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优秀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一

它为我们描绘未来的一天人们生活的情景，假想地球环境恶
化的情况，表达了人类保护环境的强烈愿望。

教学目标

认识3个生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这篇想象日记的叙述
顺序和主要内容。了解作者所想象的30年后地球环境污染的
情况，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和主要内容。

教学构想

这是一篇略课文，要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按照阅读提示的
要求，安排学生自学课文，了解课文为我们描述的未来一天
的生活情形，思考阅读提示中的问题。在学生对文中整体感
知的基础上，让学生分小组进行个作学习和讨论交流。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学生观察周围环境状况，查找环境污染的资料。

教学时间



一课时

学生学习过程

一、图片导入。

1 出示有关环境污染的图片。

2 看到这些画面，你想到什么？

二、读通课文。

1 指名读读“阅读提示”。

2 自由读课文，遇到带生字的句子多读几遍。

3 指名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

三、学生交流，读懂课文。

1 这篇文章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呢？

2 作者按照什么顺序来记叙的？在这一天的各个时间
里，“我做了些什么事？”在书上画下来。

3 日记中讲到哪些环境恶化的情况？

四、阅读、理解课文。

1 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

2 为什么小作者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呢？

3 大家从这一自然段中感受到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4 继续学问，边读，边找，边画。

5 师生、生生合作交流探究。

（1）把找到的问题带到四人小组中进行讨论，并结合课前预
习中找到的有关资料谈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2）小组讨论。

（3）交流，每个小组在介绍时，其他小组可提出疑问。

五、课文中哪个词语会说明这篇日记是想象的。作者写这篇
日记，想告诉我们什么？

六、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大家能回答吗？（学生
可畅所欲言，还可以联系自己身边与环保有关的内容来谈。）

七、总结延伸。

1 学完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感受？

2 根据自己家附近的环境污染情况，说说你有什么打算。

作业设计

写倡议书。

板书设计

28* 20xx年的一天

没有新鲜空气

温室效应



环境恶化 爱护环境

水污染

酸雨

大暴雨、飓风

课后小记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二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七册略读课文《20xx年的一天》。

设计理念

教材分析

《20xx年的一天》是一篇想象未来的日记。课文假想了30年后
人们的生活环境：出门要穿抗辐射服，还要放上除臭剂。为
了不受温室效应的煎熬，要坐上宇宙飞船到太空的特殊学校
去上学。那时，水污染严重，以致于水中很难找到鱼。时常
还要躲避酸雨的袭击。所有这一切都告诫人们：人类如果不
断破坏地球环境，就会失去美好的生活。教材充分体现了语
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学情分析

四年级学生对周边的事物产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学习
愿望，但还不能自主地从生活中进行学习，并把语文知识用
于生活中。在学习方式上，能与他人合作，愿与他人交流。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和主要内容，知道作
者所想象的30年后地球污染的情况。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交互学习方式中，促进学生的整体发展
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打开学生的视野。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激发学生热爱环境的情感，培养保护
环境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是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养成写日记
的习惯。这是语文工具性的体现。教学难点是了解地球有哪
些环境恶化，从而增强环保意识，使学生的`感知转化成实际
行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提高自身的素养。

教法学法

基于本课是略读课文，根据学生已有的学习能力，以及本课
的教学目标，在课前，我发给学生一张自学建议卡(幻灯片)。
1、日记中讲到哪些环境恶化的情况?2、作者写这篇日记想告
诉我们什么?3、理解重难点词语，不理解的，请把它写在方
框里，留待小组交流。4、提出不理解的问题，把它写在方框
里，留待小组交流。所以本课的学法是以自学和小组交流讨
论为主，而教师主要通过课件演示以及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和环
保意识。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学会看钟表上的整时和半时。



2、知道钟面上有时针、分针、12个数、12大格。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

3、帮助学生建立时间观念，从小养成珍惜时间和尊重时间的
良好习惯。 教学重难点：掌握认识整时和半时的.方法。

教学准备：实物钟、课件、钟面

设计理念：《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知识的教学是建立
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上，要把数学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
实际联系起来，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过程。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了《课标》的精神
和在数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从导入到实践活动整个环节
都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根据一年级学生好奇、
好玩、好动的天性，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观察、动手、
比较等一系列的活动，创设和谐的学习氛围，拉近学生与数
学的距离，使学生的思维可以得到尽情的跳跃，个性得到尽
情的张扬，逐渐感受到数学学科的趣味性、生活性和挑战性。

教学时间：12月21日上午第一节

教学过程：

一、猜谜激趣

1.猜谜语：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位新朋友，你们
想知道它是谁吗？认真听：嘀答、嘀答，没腿它会走，没嘴
它会说，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睡，猜猜它是谁？
出示一个实物钟。

2、说作用：这就是钟表，聪明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钟表有
什么作用吗？ (它能告诉我们时间。它能让我早起不迟到。
妈妈就能按时来接我??)



3、点题：原来钟表在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大的作用呀，那么这
节课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钟表 。

二、认识钟面的构成

1、引导观察钟面，漂亮的钟面上有些什么呢？请小朋友仔细
观察。

（教师电脑演示时钟走1分钟和快速走1小时让学生观察）

2、学生独立观察，汇报同学间互相补充。

3、教师介绍：又短又粗的叫时针，又细又长的叫分针。钟面
上一共有12个数字，就是1-12。数字的旁边一共有12个格子。

三、认识整时、半时

1、出示情境图

师：小朋友们对钟表了解的可真不少，那你能和你的同桌说
一说小明在什么

时间做什么吗？再说一说你是怎样看时间的？同桌讨论交流。

2、小组汇报，互相补充。师：你是怎样看时间的？

3、区别整时和半时

师：小朋友们真聪明，你们能给这些时刻分分类吗？

师：那你能说一说整时有什么特点？半时有什么特点？

4、书写时刻

我们认识了这些时刻，你会写一写吗？生板演(6:00)。你是



怎么知道的？

四、巩固新知，拓展应用

1、认一认

（1）学生把小组内钟面的时针和分针调到与图相对应的位置。

（2）学生独立认读时间。

（3）请学生说说图中是什么时间，小朋友在干什么。

2、连一连

（1）学生独立认读时间，并动手把与钟面相对应的时间用线
连起来。

（2）3个小组分别用自制的钟面表示出四个钟面上的时间并
读出来。

五、趣味游戏，培养能力

1、四人为一个小组，第一人拨动时针与分针的位置，第二人
读出钟面所表示的时间，第三人说出在这个时间自己会做些
什么事。一人监督。

2、实践活动：

师：刚才我们看到小明的一天安排的这么好，你们想怎么安
排自己的一天呢？请你把自己的时间安排说给你的同桌听。
生交流汇报。

3、设计钟表：

师：同学们喜欢看动画片吗？你们一定知道这些动画片播出



的时间，下面就请你们拿出水彩笔，画出钟面，并画出相应
的时刻。学生展示作品.

六、布置任务，拓展延伸

师：调查一下，太阳刚升起大约是几时？太阳刚落下大约是
几时？

七、概括总结，质疑升华

2、老师希望你们利用课余时间多观察、多发现、多请教，早
日和时间成为最好的朋友。

3、今天我们认识了钟表，时间老人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
们一定要珍惜时间，合理安排时间。

教学反思：

《小明的一天》一课是一年级上册“认识钟表”的内容。这
个内容是学生建立时间观念的初次尝试。教材以小明的一天
的生活场景作为学习线索，通过调动学生已有的经验和认知
水平，让学生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感知“时间”这一抽象的
概念，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通过实际教学，感触颇
深。

1、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苏霍姆林斯基曾指
出：“如果老师不想办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
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不动情感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
疲惫。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没有学习的兴趣，学习也就成
了负担。”所以，我一直在思索，怎样从一上课就使学生马
上处于振奋状态呢？于是，我利用课件，伴着音乐猜谜语，
学生非常感兴趣。学生看到各式各样的钟表发出惊喜的叫声，
露出喜悦的神情，通过听觉、视觉走进钟表的世界，营造积
极活跃、向上的学习氛围，为学习新知创设良好的情境。



2、充分运用多媒体课件演示，促进学生的认知。在教学中，
我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较好地帮助学
生初步认识钟面：1～12个数字，时针、分针和秒针．我充分
利用多媒体的直观演示，让学生观察钟表，学生发现钟面上
有12个数字，12大格，还有长针和短针。短而粗的是时针，
细而长的是分针。并演示分针走一圈是1时这时时针走了1格，
并让学生跟着时针和分针的行走说说是几时。学生学习的热
情高。

3、加强动手操作，培养能力。抓住学生年龄特征，整节课以
活动为主线，把教学内容清晰有趣的串了起来。调动学生多
种感官参与学习。课中让学生亲自动手拨学具钟，为学生提
供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观察与思考、发现、表达的机会，
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动手实
践能力。让学生在实际中运用所学知识，密切联系实际。体
现数学来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数学。教学中注意创设生活
情境，使数学更贴近学生。

在教学中，仅让学生初步认识钟面，认识时针和分针，会看、
会写钟表和电子表上整时和半时的时刻，初步建立时间观念，
这样显然是不够的，还要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让学生多说
说他是怎能样认时间的。由于学生活动用拨时间所花的时间
多，说整时、半时的时针分针分别指向数字几说的就少了。
在教学中，我对后进生的指导还是不够的。有一个后进
生“12时半”说是“6时”，其他学生立刻订正说这是“12时
半”我用两个学具钟，拨了“12时半”和“6时”进行了对比。
却没有再问后进生明白了没有。

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培养学
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注重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多关爱后进生地学习。提高在课堂
上的应变能力，这样才会使学生会学数学、爱学数学。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四

本书中叙述了一个发生在炎热夏日里的故事:一个小男孩自己
跑到外面去玩。为了捉到大大的锹甲，他跑过田野、跑过牛
棚，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成功了，男孩度过了一个快乐的
下午。

学情分析：夏天是学生们最喜欢的季节，本书的文字充满了
简单的快乐，图画用色浓重饱满，洋溢着夏天的气息。在阅
读学习中感受绘本的乐趣和魅力，激发了他们对夏天的向往
和喜爱。

1.通过学习，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并能复述完整的故事，
积累描述“蓝天”、“白云”、“大海”的词语。

2.通过学习，掌握绘本阅读的基本方法，感受绘本的魅力；

3.通过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通过故事情境的想象练
说，培养学生的说话兴趣和想象能力。

指导学生运用想象力和推断能力了解故事的基本结构，训练
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通过学习积累描述蓝天”、“白云”、
“大海”的词语，在阅读中感受绘本的乐趣和魅力。

学生能够运用想象力、观察力、推断能力了解故事的基本结
构，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和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掌握绘本
的基本阅读方法。

一、音频导入，激发兴趣

1．感官体验——听：课件播放“蝉、青蛙、蟋蟀、海浪、
雷”声。

师：小朋友们，请你们仔细听，这些都是什么声音？听到这



些声音，你有什么感受？

（预设）生：夏天来了……

师：是啊，蝉声、蛙声、雨声……就代表着夏天来了！在你
们心中，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预设）生：夏天呀是美丽的，夜晚我们可以看着浩瀚的星
空，尽情地想象；夏天是炎热的，红彤彤的太阳像个大火球；
夏天是自在的，热了就可以从冰箱里拿出爽口的冰棍吃；夏
天是忙碌的，农民伯伯在努力干活；夏天是多姿多彩的，弯
弯曲曲的小路旁边长满了野花，五颜六色，形态各异。

2.你们喜欢夏天吗？真巧，老师也非常喜欢夏天，今天我要
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名字叫做《夏日的一天》。

3.板书课题

二、学习内容，感受美好

1.初读故事，感受夏日

（1）看图画书的封面，你都获取了哪些信息呢？题目、作者、
译者、出版社、画面等。（教师相机介绍本书的作者秦好史
郎）

（2）描述一下封面上的图画

（预设）生：蔚蓝的天空下是深蓝色的大海，两边是翠绿的
植物。一个小男孩穿着白色短袖，手里拿着捕网，要去捉虫
子。

（3）教师接下来有感情地为孩子讲读故事。

小男孩不经心的回头说：“我出去玩啦！”他一个人奔跑着，



手拿着捕网说“好热，好热，今天好热。哥哥不在家，我一
个人去玩。”屋外真是一幅夏日的风情啊，湛蓝的天空，大
朵大朵的白云，还有茂盛的大树。小男孩急速奔跑着。

（4）你们仔细观察画面，他跑得快不快啊？你是怎么看出来
的？

（预设）生：他的帽檐跑得已经卷起来了！

（预设）生：深蓝色的大海，蔚蓝的太空，白云像棉花糖一
样。远处的青山连绵，小男孩急切地奔跑着，他说：“今天
一定要捉到，我要一个人捉到。”

教师出示关于形容“蓝天”“白云”“大海”的词语，并尝
试运用重新描述画面。

形容蓝天的词语：湛蓝清澈晴朗一望无际万里无云晴空万里

形容白云的词语：白云朵朵云海飘动云卷云舒云海茫茫云雾
缭绕

形容大海的词语：蔚蓝无边无际波光粼粼一望无际风平浪静
碧波荡漾

（5）翻过这页，小男孩来到了哪里啊？（田野）

师：对，这就是田野，穿过铁路，小男孩来到了一片绿色的
海洋——庄稼地！看，青蛙都被他吓的蹦起来了，叶子上趴
着一只蚱蜢，那边还有一只红色的瓢虫，更远的天空上，隐
隐约约还有好多蜻蜓。（引导学生观察画面说出内容）

（6）你们能感受到小男孩的心情吗？你能用一个词形容吗？
说一说。

（预设）生：急切激动兴奋



师：是呀，小男孩真是太激动了，他边跑边说说：“等等我！
大锹甲！”

（预设）生：大锹甲？什么是大锹甲？

师：你们猜猜它是什么？说一说。

好，我们再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能不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师：接下来，小男孩全速冲过牛棚，臭！臭死了！

难怪他跑的那么快！

师：小男孩又开始卖力地爬阶梯，“呼哧，呼哧，呼
哧……”然后坐在石阶的最上面，大口大口地喘气。

师：看着他的神情，老师也为他感到心疼，傻孩子到底要捉
什么，这么卖力呢？

（预设）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画面，学生对台阶后的建筑产生
疑问，教师相机介绍日本的神社。

（预设）生：刚休息了一会，男孩又满血复活了。他来到了
山谷，山谷里有……他跳的那么高，像一只机灵的小猴子！
可是他不小心受伤了，小男孩摸着受伤的膝盖，看着树干上：
“在那！大锹甲！”可是他试了一次又一次，说：“再来一
次，还是够不着。”他用尽全身力气爬上去，还是失败了。
原来是大锹甲和他一起掉下来了！小男孩瞬间的失落化作了
惊喜！

师：尽管满身是泥，腿也受伤了，但没关系——因为，他捉
到了大锹甲，老师都能感受到那股狂喜！

原来大锹甲就是这种甲虫啊。真为他高兴，他找到了。（教
师相机介绍有关大锹甲的知识）



师：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点意外，夏天的天空就像娃娃的脸，
说变就变，顿时就是瓢泼大雨。天空乌云密布，黑压压的一
片，小男孩在下山的路上急速奔跑着，雨打在他的.身上，看
上去像亮晶晶的小豆豆。

师：可是你们注意到了吗？大锹甲在哪啊？

（预设）生：小男孩怕雨水淋了他千辛万苦捉到的大锹甲，
把它藏在了衣服里！

师：你们觉得他在乎被淋成落汤鸡吗？说说你的理由。

（预设）生：不在乎。因为很酷。

2.深入故事，升华主题

（1）当小男孩拿着大锹甲回到家时，他会对哥哥说些什么呢？
请你按照提示试着写一写。

“哥哥，哥哥！快来看，·····”

（2）故事里，为了捉大锹甲，小男孩跑过了许多地方。你能
回忆一下，他都跑过了哪些地方吗？分小组讨论3分钟，将图
片按顺序排列，每组派代表复述故事。比一比，看谁记得牢，
表达清晰。

3.拓展延伸:画一画，写一写

师小结：为了捉到大锹甲，故事中的小男孩跑过大海边、田
野、牛棚、山谷，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终于成功了。你是
不是也感受到了夏日的气息呢？是不是也被小男孩的执着单
纯而感动呢？希望你们像故事中的小男孩一样，也能拥有一
个快乐的夏日午后，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4.图书推荐：关于夏天的图画书



[澳]罗兰·哈维文/图，张博译《海滩假日》

[日]林明子绘，[日]松岗亭子文，彭懿译《我爱洗澡》

[日]佐野洋子著，唐亚明译《绅士的雨伞》

[日]西卷茅子编绘，彭懿译《我的花裙子》

[日]田村茂文，蒲蒲兰译《蚂蚁和西瓜》

[日]宫西达也著，彭懿译《青蛙小弟睡午觉》

[美]莫斯、[美]普赖斯曼著，张莹莹译《大家来听音乐会》

[荷]安娜玛丽梵哈灵根著，郝依梵德海顿、孙鸿雁译《大海
的起点》

[中]曹文轩文[英]郁蓉图《夏天》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五

本书中叙述了一个发生在炎热夏日里的故事:一个小男孩自己
跑到外面去玩。为了捉到大大的锹甲，他跑过田野、跑过牛
棚，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成功了，男孩度过了一个快乐的
下午。

学情分析：夏天是学生们最喜欢的季节，本书的文字充满了
简单的快乐，图画用色浓重饱满，洋溢着夏天的气息。在阅
读学习中感受绘本的乐趣和魅力，激发了他们对夏天的向往
和喜爱。

1.通过学习，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并能复述完整的故事，
积累描述“蓝天”、“白云”、“大海”的词语。



2.通过学习，掌握绘本阅读的基本方法，感受绘本的魅力；

3.通过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通过故事情境的想象练
说，培养学生的说话兴趣和想象能力。

指导学生运用想象力和推断能力了解故事的基本结构，训练
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通过学习积累描述蓝天”、“白云”、
“大海”的词语，在阅读中感受绘本的乐趣和魅力。

学生能够运用想象力、观察力、推断能力了解故事的基本结
构，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和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掌握绘本
的基本阅读方法。

一、音频导入，激发兴趣

1．感官体验——听：课件播放“蝉、青蛙、蟋蟀、海浪、
雷”声。

师：小朋友们，请你们仔细听，这些都是什么声音？听到这
些声音，你有什么感受？

（预设）生：夏天来了……

师：是啊，蝉声、蛙声、雨声……就代表着夏天来了！在你
们心中，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预设）生：夏天呀是美丽的，夜晚我们可以看着浩瀚的星
空，尽情地想象；夏天是炎热的，红彤彤的太阳像个大火球；
夏天是自在的，热了就可以从冰箱里拿出爽口的冰棍吃；夏
天是忙碌的，农民伯伯在努力干活；夏天是多姿多彩的，弯
弯曲曲的小路旁边长满了野花，五颜六色，形态各异。

2.你们喜欢夏天吗？真巧，老师也非常喜欢夏天，今天我要
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名字叫做《夏日的一天》。



3.板书课题

二、学习内容，感受美好

1.初读故事，感受夏日

（1）看图画书的封面，你都获取了哪些信息呢？题目、作者、
译者、出版社、画面等。（教师相机介绍本书的作者秦好史
郎）

（2）描述一下封面上的图画

（预设）生：蔚蓝的天空下是深蓝色的大海，两边是翠绿的
植物。一个小男孩穿着白色短袖，手里拿着捕网，要去捉虫
子。

（3）教师接下来有感情地为孩子讲读故事。

小男孩不经心的回头说：“我出去玩啦！”他一个人奔跑着，
手拿着捕网说“好热，好热，今天好热。哥哥不在家，我一
个人去玩。”屋外真是一幅夏日的风情啊，湛蓝的天空，大
朵大朵的白云，还有茂盛的大树。小男孩急速奔跑着。

（4）你们仔细观察画面，他跑得快不快啊？你是怎么看出来
的？

（预设）生：他的帽檐跑得已经卷起来了！

（预设）生：深蓝色的大海，蔚蓝的太空，白云像棉花糖一
样。远处的青山连绵，小男孩急切地奔跑着，他说：“今天
一定要捉到，我要一个人捉到。”

教师出示关于形容“蓝天”“白云”“大海”的词语，并尝
试运用重新描述画面。



形容蓝天的词语：湛蓝 清澈 晴朗 一望无际 万里无云 晴空
万里

形容白云的词语：白云朵朵 云海飘动 云卷云舒 云海茫茫
云雾缭绕

形容大海的词语：蔚蓝 无边无际 波光粼粼 一望无际 风平
浪静 碧波荡漾

（5）翻过这页，小男孩来到了哪里啊？（田野）

师：对，这就是田野，穿过铁路，小男孩来到了一片绿色的
海洋——庄稼地！看，青蛙都被他吓的蹦起来了，叶子上趴
着一只蚱蜢，那边还有一只红色的瓢虫，更远的天空上，隐
隐约约还有好多蜻蜓。（引导学生观察画面说出内容）

（6）你们能感受到小男孩的心情吗？你能用一个词形容吗？
说一说。

（预设）生：急切 激动 兴奋

师：是呀，小男孩真是太激动了，他边跑边说说：“等等我！
大锹甲！”

（预设）生：大锹甲？什么是大锹甲？

师：你们猜猜它是什么？说一说。

好，我们再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能不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师：接下来，小男孩全速冲过牛棚，臭！臭死了！

难怪他跑的那么快！

师：小男孩又开始卖力地爬阶梯，“呼哧，呼哧，呼



哧……”然后坐在石阶的最上面，大口大口地喘气。

师：看着他的神情，老师也为他感到心疼，傻孩子到底要捉
什么，这么卖力呢？

（预设）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画面，学生对台阶后的建筑产生
疑问，教师相机介绍日本的神社。

（预设）生：刚休息了一会，男孩又满血复活了。他来到了
山谷，山谷里有……他跳的那么高，像一只机灵的小猴子！
可是他不小心受伤了，小男孩摸着受伤的膝盖，看着树干上：
“在那！大锹甲！”可是他试了一次又一次，说：“再来一
次，还是够不着。”他用尽全身力气爬上去，还是失败了。
原来是大锹甲和他一起掉下来了！小男孩瞬间的失落化作了
惊喜！

师：尽管满身是泥，腿也受伤了，但没关系——因为，他捉
到了大锹甲，老师都能感受到那股狂喜！

原来大锹甲就是这种甲虫啊。真为他高兴，他找到了。（教
师相机介绍有关大锹甲的知识）

师：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点意外，夏天的天空就像娃娃的脸，
说变就变，顿时就是瓢泼大雨。天空乌云密布，黑压压的一
片，小男孩在下山的路上急速奔跑着，雨打在他的身上，看
上去像亮晶晶的小豆豆。

师：可是你们注意到了吗？大锹甲在哪啊？

（预设）生：小男孩怕雨水淋了他千辛万苦捉到的大锹甲，
把它藏在了衣服里！

师：你们觉得他在乎被淋成落汤鸡吗？说说你的理由。



（预设）生：不在乎。因为很酷。

2.深入故事，升华主题

（1）当小男孩拿着大锹甲回到家时，他会对哥哥说些什么呢？
请你按照提示试着写一写。

“哥哥，哥哥！快来看，····· ”

（2）故事里，为了捉大锹甲，小男孩跑过了许多地方。你能
回忆一下，他都跑过了哪些地方吗？分小组讨论3分钟，将图
片按顺序排列，每组派代表复述故事。比一比，看谁记得牢，
表达清晰。

3.拓展延伸:画一画，写一写

师小结：为了捉到大锹甲，故事中的小男孩跑过大海边、田
野、牛棚、山谷，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终于成功了。你是
不是也感受到了夏日的气息呢？是不是也被小男孩的执着单
纯而感动呢？希望你们像故事中的小男孩一样，也能拥有一
个快乐的夏日午后，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4.图书推荐：关于夏天的图画书

[澳]罗兰·哈维 文/图，张博 译 《海滩假日》

[日]林明子 绘，[日]松岗亭子 文，彭懿 译 《我爱洗澡》

[日]佐野洋子 著，唐亚明 译 《绅士的雨伞》

[日]西卷茅子 编绘，彭懿 译 《我的花裙子》

[日]田村茂 文，蒲蒲兰 译 《蚂蚁和西瓜》

[日]宫西达也 著， 彭懿 译 《青蛙小弟睡午觉》



[美]莫斯、[美]普赖斯曼 著，张莹莹 译 《大家来听音乐会》

[荷]安娜玛丽梵哈灵根 著，郝依梵德海顿、孙鸿雁 译 《大
海的起点》

[中]曹文轩 文 [英]郁蓉 图 《夏天》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六

设计理念：

1.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积极的组织者和
引导者.语文教学应以学生自读自悟.自学探究为基础,大力提
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

2.架设生活与教材联系的桥梁,引导和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
关注学生的内心感受,注意培养学生对事物有正确的情感态度。

3.使朗读成为学生学习和探究的重要手段.让学生在自主民主
的氛围中学习,自主地读.说;在自读自悟.主动探究中认识生
字,初步了解人类的破坏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并且要为保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尽自己的力量。

教学流程

一、板书课题

二、激趣导入  ：这是一篇阅读课文，你觉得2030年时地
球上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学生
各抒己见。预测学生心理：希望明天充满绿色，充满了新鲜
的事物……）

好，同学们有那么多美好的设想，让我们来看一看课文中是



如何介绍未来世界的。

三、读文、识字解词，探究感悟。

这是一篇以日记形式来写的课文，复习日记格式。

1. 解释课文中的科学术语。（同学之间进行交流，培养学生
的合作精神）

2. 指名分节读文，正音。

3. 再读课文，想想课文中讲到哪些环境恶化的情况。（有目
标地进行阅读和思考有利于学生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4. 大气污染，没有新鲜的空气，温室效应，尾气污染。

5. 海洋污染。（环境的破坏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学生们在阅读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想法）

6.

难道未来世界就一无可取了吗？不，未来世界是一个高科技
社会，文章也多处讲明了这一点。（读文，谈话。让学生学
会从多方面思考问题）

a.抗辐射服的普及。

b. 上课是坐宇宙飞船去，地点在太空上。

c.已发明无铅汽油。

以上说明即使有了高科技，但由于环境被破坏，人们仍然无
美好生活可言。



7.

开展一个小型辩论会：科技对环保的利与弊，明确科技发达
不是破坏环保的主要原因，而地球遭严重破坏是由于人们的
环保意识太差造成，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创设民主的学
习氛围，让学生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学生通过这个环节可以
培养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环境污染的理解，在这一
设计中，学生的语言智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8. 学习文章最后两个自然段，明确作者写作目的。

9. 指导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

四、作业 

1.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

开展一次调查活动，调查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或是科技新成果，
写成一篇日记。（对日记的格式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对发
展科技，保护环境有了更深的了解）

教学反思：

本篇课文虽然是一篇阅读课文，但是现实的教育意义很强，
通过本篇课文的学习能够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育他们从
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保护环境。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我注重了对学生语言智能的培养，语
言智能的关键在于表达。在“说一说，辩一辩”的教学环节
设计中，我充分锻炼了学生的语言智能，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理解，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对表达的内容我又给予了一定
的范围，让学生的思维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观点，而且这种



表达的方法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七

1、理清故事情节，把握文意；

2、抓住有关描写人物的动作神情语言的语段，把握绅士及母
亲的形象特点；

3、学会从平凡处感受关爱，体味人性之美。

1、理清文章的思路，把握故事情节；

2、通过人物描写感受人物形象。

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及人性之美。

：2课时

：本文属自读课文，由学生自学为主。

我们可曾从陌生人那里感受到了关怀和关爱吗？人间各处自
有爱，也许一个微笑，也许是一次伸手，也许是一个拥抱，
也许是一冷赠与。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有关爱的故事。

1、关于作者

2、品读课文：

明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狂欢节的圣卡尔罗广场，游行马车中的一位绅士收留了一个
走失的女童并最后成功地将孩子交还给无比着急的母亲。

分组讨论：请分别从绅士或者母亲的角度叙述这个事件。



文中出现了哪些人物？这些人物有哪些主要特点？

明确：绅士：善良，充满爱心女童：天真，无助

母亲：母爱浓烈游人：热心

明确：装饰华丽热闹非凡人潮涌动锣鼓喧天

为下文女孩的走失、母亲的心急（担心孩子被拐走、被踩死）
做好铺垫。

在老师的引导下分析文章的人物形象

仔细阅读课文，分组讨论以下问题：

1、文中是如何刻画母亲这量角色的？请找出一些相关语句，
细细品味。

明确：

（1）果然不出所料，广场对面的尽头有一个女人发疯似的
用……我丢了女儿……人家把她踩死了!”（动作描写，语言
描写）

（2）女人这样狂躁不安地折腾了整整一刻钟……拼命打开一
条通道。（动作描写）

（3）有个女人一阵风似的朝马路……抓自己的孩子（外貌、
动作描写）

母亲的心急如焚刻画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母亲对于女儿的担
忧、重视以及疼爱。

2、文中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明确：为女儿的安全而焦虑不安甚至陷入恐慌，是一位重视、
疼爱儿女坚强的好妈妈。

3、文中帮助小女孩找到妈妈的绅士是一个怎样的人？从哪些
方面可以看出来？

（1）绅士摘下假面具（动作描写）

（2）车上那位绅士仅仅抱着女孩……并想方设法让小女孩安
静下来（动作描写）

（3）小女孩的哭喊声打动着绅士的心……向人们连声大
喊：“快把她的母亲找回来。”（动作和语言描写）

（4）他亲了小女孩一口……对她说：“拿回去将来做的结婚
嫁妆吧！”（乐于助人,善良、慷慨）

4、除了绅士和母亲，你还能从课文中的哪些地方受到人们的
爱？

（1）“请你收下这个孩子吧……也妈妈可能离这不远了”
（路人为尽快找到孩子母亲而寻求帮助）

（2）绅士接过孩子，其他人不再唱歌了（尽快找到孩子母亲，
人们停止了狂欢）

（3）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都为这个美好结局而由衷
地开心）

：独立完成《练习册》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八

它为我们描绘未来的一天人们生活的情景，假想地球环境恶



化的情况，表达了人类保护环境的强烈愿望。

教学目标

认识3个生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这篇想象日记的叙述
顺序和主要内容。了解作者所想象的30年后地球环境污染的
情况，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和主要内容。

教学构想

这是一篇略课文，要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按照阅读提示的
要求，安排学生自学课文，了解课文为我们描述的`未来一天
的生活情形，思考阅读提示中的问题。在学生对文中整体感
知的基础上，让学生分小组进行个作学习和讨论交流。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学生观察周围环境状况，查找环境污染的资料。

教学时间

一课时

学生学习过程

一、图片导入。

1出示有关环境污染的图片。

2看到这些画面，你想到什么？



二、读通课文。

1指名读读“阅读提示”。

2自由读课文，遇到带生字的句子多读几遍。

3指名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

三、学生交流，读懂课文。

1这篇文章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呢？

2作者按照什么顺序来记叙的？在这一天的各个时间里，“我
做了些什么事？”在书上画下来。

3日记中讲到哪些环境恶化的情况？

四、阅读、理解课文。

1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

2为什么小作者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呢？

3大家从这一自然段中感受到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4继续学问，边读，边找，边画。

5师生、生生合作交流探究。

（1）把找到的问题带到四人小组中进行讨论，并结合课前预
习中找到的有关资料谈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2）小组讨论。

（3）交流，每个小组在介绍时，其他小组可提出疑问。



五、课文中哪个词语会说明这篇日记是想象的。作者写这篇
日记，想告诉我们什么？

六、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大家能回答吗？（学生
可畅所欲言，还可以联系自己身边与环保有关的内容来谈。）

七、总结延伸。

1学完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感受？

2根据自己家附近的环境污染情况，说说你有什么打算。

作业设计

写倡议书。

板书设计

28*20xx年的一天

没有新鲜空气

温室效应

环境恶化爱护环境

水污染

酸雨

大暴雨、飓风

课后小记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九

贾晶

设计理念：

1.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积极的组织者和
引导者.语文教学应以学生自读自悟.自学探究为基础,大力提
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

2.架设生活与教材联系的桥梁,引导和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
关注学生的内心感受,注意培养学生对事物有正确的情感态度。

3.使朗读成为学生学习和探究的重要手段.让学生在自主民主
的氛围中学习,自主地读.说;在自读自悟.主动探究中认识生
字,初步了解人类的破坏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并且要为保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尽自己的力量。

教学流程

一、板书课题

二、激趣导入  ：这是一篇阅读课文，你觉得2030年时地
球上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学生
各抒己见。预测学生心理：希望明天充满绿色，充满了新鲜
的事物……）

好，同学们有那么多美好的设想，让我们来看一看课文中是
如何介绍未来世界的。

三、读文、识字解词，探究感悟。

这是一篇以日记形式来写的课文，复习日记格式。



1. 解释课文中的科学术语。（同学之间进行交流，培养学生
的合作精神）

2. 指名分节读文，正音。

3. 再读课文，想想课文中讲到哪些环境恶化的情况。（有目
标地进行阅读和思考有利于学生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4. 大气污染，没有新鲜的空气，温室效应，尾气污染。

5. 海洋污染。（环境的破坏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学生们在阅读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想法）

6. 难道未来世界就一无可取了吗？不，未来世界是一个高科
技社会，文章也多处讲明了这一点。（读文，谈话。让学生
学会从多方面思考问题）

a.抗辐射服的普及。

b. 上课是坐宇宙飞船去，地点在太空上。

c.已发明无铅汽油。

以上说明即使有了高科技，但由于环境被破坏，人们仍然无
美好生活可言。

7. 开展一个小型辩论会：科技对环保的利与弊，明确科技发
达不是破坏环保的主要原因，而地球遭严重破坏是由于人们
的环保意识太差造成，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创设民主的
学习氛围，让学生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学生通过这个环节可
以培养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环境污染的理解，在这
一设计中，学生的语言智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8. 学习文章最后两个自然段，明确作者写作目的。



9. 指导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

四、作业 

1.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 开展一次调查活动，调查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或是科技新成
果，写成一篇日记。（对日记的格式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对发展科技，保护环境有了更深的了解）

教学反思：

本篇课文虽然是一篇阅读课文，但是现实的教育意义很强，
通过本篇课文的学习能够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育他们从
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保护环境。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我注重了对学生语言智能的培养，语
言智能的关键在于表达。在“说一说，辩一辩”的教学环节
设计中，我充分锻炼了学生的语言智能，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理解，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对表达的内容我又给予了一定
的范围，让学生的思维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观点，而且这种
表达的方法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通过本篇阅读课文的学习，学生们都能够了解科技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了解我们生活的环境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懂
得从自己做起来保护环境。

小明的一天教学设计篇十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体会小作者的激动、紧张和对邓
爷爷的崇敬之情;

2、认识本课“计、算”等生字。会写“及、身”等生字;



3、激发对计算机的兴趣，认识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

1、识字、写字，朗读感悟。

2、体会邓爷爷的话语，感悟自己肩上的责任。

3、读懂较长的文章，基本理解最后一句话的含义。

一、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1、同学们，在你的生活中哪一天最令人难忘?这一天为什么
最令人难忘?请你用简练的语言说一说。

2、根据同学们发言情况教师小结。

3、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就是《难忘的一天》。教师板书课题，
请同学们读一读。

二、学习本课生字和词语。

1、让学生自己读课文，边读边标出生字，画出新词。借助汉
语拼音读一读。

2、同桌之间开展相互间的学习。

(1)打开课后的生字表，读一读生字，如果读得不正确，进行
纠正，还可以借助工具书查一查，读准字音。

(2)两个人读一读画的新词，相互解答不明白的词义，利用工
具书查一查，看看解释。

3、教师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1)教师出示生字卡片，让学生读一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难 忘 爷 计 算 晨 业 连 忙 队 各 意

在读生字的过程中，对读得不准确的地方及时纠正。

(2)看黑板，读词语。先让学生自己练习读，再指名读。

难忘 爷爷 计算 早晨 工业 连忙 满意 紧张 沉着 计算机
各种各样

(3)结合学生遇到的难字说一说记忆字形的方法，教师板书。

晨：上面是“日”字头，下面的`“辰”字第五笔是竖提，注
意与“衣”字区分。

难：左右结构，部首是“又”字旁，右边是“隹”字，不要
写成“住”。

算：这是上中下结构的字，上面是“竹”字头，中间是
个“目”下面是横 ，撇 ，竖。

意：这是上中下结构的字，上面是“立”字，中间是
个“日”下面是“心”。

忘：上下结构，上面的笔顺是：点 横 竖折，不要加点。

动手书空。教师进行板演，易错的地方用彩色笔标出来。

(4)理解词意。

结合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解，让学生先说一说意思，相互
补充，利用工具书查一查。

三、读课文，看插图，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1、让学生自己练习读课文，要做到正确和流利。



2、同桌之间进行互查。

3、与小组成员一起看插图，说说画面的意思，理解课文内容，
而后练习读书。

4、教师检查学生读书情况。

(1)指名读书，大家进行评价。

(2)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讲的是1984年2月16日，我给邓爷爷做计算机表演的事。)

四、指导学生进行书写。

1、让学生观察田字格中的范字，而后描写。

2、教师让学生进行板演，进行评价。

业：笔顺是：竖、竖、 点、 撇、横。书写时要做到先中间
后两边。

意：这是上中下结构的字，书写时要做到上中下各部分所占
高矮比例相同。

队：左右结构，左右两边上下一般齐，不要一高一低。

3、让学生在生字本上抄写生字，教师巡视指导。

五、总结本课学习情况。

六、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