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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研修学习，我们永远在路上 

——牟定县 2019年茅阳第二小学低段语文组网络研修培训简报 

（第三期） 

 

茅阳第二小学低段语文组网络研修成果集： 

16  金色的草地 

茅阳第二小学  姚家丽 

【课时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蒲公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增强

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2.激发学生观察身边事物的兴趣，学习作者善于观察事物，养成

认真观察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象课文描写的画面，

通过多种方式理解文中的重点词语；能用自己的话解释草地变色的原

因。 

【教学难点】  

  抓住蒲公英在一天之内不同时间的变化，体会细致观察的重要性，

懂得只有细心地观察，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 

 

【教具准备】 

课前收集有关蒲公英的文字或图片、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回顾交流，导入新课。 

1.课件出示生字新词，学生开火车读 

2.回顾课文内容，感悟作者观察。 

师：上节课我们体会了金色草地的有趣，这节课我们就来看看作

者是怎么细致观察的。 

二、重点研读，体会观察的细致。 

1.自由读课文，体会作者对蒲公英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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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边读边画出作者喜爱蒲公英的句子。结合课文插图，体会蒲

公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师相机指导，引导体会重点词句。 

出示：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喊：“谢廖沙！”他回过头来，我

就使劲一吹，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的脸上。弟弟也假装打哈欠，把

蒲公英的绒毛朝我脸上吹。 

指名学生学着“我”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喊一喊。 

理解“一本正经”：好像真的有什么事要说，没事却装着有事的

样子。 

出示：就这样，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给我们带来了不少

快乐。 

理解“引人注目”：形容人或事物很具特色， 引起人们的注意。 

学生用“引人注目”造句。 

板书：游戏的快乐 

师：金色的草地带给了“我”和弟弟快乐，它的神奇更吸引着我

“我”仔细观察。 

2.学生齐读第三自然段。 

    思考：“我”发现了什么？ 

学生交流发现，在文中画出草地变色原因的相关句子。生思考：

颜色的变化和什么有关？ 

出示：原来，蒲公英的花就像我们的手掌，可以张开、合上。花

朵张开时，花瓣是金色的，草地也是金色的；花朵合拢时，金色的花

瓣被包住了，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 

学生边读句子边演示，体会变化。 

让学生张开五个手指变为手掌表示花开，收拢五个手指变为拳头

表示花谢。 

引导填空。 

蒲公英的花就像我们的手掌，可以（张开、合上）。早晨，蒲公

英的花（合拢），草地颜色就是（绿色）的；中午，蒲公英的花（张

开），草地就是（金色）的；晚上，蒲公英的花（合拢），草地就变成

（绿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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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草地颜色的变化与蒲公英的花朵张开、合拢有关系。 

3.体会观察的细致。 

师：我们平常看到草地时，你会怎样观察？ 

学生自由举手回答。 

师：作者不仅观察了草地的颜色，还在不同时间观察了草地颜色

的变化，更进一步观察发现了草地颜色的变化与蒲公英的花有关，他

的观察多么细致呀！正是有这么细致的观察，才能在生活中有所发现。 

板书：善于观察、细心、思考探究 

4.指名读最后一自然段 

出示：多么可爱的草地！多么有趣的蒲公英！从那时起，蒲公英

成了我们最喜爱的一种花。它和我们一起睡觉，和我们一起起床。 

理解最后一句话：这是拟人的写法，把蒲公英当作人来写，既写

出了蒲公英的花开、花合与人的起居一样，又抒发了“我”对蒲公英

的喜爱之情。 

师：蒲公英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玩耍的快乐，更让我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神奇，引导着我细心观察，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它真是我们的好

朋友啊！ 

三、拓展延伸。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事物是变化着的。如，向日葵会随

着太阳转动，含羞草被触碰后会“害羞”地低下头……你留意过哪些

事物的变化？和同桌交流。  

四、课堂总结。 

课文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了生活在乡村的小男孩观察发现草地颜

色的变化并寻找原因的过程，抒发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启发我们

要善于观察，留心事物的变化。 

【板书设计】 

16 金色的草地                           

                 游戏的快乐 

          新的发现——颜色变化         快乐 

        启示：要善于观察，思考探究    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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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带刺的朋友》教学设计 

牟定县茅阳第二小学    郭秀梅 

 

【教学目标】 

1.复习本课 11个生字和 17个词语，认识多音字“扎”。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找出描写刺猬偷枣的内容，体会语

言的生动。 

3.初步体会“那个东西”“那个家伙”“小东西”等不同称呼中蕴

含的情感，体会作者对刺猬的喜爱之情，感受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好情

感。培养学生对于小动物的关注与喜爱。 

【教学重点】  

通过语言的感悟和训练，真切地感受刺猬偷枣的本领大，体会作

者的喜爱之情。 

【教学难点】  

     体会句子不同的表达方式，懂得使用比喻句，发挥想象，使句

子更生动形象。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情景激趣，引入课题 

1.今天介绍一位神秘的朋友给大家认识，同学们预习了课文，一

定知道这位朋友的名字？（课件出示 1） 它有什么特点？（课件出

示 2）刺猬的资料，学生阅读了解。 

2.刺猬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人们都喜欢它，也称它为—— 

带刺的朋友（板书：23 带刺的朋友）（课件出示 3）今天就让我们和

作者一起跟这位“带刺的小动物”交个朋友吧，齐读课题。 

 二、复习生字、词语 

1.交朋友之前我们先复习生字。（课件出示 4）    

zǎo chán huǎn yà cè jiān huǎng wù zhú zhā cōnɡ  

枣  馋    缓  讶 测  监   恍   悟 逐   扎  聪   

指名领读、学生齐读、开火车读…… 

2.出示多音字：“扎”，板书指导学生认识。 

3.出示词语，认读词语。（课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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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  如同  无数  新月  忽然  赶忙  墙根  注视  暗暗  

兴许  清楚  劲头  匆匆  散落  聪明  高明  急火火  恍然大悟 

三、初读课文，“走近”刺猬 

    1.请你打开课文第 23 课，快速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写

了刺猬的什么事？（课件出示 6） 

2.交流展示：课文主要写刺猬夜晚在我家后院偷枣的故事。 

四、细读课文，“亲近”刺猬 

（一）了解红枣，感悟诱人 

1.秋天到了，枣树上有什么？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课件出示 7） 

（1）秋天，枣树上挂满红枣。 

（2）秋天，枣树上挂满红枣，风儿一吹，轻轻摆动，如同无数

颗飘香的玛瑙晃来晃去，看着就让人眼馋。 

2.指导朗读。引导学生对比朗读，鼓励学生比较两个句子有什么

区别？（前一句简明扼要，第二句用了比喻的手法使得句子生动形象。）  

3.过渡：这是怎样一种诱人的枣啊，连人都眼谗，更何况刺猬呢。

正因为这些枣那样诱人，才引来了一个小家伙——刺猬，它也忍不住

来偷枣啦啦 

（二）学习“偷枣”，感悟聪明 

1.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第 2-9自然段，按照顺序用“＿”画出刺

猬偷枣的句子，读一读，并用“Ｏ”圈出它偷枣时的动词。（课件出

示 8） 

   2.同桌互相交流，派代表交流。 

（1）引读 2—5自然段。理解：忽然、诡秘。（课件出示 9） 

忽然看见一个圆乎乎的东西，正缓慢地往树上爬…… 

    那个东西一定没有发现我在监视它，仍旧诡秘地爬向老树杈，又

爬向伸出的枝条…… 

  （2）这两句话中有哪些刺猬偷枣的动作？（爬）刺猬是怎么爬的？

（诡秘）理解诡秘（隐秘）说明了什么？（小刺猬偷枣小心谨慎。）

（板书：爬树） 

  （3）指导朗读，小刺猬偷枣可真小心谨慎啊，所以——（学生接

读：缓慢地往树上爬……诡秘地爬向老树杈，又爬向伸出的枝条……）。 

（4）过渡：小刺猬爬上树是为了干什么呀？ 

3.朗读 6—7自然段（课件出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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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满红枣的枝杈慢慢弯下来。 

后来，那个东西停住了脚，兴许是在用力摇晃吧，树枝哗哗作响，

红枣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 

  （1）交流动作“摇”。理解“兴许”（也许）。了解拟声词：哗哗、

噼里啪啦。爬上了树，小刺猬开始摇红枣了，摇红枣的时候刺猬先停

住脚，然后——（学生接读：用力摇晃） 

    （2）小刺猬偷枣的第一步是爬树。从这两句中我们又了解到刺

猬偷枣的第二步是什么？（板书：摇枣） 

    （3）过渡：红枣掉到地上，小刺猬该怎么办？ 

4.自由朗读课文第 8—9自然段。（课件出示 11） 

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树上那个家伙就噗的一声掉了下来。

听得出，摔得还挺重呢！ 

（1） 刺猬是怎么掉下来的？（噗的一声），理解“噗的一声”，这

句话可以看出来刺猬偷枣很高明。（速度特别快）（板书：跳

树） 

   （2）过渡：刺猬从树上掉下来是为了干什么？能用你画的句子说

说吗？ 

5.自由朗读第 10自然段（课件出示 12） 

  很快，它又慢慢地活动起来了，看样子，劲头比上树的时候足多

了。它匆匆地爬来爬去，把散落的红枣逐个归拢到一起，然后就地打

了一个滚儿。你猜怎么着，归拢的那堆红枣，全都扎在它的背上了。

立刻，它的身子“长”大了一圈。也许是怕被人发现吧，它驮着满背

的红枣，向着墙角的水沟眼儿，急火火地跑去了…… 

    （1）学生交流动作“归、打、滚、扎、驮、跑”。理解词语“归

拢”（把散落的东西堆到一起）。（板书：归枣 打滚扎枣 驮枣快跑） 

（2）指导朗读：听你们读得这么好，老师也想和你们一起把这

段话读好，老师读每一句话的开头，你们接下去。 

（3）填一填：（课件出示 13） 

对于散落一地的红枣，小刺猬可不是束手无策，而是匆匆地（爬

来爬去），把散落的红枣（逐个归拢）到一起，然后就地（打了一个

滚儿）。归拢的那堆红枣，全都（扎在它的背上了）。它（驮着）满背

的红枣，向着墙角的水沟眼儿，（急火火）地跑去了……这小家伙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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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可真高明呀！ 

    6.小刺猬偷枣时的这一连串机灵、聪明的举动被躲在一旁的作者

看得一清二楚，难怪他会由衷地发出感慨——聪明的小东西，偷枣的

本事可真高明啊！（读句子）如果你看见了这样的小刺猬，你会怎样

夸夸它呢？  

7.读第 12自然段。（课件出示 14）可是，它住在什么地方呢？离

这儿远不远？窝里还有没有伙伴？好奇心驱使我蹑手蹑脚地追到水

沟眼儿，弯腰望去，水沟眼儿里黑洞洞的，小刺猬已经没了踪影。 

三个问句，写出了作者对小刺猬的赞叹，好奇！还想了解小刺猬

一家的故事，可以读一读本文作者宗介华的散文《带刺的朋友》的原

文。 

五、总结全文，善待动物 

 1. 读句子，体会加点的词语“那个东西”“那个家伙”“聪明的

小东西”，作者的情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交流：从陌生到亲近，到

喜欢。 

   （课件出示 15） 

后来，那个东西．．．．停住了脚，兴许是在用力摇晃吧，树枝哗哗作响，

红枣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 

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树上那个家伙．．．．就噗的一声掉了下来。

听得出，摔得还挺重呢！ 

   聪明的小东西．．．．．．，偷枣的本事可真高明啊！ 

   2.说一说：作者已经把刺猬当作了家庭的一员，这种情感只有那

些与小动物有亲密接触的人才能体会。同学们，让我们走近小动物，

去做动物们最亲密的朋友。说说我们应该怎样关爱小动物？ 

   六、课后作业：把故事复述给家人听 

以“小刺猬偷枣的本领真高明”为开头，按照“爬树摇枣一跳树

归枣一打滚扎枣一驮枣快跑”的顺序讲讲刺猬是怎样偷枣的。 

 

【板书设计】 

                           23  带刺的朋友 

    偷枣 →爬树摇枣、跳树归枣、打滚扎枣、驮枣快跑 →本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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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的西沙群岛》教学设计 

茅阳二小  郑阿梅 

  

【课时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读懂课文主要内容，了解西沙群岛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3．摘抄课文中的优美词句，丰富语言的积累。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回顾课文结构，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 18课。（齐读课题）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节

课的内容，这篇课文时按“总---分---总”的顺序”来写的。其次，

课文写了西沙群岛的哪些地方？（指名答、板书） 

（课件海水）西沙群岛的海水真美呀！课文里用了哪个词语来形

容海水的？（指名答）“五光十色”到底有哪些颜色呢？请同学们边

默读，边在第二段中找出来。（出示课件颜色、指名答）。海水为什么

会有这些不同颜色呢？（指名答） 

（课件出示原文）  齐读第二段。 

    二、品读感悟，深化认识 

  （一）学习第 3自然段。 

    1．自由读第 3段。边读边思考： 

（出示问题）这一段有几句话？每句话分别是什么意思？怎样写

的？ 

2．指名回答。 

(1)谁来读读第 1句话？（动作读，再齐读）说明比喻的修辞手法。 

(2)谁想读第 2句话？理解“蠕动”。指导朗读。 

(3)谁想读第 3句话？（比动作读）作者用拟人化的方法，是句子

生动逼真。 

(4)填空练习、配动作齐读。 

3．总结学法：刚才我们怎样学习第 3自然段的？ 

（指名答）  教师总结（出示课件）首先要知道本段有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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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要知道每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用这种方法来学习第 4 自然段。

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 4段。 

（课件全文）  粘贴学法纸条。 

（二）学习第 4段 

1．读学法。      2.同桌交流。    3.指名答。 

4.这一段是围绕哪句话来写的?（指名答出示课件）再粘贴纸条。 

5.教师总结。 

6.按原文口头填空并齐读。         

（三）用以上方法学习第 5自然段。 

1.同桌讨论、交流学习第 5自然段。 

（1）(出示自学要求)齐读。 

（2）汇报填空总结。 

2.齐读最后一段。 

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这句话和

第一段的第二句话（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

形成首尾呼应。） 

三、回顾课文内容，总结全文。 

    刚才，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游览了西沙群岛，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

下全文。（指板书） 完成课后练习（一） 

从哪些地方看出西沙群岛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你喜欢西沙群岛

吗？ 

四、联系实际，课外延伸 

选择你喜欢的部分，向别人介绍西沙群岛那我们学做导游，向

别人介绍西沙群岛吧！ 

五、板书设计 

18    富饶的西沙群岛 

海水  五光十色 

       珊瑚  各种形状 

海底   海参   懒洋洋 

       龙虾   威武 

        鱼      多 

海岛    鸟    鸟蛋   鸟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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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语文上册《掌声》教学设计 

茅阳第二小学教师   王红梅 

 

教学目标： 

1.结合课文理解“犹豫”、“忧郁”、“歧视”等词的意思。 

2.正确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两次掌声的含义，使学生知道人与人

之间需要关心、鼓励，要关爱残疾人，不嘲笑和鄙视残疾人。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把握课文内容，感受英子在掌声前后的变化。 

教学难点： 

通过语言和动作的描写来体会英子的心理变化。 

课前准备： 

  歌曲《掌声响起来》、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播放歌曲《掌声响起来》，导入新课。 

提问：英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变化的呢？掌声前后比较。 

二、反复品读两次掌声,体会真情实感。 

1.有感情地读 2、3 自然段，找一找、议一议：同学们给了英子

几次掌声？哪些语句是描写掌声的？ 

2.课件出示，提问：文中写了几次掌声？（2次）把这两次掌声

读出来吗？（读出感情） 

三、理解两次掌声的经过。 

1.为什么轮到英子的时候，全班同学的目光一齐投向了那个角落，

英子立刻把头低了下去？ 

 2.英子犹豫了一会儿，慢吞吞地站了起来，眼圈红红的。 

英子为什么犹豫呢？猜猜英子这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 

3.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她终于一摇一晃地走上了讲台。 

为什么英子一摇一晃？（因为她是残疾人） 

4.就在英子刚刚站定的那一刻，教室里是怎么样的情形？引读：

教室里骤然间响起了掌声，那掌声热烈而持久。板书：第一次热烈的

掌声（鼓励） 

指名读出第一次掌声的句子。（读出鼓励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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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问“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是怎样的呢？我们来鼓掌！（师生齐

鼓掌） 

（1）指导朗读：“骤然间、热烈而持久”要读得重一点。 

（2）请想读的同学站起来读。（要读出语气） 

（3）你们的朗读让老师感受到了掌声的力量。如果你是英子的同

学，你想用这掌声告诉她什么？（大胆说吧，我们为你加油） 

5.听到这掌声，英子的泪水流了下来，为什么？（体会英子流的

是激动的泪水，她不再害怕，不再自卑） 

6.过渡：大家的鼓励、支持和信任，使英子镇定了情绪，讲述了

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声音也十分动听） 

7.这时，教室里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同学们给英子的第几

次掌声？（第 2次）如果你当时也在场听英子讲故事，你想用掌声告

诉英子什么？（你说得太精彩了，我们为你骄傲） 

板书：第二次热烈的掌声（表扬） 

8.读第二次热烈的掌声的句子。（读出激昂的语气） 

（1）听到这热烈的掌声，英子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子的

教室去看看！（观察课文插图）指名读出英子的相关动作语句，（体会

“深深地鞠了一躬”）猜猜此时英子下台的心情怎样？（激动、快乐） 

（2）请你替英子说一两句感激同学们的话。 

（3）过渡：是的，英子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对同学们很感激，

为什么呢？是因为同学们给了她鼓励的掌声，给了她赞赏的掌声啊！ 

 9.小组比赛，分角色读，再次感悟两次掌声。 

四、朗读第 4、5自然段。（用轻松、高兴的语气读） 

后来的英子有什么变化？（板书：跳舞 自信） 

英子得到了同学们的掌声，找回了自信。几年以后英子上了中学，

她给同学们来信了！瞧！播放课件：英子的来信。 

五、回味两次掌声的欢乐气氛。学会“鼓起生活勇气，微笑着面

对人生”。 

六、拓展延伸,加深认识。 

假如你是英子，你走上讲台前心里会想什么？当你听到掌声以后

心里又会怎样想？假如你是台下的同学，你想对英子说什么？ 

七、课后作业。 

1.把英子的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2.把文中让你感动的句子摘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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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小兴安岭》教学设计 

茅阳第二小学   王燕 

 

【教学设想】 体会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美和学习积累语言。能

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感受小兴安岭的美丽和富饶，培养热爱大自然

和欣赏自然美的情趣。学习作者抓住景物特点的描写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秀丽。我们曾经游览过江南

水乡——周庄，杭州西湖等，感受江南水乡的独特和秀美，以及灿烂

悠久的历史文化。今天让我们一起去东北的小兴安岭，领略一下它的

美丽与富饶吧！板书课题：美丽的小美丽的小兴安岭。齐读课题。美

丽的小兴安岭。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配乐范读课文，观看小兴安岭四季风景图，整体感知课文。  

2.小兴安岭是如何美丽呢？让我们在读课文中发现这种美。（自读

要求：①读准生字，读通句子。 

②读了课文，你对小兴安岭又有了什么了解？课文的写法上，你

有什么发现？） 

3.你对小兴安岭有了什么新的了解？根据学生回答，补充板书内容。

（①课文是按春夏秋冬的顺序描写的。②它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

是一座巨大的宝库。③它有数不清的树木，学习第一自然段。） 

4.你是怎么来读好这一段的，为什么这样读？（①重读“数不清”，

说明树木的数目多。②重读“几百里连成一片”，说明小兴安岭非常

辽阔。③重读“绿色的海洋”，突出了颜色“绿”，海洋也能说明小

兴安岭非常辽阔。④省略号说明树的种类有很多。） 

   5.标出课文的自然段，思考哪个自然段概括了文章的中心内容。

（以小组为单位，互相讨论研究。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探究能

力。） （1）学生发表，师给予肯定。 （2）学习课文的最后一段     ①

指名读、小组读、齐读---- ②思考：哪个词写出了小兴安岭一年四

季的特点？（景色诱人） ③读完了，你有什么发现？（这段话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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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美，概括了全文，主要写了小兴安岭的美丽和富饶。这段话里有很

多比喻句。） （3）指名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4）齐读最后一段，

这句话把小兴安岭比作什么？（把小兴安岭比作美丽的大花园和巨大

的宝库。）  

6.自由读课文，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描写了小兴安岭的美丽。（季

节：春夏秋冬）    

 7.谈话过渡：这节课我们继续通过朗读去感受小兴安岭四季的美。  

三、赏读课文，感受美景 

（一）学习小兴安岭的春天 ： 

1.（1）小兴安岭美在四季，美在树木。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

了小兴安岭风景最美的地方，此时正好是这里的春天。自读第二自然

段，说说小兴安岭的春天分别写到了哪些景物，它们分别是怎么样的？

（新的枝条、嫩绿的叶子、融化的积雪、淙淙的小溪、散步的小鹿。） 

（2）课件出示学习要求：①请同学们自由读第 2自然段，边读边想，

主要写了什么景物。②画出你认为美的句子和词语，并读给同组的同

学听。③由读，同组交流读。    

 2.学生汇报好词、好句。 （1）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

嫩绿的叶子。“抽出”是什么意思？能换一个词吗？（长出）“抽出”

和“长出”哪个好？为什么？（师引导：“抽”是表示动作的词语，

描写了枝条快速而有力长出来的样子。） （2）春天到了，山上的积

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淙淙地流着。你听到了什么声音？（溪水

流动的声音。） （3）看，小鹿在干什么呀？（小鹿在溪边散步，它

们有的俯下身子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的影子。） 

“欣赏”是什么意思？“俯下、侧着脑袋”等词也用得好，让学生可

以边说边表演动作。（通过拟人的写法，表现了作者对小鹿的喜爱。）     

3.配乐播放课件，指导朗读，边读边想象，小兴安岭的春天还会

有什么景象，它们分别是怎么样的？（大狗熊、松鼠、小草……） 4.

小练笔：把刚才我们说的景物中，选择任意一样你最想写的，写在这

段文字的后面，给小兴安岭的春天添上一抹更美丽的色彩。 5.想象

画面，背诵课文。（配乐）  

（二）学习小兴安岭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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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春姑娘渐渐远去，夏天来到了小兴安岭。让我们迎着夏天灿烂

的阳光，再次走进美丽的小兴安岭。请同学们边读边想象画面，小组

同学一起学习第三自然段。 

 2.你觉得哪些词句描写得特别好？ （1）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

茏，密密层层的枝叶把森林封得严严实实的，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遮

住了蓝蓝的天空。 夏天到了，树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葱葱

茏茏”“密密层层”“严严实实”，这些词写出了森林非常的茂密。）

你还可以从哪些地方看出森林的茂密呢？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遮住了

蓝蓝的天空。一个“封”字，形象地表现了树木枝叶遮天蔽日、又密

又厚的景象，又显示出树木在夏天生长的勃勃生机。 （2）早晨，雾

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早晨的小兴安岭又

是如何一番景象呢？你仿佛看到了…… “浸”说明小兴安岭的雾范

围甚至比森林还广，浓度甚至比水还大，使整个森林都浸染在其中。

（3）太阳出来了，千万缕像利剑一样的金光，穿过树梢，照射在工

人宿舍门前的草地上。 “利剑”说明了阳光的强烈。 （4）草地上

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真像个美丽的大

花坛。从上到下描写具体。  

3.指导学生有感情的读一读描写小兴安岭夏天的段落。 

（三）合作学习描写秋、冬季节的课文内容。  

谈话过渡：春姑娘离开了小兴安岭，夏天也悄悄地走了。让我们

带着秋天收获的希望，再次走进美丽的小兴安岭。现在老师让你们以

小组为单位选择自己喜欢的季节走一走，看一看，读一读，去感受小

兴安岭不同季节的美。 1.体会“秋天美”：（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读课文，读后你觉得小兴安岭的秋天怎么样？作者是抓住了哪些景物

来写的？你是从哪些词句看出来的？你是怎么理解的？（2）分小组

讨论交流。（3）集体交流，教师引领：①小兴安岭的秋天很美丽，很

富饶，作者抓住了树木、落叶、山葡萄、木耳、人参等景物和物产来

描写。②抓住：“飞舞”“献”等重点词语来理解，突出了小兴安岭

的秋天不但景色美丽，而且物产丰富。 ③“落叶在林间飞舞。”“飞

舞”还可以换成哪个词？比较，用哪个词更准确？ 引导理解：“飞

舞”还可换成“飘落”。用“飞舞”而不用“飘落”，表现了落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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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悠悠飘落的情景，使我们体会到秋天小兴安岭的景色美丽，进一

步体会到作者的用词准确。（4）练习有感情地朗读第四自然段。 

2.体会“冬天的美”：（1）按照上面学会的学习方法自学第五自

然段。（2）集体交流：①小兴安岭的冬天美丽、富饶，作者抓住了树

木、积雪、西北风、紫貂、松鼠等来写。②“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

树上积满了白雪。”③学生们抓住“飞舞”“刮”“只好”“散步”

等重点词语来理解，使学生们体会到小兴安岭冬天的美丽和富饶。（3）

练习有感情地朗读第五自然段。  

（四）春天的芬芳、夏天的葱绿、秋天的金黄、冬天的洁白，构成

了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美丽的图画。一个个有声有色的镜头，已经在我

们的眼前一幕幕放映出来，那么，怎样通过朗读来体现小兴安岭的美

呢？ 选择你认为最美的季节，朗读有关课文内容。在头脑中想象画

面，要求读出它的美丽。(生练渎、指名读，集体评议。) 

 四、激情总结，拓展欣赏  

1.齐读最后一段，为什么说小兴安岭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

一座巨大的宝库?(从景美、物美、有价值、有贡献几方面来回答。)  

2.总结语：小兴安岭的一年四季都是美的：春天到来，枝新叶绿，

雪融溪满，生机勃勃，到处流淌着浓浓的绿意；夏天来到，阳光灿烂，

枝繁叶茂，各种盛开的野花把小兴安岭装扮成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坛；

秋天，果实累累，落叶在林间飞舞，无边的森林尽是宝藏；秋去冬来，

雪压枝头，银装素裹，洁白的雪花随风而舞，整个小兴安岭变成了童

话般的境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五、板书设计： 

美丽的小兴安岭 

绿色海洋                        总 

  春：抽出新枝        长出嫩叶  四季美丽 

 夏：葱葱茏茏        密密层层   物产丰富 

秋：落叶飞舞        果实累累 

冬：树上积雪        动物过冬 

美丽的小兴安岭是花园、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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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难忘的泼水节 

茅阳第二小学  张海琼 

 

教材分析： 

《难忘的泼水节》是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二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

课文紧扣“难忘”记叙了 1961 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西双版纳的黎

明城，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事。体现周总理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课文中洋溢着的热情，就像火红的凤凰花，撒满字里行间。作者在人

们欢迎周总理的场面描写中，抒发着兴奋和欢悦；在周总理泼水的描

写中，泼洒着激动和幸福；在文章结尾，作者更是直抒胸臆，连用三

个自然段四个感叹句，表达了人们的激动、幸福和难忘。     

学情分析 ： 

由于课文所述内容年代较远，学生又对周总理了解不够，影响对

课文所表达的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心心相连的深厚情谊的感受。限于生

活阅历，学生对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泼水节了解甚少，

须作简要介绍。要布置他们搜集相关资料，引导学生在自读自悟中和

情感延伸中揣摩文章的意蕴，感受傣族人民和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

幸福和快乐。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课文感受傣族人民和 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幸福和

快乐。 

2.会写本课生字，会认生字，正确读写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对傣族人民的泼水节有初步

了解，对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有一定的认识。 

教学重点 ： 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感受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情景。 

 教学难点 ： 体会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的深厚感情。    

教学准备  

教师：关于傣族泼水节的视频资料、周总理的资料，课件。 

学生：课前搜集傣族、泼水节、周总理的资料。  

课时安排： 两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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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随题目识字。 

1．播放影片，图片上的人们在干什么？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

的心情怎样? 

这是什么节日的场面?(生答“泼水节”) 

2．板书课题，齐读两遍课题 

二、随课题识字。 

1．认识“忘”字。 

（1）你是怎么记住这个字的？ 

（2）、渗透汉字演变过程。师：请看“忘”字的演变过程。 

（3）学写‘忘’字。 

（4）从田字格里找到忘字描一个，写一个。 

2．学习“泼”字。 

3．给“忘、泼”组词，说一句话。 

三、初读课文，学习会认的字。 

1．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次难忘的泼水节，请同学们借助拼音，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做到以下要求。 

自由朗读课文，并完成下列任务：  

（1）不认识的字可以看拼音，或者请教老师和同学; 

（2）圈出生字词，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  

（3）读通每个句子，读不通顺的多读几遍 

2．出示会认的生字，检查学习情况。  

指名认读生字，带拼音读，师相机正音。  

四、学习会写的生字，指导书写。 

1．黑板出示生字，指名认读，给生字扩词。  

2．把生字组词整理后，学生齐读。 

五、学习词语。 

1．出示本课的带生词。指名每个带读一行。结合词语理解象脚

鼓，一年一度的意思，文中是怎样说的？ 

【课件出示凤凰花图片】同学们，凤凰花在每年的泼水节前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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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花时满树结花，远远看去就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课文用了一

个词——“火红火红” 

2．认识多音字：盛  铺 

3．把生字，词语放到句子中，你还会读吗？师：这几句话，看

谁读得更流利：在句子中认读 

句子 1：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长裤，头上包着一条水红

色的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 

句子 2：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

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 

句子 3：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

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总理泼水，

祝福他健康长寿。 

六、再读课文，初步感知。 

1．齐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 

 ①标出自然段序号。 

 ②用自己的话简单说一说，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小组相互交流。 

3．指名交流。（这篇课文主要讲了 1961 年周恩来总理在西双版

纳同傣族人民共度泼水节的欢乐情景。） 

4．交流课前收集的周总理相关的资料。 

七、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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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观天》教学设计 

茅阳第二小学   董佳萍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认识三个字（沿、际、信）；能正确写出八

个字。 

2.过程与方法目标：可以通顺流利的朗读课文。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理解放开眼光，乐于去探索世界的道理。 

二、活动重难点 

掌握生字词。 

初步理解坐井观天的意义，明白放开眼光、乐于探索世界的道理。 

三、活动准备 

情境教学法、角色扮演法 

教学过程： 

导入：角色扮演游戏：6个学生围城一个圈扮演“井”，一名学

生扮演“青蛙”坐在井里，一名学生扮演“小鸟”在“井”外。游戏

开始，老师指导通过不同回答，让学生体验坐井观天的局限性，从而

得出“只有跳出来，才能放开眼光看得更远”的道理。 

一、看到课题想说什么？ 

二、字词教学。 

（一）、生字教学。 

1．学习生字。 

井（jǐng）打井     观（guān）观看      沿（yán）边沿   

答（dá）答案       喝（hē）喝水         渴（kě）口渴   

话（huà）讲话      际（jì）边际 

2．结构归类。 

 独体字 

上下结构的字 

 左右结构的字 

3．出示生字卡片认读。 

4.认读形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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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kāi） 开水 开门见山     井（jǐng） 打井 井底之蛙 

现（xiàn） 表现 活灵活现    观（guān） 观看 坐井观天 

没（méi） 没有 没头没脑    沿（yán） 边沿 积习相沿 

合（hé） 合作 一拍即合     答（dá） 答案 对答如流 

喝（hē） 喝水 好吃好喝     渴（kě） 口渴   

活（huó） 干活 生龙活虎    话（huà） 讲话 二话不说 

标（biāo） 标本 标新立异    际（jì） 边际 无边无际 

（二）、词语教学。 

1.看拼音读词语。 

yán              jì               xìn  

井沿        无边无际              不信   

tái            cuò                hái 

抬头          弄错                还用 

2.摘苹果读词语。 

3.组词。 

铅（    ）  娃（    ）    沿（    ）  蛙（     ） 

除（    ）  借（    ）    际（    ）  错（     ） 

4.认识多音字。 

答  dā 答应 答理 

        dá 回答 对答如流 

    还  huán归还 有借有还                    

        hái  还有 还是 

   5.说反义词。 

错——（    ）    问——（    ）     相信——（    ） 

6.看图一字组多词，选一个词语说话。 

三、初读课文，认识课文内容，解决问题。 

（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 

思考：1.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2.小鸟飞过哪些地方？ 

（二）、师引导学生完成问题一： 

1.课文讲了（    ）和（     ）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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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空。森林 

（      ）无边无际，大得很哪！ 

3.师引导学生看图填空。 

无边无际的（天空） 

无边无际的（森林） 

无边无际的（海洋） 

无边无际的（草原） 

无边无际的（沙漠） 

（二）、师引导学生完成问题二： 

师引导学生看图口头回答问题。 

四、谈收获：学了这篇课文后，你记住了哪个词语或者懂得了一

个什么道理？ 

    1.指名回答问题。 

2.师小结： 

看问题，认识事物，不要像青蛙那样自以为是，要像小鸟那样飞

得高，看得远。 

五、拓展。 

（一）、读诗歌、 

小青蛙，小青蛙，水井底下安了家，说天只有井口大。 

小青蛙，你错啦！天是无边无际的，你快出来看看吧！ 

小朋友，记好了，不学固执的青蛙，看待事物全面化。 

（二）、课后读物。 

画蛇添足   守株待兔     拔苗助长   狐假虎威 

 

板书设计： 

坐井观天   

小鸟                              青蛙 

井沿                             井底                     

天空无边无际                    天空井口那么大 

位置不同，眼光不同          放开眼光，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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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假虎威》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茅阳第二小学   陈丽英 

 

教学目标 ：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教学重、难点： 

 1.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教学准备：课件、生字卡片、头饰 

教学过程: 

一、猜谜语导入   

1. 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猜两个谜语,看看谁最聪明,能很快就 

猜出来。 

2. 教师板书并齐读课题。 

3. 狐狸是一种狡猾多疑的小动物，而老虎凶猛高大，是百兽 

之王，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大家想知道吗？ 

二、预习导学 

1. 这个故事还挺长的，但是我说呀，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

这个故事讲完了，也就是说把“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讲出来了，

这句话就在课文里，你们相信吗？ 

2. 相信的小朋友从课文里找找看，争取说服不信的小朋友。 

3. 出示句子：“原来，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4. 这句话说出了“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我们来试试对

号入座。“狐”就是“狐狸”，“虎”就是“老虎”，“假”呢？句中哪

个词是“假”的意思？（“借着”）“威”呢？（“威风”） 

 5. 我们理解了成语，也了解了故事，那这篇课文就学完了，好

吧？这篇课文还要怎么学？（出示卡片：读一读、议一议、演一演） 

三、教学生字和词语 

(一)活动一：认读生字 

1. 生字结构，交流识字方法。 

2. 讲解书写要领，教师范写。 

3. 学生描红并进行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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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二：我会读词语 

（三）活动三：说一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呢？ 

四、精学重点段落，指导朗读 

（一）活动四：分角色朗读课文，演一演，并说说下面的词    

语哪些是写狐狸的，哪些是写老虎的。（学生练读） 

1. 过渡：看到老虎半信半疑的样子，狐狸摇了摇尾巴说： 

“我带你到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引读）”那么，狐 

狸带着老虎来到森林里以后是怎样一幅情景呢？等一下我想请 

小朋友把这两个自然段写的事表演一下。 

2. 学生自由读书，讨论并练习朗读。（出示图片） 

3. 请 5名学生戴上头饰表演，其余学生当导演。 

4. 教师根据表演评议，帮助理解有关词语。（出示卡片） 

理解：摇头摆尾  神气活现  半信半疑  东张西望 

（请当导演的学生对表演进行评价） 

5. （出示图片）野猪、小鹿、兔子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和往常很不一样，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吗？哪个词写出了不明白？（出

示：纳闷）这时，它们会怎么想呢？（过去狐狸可没这么威风呀，今

天怎么这么神气活现的，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6. 它们为什么“撒腿就跑”？（指导读出害怕的语气） 

7. 看了表演，相信大家再读课文的时候，肯定能读得特 

有感情。（练读，指名读，齐读） 

（四）学习第九自然段。 

1. 过渡：小朋友，当老虎看到大大小小的野兽撒腿就跑时， 

会怎么想呢？（板书：受骗） 

2. 其实百兽是看到谁才跑的？（老虎）根本就不是怕狐狸。 

所以说，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引读）。这就是成语“狐

假虎威”（引） 

3. 这个成语也比喻生活中有些人就像狐狸那样，借助别人的力

量吓唬人，其实自己根本没什么本事，所以我们看事情不要看表面，

以免上当受骗。 

四、拓展延伸 

你认为这是一只怎样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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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船》教学设计 

茅阳第二小学  李红云 

 

【教学目标】 

 1．学会认 9个字，2个偏旁“舟、门”，会写 4个字。 

2．初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会正确、流利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3．引导学生通过看图领悟星空的美丽，产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过程与方法】 

1．学生结合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教师指导学生看图，以情景导入让学生感悟到星空美。 

3．教师引导学生想象星空景物，培养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3分） 

1．师引导生随着音乐，欣赏美丽的夜空。课件 1 

2．交流。师：你们感受到什么？（你听到什么？） 

3．导入课题，师生同板书。 

二、初学课文，整体感知。 

1．初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3分） 

出示自读要求：1.借助拼音自由地读课文。要读准字音，读通顺。 

2．把横线上的字在课文里圈出来，多读几遍。 

3．碰到学不会的字，问问旁边的同学。 

4.学习生字课件 3 

（1）指名读：谁愿意做小老师带领大家认读生字。 

（2）游戏 1：摘星星读生字。 

（3）你能把这些字读给同桌听吗？ 

（4）游戏 2：认读无拼音的生字（指名读）。 

（5）小组同学比赛认读无拼音的生字。课件 15 

（6）男女生比赛认读无拼音的生字。课件 15 

5.读课文，指名 2 人读。师：生字会读了，课文会读了吗？课件

三、进一步学习生字。 

（板贴生字） 

1．看课件分析字形 

2.读一读有词语的生字。师：联系生活给生字组词才能记住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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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生字口头组词。 

师指导生书写词语。 

四、学写字。 

1．观察学习新笔画。（） 

2．引导仔细观察笔顺。 

3．师示范板书写字。 

4．生临摹，每个写 2个。 

五、读儿歌，记忆课文，学习课文。 

（一）学读课文  师：这篇课文是一首儿歌，我们可以于诵读儿

歌的形式来读课文。 

1．课件欣赏一遍。 

2．跟课件读一遍。 

3．摇头读课文。 

4．拍手读课文。 

（二）理解课文。 

1．月儿是什么样子的?像什么？（课件 23）板贴课题月图 

2．小朋友坐着月亮船上，他看到了什么？（星星、蓝天） 

六、拓展。 

 师：同学们太棒了，月儿可喜欢你们了，送你们一首儿歌，我

们一起来听一听、唱一唱。 

1．学唱儿歌。 

2．师有感情的读课文一二行：我看到了人造卫星，我还想看到

神话的嫦娥，我想彩虹桥上走一走........ 

3．同学们，你们想看到什么？想去做什么事？ 

4．思想教育：努力学习，学知识、爱科学。 

板书: 

 

2    小小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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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尾巴》教学设计 

 茅阳第二小学  习 菊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比、尾、巴”等 12 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读好问句。 

3．了解一些动物尾巴的特点，培养探究的兴趣。 

二、教学重难点： 

1．朗读课文。  

2．读好问句，知道一些动物尾巴的特点。 

三、课前预习： 

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动物卡片、词语卡片。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小朋友们，喜欢做游戏吗？那我们就先来玩一个“摸身体”

的游戏吧！ 

2．游戏开始。 

师：摸摸你的脸，摸摸你的鼻子，摸摸你的耳朵，摸摸你的嘴巴，

摸摸你的头发，摸摸你的腿，摸摸你的肚子，摸摸你的尾巴。 

 你们笑什么？你找到尾巴了吗？把你的尾巴亮出给大家瞧瞧！  

师：对啊，我们是没有尾巴。可是许多小动物们有尾巴。小朋友

们，你们知道哪些动物有尾巴呢？ 

生：猴子有尾巴。老虎有尾巴。兔子有尾巴------ 

3．引出课题并板书 

（二）、读文识字。 

1．有哪些小动物参加了比尾巴大赛呢？请小朋友们带着这个问

题自由读课文。 

2．学生自由读课文。  

3．指名回答，学生边回答教师边相对出示图片和动物名称。并

和小动物打招呼：你好，小兔。  

4．学习生字。并学习新的偏旁八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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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自由读 

6．读后谈话：了解了这么多动物的尾巴，你最喜欢谁的尾巴呢？ 

（三）、学习课文 

1．师： 喜欢猜谜语吗？看谁猜得又对又快 。 

红花头上戴，彩衣不用裁。清晨唱支歌，千门万户开。脚像小扇

子，嘴像小铲子， 下水捉鱼虾，不湿花褂子。 

耳朵长，尾巴短， 三瓣嘴，蹦蹦跳。 

脑袋聪明，手脚灵巧，喜欢爬树，最爱吃桃。 

甩开大尾巴，一纵身就能腾空跃过好几米远，在树冠上飘来飘去。 

2．耳熟能详。 

学生多课文，并背诵课文 

五、拓展延伸。 

 1．找尾巴 

 师：比尾巴大赛真的很好玩，这些可爱的动物因为太贪玩，把

自己的尾巴都弄丢了，他们都很伤心，你们能帮它们找回来吗？ 

  出示动物及尾巴图，完成连线  

2．听儿歌 ，创编儿歌 

出示图片，仿照课文，创编儿歌。  

六、总结 。 

小朋友，今天我们很高兴认识了六种小动物，以及它们尾巴的特

点。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动物，它们的尾巴都有各自的特点。请小朋

友在课下收集有关动物尾巴的图片、知识等，让我们了解更多小动物

的奥秘。 

 七、板书设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