 

  预设一：染──借助拼音学习生字，纠正学生发音，学生当小老师领读。 

  预设二：爽──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字形识记生字。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预设三：叠──通过演示汉字演变过程，理解字义，认读生字。 

  (3)巩固认读生字。 

  指名读──齐读──同桌互相──游戏抢读 

  提醒：第一、二行分别注意前、后鼻韵母读清楚。 

  (三)理解词语，感受秋色之美 

  1、整体认读词语。自己再读读这些词语，看看读词语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出

现了怎样的画面? 

  2、学生交流。读了这些词语脑海中出现了怎样画面? 

  3、出示秋天画面看图理解：“天高云淡 大雁南飞”等词语意思。 

  4、 欣赏着这些美丽的画面，谁再来读这些词语。(出示词语)谁再来读? 

  5、你看这个词谁能读?(出示：天高云淡)指导读出词语韵律美。 

  你看这样读就读出了词语的味道，读出了词语蕴含的美!用这样的方法，相

信你一定也能把这些词读好!谁来读?(出示：秋高气爽秋收冬藏 春华秋实) 

  6、这么美的景色你知道是什么季节的吗?(秋天)这一课里有个词说的也是秋

天，知道是哪个词吗?(金秋时节)孩子们看，金秋时节有这么多美丽的景色呢!(出

示词语：金秋时节，天高云淡 秋高气爽 大雁南飞、瓜果飘香、山河壮美)刚才

我们想象着天高云淡的样子就能把词语读好，用刚才学会的这种方法，想象着金

秋时节，大雁啊，瓜果啊，山河的样子再来读这些词语，相信你一定更能感受到

秋天景色的美!来，同桌两个人先互相读一读练一练吧 !一会再来读!我们一起读! 

  (四)理解词语，感受秋天的丰收 

  1、学生读词语，提出质疑。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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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通过自己学习，读懂读好了这些词!课文中还有其他的词语呢!一起

读!(出示其他词语)这些词语中你有不懂的吗? 

  2、 出示学生不理解的词语，采用不同方法引导学生理解词语。 

  预设一：叠翠流金 

  (1)教给学生方法：理解这样的词要抓住关键字，关键字理解了，这个词你

就明白了! 

  (2)借助理解“翠”的意思。(绿色) 

  (3)借助图片，指导朗读。(出示图片)你看一层又一层的青绿色重叠在一起

上面点缀着那么多的金黄色多美啊!带着这样的感受谁再来读这个词? 

  (4)感受秋天丰收。想象一下秋天里什么是金黄色的?变成金黄色说明什么

啊?(成熟了) 

  景色美让我们感到愉快，丰收后让我们感到欣喜!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

一读这些词语吧!(出示整篇词语，指名配乐读) 

  (五)指导写字 

  1、出示要写的字，交流。 

  2、教师示范写，学生观察。 

  3、学生写字，先描红，再认认真真写两遍。提醒写字姿势。(古筝配乐) 

  (六)总结拓展 

  秋天是美丽的，让我们尽情享受秋天带给我们的美丽和丰收的喜悦吧!课后

请同学们搜集关于秋天的词语或图片，咱们下节课再来交流!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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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篇 4 

  教学目标： 

  1、学会自读课文，能自主地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 

  2、通过对重点词句的理解，体会一个善意的谎言背后的真情。 

  3、培养乐于助人的真诚情怀。懂得“放弃自己的一点私欲，能够成全一个

美好的愿望”和“每人一点点善意的付出，会给这世界增添许多美好和欢乐”的

道理。 

  重点难点： 

  学会自觉地在字里行间体会*真意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读《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第九条，(指“要诚实……”几个字)这里告诉我

们什么?(小学生要诚实，不能骗人，骗人不好 )可生活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书上

的几句话就能概括得了的。 

  有时欺骗并不会遭到谴责，也许反而会得到感激，比如我们将要学习的一篇

课文，就是讲一场得到感激的欺骗。为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读课文，注意生字

词，把课文读通顺。 

  交流：你发现了谎言了吗 ? 

  残疾青年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  

  二、细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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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340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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