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教资面试试讲教案(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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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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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资面试试讲教案篇一

（一）活动目标：

1、乐于和教师互动，积极参与绘画活动，大胆表达自己的想
法，萌发对蔬菜的喜爱。

2、巩固幼儿对蔬菜的已有认知，熟悉蔬菜的主要特征，初步
了解蔬菜的营养价值。

3、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饮食习惯。

（二）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蔬菜图片若干，小熊面具，小熊蔬菜店，音乐
《蔬菜进行曲》，美味佳肴课件，轻音乐，油画棒工具。

经验准备：认识常见蔬菜，并知道其名称。

（三）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情境导入：小熊的蔬菜店开张了，邀请小朋友
去参观并购买蔬菜

二、基本部分



1、买菜：幼儿自由观察探索以及选购蔬菜。

2、请幼儿分享自己选购的蔬菜，为什么喜欢吃这种蔬菜。
（引导幼儿从形状，颜色，触觉，味觉方面回答）教师及时
小结蔬菜的营养价值。

3、播放用蔬菜做出的美味佳肴的课件，请幼儿猜猜是用什么
蔬菜做的。

教师总结：其实每一种蔬菜都可以做成美味佳肴，每种蔬菜
都有其不同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要吃各种蔬菜，身体才会
棒棒的。

4、游戏：猜谜语教师说出一些蔬菜的谜语，让幼儿猜出蔬菜
的名称，然后各请一名幼儿到前面的蔬菜箱里摸出这种蔬菜，
其他幼儿观察是否正确。

5、画蔬菜师：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蔬菜，请小朋友画出自己
喜欢的一两种蔬菜。幼儿自主绘画，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鼓励幼儿自主绘画。

（四）活动延伸：请幼儿回家和家人一起做蔬菜沙拉，巩固
对蔬菜的认识。

小学教资面试试讲教案篇二

投影星空图片，创设情境，联想想象，进入情境。

(二)朗读指导，整体感知

教师范读，学生边听边思考：这首诗带给你怎样的感觉?请用
一个词将这种感觉表达出来。你会选择一段怎样的音乐作为
配乐?(平和，舒缓的)



出示第一小节的朗读设计，学生配乐自由朗读。

学生个别朗读，教师点评指导。

学生自主设计后三个小节的朗读并练习，教师点评。

全班配乐齐读。

(三)把握想象片段，品析语言

提问：作者在二三四小节中想象了哪两个场景?(第二小节：
美丽的街市;第三、四小节：牛郎织女的生活)

请学生选择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围绕教师提供的问题组展开
想象，任选一个诗节改写为散文，分享交流，教师点评。

1.围绕“美丽的街市”小练笔追问：这个街市有怎样的特
点?(美丽、新奇)

2.围绕“牛郎织女的生活”小练笔追问：传说中牛郎织女的
生活与诗中的有何区别?用一些词语来形容诗中牛郎织女的生
活。(幸福的，美好的，安宁的)

(四)归纳小结，布置作业

小结本节所学

作业：完成积累拓展第3题

(五)板书设计

天上的街市

郭沫若



美好的街市 牛郎织女的生活

安宁祥和 幸福美满

小学教资面试试讲教案篇三

设计意图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第一学段要求学生喜欢学习汉字，
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由于学生学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
础，所以本节课的生字对学生来说并不难。激发了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同时增加了孩子的自信心，也为下面集中识字做
好了铺垫。

1.出示本课生字，激励学生：老师知道大家平时认识了很多
生字，看看这些词语大家认识吗?随着学生认读，把带有动物
或水果图片的生字归类贴在黑板上。(如黄牛、小猫、鸭子、
小鸟;苹果、大枣、杏子、桃等)

2.指名读，自由识记字形。

设计意图

个别指名读检测基础较薄弱的学生，通过前面的基础较好学
生的认读，以及图片提示，为基础薄弱的孩子巩固知识。

提示：“黄”是后鼻音;“牛”是鼻音，声母是n;“只”是整
体认读音节。

“猫”字的偏旁“犭”，你还认识哪些“犭”的字?你有什么
发现?(猪、狗、狐狸……与动物有关。)

“鸭”字的偏旁“鸟”，你还认识哪些鸟字旁的字?你发现了
什么?



(鸡、鹅……鸟字旁与禽鸟类有关)

师总结：字的偏旁与字的意思有关。

设计意图

反犬旁和鸟字旁是本课需认识的新偏旁，以点带面，认识偏
旁和归类更多的生字。

3.采取多种方式认读。(指名读，开火车读，齐读。)

设计意图

鼓励学生在生活中识字，通过交流识字经验增强识字的自豪
感。

4.学生自由认读生字，集体交流：你是怎样记住这些生字
的?(学生说识字方法，教师点拨)

(二)学习韵文，识记“大”“小”。

设计意图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
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提高识字教
学效率。”教学生字时，把小韵文与反义词结合，借助带图
的生字来进行教学，让学生在情境中感受反义词的特点，学
习效果事半功倍。同时，拓展更多的反义词，让学生去感受
汉字的博大精深。

1.过渡：同学们可真了不起，这些字都能读出来。现在请你
们再读读这两组字，看看有什么发现。(学生通过观察进行汇
报)

预设：它们都是反义词。



(学生汇报自己的发现：黄牛和猫、鸭子和鸟、苹果和大枣、
杏子和桃。)

设计意图

环节中多处设计让学生自主发现，目的是唤醒学生的学习自
发力，参与进课堂中，做课堂的主人。

3.学习韵文。

引言：它们来比较，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小
韵文吧!

(1)老师范读，同学认真听准字音。

设计意图

通过听范读，巩固识字认字。

(2)学生自由读。(教师巡视，指导个别学生)点名学生读。

设计意图

通过朗读、个别检测正音。

(3)这个小韵文有几小节?哪些小节里藏着“大”“小”这一
对反义词呢?(板书：“大”“小”)

(4)引导读第一小节，提问：黄牛和猫比，谁大?谁小?(学生
对比后回答，黄牛大，猫小)

(5)苹果和枣比呢?(苹果大，枣小)

4.用“大”“小”练习说一句话。



如：书包大，橡皮小。

飞机大，汽车小。

设计意图

运用既是识字的进一步提高，也是巩固识字的有效途径。和
导入环节照应，降低难度。

5.指导朗读一、三节。把“大”“小”两个生字宝宝送回课
文，指导学生有感情地读课文。(师生合作读、做动作读)

(二)学习“多”“少”。

1.(多媒体展示第二组图)请同学们观察第二组图，从图中你
们又发现了什么呢?学生观察图片，说说发现了什么。

如：左边的鸭子多，右边的鸟少。左边杏子多，右边桃少。

2.引学：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识记“多”“少”这两个
字?(加一加、记笔画等)

3.用“多”“少”练习说一句话。

如：我的铅笔多，他的铅笔少。

男生多，女生少。

4.指导朗读二、四节。

男女生合作读、齐读

(三)游戏形式，巩固识字

设计意图



游戏“对对碰”的游戏，使学生在学中玩，玩中学，加深对
生字的认识和对反义词的理解。

1.像这样的反义词你还知道哪些?(生汇报拓展)

2.反义词对对碰。

师：我们做个“说反义词”的游戏吧!

师：我说大。生：我说小。

师：我说多。生：我说少。

师：我说上。生：我说下。

师：我说里。生：我说外。

(四)认识量词，巩固识字

设计意图

设计有梯度的“字——词语——量词词组”，在认读中积累
字词，理解量词的使用。

1.出示图片，跟读第一小节，再跟读“牛——黄牛——一头
黄牛”“猫—一只猫”

2.只、头……在韵文中是量词。标注韵文中其他的量词。

3.你还知道哪些物品可以用这些量词来形容：一只()，一
个()

出示“读一读，记一记”内容，引导自主读，开火车读，齐
读。



生活中很多时候都要用到量词。比如一()花，一()羽毛。

设计意图

迁移拓展，联系生活，积累生字，多渠道给予口语表达的训
练。

(五)表演儿歌，巩固识字

1.学生练习读儿歌。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儿歌表演。

3.儿歌表演。

学生在班级进行儿歌表演。

设计意图

提供多样的口语表达机会，给孩子认字积累成果提供展示的
平台，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学习语文的自信心。

小学教资面试试讲教案篇四

1.今天我们先来玩比一比的游戏。

点名同桌各自拿出一件文具，比一比大小。

比一比男生和女生的数量。

设计意图

低年级学生年龄小，游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形式，利用游
戏“作比较”引出课题，激发了孩子们学习课文的热情，把
生涩的逻辑关系转变为身边熟悉平常的身边，更直观、浅显



易懂。

2.大小、多少都是通过比较才能得知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
学习的《大小多少》。

3.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提醒“小”“少”的读音。学
生齐读课题。

小学教资面试试讲教案篇五

（一）活动目标：

1、了解自己不恰当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2、能重新认识自己，树立信心，并寻找正确与人交往的方法。

3、提高自己对情绪的调控能力，体验与同伴共同游戏的愉悦。

（二）活动准备：相关情景录像脸谱两张（发怒、笑）、玩
具若干、音乐《幸福拍手歌》

（三）活动过程：

1、出示两张脸谱，引导幼儿自由讨论或小组讨论。

（1）猜猜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2）你喜欢什么表情，为什么？

（3）你不喜欢什么表情，为什么？

2、教师小结：笑很可爱，大家都喜欢；发怒很可怕，会给别
人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是大家不喜欢的。

3、观看视频：大家正在玩游戏，豆豆突然抢过同伴的一个玩



具就跑，同伴边跑边喊跟着追，豆豆继续跑着，还大笑，之
后将所抢的玩具一仍又去看小朋友的书，并用劲地往小朋友
中间挤。小朋友不请他看，他气地将手中的玩具高高举起想
砸向小朋友，被老师制止。他将手中的玩具猛地扔出老远，
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4、启发引导幼儿讨论：

（1）你喜欢豆豆吗？为什么？豆豆的表现给同伴们带来了什
么影响？

（2）你在平时的活动中有没有过影响别人，是什么时候？

（3）那怎样做才不影响别人呢？

5、观看视频并讨论：

（1）录像：豆豆赠送贴画给小朋友们；与同伴友好的看书、
玩玩具。

（2）讨论：豆豆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会改变？

（3）看了录像后你知道了什么？

6、教师小结：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不乱发脾气，努
力做一个受欢迎、被大家喜欢的人。

7、幼儿进行区域游戏，教师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

（1）讨论：刚才玩玩具时，小朋友愿意和你一起玩吗？

（2）当你很想玩别人的玩具，或自己的玩具不够时，你是怎
么做的？心里感觉怎么样？

8、集体跳《幸福拍手歌》，进一步体验愉快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