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来帮助你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让我来帮助你教案篇一

第一次看到《唯一的听众》这篇课文，我就被老教授润物细
无声的教育方法所折服，她那平静的眼神胜似千言万
语。“装聋作哑”，在我们平时的语境中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而表现在这位老教授身上，则是一种非常人能有的感人、高
尚之举。

《唯一的听众》讲述的是一个小伙子被家人称作是音乐白痴，
虽然极大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但并没有泯灭他对小提琴的爱
好。他躲到小树林里练习拉琴，幸运地是他遇到了一位自称
是聋子的老妇人，给予了他无私的、真诚的鼓励和肯定，消
除了他的顾虑，重拾了自信，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最终成为
一个真正的小提琴手。课文情节很有戏剧性，极具感染力，
孩子们都很感兴趣，而且这个善意而美丽的谎言，也感动了
每一位学生。

回顾课堂的四十分钟，我自己觉得在以下方面做得比较好。

1、读课文，发现“我”的变化

了解课文大意后，我抓住一个主要问题，让学生细读课文并
找出答案：“唯一的听众”指的是老妇人，但课文却用了大
量笔墨来写小伙子，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这个
小伙子，认真读课文，看看“我”在学习拉琴的过程中有哪
些变化?学生很快找出“我”拉琴的水平有了提高，练琴的姿



势有了变化，面对观众的心理发生了改变，以前不敢在家练
琴现在又敢在家练了，父亲和妹妹以前都讽刺我，现在妹妹
却对我的琴技大吃一惊。

2、品言行，感悟老人形象

是谁让“我”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老妇人。她让我发生
了如此大的变化，课文是怎样描写这位老人的呢?默读课文，
把你感触最深的句子画出来，把你的感受写在旁边。学生都
能找到相关句子，并感受到老妇人非常善解人意，想给小伙
子信心，为了能减轻他的心理压力甚至谎称自己耳聋。为了
督促小伙子坚持练习，还跟小伙子定下了一个美丽的约
定：“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每
天早晨?”。

3、联系前文，感悟老人的良苦用心

老人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曾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她可以说是最懂音乐、最懂小提琴的人了，听着“我”锯床
腿般刺耳的琴声，为什么会说好?学生联系前文知道老妇人是
看到我“庄重地架起小提琴，像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拉响
了第一支曲子”体会到“我”非常热爱音乐;通过观察“我”
脸红的表情、察觉到“我”想溜走的动作，感受到“我”对
自己缺乏信心。老人想帮助“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所以
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学生从中体会到老人的良苦用心，感
悟到老人爱护、鼓励年轻人成才的美德。

4、抓标点想象补白，升华情感

一直以来，在小伙子的心中，每天清晨在小树林里听他拉琴
的就是一个耳聋的、慈祥的老人，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是
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接下来会是
怎样的场景和画面呢?文章没有写，这一切蕴含在一个特殊的
标点符号里——省略号，此时此刻，小伙子得知真相后会有



什么样的反应?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呢?请大家想象当时的情
景写下来。学完课文，同学们都能感悟到老妇人的良苦用心，
所以补白的内容大都是表示震惊，这里展示出两个同学的补
白小练笔。

课堂永远充满了遗憾，回思课堂，这样一篇课文，教学容量
是相当大的，可能会有一部分学生因预习未到位，对文章的
内容还一知半解，长期以往，可能这部分学生就会掉队。其
次，课堂上学生朗读品悟的机会不多，讨论交流的时候应该
相机引导学生有感情朗读。

让我来帮助你教案篇二

平时孩子们比较在乎的是被别人“夸”，而主动去“夸”别
人的比较少。我从学生感兴趣的夸入手，首先，让其感受到
被夸赞的喜悦，才能认识到“夸”的重要性。这种情感上
的“预热”是创设良好的口语交际课堂的心理气氛的关键。
教学活动中，我注重引导学生交际时的礼貌用语，以及学生
叙述事情的完整性。要让别人清楚你为什么夸。这次活动重
在引导学生夸的时候要注意：态度要真诚，语言要恰当。

教育即生活，生活及教育。口语交际课如果离开生活的大舞
台，就等于缺少了源头活水，只能上演“独角戏”。只有把
课堂所学的知识、技巧运用在生活实践中，才能让学生真正
的得到锻炼，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口语交际的能力。）

让我来帮助你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

2、发展幼儿想象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3、让幼儿尝试利用废旧物品进行创作。

活动准备

1、活动前，组织幼儿收集大量的大小不等、材料不同的洁净
废旧物品。（纸盒、易拉罐、酸奶盒、饮料瓶、果冻盒、纸
杯、塑料瓶、玻璃瓶等）

2、装饰用的彩色橡皮纸、皱纹纸、蜡光纸、彩笔。

3、双面胶、胶水、小剪刀。

4、用废旧物品制作好的成品。（俏皮帽、笔筒、储钱罐、小
火车、小动物、火箭、飞机等）

活动过程

开始部分：组织活动，集中幼儿注意力。

基本部分：

1、谈话，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2、在幼儿互相欣赏的基础上，指名幼儿回答。

3、教师小结：

小朋友们真能干，收集了这么多的废旧物品，有易拉罐、纸
杯、纸盒、塑料瓶、玻璃瓶、瓶盖、果冻盒、饮料瓶等。这
么多的废旧物品堆在一起多乱呀，谁能想个好办法把它摆放
整齐？（引导幼儿将废旧物品进行分类，并用自己的标志记
录）

小朋友们真聪明，想了这么多的好办法把这些废旧物品都摆
放整齐了，那我们能用这些物品做什么？（幼儿自由讨论，



教师小结）今天，老师想利用这些废旧物品来做一个游戏。
（激发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

4、幼儿分组做游戏。（教师向幼儿介绍规则：将幼儿分成两
组，每个幼儿都要参与游戏，用不同的纸盒、易拉罐、纸杯、
塑料瓶、玻璃瓶等进行摞高，看哪组小朋友在规定时间内摞
得高。）游戏后，师幼共同作结。

5、出示制作好的成品，激发幼儿的制作兴趣。

（1）谈话：废旧物品除了做游戏外，老师还用废旧材料制作
了很多好看、好玩的东西呢，你们看：（出示制作好的成品，
引导幼儿欣赏。）

（2）提问：这是什么？它是用什么作成的？是怎么做的？

（3）幼儿充分讨论后，回答。

（4）如果这些做好的玩具坏了，该怎么办？

（5）引导幼儿讨论回答后，教师小结，渗透节能环保教育。

我们制作的这些玩具如果坏了，能回收的可以送到废品收购
站，加工再利用变成有用的东西，节约资源，不能回收的送
垃圾处理厂，保护环境。

6、鼓励幼儿利用废旧物品进行创作，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
动手操作能力。

（1）谈话：刚才小朋友欣赏了老师制作的玩具，你想不想动
手制作一件自己喜欢的玩具？（想）

（2）分给幼儿剪刀、彩纸、彩笔等，让幼儿利用废旧物品进
行制作，同时教师提出制作要求：



a、想好制作什么玩具，用到哪些废旧物品。

b、鼓励幼儿合作，用不同的材料制作出同一种好玩的玩具。

（3）教师重点指导对完成制作有困难的幼儿。

（4）幼儿制作完成后，将所有作品摆放在展示桌上，并鼓励
幼儿进行讲评，体验“变废为宝”成功的乐趣。

三、简单讲评本次活动情况，鼓励幼儿“变废为宝”，大胆
创新。

活动结束

区域活动时，引导幼儿制作更多的玩具。

让我来帮助你教案篇四

1、重视事物形象，积极调动学生的各种感观去感受和体验，
能使课堂富于感染力。低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颜色、声音、
动作等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令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如果在
教学中顺应儿童的心理，创设形象生动的学习情景，使能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全身心地投入，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学习
的乐趣。我安排了观涛、听涛等的欣赏环节，借助视觉和听
觉去丰富学生的感受和想象，引导他们形象地体会了大海的
欢腾和热闹；在讲解动词使用准确性的教学环节，我在教学
课件上为动词设置相应的展现动作，“落”字缓缓
下，“打”字硬实地砸下，“飘”字轻柔地回旋而下，配上
雨点、雹子、雪花的艺术挂画，给他们讲解“雹子会砸裂西
瓜”的生活实例，多种形式地丰富他们对水不同形态的体会，
最后引导学生发挥想象用动作表演课文，学生最后声情并茂
的朗读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到位理解。赞可夫指出：“只有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能更完整地认识到那个具体事物，认
识它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可见，只有化抽象的文



字为具体形象，使阅读过程与感知联想、想象等心理过程连
接，才能引导学生真正与课文沟通，获得生动的情感体验。

2、低年级的.课堂应该安排大量时间进行听说读写的活动，
不应该单纯地、过细地分析课文，注意在品读课文的过程中
适当穿插语文基础知识的讲解。如我可以结合插图讲解“灌
溉”的词语意思，相机进行情境识字的教学，认识反义词，
参照课文句型造句，分析课文后重视集体感悟式的朗读，等
等。

3、学习任务过于细化，同时布置给学生思考的问题过多，我
应该把问题通过课件的形式投影在屏幕上，引导学生一边阅
读一边根据问题思考。我要充分丰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反
应和思考空间，注意明确学习任务并有条理地引导学生开展
学习活动，同时在评价的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完整组织和表
达语言的能力。重视他们学习的独特体验，可以采取开放式
的提问，如淡化预设的具体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
开展自主的探究性学习，在理解和阅读中激活思维和发现，
鼓励学生多角度、创造性地阅读。

4、我的语文基本功需要不断地训练和提升。如制作教学课件
方面，我可以做得更多元化，可以借助动画和声音展现流水
的不同动态，让学生调动各种感观去充分感受课文，更好地
进行朗读感悟。如我对字句方面的把握还不够投入和准确到
位，我范读水做坏事的句子时不应该重读以突出水的破坏力，
应该读出水的惭愧和后悔；融入角色是为了体会人物的心情，
目的在于丰富学生的表达和积淀，我要正确把握好课文的正
确解读，才能“润物细无声”地发展学生。

5、教学观念上，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备课时，我要更重视
备教材、备学生，巧妙地利用学生生活中已生成的知识和经
验，引导学生深入、形象地理解课文。如我可以通过借助生
活情境引导他们感受“落”、“打”、“飘”。语文即是生
活，我要善于发现、思考和积累生活中的各种灵感和知识，



丰富我课堂中的人文底蕴，我们的心一直在路上。我很高兴
这次教学能用上自己云南、上海旅行时的照片和见闻，更深
入的讲解水文化，丰富学生的知识视野。

6、要充分把握儿童的思维和心理特点，明确语文教学需要一
张一弛，适当将学习的高潮安排在课堂的后部分，积极探索
各种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多使用奖励小红花等的
激励机制，活跃课堂气氛。

7、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发展学生的思维。我利用图片帮助学
生认识水资源的作用，但是先出示图片再引导学生结合生活
经验谈水的作用，学生受图片的导向影响，思路受局限打不
开了，讨论也不如预设的热烈。我深深感受到教学资源也需
要有序地利用，才能充分开阔学生的思维和视野。

让我来帮助你教案篇五

语文课就是应当始终围绕语文学习的目标—识字、写字、朗
读等，始终运用语文学习的手段，让学生在语文实践中感受
语言的魅力，体会语文的味道。

对词语的理解这一部分，我提示了一些方法，在具体的语言
情景中理解，经过比较进行理解，用词语说话等多种方法理
解，根据学生的情景进行选择。词语的理解是学习语文的重
点，逐步引导学生自我体会词语的意思，经过慢慢引导，让
学生自我学会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