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公开课教案(通用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课公开课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在文中理解生字、新词。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了解大花猫的古怪性格和它小时候的可爱，学习作者真实
具体的表达方法，体会课文蕴涵的感情。

4.培养学生热爱小动物的感情和观察小动物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了解大花猫的古怪性格和它的可爱，学习作者真实具体的表
达方法，是本课学习的重点。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播放课件，激发兴趣

2.（放课件）生欣赏。

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猫》。板书课题：猫



二、初读课文，质疑问难，梳理重点

2.学生读书，教师巡回指导（大概3分钟左右）

3.师：同学们刚才读得很认真，交流得也很热烈，现在谁来
说说你们读懂了什么？

生提问题，师梳理如下重点问题：

生1：为什么说大猫的性格古怪？

生2；为什么说小猫更可爱？

生3：小猫把老舍的花弄得枝折花落，他为什么不生气？

生4.为什么把猫的脚印说成小梅花？

生5：屏息凝神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三、解决重点，品读佳句，体会思想

那么我们先来体会猫的古怪？什么是古怪呢？

（讲读第一段）

生：汇报：古怪

师：为什么说猫的性格古怪呢？从哪些特点可以看出来？

生：汇报。

1、出示：“说它老实吧，它有时候的确很乖。”（“的”用
不同颜色的字显示）

a、读读这句话，找出句子中的重点词。（的确，乖）。



c、初步体会：这一句虽然不长，用词不多，但深刻地写出了
大猫的可爱，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喜爱之情？——指导朗读
这句话。

2、引导学生说说猫贪玩的句子。“可是，它决定要出
去......它也不肯回来。”

a、体现贪玩的词语：一天一夜，任凭……也……

品味：你觉得会有谁怎样呼唤猫？

（指名回答：小猫，快回来吧；给好吃的你吃；再不回来，
以后就不用回来了）

师：（过渡）真是一只贪玩的猫！可是，猫又是尽职的。作
者是怎样

描写猫的尽职呢？）

3、出示：可是，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它
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

a、尽职：屏息凝视，非……不可

b、重点词：屏息凝视：写了大猫捉老鼠的专心负责、全神贯
注，一定要把老鼠等出来的样子，作者对大猫尽职精神的赞
扬。（板书：尽职）

c、品味：屏息凝视

a、谁来说说“屏息凝视”是什么意思？（指名回答：抑制呼
吸，聚精会神地看，不发出一点声音）

b、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屏息凝视”10秒钟，请大家先找



好“凝视”的目标。（师生体验）

c、交流感受。

d、师：我们才体验了10秒钟，可是猫一连就是几个钟
头，“无三不成几”，按三个钟头算，就是多少分钟？（180
分钟）就是多少秒？（10800秒）是10秒的几倍（1080倍）可
见，猫是多么的尽职。我们为它的尽职鼓鼓掌吧！（齐读相
应的句子）

（放课件）

b、师：看，多么尽职的一只猫呀！谁愿意把猫尽职的语气读
出来。指名读，男女生对读，齐读。

4、找出猫高兴与不高兴的句子。

出示句子：它要是高兴，能……它也一声不出。

蹭：是什么意思？表达了小猫的什么感情（轻轻地摩擦，向
主人撒娇）

小梅花：是指什么？表达了老舍爷爷的什么感情？

（猫到处乱跑乱跳，脚一定脏兮兮的，它踩在老舍爷爷的稿
纸上，老舍爷爷不但不生气，反而称它的脚印为小梅花，可
见老舍爷爷是多么的喜欢它）

指导学生感受并朗读。（板书：温柔可亲）

b、猫的叫声是怎么样的呢？找出相关句子

(用横线画出)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
变化多端



师：谁愿意当这只可爱的猫，为大家亮一嗓子。（一个学生
起来学猫叫）多么善于变化的一只猫呀！叫腔真美，我们为
他的精彩表演鼓鼓掌吧！（学生鼓掌）

师：我们一起来体会猫“丰富多腔”的叫声：

a、如果猫刚刚吃饱喝足，它也许会心满意足地长叫一声——
（生：齐叫“喵——”）

b、如果猫听到主人叫唤，它也许会干脆利落地短应一声——
（生：

齐叫“喵”）

c、如果猫生气了，想要打架，它也许会粗声地吼一声——
（生：齐叫“喵……”）

d、如果猫正伸出脖子来给主人抓痒，它也许会非常舒服地细
叫一声—（生：齐叫“喵”）

e、如果猫不想叫了，它就会——（生：齐叫“咕噜咕噜”）

师：这样“丰富多腔”的叫声听起来特别美妙，老舍爷爷简
直要把猫写成一位歌唱家了，可见，老舍爷爷是多么的喜欢
它。

5、它若是不高兴啊，……一声a、无论……也……

它什么都怕……斗一斗。

藏、斗（板书：胆小、勇猛）

6、师：（指着板书）猫的性格古怪体现在这么多方面，从这
些词语中你们发现了什么？（意思相反）



师：这就是猫的性格古怪之处。那猫的性格如此古怪，老舍
爷爷喜欢它吗

7、小结：

师：大家说的真好。确实如此，上面的各种表现从单个来说，
都构不成猫古怪的性格，但把一组组截然相反、相互矛盾的
表现都集于猫的一身，就使猫的性格变得不同一般，令人琢
磨不定，因而显出了它的古怪。

师：出示课件：大猫的性格古怪，主要表现在：既老实又
（贪玩），既贪玩又（尽职），既胆小又（勇猛）；高兴时，
（温柔可亲），不高兴时，（一声不出）

8、指生读句填空，闯关成功。

9、指生读，生齐读，进一步体会大猫的古怪。

（讲读第二大段）

师：作者写了大猫的古怪，那么小猫有什么特点？

生1：大猫的古怪比起小猫的淘气，就显得小猫更可爱。（板
书：可爱）

生2；因为小猫淘气而可爱。（板书：淘气）

生：没有。

师：从哪看出？

那么，老舍爷爷用了哪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满月小猫的可爱
呢？

请大家自由读第四自然段，找出体现小猫可爱的具体事例，



然后同桌之间互相交流。（生边读边找，同桌之间互相交流）

生：（你见了，绝不会责打它，它总是那么生气勃勃、天真
可爱）

师：怎样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不生气？

生1：老舍先生把猫当小孩，当宝贝来写了。

生2：把猫当孩子写，显得很可亲，当然不会生气了。

生3：好比家长生气了，也不愿打小孩子一样，因为他爱这只
猫。

生4：我从这句话中看出老舍对满月猫的喜爱之情。（板书：
喜爱）

师：谁能带着喜爱的语气来读读这个句子。指生读。

师：是啊，老舍是个爱花的人，他的情感世界始终和花联系
在一起，在养花过程中他“有喜有忧，有笑有泪”，可是花
草被猫折腾得枝折花落，他却没有因此伤心落泪。相反的，
他却感觉到这时的小猫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天真可爱”。
由此可见，老舍先生不但对满月的小猫十分喜爱，而且是一
个富有爱心的人。（板书：喜爱）

四、小结、复习巩固

1、同学们，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读懂了大猫的性格古怪，
主要表现在：既老实又（贪玩），既贪玩又（尽职），既胆
小又（勇猛）；高兴时，（温柔可亲），不高兴时，（一声
不出），小猫是可爱又淘气，在老舍爷爷笔下，猫是多么活
泼可爱，表达了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师：现在请大家从文中选你喜欢的句子读一读，看谁将获得



这节课的“金话筒”奖。

2、学生练习朗读。

3、师生共同评出获奖者。

师：刚才同学们找得很全面，读得也很美。

五、转换角色，搭建对话平台，拓展延伸。（这部分看时间
定，可有可无）

师：现在我冒昧地做一次著名的老舍先生，你们每个人就是
那只可爱的猫。可爱的猫儿们，你有什么心里话现在就尽情
地倾诉吧！

生1：老舍先生我真幸运，有你这样的主人。

师：谢谢你的夸奖，我有你也很幸运。

生2：老舍先生，我把你的稿纸弄脏了，你却不生气，你真是
个宽宏大量的人啊！

师：因为你给我带来了创作的灵感，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怎
么能生气呢？

生3：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您的猫，陪伴您。

师：但愿如此，有你的陪伴，生活会更精彩。

呢！

六、作业：

同学们有自己喜欢的动物吗？请你通过你平时的观察，把它
的外貌、性格特点写下来，要精彩一点哟！相信你一定行！



师：有句话说得好：“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其实，
课外还有更大的学习语文的空间。希望你们带着这节课的收
获或疑问，去观察，去探索，去发现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

七、听音乐出教室（快乐星猫）

八、板书设计：见另一画图

课公开课教案篇二

1、下列有关人体细胞外液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a人体内的细胞外液构成人体的内环境

b人体内的细胞外液主要包括血浆、组织液、淋巴

c人体内的所有液体统称细胞外液

d人体内细胞通过细胞外液与环境交换物质

2、内环境中不含（）

a血红蛋白b尿素

c葡萄糖d二氧化碳

3、血浆中的水来自（）

a组织液b血浆、消化道

c淋巴、组织液d消化道、组织液、淋巴

4.人体占体液总量比例最多的是（）



a.细胞内液b.细胞外液

c.血浆d.组织液

5.人体组织液中的氧气要进入组织细胞中参与氧化分解有机
物,需要

通过的磷脂分子层()

a.2层b.3层

c.4层d.6层

6.血细胞﹑肌细胞和淋巴细胞所处的内环境分别是()

a.血浆﹑体液﹑体液b.血液﹑体液﹑淋巴

c.血浆﹑组织液﹑淋巴d.血液﹑细胞外液﹑体液

答案：cadadc

课公开课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了解细胞学说的发展过程

理解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细胞形态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
的关系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比较

?技能】：显微镜高倍镜的使用



制作临时装片

观察不同细胞的差异

?情感态度】：认同科学探索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

认识水华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禁采发菜的意义

教学重难点：显微镜高倍镜的使用；细胞的多样性，特别是
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的比较是本课的重点。而了解细胞学说
的建立过程是本课的难点。

教学用具：实验材料、显微镜、ppt幻灯片。

课前准备：准备好实验的材料（选取多少种细胞？）。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使用显微镜的高倍镜观察集中细胞

（二）第一课时的课后练习

教师活动

引导学生观察课本彩图，回忆4种细胞的来源以及复习在初中
阶段所了解的细胞的结构。

简单复习一下显微镜的使用。用幻灯片指导学生制作临时装
片并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并以问题作为引导：你观察的是
什么细胞；从低倍镜转换到高倍镜后，视野发生了怎么样的
变化？为什么要先用低倍镜找到目标并将其移动到视野中央，
再转换高倍镜？尝试用简图来描述一下你观察的细胞；你认
为造成细胞形态结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同种生物之间和



不同种生物之间比较）

小结，造成细胞形态结构差异的原因由于功能上的差异。

课后联系第1、2题

第一题：答案是b

第二题：（1）上皮组织细胞、角质保护层细胞、皮下结缔组
织细胞；表皮细胞、保卫细胞、叶肉细胞、导管细胞、筛管
细胞。（2）共同点：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相异点：植
物细胞有细胞壁，液泡和叶绿体。（3）因为两者都有多种组
织有机结合，并有一定生理功能。

学生活动

思考并回答问题

制作临时装片并观察。思考讨论老师的问题，并作出回答交
流。

完成练习

真核细胞与原核细胞（第二课时）

（三）细胞学说及其建立过程

课后练习

科学前沿

本章小结

自我测试



导出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代表生物。
（真核细胞如动物、植物、真菌；原核细胞如细菌、蓝藻）

以蓝藻作为例子介绍原核细胞的生活习性。

1.什么是蓝藻，身边熟悉的蓝藻有那些代表生物？（发菜、
水华）水华对环境的影响和禁采发菜的环保意义。

2.形态：比较小，营养方式。细菌主要以寄生、腐生为主，
而蓝藻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3．没有成形的细胞核，只有拟核

4．用幻灯片比较一下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的不同点。然后比
较两者的相同点，突出细胞核与拟核物质组成的共同性。

设问：被誉为现代生物学三大基石是什么？（达尔文的进化
论、孟德尔遗传理论、细胞学说）

简单地解释细胞学说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描述了生物是
由细胞组成；第二要点描述了细胞的生命活动；第三要点描
述细胞的繁殖。（可以以设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讲）

以讨论题引导学生阅读“细胞学说建立过程”的资料。

课后练习3：根本区别是有无成形的细胞核；共性是细胞核的
组成物质。

课公开课教案篇四

学生通过学习“生长素的发现”和“生长素的生理作用”，
已经知道了生长素的合成、分布和运输方式，理解了生长素
的生理作用；也明确了植物激素的概念，知道其他植物激素
还有赤霉素、细胞分裂素、脱落酸和乙烯等种类。但是，学



生对于其他植物激素的合成部位、分布部位和生理作用等知
识还知之甚少，对于激素间的相互作用也不清楚，这就为本
节课的学习提供了必要性。

周至县盛产猕猴桃，很多学生对猕猴桃种植过程中应用膨大
剂增产的事例也非常熟悉，但对膨大剂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
剂却一无所知。所以，这些生活经验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了
基础。

课公开课教案篇五

"德才兼备"，德重于才，无德则无才。我认为，工作的内涵
是报效祖国，是奉献，外延才是满足自己，是索取。无论是
在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努力工作始终是本分。作为一名
团员，多为人，多为集体，少为己，才不愧为优秀人才。新
世纪新形势新变化，唯"德"不可变。

二、我的学习

将摄取科学文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热爱学习，凡是有用
的我都乐意学。大学三年我将兴趣作为学习的催化剂，在掌
握全面专业知识的同时，主动学习计算机知识，并达到了熟
练操作的程度。为适应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经常阅读经济
类报刊杂志。最重要的是，我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
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学习。

三、我的特长

我的特长是电脑操作和网页设计，至今有两个个人主页。同
时我还爱好篮球足球。在公司里，将特长与专业技能相结合，
必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我的人生信条



言必信，行必果。

五、我的爱好

爱好学习，电脑，上网，篮球等。

六、我的突出优点

责任心强，善始善终。办事认真，肯吃苦。有很强的可塑性
和再学习能力。善于总结、反省。

七、我当前的缺点

办事不够大胆。自制力不够强。缺乏领导风范。

八、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暂时不是立足于那些什么经理职位，我希望在我参
加工作以后，稳扎稳打，尽快成长为业务素质过硬的专门人
才，在岗位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校园走向社会是一个
巨大的转变，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挑战的准备，迎难而进，
争取质的进展。并恳切希望能和贵公司一道搏击于21世纪的
经济浪潮中，同进同退。

随信附上个人求职简历，盼面谈！

课公开课教案篇六

1.描述内环境的组成和理化性质，理解组织液、血浆和淋巴
三者之间的关系。

2.说明内环境是细胞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媒介。

3.尝试建构人体细胞与外界环境的物质交换模型。



4.培养学生分析归纳能力、图文转换能力和组织合作学习能
力。

课公开课教案篇七

（展示p4资料分析血浆的化学组成）

?思考讨论】p4资料分析中的讨论题

?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通过研究表明，血浆﹑组织液和淋巴成分相近但
不完全相同，最主要差别在于血浆含较多蛋白质。细胞外液
成分类似海水，反映生命起源于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