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穿裤子教案 小班活动方案(模
板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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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
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跟踪台风的卫星教案篇一

很多时候，教学的艺术决定与细节处理的艺术。老子
曰：“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所以
在课堂教学时，我们不妨关注一下某些细节，思考一下如何
处理这些细节，使课堂教学更科学更有效。

以下是执教苏教版第六册《跟踪台风的卫星》一课的教学片
段：

教师出示句子：台风暴跳如雷，像头疯狂的巨兽，呼呼地向
着城市扑去。

请学生读这个句子时，引导，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台风扑向
城市，它会干些什么坏事呢？（学生结合生活实际展开想象）

台风疯狂，处处遭殃。我们可以用哪些词语来表现台风的可
恶？（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作恶多端、称王称霸、作威作
福、为所欲为、气势汹汹、蛮不讲理……）

此时此刻，你会怎么读这个句子？（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关于此教学片段中细节反思：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沟通的渠道，它有其特殊的形式。在



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它形式的魅力，不同的语言
形式有其不同的力量。比如，《第八次》蜘蛛结网那段
中“结了断，断了结”就显示了信心和希望，换成“断了结，
结了断”的话就显得前景不容乐观了。

教学片段中，“台风暴跳如雷，像头疯狂的巨兽，呼呼地向
着城市扑去。”是一句比喻句，它形象地将台风的粗暴、疯
狂、凶狠、肆无忌惮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的句子，三年级
的孩子一读就能知其然了，他们也很喜欢运用比喻这样的语
言形式在自己的文章、言谈中，可是很多时候，孩子们所用
的比喻是不够确切的。比如，一谈到脸，他们会说“红通通
的像个苹果”，也不管是三四岁的小孩的脸，还是三四十的
成年人的脸，这样的笑话源于他们运用语言时的“一刀切”，
他们没有关注过比喻后面的“所以然”。因此，我们在教孩
子一种语言形式的时候，不仅要教会他们其然，还要教他们
其所以然。片段中，执教者轻轻地一点拨：读这个句子时，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台风扑向城市，它会干什么坏事呢？你
能结合生活实际来谈谈吗？孩子们就很自然地将台风“麦
莎”过境时的情景和这个句子联系到了一起，真正体验到了
什么叫“暴跳如雷”，什么是“疯狂的巨兽”，知道了为什
么能做这样的比喻。死的语言形式转换成生动的生活境像后
就容易与作者与文本共鸣了。从中，孩子们也会明白语言来
自生活，来自不同的现象和体验，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形式，
能使真实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力量。

正如在教学片段中，老师着力让孩子们理解台风的“暴跳如
雷、疯狂、扑”，力求台风“破坏力大、野蛮、凶狠”的形
象根植与孩子的心底。因为台风越厉害，就越能显示跟踪台
风的卫星的本领高强，越能说明我国科技的发达，越能激发
孩子学科学、用科学的豪迈激情。文本的价值取向尽在其中。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从呀呀学语，到进入校园一年一年
的学习语言运用语言，似乎除开头几年进步飞速之外，渐趋
平行状态，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语文课是可上可不上的，只要



你默好词语背好课文，基本上考试也不会大成问题。为什么
我们的语文竟到达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孩子的语言运用能力
为什么没有得到进一步稳健地发展？我想是因为我们的语文
课程不像数学那样循序渐进，那样有完整的体系，那我们就
这样坐视语文成为弱势群体？坐视我们民族的文化璀璨失去
耀眼的光辉？不！我们不能！路在何方呢？我想，不妨从知
识链接做起。

对语言文字我们向来有四大要求，即会读会写会理解会运用。
我们孩子的语言水平上不去，我想就是在“运用”这个环节
上出了问题。从一年级起，孩子会接触到很多好词佳句、成
语名言，我们教孩子读、写、理解，但我们给孩子运用的机
会太少太少了。久而久之，这些珠宝就被藏到了大脑储蓄盒
的底部，在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不能轻易地随手拿起了，甚至
有很多会蒙尘、氧化、褪色、消失。所以，我们在教新知识
的时候，要适时地将那些旧知识拿出来擦拭、穿戴，让它们
常用常新。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学生自读课文，一遍刚粗粗
地读完，有些句子、段落还没读畅通，老师就急着组织学生
交流读后收获了：你读懂了什么啊？什么地方让你最感动啊？
试问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会有真情实感的交流吗？会有与文
碰撞与灵魂会晤的思想火花吗？答案肯定是不会。有的只能
是顺应、猜测老师答案的假感悟假心得。还有老师在指导学
生感情朗读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强调哪个词读重音读响亮读出
感叹的语气，这样的读书会能进入学生的头脑吗？过眼云烟
罢了。个人认为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体验要真切，感悟要个性
化。这一目标的实现，唯有依靠多读书、勤思考，要理解文
本，走进文本，触摸作者情感跳动的脉搏，为此，教师要精
心设计，巧做安排，搭桥铺路。

教学片段中，为了读好“台风暴跳如雷，像头疯狂的巨兽，
呼呼地向着城市扑去。”这一句话，执教者就做足了功夫，
铺设了很多台阶。从联系生活到想象画面到总结成词，一步



步活化了台风，也引出了孩子对台风的真实情感。我想最后
的感情朗读，即使老师一字不说，学生也会读得入木三分的。

“一滴水能折射出整个太阳的光辉。”细节就是浩瀚大海中
的一滴水，万倾波涛里一朵优美的浪花，华美乐章中一个跳
跃的音符，欣赏它，把玩它，让它引领我们在有效教学的海
洋里劈波斩浪，让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教育的如诗童
话。

跟踪台风的卫星教案篇二

这一课的分角色朗读，我主要抓住了对话的提示语进行指导。
第一部分台风的蛮横、不可一世，小星星的自信、坚定。通
过反复的练习，学生的朗读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引导学生抓住“狂怒地嚷
着”、“怒吼声”、“狂暴地跳起来”、“猛扑过
去”、“暴跳如雷”、“像头疯狂的.巨兽”等词语，读出台
风的狂暴和气势汹汹；抓住“偏偏爱”、“没门儿”、“嘲
笑的”、“自豪地”等词语读出气象卫星的自信和坚定。通
过同桌读、指名读、男女读、找朋友读、师生读等多种形式，
学生的参与热情非常高涨。

第二课时，还让孩子们把自己设计的课本剧搬上了讲台，虽
然比较稚嫩，但是因为孩子们喜欢，所以效果也不错的。

跟踪台风的卫星教案篇三

教完这节课，破有感触，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有：

本节课，我围绕课后习题“卫星是怎样跟踪台风的”这个问
题展开教学。这样做，不仅教学主线清晰，而且真正地实现
了高效的语文课堂，不需要课后再去解决习题，加重学生的
负担。



我根据三、四年级学生的阶段学习目标：“能联系上下文，
理解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达情意方面的作用”，在教学“谈
话风生”等词语时，我先让孩子们自己理解词语意思，老师
总结出示词典中的意思解释，，最后通过句式训练，通
过“台风来了，因为，所以人们谈笑风生，一点也不惊
慌。”，使孩子们既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又再一
次突出了卫星的事先预报作用，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词
语从而又能理解文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课一开始，我通过自己富有感情的
语言和形象的图画，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提起来了，形成
了“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良好课堂基调。在教学过程中还运
用了动画,分角色朗读等方式,让学生学得兴趣盎然。

苏教版语文教材强调“以读为本”，在教学中，我考虑到了
如何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并且紧紧抓住课文中台风和卫星的
神态、对话，让学生进入角色读书，在整个课堂中像真的听
到了台风和小卫星的对话一样，学生们读得是那么的入情入
境，有一位学生在读到狂怒的台风说的话时，他也是“狂
怒”得面红耳赤了，就这样让学生真正地触摸感性的形象，
同时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知识的熏陶，让他们在读
中就认识到了台风和卫星各自的特点。这堂课的'教学我没有
过多进行理性化的琐碎分析，而是重视以读促悟，让学生在
入情入境的读中感悟，进而加深对课文艺术形象的感知，这
样就让艺术的美与科学的真理和谐地统一起来，实现“语文
教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

1、由于教学经验的欠缺不足，导致在课堂上老师牵引过多，
问题过碎，没有起到老师导的作用。不足：

2、如果将课文中描写人物情绪、神态的重点词回归到“跟
踪”二字，进行归纳小结会更好。

3、虽然注重了词语的理解，但是如能将这些环节，穿插到课



文的说话练习中可能会让学生理解得更好。

《跟踪台风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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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台风的卫星教案篇四

《跟踪台风的卫星》是小学第六册中的一篇课文，是一篇科
学童话故事。它用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第三代气象卫星紧
紧地跟踪、监视台风的动向，为人类预防台风袭击、减少损
失作出了贡献，从而形象地向小读者展现了最新的科技成果。
它一共有8个自然段，可分三部分。第一、二自然段为第一部
分，写台风发现一颗气象卫星在紧紧地监视它，非常恼怒。
第三至七自然段为第二部分，写狂怒的台风妄想扑灭气象卫
星、甩掉气象卫星却连遭失败，最后又想摧毁城市仍未得逞，
形象地说明了气象卫星的特点与作用。

在仔细研读了教材后，我认为应该抓住台风的“怒”和卫星的
“笑”。让学生理解台风虽然看似蛮横，但他在看似弱小的
卫星面前却是那么地软弱无力。因此在教学第二部分时，我
让学生自由朗读，并且仔细思考：台风在卫星的紧紧跟踪下，



有什么表现？卫星又是怎样面对的呢？学生在认真思考下，
都找到了描写台风的句子。a说：“台风在卫星的紧紧跟踪下，
它变的很狂暴，我是从“巨兽”这个词语感受到的，因为野
兽对我们来说是很可怕的，它还加了一个“巨”字，说明台
风已经愤怒到了极点。”b说：“老师，我给a补充，我也知道
台风很生气，我是从‘暴跳如雷’这个词语感受到的，它生
气的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c说：“老师，我也知道台风很生
气，我从‘狂怒’和‘猛扑’这两个词语知道的，它生气的
要扑向卫星，想要把卫星消灭。”“老师，我还知道台风很
自大，我是从‘鱼儿见我……嘿嘿……’中知道的。因为它
认为连船那么大的东西见了它都要躲避，何况是你一个小小
的卫星呢，所以觉得它很自大。”在让学生感受到台风
的“怒”后，我让学生找找描写卫星的句子。让学生充分感
受卫星的巨大魅力。d说：“老师，我知道卫星一点都不怕台
风我是从“想甩掉我？没门儿”这句话知道的“”没门儿说
明了台风想甩掉卫星，想都别想。”“老师我觉得卫星一点
都不怕台风，我是从“嘲笑”这个词语知道的，卫星很看不
起台风，所以它要嘲笑台风。“我从‘自豪’这个词语中能
感受到卫星很为它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老师，我觉
得卫星很负责任，我是从又紧紧地跟踪着，监视着知道的，
紧紧说明了卫星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台风的跟踪。”

…………

学生们完全投入到课堂中了。在快要结束时，我再一次让学
生读读课文，找找描写台风的句子多还是卫星的句子多。学
生很快就找到了，都说是描写台风的句子多。那么课文到底
是描写台风还是卫星呢？我让他们仔细思考。他们都说是写
卫星的。那么课文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笔墨来描写台风，这
是为什么？让学生进一步思考。顿时，教室里没有了声音。
写台风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再一次引导着，给他们充分的时
间考虑。



思考、交流过后，学生都明白了“反面衬托”这种写作手法。
写台风是为了衬托卫星。

课堂，因为有学生，而快乐着。

跟踪台风的卫星教案篇五

《跟踪台风的卫星》这篇课文是苏教版第六册第五单元的一
篇课文。这篇课文是一篇科学童话故事，描写了气象卫星紧
紧地跟踪台风，时刻报告台风的动向，全心全意地人类服务。
而本篇童话最显著地特点是：对话生动，动作可感。所以在
教学本文，我注重引导学生体会“人物”的'对话、动作，特
别是在那些关键的对话、动作上下些工夫。而且我还引导学
生有目的地搜集与台风、卫星相关的资料，拓宽学生的视野，
培养他们根据需要搜集相关信息的能力。

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也非常注重读，我让学生在读中感悟、
理解、晓畅直至提高。并且在读中相机用多种方式理解词语，
抓住重点词再深入研读。这样一来，就简化了头绪，直奔重
点，所以一节课的效率显得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