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整小学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完整小学教案篇一

今年是雷锋牺牲50周年，市区教育局都在部署深入开展学雷
锋活动。按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总体
部署和要求，我校也在今年3月安排了一系列的德育实践活动，
在校园里掀起了一阵阵学习雷锋精神的高潮。

二、活动建议

1、通过雷锋纪念日的活动使同学们接受爱的洗礼，并把爱心
带给他人。

2、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务必做到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断不可
只有说教。可以让学生在校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为他人服务的
事情，包括对老师、同学、校园环境等；也可以与附近居委
会、社区、军营等联系，进行校外学雷锋活动。

三、活动准备

本校此次安排的活动时间跨度很长，从3月份升旗仪式及国旗
下讲话开始，结合学生对雷锋的了解，首先让学生收集雷锋
的资料（书籍、网上资料、图片、画像等），从了解感知开
始，到开展雷锋事迹交流、研讨活动，最后落实到行动中，
延伸到今后为学校、为社区、为社会服务，从而使我们对雷
锋精神的认识得到升华。因此班主任从学科作业及班级网络
平台上都对此项实践活动逐一安排。



四、活动开展

（一）升旗仪式质疑导入

老师：那大家知道雷锋是谁？他有那些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和
弘扬呢？

学生面露难色，支支吾吾（毕竟一年级的小孩子对国旗下讲
话的内容还有些一知半解）

就这样，我们班迈开了学习雷锋的第一步，进入到《学习雷
锋》的活动主题。

（二）逐步实践细化过程

1、明确导向了解雷锋

同学们回家主动向家长请教。一些有年纪的长辈，在家里耐
心的给孩子讲解雷锋的故事；一些年轻的家长立即上网查找
有关文字和图片资料，给孩子阅读，摘抄。更有一些家长为
了给孩子表现、交流的机会，就把雷锋的肖像打印了出来，
还下载了好些学习雷锋歌曲的音频文件发送到班级qq群中给
孩子们共享。

一道简单明了的问答题，为低年级学生了解雷锋生平，学习
雷锋事迹指明了方向，让家长可以明确，怎样与老师积极配
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雷锋无私奉献、服务人民、互助友爱、扶弱帮困”

“学雷锋要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表达“为善之心”，
倾注“爱恤之情”。”“雷锋精神，是一种伟大而高贵的民
族精神。让我们学会善良，学会帮助，学会关爱。”



2、深化认识故事比赛

为了让孩子们将雷锋精神品质内化到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我
班在三月份的第二周班会课上开展了《讲雷锋的故事》的主
题班会。

班会之前，老师进行了简单的会场布置，把雷锋的肖像贴在
黑板正中央，让选手们站在雷锋的肖像前，绘声绘色的进行
演讲，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每听完一个故事，老师都要请全班同学进行评议，归纳。并
把故事所包含的精神品质及时板书在黑板上，作为评奖的依
据。

最后每一个获奖的孩子都牢记自己是因为懂得了哪一种雷锋
精神而得奖，孩子们的欣喜溢于言表。由此，学生获得了大
量的雷锋资讯、信息，深入的了解了雷锋精神，为下一阶段
实践安排奠定了知识基础。

3、收集整理宣传雷锋

同学们自由组合。全班39名同学，分成4个小组，各小组设定
组长，组织整理材料，动手设计、制作“学习雷锋”手抄报
和剪贴报，介绍雷锋，展示雷锋的动人事迹，并宣传雷锋精
神，让各种雷锋故事、雷锋精神进驻到班级，让校园里每一
个孩子都收到雷锋精神的熏陶。

当老师把4幅小报刊载在班级特色园地中，进行评比时，老师
就顺势提出下一阶段的实践活动要求，就是学习雷锋精神，
做一件好事，拍一张照片，写一句文字说明。

4、学习雷锋照片纷呈

当家长用各种摄录设备拍下孩子学雷锋的瞬间时，班级qq群



里洋溢的不仅仅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快乐，更充溢着家长们
为人父母所满载的社会责任感。

有的孩子打扫了楼道；而有的孩子将楼道中的烟头用粉笔圈
画起来，提示乱丢者的公共卫生意识。

有的孩子清除了社区里的“牛皮藓”；而有的孩子在小区门
口安插了“车辆慢行，按线停放”警示牌。

看着一张张精彩纷呈的照片，和孩子们用仅学会的汉字，工
工整整写在照片

旁的一句句解说词，作为班主任，我为有这样一群满怀善念
与爱心的家长，与我一同将雷锋崇高的精神传承给我们的孩
子，感到欣慰和激动。经过了解、讲述、宣传雷锋这三个阶
段的活动，不仅使学生拉近了与雷锋的距离，而且其认知和
情感也都得到了提高和熏陶。

5、评选“雷锋”齐唱歌曲

（1）学生自我总结学习雷锋实践情况；资料搜集、诗歌朗诵
和故事演讲、实践好事等，自我评价。

（2）各小组进行组内交流、互评，评选出小组的学习雷锋先
进分子。

（3）班上评选学习雷锋先进分子，邀请家长和活动相关工作
人员作评价，以便客观、公正。

（4）表彰和宣传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

（5）结合每周三《每周一歌》的晨会安排，学唱雷锋歌曲。
在3月末的班会上动员全班与其他班级pk合唱《学习雷锋好榜
样》，用斗志昂扬的音乐，进一步陶冶孩子们美好的品德。



那天周五来接孩子的家长们，也和孩子一起吟唱着。

五、活动收获

“学习雷锋”活动的开展和研究确实拉近了学生与雷锋的距
离。雷锋的点点滴滴都给予学生的触动，而随着活动的深入
进行，学生也越来越敬佩雷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渺小，从
而更加坚定了继承和弘扬雷锋无私奉献、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精神，努力做一个小小的活雷锋。

活动中，同学们自己查找资料，调查、设计制作宣传牌、动
手编写手抄报、自己安排实践活动，学生的才能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同时增强了自身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调查访问能力等
综合能力，也培养了团结合作、互帮互助的精神。

现在的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家长宠爱着，没有烦
恼，也缺少对他人的关爱，更谈不上无私奉献，先人后
己，“学习雷锋”活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道德观。

“学习雷锋”实践活动拉近了学生与教师的距离。在活动中，
师生平等，共同合作、讨论，师生感情更加深厚，学生更加
信任、尊敬老师，老师也能从中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从
而更好地因材….com…施教。脱离开成绩看教育，在“学习
雷锋”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完整小学教案篇二

1、 对照插图读懂例文《我的自画像》，了解主要内容，结
合习作提示，明白写人的要领：抓住人物的外貌特点、性格、
兴趣等展开介绍。

2、 画好自画像，在自我观察和相互提示下，写一段关于自
己的话，注意抓住特点，按一定顺序写下来。



重点：抓住外貌特征，通过神态的描写反映一个人的性情。

难点：写出个性特征。

1、 课本插图投影片。

2、 例文录音。

3、 用来画自画像的卡纸和小镜子。

4、 好词语表。

1、 指导看图。

（1） 小朋友，你看杜小虎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哪些地方画
得特别像啊？指名说。

（2） 你能看图说说自己对杜小虎的印象吗？

说给小小组的同学听。

指名说。

（3） 小结：小朋友说得都很准确，他抓住了自己主要的外
貌特征来画的，瞧那笑眯眯的眼睛，大大的脑袋，多可爱啊。

2、 学习例文。

（1）学生自由读例文。

请小朋友自由地朗读杜小虎写的《我的自画像》，想想他是
从哪些方面介绍自己的。

（2）对照插图，再读例文。



我们再来读读杜小虎的习作，他把自己的特点写出来了吗？

1、 学生给自己画像

2、 同桌互相欣赏，提出修改意见。

3、 自由地把画张贴在黑板上，学生做“猜猜看”的游戏。

（1） 愿意展示自己的小朋友请把自画像贴在黑板上，其他
小朋友把眼睛闭起来。

（2） 睁开眼睛，让我们来“对号入座”猜猜看，他们都是
谁，把名字写在相应的画像旁，并说说你猜出的理由。

（3） 学生互相提出修改意见，并说出理由。

4、 学生练说。

（1） 请小朋友拿着自己的画像，就像杜小虎一样给同学们
做一个自我介绍，如果小朋友觉得你说得不像，那就要请你
唱歌儿啦。

（2） 出示“好词语花篮”，供学生写作时选用。

活泼开朗天真烂漫美丽大方帅小伙

愣头愣脑憨厚

5、 学生练写。

（1） 学生写草稿。

（2） 指名读。

（3） 师生评议。



（4） 学生誊写。

（5） 习作和画像展览。

完整小学教案篇三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第十一册第二单元p29、p30 百分数的应用
（四）

1、能利用百分数的有关知识，解决一些与储蓄有关的实际问
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结合储蓄等活动，学习合理理财，逐步养成不乱花钱的好
习惯。 【教学重点】

进一步提高学生运用百分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会数学
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cai课件。

教 学 过 程 教 学 过 程 说 明

。

课前布置学生分小组到银行去调查利率并了解有关储蓄的知
识。

师：课前同学们到银行调查了有关储蓄的知识，哪个小组愿
意和大家交流你们的调查情况。

组1：我知道人们把钱放到银行是有好处的。可以得到一些利
息。

组3：我们调查了存款的年利率。



存期（整存整取） 年利率 %

二年

三年

五年

组4：我们知道国债和教育储蓄不收利息税，其他的要交20%
的利息税。

生：当然是存到银行了。

。

生：我想存三年整存整取，时间长一些利息就会多。

生：我存一年的整存整取，如果时间太长，需要用钱时取出
来，就按活期存款计算利息了，那样利息就少了。

师：你知道得真多，活期存款的利率低一些。

师：同学们想得很周到，我们存钱时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确定怎样存，刚才同学们说的存款方式，到期后利息究
竟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计算。

（教师给出计算利息公式：利息=本金x年利率x年限，并给出
年利率表，学生计算300元存一年和三年整存整取的利息。）

完整小学教案篇四

1、学习课文2-6小节，完成有关的作业。

2、体会文中一些用词较精彩的语句。



3、理解“新的跨越”的含义。

体会“新的跨越”的含义，体会文中一些用词较精彩的语句。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本文的生字词并知道了这则消息的主要
内容。请一位学生说说本则消息的主要内容。

2、读一则消息的方法是什么？（先读标题，再读开头，最后
想这则消息的作用。）

2、反馈之后，板书：清晨、6时30分、7时正、20分钟后

3、让学生读读2-3小节，想想这两节介绍了火箭的什么？
（外形）

4、你觉得文中哪些词句描写火箭的外形写得非常好？为什么？
请学生讨论。

5、反馈：

1）一座摩天大楼似的发射塔塔架的活动部分，沿着四条铁轨，
缓缓向西移动。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突出了什么？

2）矗立在发射架的环抱中。矗立是什么意思？写出了什么？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你读之后有什么感觉。

3）箭体的底部，四个两米多粗的助推器像神话中的巨人，随
时准备一跃冲天。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把什么比作了什么，助推器与
神话中的巨人有什么地方相似？了解助推器的作用：推动火
箭起飞上天。从而体会这个比喻句的两个事物的相似点。再
让学生找一找这句话中的哪些词语还体现了火箭的威武、雄



伟。（四个两米多粗、一跃冲天），并请学生谈谈体会。

6、请学生感情朗读，读出火箭威武雄伟的样子。

1、自读课文4-6小节，填写火箭发射过程的表格。

时间卫星发射过程

6时30分准备起飞

7时正点火、起飞

7时44分冲出、直刺、飞向

11分钟后星箭分离

20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

2、体会描写比较精彩的语句。

1）山谷里亮起一道闪电，滚来一阵雷鸣。

与“山谷里亮起一道光芒，传来一阵巨响”比较。

有感情地朗读。读后说说这句话给你的感觉怎样？威力巨大

2）44秒钟后，火箭冲出翻腾的烟雾，直刺霞光满天的苍穹，
飞向东南天际。

这句话中哪些词用得特别好，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写出了
什么？（火箭发射的速度极快）

这句话中的“冲出、直刺、飞向”能换吗？为什么？

感情朗读这句话，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准确无误，威力巨



大）

3）20分钟后，传来澳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的喜讯。其的“准
确”能换成“正确”吗？

准确比正确更为精确。突出火箭发射很准确无误，安全可靠，
我国的航天技术比较发达。

有感情地读一读。

３、齐读4-6小节，共同归纳出火箭的特点。（威力巨大，准
确无误）

1、完成作业本第四、五题。

2、从近日的报纸上抄录一则国内外的重大消息。

完整小学教案篇五

这是一篇看图、学文并行的课文，课文的四个自然段从四个
方面介绍了燕子，它们分别是燕子的外形特点、燕子从南方
飞来、飞行的燕子和停歇时的燕子。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了
有关小学语文三年级燕子教案，供大家参考。

教学目标：

1.欣赏燕子在春天里飞翔的美景，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2.结合文中插图，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
的观察方法。

3.理清课文脉络，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4.学习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语。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结合文中插图，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
的观察方法。

2.了解春天的特点和燕子的活动情况，

体会

春天给人们带来的愉快心情和使人感到的蓬勃向上的力量。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

学习

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语。

(二)分清课文段落，概括段落落大意。

(三)通过了解作者对燕子和春天的描写，激发

学生



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重点

(一)初读课文，分清课文段落，概括段落大意。

(二)通过了解作者对燕子和春天的描写，激发学生热爱大自
然的思想感情。

三、教学难点

理清课文脉络，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四、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学生异口同声回答：燕子。

对。它就是燕子。请同学们看图，(出示燕子投影片或图片)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的主角。(板书：2.燕子)

教师范读课文。

(二)检查预习。

1.填写生字表。

2.读准字音。

这一课的生字比较少，但是除了生字之外还有一些字从语音
和结构上需要注意。

比如：“晕”是多音字，它有三个意思。(1)在“昏迷”一词
中或表达头脑不清的意思时，这个字读“y&n”，如“头晕、晕



头转向”等;(2)因为光线的折射而形成的光圈，如“日晕、
月晕”等;(3)主要指头昏，如“眩晕、晕车”等。“晕”在
后面两种情况中都读做“y)n”。本课中出现的“小晕点”是指
燕子的剪尾和翼尖轻点水面后漾起的逐渐向四周扩散的圆环，
是“晕”字第二种解释的引申，读做“y)n”。

“俊”字读做“y)n”不读“z)n”“拂”读做“f_”不读“f$”。

3.查字典并结合课文内容解释词语。

解释词语必须依据“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
则，因为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很难准确地理解字、词、
句甚至于段的意思。

俊俏：相貌好看。

蒙蒙：形容雨点很细小。

赶集：原指到集市上买卖货物。这里指春天一到，花草都长
了起来。

柔柳：“柔”的字面意思是指柔顺，“柳”的字面意思是指
柳树或柳条。课文中“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舒展开黄绿眉眼
的柔柳”的“柔柳”是指春天到来后的柔枝嫩叶。

生趣：原义指生活的趣味。课文中“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从南
方赶来了，加入这百花争艳的盛会，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
趣”，这里的“生趣”指的是春天到来后生气勃勃的趣味。
吹拂：微风轻轻地吹。

曲谱：原指乐曲的谱子，课文中是用五线谱来比喻燕子、电
线和电杆组成的画面。舒展：原指不卷缩，不受约束。

光彩夺目：颜色和光泽鲜艳耀眼。



百花争艳：各种花草争奇斗艳。

聚拢：聚集在一起。

演奏：用乐器表演。

掠过：轻轻擦过或拂过。

偶尔：有时候。

波纹：小波浪形成的水纹。

生机：生存的机能;生命力。

荡漾：水波微动的样子。

4.结合词义，区别近义词、反义词形近字。

近义词：

俊俏——(俏丽)聚拢——(聚集)

生机——(生气)掠过——(拂过)

反义词：

偶尔——(经常)增添——(减少)

俊俏——(丑陋)机灵——(死板)

形近字：

出示投影，请同学们充分讨论形近字之间的区别，再根据字
义组词。



谱(谱曲)奏(演奏)俊(俊俏)

普(普遍)凑(凑巧)骏(骏马)

聚(聚拢)符(音符)偶(偶尔)

取(争取)付(付出)遇(遇见)

5.了解课文内容，分析课文结构。

这是一篇看图、学文并行的课文，教学时要把看图作为学文
的手段。因此，在分析课文结构时就要结合图来理解课文。
但是看图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并注意抓住事物的特点，重视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通过结合课文内
容看图，同学们很快就能发现这篇课文是按照不同方面来叙
述的，也就是说课文的四个自然段从四个方面介绍了燕子，
它们分别是燕子的外形特点、燕子从南方飞来、飞行的燕子
和停歇时的燕子。因此，这篇课文应该是一个自然段为一段
共分为四段。

教学时要充分利用图的直观来加深学生对文字的理解，重点
指导学生掌握按一定顺序，抓住特点进行观察。这一课时一
定要求学生读熟课文，为进一步学习课文做准备。

(四)作业。

1.抄写生字、生词。

2.结合图画朗读课文，体会燕子的活泼可爱和春天的光彩夺
目。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的有关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通过朗读、观察、想象，感受燕子的可爱和春天的美丽，
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3、会用“偶尔、活泼”造句，理解课文的内容，概括每个自
然段的意思。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歌曲欣赏《小燕子》，说说听这首歌的感受。

2、多媒体出示燕子的画面，请学生观察燕子的样子，抓住它
的特点说说燕子。

3、我们要学的课文是怎样来写燕子的呢?今天就一起来学6、
燕子。

教学生字“燕”，“燕”是个象形字，“廿”是燕子的
头，“口”是燕子的身子，“北”是燕子的翅膀，四点底是
摊子的尾巴。

在写“燕”的时候各部分要紧凑。

学生用钢笔在书上描红。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检查字词的读音。

(1)抽读生字卡片，纠正读错的音节。



提醒学生注意：拢、掠是边音;俊、晕是前鼻音;横是后鼻音。

(2)学生齐读

2、掌握生字的写法：

请学生做小老师说说这些字在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学生交流，并在书上逐个进行描红。

3、指名分节朗读课文，要求不添字，不漏字，不错读，不破
词破句。

(1)学生读课文。

(2)学生

对照

要求进行评价。

4、交流：课文主要写了燕子的那些方面?

三、学习课文第一段：

1、多媒体出示燕子的画面，用自己的话说说燕子的外形。

2、自由读课文，想想从这段中知道了什么?

3、学生交流。

4、作者是抓住什么特点来描写的?

结合交流板书：羽毛乌黑发亮



翅膀俊俏轻快

尾巴剪刀似的

5、指导朗读

(1)激发情感

看多媒体：面对这么机灵的燕子，这么可爱的燕子，你愿尽
情的夸奖它吗?让我们赞美的语气读。

(2)自由朗读。

(3)指名试读、齐读。

6、指导背诵。

(1)学生说该怎样背?

(2)看板书练习背诵。

6、说说这一段的意思。

四、作业。

1、抄写词语三遍。

2、朗读课文。

3、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燕子有一身()的羽毛，一对()的翅膀，还有一个()的尾巴。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读课文第一段。

2、说说从第一段中知道了什么?

3、交流填空。

二、学习课文第二段：

1、自由读课文第二段，把表示事物的词语画出来，圈出具体
描述的词语。

2、学生交流。

结合理解“赶集”、“像赶集似的聚拢来”?

4、重点品味：(并结合学生提出的问题)

(1)春天是个热闹、色彩斑斓的季节。

请学生说说是从哪些地方体会到的?(在书上用横线划出所写
的景物，用曲线划出景物的特点)

学生同桌、全班交流。

(2)多媒体出示春天的美景，理解为什么说像赶集似的聚拢
来?

(3)出示填空题。

二三月间，微风轻轻地()着，毛毛细雨从天上()下来。千万
条柔柳()了鹅黄色的嫩叶。青的草，绿的芽，各色鲜艳的花，
都像()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的春天。



学生完成填空。

再次多媒体出示春天的美景，体会作者用词的正确性。

读好上面的一段话。

(4)从这段中还知道了什么?

(燕子为春天增添了生机)

读好最后一句话。

5、有感情朗读第二段。

(1)学生自由读，想想用怎样的语气读。

(2)指名读，评议。

(3)看这多媒体出示春天的美景，齐读第二段

6、指导背诵。

(1)请学生说说怎样来背。

(2)学生试背

(3)齐背

三、学习课文第三段：

1、学生自读课文，从这段知道了什么?

2、交流。

3、再读课文燕子飞行给你留下的影象是什么?你从那些地方



体会到的?

4、学生交流。

5、说说是从哪些地方体会到飞行的快?为什么能体会到?

(“斜”字不但写出了燕子飞行轻快，而且写出了飞行动作的
优美。)

(“唧”是叫声，只短短的一声一从这飞到了那，速度真
快。)

看多媒体燕子飞行加深印象。

6、朗读有关句子。

7、说说是从哪些地方体会到飞行的轻?为什么能体会到?

(偶而、沾、小圆晕)

理解：小圆晕

作者为什么说是小圆晕呢?

相机理解“偶尔”并用“偶尔”造句。

看多媒体燕子飞行加深印象。

8、朗读有关句子。

9、感情朗读课文第三段。

10、指导背诵。

四、学习课文第四段。



1、指名读第四段。

2、学生质疑。

3、理解词句：“五线谱”、“音符”、。

4、理解句子。

5、看多媒体燕子的休息。

6、感情朗读。

7、指导背诵。

五、

总结

课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说说燕子什么地方可爱?春天美在哪里?

六、作业：

1、造句：

偶尔

活泼

2、背诵课文。

外形



活泼机灵

板书：

燕子

赶来

飞行

轻、快

休息

音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