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勤工俭学活动内容 小学元旦活
动方案(汇总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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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东方明珠美术教案篇一

一、利用多媒体丰富学生的感官，很好的理解课文的内容。

由于学生没有起大城市的机会，对东方明珠没有什么感性的
认识如何让那个学生在脑海里构建起一个立体的东方明珠，
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于是我运用了东方明珠塔的多媒体，
小朋友就能很快的把握东方明珠塔的整体形状，对文章的内
容就有了一个整体的理解。尤其是文中对“五光十色”这个
词语的理解，借助了多媒体，学生一下子就能和五颜六色区
别开来。

二、利用多种朗读方式调动学生的朗读兴趣。

由于借助了多媒体辅助教学，对于课文内容，学生有了感性
的认识，之后在每次读书，我都精心设置了一个导入过程，
读书方式多样化，学生自由大声朗读，男女声分读，开火车
读，小组赛读，指名读，愿意的学生站起来读......这样学
生兴趣盎然。在课中读的次数多了，背诵也就水到渠成。这
样学生积累了语言材料，增长了见识，加强了对书面语言的
感受程度。

三、发挥学生想象，进行说话训练。

教学中，我抓住“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像一个巨人。”引



导学生发挥想象，这就是东方明珠，面对么雄伟的建筑，你
想对它说什么？学生不由得发出了赞叹，从心里感受到东方
明珠的高大、雄伟。接着观察感受夜晚的东方明珠，想
象“五光十色”这个词语，让学生感受东方明珠的美，并联
系生活，让学生说说还有什么事五光十色的？提高学生的说
话和表达能力。

四、注重识字、写字。

教学中，要求学生用已有的`拼音能力自读课文，处理好了识
与读的关系。以读为本，随读书活动的展开使生字的音、形、
义逐步深化。课上分两次学完九个生字，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鼓励学生自己想办法记住生字，学生观察生字，记忆字形，
我相机进行字理分心，达到较好的效果。

东方明珠美术教案篇二

《东方明珠》一课介绍了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雄伟壮
观。我把第二课时的目标定为精读课文，了解东方明珠塔的
雄伟壮丽，激发学生爱国爱家的思想感情。.

一开始，我引导学生学习课文的第一自然段，让一位学生读
第一句，并相机提问：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一位学生站起
来回答：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上海黄浦江边有一座广播电视塔。
我顺势引导，“也就是说上海广播电视塔在黄埔江边，这也
就告诉了我们广播电视塔的——？”“位置！”孩子们很聪
明，在我步步深入引导之下，终于理解了第一句话的主要内
容。接下来，我提出，其实小作者能把广播电视塔的位置讲
的这么清楚，多亏了一位生字朋友“有”。这时，我出示生
字卡片，让学生用“有”来练习说话。学生从教室内讲到教
室外，从学校讲到大千世界，思维顿时开扩许多，造出了许
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句子。在学习第一自然段第二句话时，我
提出了两个问题，“她”指的是谁？这个名字好听吗？从哪
看出来？引导学生读出“美丽”的感觉。在学习第二自然段



时，我让学生先观察书上的插图，提出图上画了什么？东方
明珠是什么样子的？通过对图的认识，转而在引向对文本的
认识，这样使学生很容易就理解了“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巨人”等词，这样抓住字词，使学生明白了东方明珠的高
大，顺利成章的指导了这一句话的朗读。在学习第二句时，
也是结合图片，让学生理解了东方明珠的美丽。对于课文中
的出现的重点词语，应引导学生恰到好处的理解，不能枯燥
无味、强硬地灌输给学生，而应该巧妙地引导学生入情入境，
结合观看图片，在边说边想象的基础上不知不觉地理解“五
光十色”等词语。这样的教学环节的设计，非常适合低年级
的阅读教学，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乐中学，学中得
到知识。

但是，在整堂课中还有很多遗憾的地方，本人引导的不够巧
妙，教学不够机智，比如我提问：“当小朋友看到如此高大
的东方明珠塔时，你的心情怎样呢？”一位学生站起来说，
我会感到很害怕。面对这一问题时，我未能很好的引导，只
是把他硬生生的否定了，课后想来，其实我或许应该这样说：
“东方明珠是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并不是怪兽，是让我们去
游玩和欣赏的地方，害怕的心情在这儿并不合适。

东方明珠美术教案篇三

一、利用多媒体丰富学生的感官，很好的理解课文的内容。

一年级的小朋友由于生活经验缺少，对东方明珠塔的认识不
够。有了东方明珠塔的多媒体，小朋友就能很快的把握东方
明珠塔的整体形状，对文章的内容就有了一个整体的理解。
尤其是文中对“五光十色”这个词语的理解，借助了多媒体，
学生一下子就能和五颜六色区别开来。

二、利用多种朗读方式调动学生的朗读兴趣。

一年级的课文简单浅显，课上借助了多媒体辅助教学，这样



一读就懂，而且在每次读书之前老师都精心设置了一个导入
过程，或用简洁生动的导语，或借助画面、音像等手段把学
生带入情境。此外，课上用了学生自由大声朗读，男女声分
读，小组赛读，指名读，愿意的学生站起来读......这样学
生兴趣盎然。在课中读的次数多了，背诵也就水到渠成。这
样学生积累了语言材料，增长了见识，加强了对书面语言的
感受程度，这和《新标准》的要求是相吻合的。使学生达到了
“向往美好的情境”，“感受语言的优美”和“阅读的兴
趣”。

三、注重识字、写字。

第一课时中，要求学生用已有的拼音能力自读课文，处理好
了识与读的关系。以读为本，随读书活动的展开使生字的音、
形、义逐步深化。课上分两次学完九个生字，给学生充足的
时间。又给配上了音乐激发了学生的写字热情。

东方明珠美术教案篇四

小朋友基本都没去过上海，对东方明珠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
如何让学生在脑海里建构起一个形象的、立体的东方明珠，
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课上，我首先以形象的图画入手，
引导学生观察课文上的两幅插图，“小朋友们瞧，这就是美
丽的大上海，看见东方明珠了吗？你想对它说什么？”“东
方明珠你比高楼还高啊！”“东方明珠你真美啊！”“东方
明珠你就像宇宙英雄奥特曼！”学生不由的赞叹，显然已初
步感受到东方的明珠的高大、美丽。接下来，我就让学生轻
声读课文，试着找出描写东方明珠高大、美丽的句子，结果
有一半同学不会找，这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大部分同学没
有句子的概念，有些也读不懂句子的意思。后面的教学，我
就抓住这两句话让学生采用多种形式朗读，自由大声读，男
女生分读，小组赛读等等。学生读得兴致盎然，在这一遍又
一遍的朗读中对东方明珠的印象逐渐加深。



教学中，我主要抓住“这座塔，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像一
个巨人。”这句话，和“五光十色”这个词语展开教学。我
请学生说说见过的哪些东西也是“头顶蓝天，脚踩大地，像
一个巨人”的，很多学生说了海门电视塔，有一个学生激动
地用手比划着，在他眼中海门电视塔是最高的了，仰起头来
才能看到塔顶，简直就是高耸入云，然后我告诉孩子们，海
门电视塔和“东方明珠电视塔”比起来，就太矮了，“东方
明珠电视塔”是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高塔呢！孩子们听我这
样一说，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东方明珠电视塔”的高深
深地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五光十色”的理解我最主要
借助图片，大街上闪烁的霓虹灯，马路上流动的车灯，路边
的火树银花，空中燃放的烟花……一幅幅画面刺激着学生的
感官，“五光十色”的美也定格在了学生的脑海。

东方明珠美术教案篇五

小朋友基本都没去过上海，对东方明珠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
如何让学生在脑海里建构起一个形象的、立体的东方明珠，
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课上，我首先以形象的图画入手，
引导学生观察课文上的两幅插图，“小朋友们瞧，这就是美
丽的大上海，看见东方明珠了吗？你想对它说什么？”“东
方明珠你比高楼还高啊！”“东方明珠你真美啊！”“东方
明珠你就像宇宙英雄奥特曼！”学生不由的赞叹，显然已初
步感受到东方的明珠的高大、美丽。接下来，我就让学生轻
声读课文，试着找出描写东方明珠高大、美丽的句子，结果
有一半同学不会找，这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大部分同学没
有句子的概念，有些也读不懂句子的意思。后面的教学，我
就抓住这两句话让学生采用多种形式朗读，自由大声读，男
女生分读，小组赛读等等。学生读得兴致盎然，在这一遍又
一遍的朗读中对东方明珠的印象逐渐加深，也不知不觉积累
了语言，如“五光十色”等好词。当然，最后的背诵也就水
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