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微课教学设计范例 初中语文微课教
学设计(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微课教学设计范例篇一

《陋室铭》微课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学习托物言志的写作技巧。

2．体会作者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

教学过程：

一、译

二、读，体会韵文“铭”的文体特点。找韵脚，生读韵文，
师读散句。体会骈散结合、错落有致的语言节律之美。

三、把握人文情怀及写法。

1、生动讲述《陋室铭》刘禹锡三次搬家气知县的轶事。

之后齐读感悟 2、析文。

由尾句“何陋之有”引出不陋的原因——惟吾德馨。明确主
旨句。



分析主旨句的引出方式，陋室不陋三表现。结句的类比手法
和引用典故的作用。顺势明确本文思想感情。

归结托物言志的手法。

三、总结：

这篇铭文通过赞美简陋的居室，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
和安贫乐道的情怀。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和类比衬托的手
法。

板书设计：

陋 室 铭

刘禹锡

景——幽雅

陋室 人——儒雅 不陋（德馨）

事——高雅

附件2：

微课教学设计模板

初中语文微课的优点及作用 1.“微课”不同于教研活
动。“微课”可以在办公室或其他场所进行，它观察、研究
对象主要是教师的教，对学生的状态只能作出猜测。活动的
目标主要在于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案，培训教学技能等。

2.“微课”的规模小、时间短、参与性强。教师在学科组内
参加活动。每人上“课”、被评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
听“课”者由其他参加者（同组教师和专业人员）组成。在



活动的过程中，每一位教师不仅登台上“课”，展示自己对
某堂课的准备情况，同时又可作为学生向同事、向专业人员
学习，并参与对教学效果的自评与他评，不断反思、修改自
己的课前备课，总结经验，提升能力。

3.“微课”的反馈及时、客观、针对性强。由于在较短的时
间内集中开展“无生上课”活动，参加者能及时听到他人对
自己教学行为的评价，获得反馈信息。较之常态的听课、评
课活动，“现炒现卖”，具有即时性。由于是课前的组
内“预演”，人人参与，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师的心理压力，不会担心教学的“失
败”，不会顾虑评价的“得罪人”，较之常态的评课就会更
加客观。

4.微课其实是老师与学生在心灵上交流、互动的教学模。.微
课虽然是无生上课，但上课的老师心中必须有学生，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展示出老师的教学技巧和老师的教学素养。只有
心中有生才能上好微型，从而达到提高自身教学技能的目的。

初中微课教学设计范例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借助插图、生活实际，结合诗人背景理解古诗大意，体会
诗人感情。

3、了解诗画特点，领悟本课借物言志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诗歌大意，欣赏诗中景物，领悟诗人情怀，学习表达方
法，感受古诗魅力。

一、以花入画，以画入诗，走进诗文。



1、以花的话题入画

2、学生交流。

师：清代诗人郑燮对兰花情有独钟，他专画兰竹，五十余年，
不画他物。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诗人郑燮的画作。

cai显示：《兰竹石轴图》、《兰石图》、《墨兰图轴》、
《山顶妙香图轴》

2、师：郑燮不仅爱画兰花，而且还用写诗的方式表达对兰花
的喜爱。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题于《山顶妙香图轴》上的古诗
《题画兰》。教师范读。

板书课题，学生读题、解题。

二、习文读诗，明了诗意。

1、自由读诗，读准字音。

2、指名朗读，集体正音。

3、再读古诗，读出诗的节奏与音韵。

4、全班齐读。

5、了解诗中大意，师配乐讲述

三、精读品诗，感悟诗情。

学习第一句

(一)看兰

学习第一句。



1、指名读第一句，思：兰花给你们留下了什么印象？你从哪
里看出来的？(千山顶上头)

2、身边的兰花和这里的兰花进行对比：

3、指导读第一句。

师：是呀，而这里的兰花却是长在“千山顶上头”呀，这么
高！谁能把这种高给读出来呢？

学习第二句

(一)闻香

1、生：——突岩深缝妙香稠(课件显示)

2、师：香吗？闻一闻！(香)哪里看出来？(妙香稠)

(二)品香

1、初步理解“妙香稠”的字面含义。

师：香到什么程度？(稠)读出“稠”的感受。

2、进一步体会花香的“妙”

师：花香本是四溢的呀，为什么这里的花香却这么“稠”?请
你们再读读这句诗。

学生谈。

师：本该四溢的花香在突岩深缝间聚集，竟香浓到令人感到
粘稠，这是多么奇妙的花香啊！

来，再读这句诗，读出又粘稠又奇妙的花香来。



过渡：难道这里的兰花真有那么香吗？带着这个问题听听老
师下面的介绍。

3、进一步理解“妙香稠”的含义。

4、师：听了有关郑燮的介绍，结合郑燮的人生经历，这里
的“妙香稠”还暗指什么呢？

师：兰花啊，只有你高贵纯洁的兰花才能理解郑板桥呀！读
第二句诗。

5、全班齐读一、二句诗。

学习三、四句诗

1、师：你们再轻声读读三、四句诗，读懂了什么？

结合刚才的介绍，这里的的“喧闹”仅仅是在写兰花和兰花
脚下的浮云吗？

2、师：身处其中的郑燮是什么态度呢？(来不相知去不留)

是呀，这不就是郑燮的志向的表白吗？这里的兰花不就是郑
燮的真实写照吗？这就叫“借物言志”。(板书：借物言志)

3、小结。

4、指名读，边读边评价。

5、回归整体

配乐齐度读古诗。



初中微课教学设计范例篇三

——长方形周长的计算

酿溪一小黄志汉

一、知识点来源：

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二、录制工具和方法：

电脑录制

三、设计思路：

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是三年级上册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是在学
生已经认识长方形的基本特征并初步理解周长的含义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探索并掌握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本课设计
以这一基本理念为指导，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和“以自主
探究为主线”，重视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努力使学生在探
索交流中获得新知，同时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通过长方形周
长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合作精神。

四、教学目的：

1、知识目标：

结合具体情境，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计算长方形的周长。

2、能力目标：

在对长方形周长计算方法过程的探索过程中，发展空间观念。
在应用周长计算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初步有条



理的思考。

3、情感目标：提出并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体验同一问题可
能有不同的解答方法，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学
习数学的乐趣。

五、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长方形周长的计算。难点：

理解周长的意义。

六、教学过程：

1、用小棒摆出长方形，回顾长方形的特点

2、探索长方形周长计算方法。

3、发现长方形周长的计算公式。

七、教学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告诉学生在生活中有许
多关于周长的有趣问题，只要你们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你
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

八、板书设计：

长方形周长=长+长+宽+宽长方形周长=长×2+宽×2长方形周
长=（长+宽）×2设计的理由：

我设计的理念新，活动实，算法活，探究真。下面简单介绍
一下：



1、立足已有的知识基础和活动经验。在学习长方形的周长前，
学生已经了解了周长的概念，知道周长是一周边线的长度。
为了探究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我首先让学生同桌之间说
一说什么是周长，复习周长的概念。紧接着让学生摸一摸数
学书的边线，摸一摸卡纸的边线，为下面探究周长的计算方
法做铺垫。

2、注重几何直观能力的培养，积累探究活动的经验。探究长
方形的周长，我首先引导学生思考，长方形的周长跟什么有
关。结合描边线的手势，学生直观感悟到，长方形的周长就
是卡纸的两条长与宽的和。带着问题去探究，学生的操作目
的性强，这为学生探究算法做好了几何直观的准备。结合前
面的动手操作与数学思考，学生一边想，一边描边线，周长
的计算方法如到渠之水，自然而然的呈现出来。沿着边线首
尾一周的学生首先展现了4边之和——长+长+宽+宽；先描两
条长，再描两条宽的同学，又展示了长×2+宽×2。结合孩子
的展示成果，我问，有没有更为简洁的计算方法呢？学生根
据乘法的结合律又列出（长+宽）×2。算法的多样化在课堂
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没有刻意的让孩子用哪一种方法去计
算长方形的周长，而是让学生选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去计算。

这个探究活动没有故弄玄虚的情境，取材简单，一张长方形
的卡纸，而探究的过程具体，探究的结果成效显著。是一个
真实有效的探究活动，特别推荐给大家。一谈到探究，有的
老师认为没有实验器材，学生不知道如何探究，师生总是谈
虎色变，而我的设计既轻松，又简单！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初中微课教学设计范例篇四

一、激发感情，导入新课

如果说母爱如涓涓溪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那们父爱便是一
首永远不老的歌，常常震憾着我们的心灵。生活中父亲就是
那登天的梯，就是那拉车的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认识父亲那高大、感人的背影，感
受浓浓的父子亲情。

二、简介作者。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省扬州市人,散文家、诗人、
学者、民主战士。有诗文集《踪迹》、《欧旅杂记》,以及一
些文艺论著，收在《朱自清文集》里。《背影》是记实散文，
写于1925年。作者曾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
的父亲的来信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
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述的那一回，
想起来跟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

三、初识背影(放全文朗读动画)

要求：1、注意一些生疏字的读音

2、体会作者的感情基调

3、画面中哪个场景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四、回望背影

1、作者是怎样刻画父亲买橘子的背影的?(有感情的朗读,注
意朗读时感情舒缓、深沉)

外貌描写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色大马褂，深青布棉袍。

动作描写蹒跚、探、攀、缩、倾

2、你认为第6节中哪个词语用得最好?说说理由。

黑、深青——家境不好，心情忧伤(黑色给人压抑沉重的感觉，
这是一个沉重的背影!)



蹒跚——年纪较大，腿脚不便，(这是一个蹒跚的背影!)

探攀缩倾——行动不便，步履艰难(动作描写，“探”，体胖
动作不灵便，下铁道小心翼翼;“攀”，既写出月台的高度，
又可以想象父亲爬月台的吃力;“缩”，两脚无处可蹬，把怎
样爬写得更细致;“倾”，爬上月台虽然十分艰难，但又十分
努力的样子。——这是一个艰难的背影!)

过渡语：对于这个场景，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前几
天我查阅资料，看到了这么一段文字：

9月12日《北京青年报》报道：由于多数学生反对，《背影》
可能落选湖北版语文教材。学生的理由是：《背影》中“父
亲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翻越铁路线”和“父亲形象不够潇
洒”。

9月14日“搜狐网”：听到这个消息，台湾的年轻学子反应却
是相当不以为然，而国文老师更是直呼不可思议。他们认为
这样做太无聊，《背影》所传递的人性美、人情美是经久不
变的“善与美”。

(一二两组持第一种观点，三四持第二种观点，展开辩论，赞
成任何一方均可，但必须结合课文父亲的形象来谈，有理有
据。)

过渡语：大家讲的都很精彩，其实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
都能成立，的确从交通规则方面来说父亲的行为对我们产生
了一定的误导，但《背影》这篇文章的主题主要体现父亲对
儿子深沉的爱，所以本文更注重着人性美、人情美的传递，
一个称职的父亲，为了子女，他什么都可以付出，他买橘的
一系列的动作，无不渗透着浓浓的父爱。这种“父亲”身上
特有的东方式人性美、人情美，出现在家庭祸不单行的日子
里，令之动容的不仅仅是儿子，则更有读者了。)



五、寻找背影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真挚无私的。这种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子女对这种感情有的体会到了，有的体会不到;有的
当时就体会到了;有的过后才体会到。请你体会一下生活中父
母对你的爱，寻找一下生活中的背影。写300字左右的小作文。

初中微课教学设计范例篇五

本节课面向初二学生，年龄处于13,14岁之间，学生学习热情
高，自信心强。经过初一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较好的语言
基础，有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能够进行简单的写作。
在上完本课sectiona的内容后，能正确拼写本课有关的词汇
并掌握了现在进行时表将来的时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部分
学生一见到英语写作就产生恐慌心理，特别是当看到有些情
境难以用英语表达出来时。再次，学生容易轻视谋篇。认为
书面表达构思简单，只要没有语言、语法错误再加上几个”
漂亮”的句子就能拿高分。其次，一些学生不知道写作的主
旨意图，以为写作就是要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很多学生基
本功很差，学习比较懒散，不愿积累。

1.语言知识目标

2.语言技能目标

能运用本课的词汇与句型写调查报告，介绍自己以及小组同
学的度假安排；

3.情感态度目标

能在描述自己的计划和打算时，激起学生更加热爱祖国的美
好河山。

4.学习策略目标：



1．在学习中集中注意力；积极思考；善于记要点；

2．学会科学安排自己的假期活动，能和合作伙伴互相交流，
充分交换信息。

3．能在小组活动中积极与他人合作，相互帮助，共同完成学
习任务；

4．在使用英语中，能意识到错误并进行适当的纠正；

5.文化意识目标

了解英美国家的人们在工作之余是如何轻松度假的。

学会科学安排自己的假期活动并能灵活运用于生活中。提高
写作能力。

本节课开始创设一个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情境，引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引出本课主题—谈论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由此引
出一种新的时态：过去完成时。并运用类比的方法，让学生
比较现在完成时、过去式和过去完成时的区别。然后设立各
种教学环节，通过听、说、读等各个方面的练习，让学生对
这一新的知识加深认识与理解，最终落实在写的层面上，通
过对gina的故事的讲述，让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有个全面的、
系统的认识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