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电影与电视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影与电视教案篇一

新教材中很多文章在结束时，都让一位学习伙伴提出了一个
使课文得以延伸，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的问题。这种小问题
不仅可以使学生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把自己的个性
想法表达出来，而且发展了创造力，又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

例如：在学完《看电视》一课以后，学习伙伴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你的爸爸妈妈，最爱看什么节目？”当老师把这
个问题面向全体学生提出后，请学生在小组中进行交流，过
一会再请学生发言，有的学生说：“我的爸爸妈妈爱看新闻
联播。”有的学生说：“我的爸爸妈妈爱看焦点访谈”，另
外还有一大部分学生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喜欢看什
么节目。

老师顺势引导：“那你的爸爸妈妈知不知道你最喜欢看什么
节目呢？”其中有一位孩子站起来自豪的、大声的说：“当
然知道了。”“为什么呢？”老师接着问道。“因为我的爸
爸妈妈特别的爱我，每到动画片的时间，我爸妈就主动给我
换频道，而且有时他们还会和我一起看，给我讲其中动画片
中我看不懂的内容，时间长了哪个台演什么动画片，什么时
间开始，他们都知道的很清楚。”“是啊，你的爸爸妈妈真
爱你，拥有别人的爱是件很幸福的事，我们都羡慕你有这么
好的爸爸妈妈，同时我也替他们感到惋惜（学生惊讶的表
情），他们如此的爱你，可是他们为你付出的爱似乎没有得
到回应，你连他们最喜欢看什么电视都不知道，你自己认为



你做的怎么样？应不应该让爸爸妈妈也感受到你的爱了？”
只见他低下头小声的说：“我爸爸妈妈爱看什么节目，以后
我会留意，让爸爸妈妈问样感受到我的爱。”“是啊，在生
活上在学习上，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无尽
的爱，而作为孩子的我们做的怎么样呢？老师觉得大家都是
懂事的好孩子，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回报深爱着我们的父
母的，课后就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一次大讨论：我为
爸爸妈妈做点什么？下次班会课的时候进行汇报。

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使学生受到了思想教育，增强了要爱
父母的观念，同时通过讨论发言等形式增强了学生的口语表
达能力。

电影与电视教案篇二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第二册第五课《看电视》。整篇
课文围绕着“我”家看电视的“奇妙现象”展开。家里的人
都把电视换成别人喜欢的频道，在换来换去间体会出一种浓
浓的情、深深的爱。

课堂上，我先让学生谈谈自己家看电视谁喜欢什么频道，喜
欢看什么，怎么才能看自己喜欢的节目，有的学生说爸爸最
霸道，看球赛不准我看动画片，有的说我陪妈妈一起看韩剧，
有的说我妈妈说我半小时之内写完作业就让我看动画片，听
着学生或撅着小嘴的稚嫩话语，或遗憾的口吻，或得意的炫
耀，或自满的陶醉，我皱眉说我遇到了特殊的一家人，他们
看电视啊非常有趣，老师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谁愿意做小
侦探帮老师分析下？学生们都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开始
听我讲故事——读课文。讲了两遍后我问学生：“球迷爸爸
为什么不看精彩的球赛，而换成了奶奶爱看的京剧？”我猜
啊是爸爸怕球赛输球了不敢看。同学们都抢着回答说：“是
爸爸爱奶奶。让给奶奶看”有的说：“我们要尊老爱幼，奶
奶最老。所以奶奶先看”说完还用不屑的小眼神看看我，那
小神气劲像是在说，这都不知道？当我问到“那为什么奶奶



又把京戏换成了球赛”时，我猜啊，奶奶看累了，需要休息
后，有的同学说：“爸爸是奶奶的孩子，奶奶也要爱自己的
孩子啊”还有的说“奶奶知道爸爸让着她，他也想爸爸开心
啊”……后来妈妈又出现，大家又把电视换成了妈妈喜欢的，
总之，孩子们整节课都充满着“爱”的内容，孩子们用各种
他们知道的爱的句子表达着他们的心意！有的说尊老爱幼，
有的说大爱无疆，有的说不以小事而不为，还有的同学居然
说出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我惊叹不已！

课后，我陷入沉思。可以说现在的家长给予孩子的爱太多太
多，小皇帝，小公主，无处不在。如何让这些娇生惯养的孩
子们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将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电影与电视教案篇三

《看电视》是一篇充满温情、充满爱的'课文，如果能正确引
导学生好好领会其中的内涵，学生爱家的情感将会得到一定
的升华。但是，这只是我在上课之前的预想，或者说是幻想！
我还是先分享一下我的教学片段然后再说明吧。

在学生读通课文后，我问学生：“为什么爸爸把自己爱看的
球赛换成了奶奶爱看的京剧？”我以为他们会很快就说出我
要的答案，结果，在几个九不搭八的回答之后终于有一个比
较像样的答案了，“因为我们要尊老爱幼，所以爸爸把球赛
换成了奶奶喜欢的京剧。”“好的，那为什么奶奶又把京剧
换成球赛呢？”我继续问。结果，一个个回答令我啼笑皆非！
“因为奶奶的眼睛不好，所以要休息一下！”“因为奶奶累
了。”等等。最后，我忍不住了，我开始了我的“家庭情感
教育说教”。“我们平时经常说爸爸妈妈爱我，我爱爸爸妈
妈，家爱我，我爱家。为什么这家人喜欢把电视节目换来换
去呢？因为啊，他们都想让自己亲爱的家人能够看到自己喜
欢看的节目。爸爸爱奶奶，想让奶奶听听她最喜爱的京剧，
所以把节目换成京剧；奶奶爱爸爸，也就是她的儿子，所以
把节目换成球赛；我们爱妈妈，想让辛苦了一天的妈妈放松



一下，所以把节目换成音乐。”说完后，我看到孩子们一脸
茫然的样子，于是我换一种说法：“你们想一想，平时你们
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不是会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给你？是
不是陪你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他们这下明白
了：“是！”“为什么啊？”“因为他们爱我啊！”这个孩
子们倒是很清楚。于是，我趁机问：“那么，你知道课文最
后说的秘密是什么了吗？一个字！”几个比较醒目的孩子马
上领会了：“爱！”其他同学也恍然大悟地点头了。“对
了！”我觉得有点累了，他们终于有点明白了。最后，我小
结的时候，说道“秘密”的时候，还是有个孩子说：“到底
是什么秘密啊？”我有点想晕倒的感觉！

我明白，要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领会书上那种温情确实是有点
难度，又或许是我不会引导，但是我在一个学期的教学过程
中发现，现在的孩子确实是缺少这种爱的教育。孩子们觉得
长辈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却不懂得怎么去爱。这
是家庭教育的失误还是学校的教育的缺失呢？我想，我们还
是先做好学校教育要做的事情。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过：“学科教学渗透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的途径之一，各科教师应有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主动将心
理健康教育渗透在各科教学内容和过程之中。”爱家人的情
感培养也应该是心里健康教育的内容，而我们语文学科则是
大面积地涉及这一方面。通过今天的一课，我深深地觉得：
学生读不懂这篇课文并不是大问题，因为还可以慢慢教。但
是学生不能领会其中的感情，我们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了！
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借助教科书中一篇篇充满
温情和爱的文章，渗透各种情感教育，让孩子的心理得以健
康成长。

电影与电视教案篇四

人教版实验教材第二册第5课《看电视》是一篇短小的诗歌，
语言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它生动地描绘了一家四口看电



视的感人场面，巧妙的将家庭的温情与尊老爱幼的好风尚融
为一体，体现了一家人互相关爱，互相谦让，互相体贴，和
睦相处的主旨。作者以“奇妙”为线索贯穿全诗，开头、结
尾两次提到我家看电视有些奇妙，中间三小节则具体写到我
家看电视的奇妙之处：放弃自己爱看的节目，换成家人爱看
的频道。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体会文章的内涵，陶冶
道德情操，我巧妙设计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虽然达到了预期
的教学目标，但是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值得深思的地方。

一、读出“秘密”、感受“奇妙”。

课堂上我由题目入手，采用趣味猜谜语的方法，极富激情地
让学生进入课文学习的角色中。在让学生自读课文自学生字
词后，再听老师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听完后说说自己听懂了
什么，再自由读课文，提出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这时，孩
子们便争先恐后地纷纷举手，提出了许多不懂的难词。如：
老师，什么是“咿咿呀呀”，什么是“打盹”，什么是“疲
劳”，什么是“京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干脆放开
让孩子们发散思维，自觉地质疑解疑。当一位学生提出“我
们家看电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这一问题时我才引导他们
再次读书“是啊，我们家看电视到底有什么奇妙的
呢？”“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呀就在课文中，请
同学们再读读课文，然后再进行朗读指导，感受我们家看电
视的奇妙之处。学生通过反复的读后便很快说出“关
爱”“谦让”“幸福”“和睦”“快乐”等与“奇妙”有关
的词，找出了大家心中的“秘密”。最后，我采用了自编的
一首感动小诗结束本节课，对本文的中心思想进行了小结和
深化，在孩子们都为之动情的同时，也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
笔。

二、方法指导、能力培养。

在这一教例中，我让学生用自学讨论法去读书、思考、讨论，
解决问题，并注意保护学生的发现，相信学生，尊重学生，



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神。我觉得一年级学生虽然年龄
小，但他们学习的潜能是巨大的。我相信，只要教师正确处
理好“导”与“学”的关系，善于引导学生发现、总结学习
方法，循序渐进地进行由扶到放的阅读训练。这样学生的阅
读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也为将来的有效学习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这才是一个教师应该孜孜不倦追求的教学目标。

三、动态课堂，方现精彩。

当然，这堂课也有许多不足，它给了我今后如何进行课堂教
学一个启示，告诉我课堂上要针对学情变化发展灵活组织教
学。马卡连柯说过：“教育技巧的必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有随
机应变的能力。”在我本节课中，有一教学片断就完全体现
了这一特点。当孩子们发散思维达到非常活跃的境界时，我
应该及时关注学生学情的变化，抓住孩子们精彩的辩博来个
顺水推舟。当提到“京戏”一词时，我就应该从这一词入手
让孩子们更深地理解“京戏”，并体会“京戏”与奶奶之间
的联系，进而引导读文，体会爸爸换“京戏”的“奇妙”所
在，而不需再死搬硬套的回到精心准备的教案中了。作为一
名优秀的教师，应该善于给课堂注入新鲜活力。以后，这将
是我迈步的方向，不求完美，只求突破。

电影与电视教案篇五

《看电视》是一首短小的诗歌，生动地描绘了一家四口看电
视的感人场面，奇妙地将家庭的温情与尊老爱幼的好风尚融
为一体。语言朴实无华，却饱含深情，精彩处既让人忍俊不
禁，又让人感慨万千。以“奇异”为线索贯穿全诗，开头、
结尾两次提到我家看电视有些奇异，首尾呼应;整首诗也都在
写我家看电视的奇异—---放弃自己爱看的电视节目，换成别
人爱看的频道。最终，奇妙地抛给读者一个问题，引起读者
的思索—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样什么东西？教学中，我着
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同学学习课文。



在导入新课时，我出示谜语让同学猜。师：“小小一间房，
只有一扇窗，唱歌又演戏，每天变花样。——打一家用电
器”（谜底：电视）接着问：你最喜爱看什么电视节目？你
知道爸爸妈妈最喜爱看什么电视节目？然后出示课文插图，
设问：这家都有哪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节目吗？最终师过渡引入课题。用谜语引出电视，意在激发
同学的学习爱好。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同学看图和“我们今
日学习的课文《看电视》，讲的就是这家人看电视的事。他
们看电视和我们看电视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谜，同学们学完
课文自己就能解开”一语，调动了同学学习课文的爱好。

本课教学中，我还重视引导同学绽开想象理解词语，例
如：“疲惫”这个词语，让同学先联系生活阅历想一想意思，
再想象一下妈妈“疲惫”的样子，并用几句话说一说。像这
样，对一些聚集着语言形象、语言情感、语言技巧的词语，
引导同学进行感悟、挖掘，不仅让同学对课文内容和情感内
涵有较深的理解，还有效地渗透了理解词语的方法，提高了
同学理解词语的力量。

朗读是引导同学还原语言形象，感受语言情景，体会语言情
感，理解语言蕴含的哲理的重要方法，是培育同学语言的感
受力、品评力的有效手段。在教学中我运用多种朗读方法，
把朗读与语言感知、理解课文结合起来，让同学在听、读、
中体会“关爱他人”这一中心。在默读、合作读、引读中探
究课文内容，在表情朗读、读中想象、读读背背中深化课文
中心。

教学中，我做得不够之处在于没有很好地注意同学思想训练
和参加性，使同学真正成了学习的仆人。应当通过让同学自
读、自悟，明白文中蕴含的道理，让同学体验人与人之间相
互的关爱，使课文蕴含的人文精神转化为引导同学良好行为
养成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