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司马迁史记教案 苏教版小露珠教
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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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司马迁史记教案篇一

今天的语文课学习6《小露珠》。检查学生读书情况时，我和
学生商定，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以开火车的形式
读，如果读错了就要停下来换下一个人。（以往读书的`形式
很多，但我总是让学生耐心听同学读完后进行评价。）由于
采用新方法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我发现听的同学特别认真，
读书的同学更认真，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当前两个同学由于
多字或少字被叫停后，第三个同学是贾缤，一个很内向的男
孩，平时不爱读书，从第三段开始，他居然非常流利地一直
把课文读完了，同学们不由自主的为他鼓掌，他自己也非常
激动。我更为之激动——为贾缤同学的认真读书、为同学们
喜欢这个新方法！我不由得为孩子们鼓起掌。

以前，我总是担心用这种办法会扼杀孩子读书的欲望，总是
要求学生耐心听等同学读完在指正。今天一试“遇错叫停”
使读书的孩子更认真了，听的孩子也非常专注，忽然觉得自
己真是杞人忧天，惭愧惭愧！相信出现错误的同学一定能知
错就改的。今后还是把这种方法发扬光大吧！

司马迁史记教案篇二

《三顾茅庐》是根据罗贯中的著名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中的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的内容
改编而成。课文记叙了刘备三顾茅庐，诚心诚意请诸葛亮出



山，辅佐他完成统一国家大业的故事，赞扬了刘备求贤若渴、
礼贤下士的精神。

教学时我抓住了“刘备诚心诚意拜访诸葛亮”这条主线展开，
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教学。首先，文中写刘备决定第
三次到隆中，张飞嚷着要用身子捆来，刘备生气责备。通过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对比，突出刘备对诸葛亮的敬重，为
下文具体描写作了铺垫。其次，结合课后习题，抓三个比喻
句：1、他们来到隆中，只见那里的山山冈蜿蜒起伏，好像一
条等待时机腾飞的卧龙。2、刘备听了茅塞顿开，像拨开云雾
见到了青天。3、我得到诸葛先生，就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
啊!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通过朗读感悟，明白比喻句中喻体
和本体之间的关系，领悟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刘备的求贤若
渴，以及与刘备之间的亲密友情。第三，紧扣文中精彩的景
物描写，结合课后习题让学生在课堂上用“来到……只
见……”的句式写一处景物。让学生多积累多运用。

在这篇课文教学完成后，我建议孩子回去读一读三国故事，
在班里开场三国故事会，希望以本课为契机激发学生读三国
的兴趣，再利用阅读课，指导学生用读本课的方法去读《三
国演义》。

司马迁史记教案篇三

《小露珠》一课位于苏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第五单元。第五
单元所选的三篇课文都是美文，遣词造句精当，文章意境优
美。培养学生的美感是本单元的编材意图。本文以童话的形
式融科学知识、优美语言、思想启迪于一体，体现了三方面
的美：

1、形象美。课文中活蹦乱跳的小青蛙、翩翩起舞的小蝴蝶、
天真可爱的小蟋蟀人情味十足的喇叭花等等都给了孩子鲜明
的印象，激起了孩子浓厚的学习兴趣。



2、意境美。从夜幕降临小露珠开始形成，受到各种小动物们
的赞美，到无声地滋润、装点植物，与植物们依依惜别，字
里行间处处流露着浓浓的人情味。3、语言美。文章篇幅不长，
但里面的佳词妙句处处闪现着光芒，值得学生积累，比如形
容钻石的闪亮、珍珠的圆润、水晶的透明、小露珠的光彩熠
熠、植物们的生机勃勃等等，让学生领略了语言文字的精妙。
众多的要素综合在一起，成为帮助学生训练语言、体会美好
意境、陶冶学生性情、丰富学生积累的范本。

我根据教材特色，立足文本资源，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让语
文课堂洋溢着浓浓的语文味：

1、在课堂教学中，动物们对小露珠的喜爱，孩子们一下子都
能找到，但是动物们对小露珠的赞美，我觉得理解得还不是
很到位，要能够让孩子们理解钻石闪亮、水晶透明和珍珠圆
润在这里修饰的是多么贴切。在这个教学环节中，我设计了
让孩子们自己扮演其他的小动物对小露珠进行赞美，孩子们
也说出了自己的赞美，可惜的是我没有及时进行总结，让孩
子回到文中看看书上的赞美和你的一样吗?谁的好，这时让孩
子自己能够更深一步的理解原来书本的语言文字那么优美，
以后在自己写作的时候也能够借鉴与运用。从小露珠的美中
体会动物们对它是多么的喜爱。

2、创设情境：在教学小动物们和小露珠的对话中，我创设情
景:“想想除了这三只小动物还会有哪些小动物还会来和小露
珠打招呼呢?”而在教学小露珠滋润万物的段落中，我又创设
情景：“如果你是金黄的向日葵或者是碧绿的白杨树，你会
怎样感谢小露珠呢?”而最后，“小露珠即将离开我们，如果
你是植物中的一个，你会对小露珠说些什么呢?”学生畅所欲
言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角色，而且也深化了对小露珠的认识，
提高了学习与生活的自信。

3、使用多媒体资源，让学生认知珍珠的“圆润”，水晶
的“透明”，钻石的“闪亮”，扫除认知障碍，品味文章用



词的准确、形象，展开想象的翅膀，除了书上说的三种小动
物，你还想扮演哪种小动物，也学学他们的打招呼方式，向
小露珠打个招呼，赞美一下小露珠吧!同学们有的把小露珠比
喻成新鲜的透明葡萄，有的把小露珠比喻成玻璃球，还有的
把小露珠比喻成天上的星星……大家的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都成了小露珠的好朋友，同时对动物们的
行走方式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通过这次的教学，我也看到了自己在语文教学中的不足，与
语文课改的距离，下面简谈我的两点感受：

一、让“自主”的理念更好地在课堂中落实

“自主”已成为课改以来我们常用的一词，在课堂教学中体
现自主，在学生学习方式上追求自主。可如何在课堂教学中
体现这一理念，已是我们很多老师长久以来思索探究的事。
我这次执教的《小露珠》一课，自主的理念就未体现到位。
执教时，我顺着文本思路走，没有让学生在自主阅读提问、
自主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教学。对于这种童话型的课还应更注
重情景的创设，激发自主学习的兴趣，以少而精的、富有思
维含量的问题，让学生自主解决。

二、多元化的文本解读。

文本解读的多元化，这是人文性的要求。由于每一个学生的
知识经验和解读角度的不同，对解读的内容自然会作出有个
性的阅读见解。这就要求教师以多元文本解读理论和方法武
装自己，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地发挥其主导作用，指
导学生尽可能地走近文本、回归文本、拥抱文本，领略真善
美的真谛。本课教学中，我忽视了小露珠从形成到消失这一
自然科学过程的理解感悟，而是一味地以自己对文本的解
读——小露珠的“无私奉献”牵强于学生，人文教育生硬、
一刀切，忽视了学生个性阅读的存在，约束了学生对文本解
读的多元化。



善于总结、反思课堂的成败与得失，才能取得教学上的不断
进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我会继续在教学领域中收藏自己的点滴心得。

司马迁史记教案篇四

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乐于学习，一直是教师
探索的课题。2年的科学教学实践和探索，使我认识到，精心
创设教学情境，将学生置于乐观的情感中，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和好奇心，从而调动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更好地发
展他们的创造思维，培养他们科学探究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
我在小学六年级第一单元第二课《做酸奶》的教学中是这样
创设情境的。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喝酸奶吗？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些酸奶，
你们尝尝。

学生品尝后，说说品尝的感受。

师：你们知道酸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生:酸奶中的钙磷容易被^***吸收。

生：酸奶有促进胃液分泌、提高食欲、加强消化的功效。

生：想

师：好。我们看书先了解做酸奶的`原料和方法。小组学习、
讨论。

生看书学习、讨论。

师：我们来汇报一下



小组汇报。

师板书：原料：鲜牛奶、加白糖。

制作方法：

1、把鲜牛奶加上白糖后，加热煮开几分钟。

2、牛奶冷却到35℃——40℃时，加酸奶两勺，搅匀。

3、倒进消过毒的保温杯里

4、保温4——5小时，酸奶就做成了。

特别提示：

1、要把容器严格消毒。

2、自制的酸奶要放入冰箱冷藏，但不能存放太久。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牛奶为什么会变成酸奶吗？

生：回答。

放光碟，让学生了解乳酸菌和其他细菌的知识。

师：鲜牛奶怎么能在短短的4、5个小时就能变成酸奶呢？我
们来体验一下细菌的繁殖速度。

学生按照书中的方法体验细菌的繁殖速度。

布置作业：

1．制作酸奶，下次带来和大家一起品尝。



2．你想了解酸奶的更多知识吗，回去查找相关的资料，下次
交流看谁了解的知识多。

教学反思：

1.让学生亲历探究的过程

在教学《做酸奶》第一课时，因为考虑到时间的关系，决定
让学生把做酸奶这一实践活动延续到家里进行。在上第二课
时的课上作了一次调查，发现回家做酸奶的同学寥寥无几，
难得有个别同学做了却没有成功。因此决定和学生一起再经
历一次做酸奶的过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教师应该
做一个科学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引领者。

2.在实验前让学生明确实验目的与方向。

对于六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了解实验变量的控制问题，但
是真要做起实验来，他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导致实验数
据的误差或直接的失败。作为我们教师就应该有意识地在学
生实验前将这一技能有目的地进行渗透，以让学生在今后的
实验过程中知道如何对实验变量加以控制。

3.实验后及时地作出总结

每一个实验都传授给学生一定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但对于
小学生来讲要自己悟出其中的涵义还是比较困难的，作为一
个教师就要进行适当的引导，这样一来在学生的头脑中就会
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都会得到提升，
科学素养就会得到锻炼与提高。

司马迁史记教案篇五

花生在地下结果的特征，为常人所知。但在许多小朋友的眼
里，却是个谜。本文借小松鼠找花生这件事，间接地告诉学



生：花生在地下结果这一常识。

上课伊始，我以一首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
胖子”导入课题，接着学生在读完课题后，我提出了“花生
长在哪里?”，“小松鼠为什么要找花生果?”，“小松鼠找
到了没有，在哪找到的?”等问题，激起了学生极大的阅读兴
趣。

在课的最后，我还帮助学生拓展课外知识，组织学生交流：
除了花生果，你还知道哪些植物供我们吃的部分也长在泥土
里?(土豆、山芋、藕、萝卜、番薯„„)这实际上是让语文学习
向生活延伸，对于语文的学习不能局限于教材，要让孩子们
从小树立语文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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