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
(大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一

学习目标：

1、我能了解作者；能够运用联想、加深对诗歌的理解。

2．我能理解“骤起”、“虚幻”、“迷惑”等词语在诗中的
意思，以及“相思鸟、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象征的意
义，把握诗歌借物象征的写法。

3、我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准确把握课文的思想
内涵。

4、我能体味诗人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树立
自信心、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学习过程：

【预习导学】同学们，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童年有很多
美好回忆，童年有很多幼稚的想法，但童年也充满着令人感
动的丰富情感。成长中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成熟中我们频
频向童年挥手作别，走向我们自己的路。板书课题《我们上
路了》。

检查预习效果



一、我能学好词句。

1、我能读准下面的词语，并理解其在诗中的意思。

嫩嫩骤起虚幻迷惑

2、我的收藏夹:

（1）简介作者——王慧骐

（2）我知道“相思鸟、橄榄树、曼陀铃”。

（3）好词

（4）佳句

二、我能熟读课文，并把握课文主要那内容。

三、我知道全诗分几部分，每部分的内容。

四、我会质疑。

【学习研讨】

一、我会读课文，整体感知。1、播放课文范读录音。2、学
生初读全诗（借助工具书，扫除朗读障碍、把句子读准、读
通顺）3、指名读课文。4、自由朗读、体会感情，读出感情。

思考：这首小诗主要讲了什么内容？课题中“我们”指的`是
谁？

（1）自由读文。

（2）交流汇报



二、我能理清全诗结构1、请学生自由朗读全文，边读边思考：
每一节各讲了什么？用笔标出来。2、学生通过朗读，全文分
三部分（第一节：虽然我们很稚嫩，但我们还们还是上路了；
第二节：路上可能遇到美丽也可能有挫折，但我们决不后退；
第三节：人生的路靠自己踩出，要勇往直前，脚踏实地。）3、
分三部分指明朗读课文，加深学生对全诗整体结构的认识。

三、深入理解诗句，体会全诗思想。1、自由读每一部分内容，
边读边把自己的理解或感触作上记录。2、在小组讨论交流，
并派代表在全班进行交流汇报。（1）教师重点点拨“相思鸟、
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象征的意义。相思鸟：指美丽的
爱情；金孔雀：象征成功的事业；橄榄树：指对和平宁静生
活的美好向往；曼陀铃：预示着“我们”富有情趣的生活。
（2）理解“风、雨、雷鸣电闪”各比喻了什么？（生活中的
困难、学习中的挫折等艰难考验。）3、学生练习有感情朗读。
（1）自由用喜欢的方法朗读。（2）在班级表演读。（师配
乐）

【拓展实践】我能拓展练习、提高能力。1、请同学们发挥你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己创作一首同一题材的小诗或者替
作者补写其他你觉得可以合理添加的章节。2、给学生时间练
笔，然后请学生在班上朗读。3、总结：这节课，我们明白了
我们要告别父母，告别呵护，告别童年独自“上路”人生的
路靠自己踩出，人生的际遇顺逆交错但不能因此畏缩不前，
要勇往直前，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五．作业：

1、我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并背诵课文最后一节。

2、完成课后练习题。

3、课外阅读赵丽宏的《岁月和青春》。



板书设计我们上路了

憧憬美丽——我们走下去}树立自信心

面对挫折——我们不腿缩}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课后反思：

学习这首诗，着重在诵读上。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朗读，从中
体会诗歌的思想内涵。并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理解“相思鸟、
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象征的意义。另外，部分学生对
诗歌的仿写有困难，教师应加强辅导。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二

《我们成功了》北京申奥胜出后，历史的瞬间成了欢乐的永
恒，中国人终于圆了一个世纪的奥运梦。全文表达作者申奥
成功后的兴奋与激动，也表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
豪。文章语言流畅，情感真挚，耐人寻味，是一篇对学生进
行朗读训练，陶冶情操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教学的目的除
了让学生认识并掌握一定数量的生字、新词，体会人们在申
奥成功时的激动、欢乐和自豪，并积累语言，还要增强学生
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要充分相信学生，使学生乐学、会学，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人。我们都知道，如果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
满足的话，就会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所以在课堂上，我
努力创设轻松、自由、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让孩子们的
思维在无拘无束中发展、飞越、撞击。在课堂上，我通过对
教材的补充，让学生了解了我们申奥的艰辛，能够进一步体
会出成功后的喜悦。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三

文章是很典型的总分总结构的课文。而且各段的布局及写法
也很相似。2-5段分别介绍了珍珠泉，五龙潭，黑虎泉和趵突
泉这四大名泉，都是先介绍泉的位置，再抓住各自特点重点
勾勒和描绘。我采用小导游的形式，让学生分别介绍四大泉，
后来考虑到文章的重难点，我还是设计分成三块。把重点放
在珍珠泉和趵突泉上。

帮助学生抓住关键词句体会泉水的特点。在珍珠泉的处理上，
我让学生去细细地品读文章的语言文字，抓住“涌”“忽聚
忽散，忽断忽续，忽急忽缓”“拎”等关键词，让学生想象
体会珍珠泉的美丽和神奇，再通过朗读表现出来。五龙潭和
黑虎泉这两段比较简单，我设计了一张表格，让学生通过自
读填表来体会泉的地点，名字由来和特点，特点学生可能抓
不住，因此我让学生比较描写泉水流动的词语不同，由于已
经给学生看了五龙潭和黑虎泉的图片，体会到了这两个泉的
特点，因此，学生在说“汇注”和“喷吐”词语的用法时说
得比较到位。趵突泉是七十二泉之首，因此它的特点也是比
较鲜明的，我先让学生看图说，然后去体会趵突泉的趵字的
意思，最后学生水到渠成地理解了为什么趵突泉名列七十二
泉之首。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四

在教学中，我让学生一边看田园风光的图片，感受我们的田
野的美，一边欣赏音乐，在流动的旋律上反过来感受歌词的
含义，体验这首歌曲所表达的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和对大
自然的赞美。

在学唱歌曲部分，让学生要能够有感情的朗读歌词，在学唱
歌曲时，要了解连线符号以及它的意义。还要要注意弱起，
和歌曲的的各种符号，唱熟歌曲后，要注意歌曲的情绪及演
唱。



这首歌曲的节奏富有特性，整体的从容舒展，自始自终的弱
起节奏和每句中跨小节的切分节奏赋予音乐动力感和抒情性，
与歌词的语言节奏结合也十分贴切、吻合。学生难以把握的
是第三乐句“无边的稻田”中的“无”要唱两个音，不能
和“我们的田野”的节奏混淆。

学生在演唱中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在接受歌曲感性刺激的
同时诱发情感上的反映，从而加深对歌曲作品的理解，这样
能提高歌曲的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五

1、我能了解作者；能够运用联想、加深对诗歌的理解。

2．我能理解“骤起”、“虚幻”、“迷惑”等词语在诗中的
意思，以及“相思鸟、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象征的意
义，把握诗歌借物象征的写法。

3、我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准确把握课文的思想
内涵。

4、我能体味诗人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树立
自信心、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同学们，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童年有很多美好回忆，童
年有很多幼稚的`想法，但童年也充满着令人感动的丰富情感。
成长中我们一步步走向成熟，成熟中我们频频向童年挥手作
别，走向我们自己的路。板书课题《我们上路了》。

检查预习效果

1、我能读准下面的词语，并理解其在诗中的意思。

嫩嫩骤起虚幻迷惑



2、我的收藏夹:

（1）简介作者——王慧骐

（2）我知道“相思鸟、橄榄树、曼陀铃”。

（3）好词

（4）佳句

二、我能熟读课文，并把握课文主要那内容。

三、我知道全诗分几部分，每部分的内容。

四、我会质疑。

1、播放课文范读录音。2、学生初读全诗（借助工具书，扫
除朗读障碍、把句子读准、读通顺）3、指名读课文。4、自
由朗读、体会感情，读出感情。

思考：这首小诗主要讲了什么内容？课题中“我们”指的是
谁？

（1）自由读文。

（2）交流汇报

1、请学生自由朗读全文，边读边思考：每一节各讲了什么？
用笔标出来。2、学生通过朗读，全文分三部分（第一节：虽
然我们很稚嫩，但我们还们还是上路了；第二节：路上可能
遇到美丽也可能有挫折，但我们决不后退；第三节：人生的
路靠自己踩出，要勇往直前，脚踏实地。）3、分三部分指明
朗读课文，加深学生对全诗整体结构的认识。

1、自由读每一部分内容，边读边把自己的理解或感触作上记



录。2、在小组讨论交流，并派代表在全班进行交流汇报。
（1）教师重点点拨“相思鸟、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象
征的意义。相思鸟：指美丽的爱情；金孔雀：象征成功的事
业；橄榄树：指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美好向往；曼陀铃：预示着
“我们”富有情趣的生活。（2）理解“风、雨、雷鸣电闪”
各比喻了什么？（生活中的困难、学习中的挫折等艰难考验。
）3、学生练习有感情朗读。（1）自由用喜欢的方法朗读。
（2）在班级表演读。（师配乐）

我能拓展练习、提高能力。1、请同学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自己创作一首同一题材的小诗或者替作者补写其他
你觉得可以合理添加的章节。2、给学生时间练笔，然后请学
生在班上朗读。3、总结：这节课，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告别父
母，告别呵护，告别童年独自“上路”人生的路靠自己踩出，
人生的际遇顺逆交错但不能因此畏缩不前，要勇往直前，开
辟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1、我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并背诵课文最后一节。

2、完成课后练习题。

3、课外阅读赵丽宏的《岁月和青春》。

我们上路了

憧憬美丽——我们走下去}树立自信心

面对挫折——我们不腿缩}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课后反思：

学习这首诗，着重在诵读上。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朗读，从中
体会诗歌的思想内涵。并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理解“相思鸟、
金孔雀、橄榄树、曼陀铃”象征的意义。另外，部分学生对



诗歌的仿写有困难，教师应加强辅导。

我们的民族小学教案设计教材分析篇六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把教学内容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记录食物。第二部分是给食物分类。在第一部分的教学中,主
要的教学目标是学生对食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食物是每个
人都吃的,但是四年级学生对于食物的认识还是无意识的,还
很片面。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
和“包子里面有几种食物?”两个问题的自然过渡和启发,使
学生很轻松就能意识到食物是混合物,在研究时应将他们一一
分离开来,这样就避免了后面在给食物进行分类时发生交叉的
现象。

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当同学们汇报了一天吃的食物后,我不
是直接让学生分类,而是通过“这么多的食物,怎样汇报别人
听得更清楚、明白”这个问题引领学生思维的深入发展。当
学生对食物进行分类后,我又让学生对食物分类方法的优劣进
行评析,引导学生选择科学的分类方法,从而选出第3组的同学
分类方法比较好,分类方法多,这时课堂上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学生学习氛围高涨,体现了新课标中“教师是学习的引导者、
组织者,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这一教学理念。

一、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

单元起始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激发学生学习本单元的兴
趣。这节课通常不会把各种各样的食物搬到课堂上来,一般总
是记录、讨论、分类、汇报,像这种没有实物可供观察的科学
课,靠什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我想了一些办法:让学生通
过小组合作、分组竞赛,自始至终专注于它的记录、讨论活动,
大约20分钟的活动时间里,每一个学生都十分投入。我很注意
教学语言的锤炼,既追求简练、准确,又力求有亲和力,尽力营
造愉悦的氛围,常常弯下腰来倾听儿童的心声,使学生乐于与
教师、同学交流互动。每一个学生都经历了适量的活动,获得



了成功的体验。下课以后,可以感觉到学生对食物的研究热情
更高了,为后续学习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关注教学材料的选用

要上好科学课,首先要准备好合适的材料。科学课的材料应该
尽可能采用简单、易得的。当然,选用简单的材料并不意味着
不需要精心设计。这堂课所用的小纸片、粘贴表看似简单,其
实,小纸片的大小、粘贴表小方格的排列是经过反复设计的,
使它们便于制作,而且放到投影仪上正好满屏,让学生看得最
清楚。材料的选用要减少费用,减轻精力,但不能减效果。

三、让教学评价成为课堂活资源的新起点

叶澜教授说过: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是对话的“提问者”、学习的
“指导者”、学业的“评价者”,更应该是教学过程中信息
的“重组者”。通过信息重组,形成新的、又具有连续性的兴
奋点和教学步骤,使教学过程真正呈现出动态生成的创生性质。
所以,评价既是为更深入的探究作好准备,还应成为课堂生长
活资源的新起点。

在教学中,当一小组上来展示分类时,按照荤、素的分类标准
把食物卡片摆放好,然后我就提问:对他们的分类还有不同的
意见吗?我原本的意图是让学生说说其他不同的分类的方法,
对他们组分类是有否意见,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一位同学说“火
腿肠不是属于荤类,因为它里面含有面粉,面粉是素类!”我追
问:“那你说火腿肠属于荤的还是素的?”他不假思索就说:素
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他同学纷纷举手发表不同的意见,有
的说是荤类,因为有火腿;有的说是素类,因为有面粉,争执不
下。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干脆让他们放开说,这时的
教学已经脱离了我原来的设计。又一个学生说:我认为火腿肠
既不属于荤类,也不属于素类食物,而是荤素混合类的食物。
我没有立即肯定了这位同学,而是提醒大家找证据,火腿肠的
包装上就写了好几种配料,有火腿、盐、面粉等,的确是既有



荤,又有素,属于荤素混合类食物。这样一来,达到了理想的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