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黑夜我不怕教案设计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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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黑夜我不怕教案设计理念篇一

《白天与黑夜》三年级的学生，通过电视或书籍，大多数都
已经知道地球在自转并且围绕太阳公转这一科学事实。但这
节课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形成昼夜交替的原因，它的主要
目标就是让学生发挥最大的想象力，提出地球产生昼夜现象
的多种假说，并通过模拟实验去验证这些猜想，从而体验人
类对地球运动的探究过程。

。这时我引导学生在课后去看看科学家们是怎样研究得出结
论的？让他们不断对这些猜想进行修正，并激发他们进一步
去探究对人类认识地球过程的兴趣，去体会科学探究的乐趣。

黑夜我不怕教案设计理念篇二

走进黑暗的世界里，们要面对恐惧，他们将依靠各种感官来
认识自己的另一半世界，建构对黑夜的认识。而每个孩子眼
中的“夜”又是独特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因为他们有一颗
敏感而富有想象力的、创造力的心灵。家庭的温馨、独特的
视觉感受、有趣的文学作品，都会让对黑夜充满好奇和无穷
的想象，由此，他们将会对慢慢地转变对黑夜的看法，发现
黑夜中隐藏的美。

《盲人取物》：这次游戏是在教室里进行的，孩子看着布条



等材料就知道玩蒙眼的游戏。由于场地和材料的限制，幼儿
分男女两组，每次游戏每组一人参加。游戏开始时大家发现
自己蒙眼后走路没有目的，怎么走也走不到取物的`地点，还
引得同伴哈哈大笑，都说这游戏太难了，不好玩。于是我调
整活动规则，用铃声来提醒孩子目的地所处的地方，这样一
来孩子有了声音的提醒，蒙眼走路有了目的，很快就取到了
积塑。但是回家路上又遇到了困难，不知収积塑的同伴在哪
里，于是孩子们说请同伴也发出声音来提醒他放积塑的地方，
这样一来有了声音的提醒，孩子们蒙眼取物有了很强的目的
性，成功率高了，大家参与游戏的积极性提高了。通过游戏，
孩子们很好的体验了蒙眼游戏的刺激性和成功感，同时提高
了自身动作的协调性和听觉的灵敏性。

《我喜欢长长的夜》：今天欣赏散文时，我请孩子听了散文
后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孩子们发言非常的积极：有的说听
完散文心里感到很甜蜜，很开心！有的说听了散文感到很幸
福！还有的说听了散文感到很羡慕，也想有这么一个夜晚！
杜思杰说我听了散文很想哭，因为太感动了！因为……孩子
们非常喜欢散文中的情景，在欣赏、倾听和朗诵自己喜欢的
句子时他们都非常的投入，活动效果很好。

黑夜我不怕教案设计理念篇三

《兔子不喜欢夜晚》是主题“黑夜密语”中的一节语言活动。
通过欣赏故事情节，能说出白天和黑夜的特点，理解这是大
自然的规律，并尝试在辩论中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是这一次
活动的目标。

在活动过程中，我先采用了播放故事录音，让孩子倾听故事，
并体会和理解故事。然后由老师进行提问相关问题，让孩子
来回答。这是语言活动中最简单的一种形式，也显得比较单
一，对语言活动过程的效果未必有好处。播放第二遍录音时，
幼儿的注意力已经没有第一次来的集中，于是我尝试着让一



些能力较强的孩子上台讲述，在讲述中灵活运用动作，也便
于其他幼儿的学习和模仿，没想到效果特别的好。

这次的活动是根据本班幼儿的情况，让部分语言发展能力比
较好的孩子用故事中好听的语句来大胆表述。作为语言活动，
作为教师的我应该有敏锐的观察力，去发掘这些孩子的优势，
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和鼓励，然后引导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在
故事中，孩子们客观地对待昼夜现象，并从中领悟它们存在
的必要性。在活动中，让幼儿发表不同的意见更好地反映他
们自身的体验，并从同伴那里得到符合自身理解水平的不同
意见。正是在这种观点碰撞的过程中，幼儿的认识得到了升
华。对于组织活动的老师而言，对比较好的故事，应事先充
分理解，吃透故事，了解到故事中所包含的'内涵，从积极的
方面去引导幼儿学习。这就要老师的引导了。再加上对故事
的辩论，又是一个亮点。而且如此一来，师幼互动就更好地
体现了。

对于这个活动，我认为首先应该把故事吃透，而不是单纯的
记下几个问题，然后抛给孩子。再就是对班内孩子的反应，
应该及时采取办法，使他们能尽量融入集体活动中。总之，
每个活动的目标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制定要适合幼儿发展而
且要细化。每个目标应该都是存在一定的价值的，活动才会
有所收获。

 

黑夜我不怕教案设计理念篇四

《白天与黑夜》一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用地球仪和手电筒模
拟白天和黑夜的形成，并能够判断出黎明和黄昏的过渡。这
个模拟实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条件的限制，尤其
是平时上常态课，比较容易操作。



在后来要上四季更替，仍然要用到地球仪，当我走进教室时，
小冯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说：“老师，上节课我们学的白
天与黑夜那个模拟实验，我觉得晚上在家里，不开灯，效果
特明显”。我一愣，想了想即明白他说的意思，这时我看到
周围的几个同学对此似乎也颇有兴趣，便装着一头雾水的样
子说：“什么意思，你具体说说”。小冯便一手转着地球仪，
一手拿着手电筒，说：“老师你看，现在天特别亮，手电筒
照在地球仪，并不觉得这一半比另一半亮很多，你想晚上啊，
周围都是黑的，手电筒照在地球仪上，这一半就明显是亮的，
而另一半是黑的。更主要的是能显看出是黎明到白天再到黄
昏的转变呢”。看着我们都似乎领悟的点着头，他非常自豪
的笑了。

我们总是说要把科学探究活动延伸到课堂外，拓展到生活中，
在实际授课时，也多数以“感兴趣的同学课后。。。。”一
带而过，这样的拓展活动仅仅是形式，为了课堂程序的需要
而设置的.，并不是由课堂上延生出来的，学生想知道、想探
究，并且学生有能力探究的内容。象上面小冯所做的，就是
一个很好的且有实效性的课外拓展活动。在上课时我已发现
了这一点，白天和黑夜的对比不太明显，尤其是黎明——白
天——黄昏的过渡，更是看不出来，处于黎明或黄昏的地方
与黑夜的地方似乎是一样的。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安排这样
的拓展活动“我们的模拟效果总是不太明显，课后试一试，
你能否找到更好的办法，把这个实验改进一下”？这样或许
就会有更多的学生参与，也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或许还能想
到改进实验的方法，如何在课堂上让实验效果更明显呢？这
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黑夜我不怕教案设计理念篇五

《兔子不喜欢夜晚》是主题“黑夜密语”中的一节语言活动。
通过欣赏故事情节，能说出白天和黑夜的特点，理解这是大
自然的规律，并尝试在辩论中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是这一次



活动的目标。

在活动过程中，我先采用了播放故事录音，让孩子倾听故事，
并体会和理解故事。然后由老师进行提问相关问题，让孩子
来回答。这是语言活动中最简单的一种形式，也显得比较单
一，对语言活动过程的效果未必有好处。播放第二遍录音时，
幼儿的注意力已经没有第一次来的集中，于是我尝试着让一
些能力较强的孩子上台讲述，在讲述中灵活运用动作，也便
于其他幼儿的学习和模仿，没想到效果特别的好。

这次的活动是根据本班幼儿的情况，让部分语言发展能力比
较好的孩子用故事中好听的语句来大胆表述。作为语言活动，
作为教师的我应该有敏锐的观察力，去发掘这些孩子的.优势，
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和鼓励，然后引导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在
故事中，孩子们客观地对待昼夜现象，并从中领悟它们存在
的必要性。在活动中，让幼儿发表不同的意见更好地反映他
们自身的体验，并从同伴那里得到符合自身理解水平的不同
意见。正是在这种观点碰撞的过程中，幼儿的认识得到了升
华。对于组织活动的老师而言，对比较好的故事，应事先充
分理解，吃透故事，了解到故事中所包含的内涵，从积极的
方面去引导幼儿学习。这就要老师的引导了。再加上对故事
的辩论，又是一个亮点。而且如此一来，师幼互动就更好地
体现了。

对于这个活动，我认为首先应该把故事吃透，而不是单纯的
记下几个问题，然后抛给孩子。再就是对班内孩子的反应，
应该及时采取办法，使他们能尽量融入集体活动中。总之，
每个活动的目标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制定要适合幼儿发展而
且要细化。每个目标应该都是存在一定的价值的，活动才会
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