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最佳路径课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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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路径课教案篇一

读了高老师的《自由：让每个顾客都满意的智慧——最佳路
径教学思考》，深刻体会到高老师对文章分析、理解得透彻，
同时也勾起了我读原文的欲望。再读原文，没有去体会如何
教学生理解课文。自己却对课文：“撒下草种，提前开放。
施工部按要求在乐园撒下草种。没过多久，小草长出来了，
整个乐园的空地被绿草所覆盖，在迪斯尼乐园提前开放的半
年里，草地被踩出许多小道，这些踩出的小道有宽有窄，优
雅自然。第二年，格罗培斯让人按这些踩出的痕迹铺设了人
行道……”大为感叹：这些有宽有窄,优雅自然的小道不正是
不同的人生足迹吗?格罗培斯这一举动不正体现了我们现在大
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可我们的教育做到了“以人
为本”吗？知识的海洋也如这“迪斯尼乐园”，我们的教育
什么时候也能像它一样，为孩子们全面开放，让孩子走自己
想走的.路,让他们在其中自由漫步，驻足，沉迷……我们教
师及时地为之铺路、架桥，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方便，而不是
做什么导航者、引路人。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绝不会出
现所谓的“后进生”或“厌学者”，也就应证了“天生我材
必有用”的古训。也许这一切很快就会在我们身边出现。

最佳路径课教案篇二

我觉得，陆老师的这节课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创造着“最佳路
径”，听后感受颇深。



１．以本为本。在《最佳路径》这节课中，我们不难发现陆
老师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个问题都是紧紧围绕文本展开
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要么在潜心读书，要么在交流
研讨，课堂上书声琅琅，许多真知灼见从学生的心灵深处流
淌出来。陆老师引导学生提出讨论的问题恰好包含着课后的
两个问题，我觉得这里有老师对待文本的一种理解和态度，
是利用文本，发挥其最大作用的一种智慧。“文本”是教学
的核心，相信这正是陆老师寻找到的解决学生学习困难
的“最佳路径”。

１．学生思悟。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们不难看出陆老师在
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关注学生的发展，把感悟、
对话贯穿在整个课堂教学之中。而其中教者的启发、引导、
点拨激活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在与文本、与同学、与教师
的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的阅读观点，
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最佳教学路径。

２．教师思实。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无论是学生独自与文本
对话时的潜心会文，还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对话活动，
陆老师总是坚持把促进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让学生在与文
本对话中学会阅读，学会思考，在与师生、生生对话中学会
倾听，学会交流，碰撞智慧，分享快乐。整个教学过程真实
而不虚伪，扎实而不做作。

最佳路径课教案篇三

一带而过，深入浅出

在设计时，我就注意到教学要简洁明了，深入浅出，对于与
主题联系不大的片断，采取一带而过，点一下即可。如把1-2
节的语言直接设计成导入语，一带而过，只是强调了50次的
设计。

“三、阅读课文1——2自然段



1、指导看图，带入情境

同学们看这幅图，谁在哪儿干什么呀？（一群充满童话色彩
的宫殿式房子前，“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以及一些
可爱的动物们在草地上讲故事。）

这就是迪斯尼乐园中的一部分。迪斯尼乐园是一座现代化的
游乐园，它有着“探险世界”“未来世界”“幻想世
界”“开拓之城”等主题乐园，把严肃的教育内容寓于娱乐
形式之中，丰富而且有趣。那一座座建筑新颖别致，造型独
特，是世界建筑大师格罗培斯精心设计的，经过3年的精心施
工，马上就要对外开放了，可是他却遇到了一个难题，是什
么呢？同学们自己读读课文的1、2自然段。

（各景点之间的道路该如何设计还没有具体方案。）

2、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设计吗？

（已经修改了50多次，没有一次是让他满意的。）”

最佳路径设计的功劳到底属于谁

如何引领学生向深入漫溯

采用“看”的方法确实有效

小细节难住了我

在教学之中，有学生偶尔问了“法郎”是什么，没有想到第
一课时没有提出，第二课时才提出，自己也没有在意。不过
这是小细节，我就随机地告诉他是这是钱，就如平时说
的“美元”、“人民币”等，但他们还追问，相当于(人民
币)多少钱，这下我可哑了。

多给学生一点智慧的启迪



《最佳路径》是苏教版教材四年级下册中的第6课，是一篇内
容生动，意蕴深远的课文，文章向我们介绍了世界建筑大师
格罗培斯为迪斯尼乐园设计路径的故事，着重记叙了他从一
位年老的葡萄原主“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卖葡萄的方法
上受到启发，产生了“撒下草种，提前开放”的路径设计策
略，最终，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的过程。告诉我们；尊重他
人，相信他人，给人自由与选择的机会，其本身就是一种最
佳选择。

教学过程我努力做到“四有”，即“目中有人”，时刻关注
学生自主建构的过程；“心中有本”，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层
进与落实；“课中有情”，关注学生情感的熏陶和人格的养
成；“学中有趣”，关注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思辨能力的
提高。

一、语言感召，唤起情感体验

二、角色参与，激发学习兴趣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阅读教学也是这个
道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就不会有心灵的震撼，也不会在
思想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课本中有很多文章具有较强的
故事性，人物个性也很鲜明。教学中，如果教师能让学生亲
身经历文中角色的动作、语言，体验角色的心理活动，与他
们同喜同悲、共乐共怒，无疑能使学生对文本感到真实、亲
切，从而强化感受，进而引发共鸣，并且在共鸣中动情。

教学中，我以“如果你格罗培斯的秘书，你会怎样向工人解
释电报内容……”、“如果你是评委，你为什么把最佳设计
奖颁给格罗培斯……”、“如果你是格罗培斯，你想对后辈
说……”等问题诱导学生进入角色，使教材描写的客观世界
成为学生自己的主观感受，把教材中的“此情此景”变成了
学生的“我情我景”。这样一来，学生就融“我”入境，
于“身临其境”之中进行推测、想象，探索文中人物情感变



化的轨迹，在角色参与、角色转换中不但丰富了想象，加深
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还增进了情感体验，升华了思想认识，
学生所体验到的远远超出了课本上局限的内容。不仅如此，
这样的问题设计开放性极强，便于学生敞开心扉，宣泄情感，
从而驱动了他们一颗颗灵动的心，激发了他们飞扬智慧的语
言。学生的精神、情感、思想在优美的语言文字体验中也得
到了浸润、感染和丰富。

角色决定着人的思维、情感和语言，让学生担当特定的而又
是与教材相关的角色，会极大满足学生主体的生命需要，他
们会以“主体”的身份去触摸课文精彩的内蕴，情不自禁地
去感受，去体验，去表白，往日“被动接纳”的角色会变
成“主动参与”的角色。教学时，教师要努力发挥这种“有
我之境”产生的巨大而无形的导引效应，千方百计调动学生
以往积累的生活、情感、知识等因素，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感
情和经验模式介入和参与到对文本的解读中去，让他们充分
经历自读自悟、自主探究、移情体验的过程，不断释放自我
潜能，不断蓄积情感，使他们的体验真实而多元且不断深入，
进而实现各对话主体在互动交往中的超越与创新。

三、有效的默读，是激发思维的火花

学会默读，进行有效的默读是我们四年级向高级过渡的一个
要求。因此我在本课内充分注意了这一点，让学生围绕中心
话题默读、圈注，课堂上静悄悄地持续了四五分钟，培养了
学生的良好的自学能力，如在学生自由默读第二大段时，让
学生圈画出许多葡萄园主是如何卖葡萄的？“年迈无力”
的“老太太”呢？他们各自卖葡萄的结果怎样？再通过两种
截然不同的方法和结果的对比，思考如果自己作为一位买主
会如何选择？思考老太太的办法好在哪里？为理解下文中格
罗培斯的设计方案打下基础。

四、注重前后知识的运用



我校一直在对学生积累、掌握、运用成语进行研究，加上我
们是首届国标版教材，其中对成语的积累非常重视。四年级
学生已经积累了一部分成语，已经到了应该充分引导其运用
的阶段，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尽力地做着，希望学生能学以
致用，这样不仅记牢了成语，学会了运用，使语言简练有说
服力，还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学习成语的兴趣。在教学时引导
学生理解体会格罗培斯认真工作时，让学生用所积累的成语
进行概括，用成语归纳老太太和其他人卖葡萄的不同结果，
不仅让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学会了正确使用成语，而且使得
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思
考碰撞中培养运用成语的能力。

最佳路径课教案篇四

近日，参加了手拉手教学活动，上了《最佳路径》一课，从
备课、讲课到评课，这一过程进行下来，有很多收获，也引
发很多思考。

教师是什么角色，《课标》已明确指出，是阅读活动的引导
者、组织者，要让学生亲历这个阅读的过程，而不被引导者
牵制与影响。让学生由未知到已知，正真在阅读中有一个循
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当然，教者设计教案时，自然由
浅入深，层次分明。然而是否关注了学生思维的自然发展，
是不是更多地加上了自己理解的痕迹及思路。在备课时要把
自己当做学生那样新奇、那样幼稚。探寻学生应有的思维轨
迹，再加以自然的引导之法。这样的引导之法便不着痕迹，
水到渠成。凡是成功的课堂，学生的阅读便大都做到了“原
生态阅读”。使学生与文本能真情对话，真情提升。

文本的教育元素是非常丰富的，文本的教学重点把握不要受
参考书的限制，循规蹈矩，仿佛缚住了手脚。要自信地阅读
文本，自信地确定阅读重点，由重点生发开去。建构丰富的
训练空间。这是一种创作，我们有时往往没有自信，没有自
信便缚住了手脚，限制了思维，教学设计“不真”，课堂便



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我们应自信、快乐地进行“真性情”的
教学。

最佳路径课教案篇五

学习第二自然段时，我让学生通过默读批注的方式，从“微
不足道、大伤脑筋、修改了50多次，没有一次是让他满意
的”等词句，自读感悟体会到格罗培斯对路径设计要求很高，
感受他力求完美，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精神。

感悟迪斯尼乐园的最佳路径设计与老奶奶卖葡萄之间的联系
是本文的教学重点。在对老奶奶卖葡萄方式的学习中，我让
学生说说：“如果你是游人你会买谁的葡萄？”学生纷纷说
会买老奶奶的。因为“无人看管”，我们可以走进园里自由
选择，无拘无束地挑自己称心如意的葡萄，同时享受亲自摘
葡萄的乐趣；因为直接从葡萄架上摘，果子更新鲜；因
为“只要付5法郎就可以摘一篮葡萄上路。”这种方法给人以
自由，任其选择的'做法，使人们感到被信任、被尊重。以此
让学生体会自己摘葡萄的乐趣。从而让学生深入理解了信任
他人，给人自由的道理。也为理解下文最佳路径的产生埋下
了伏笔，让学生在下文的学习中可厚积薄发。结尾，我设计
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伦敦国际园林建筑艺术研讨会上的
专家、评委，你能说出为什么把迪斯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评为
世界最佳设计？”让学生明白因为格罗培斯的设计给了游人
以权利，是把游人放在了第一位的，它是众多的人自由选择
的结果，符合众多人的心愿，而顺其自然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进一步让学生总结出人们踩出的路径幽雅自然是最合理的路
径。

体现了一种理念：尊重他人，相信他人，给人自由与选择的
机会，其本身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