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类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人
类的老师教学反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人类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人类的“老师”》这是一篇科普作品，是介绍有关仿生学
方面内容的，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文章结构简明，通俗
易懂，便于学生自读自悟。因而，在教学中，我注重学生的
自主学习，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探讨与研究
之中，体验学习语文乐趣，从而激发了学生探索大自然的愿
望。

由于课文的三、四、五自然段结构相似，因此，采用小组合
作学习的方法，给学生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重点学习自已
最感兴趣的部分，进行合作探究、讨论交流，筛选有价值的
问题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深入探讨。如：“自然界的种种生
物真是人类的好老师啊！”给我们什么启发？除了文中列举
的那些事例外，人类还向哪些生物学习过？等等。学生在自
主学习与小组交流中，经历了探究的过程，体验了探究乐趣。
学生求知的欲望特别地强烈，课堂气氛空前高涨，尤其是个
人汇报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小组交流学习成果时，他们畅
所欲言，就连平时很少动脑、很少开口的学生，都情不自禁
地举起了小手，我也因此被深深地所感染，课堂上掀起了一
个高潮又一个高潮。

人类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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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为什么说自然界中的种种生物都是人类的老师？要求学生再
去读课文，细细的体会，圈画出有关的词句。不理解的地方
可以多读几遍，还可以做上记号。

1、说说课文第三自然段讲了几层意思，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段
意。

2、从人类发明和改进飞机的过程中明白了什么道理？引导学
生关注文中“要是早知道这一点，科学家可以少花多少精力
呀！”从而使学生明白这些动物只是给人类启发，关键还是
要靠人类关注这些动物，对此加以研究。这个环节可以很好
地帮助学生明白在课的一开始所提出的为什么给老师加上引
号。

1、自然界中可以充当人类老师的生物很多，你从文中什么地
方看出来的`？引导学生关注省略号。

2、你知道自然界中还有哪些生物可以充当人类的老师？

3、阅读老师提供的资料，然后在省略号处补充一两句话，并



用上“模仿”这个词。

4、总结。

人类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人类的“老师”》是一篇有关仿生学的文章，重点介绍了
人类在飞机设计、轮船设计、建筑设计等方面向动物学习的
几个例子，具体说明了人类以生物为师，向大自然学习的收
获。通过本课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初步了解仿生学方面的
知识，激起探索自然的强烈愿望。

课文的三、四、五自然段是文章的重点，写得比较具体，交
代了人类从生物身上得到启示进行发明创造的过程。三段结
构大体相似，但内容浅显易懂。在给足学生时间自足学习的
基础上，设计了提示句式，说一说它们的主要内容。“人类
从得到启示，发明(设计)了。”训练学生概括能力。

从语文学科的`角度出发，注重细节，关注语文基本功的训练，
如：以课文题目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质疑，体会引号的妙用。
注重指导学生的朗读课文中的长句和难读的句子，同时在语
境中引导学生理解“剧烈”、“机毁人亡”、“轻而易举”
等词语的意思，体会倒装的因果句式的特点，用“因为，所
以”的句式练习说话等等。关注学生写作方法的习得上，在
学生读懂三、四、五小节后，把这三小节的写法与第六小节
进行比较，感悟体会作者详略得当的写作特点。学习最后一
小节时，把目标设定为“读出感叹的语气，体会前后呼应的
写法。”

注重由课文向课外拓展，让学生结合课前预习说说还有哪些
生物是人类的“老师”的例子，最后有了一个大胆的设计，
让学生仿照课文的写法写一篇文章。

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为学生



营造一个开放而有活力的课堂。课堂上，组织学生探究并体
验，鼓励学生质疑，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人类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这是一篇科普作品，是介绍有关仿生学方面内容的，知识性
和趣味性都很强，文章结构简明，通俗易懂，便于学生自读
自悟。因而，在教学中，打破以往的教学常规，还自主学习
于学生，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的探讨与研究之
中，亲身体验到了自主学习的快感和学习语文的乐趣，激发
了学生探索大自然的强烈愿望。

四年级学生已经具备预习的能力，所以，自主预习时，我让
学生多渠道搜集相关的文字或图片资料，以便小组交流。精
读课文时，主要抓住重点段，即三、四、五自然段，反复研
读，挖掘文本内涵。因为这三个自然段结构相似，因此，采
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给学生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重点
学习自已最感兴趣的部分，进行合作探究、讨论交流，筛选
有价值的问题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深入探讨。如：“自然界
的种种生物真是人类的好老师啊！”给我们什么启发？除了
文中列举的那些事例外，人类还向哪些生物学习过？等等。

在合作探究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想象，敢于质疑，引导学
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生求知的欲望特别地强烈，
课堂气氛空前高涨，尤其是个人汇报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以及
小组交流学习成果时，他们畅所欲言，就连平时很少动脑、
很少开口的学生，都情不自禁地举起了小手，我也因此被深
深地所感染，课堂上掀起了一个高潮又一个高潮。

虽然这堂课只是短短的四十分钟，但带给我的却是太多的震
憾。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大的潜力，那么
大的暴发力，为什么我们做老师的在平时的教学中总是顾虑
重重放不开手呢？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信任学生，他们只是个孩子；

二、不相信自己，能否驾驭课堂；

三、为了赶进度，怕浪费时间；

四、习以为常，不愿破这个规矩。

五、孤陋寡闻，不思进取。

在快要下课的时候，我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回家也拿
一鸡蛋紧握在手中，感觉一下“薄壳结构”。时隔几日，我
想起了这个作业。于是，我询问实验的结果。有22人回家做
了这个实验，但是，有8人把蛋壳给捏碎了。这给同学们的心
中蒙上了一层疑惑：书上说的这种“薄壳结构”不是很牢固，
怎么捏也捏不碎吗？为此，我也产生了很深刻地沉思，现在
鸡蛋的质量影响了“薄壳结构”的牢固性。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错！但
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人类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这是一篇有关仿生学的课文，重点介绍了人类在飞行设计、
轮船设计、建筑设计等方面向动物学习的几个例子，具体说
明了人类以生物为师，向自然学习的收获。

学生对这课比较感兴趣，教学时第一课时时，我引导学生读
完课题后针对课题质疑，学生们有很好的观点：人类的老师
指的是谁？为什么能成为人类的老师？……我将比较典型的
问题板书在黑板上。然后引导学生针对问题朗读课文，从文
中找答案。在学生读完课文后朗读生字词、课文，在将课文
读通读顺的基础上解决读课题时提出的问题，多数学生都能
将问题解决掉。这是第一课时的教学，第二课时时，我主要



是出示一张表格，引导学生找出人类的老师有哪些。这个问
题解决了，学生对于课文的学习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在讲完
课文后，我引导学生查资料，看看人类的.老师还有哪些。学
生们的兴趣很浓，很多学生找到的资料非常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