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数学教师资格证面试的教案(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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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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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数学教师资格证面试的教案篇一

《分式方程》

初中数学试讲教案：《分式方程》(八年级)

教学目标

1.会分析题意找出等量关系.

2.会列出可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分式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重点、难点

利用分式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列分式方程表示实际问题中的
等量关系.教 学 过 程

第一步;复习提问

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审 设 找 列 解 验 答

思考：列分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步骤是什么?

第二步：应用举例



p35例3

p36例4

总结：

1.学校要举行跳绳比赛，同学们都积极练习.甲同学跳180个
所用的时间，乙同学可以跳240个;又已知甲每分钟比乙少跳5
个，求每人每分钟各跳多少个.

3.甲、乙两地相距19千米，某人从甲地去乙地，先步行7千米，
然后改骑自行车，共用了2小时到达乙地，已知这个人骑自行
车的速度是步行速度的4倍，求步行的速度和骑自行车的速度.

答案： 1.15个，20个 2.12天 3.5千米/时，20千米/时

第四步：课后练习

1.某学校学生进行急行军训练，预计行60千米的路程在下午5
时到达，后来由于把速度加快1/5，结果于下午4时到达，求
原计划行军的速度。

答案：1.10千米/时 2.4天，6天 3.20升

初中数学教师资格证面试的教案篇二

政治教师资格证面试试讲模板

一． 出题方向

政治：时政新闻

经济：经济案例（股票、投资）



哲学：名人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等）

法律：相关法律案件（主要是《宪法》的解读）

文化：引用生活当中的道理（创新：功夫熊猫的取材）

二． 试讲课题

初中

1.“根本”类

（1）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
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各方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3）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4）中国发展的根本基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5）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教育。

（6）实现经济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是发展科技、
教育。

（7）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项基本政
治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8）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9）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是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宪法。
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是宪法。



（10）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有国家性质、根本制度、国家
根本任务、基本经济制度等。

（11）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共同富裕。

（12）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首要的和根本的要求是牢牢把握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3）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保证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

（14）提升广大人民的综合素质和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根
本是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1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发展先进文化的根
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
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16）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水
平还比较低。

（17）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18）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2.“最”类

（1）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

（2）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共同富裕。



（4）最富有责任心的人的共有情感：面对责任不言代价与回
报。

（5）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
爱国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繁荣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6）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

（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要结合
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容。

（8）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或最具权威
的是：宪法。

（9）最能考验公民责任意识的是：国家处在危难时刻。

3.“本质”、“实质”、“性质”类

（1）我国改革的实质(性质)：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2）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的本质：发展问题。

（3）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是：共同富裕。

（4）我国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
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社会。

高中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1.必修一 经济生活

（1）必修一第三课 第二节 树立正确消费观



（2）必修一第四课 第一节 发展生产 满足消费

（3）必修一第五课 第二节 新时代的劳动者

2.必修二 政治生活

（4）必修二第一课 第三节 政治生活：积极参与 重在实践

（5）必修二第三课 第二节 政府的责任：对人民负责

（6）必修二第九课 第二节 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

3.必修三 文化生活

（7）必修三第一课 第一节 体味文化

（8）必修三第三课 第一节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4.必修四 生活与哲学

（9）必修四第一课 第一节 生活中处处有哲学

（10）必修四第五课 第一节 意识的本质

三． 政治教师资格证面试试讲模板

1.导入（1分钟）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这幅图片（或视频），从这幅图片（或
视频）中我们能获取哪些信息？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是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普遍存在我们都会（以后或许）遇
到的问题，那如果我们遇到了，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和
学习打下基础！



2.新授（6分钟）

（1）互动分组

现在大家开始分组讨论，每一列（变换形式）为一个小组来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主题明确），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相互交
流，一会儿我们每个小组派出一名代表来回答问题。分组时，
老师注意要参与到讨论中对学生进行指导。

（2）针对课文内容讲解

政治：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社会影响，结合课本相关
知识进行引申讲解。

经济：涉及的法律；引申到生活当中的实践；经济规律或原
则；生活当中的经济学问和启示。

哲学：哲学起源；哲学原理；容易混淆的观点（哲学最容易
出题点）；哲学经济学（与经济相关的部分观点）。

法律：通过的时间；颁布的时间；法律地位；法律效力；涉
及的管理人员和事物。

文化：文化的特征；文化的代表观点；对待文化的态度（传
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扬文化；国际地位；文
化软实力。

3.课堂小结（1分钟）

4.家庭作业（1分钟）

请同学们在放学以后问问你的家人，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
时是怎样处理的？

5.结束语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今天表现的都非常好，下课！

6.注意

（2）贯穿整个课堂，请同学回答问题时要注意语言的规范性。
例如：请后排（前排）学来回答；请举手举得最高（最快）
的这位同学来回答；请左边的这位女同学来回答等，定语不
要太多太复杂，同时手眼要同步看向（指向）该同学。

初中数学教师资格证面试的教案篇三

本单元课文从不同方面诠释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既有
诸葛亮对儿子“修身养德”的劝勉训诫，又有他对自己“淡
泊宁静”的人生总结，更暗藏了他的高风亮节，这些都能引
发学生思考人生、规划人生。

【学情分析】

学生已能结合注释理解文章，但由于文章和他们生活相去甚
远且内涵深刻，加之对诸葛亮其人其事了解不多，难免对作
品思想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深刻。

【教学目标】

1.给文中关键语句排序，理清文章的思路。

2.通过将书、画组合的方式，将文中名句和诸葛亮故事组合，
深入体会文章主旨。

3.以写促读，用回信的方式表达自己获得的启示。

【教学重点】给文中关键语句排序，理清文章的思路。

【教学难点】通过将书、画组合的方式，将文中名句和诸葛



亮故事组合，深入体会文章主旨。

【教学过程】

一、设置情境，导入教学

以《诫子书》为内容，做一期北京卫视《念念不忘》节目的
策划。

二、“句与文”——为节目准备书法素材

(一)据书体，排句序，理文脉

学生研究句子的书体和意思，将其合理排序，填回原文，并
说明理由。

这个环节，学生依据不同书体，将句子两两组合;然后，依据
句子意思、句间关系，将句子填回原文;进而理清行文思路。

(二)找联系，定书体，悟思想

学生讨论哪种书体适合书写《诫子书》，并说明理由。

这个环节，学生了解楷书、隶书、草书、行书和篆书的书体
特点，进而明白结合作者的品格、文章的思想等要素去选择
书体。

二、“文与人”——为节目准备书画素材

选择绘画作品，依据搜集的资料，讲述诸葛亮的故事，并将
这幅画和文中一个句子组成书画作品，并说明组合的理由。

这个环节，学生理解文中的名言是诸葛亮人生经历的总结，
是有深刻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的;同时学生明白将书、画组合
的过程，就是将观点和论据组合的过程。



三、“必有回响”——为节目准备音频素材

1.以诸葛瞻的口吻，于公元263年冬，在看完邓艾的劝降信后，
就《诫子书》给过世的父亲回复家书，并动情朗读。

2.以你自己的口吻，于公元2017年秋就《诫子书》给诸葛亮
回复一封简短书信，结合自身经历谈启发，并动情朗读。

学生两个任务二选一，均不超过200字。

四、为节目起个响亮的名字并说明理由。

五、总结

孔明诞宏愿，乃与子孙传。

修身以明志，广才方致远。

殷殷慈父爱，灼灼接世情。

余音震四海，训诫撼八荒。

六、作业

1.组合书、画和启示，做成一个座右铭。

2.阅读《诫外甥书》，进一步体会诸葛家训。

【板书设计】

初中数学教师资格证面试的教案篇四

今天育萃教育给大家带来教师资格面试中学数学教案供各位
考生参考。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既然已经出发，就一定能
到达！



《平面直角坐标系》教案

（第一课时）（范例一）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1）发展学生的数形结合意识；（2）增强学生合作交流意
识。

二、教学重点

能画出；会根据坐标描出点的位置，由点的位置写出它的坐
标。

三、教学难点

能建立；求出点的坐标，由点的位置写出它的坐标。

四、教学准备

多媒体、视频、音乐、教具（直尺、圆规）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复习旧知

1.要在平面内确定一个地点的位置需要几个数据？

2.练习如图

（二）知识导入，探索新知

1.我们可以以“中心广场”为原点作两条互相垂直的数轴，



分别取向右和向上的方向为数轴的正方向，一个方格的边长
看做一个单位长度，你能表示出“碑林”的位置吗？“大成
殿”的位置吗？（学生回答，老师小结）

对于平面内任意一点，过该点分别向横轴、纵轴作垂线，垂
足在横轴、纵轴上对应的数分别叫该点的横坐标、纵坐标。

例1 写出多边形abcdef各顶点的坐标。

（三）巩固练习，探讨新知

（1）点a与b的纵坐标相同，线段ab的位置有什么特点？

（2）线段db的位置有什么特点？

（3）坐标轴上点的坐标有什么特点？

（四）复习回顾，小结作业

（1）怎样画？

（2）怎样求平面内点的坐标？

（3）知道点的坐标怎样描出点？

六、板书设计 画出平面直角坐标系

七、教学反思

3.注意充分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加强生动直观形象的
直观教学



初中数学教师资格证面试的教案篇五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掌握加减混合的计算顺序，能准确地实行数
的加减混合计算。

【过程与方法】学生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的过程，
在交流、计算中，理解并掌握同级运算的运算顺序，能准确
使用运算顺序实行计算，并能准确实行脱式计算的书写。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学习活动中，激发学习兴趣，学生
能养成先看运算顺序再实行计算的良好习惯。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并掌握同级运算的运算顺序，并能准确地实行
脱式计算。

【难点】能准确实行脱式计算，掌握脱式计算的书写格式。

三、教学准备

教学图片、课件、直尺等。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复习旧知

以小精灵明明带我们去动物乐园，看见一群小动物，每个小
动物身上还有一道算式，这个情景引出：

先指定学生说说每道题应先算什么，再算什么，最后让学生
动手计算，复习连加连减的计算。



(二)创设情境，探究新知

课件出示第47页例1：

1.观察画面，收集信息

2.分析信息，提出问题(阅览室里下午有多少人”该怎样列算
式)

3.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学生独立列式并实行计算，可能会出
现以下几种情况：方法一：分步算
式，53-24=29(人)，29+38=67(人);方法二：综合算
式，53-24+38=67(人)。

4.反馈解法，初步感知(全班汇报交流：每种方法每步分别求
的是什么?教师板书)

5.比较归纳，总结算法：(全班交流讨论)

给出规定：在没有括号的算式里，只有加法、减法运算时，
要按从左往右的顺序计算。

6.深化概念，使用计算

(2)梳理提问：在书写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谁能完整地说
说这道题是怎么算的啊?

(三)巩固练习、深化新知

2.改错题：先让学生独立完成，然后指定学生说明错误的理
由。

3.书中练习题：先学生说运算顺序，再独立计算全班交流，
强调脱式计算的书写格式



(四)小结作业

师生共同总结，今天这节课你学会了什么?你有什么收获?

作业：课后继续提出能用今天的算法解决的问题。

五、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