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神奇的指纹画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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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指纹画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发现物体扔到空中会自由下落，不同的物体下落的
速度有快有慢。

2、培养幼儿动手试验和观察的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纸球、沙包、矿泉水瓶、药瓶、塑料袋、报纸。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感知物体自由下落的现象。

（1）师：“今天老师准备了许多东西，请你们来玩扔东西的
游戏。”

（2）游戏要求：每次选择一种物品进行尝试，看谁发现的问
题多。

（3）幼儿自由操作，教师个别指导。

2、再一次抛接物体，发现物体下落速度有快有慢。



（1）实践要求：幼儿每次选两样玩具同时抛接，比较物体下
落的速度。

（2）选择你认为落地速度快的物体

（3）你发现什么东西落得快，什么东西落得慢？

3、小结：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有趣的游戏，知道物体扔上去以
后都会下落。那是因为地球具有吸引力。而且还发现轻而大
的物体扔不高，落下来也慢；重而小的物体扔的高，落下来
也快。

4、启发幼儿探索改变物体下落速度的方法。师出示两张相同
的纸，启发幼儿能让我们以不同的速度落下来。

5、延伸活动：观看人在太空的录象尝试改变两张纸下落的速
度

活动反思。

对《神奇的力》教学活动的反思：吸引力是一种看不见、摸
不着的“力”，怎样让幼儿去理解吸引力呢？我选择了游戏
活动——扔东西，通过游戏的层层引导，首先感知物体的下
落现象，其次比较两种物体的下落速度，再次讨论怎样改变
同一物体的下落速度，让幼儿积极的参与游戏，并尝试通过
感受、探索、发现、引导幼儿完成学习任务。这样使幼儿由
被动学习者变为主动学习者、探双击此处修改或者删除页眉
页脚信息索者，从而培养幼儿动手试验和观察的能力。设计
的活动延伸实验：如何改变同一物体的下落速度，意欲将正
规科学活动与非正规科学活动（区域活动）有机结合，通过
孩子的积极思考引发孩子再次实践探索的兴趣，从而萌发幼
儿爱科学的积极情感。在实施中我觉得自己在教学活动中多
了一份观察和思考，并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思路。在预设活
动中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使用记录表，但考虑幼儿缺乏基本



的经验而选择了让幼儿自己选取实践中他认为落地速度比较
快的物体，可结果和我意料恰恰相反，除了报纸和塑料袋都
被孩子选择了，所以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快慢的相对
性及时的引进教学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认知，也实现了自
己教学活动穿新鞋走老路的突破。我觉得在实施中还存在以
下几个问题：

2、在孩子游戏时很多孩子都会第一时间把他的发现告诉我，
可是在集体交流中一些幼儿就不是很积极主动，对于这种现
象我想有孩子个性的原因，也有我们平时的锻炼引导原因。
因为集体活动的弊端之一就是不能每个人都有说的机会，所
以以后我可以尝试设一个同伴交流的环节，让他们相互交双
击此处修改或者删除页眉页脚信息流，分组选择代表进行发
言，这样既鼓励了幼儿的交流又让幼儿感受到合作的快乐。

3、虽然在活动中我努力的要求自己做支持者和引导者，相对
以往的'教学活动我说的少了很多，更多的是孩子的实验、孩
子的总结，但在总结的时候我还是出现了急于替代的现象。
回想以往自己的教学活动，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尝试，
虽然每次实施中都会自问“为什么就没有人家上海老师的那
份从容和自信”，但是每次也能在实施中发现自己的一些问
题，也使自己的教学思路更加清晰，教学目的更加明确，我
想观摩教学活动就是我们一线教师成长的引路人，它能让我
们不断的成熟，所以我们要珍惜每次成长的机会！对其它教
学活动的感悟：

第一、我觉得这种新形式的听课活动，改变了过去的传统听
棵模式，老师能带着期待的情感，积极的思想去听课。

第二、7节教学展示活动的选材都于生活，体现了各个年龄阶
段的特点，都是具有很好的操作性和实践性，是我们每一个
人可以再次实践操作的好素材。



神奇的指纹画教案篇二

在导入课题后，我让学生读读诗歌，在初步了解诗的大意后，
让学生说说懂得了什么，然后带着这种理解，再读读每一小
节，加深对诗的理解。

之后，我让学生联系上下文，说说“书”的神奇表现在哪里，
抓住重点诗句来理解。我还引导学生体会一二节运用对比的
写法，边理解诗意，边让学生想像，还可以用哪些事物做形
象的对比，来突出的书的神奇，然后让学生仿照前两段的写
法，再写一写。学生写出了：“没有一艘神奇的飞船，能像
一册书籍一样，带我们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也没有一列非凡的
列车，能像一部史书一样，带我们去穿过时空的隧道。”等
诗句。由此看来，学生对书的神奇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

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本课时中我设
计了以下几个教学环节：一，复习旧知，包括复习生字词和
读通顺课文。二，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这是本节课
的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教学中力求图文结合，情景相融
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并做到读出感情。三，指导背诵。四，
书写生字。五，布置实践性作业。

班中也有那么一些小书迷，让他们谈自己读书时的感受，有
学生说：我感觉书就像一部长部电影一样，让我看到人生的
酸甜苦辣;有的说：书就像美味食品，让我忘记了吃饭;有的
说：书像一首优美的乐曲让我陶醉;还有说书像钥匙，像心理
医生、像一幅风景画、像一杯茶、像一盏明灯……想不到学
生说出这么多对书的情感体验，让那么平时不大爱看书的学
生启发应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心得中写到：原来读书有这么
美，我以后也要好好读书了。

神奇的指纹画教案篇三

这是一首短小的精悍却富有这里的诗。作者一形象的比喻，



简明的语言，热情讴歌了书的神奇、书的魅力、书的美丽。
学习这首让人兴奋、令人震撼的诗，重点是理解“为什么说
书是神奇的”，难点则是引导学生体会“书装在了人类灵魂
中全部的`美丽”这句话的含义。

新课程标准提出“要让学生多读书、好读书、读书好、读整
本的书”。通过学习这首诗，加深学生对书的认识，激发学
生读书的乐趣，让学生养成爱惜书籍、勤于读书的习惯。教
学时从朗读课文入手，抓住课文是一首诗，朗朗上口、便于
记忆的特点，体会书籍的重要性。学生学习时应该边度边思
考，提出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重点研读关键的词句，积
累与感悟佳词好句的精妙。

教学时要重视朗读，尽可能的引导学生绘声绘色的朗读。要
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地读出是个的节奏和韵律，要读出自己的
感受、自己的理解。另外我还注意了朗读的激励与评价，体
现层次性训练。

神奇的指纹画教案篇四

《神奇的书》是一首短小精悍的小诗，作者以形象的比喻，
简洁的语言，热情讴歌了书的神奇、书的魅力、书的美丽。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的意境，体会作者热情讴歌书的神
奇、美丽的思想感情。教学这首诗，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在导入新课时，我从学生课前搜集的关于书的名言警句引出
课题，把学生的思绪一下子带到了书的领域。

1、以书为话题，我与同学们进行谈话：同学们平时喜欢看书
吗？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你认为读书有哪些好处？从而使
学生乐于和老师交流他们读书所得。

2、注重朗读，理解诗歌。这首诗语言简明，生动形象，适于
朗读。教学时，我注重指导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从而
体会书的神奇、美丽以及给人的兴奋和震撼。如初读诗歌时，



我让学生自由大声朗读诗歌，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顺。
在学生初步了解诗的大体意思的基础上，我让学生通过默读、
自由读来体会诗的'意境。精读升华感情时，我让学生通过齐
读、同桌合作读、接读、比赛读等多种形式，加深对学生对
诗歌的理解。

3、写法迁移，进行仿写。仿写的目的是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学习对比的写法。我引导学生体会前两小节，边理解诗意，
边让学生想象，还可以用哪些事物做形象的对比，来突出书
的神奇。让学生畅所欲言，在充分表达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仿
写一节，抒发对书的情感。

本诗语言简明、生动形象，适于朗读。在教学中，我指导学
生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下，体会书的神奇、美丽以及给人的兴
奋和震撼。

神奇的指纹画教案篇五

这是一首外国的儿童诗，读时琅琅上口，同时又意味深长，
耐人寻味。全诗4个小节，短小精悍却富有哲理。作者以形象
的比喻，简明的语言，介绍了书给人们带来了乐趣，讴歌了
书的神奇、书的美丽与魅力。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朗读是理解诗歌的最佳手段，所
以在本节课我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设计了自由大声
朗读、自由读、默读、齐读、同桌合作读、接读、比赛读等
各种形式的读，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领悟了思想感情。

在教学第一、二小节后，指导学生仿照前两段写一写。学生
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虽说孩子们的语言还很稚嫩，但是表达
了他们的心声，体现了孩子们对诗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