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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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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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教学设计 

微课教学设计（通用 5 篇） 

微课教学设计 1 

教学目标： 

1、通过例句让学生感受将句子写具体的方法，是多问“怎样”或“什么”。 

2、区分“的”与“地”的用法，并能够结合具体的句子正确使用“……的”与“……

地”，从而将句子写具体。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例句：狗儿跑了。 

这是一句完整的话，但不具体。如何把它写具体呢？ 

方法是：多问“怎样”或“什么”！ 

思考：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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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儿为什么要跑?(看见了蝴蝶) 

这是一条怎样的狗儿？（小花狗） 

它是怎样跑的？（箭一般地追了过去） 

他从哪儿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我身边追到草丛去了） 

好，我们来把这句话写具体：小花狗看见前面的草丛中有一只黄色的蝴蝶，它箭一般

地从我身边追了过去。 

二、方法指导 

在句子中加进一些词语，如“……的”与“……地”，将句子写具体。 

1、在名词前面加“……的” 

什么是名词？表示事物的词叫名词。 

判断绝招：前面能用数量词修饰的，就是名词。 

如：一张脸一只灰雀一棵白桦树 

数量词名词数量词名词数量词名词 

在名词前面用问“怎样”的方法，加进适当的修饰成分，可以把话写具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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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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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动词前面加“……地” 

什么叫动词？表示动作的词叫动词。 

在动词前面用问“怎样”的方法，加进恰当的修饰成分，也可以使句子的意思更具体、

更生动。 

3、“的”“地”用法巧记： 

①“的”的用法巧记：的（联想）→白药→吃白药的是人→人是名词→名词前面用“……

的”。 

②“地”的用法巧记：地（联想）→土地→在土地上劳动，必定要动→动词→动词前

面用“……地”。 

4、例句： 

①公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 

怎样的？名词 

加进的词 

②她害怕了，（呜呜地）哭起来。 

怎样地？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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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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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进的词 

三、探究练习 

试着将下列句子写具体。 

1、你看见过一只灰雀吗？ 

2、老山羊看了狼一眼。 

微课教学设计 2 

教材分析 

1、学习篮球行进间急停急起运球，投篮以及教学比赛，进一步提高学生篮球基本技能、

战术水平以及学生裁判工作能力。 

2、发展学生力量、跳跃、协调性、速度等素质。 

学情分析 

1、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对篮球运动有一定认识和了解，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喜好篮

球运动； 

2、学生对篮球运动缺少系统的认识和基本技能的了解。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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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学生篮球基本技战术水平以及学生裁判工作能

力；通过练习，发展学生力量、跳跃、协调性、速度等素质。 

2、过程与方法：通过学习篮球行进间急停急起运球，投篮以及教学比赛，让学生初步

了解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素质组合练习，发展学生力量、跳跃、协调性、速度等

素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互爱等意志品质。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通过教学让学生体会并进一步提高篮球基本技能和战术水平 

2、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互爱等意志品质。 

教学过程： 

一、课堂开始 

1、体育委员整队，报告出勤情况。 

2、师生问好。 

3、教师宣布本次课内容：篮球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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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备工作 

1、教师讲解练习的方法，即学生运用已经学过的动作或者模仿所见过的某些球星的动

作，每人一球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熟悉球性练习。 

2、教师下到学生中间一起练习或做一些动作让学生模仿。 

三、教学内容 

1、行进间急停急起运球练习 

2、行进间急停急起运球练习 

3、教学比赛 

4、素质练习 

四、设计意图 

1、进一步提高学生篮球基本技术、战术水平 

2、通过素质组合练习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互爱等意志品质。 

五、课堂结束 

1、放松练习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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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小结本次课情况 

3、教师宣布下一次课内容、地点 

教学反思 

1、本课遵守体育课的课堂教学常规，按照常规要求进行。 

2、在课堂准备工作，通过让学生自由练习，教师参与，融合师生关系，让学生有一个

自主学习的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练习的积极性。 

3、在篮球教学中，首先是运用体育课的基本教学方法进行篮球基本技术的教学，让学

生观察教师的言传身教，通过观察、模仿、达到学习的目的：其次，在篮球教学比赛中，让

学生自己组织比赛，学生自己轮流担任裁判工作，有利于培养学生组织能力，进一步运用

所学过的篮球基本知识于实践中，通过实践又可以检验所学过的基本知识，达到一个新的

水平，最后听教师的讲评，学生自己衡量自己的篮球水平。 

微课教学设计 3 

一、教学目的 

1、通过节奏训练，掌握延音线的运用，切分音节奏型 

2、通过学习能够准确找到切分节奏型，并且正确视唱。 

二、教学重难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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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音线的灵活运用，切分音节奏型 

三、教学准备 

节奏型、示意图 

四、教学过程 

1、导入：大家看这个谱子，音符上面是一条向上或向 

下弯曲的弧线，这个弧线叫什么?有什作用? 

2、新课 

(1)这个符号叫作延音线，乐谱标记符号之一。其作用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同

音高的音符相连。那么拍值等于所有这些音符的总和。 

看实例：这个 1 上面的线就叫延音线，这个 1 的音要连续演唱唱四拍。 

(2)下面咱们看这个谱子 566 请同学们为这个乐谱划上拍子，自己打拍子视唱一遍。 

如果把中间相同的音 6 用延音线连起来，又该怎么划拍子?请同学们试一下划出拍子

来。 

(3)同学们划的拍子看和我一样吗?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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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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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打拍子?请跟我打一下(老师示范)。 

这个音在一小节内书写的时候也会变化为： 

(4)总结 

切分音是旋律在进行当中，由于音乐的需要， 

音符的强拍和弱拍发生了变化，而出现的节奏变化。比如：一个音在弱拍时开始，而

且延续到后面的强音的地方，打破了正常的强弱规律，使原来的强弱关系颠倒了，这种音

形叫“切分音”。 

其形成的格式如下： 

①弱拍音延续到强拍位置; 

②休止强拍位置; 

③弱拍音改为强拍。 

(5)拓展：请同学们在歌曲《凤阳花鼓》谱子中找出切分节奏，并打节奏正确演唱。 

五、本节教学小结 

通过本节我们学习掌握了一种新的节奏类型，节奏是一个音乐的灵魂，把握好节奏就

能更进一步了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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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教学设计 4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灵璧石的成因、种类及审美特征。 

2、初步尝试为奇石命名。 

3、学会欣赏自然美，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 

教学重难点 

重点：灵璧石的审美特征。 

难点：对赏石文化的理解。 

教学方法 

通过精选实例进行知识讲解，讲解中不断设疑，促使学生思考，激发探究欲望，最终

引导学生运用网络，实现自主学习。 

教学准备 

PPT 课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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