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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进入新
的阶段，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写一份计划，为接下来的学
习做准备吧！计划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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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结合具体的实例，初步感受简单的随机现象，能列
举出简单随机事件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能正确判断简单
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

2、使学生在观察、操作和交流等具体活动中，初步感受简单
随机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能应用有关可能性的知
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或解释一些简单的生活现象，形
成初步的随机意识。

3、使学生在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中，获得学习成功的体验，
感受与他人合作交流的乐趣，培养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感受简单随机现象的特点，能列举出简单随机现象中所有可
能发生的结果，能对简单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作出定
性描述。

教具准备：



老师：红、黄、绿球各2个、扑克牌、投影仪等；

学生：红桃a-4、黑桃4扑克牌。

教学过程：

一、揭题

谈话：同学们喜欢玩游戏吗？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通过玩一
些游戏，来研究游戏中隐藏着的数学知识。（揭示课题）

二、探究

1、教学例1。

板书：可能

谈话：可能是红球，也可能是黄球，到底能摸到哪个球并不
确定（板书：不确定）。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通过
摸球游戏来检验，先看老师怎样摸球，（示范）像这样每次
在摸球前先用手在口袋里把2个球搅一搅，再任意摸出1个球，
看一看是什么颜色，并把摸出的结果记录在这张表里，然后
把球放回口袋里，搅一搅，再摸。会做这样的游戏了吗？请
小组长拿出课前准备好的口袋，在口袋里放1个红球和1个黄
球。小组合作，轮流摸球，摸10次，并按顺序记录每次摸出
球的颜色。

2、教学“试一试”。

出示口袋，并在口袋里放2个红球。

提问：现在口袋里有几个球？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从这个口
袋里任意摸出1个球，结果会怎样？（板书：一定）



提问：如果口袋里只放了2个黄球，从中任意摸出1个球，可
能摸出红球吗？为什么？（板书：不可能）

追问：如果口袋里放1个黄球和一个绿球，从中任意摸出1个
球，能摸出红球吗？

3、小结：像这样，有些事件的发生与否是确定的，要么一定
发生，要么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又称为确定事件；有些
事件的发生与否是不确定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
样的事件又称为不确定事件。（板书：确定性不确定性）

4、教学例2。

提问：可能出现的结果一共有多少种？把“红桃4”换成“黑
桃4”，提问：现在的4张牌中，既有红桃，又有黑桃。如果
从这4张牌中任意摸出1张，可能出现的结果一共有多少种？
学生在小组里讨论，交流。验证，各小组合作进行摸牌游戏。
一共摸40次。展示摸牌结果。比较发现。

指出：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要先列举出整个事件中
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再根据列举的结果作出判断。

5、教学“你知道吗”。

学生阅读，说说自己知道了什么，有什么发现。

三、练习

1、做练习十第1题。

出示题目，让学生读一读，再独立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

2、做练习十第2题。

出示题目的条件和第（1）题，让学生先和同桌说说要使摸出



的球不可能是绿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再同桌合作在口袋
里放球，并组织全班交流。

出示第（2）（3）题，让学生同桌合作完成。

反馈。

3、做第66页“练一练”。

4、做练习十第3、4题。

四、总结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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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1.认识“夜幕降临、皎洁、悬挂、遐想、奥秘”等10个词语，
会正确认读。

2.朗读课文，通过学习，初步认识月球的基本情况。

3.学习第1、2小节，引导学生仿写一段话。

4.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兴趣。

二、教学重点：了解月球表面的基本情况，仿写一段话。

三、教学难点：引导学生真正感受月亮的神秘和奥秘，同时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初步感知月球的魅力。

师：(出示句子)亲爱的小朋友们，伴着这首柔和的音乐，我
们一起来读读这些优美的诗句吧!

1.音乐《春江花月夜》

2.幻灯出示古诗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峡深明月夜，江静碧云天。

3.师：这些古诗描写的都与什么有关呢?——月亮。

4.出示月亮的图片。

师：人们仰望晴朗的夜空，仰望高高地悬挂在夜空的那一轮
明月，月光如银，洒落人间，总会激起人们无穷的想象。

师：小朋友们，仰望着这一轮明月，你会想象什么呢?

生：我会想象……(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问题)

5.师：是啊!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月球，去美丽的月球探险，好
吗?

6.板书课题：月球之谜。(齐读课题)

过渡：月球上到底有什么谜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请大家自
由读课文。

二、初读全文，学习词语。



1.自由读课文。(出示要求)

2.师：要想了解月球，我们得先过词语关!

出示词语：夜幕降临皎洁悬挂遐想奥秘努力细菌土壤水藻估
计

(开小火车读—男女比赛读—指名读)

3.师：会读书的孩子老师喜欢，会读书又会思考的孩子，老
师更喜欢。思考一下，谁能告诉我课文中描写了月球的哪些
未解之谜?(学生自由发言)

过渡：月球之谜如此多，就让我们走近月球，一层层揭开月
球神秘的面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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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排结构

在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九年级
上册主要以文学作品(包括古代白话小说)和议论性文章为主，
仍以专题、文体为内容安排，以单元形式进行阅读教学，并
另有文言文单元，集中学习文言文。在九年级，文学作品作
为单独的内容形式出现，不再像以往那样混杂在记叙文和说
明文的文体之内，以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欣赏能力。本册教
材分编有诗歌、小说、古代白话小说三个单元，诗歌单元以
大自然的颂歌为主题，小说单元以少年生活为主题，古代白
话小说单元主要以古典名著为主。议论性文章作为本册教材
的重点，编有两个单元。一个是演讲和书信单元，以思想风
采为主题，也兼顾议论的方法；一个是纯粹的议论文单元，
是本套教材惟一按议论文文体安排的单元。以求知为主题，
学习立论和驳论的特点和方法。文言文单元以史传为主题，
进行文言文阅读教学，并承接以前的教材安排，编有一定数



量的古代诗歌。

二、教学目标

（一）文学作品

1．能够区分写实作品和虚构作品，了解诗歌、小说等文学样
式。

2．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
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
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
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
力的语言。

（二）议论文：

阅读简单的议论文，区分观点与材料(道理、事实、数据、图
表等)，发现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作
出判断。

（三）文言文：

1．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

2．诵读和背诵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
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

三、编排宗旨

按照课程标准的精神，本册教材在选文、练习、活动等方面
的设计主要贯彻以下几个意图。

(一)编写主旨



1、人文性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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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学习课文第二部分内容，抓住文中重点词句，了解、体会海
滨小城的美丽、整洁，从而感受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美，教育
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四年级语文上册《海滨小城》
教学设计。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体会文中描写小城美丽景色的语句。懂得怎样按一定
顺序观察，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点的观念方法，休会海滨小
城景色的特点，学会抓住景物的.特点进行描写。

教学难点：理清观察顺序，抓住景物的特点进行描写。

教具：实物投影，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昨天，我们欣赏了大海的景色，你们觉得美吗？
好，请大家一边欣赏一边跟着教师回忆课文内容，小学四年
级语文教案《四年级语文上册《海滨小城》教学设计》。

2、多媒体播放海滨录像，边看这引读。

3、作者写海滨先写了什么景色，再写了什么景色？（板书：



大海、沙滩）

4、你觉得大海美在哪里？沙滩呢？（板书：色彩绚丽、动静
结合）

5、在这样广阔无垠而又绚丽多彩的海滨的衬托下，小城又是
什么样的呢？这节课，我们继续前往――海滨小城。你会看
到另一番迷人的景色。

二、学习第二部分：小城。

1、自由读四－七段，说说作者写了小城的哪几个地方？再想
想小城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学生读后交流。（师板书：庭院、公园、街道。美丽、整
洁）

找出留给你印象的句子，读一读。

那么，作者是怎样写小城的美丽和整洁的呢？

3、我们随作者先来到庭院。学生观看录像，师范读。

指名朗读，找出这一段是围绕哪句话写的？（第一句）

自由读这一段，说说你觉得哪句话写得美，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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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课文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想一想、试一试”，“探
究学习”，“学一学、做一做”，“议一议”，“助学提
示”，“安全警告”，“评一评”等8个小栏目，指导学生学



习钉纽扣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让学生懂得自己的事自己
做。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学会钉纽扣，教育学是自己的事自己做，经常保
持衣着整齐。

2.在感受劳动的乐趣的同时应注意安全。

教学难点：学会穿针和打止结。

教学准备：针线，布块，双眼扣和四眼扣各数粒，一件缺扣
子的衣服，相关投影图片。

教学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

二、看看说说

1.出示各种各样的纽扣。

2.说说不同纽扣的钉法。（重点讲解双眼扣，四眼扣的钉法）

三、想想试试

1.钉纽扣首先要学会什么？

2.学生练习，互教互学。重点模仿穿针和打止结。

四、探究学习



1.仔细观察课文插图，自学钉钮扣的方法。

2.学生自己在布块上练习钉双眼扣和四眼扣

3.说说钉钮扣的注意点：定位，捏紧，对准扣眼进针，用双
股线正反面重复四五次，然后打结，剪去多余的线头。

4.讨论：正式在衣服上钉纽扣，该注意些什么？

（1）纽扣的位置要对准衣服上的扣洞。可用粉笔做上记号。

（2）进针后，要把针线往上提，不能往旁边啦，以免针尖戳
到别人。

五、议议评评

1.各小组展示钉好的纽扣，讨论：

（1）钉纽扣时，在定位，进针，打结等操作上各要注意些什
么？

(2)说说还有什么钉钮扣的方法？

（3）以后钮扣掉了，你会怎么做？

2.推选代表说说钉钮扣的过程。

3.小组评价。

4.小结：钉纽扣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要求学生学会做自
己能做的事。

六、课外延伸

把自己第一次钉钮扣的过程写下来，感受劳动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