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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苗和大树的对话教案篇一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中的学习目标第三项是理解课文内容，
懂得应该多读书、读好书，感受读书的乐趣。我在教学中设
计了以下内容：

1、把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

2、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谈谈多读书、读好书的体会。

1、向大家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书。

2、向大家推荐一些书目：《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利用课余时间读读。

这一设计使每一教学环节目标明确，各环节之间层次明显。
学生通过这一课的学习，不仅了解了读书方法，更重要的是
明白了阅读的.重要性使每个学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

小苗和大树的对话教案篇二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一篇略读课文，是一篇访谈录，也
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的一种文体。文中的两个人物虽然在年
龄、阅历、学识上有着差距，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却平等和谐。
所以，在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季老的和蔼亲切、对下一



代人的殷切希望和关爱。

我接着问学生：你们喜欢看闲书吗？有的说喜欢；有的干脆
就保持沉默，不表态，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们爱玩，爱看电
视，即使有书也不去翻一翻。于是，我先给他们读季老先生
的作品《我的童年》节选，然后结合老先生的主张教育学生：
平时多看一些闲书可以多学一些知识，也可能多写一些好的
文章。季先生有如此高的成就，其实跟他小时侯爱看闲书分
不开的，且小时侯记的.东西长大了也不容易忘记。而文章写
得好，苗苗说的那两个重要条件写真事、多看课外书，我认
为也是有道理的。我希望经过我不间断的提醒，能慢慢地使
孩子们有爱看闲书的意识，并能主动积钱买书看，从提醒到
自觉，让书香伴我行不再是空话。

不足之处：可能是自己这样的设计有问题，方式过于直白、
简单，以问题来贯穿，使学生失去了兴趣；而在实施教学时，
没有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读透文章，也导致课堂沉闷的原因，
我高估了刚上五年级的孩子的能力，以为在很短的时间，他
们就能从大段的的文字中提炼出最主要的内容。这是自己对
于学生的学情不了解造成的。

小苗和大树的对话教案篇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永恒的精神食粮，古今中外，
多少人阅读中汲取营养，从而走上成功之路。阅读一本好书，
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如同和睿智而高尚的人对话，我在教
学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三课《走遍天下书为侣》之后，感受
很深的就是这点。《走遍天下书为侣》这是一篇散文，作者
用比较的手法向我们阐明了他的观点——走遍天下书为侣，
文章以细腻独特的笔触，具体写出了读书给作者带来的`乐趣，
并穿插介绍了读书的方法，抒发了作者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针对目前学生不喜欢读书的症状，本文是一篇有教育性的课
文。我在教学本课时，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



学生熟读课文后质疑，作者为什么以“书”为侣？“书”给
作者带来什么好处？提出问题，学生讨论并汇报，老师相应
的进行指导。学生在质疑中抓住重点并理解了课文。

让学生将作者对书的看法与自己的实际体验结合起来，作者
认为“书”是自己的“朋友”“家”，学生体会后畅谈感受，
，激发读书的欲望，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文章谈到的读
书方法，更是让学生联系自己的读书实际，想一想自己是怎
样读书的，效果如何。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学参考书提到的
读书方法，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有了好的读书
方法，将读书与思考相结合，才有收益。这点效果很好。

根据课堂中的畅谈，把自己认为最好的读书方法写出来，在
实际生活中运用，鼓励学生可有自己尝试的读书方法，也可
采用作者的读书方法，总之，要在读书中寻求到乐趣。

1、教学中感到自己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是朗读指导不到位。文
章中准确、 生动、形象的语言必须通过朗读才能更充分地体
现出来。

2、还有就是要加强对学生预习的指导和检查，让学生的预习
起到作用，落在实处，真正提高课堂效率。

小苗和大树的对话教案篇四

1、语文学科的一主要特点是“实践性”：

言语实践是一种情境性的活动。语境是言语活动赖以发生和
进行的前提条件。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不是在真空间进行的，
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背景之中，为了完成特定的交际
任务而进行的。在此意义上，我发现网络中的交流中缺乏现
实的语境。我们都知道语文学习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说中学
会说，写中学写”。网络下的课堂很难满足这一点。某种意
义上，甚至是弱化了学生“说”的能力。所以，数字化环境



下的课堂并不能代替传统的课堂。从策略上讲，它是传统课
堂的一种有效补充。

2、课堂的定位：

这是学生、教师、学习内容、媒体四个课堂元素之间的动态
过程。是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人机互动，在合作交流中解
决、发现问题的过程。是无法预设的课堂。在这一动态生成
的过程中，教师得不断地修正自我。每一节课都是一节新课，
每一个过程都是一种遗憾。

3、教师是教学过程设计的'研究者、引导者、合作者：

而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只是学生中的一员，是学生的学习伙
伴。但同时，中学生身上依附性、自主性并存，他们身心尚
未成熟，面对信息海洋会无所适从，就需要教师适时引导、
激励。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如何在“引导者”、“合作者”
之间找到转换自如的切入点？比如，在自由交流讨论的那一
段，我想完全抛开教师的权威意识，平等地关注着每一位学
生，让学生在体验中完成文本意义的建构。但是学生的网上
讨论中有一部分脱离了文本，只是浮于文章内容之上地发表
一些空洞的观点，发了帖子，学生不在意，我该怎么办？只
好用“广播”强迫他注意。这其实是很霸道的，所以如何能
够更有效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润物无声，引导学生更深
入地思考论题也是一个问题。

小苗和大树的对话教案篇五

老师引导学生深入文本的问题，即指引线不能太抽象，又不
能太简化，游刃有余，张弛有度，学生才能学得有信心，课
堂上才会碰撞出各种耀眼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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