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帽教案小班(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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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
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草帽教案小班篇一

设计理念：整合三维目标，以读为教学主线。设计简便有效
的教学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实现有效的教
学。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成语意思。

2、朗读课文，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3、感情朗读课文，体会贺龙同志足智多谋的品质。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通过朗读课文，概括主要内容，了解贺龙神机妙算的
指挥才能。

难点：理解贺龙同志巧计破敌所表现出来的沉着、镇静、足
智多谋的品质。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 （2分）

1、同学们，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军事家利用自己的智谋取
胜的战例，谁能说说呢？（例如：诸葛亮“火烧赤壁”“草
船借箭”等。）

2、今天，咱们一起学习一篇发生在长征途中的以智取胜的故事
（板书课题：草帽计。）齐读课题，引导学生用“计”组词。

二、读 （15分）

1、   大家课前读过课文了吗？现在请同学们自由地、大
声地朗读课文。如果遇到生字、词怎么办？（生答）请大家
采用这些办法把课文读通畅，读流利。

（生自由读书。）

2、看着同学们读书认真的样子，我相信，不用老师教，大家
肯定会读屏幕上的词语。

幻灯出示：

（指名读、正音、释义。）

（在指名读书的过程中，师引导学生进行评点。）

三、悟。（12分）

1、我们换一种读书方法，请同学们速读课文，试着用简练的
语言概括课文内容。

（引导学生概括内容时，抓住“六要素”。）

2、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下面请同学拿起笔，
边默读边在有问题的地方作上记号，待会提出来，咱们共同



解决。

（生默读、作批注，师点拨。）

3、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老师最喜欢举手的同学，看看哪位
同学善于思考，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可以让学生先交流，再提问，师生共同探究、解决。）

四、品  （5分）

（根据学生回答，总结板书：神机妙算。）

五、拓 （1分）

你知道贺龙将军使用的计策，是我国历史上“三十六计”中
的哪一计？（板书：金蝉脱壳）。

附：金蝉脱壳的本意是：寒蝉在蜕变时，本体脱离皮壳而走，
只留下蝉蜕还挂在枝头。此计用于军事，是指通过伪装摆脱
敌人，撤退或转移，以实现我方的战略目标的谋略。稳住对
方，撤退或转移，决不是惊慌失措，消极逃跑，而是保留形
式，抽走内容，稳住对方，使自己脱离险境，达到己方战略
目标，己方常常可用巧妙分兵转移的机会出击另一部分敌人。

六、练  （4分）

幻灯出示：

读一读，议一议，说一说哪些成语讽刺了白军的丑态？

举世闻名  汗流浃背  镇定自若  摇头摆尾  骄阳似火

面面相觑  莫名其妙  人困马乏  喜从天降  得意忘形



丢盔弃甲  眉开眼笑  喜出望外  血肉横飞  叫苦连天

神机妙算

（生按要求练习。）

七、结  （1分）

我感觉时间过的真快！短短的四十分钟已经结束，课文读完
了，思考却不能停止，学习就是这样，多想多问，就会有收
获！

八、作业设计：

大家思考一下，课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作业？

（生自主设计作业。）

板书设计：

草帽计

贺龙———神机妙算

金蝉脱壳

草帽教案小班篇二

下过一阵雨以后，太阳又出来了。

我看见一只蜻蜓在阳光里飞翔。它的翅膀亮得像镀上了一层
金子。

我眯着眼睛看着它飞来飞去。



它一点儿也不怕我。它追着我飞。我好像还听到了它扇动翅
膀的声音。

我猜想：它一定是要落在我尖尖的草帽上，一定是把草帽当
成小草房尖尖的屋顶了吧！

我停住了。我在草帽下微笑着。我等待着它落在我尖尖的草
帽上。

唉，可惜它飞走了。

我又想：它一定是没有看见我的微笑，要不然，它准会又飞
回来，落到我尖尖的草帽上。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体会小主人公在尖尖的草帽下微笑着等待蜻蜓飞落的心情，
激发学生亲近自然、关爱万物生灵的感情。

3、正确认读本课十六个生字，会写六个生字。

学生在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体会小主人公在尖
尖的草帽下微笑着等待蜻蜓飞落的心情，从而产生亲近自然
的感情。

教学准备：课前可找一些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互相亲近的照
片或图片；认读生字卡片或课件；课文配乐。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2、提示课题：《尖尖的草帽》

二、教师配乐范读课文。

教师配乐范读课文。



要求：眼睛认真看，耳朵认真听，如果哪个字不认识可以标
上拼音，一会儿多读几遍。

三、初读感悟，读中识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在自读的过程中把生
字画出来，反复认读，把不懂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最
后标出自然段。

2、指名分段读课文（引导学生互评、正音）

3、读带有本课生字的句子。

4、开火车认读词语、生字。（可以用课件，也可以用生字卡
片。）

5、再读课文，这次要让学生充分读，力求读的通畅，同桌两
人还可以互相合作，练习朗读。在反复的读中感悟语文。

四、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1、在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后，教师提问：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发
现小蜻蜓的？在哪儿发现的？

引导学生抓住文中重点词句。“它的翅膀亮得像镀上了一层
金子”。这里教师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你见过小蜻
蜓吗？在哪儿见过，它是什么样子的？”从而理解句义。

2、“看到这么可爱的小蜻蜓，你有什么想法？”学生展开想
象。

过渡：文中的小朋友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从文中找找有关句子，自己读一读。



3、课件出示：“我停住了。我在草帽下微笑着。我等待着它
落在我尖尖的草帽上。”

引导学生想象“我为什么要微笑？”

“我在等待时会想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继续发挥学生的想象，在全班交流感悟的过程中，
要结合学生亲身的情感体验去谈。

4、学生配乐朗读全文。

在此基础上，教师适时引导：“此时此刻，你们想不想和小
蜻蜓亲近亲近，那我们把它叫下来吧！让它飞下来，和我们
玩一玩。”

五、联系生活，加深体验

六、识字教学

本课有6个生字：尖、以、着、怕、要、把

一年级下学期，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识字方法，在识字过
程中，力求引导学生自己识字。

七、作业

1、讲一个你和动物的趣事。

2、扩展阅读：童年书架里的

草帽教案小班篇三

1、德育目标：



激发学生亲近自然、关爱万物生灵的感情。

2、知识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正确认读本课十六生字，会写六个生字。

3、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识字、朗读、背诵能力。

1、理解课文内容，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
文。

2、正确认读本课十六生字，会写六个生字。

组织小组学习，围绕“从哪儿看出作者喜欢蜻蜓”这个中心
句，边读边悟，用心体会，理解课文，多种形式朗读课文，
升华主题。

录音机及录音带。课件（放大的插图及有关的文字）

（一）随录音唱《小蜻蜓是益虫》的歌。激发孩子们情感的
共鸣。）

（二）说说你喜欢小蜻蜓吗？（可说理由）

师：看来大家都喜欢小蜻蜓，小蜻蜓非常喜欢小草帽，快来
读读《尖尖的草帽》一课吧？

（一）学生借助拼音自读课文，不认识的字在书上标上记号，
多读几遍。

（二）用夺红旗的形式认读生字词。



（三）合作交流，巧记生字。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给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在合作
交流中，探究识记本课生字的方法。

（四）读自己喜欢的段落，可同桌互读，想想你觉得小蜻蜓
怎样，课文里的小男孩怎样？

（一）组织小组学习

要求：读自己喜欢的段落，说说你觉得小蜻蜓怎样，课文里
的小男孩怎样？找出有关的段落读读。

（二）汇报小组学习情况。

师：你从那些段中感受到蜻蜓可爱，请读给大家听。

1、依据学生读相机出示第二自然段文字。

读议第二自然段，作者看见什么？你从中感到蜻蜓怎样？你
是从哪儿知道的？可读给大家听，还可以联系实际说说。再
观察投课件（放大的插图）那只飞着的的小蜻蜓，体会蜻蜓
的可爱。然后通过范读、自由读、指名读等形式的朗读，读
出蜻蜓的可爱。

师：小男孩喜欢蜻蜓，你还从哪儿知道的？快来读一读。

2、读三至八自然段。

（1）读第三自然段，结合“眯着眼睛看”体会读出小男孩对
蜻蜓喜爱的情感。

师：谁还从哪儿知道小男孩很喜欢小蜻蜓？找出来读给大家
听。



（2）指名读第四、五自然段。

（3）读第六自然段。

出示句子“我在草帽下微笑着。”，“我等待着它落在我尖
尖的草帽上。”

结合课后练习第二题，通过读句子，再想想说说，然后看课件
（插图）体会，最后感情朗读。从中体会小男孩内心深处对
蜻蜓的喜欢。

师：小男孩真是太喜欢蜻蜓了，你还从哪段知道他喜欢蜻蜓？

（4）读七、八自然段。

通过提问式的读，小蜻蜓落下了吗？大家齐说。结果怎样？
（生读）我又想什么？（生读）。大家说小男孩愿意蜻蜓飞
走？通过你的读表达出来。结合“可惜”“一定”“准会”
词语的重读，学生体会作者舍不得蜻蜓飞走，感悟小男孩对
蜻蜓的关爱。

（一）配乐指名读全文。

（二）边读边做动作

（三）学生自由背诵课文。

（四）指名看插图，背诵课文

（一）用“闯关”的形式读生字词。

（二）指导书写生字。

1、空书难写生字的笔画、笔顺。



2、全班交流怎样把字写好看。

3、学生在书上练习书写，教师巡视。

4、小组互评，自我修改，教师用星奖励写字美观的学生。

（一）你喜欢那些小动物，想和它做朋友吗？请在你的小本
本上或贴上它的图片在对它写几话句。

（二）讨论怎样保护小动物。

草帽教案小班篇四

1.通过学习贺龙同志用草帽计，使白军自相残杀的故事，了
解他神机妙算、克敌制胜的指挥才能。

2.能指出练习中一段话次序颠倒的毛病，并能说出道理，加
以改正，从而懂得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的段落，前后句子不
能颠倒。

3.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质疑问难的能力。

1.

通过学习，体会贺龙的神机妙算。

2.

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质疑问难的能力。

多媒体课件

一、复习导入



2、谁能根据课文内容任意选择词语，说一句话呢？

二、学习课文第三段

？为什么？

2、齐读第四节。这一节主要讲了什么？

3、你能用自己的话来说说白军被炸的这个场面吗？

4、引读第五节板书：神机妙算

5、你能提提问题吗？

三、学习课文第二段

(一)

质疑问难，学习课文第二小节。

1、师读课文第二节，读后学生提问。

2、师整理归纳主要问题：

(1)

贺龙同志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

(2)

为什么选中了一块平坦的山坳？

(3)

战士们为什么认为这是个奇怪的命令？



3、三人一组，合作学习：读读课文，讨论讨论，看看能解决
哪些问题？

4、全班交流。

(二)

根据自学要求自学课文第三节。

1、自学要求：(读一读、想一想)

(1)

这一节主要写了什么？

(2)

贺龙的神机妙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划出)并说说理由。

2、交流。

3、齐读第三节。

4、课文中还有哪些地方也体现了贺龙同志的神机妙算？

四、延伸

1、你能模仿当时战士们的语气、动作，说几句称赞贺龙同志
的话吗？

2、古今中外，有许多运用计谋致胜的故事，你能说说吗？

教学设想

这是一篇讲读课文，写了贺龙同志用草帽计使白军自相残杀。



在教学中，我把学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教学时：

(一)课堂复习安排了围绕课文连词成句的训练，不但回顾了
全文，而且进行了说话训练，同时学生也得到了词语运用能
力的培养。

(二)采用变序的教学方法，从结果导入课文，引起悬念，激
发兴趣。

(三)整堂课围绕神机妙算这个词语，抓住贺龙同志是怎样神
机妙算的？这条主线展开教学。学了课文第三段后，敌人的
自相残杀使同学们对贺龙的神机妙算有了初步的认识。第二
节中贺龙根据当时的天气，选了有利的地形，设下了草帽计，
学生又一次体会到了贺龙的神机妙算。第三节中敌人中计，
学生进一步感受到贺龙的料事如神、神机妙算。最后请学生
找找还有哪些地方也体现了贺龙的神机妙算？这样，一条红
线贯穿始终，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点。

(四)安排了用自己的话说说敌人被炸的场面和模仿当时战士
们的语气、动作说几句称赞贺龙同志的话两次训练，培养学
生的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
质疑，提高学生质疑问难的能力。

草帽教案小班篇五

1、充分尝试草帽的多种玩法，激发幼儿合作能力，体验草帽
游戏的乐趣。

2、通过玩草帽的过程练习双脚跳、钻等肢体动作，发展幼儿
动作的协调性。

创设摘果子情景、草帽若干，热身律动节奏，《摘果子》音
乐、果树若干。



一、热身运动：快乐的草帽操。

1、师出示草帽：小朋友，你们见过它吗？猜猜今天用它做什
么？

2师与幼儿一起做热身运动。

师：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做运动。

幼儿听律动节奏，双手握草帽做上下肢伸展、下蹲、躯干转
动等动作。

二、尝试草帽的各种玩法、合作交流。

1、师：小朋友，草帽我们可以怎么玩呢？（幼儿自由探索，
教师观察指导）

2、师：刚才我发现好多小朋友玩乐很多中不同的玩法，谁来
展示一下？（请幼儿来展示草帽不同的玩法）。

3、师：你们真是爱动脑筋的孩子，看，他们两个把草帽靠在
一起变成了什么？下面我们来玩钻山洞的游戏。（幼儿两两
搭好，从最后一个小朋友往前钻。）看来，合作让我们的游
戏更加好玩哦！

4、师“来，小朋友，我们5个一对，把草帽放在你脚前面的
地上，我们来进行跳草帽的比赛，哪一组最后一个小朋友先
跳完草帽就哪一组赢。准备好了吗？开始。

三、游戏：“快乐的采摘工。”

1、讲解游戏规则。

看来，小朋友的身体都是特别棒，看，那边果园的果子成熟
了，工人叔叔想请小朋友去帮忙采摘呢。可是去果园的路上



要经过田埂、山洞、小桥、怎么办呢？我们先去试试看，能
否走过去？（师指导幼儿跳过田埂、钻过山洞，走过小桥）。

2、幼儿听《摘果子》的音乐做动作。

哇，我们终于来到了果园，看，这么多得水果，我们一起摘
果子吧。

四、放松运动，播放《三月里的小雨》幼儿做动作。

小小采摘工真能干，摘了这么多果子，今年真是水果大丰收，
我们一起来庆祝丰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