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英语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案 小学美术
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案纸片插接(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学英语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案篇一

1、让学生初步了解新的手工制作知识及掌握基本的插接技巧。

2、引导学生在欣赏造型与色彩中勇于发表独特见解。

教学重点：插接图形的造型设计。

教学难点：插接技巧的了解与掌握(插接方法与摆设形状)

教学工具：彩色卡纸、剪刀、示范作品、学生作品及精美艺
术图片。

教学过程：

中学英语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案篇二

展示课件并展示图片素材“春雨润物图、夏雨临湖图”，板
书课题。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感受“雨”的多情与美丽，激发学生对
“雨”和大自然的认知兴趣，同时激起学生对文章的阅读兴
趣。

(二)作者简介



学生介绍课前预习的作者情况，教师补充。

刘湛秋(1935—2014)，当代诗人，他的作品清新空灵，富有
现代意识，手法新颖洒脱，立足于表现感觉和情绪，被誉
为“抒情诗之王”。他兼创散文、报告文学及小说，也是著
名的翻译家、评论家，曾任《诗刊》副主编。著有诗集《写
在春天的信笺上》、《温暖的情思》等，诗集《无题抒情诗》
获过中国新诗奖。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更好得了解作者及其写作风格，便于
对文章的学习。

(三)初步感知，体会情感。

(提醒学生关注老师朗读过程中的语气、语调、重音、停连，
感受汉语的声韵之美，同时听读过程中，展开想象，感受文
本营造的画面之美。)

2.学生“圈点批注”春雨和夏雨部分。首先圈点出体现春雨、
夏雨特点的语句和关键词汇;然后批注作者在此抒发的思想情
感和你的阅读体会，并尝试有感情地诵读文段。

(引导学生运用“圈点批注”读书法应从“找重点语句、抓关
键词语、关注修辞”三方面入手。从富有形象感、色彩感、
动感的形容词、名词、动词入手，同时重点分析比喻、拟人
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体会文段所展现的作者情感。)

【设计意图】教师配乐朗读，带给学生最直观的听读感受，
对文本有初步的感性认识;学生“圈点批注”文本，并深情诵
读，既是对文本的理性认识，又是对作者情感的深入体会。

(四)诵读品析，合作探究。

教师引导学生自由诵读体会，圈点然后分组进行讨论探究，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这样既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又可以
引导学生认真揣摩文中关键的词句。

1.圈点批注文章第四、五自然段，圈点体现秋雨、冬雨特点
的语句和词汇;然后批注作者在此抒发的思想情感和你的阅读
体会，并尝试有感情地诵读自己喜欢的语句。

(人称由第三人称“她”转变为第二人称“你”，情感抒发更
为直接、强烈。直接抒情，抒发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赞美，
对生命、活力的赞颂。)

【设计意图】学生实践运用“圈点批注”读书法，分析文本，
品读文本，体会作者情感。引导学生关注作者抒情方式的转
变，以及不同抒情方式的不同表达效果，深入体会作者所表
达的情感。

(五)归纳总结

刘湛秋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他的诗歌往往能做
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的这篇散文也可以算
是“文中有画，文中有情”。

我们在学习文章的时候，要从诵读入手，通过不断的朗读，
对文本形成初步的感性认识，感知文中“雨”的不同形象，
带给人的不同感受，体会作者所抒发的情感;接着要运用“圈
点批注”读书法，关注关键字词、文中运用的修辞方法，品
析文本，同时写下阅读感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体会作者
对自然、生命的赞颂和热爱。

【设计意图】梳理文章内容，总结读书方法，做到一课一得。

(六)布置作业

1.朗读品味、圈点批注自读课本《我的四季》第6页《夏天的



旋律》一文，分析不同节气里自然景色的不同特点，分析文
章修辞的表达效果，体会作者情感。

2.从《夏天的旋律》中选三五句自己喜欢的语句，做一些批
注，写出自己喜欢的理由。

【设计意图】让学生进一步巩固课堂所学的读书方法，养
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

(七)板书设计

本课板书是在教学过程中组建生成的，将师生课堂共同探讨
后的重点和知识点分列出来。突出了文章的情感脉络，以及
学习方法的指导。

雨的四季

刘湛秋

“雨” 特点 情感 圈点批注法

春： 美丽、娇媚

夏： 热烈、粗犷 热爱 抓关键词语：形象、色彩、动感

秋： 端庄、深沉 赞颂 关注修辞：比喻、拟人

冬： 自然、宁静

中学英语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案篇三

教师活动

生：葡萄沟。



师：感受到葡萄沟的美，认识了那里淳朴的老乡。于是，我
们竖起大拇指说?

生：《葡萄沟》是个好地方!

师：总之一句话：我们感受到了祖国山河带给我们的?

生：美。

师：今天呀，老师也要带你们去感受几个孩子家乡的美丽。

这几个孩子拿起手中的画笔，打算把自己的家乡画一画。(课
件出示几个孩子的图片)

师：你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这张图片吗?

生：美。(教师补充课题，板书“很美”

这也是今天老师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文章，一起读课题。

学生活动

(1)这几个孩子是谁?他们打算干什么?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去说，调动孩子参与的积极性。

教学环节

二、带着问题，细读《画家乡》

教师活动

2、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你看到了谁的家乡，家乡的位置在



哪?哪里美?(老师板书相关卡片)

3、鼓励学生勇敢表达，学会概括。并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感受每个家乡的特点和美。

学生活动

带着问题，自读自悟。

引导学生用那么……那么……的句式表达。

用。。。有。。有。。。有。。。来概括。

发现小秘密。

设计意图

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学生读课文思考问题。在精读中，理解词
句的意思，感悟家乡美。

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这一环节是学生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词语的意思。

概括能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习能力，对它的训练是贯穿引
导孩子去发现，去概括。

教学环节

三、以文推本，群文阅读

教师活动

2、引导孩子读中感悟，体会美



教师示范展示

3、鼓励孩子读表现“美“的句子

4、教师总结：不管文章中写的是景色，景物，色彩还是季节，
我们都通过字词，句子，感受到了家乡美(板书家乡美)

5、拓展：写家乡美还可以通过写家乡的人，家乡的景物，特
产。这些都可以表现家乡的美。

6、介绍绘本《盘中餐》，了解云南特有的风光和文化。

7、播放歌曲《家乡美祖国亲》，激发爱国之情。

学生活动

学生读片段

小组长上台汇报，展示合作成果，板书相关卡片

学生畅所欲言，大声朗读，再次感悟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美

学生欣赏绘本中的图画，文字

跟着音乐拍打节奏

设计意图

读中感悟家乡的美

孩子们通过组内合作交流，充分感受到了自己手里的片段的
家乡美，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像同学们介绍展示，锻炼了孩
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

让孩子进一步体会家乡的美，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通过绘本，图片，再一次感受家乡美

音乐调动气氛，感受家乡的美。

中学英语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案篇四

1.配乐，师范读课文。

让我们带着问题，走进课文去看看吧。轻轻打开语文书，左
手扶书，右手指字。听老师读一遍课文，注意听准每个字的
读音。

2.生自读课文。

(1)请同学们自读课文和下面的生字，要求：读准字音。遇到
不认识的字，我们可以拼一拼，问一问，猜一猜。

(2)同桌做你指我读的游戏。

3.认读生字词语。

(1)认读生字词语。

课件出示：睡不着、那地方、海水、真的、老师、同学、什
么、天亮、明天。

自己先小声读读这些字词，开火车读，指名读。

(2)生字。

课件出示：睡、那、海、真、老、师、吗、同、什、才、亮、
明、学。

同桌互读，个人读。



4.指导长句朗读。

课件出示：

那地方的海，

真的像老师说的，

那么多种颜色吗?

那地方的云，

真的像同学说的，

那么洁白柔软吗?

在朗读长句的时候，要注意标点停顿，问号要读出上扬的语
气。

5.巩固识字，指导书写。

(1)学习“才、明、同、学”四个字。

师示范笔画书写，指名学生读笔画名称;讲解笔顺和笔画数。

指导学生写好横折钩，“学”字的上半部是点点撇。

(2)学生练写。

学生先按笔顺描一描，再写一个。学生互评再写字。

【设计意图】课上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如自己练读课文，互检认字、
当小老师讲字、自主识字写字、你发现了什么、互评生字等
活动。



中学英语教师资格证面试教案篇五

(一)初次默读，感知文意。

1.导语：很久以前，所罗门王拥有一个神奇的戒指，只要他
一戴上这个戒指，就能够听懂鸟兽虫鱼的语言。同学们想不
想拥有这样一枚神奇的戒指呢?更神奇的是，几十年前，奥地
利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不需要戴上魔戒，也能轻松和动
物“对话”。他为了和动物“聊天”，竟然蹲在地上爬行，
还不停地嘎嘎叫，被路人看成一个疯子。其实，他可是个大
名鼎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给我们
揭开了动物身上的许多秘密。大家想不想结识这个人呢?今天
让我们一起学习《动物笑谈》，了解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
的传奇人生。

2.出示任务：ppt出示 默读?勾画

学生自主默读课文，勾画语句。

3.反馈指导：

(1)学生展示表明时间变化、地点转换的语句，根据自己勾画
的句子，不看书回想课文内容，然后用自己的话简单概括事
件，并自己归纳文章写了哪几件可笑的小事。

学生勾画的语句：

有一段时期我正在做有关水鸭子的实验……

记得有次我把一堆水鸭蛋拿给一只麝香鸭代孵……

于是我立刻着手去做这个实验。就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
天……



六月里的一个周末，我从维也纳坐火车回艾顿堡。

又有一次，这只鸟的恶作剧把我吓了一大跳。

归纳四件趣事：作者学母鸭的叫声，在地上屈膝爬行，带小
水鸭前行;在公共场合，为了唤回皇冠大鹦鹉，作者居然模仿
大鹦鹉的鸣叫;他养的鹦鹉爱搞恶作剧，竟敢即把老教授衣服
上的扣子咬掉排成一堆;调皮的鹦鹉还故意把鲜艳的毛线缠到
门前的柠檬树上。

(2)学生展示勾画的幽默风趣的句子，自主交流感受。

交流示例 圈画语句：我连忙赶去，只见这位老先生弯着身子，
蹒跚地走过来，两手紧紧地抓住裤腰。

感受：“弯”“蹒跚”“抓”等词语，写出了父亲对“可
可”的恶作剧的愤怒之情和他的可笑之状，令人忍俊不禁。

教师提示学生默读课文后面阅读提示，对文章中幽默效果加
深体会。

4. 小结：通过第一遍默读，同学们已经能够简单描述作者笔
下的四件趣事。作者的语言如此幽默，文章的内容又是多么
有趣啊!作者写这篇文章究竟还想告诉我们什么，还需要大家
再次默读文章。

(二)再次默读，领会文章主旨及作者情感态度。

1. 出示任务：ppt出示 默读?摘录

默读课文，按要求在本上摘录下列语句：

(1)请摘录文中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或议论抒情的语句，自己写
一写这些句子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态度。



(2)请摘录文中能反映作者行文思路、能概括文章段落中心的
关键语句，自己归纳一下这些句子反映了怎样的主旨。

学生自主默读课文，按要求摘录相关内容，完成学习任务。

2. 反馈指导：学生自主找出自己勾画的关键语句，进行交流，
互相点评。

学生摘录示例：

摘录：在研究高等动物的行为时，常常会发生一些趣事，不
过逗笑的主角常常不是动物，而是观察者自己。

归纳：本句总括全文，表明文中逗笑的主角不是动物，而是
观察者自己。从而强调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时应该具有的严
肃认真的态度，嘲笑动物的行为并不可取。

3.小结：通过第二遍默读，相信同学们一定感受到了作者劳
伦兹是一个严谨、富有爱心的科学家，他的字里行间包含对
动物的喜爱和欣赏，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极大尊重。

(三)第三次默读，批注、探究。

1.导语：同学们， 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一边读书，
一边动笔作批注是一种最高效的阅读方法，下面我们就来亲
身体验一下。

2. 出示任务：ppt出示 默读?批注

认真阅读文章旁边的批注，在书上回答批注中提出的问题。

默读课文，参照课文旁批示例，利用批注的读书方法，把读
书感想、对课文的困惑和质疑随手批写在书中的空白地方，
帮助自己深入理解与思考。



学生自主默读课文，做旁批。

3. 反馈指导：

(1)学生自主展示与交流旁批中的读书感想，互相点评。

示例：第六段中“它们的小眼睛焦急地向四周探索，却不会
朝上方看，没有多久，就像被弃的小鸭子一般，发出细细的
尖叫，哭起来了”。

学生批注：在作者笔下，这些小鸭子真像一群顽皮可爱的孩
子!作者以人的心理来揣测小鸭子的行为，充满了人情味，可
见他是多么喜爱这些小动物!

(2)教师将学生旁批中的质疑和困惑汇总，学生带着这些问题
再读课文，大家一起分析探讨解决。

示例：旁批：作者为什么要反复地写自己草地上带领小鸭子
爬这个逗笑的情景呢?

解答：作者目的是交代不明原委的人容易把我的行为视为怪
诞或发疯的原因。同时，反复做实验，可以看出“我”对科
学工作的专注、忘我的精神和极高的专业素养。写出自己的
行为总是令人发笑，增强了文章幽默风趣的效果。

4. 总结：科学研究不全是为了实用，追求真理本身就充满了
乐趣。透过课文风趣的文字，我们感受到科学工作者专注忘
我的精神和极高的专业素养。我们要像作者一样热爱动物，
敬畏生命，与其他动物友好相处。

(四) 作业：拓展阅读。

(1) 根据文章内容，请写出你有可能课外阅读《所罗门王的
指环》的两个理由。



(2) 课后阅读《所罗门王的指环》，请对你自己感兴趣的一
章进行圈点勾画和批注，早读时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