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集锦七篇
  

 

教学设计方案篇 1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内容，体会桑娜、渔夫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的好品质。 

  2、学习含义深刻的句子，指导学生合理的想象。 

  3、练习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体会桑娜、渔夫的优秀品质。 

  2、指导学生合理想象。 

  教学准备：幻灯片 

  教学过程： 

  一、解题知穷人。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穷人一课，齐读课题。思考：课文中的穷人指的是谁？ 

  板书：桑娜渔夫西蒙 

  二、学习 1—7 自然段。 

  1、课文中哪些内容描写他们穷呢？同学们读课文，完成填空练习。 

  出示幻灯：桑娜和渔夫从早到晚的干活，还只能；孩子们没有；吃的是，菜

鱼。西蒙的两个孩子他一个人张罗，如今又加上病。寡妇的日子！他们！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2、学生练习填写。 

  3、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三、学习描写桑娜心理的句子。 

  1、桑娜一家如此贫穷，当她发现西蒙死了，就毫无犹豫的把两个孩子抱回

家。回来后她想了些什么呢？同学们默读 8-—11 段把有关的句子画出来。 

  2、同学读自己画的句子。 

  3、教师出示幻灯，逐句学习。 

  （1）幻灯内容：“她的心跳得很厉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

是觉得非这样做不可。”教师追问，你觉得呢？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2）出示幻灯：“她忐忑不安的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自

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啦？……部，还没来！……为什么把他

们抱过来啊？……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嗯，揍我一顿也好！” 

  （3）学生围绕省略号进行合理想象，体会桑娜善良的好品质。 

  （4）练习有感情的朗读。 

  四、体会渔夫的品质。 

  1、不仅桑娜有这样的品质，还有谁有呢？（找出描写渔夫品质的句子学习。） 

  2、出示幻灯：“哦，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 

  3、体会这句话的意思。 

  渔夫、桑娜可能。 

  孩子们可能。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五、再造想象。 

  那他们今后的生活会怎样呢？请同学们根据书上的插图描写。 

  板书设计： 

  穷 

  桑娜渔夫西蒙 

  人抱熬 

  担忧害怕坚定 

  善良 

  宁可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 

  （本课参加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荣获一等奖。被教育部电教馆收录

于《全国优秀教师课堂实录》录像带中并出版发行。） 

 

教学设计方案篇 2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通过学习，调动学生情感参与，与主人公在情感方面产生共鸣，深刻体

会课文内容。 

  3、通过朗读，体会课文内容，用读启发学生的理解，从而加强自读自悟的

能力。 

  教学重点：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1、调动学生情感参与，引导学生角色互换。2、读中质疑，读中解决问题。 

  教学过程： 

  一、课前预习： 

  1、读课文，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1）初读课文，借助认字表、字典，认识课文中的生字。 

  注意：“忪”“茧”的正确读音。 

  （2）学习会写的字： 

  先给生字注音。读一读。确定容易记住的字，将难字标画出来。用你喜欢的

方法记字。 

  找出形近字，写在练习本上，并练习组词：  

  均（）程（）奖（）张（） 

  钧（）逞（）桨（）章（） 

  （3）重点学习易错字：“皂”的下面是七。 

  2、找出课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标记。 

  自学：“语文天地”中“金钥匙”的内容。试着做学习笔记。  

  3、查找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资料，放入资料袋。  

  二、预习汇报、提高： 

  1、同桌互读课文，认真听生字词语是否读得正确，并根据情况给予评价。  

  2、同学范读，同学评议。3、扩词练习。评判组词。 

  4、书写指导：把难字写正确。5、交流资料。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三、学习课文内容： 

  课文内容介绍：这篇__写的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迎善的真实的事

情。 

  1、用你喜欢的形式朗读课文。 

  2、你是怎样做摘录笔记的？汇报给大家听。（以强带弱。） 

  （1）不懂的词语方面：礼节性、镐、次生林（2）积累喜欢的词语。 

  （3）喜欢的句子：对大手的描写及带有数字的句子。 

  （4）不懂的句子：“我握的是手吗？分明是半截老松木。”“我的手火燎

燎地痛，看看，红了，他的手仍呈木色。” 

  （5）有感想的地方：布满老茧、看到一山翠绿的森林、植树 26 万多棵 

  3、自我小结：__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__？在文中课题

下做简单笔记。 

  4、小组讨论并汇报： 

  （1）课文中多次描写了老张的手，找出相应的句子画出来，谈谈你的理解。 

  （扣准课题思考问题） 

  （2）你观察过别人的手吗？说说你的看法。 

  5、思考文中重点问题： 

  （1）老张的手是一双怎样的手？（读文 1、2、3自然段理解）他的手为什

么会这样？（2）摸摸你的手，有什么感觉？ 

  （3）自读课文（4――19）自然段，课文是怎样描写这双手的？你见过这样

的手吗？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4）课文中多次运用数字描写，而哪些数字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呢？说说为

什么？ 

  6、__要告诉我们： 

  因为长年累月的辛苦，老张的手很不好看，可正是这双手，创造了无法估量

的财富，创造了翠绿的森林。赞美老张为了大家的幸福，甘愿奉献的质朴心灵。 

  修改自己的笔记。 

  7、__有什么特点？说出文中我最喜欢的地方，为什么？（养成主动积累的

良好习惯） 

  （1）比喻的恰当运用：活像是半截老松木、掌面像鼓皮一样硬。 

  （2）巧妙的数字描写：让人从空间感知事物的大小、多少。 

  8、拓展提高：每人都有一双手，说说你最了解的手的样子及作用。 

  （最好说说爸爸、妈妈、老师、阿姨等比较亲近的人，从而加强了解和沟通） 

  四、大家一起长本领：（结合书后“日积月累”进行学习） 

  1、积累手的动词。2、做翻绳和打手影游戏，观察手的动作，用准确的词语

描述出来。 

  五、布置作业： 

  1、完成本课生字词语。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设计方案篇 3 

  教学目标 

  1.在学习中掌握重点文言实词的含义。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2.训练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3.理解寓言的深刻含义。 

  教学重点：1、2 

  教学难点：3 

  教学步骤 

  一.导入 

  赶驴人在驴子的脖子前挂一块肉，驴子为了吃到那块肉就不停往前跑，但是

驴子始终也追不到那块肥肉。 

  二.整体感知 

  1.范读（关注字音、节奏） 

  2.自读（注意读准字音、节奏、圈画疑难） 

  3.个别朗读，同学互评 

  4.集体朗读 

  三.合作探究 

  1.疑难字词，小组交流，班级互助 

  2.根据幻灯解决重点词句 

  3.根据课文内容，用自己的话复述故事，同时思考导致驴悲剧的原因有哪些。 

  预设： 

  （1）好事者（2）老虎 

  （3）驴本身（4）黔地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4.你认为哪个原因更重要（用自己的话概括） 

  预设： 

  （1）好事者带来且无用；不带，或带而用，则不会出现此悲剧 

  （2）老虎要吃它，驴并未有侵犯虎之意，是虎主动入侵（直接原因） 

  （3）驴本身无能，仅一“鸣”、一“蹄”。（根本原因） 

  （4）黔地，没有挖掘驴的价值 

  注：由预设 2、3理清结构，解读课文 

  ①虎对驴的态度前后有何变化（看图找出文中相对应的句子，并选择自己感

兴趣的画面深层挖掘虎的心理） 

  以为神——莫相知——以为且噬己——觉无异能——终不敢搏——技止此 

  畏---疑---恐---不奇---怕---喜（结合画面，试背课文） 

  ②面对凶悍的老虎，驴有何反应 

  “鸣”“蹄”（成语：黔驴技穷黔驴之技） 

  ③观看 flash影片《黔驴技穷》，概括虎、驴的形象 

  驴：软弱无能狂妄自大迟钝麻木愚蠢虚荣 

  貌似强大外强中干 

  虎：勇敢大胆谨慎小心观察仔细狡猾敏捷 

  小结：好事者与老虎包括黔地，作为外因在这场悲剧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根本原因在驴自己.__标题是《黔之驴》，但着力多的却是虎，是否偏题，

标题可否改为“黔之虎”（学生讨论）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以虎衬驴 

  5.作者为何要塑造驴的形象，通过什么方法来塑造，目的又何在。（作者、

背景、体裁） 

  寓言：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

品，常常有讽刺或劝戒的性质。 

  作者：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唐代文学家。和韩愈合称为“韩柳”，被

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其作品多为揭露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残暴凶残，

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 

  背景：《黔之驴》是柳宗元被贬官时所作的《三戒》中的一则。《三戒》是

作者寓言作品中的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作者认为

这三则寓言都可以使人引以为戒，故称“三戒”。作品讽刺了那些徒有外表、实

质虚弱无能的人。 

  6.有人说，“寓言是一个魔袋，袋子虽很小，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

甚至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作者除了讽刺那些徒有外表、实质虚弱无能

的人以外，还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1）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点能战胜

它。 

  （2）透过现象看本质 

  （3）知己知彼 

  （4）不虚荣买弄 

  （5）正确估计对手 

  （6）坚持，不放弃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四.拓展： 

  1．一场驴虎之争以驴死虎口而宣告结束，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虎家族

正在为它们的英雄召开庆功会，驴家族却在沉痛哀悼他们的不幸同伴，请你代表

虎家族写一份贺词，代表驴家族写一份悼词。 

  2.柳宗元在这则寓言中塑造了一个不光彩的“蠢驴”形象，其实驴也很无辜，

请你改编《黔之驴》，为驴平反，重塑驴的形象。 

  3.通过__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疑问、新的观点？ 

 

教学设计方案篇 4 

  【教学内容】：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五年级上册第 84—86页。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探索并掌握三角形面积公式，能正确计算三角形的面积，并能应用公

式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2）培养学生应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使学生经历操作、观察、讨论、归纳等数学活动，进一步

体会转化方法的价值，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初步的推理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让学生在探索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进一

步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探索并掌握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能正确计算三角形的`面积。 

  【教学难点】： 

  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探索过程。 

  【教学关键】： 

  让学生经历操作、合作交流、归纳发现和抽象公式的过程。 

  【教具准备】： 

  课件、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纸片各一个，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各

三组、剪刀等。 

  【学具准备】: 

  每组同学准备两个完全一样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长方形、

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各一个。 

  【教学过程】 

  一、欣赏画面，导入新课。 

  展示图片，让学生找自己会算面积的图形，并说出计算公式。教师提问：你

会计算三角形的面积吗？好，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三角形的面积计算。  

  关于三角形，你学过哪些有关的知识。学生回答，师展示。  

  二、分组操作和讨论，填写实验报告单。 

  （一） 

  1、上节课，我们是把平行四边形转化成长方形来探索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

算公式的。大家猜一猜：能不能把三角形也转化成我们已学过的图形来求面积

呢？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2、请同学们拿出你们课前准备的完全一样的两个锐角三角形、两个直角三

角形、两个钝角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 

  3、按照你的想法，和小组内同学一起拼一拼，剪一剪，看一看，可以把三

角形转化成哪些我们会求面积的图形。 

  4、学生小组合作，拼剪图形。教师巡视，帮助学困生拼剪。 

  5、各小组填写发现报告单，填写我们是用（）拼或剪成了（）。 

  6、小组汇报摆出的结果： 

  7、组织学生讨论。 

  第一种：一个平行四边形可以分成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其中一个三角形

的面积是所在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 

  第二种：两个完全相同的三角形，可以拼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么，我们的平行四边形跟三角形有没有关系呢？ 

  引导学生思考： 

  ①两个三角形的面积与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有什么关系？ 

  ②三角形的底和高与拼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之间有什么联系？ 

  ③三角形的面积该如何计算？ 

  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高等于（）。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底等于（）。 

  每个三角形的面积等于拼成的平行四边形面积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那么，我们刚刚得出的结论还可以怎样写？（三角形的面积=底×高÷2） 

  （二）、课件演示：用旋转平移的方法将三角形转化成各种已学过的图形。 

  （三）、归纳公式 

  1、（屏幕显示提纲）学生根据实验报告回答。 

  A、三角形的底和高与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有什么关系？ 

  B、怎样求三角形的面积？ 

  C、你能根据实验结果，写出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吗？ 

  2、如果用 S表示三角形面积，用α和 h分别表示三角形的底和高，那么你

能用字母写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吗？结合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S=ah÷2 

  3、进行爱国教育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今天我们一起动手推导出来的三角形的面积计算

公式，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现了， 

  请看屏幕。（多媒体出示 P85页的你知道吗？），学生阅读后，汇报知道了

什么。 

  三、应用新知，解决问题 

  1、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1）两个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2）三角形的面积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一半。（）  

  （3）三角形面积是 S＝ah。（） 

  2、课件出示例 2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7802405701

400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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