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象课文教案 识字课堂反思总结(优质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称象课文教案篇一

我今年担任的一年级二班的语文教学，共有学生61个，面对
这么大班额的学生，要检查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生字情况存在
一定的困难，我采用了聘任“小老师”的方法，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学生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刚学的(甚至是未教的)生
字，就让他读给老师听。对于确实读得好的，就聘任其
为“小老师”，其他同学都可以到他那儿认读生字。为了激
发学生的识字兴趣，每一位识字过关的同学都可以被聘
为“小老师”。因此学生学完一篇课文后，就积极地到老师、
“小老师”处认读生字，学习主动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称象课文教案篇二

碧涌小学杨志军

《观潮》是一篇文质兼优的写景文章。作者寓情于景，通过
对农历八月十八日的钱塘江大潮雄奇壮丽，气势非凡，景观
的描绘，抒发了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思想感情。本文的教学，
不但要使学生增长见识，学习作者的观察及表达方法，受到
语文能力的训练，还要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壮美
河山的思想感情。

（一）课始，以“声”诱趣。



好的作品默默地看与朗朗地读又与有音乐烘托伴奏的朗诵，
对人的感官的刺激作用，带给人的内心体验都是不同的。文
章描绘了钱塘江大潮来前的风平浪静与潮来时的惊涛浪吼形
成鲜明对比，尤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潮水由远推近，有如排
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为了充分发挥作品的感染力，
用雄浑有力的交响乐伴以昂然的朗诵，使学生入其境，动其
情。

准备一段由缓慢抒情到急促激越再到平缓渐弱的交响曲。
以“舒展缓慢”吻合潮来前的平静；以“欢乐抒情”衬托人
们观潮的喜悦心情；以“雄壮激昂”，烘托大潮的磅礴气势。

（二）课中以“像”释疑解惑。

感，促进理解。

根据课文内容，从《神州风采》里的“海宁观潮”一片中截
取有关片断，按潮来时开始还是风平浪静到有声无“形”，
然后“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一条白线”；渐近，拉长变粗，
横贯江面”；再近，白浪翻滚，如同一道城墙”；更近，犹如
“战马飞奔，坦克轰鸣”的顺序组接。录制两遍。第一遍按
由远及近，将潮水的“如线”、“横贯江面”、“如墙”、如
“万马奔腾”的四个画面各定格6秒，以便使学生有时间看清
楚并将实际景象与课文里的文字描述在头脑中“衔接对号”。
第二遍不定格，使学生对大潮由远及近的推进变化、发展有
一个连贯、完整的印象，以加深感受。

（三）以“读”促思通文。

朗读是理解内容的基础，也是检查理解的手段，更是以文悟
道的途径。《观潮》从声、形、色三方面描绘赞美了被称为
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形象鲜明，富于感染力。有感情地
诵读既有助于理解课文，又能更好地受到感染。



读，应求形式多样，不同的读法有不同的作用和效果，要根
据不同段落的学习内容、训练任务、教学目的选择适当的读
法。默读，利于思考；朗读，助于理解；齐读，训练面大；
自由读，灵活主动；个别读，“以点带面”便于指导。读，
又不能走形式，明确读的目的，提出读的要求，求得读的成
效。要以读引思，以思促读，读思结合。这堂课的教学，采
用下列读法：

课始：教师范读；课中：自学时默读，理解中自由读，理解
后感

情朗读；课尾：个别读、齐读相结合。

（四）优化课堂结构。

教学结构力求体现“教为主导、生为主体、学为基础、思为
核心、‘道’贯其中”的整体优化结构型。教学过程中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做到
“三动”和“三个保证”。三动：动脑思考；动口读说；动
手画批。

三个保证：在学习的中心阶段，即高潮处，关键处，难点、
重点处，保证有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去读、去思、去议；保证
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保证学生自始至终在课堂上过着
愉快的精神生活。

称象课文教案篇三

这篇老舍的散文，字里行间浸润着浓郁的草原风情：那一碧
千里的草原风光，那马上迎客、把酒联欢、依依话别的动人
情景，那纯朴、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都令人难以忘怀。
本文是作者第一次访问内蒙古大草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
并通过这些所见、所闻、所感，赞美了草原的美丽风光和民
族之间的团结。



本文层次井然，作者按照事情发展顺序叙述，先描写草原秀
美的景色;再描写草原迎客场面和草原联欢的情形。作者移步
换景，由景及人，最后，以简明有力、含义丰富的诗句结束。
全文安排有序，脉络清楚，衔接紧密，推进自然。课文写景
语言优美，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的写法，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生动贴切，同时又不失纯朴简练，生动感人。三是情景交融，
无论是描写自然风光还是主客相见、联欢、惜别，处处流露
出作者的赞美之情。

本文作为“走进西部”的第一篇课文，目的一是引导学生感
受充满诗意的草原风光与民族风情，体会作者对草原的热爱
和对民族团结的赞颂之情;二是在阅读中体会表达上的一些特
点，并积累语言;三是走进西部，通过这一篇课文的学习，引
发学生对西部了解的欲望，激起对西部探讨的兴趣。

称象课文教案篇四

《假如》本课人文性比较强，借“马良的神笔”，表达了对
小树、小鸟、残疾人发自内心的关爱。这些关爱，显示了儿
童一颗博大而纯真的心。低年级孩子对大自然、小动物等充
满着无言的爱，在他们内心里世界万物都是美好的象征，真
善美是他们的全部。

在教学这一课时我主要抓住以下几点来进行：

2、指导学习方法“由于这首小诗前三节结构相似，我采取了
由扶(总结学习方法)到半扶到全放的教学方法，这样既突破
教学难点，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又让学生体验到自学的
乐趣。

3、采取故事激趣的教学方法，在第一课时开始，我就激起孩
子的兴趣，给他们进了《神笔马良》的故事，使学生对马良
对神笔有了一定的理解，又对神笔产生幻想，从而自然把他
们引入课文。



4、课后让学生又尝到了做小诗人的快乐，我让他们接着小作
者的写法，续写文章，这样，不但开拓了学生的思维，又训
练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称象课文教案篇五

我面对的这帮孩子，思维简单到令人瞠目，想法又复杂到令
人结舌。最喜欢的就是想方设法寻找怪异的出风头的机会。
提正常问题总是较着劲的从不着边际的角度做干扰。这样的
孩子让人恨又让人怜，需要常常时时耳提面命，每次思想教
育都会有效果，但是绝不要指望会长期有效，能持续一两节
课就不错了。一方面感慨他们不长记性，一方面又庆幸他们
不是油盐不进。所以我感觉每天都像坐过山车，在失落感与
成就感中颠簸起伏。

那天讲韩愈的《师说》，我们探讨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
章。当大家思考时，像往常一样，有些人极其玩世不恭地私
语着“谁知道呢”“闲的呗”等等。我不理他们，将目光投
向那几个紧锁眉头，认真思考的学生。

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进一步提示着，韩愈提出了从师之
道，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现实？会遭到士大夫们什么样的反应？
这下他们活跃了，有的就喊出“会被报复”，“会遭到打
击”等等。

我说，你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吗？他们无语。我说“韩愈奋不
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做《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被人驱赶
得狼狈不堪。

他明知后果，却向世俗发起这种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
神？他们无语却期待。



我说，是深沉的责任感，是一种献身精神。莫要“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又接着说，韩愈还曾“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
千”。然而在当时蛮荒的潮州，他顾不得个人的.一点苦一点
冤，积极做了四件事，驱鳄鱼、兴修水利、赎放奴婢、兴办
教育。八个月的贬逐，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面貌。深得民心，
百姓为他建祠，并将山水命名为“韩山”“韩江”。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
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
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为什么？以天下为己任者，天下人
必会记住你！

当我说完这些话时，他们脸上总算有了庄重严肃的表情，于
是那节课的效率就特别高。学生的教育与孩子的教育一样，
就要长抓不懈，且要瞅准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