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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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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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精讲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师恩）

此文转载

抓住课文的题目  读懂《师恩难忘》

明明：张老师，怎样才能读懂这篇文章呢？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师恩）

此文转载

聪聪：张老师，就请您结合这篇课文来给我们说说吧。

明明：对于作者来说，老师有哪些恩情值得作者难忘呢？

聪聪：作者是怎么写的呢？



张老师：同学们很会开动脑筋，很会思考。大家已经学会了
从课文的题目入手来读懂课文了。对于大家所提出的问题，
只要大家认真地读一读课文，你们的疑问会解决的。不过，
我要提醒大家的，一是要从作者娓娓道来的细节描写中来感
受对老师的一片深情，二是要仔细体会作者“点面结合”

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师恩）

此文转载

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篇二

为进一步提高师生的安全知识水平，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
确实抓好学校教学楼的安全工作，确保师生安全，根据上级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坚持以人为本，广泛开展安全知识教育，加强学校对教学楼
监查，时刻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正常
教学秩序。

1、搞好对教学楼安全隐患的监查，把每天监查的情况完整详
细地填写在安全隐患排查记录和学校日志上。

2、强化教师责任，要求教师时刻注意教学楼的运行状况，发
现不正常情况，及时向学校报告。

3、教育学生尽量不要在教学楼走廊上玩耍，更不得在此追赶
打闹，上下楼梯一律靠右行。

4、学校安排人员管理好各楼层学生的课间活动。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成立学校教学楼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何剑峰副组长：王小刚张帮友

成员：田中华罗锋杨可熊小东杨松周兴伟杨夫各班班主任

领导小组负责教学楼的监查，安全教育工作，危急时刻搞好
组织学生疏导与管理工作。

2、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1）坚持行政值日制度，把对教学楼的监查放在一切工作的
首位，及时向领导汇报当天的教学楼的运行状况，并在学校
安全隐患排查的记录和学校日志上做好完整详细的记载。

（2）坚持课间学生活动管理制度，加强对课间学生的管理，
防止学生课间在教学楼走廊上长时间玩耍和追赶打闹。

为落实学生课间管理，教学楼各层学生课间活动管理人员安
排如下：

南楼：底楼：杨夫底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一楼：熊小东二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二楼：张帮友三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三楼：杨可四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北楼：底楼：王小刚底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一楼：罗锋一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二楼：周兴伟二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三楼：杨松三楼各班当天任课教师

3、沉着冷静，搞好疏散，危急时刻，学校应急处理方案如下：

（1）事故发生时，当事人必须立即开展紧急救助，救护人员
应及时将受伤学生送医院急诊治疗。

（2）沉着冷静，稳定好师生情绪，教育他们不要惊慌失措，
要轻手轻脚，按要求快速转移。

（3）校长何剑峰在教学楼前负责总调度，全面指挥各楼层学
生的疏散工作，并及时向上级汇报。

（4）在全力抢救受伤学生时，及时控制危险源，努力把事故
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5）班主任应及时通知家长，并做好家长的安抚工作。

（6）总务处应为受伤学生做好有关医药费及人身保险等经济
补偿工作。

（7）办公室应及时写出事故报告。

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篇三

1、学习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抓住有关语句、揣摩人物
的心情及心理活动。

2、反复朗读课文，通过感悟课文内容，了解课文蕴含的道理，
认识到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教学重点：



通过感悟课文，了解看待周围的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课件出示图片：

(牛)的图片：这是什么?你对牛有什么印象?

(鹅)的图片：这是什么?你对牛有什么印象?

2、出示：“牛的眼睛看人，觉得人比牛大，所以牛是怕人的。
”

“鹅的眼睛看人，觉得人比鹅小，所以鹅不怕人。”

请你读读这句话，你相信这句话吗?

3、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文章《牛和鹅》，看看从这篇文章
中你会得到什么启发?

板书课题：《牛和鹅》 齐读课题。

老师从同学们差异的眼神中读懂了，同学们可能在想：老师
为什么把“牛”字写得那么小，“鹅”字写得那么大呢?读课
文，你一定能从课文中找到答案的。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请你来谈谈文章主要写了什么事?(可以用先写了什么，
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的顺序来叙述)

师：你现在知道老师问什么把“牛”字写小，“鹅”字写大



了吧?

生：自由回答：(因为牛的眼睛看人，觉得人比牛大;鹅的眼
睛看人，觉得人比鹅小。)

师：作者相信这与话吗?他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牛和鹅的呢?

板书：欺负 文中哪些词来体现我们对牛的做法?

害怕 文中哪些词来体现我们对鹅的做法?

这就是我们对待牛和鹅的态度啊!

师：后来，对待牛和鹅的态度有变化吗?

生：有。(不再害怕鹅，也不再欺负牛)

金奎叔说：“让它这样看好了，可是，它要是凭这点来欺负
人，那咱们可不答应，就得掐住它的脖子，把它扔到池里去。
记着，下次可别再怕它们了。”

师：那么，关键是其中的哪句话影响了作者的一生?

它要是凭这点来欺负人，那咱们可不答应。

师：“凭这点”是指鹅凭借哪一点来欺负人?鹅把我们看得比
它小

是啊，鹅总是凭这点来欺负人，所以我们总是(远远的站在安
全的地方，才敢看它，要是在路上碰到鹅，就得绕个大圈子
才敢走过去。)

师：可是生活中总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们最怕的事情偏
偏容易碰到，你看，作者和鹅便狭路相逢了。到课文中去找
相应的段落。



(生读5、6自然段) 你抓住那些词语体会到什么?

(生可能抓住第5自然段的句子，体会鹅的[神气])

孩子们大喊一声，……鹅要咬死我了(体会到鹅的霸道、神气、
嚣张)

师：你能试着读出鹅的神气、霸道吗?

师：你还抓住那些词语，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我得狼狈不堪，)你能试着读出来吗?

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从鹅的角度看人，它把人看得比它小)

师：在你的想象中，由这只神气的、霸道的、嚣张的鹅，你
想到了什么?

(想到那些自以为强大的人的形象)生活给了我们观察的机会，
书籍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我们要学以致用)

师：当这只鹅，这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该怎样做?心
甘情愿的被欺负吗?金奎叔怎么说的?(那咱们可不赞成)

师：好，我们来看看金奎叔面对这只鹅时是怎么不答应的?

他飞快的走了过来，……逃命了。

师：自由读一读，从这些句子中，找一找描写鹅的词语，你
体会到什么?

(挣脱，连飞带跳，落等词，生动再现了老雄鹅害怕的样子。



师：你能有感情地读出来吗?指名读

师：从金奎叔的表现中，你体会到什么?

(在强者面前不畏惧)

师：是啊，正如金奎叔所说，“凭这点来欺负人，那咱们可
不答应。”

出示：它虽然把我们看得比它小，可我们确实比它强啊。

师：因为从鹅的角度出发，(生)它虽然把我们看得比它小，
师：但从人的角度出发，(生)可我们实在比它强啊!

出示：它虽然把我们看得比它大，可我们确实比它弱啊。

师：从牛的角度出发，(生)它虽然把我们看得比它大，师：
但从人的角度出发，(生)可我们实在比它弱啊!

师：此刻，你得到了什么启发?你能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谈谈
吗?

师总结：再次出示金奎叔的话

作者从金奎叔的话中得到了启迪，直到现在，仍记者金奎叔
的话，其实他是记住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平等，生命应该互
相尊重，不论他是强者还是弱者。(修改板书：牛鹅)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篇四

善于创设情境是田老师的教学之法。开学第一天老师给他们
上古诗“一去二三里”时所编的那个故事，刘绍棠几十年后



仍清晰地记得。以后四年中，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
引人入胜的故事。田老师习惯用生动的故事来再现教学的内
容，营造智、趣、美的教学情境。可以想象，每一节国文课，
学生倾听着教师娓娓动听的讲述，沉浸在情趣盎然的故事情
节中，激荡思维，驰骋想象，那是多么和谐、美好的境界！
难怪儿时的刘绍棠每回都会“恍如身临其境”，陶醉不已。

注重潜移默化是田老师的教学之道。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
过：“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
舞”。田老师以他的教学实践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就在
那一个个故事里，田老师把文学的种子悄悄地播洒在孩子幼
小的心田中，将开启文学大门的钥匙默默地传递到孩子稚嫩
的小手里。这种犹如春雨润物般的教育，无声又无痕，但你
分明能够听到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美丽声音。几
十年后，在文学领域已有所建树的刘绍棠，还念念不忘当初
是田老师把他领进了文学的殿堂。

重教书更重育人是田老师的教学之本。田老师的第一个故事
里有这样一段：“……他越看越喜欢，想折下一枝来。妈妈
拦住了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看
不到花儿了。’后来，这儿的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
变成了一座大花园。”田老师通过这样的一个个故事，让一
颗颗幼稚懵懂的心灵不知不觉变得成熟明慧起来，让学生在
故事中明白了世间的是非与真假、美丑和善恶。工具性和人
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当我们还在为找不到两
者的最佳结合点，而常常厚此薄彼、矫枉过正时，田老师的
教学案例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索和启示。田老师用他那朴实
无华的教学演绎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教育真谛。

田老师的口才和文笔都很好，想来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教学基本功吧。假如连这些也没有，在今天要做一个好的语
文教师恐怕也是不易的。

不求学生永远铭记师恩，但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让我们都



争取成为像田老师这样的语文老师吧。

跬步千里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师恩）

此文转载:88/bbs/?

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篇五

教学目标：

1、认识并正确、规范地书写本课的13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会用“娓娓动听”和“身临其境”两个词语造句。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连贯、通顺地复
述“我”开学第一课的情景。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培
养学生尊师、爱师、亲师的感情。

教学重点：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通过对课文语言文字的朗读品味，体会作者对老师的感
激和怀念之情。

教学难点：

学习作者紧扣题旨选取典型事例，在叙事之中融入自己真实
情感的写作方法。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新课

1、听写生字词：教诲、炊烟、娓娓动听、身临其境

2、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板书）师恩难忘

（投影）通过小作者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表现了作者对田老
师的敬爱之情。

二、学习新课

1、问：这件事发生在作者不满6岁的时候，而且已经过去了
整整四十年了，但它在作者的脑海里却一直那么清晰，仿佛
发生在昨天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作者第一天
见到田老师的情景。

3、为什么会敬佩老师呢？（投影）一位教师，教四个班；17
岁就开始教书了；

口才、文笔都很好。

4、从这几点，你看出田老师哪些值得敬佩的地方呢？（板书）
能力强；经验足；才学出众。

应该怎样朗读呢？

让我们怀着敬佩的感情来朗读这一段吧！（反复朗读）

5、让我们来看看田老师是怎样的“才学出众”。请快速的读
文章的第3—4小节，对照插图，找出最能表现插图内容的语
句。

（他先… …,又… …,然后… …，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6、老师讲了个什么故事呢？自读故事，待会我请同学来复述。

7、请一个同学复述，其他同学想，听了老师的故事，“我”
是什么表现呢？

8、请学生朗读第6小节，其他同学考虑：这段文字说明了什
么？

（说明田老师讲的故事很吸引人。）

9、在以后的每一天里，田老师都要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
事，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请同学朗读第7小节，想一想作者的现在的感受如何？

（喜欢上田老师的课）（板书）喜欢

请同学读出小作者的“喜欢”来。（反复朗读）

10、田老师的故事对我有那些影响呢？

（投影）这些故事有如春雨点点，滋润着我。

作者用“有如春雨点点”的比喻是要说明什么？你是怎样理
解的呢？

应该怎样朗读呢？（反复朗读）

11、40年过去了，当作者再次见到田老师时，他是怎么做的
呢？

（投影）我仍然像40年前的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
礼。谈起往事，我深深感谢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里，播下
知识的种子。



那么就让我们齐声朗读这一段，一定要读出作者的“感激”
之情。

12、小结。

作者通过对第一天上学情景的具体描写，表现出作者对田老
师的敬爱之情，由刚开始的“敬佩”，到听了田老师课以后的
“喜欢”，再到40年以后，再次见到田老师的“感激”之情。
揭示出作者对田老师的“敬爱”之情。

三、布置作业（投影）

1、 迁移练习：在教过你的老师中，谁给你的印象最深，选
择有关他（她）的一件事写下来。

2、实践活动：课后收集“尊师名言”，准备在下一次的晨会
课上交流。

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篇六

教学目标 ：

1、认识并正确、规范地书写本课的13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连贯、通顺地复
述“我”开学第一课的情景。

3、培养学生尊师、爱师、亲师的感情。

教学难点 ：

学习作者紧扣题旨选取典型事例，在叙事之中融入自己真实
情感的写作方法。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激发学生兴趣

1、齐读课题——；介绍了解——刘绍棠。

2、师生交流刘绍棠的情况。

二、初读全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把生字词圈、划出来读正确，把不好
读的句子多读几遍，读通顺。

2、检查读词及课文的情况。

3、师：哪位同学说一说，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什么事？

4、小结。

三、学习课文，理解重点部分。

（一）解决故事：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想一想：田老师是怎样给我们上课的？

2、重点练习朗读和复述：请认真读一读这个故事，然后同位
互相讲一讲。请一位同学到前边讲给其它同学听一听。你喜
欢这个故事吗？说说理由。

3、田老师上课爱编故事，对“我”有什么影响？请结合
着7—10自然段，谈一谈你的看法。

4、教师小结：田老师爱编故事，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入
了迷。板书：入了迷。



5、师：田老师爱编故事，除了让我入迷之外，还对我有什么
影响呢？

开了窍；怎么让我开窍的？

6、师小结：此时此刻，你就是作者，你取得了这么多成绩，
你想对田老师说点什么？（谈感激之情）三个方面，师的评
价。

学习理解最后两个自然段。

师：是啊，田老师在文学方面对我影响这么大，我又是怎么
做的呢？（感激——行礼，终生难忘）

7、小结总结板书，用自己的话总结——引出“师生情深”

四、总结全文

1、学完课文你认为田老师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2、说一说你这节课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你想对教过自己的老师们说几句话吗?

结语：从幼儿园到现在，有许多位老师教过我们，我们的成
长和进步离不开老师的辛勤教育，所以同学们要尊重每一位
老师，不要忘记老师的教诲之恩。

六、布置作业 

作业 超市：

1、写自己的恩师：

2、阅读：《我最好的老师》（大卫·欧文）《师恩难忘》



（梁晓声）

《我的老师》（贾平凹）

3、搜集一些关于赞颂老师的名言，记到自己的“小小笔杆
子”本上。

师恩 难忘 （刘绍棠）

编故事 行礼

让我入迷 感念

让我开了窍 终生难忘

师生情深

小学数学课教学视频篇七

〖教材分析〗

本文记述了田老师以讲故事的方式教授孩子学习古典诗词、
培养孩子成长的往事，体现出他巧妙的教学方法，歌颂了老
师的敬业精神，抒发了作者对老师的崇敬感激之情。
本    文可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3自然段），交代了“我”受业田老师时的
一般情况：1.“我”入学时还“不满六周岁”，懵懵懂懂，
暗示教师对“我”的成长有决定的影响。2.田老师任教的学校
“设在一座庙内”，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在这样的条
件下工作，田老师却能井井有条地安排好复式班四个年级学
生的学习，饶有兴味地上课，说明田老师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和工作热情。3.田老师是“私塾出身”，只在“师范速成班
受训三个月，十七岁就开始教书了”。这样的学历背景，为



什么能“口才、文笔都很好”呢？显然是刻苦自学的结果。
这三段课文告诉我们，“我”在不晓事的情形下，遇到了一
位好老师。

第二部分（第4～9自然段），写“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的
情况。这部分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第4～6自然段）详写
田老师开学第一天讲授一首小诗的情景。第二层（第7～9自
然段）略写受业四年田老师对我的影响。

记叙田老师上课的情景，作者没有正面描写田老师的神情、
行为、言语，而是写“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一是学
兄带学弟描红摹纸，可以想见，为了组织好四个班级的学生
学习，田老师颇费心思。二是田老师讲山村故事，故事情节
那么清楚，足见给“我”印象之深。三是我听了这个故事后
的反应。“入迷”“恍”“发呆”“惊醒”几个词语，说明
田老师的故事内容非常生动，讲得非常传神。侧面描写田老师
“口才、文笔都很好”。

这样生动的课不是偶然才有的，“一、二、三、四年级的课
文都是如此”。四年中“我”听了上千个故事，有如心田得
到点点春雨，这“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在“我”心中培育
起了文学的幼芽，使自己走上成才的道路。由此想开去，田
老师执教四十年，每一年、每一课都是这样，兢兢业业，又
富有创造力。一个有着如此文学才华的人，从十七岁起，就
把自己的青春和大部分生命贡献给了孩子，真是“师恩”深
广！

第三部分（10～12自然段），写“我”

回家乡后和年近古稀的田老师交谈的情景，抒发了对老师的
感恩之情。“我”遇到田老师，“像四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
生那样”向田老师行礼，同样是“恭恭敬敬”地行礼，四十
年前纯粹出于对老师的“恭敬”；四十年后“我”已经是著
名作家，用过来人的眼光再看田老师，是满怀着敬意和感激



之情行礼的。

当我感念田老师的恩德时，田老师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
柳成阴。”田老师的话发人深思。我们可以理解为田老师是
出于谦虚，不想把作者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己；
更可以理解为田老师确实是“无心插柳”，因为他并没有特
别偏爱某一个孩子，他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那么工作。无论
怎样，都反映了田老师人格的高尚。

最后一段是文章的中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第一个
“树”可以理解为种植、培植，第二个“树”是培育起来的
意思。作者引用这个成语说明培养人才非常不容易，赞颂了
教师“树人”的功德。“插柳之恩”运用引用和比喻的手法，
歌颂了田老师对“我”的师恩―――“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
播下文学的种子。”“我终生难忘”一句，作者尊师、敬师、
感念师恩的深情跃然纸上。

刘绍棠的作品，语言清新淳朴，富有泥土气息。本文体现了
作者的一贯风格，没有大肆渲染，没有大段抒情，甚至没有
细致的人物描写，但是读者仍然仿佛能看到田老师可亲的形
象，听到田老师娓娓道来的故事。少许几处议论，是“我”
长大后，用成人的眼光回味品评老师的教学而发的，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

〖重点提示〗

1.理解课文中“师恩”一词的意思。“好处、教益、情谊”
等都可以形容“我”从田老师那里得到的教益，作者却选用
了表示最高程度的“恩”字来形容，这一方面反映了田老师
对我的巨大影响―――使我成功地走上了文学之路，也反映了
“我”对老师的理解、敬佩和感激。

2.作者陈述了田老师编的故事，记叙了自己从中受到的教益，
这件事也会启发阅读者、学生如何学习语文―――展开丰富



的想像，用形象的语言记下想像的内容。阅读本文，学生可
以尝试用同样的方法学习课文。

3.建议把下篇主体课文《孔子和学生》后面的“金钥匙”
（课本第4页）提到本文教学，引导学生练习在自读时画出自
己的问题。这是学习写批注笔记的第一步，务必走好。

4.本文语言朴素生动，“娓娓动听”“身临其境”“戛然而
止”“引人入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等成语，以及俗语
“无心插柳柳成阴”，都用得贴切自然，毫无斧凿之痕，表
现了作者丰厚的文学功力。学生通过熟读课文，可以品味本
文的语言特点，学习一些成语。

〖教材建议〗

1.四年级学生阅读课文，首先必须认真自读。可以引导学生
先看第4页“金钥匙”，尝试在自读时画出自己的问题。然后
同桌或小组相互交流，教师应针对学生的情况做必要的辅导。

文深入思考；价值不大的问题，可放在一边……教学不可面
面俱到，以免灌输得太多。

要注意提醒学生在已获解答的问题旁注记号，或写简短的答
案。不要擦去问题，而应留着作为学习的记录，也便于复习。

2.这篇课文对学生的教益，一方面在于赞颂人民教师的功德，
另一方面在于“我”对田老师的理解、敬佩和感激之情也值
得学生学习，这是教学的难点。“难”在哪里？第一，并不
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像作者那样理解老师，并不是所有优秀的
人物都有意识地感念小学教师对自己的教诲。第二，爱戴和
尊敬应当发自内心，教师不可能在课堂上大肆宣讲学生应该
如何爱师、尊师、敬师。

为了解决这个难点，可以抓住第7自然段和第9自然段进行教



学。第7自然段描写

“我”听了田老师讲的故事，发痴发呆，受到极大震撼。但
一个不满六岁的孩子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第9自然段是
过渡段，也是总结段，点明了作者从田老师那里受到的最大
益处。用成人的观点分析田老师讲的故事，就可以明白六岁
的孩子听了为什么会那样入迷。可以启发学生想一
想：“我”长大以后会不会琢磨这件事呢？沉吟片刻，不必
要求学生回答。

3.课文中的生字新词，可以分三类学习：第一类，初读课文
前或后学习，如“塾、兄、描、摹、捅、畔、杖”等，基本
上可以自学。第二类，随着田老师讲的故事学习，如“姥、
叨”，学生复述时再巩固。第三类，阅读时重点理解积累，
需要反复在词语中学习，如“娓、恍、戛、恭”等。

本课是本学期学习的第一篇课文，也是第一次学习写摘录笔
记，教师应收上笔记本，批阅后向全体学生讲评，并个别指
导后进生。

4.课后第二题是表达练习，学生可以选择做，也可以不做
（摘录笔记、批注笔记是学习重点），选择做的可以在全班
交流。

（第一范文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关
键字：师恩）

此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