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弓之鸟教案(大全7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
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惊弓之鸟教案篇一

《春笋》这堂课的教学令我自身很满意，不指别的，主要是
同学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课从开始到结束，小朋友们几
乎始终情绪高涨，表示出少有的活跃、专注和投入。让小朋
友们学得有趣快乐的是以下几个环节的教学。

一、学雷爷爷叫一叫。

课文开头写道：“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在模拟了春雷
的声音以后，我说：“雷公公是怎样唤醒春笋的呢？谁来扮
演雷公公？”小朋友们一听，兴趣来了，纷纷要求做雷公公。
于是，我让小朋友们都做雷公公来唤醒春笋，愿意怎么唤就
怎么唤。

通过这一环节，一开课就充沛的调动起了小朋友们的积极性，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小朋友们的童趣。

二、把关键词演一演。

在雷公公的呼唤下，春笋破土而出了，文中这样写道：“它
们突破泥土，掀翻石块，一个一个从地里冒出来。”这个地
方，我试着让同学来演一演。

我随手拿起一张废纸和一支铅笔，对同学说：“小朋友，这
张纸代表地面，这支铅笔代表春笋。谁能来扮演‘突破’的
意思？”一个同学走上来，手拿铅笔放在纸的下方，慢慢地



把纸给顶破了。应该说，他的演示是正确的，他们理解
了“突破泥土”的意思。

“那，掀翻石块该怎么扮演呀？”我让小朋友们自身想方法。
他们有的还是用铅笔当春笋，石块则用橡皮代替；有的用手
指当春笋，书本或铅笔盒当石块；还有的干脆站起来，整个
人就是一个春笋，人做掀翻的动作，把无形的假设的石块掀
翻掉。应该说，小朋友们的扮演是有创意的，也是对的。而
当我们读到“春笋一个一个从地里冒出来的时候”，小朋友
们先是蹲下去，再慢慢站起来，“一个一个”冒出来的。小
朋友们是有扮演天赋的，只要我们在合适的时候提供给他们
扮演的机会。

这一环节则是通过最直观的方式让小朋友们理解课文中词语
的含义，我觉得效果很不错！

三、扮做春笋说一说。

一个个春笋都从地里钻出来了，他们像一个个“嫩生生的娃
娃”，睁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新的。
我在这里设计了一项思维和语言训练。

我仍然让小朋友们把自身当作春笋。“春笋，春笋，你从黑
洞洞的泥土里钻出来了，你看到了什么呀？”小朋友们激起
了强烈的表达的欲望，他们调动大脑中关于春天的一切信
息――来自书本的，来自生活的，来自平时积累的……畅所
欲言。

这一节课，小朋友们之所以感觉学得快乐，是因为这节课上，
他们真的动起来了，真的说起来了，真的笑起来了。我想：
我们经常说课堂上要让小朋友们思绪飞扬，个性张扬，要激
发小朋友们的发明性，促进自我的发展，其实关键是我们有
否创设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让全体同学都参与进来，让全
体同学都动起来！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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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弓之鸟教案篇二

《观潮》一课在教学预设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四年级的孩子
阅历较浅，能有幸看到“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的小朋友
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何让学生走进文本，感悟文本，真
正感受到钱塘江大潮的汹涌之威，咆哮之势，感受到的动感
之美是首要问题。通过本篇课文的教学，我觉得自己在以下
方面抓的较成功：

一、住住重点词句，品析词句，感悟课堂内容，本节课教学
重点是学习课文二、三自然段，这两自然段这种描绘了钱塘
江大潮来之前的平静与潮来时的惊涛骇浪形成鲜明对比，尤
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潮水由远及近，排山倒海之势，在教学
时，在学生通过句乡初步感受钱塘江大潮后，引导学生品词
品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再通过整体的朗读感知作者由远
及近的观察顺序。

二、以“声”、“像”辅助理解，对于“闷雷滚动”、“人
声鼎沸”、“山崩地裂”等词语，让学生自己茉莉声音来理
解，对各种形态的潮水则是在初步感知上配以录象辅助学生



理解。

三、以读感悟：我主要参取了以下读法：师激情范读，学生
自读、齐读相结合，理解后的感情朗读和背诵。

语文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永远拥有残缺的美，我总觉得
在品词品句处理的时候过于零散，不利于学生对课文的总体
把握。

惊弓之鸟教案篇三

周五，上实数这节，上课前准备的没想到，可是在上课的时
候不知道突然想起，实数就象我们的人，于是在5班上课的时
候就做了一个比喻，我们以前学过的数有理数，即就是我们
同学中的大部分同学。

有理数中的分数，即小数，分为有限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
同时也分别代表了代表了一些同学，有限小数代表有时有一
些小错，但也没关系，老师提醒了可以理解，也会改正；而
无限循环小数，就代表一些同学，犯错误也正常，经常犯一
些重复的错误，这些同学老师也知道他们的为人也不坏，也
能了解他们，掌握他们。所以他们都归为我们的普通学生。

但是，有些同学很让老师头痛，老师总不晓得他会犯点什么
小错误，老师做办公室里都要担心他上课没出什么事吧？没
逃学吧？？家长总在担心是不是有班主任电话，一接到电话
第一反应，他做什么让老师操心的事了。

总是让家长和老师一万个不放心，总想把他栓在自己身边，
但无论如何，他们也是我们的同学，所以我们也称他们为同
学，也是我们老师的学生，不过就是有点不讲道理，其实我
们数，也有一些这样的数，例如——2的算术平方根，大家用
计算器算算，看看是什么？（有同学就回答，把计算器算的
的得数报出来，）让同学们打开书的第8页，让学生看看电脑



算的，让大家说说这个结果有什么特点：

1）计算器算到多少位了？电脑算到多少位了？

2）有没有发生循环？

这些数我们也给它起个名字——无理数，大家能不能说出我
们学过的无理数，有那些？

这就是我这节课临时的开场白——引入，当时不知道怎么就
突然想到这些，没有按照预先设想的去上，只是上完之后，
就在后悔，其一，我觉得形容有点过分；每个学生都有优点，
也当然有的同学会犯一些小错，我怎么能说他们是无理数？
其二，我觉得少点什么，不过现在一直在思考中。如果有同
仁有什么看法，请写出来，让我也参考参考。

《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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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弓之鸟教案篇四

语文学习具有重情感和感悟的特点”“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
的积累、感悟和运用……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阅
读教学要引导学生感悟和吸收作品的精华，丰富学生的精神
世界”……这是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感悟”一词的诸多表
述。

“汉字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形表义，具有一观即感，一感即觉，
一学即了的特点。另外，汉语语音有高低起伏的四个声调，
也就容易造成音乐般的旋律。”这两个提示(或特点)就启示
我们阅读教学要以读为本。朗读能发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学
生的情感。学生的朗读能力逐步提高，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就
会逐步加深。

可见，通过朗读是引导学生领略课文蕴含情感的极佳途径。
而学生富有感情的朗读本身就是他对语言文字有敏锐感觉的
表现。对《傲霜篇》这样描写细致，语句优美，句法整齐的
佳作，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再读中感知课文，在读中感悟
课文，再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因此，在
教学中，我重视指导有感情地读，读出音韵，读出意境，读
出情味。

惊弓之鸟教案篇五

教学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教与学相依相伴永无止尽。实
数这一章内容教学效果一直不是很好，而且课堂气氛相当沉
闷，学生一直反应这章内容太难，尤其是学生对无理数概念
的理解估计不足。

实数这章内容看似简单实际学生很难接受，我一直在思考这
章内容如何教才能使学生接受，所以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先
让学生计算并背1至20的平方，我发现学生很喜欢去做，学生
感觉这样很有意思，这说明我第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已



经成功了。接下来我讲了算数平方根，讲了一些简单的内容，
我就这样循序渐进的给学生讲本章的内容，但是我后来发现
学生已经把算数平方根、平方根、立方根混淆了，这有可能
我在备学生是没有考虑到学生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
最后讲的是有理数和无理数，讲无理数时我把它分为几类，
这样便于学生记忆，最后进行了复习。

后来学生还是反应不好学，感觉课堂氛围不好，说明自己在
教学中还是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我将不断
追求更高目标，努力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使学
生真正在快乐中学习，尽快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

惊弓之鸟教案篇六

学以致用，学时为了用。整堂课中虽然没有安排写话练笔环
节，但是无处不体现出对写话写作的指导。比如体会作者通
过总分结构，具体细致的描写菊花盛开的写作方法时，我让
学生充分想象自己看到的菊花图，学生说得热烈而精彩。

相信通过说出学生的想象，她们已经在潜意识里明白自己以
后写作时怎样才能把事物写具体了。比如仿照排比句式说话，
体会排比修辞的好处时，我匠心独运地以“我爱学生”为题
范说了一段，打开了她们的思维，充分理解作者借物喻人的
写作技巧，不仅仅可以赞美菊花一类的事物，更应该赞美向
菊花这样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通过我的顺势点拨，学生创作
思维的火花被点燃，学生们说得热闹，说得动情。尤其是没
想到的是竟然有学生说要赞美我时，我灵机一动，何不让她
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来个现场即席创作?虽然是句不成段，但是
已经非常让人欣慰了，因为学生能活学活用了。

还有体会“对比衬托，环境渲染”的写作方法等等，相信学
生能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对于这些写作方法能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惊弓之鸟教案篇七

感谢年轻教师申盼飞老师的加入，让数学组充满了活力，知
识点的'教法灵活多样，自己在授课上也有提高。

导入：蝴蝶、枫叶的动画效果，很好的演示了轴对称图形的
实质。引出轴对称图形的定义。接着看图案判断那些图形是
轴对称图形。练习一巩固。

活动二：动画演示，多边形沿着一条直线折叠，能够与另一
个多边形重合，我们说这两个图形关于这条直线成轴对称。
练习二巩固。

思考：轴对称图形和成轴对称的区别和联系。

动画演示：折叠后重合的点是对应点，叫做对称点。

看图思考：1、对称轴和对称点所连线段的位置关系；

2、对称点所连线段于对称轴的交点到两个对应点的距离。

得出，对称点所连线段被对称轴垂直平分，引出垂直平分线
的定义。进而总结轴对称的性质。

本节课，讲授与练习结合，导学案与班班通结合，学生思考
深入，课堂容量大，效果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