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会人物对话教案 人物一组教学
反思(大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一

教学反思需要跳出自我，反思自我。所谓跳出自我就是经常
地开展听课交流，研究别人的教学长处，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通过学习比较，找出理念上的差距，解析手段、方法上
的差异，从而提升自己。下面是关于《人物描写一组》教学
反思范文，欢迎借鉴!

教学《临死前的严监生》这篇课文时，我是这样做的：

在上课前，我就让学生读了《儒林外史》的第五回，使他们
对原文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严监生原名严致和，是一个
非常富有的人，“家有十多万银子，钱过百斗，米粮成仓，
童仆成群，牛马成行”。对于这样一个人，本应该丰衣足食，
但是平日里，他“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
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肉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他就是
了”。他这样拼命地节制一切费用，终于营养不良而染了疾。
即使生病以后，仍旧“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病得吃不
下饭，还要在“家前屋后走走”，看守他的财产。卧床不起
了，还一心“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
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病入膏肓时，还“舍不得银子吃
人参”。这种对财物的过分爱惜，该用不用，足可见其吝啬。
在教学感悟严监生这个人物形象时，通过补充严监生的背景
资料，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人物的性格
特点。



在学习严监生的动作、神态的句子的时候，我抓住文中“两
根指头”这一细节，让学生感悟、思考：严监生的都已经病
得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还伸着两个指头，这两个指头代表的
到底是什么呢?这么多人猜测，却没有一人能真正理解他的内
心，他不住地摇头，“那是怎样的摇头?”

“面对大侄子、二侄子、奶妈一再的误解，此时此刻他的内
心怎样?”引导学生体会严监生的急切，心急火燎。

“没人能理解他，没人能读懂他，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什么
呢?”让学生体会严监生从失望到绝望的心情。

“此时的严监生真是有口不能言啊，如果可以，他会说什么
呢?”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走进人
物内心，真正感悟到严监生的吝啬。

在对文本有了深刻理解后，我问学生：“你认识了一个怎样
的严监生?”很多学生都说他吝啬、爱财如命,也有学生说他
是勤俭持家、是节约。为了让学生真正把握人物形象，我先
让他们理解吝啬和节约各是什么意思?吝啬是指过分爱惜自己
的钱财，当用的不用。而节约是指节省，不浪费的意思，二
者有本质上的区别。然后，我让学生再读课文，找出严监生
临死前的动作和神态描写,并根据动作神态的变化揣摩他当时
的心理活动.让学生意识到严监生把一根灯草看得比生命、亲
情、财产都重要，这就是吝啬。其实，对于这一人物的理解，
也许不同的人去读，会有不同的感受。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阅读教学中要强调
多元解读，强调独特感受和体验，但是任何作品的价值都有
一个主流解读。主流解读是大多数读者的理解和体验，也是
我们解读作品、理解作品的基础。所以，老师还要起到一个
良好的主导作用。另外，根据单元训练重点，我还设计了一
个小练笔，让学生学习本文作者的写作方法，用细致的动作、
神态来描写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让学生学以致用。



《人物描写一组》这篇课文是由三篇独立的片段组成的：
《小兵张嘎》、《临死前的严监生》、《“凤辣子”初见林
黛玉》，并且三篇短文都选自名著。这三个片段分别描写了
小嘎子、严监生、凤辣子三个人物形象，而每一个片段，作
家描写人物的方法，侧重点又不尽相同。在教学时，我不急
于求成，先复习一下人物描写的方法：外貌、动作、神态、
语言、心理活动的描写来突出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或某种思
想品质。我用了三个课时，每一片课文用一个课时，每课抓
住一个训练的重点。

《小嘎子和胖墩儿比赛摔跤》着重抓住人物的动作描写来学
习。让学生在文中找出描写人物动作的词句并划出来，先自
己体会，然后交流汇报。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理解，不仅
把文中描写人物动作的句子、词语都找出来了，而且理解得
也很透彻。再让学生个别读、集体读这些句子，更加深了学
生的理解，效果非常好。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着重抓住人物的外貌、穿着、语
言的描写来学习。采用小组的形式，先划出相关的句子，再
小组进行讨论，最后在全班进行交流。学生在交流的时候还
会有较大的争议，通过同学们的探讨，该搜理的知识点基本
上都挖掘出来了。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二

这篇课文里安排了三个片段，其一是嘎子和胖墩儿比赛摔跤，
其二是临死前的严监生，其三是“凤辣子”初见林黛玉。初
读课文的时候，我真有些奇怪，这篇课文为什么安排这样三
个片段，无非就是抓住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等方面来表
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细细揣摩了这三个片段，我才发现，
我最初的理解的确是太过粗浅。每个片段都有其特别之处。

于是，我安排了三个课时学习这篇课文。学习每个片段之后
都安排了一个小练笔，让孩子们用以致用。



学习了《嘎子和胖墩儿比赛摔跤》后，我带着孩子们归纳总
结出了作者的写作方法，主要是抓住了嘎子的神态，语言和
心理活动来表现嘎子调皮活泼，工于心计的特点。孩子们对
这样的写法并不陌生，但是像这样正式提出来学习，还是第
一次。于是，我给了孩子们十多分钟的时间让他们仿照作者
的写法写写同桌的一个特点。多数孩子写得不错，还有个别
的孩子把人物的特点写得活灵活现。

第二课时，我安排孩子们自学了片段，然后归纳作者的写作
方法，但是孩子们只知道作者抓住了严监生的神态动作来描
写，并不知道文章里用了大量的侧面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点。
孩子们听我介绍了这个方法后特别高兴，跃跃欲试，于是，
我让他们依然写写自己的同桌。可惜的是，孩子们写出来的
片段符合要求的并不多，文字里的确有不少的侧面描写，但
是与人物的性格特点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也理解孩子们，
这样的一次训练不会有多大的成果的。

第三课时的任务就比较重了，因为这个片段都是节选自《红
楼梦》的片段，描写王熙凤外貌的句子特别拗口难懂，很不
容易读正确，既要将生僻字读正确，还要正确断句。我在课
前听了一些朗读，都是不同的读法，比如有的录音将“缕”
读成lou的音。经过认真地比对查相关资料，我才确定了文章
的正确的读法。在上课的时候，我将这个部分当成了学习的
重点。我首先引导孩子们反复朗读了这段生拗的文字，然后
引导孩子们从这段外貌中体会王熙凤的性格特点，最后总结
外貌描写的方法。这段外貌描写非常华丽，也很讲究很精细，
作者首先是总写，然后分写，在分写的时候又是先写的首饰
和装饰，后写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外貌描写都体现
了王熙凤的一个性格特点——奢华。课文学完之后，我让孩
子们写写同桌的外貌，按一定的顺序写，同时所有的描写都
要体会同桌的一个性格特点。这下可难倒这群孩子们了，不
过他们可高兴了。不管他们有没有写出符合要求的“作品”，
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哈，这是文字的魅力啊！



作为语文教师，真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这样我们
才能用好教材，教好孩子。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三

《人物描写一组》这篇课文由3个独立的片段组成。《小嘎子
和胖墩儿比赛摔跤》选自中篇小说《小兵张嘎》，《临死前
的严监生》选自《儒林外史》，《“凤辣子”初见林黛玉》
选自《红楼梦》，题目为编者所加。这3个片段分别描写了小
嘎子、严监生、凤辣子三个人物形象，每一个片段，作家描
写人物的方法，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可以说这3个片段是人物
描写的经典。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一是通过对3个片段的阅
读，感受小嘎子、严监生、王熙凤这三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二是从中体会作家动作描写、语言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
写及细节描写等写人的方法。另外，还要通过本篇课文的学
习，进一步激发学生阅读中外名著的兴趣。在完成教学目标
的过程中，我觉得做的最成功的是：小组合作学习。

1、自主学习。教学时，我采用先自主学习，后合作学习的方
式。学生按座位分成三个大组，分别自主学习三个人物描写。
在充分读文的基础上，请第一组同学重点分析“小嘎子”形
象；第二组重点分析“严监生”形象；第三组同学重点分
析“王熙凤”形象，自主学习完后，请各组学生上黑板板
书“小嘎子”“严监生”“王熙凤”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他
写得不完整之处本组成员可以上来补充，词语不要重复，看
哪组分析得最全面，这时每组不甘落后，几乎每位同学都想
到黑板上来写上几笔。第一轮学习任务是在自主+合作的基础
上完成的，这时黑板上出现这样的内容：小嘎子灵活机智自
以为是颇有心计 顽皮好斗；严监生爱财如命吝啬爱惜东西节
约守财奴刻薄；王熙凤 阿谀奉承 见风使舵 做事招摇 爱打
扮伶牙俐齿。

2、加强朗读训练，让每组同学在课文中找出从那些地方给你
留下这样的印象，找出语句描写来读一读。如果你读的部分



和你分析的人物特点有不相符之处，就会让小组失分。通过
学生读课文中相关语句，加恭恭敬敬a以分析，小嘎子的“好
斗”没得到认同，严监生的“爱惜东西、节约”没得到认同，
王熙凤的特点概括的最恰当，没有争议。最后第三小组获胜。
这次合作，充分挖掘了学生的潜能，人物特点分析到位，尤
其是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还
是颇有难度，但通过合作与竞争，恰恰是分析得最到位最透
彻的。

在与大家的交流中，我感到自己在语文教学上还应该从细处，
从深度上下功夫。比如，随着学生语文能力的逐渐提高，应
该学会结合具体语言环境辨析多音字的读音。比如“叉”这
个字一共有四个读音，在本文中，这个字在同一句话中出现
两次，两次的读音却不一样。此外在交流完三个主要人物形
象后，我想和学生一起总结描写人物性格特点的方法，总结
完之后顺势组织一个习作，让学生挑选身边的同学和老师，
抓住他的性格特点进行片断描写，最后让大家来猜猜他写的
是谁。但是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所以最后学生最
精彩的写作没有呈现出来。

从这节课中，我发现了自己以后在备课时，要多点考虑到容
量和时间的问题，要有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进行交流和碰撞，
以产生新的学习知识。总之，一次上课，一次收获相信在不
断的磨炼中，我也会不断进步起来。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四

五年级语文下册第22课《人物描写一组》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感受严监生这个鲜活的
人物形象。理解课文内容，学习作者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描
写人物的方法。

学习重点：学习通过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表现人物性格



特点的写作方法。

教学难点：体会作家描写人物的方法。

教学准备：作者资料

ppt课件

生：小嘎子顽皮、机敏、富有心计。

生：小胖墩很沉稳，也是个摔跤能手。

师：嗯，他们两个各有特点。你还有其他收获吗？课文着重
抓住了什么进行描写？

生：

生：小胖墩和小嘎子比赛摔跤时的动作、神态。

生：抓住细节进行描写。

师：是啊，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人物描写一组》的第二个片
段，这篇课文选自吴敬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只有
区区三百多字，却被人们视为细节描写的经典，这是一段怎
样神奇的文字啊？（板书课题，读课题，正音监，理解监
生）。

师：片段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严监生呢？（强调临死前，师在
临死前下打上点。）

师：设想一下一个人在临死前会想些什么？

生：

师：这些都是一般人临死前的想法，请同学们读读课文，说



说你的收获。

师：严监生临死前最牵挂的是什么？（师板：两茎灯草）

师：在古代灯草是用来照明的，它非常地便宜，相当于一盒
火柴里一根火柴的价钱，高明的作家善于抓住特殊情景下的
最不起眼的事物来刻画人物形象。

原来

两茎灯草就是严监生临死前的心事，他的表现是怎样的不一
般呢，请大家仔细地读课文，划出直接描写严监生的句子。
（生读书画记）

师：严监生临死前有哪些不一般的表现？

生：

（出示句子：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
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师：这句话里描写了些什么？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

生：

师：是啊，此进的严监生病情严重，还吃力地伸着两个指头，
却总不得断气，多么难受，多么可怜！看来，这严监生是天
大的心愿未了，再读读整个句子，注意，他的病已经很重了，
很难受，很可怜的。（男、女生分别读。）

师：还有哪些直接描写严监生的句子。

生：

生：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了，登时就没了



气。

师：登时是什么意思？联系前后文字，可以换成

生：马上、立刻、顿时

师：同学们真厉害，关于严监生不一般表现的句子，找得可
真准！那么，我们再读读这几个句子，想想，严监生当时的
心情怎样？（出示三个句子）

生：焦急，难受

生：（大侄子的话）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

师：严监生对这样的猜测满意吗？

生：不满意。

师：他的表现是，来，读出来（指名读

板书：两个指头）

生：二叔说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

师：又没猜对，此时的严监生（指名读严监生第二次摇头的
句子

板书：越发指得紧了）

师：二侄子也没猜中他的心思，关心的是他的银子！严监生
心里会怎么想？

生：

师：在严监生苦苦支撑的时间里，还有谁接着做了猜测？



生：奶妈做了猜测：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
念。

师：所有女生先读奶妈的话，男生读后面的动作描述！

师：多么固执的严监生啊！

可怜的老人在想什么呢？

生：

生：绝望、生气

板书：点一点头）

生：

师：此时，你感觉到严监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生：（板书：吝啬？节约？）

师：严监生的行为是不是节约呢？举例说说吝啬与节约的不
同。

小结：该花费的也不花费叫吝啬，不该花费的就不花费叫节
约。

生：这些都是人物的动作和神态描写。

生：亲人们都没有猜对他的意思。

生：焦急、无奈的加剧。

师：作者抓住了严监生临死前的典型事例，动作变化的典型
细节，把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



师：通过刚才的学习你知道了哪些写作方法？

生：

（板书：典型事例

典型细节）

生：写了他的吝啬的特点，抓住了他临死前的典型事例。

生：主要写了他三次摇头的动作，神态这些典型细节。

师：

这就是一个杰出作家的不同非凡之处，写一个人的吝啬，无
需多动笔墨，就抓住严监生临死前的典型情节，通过动作变
化的典型细节就把人物的吝啬鬼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

师：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要这样，抓住典型情节，通过典型
的细节，刻画出人物特点。

生：

总结：同学们，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让我们进一步了
解和学会人物描写的方法，并能抓住典型的情节，通过典型
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希望你们灵活运用写作
方法，写出让自己更满意的文章。

《临死前的严监生》这个片段刻画了爱财胜过生命的守财奴
的形象，这是一段绝妙的描写，总是断不了气的严监生却一
个劲地伸出两个指头，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在学习严监
生的动作、神态的句子的时候，我抓住文中两根指头这一细
节，让学生感悟、思考：严监生的都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
为什么还伸着两个指头，这两个指头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么多人猜测，却没有一人能真正理解他的内心，他不住地



摇头，那是怎样的摇头？引导学生体会严监生的急切心情。
没人能理解他，没人能读懂他，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什么呢？
让学生体会严监生从失望到绝望的心情。此时的严监生真是
有口不能言啊，如果可以，他会说什么呢？通过这样一步一
步的引领，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走进人物内心，真正感悟到
严监生的吝啬。引导学生读书、思考、交流、讨论，让学生
体会和学习作家怎样抓住人物动作、肖像、心理及细节描写
等写作的方法。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五

我觉得这节课做得最好的是：小组合作学习。

1.自主学习。教学时，我采用先自主学习，后合作学习的方
式。学生按座位分成三个大组，分别自主学习三个人物描写。
在充分读文的基础上，请第一组同学重点分析“小嘎子”形
象；第二组重点分析“严监生”形象；第三组同学重点分
析“王熙凤”形象，自主学习完后，请各组学生上黑板板
书“小嘎子”“严监生”“王熙凤”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他
写得不完整之处本组成员可以上来补充，词语不要重复,看哪
组分析得最全面，这时每组不甘落后，几乎每位同学都想到
黑板上来写上几笔。第一轮学习任务是在自主+合作的基础上
完成的，这时黑板上出现这样的内容：小嘎子灵活机智自以
为是颇有心计顽皮好斗；严监生爱财如命吝啬爱惜东西节约
守财奴刻薄；王熙凤阿谀奉承见风使舵做事招摇爱打扮伶牙
俐齿。

从这节课中，我发现了自己以后在备课时，要多点考虑到容
量和时间的问题，要有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进行交流和碰撞，
以产生新的学习知识。总之，一次上课，一次收获相信在不
断的磨炼中，我也会不断进步起来。

加强朗读训练，让每组同学在课文中找出从那些地方给你留
下这样的印象，找出语句描写来读一读。如果你读的部分和



你分析的人物特点有不相符之处，就会让小组失分。通过学
生读课文中相关语句，加恭恭敬敬a以分析，小嘎子的“好
斗”没得到认同，严监生的“爱惜东西、节约”没得到认同，
王熙凤的特点概括的最恰当，没有争议。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六

抓住“两个指头”，走进守财奴的内心。

《两茎灯草》中的严监生非常吝啬贪财，是个要钱不要命的
人。课文抓住他的动作、神态来描写，尤其是严监生伸出两
个手指的细节。教学时，我抓住这个细节，狂追不放，让学
生理解“此时此刻，严监生想说什么”，以这个问题来理解
临死之前的严监生，急于想说什么，进而走进他的内心，理
解严监生吝啬、小气的形象。学生细读文本，找出了描写严
监生动作、神态的句子，我引导学生重点关注“两根指头”
这一细节，让学生感悟、思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严监生都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还伸着两个指头，他
想说什么呢？这么多人猜测，却没有一人能真正理解他的内
心，他不住地摇头。

严监生内心的焦虑越来越迫切，没人能理解他，没人能读懂
他，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什么呢？严监生的心情从失望到绝望
到崩溃。此时的严监生真是有口不能言啊，如果可以，他会
说什么呢？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
走进人物内心，真正感悟到严监生的吝啬。正是作家抓住人
物动作、肖像、心理及细节描写等写作方法，才达到如此效
果。

《人物描写一组》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七

在上课前，我就让学生读了《儒林外史》的第五回，使他们
对原文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严监生原名严致和，是一个
非常富有的人，家有十多万银子，钱过百斗，米粮成仓，童
仆成群，牛马成行。对于这样一个人，本应该丰衣足食，但
是平日里，他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
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肉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他就是了。
他这样拼命地节制一切费用，终于营养不良而染了疾。即使
生病以后，仍旧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病得吃不下饭，还
要在家前屋后走走，看守他的财产。卧床不起了，还一心想
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
里只是急躁。

病入膏肓时，还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这种对财物的过分爱惜，
该用不用，足可见其吝啬。在教学感悟严监生这个人物形象
时，通过补充严监生的背景资料，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使学
生能更好地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

面对大侄子、二侄子、奶妈一再的误解，此时此刻他的内心
怎样？引导学生体会严监生的急切，心急火燎。没人能理解
他，没人能读懂他，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什么呢？让学生体会
严监生从失望到绝望的心情。此时的严监生真是有口不能言
啊，如果可以，他会说什么呢？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
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走进人物内心，真正感悟到严监生的吝
啬。

在对文本有了深刻理解后，我问学生：你认识了一个怎样的



严监生？很多学生都说他吝啬、爱财如命，也有学生说他是
勤俭持家、是节约。为了让学生真正把握人物形象，我先让
他们理解吝啬和节约各是什么意思？吝啬是指过分爱惜自己
的钱财，当用的不用。而节约是指节省，不浪费的意思，二
者有本质上的区别。然后，我让学生再读课文，找出严监生
临死前的动作和神态描写，并根据动作神态的变化揣摩他当
时的心理活动。让学生意识到严监生把一根灯草看得比生命、
亲情、财产都重要，这就是吝啬。其实，对于这一人物的理
解，也许不同的人去读，会有不同的感受。正如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阅读教学中要
强调多元解读，强调独特感受和体验，但是任何作品的价值
都有一个主流解读。主流解读是大多数读者的理解和体验，
也是我们解读作品、理解作品的基础。所以，老师还要起到
一个良好的主导作用。另外，根据单元训练重点，我还设计
了一个小练笔，让学生学习本文作者的写作方法，用细致的
动作、神态来描写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让学生学以致用。

《人物描写一组》这课有三个描写人物的片段，教学时我抓
住了每个细节描写的侧重点进行教学。第一个片段是抓住了
小嘎子和胖墩的动作描写，文中对小嘎子摔跤时的动作描写
极为细致。对于这些动作的体会，我分别请几对同学上台表
演课本剧，请同学从动作神态这方面去评审这几对同学的表
演，加强了对站、围、蹦、转、推、拉、拽、顶板等动作的
理解。第二个片段抓住了严监生的神态动作描写，我让学生
画严监生摇头的动作和伸手指的动作来体会作者所刻画的爱
财胜过爱生命的守财奴形象。第三个片段抓住了凤辣子的语
言神态描写。这一课既是课文也可以作为指导写作的范文。
我在教学时读写结合，在了解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后，对学生
进行了细节描写的写作练习。在教学这课时，第三个片段中
对凤辣子的外貌描写，有许多词是不常用的，学生对这些词
不理解，也读不通顺，于是我采取了领读的方式，在熟悉的
基础上，让学生练读，然后挑读，并引导学生简单地理解了
句子。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王熙凤这个人物，我将从《红
楼梦》中截取的片段播放给学生看，图文结合，更好地帮助



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第七单元的课文都是描写人物的，除了让学生了解课文的主
要内容，体会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重点
是体会作家描写人物的方法。我在教学22课《人物描写一组》
时着重点就放在体会描写人物方法上。

《人物描写一组》这篇课文是由三篇独立的片段组成的：
《小兵张嘎》、《临死前的严监生》、《凤辣子初见林黛
玉》，并且三篇短文都选自名著。这三个片段分别描写了小
嘎子、严监生、凤辣子三个人物形象，而每一个片段，作家
描写人物的方法，侧重点又不尽相同。在教学时，我不急于
求成，先复习一下人物描写的方法：外貌、动作、神态、语
言、心理活动的描写来突出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或某种思想
品质。我用了三个课时，每一片课文用一个课时，每课抓住
一个训练的重点。

《小嘎子和胖墩儿比赛摔跤》着重抓住人物的动作描写来学
习。让学生在文中找出描写人物动作的词句并划出来，先自
己体会，然后交流汇报。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理解，不仅
把文中描写人物动作的句子、词语都找出来了，而且理解得
也很透彻。再让学生个别读、集体读这些句子，更加深了学
生的理解，效果非常好。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着重抓住人物的外貌、穿着、语言的
描写来学习。采用小组的形式，先划出相关的句子，再小组
进行讨论，最后在全班进行交流。学生在交流的时候还会有
较大的争议，通过同学们的探讨，该搜理的知识点基本上都
挖掘出来了。

《临死前的严监生》作者主要抓住了人物的动作、语言的描
写来刻画人物的形象。教学时，我采用完全让学生自己学习
的方式，让学生读完课文后，自己在文中找出描写人物动作、
语言的句子，在书上把自己的理解写下批注，绝大部分同学



写得差不多的时候，让他们互相交流一下后再在全班作汇报。

通过这些方式的学习，同学们对人物描写的方法，作者抓住
人物的外貌、动作、神态、语言等方面的描写队表现人物的
性格特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学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
也更清楚地体会到了写人的文章应该如何去写，写人的文章
与写事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学生应该比以前清楚一些了，比
较好地达到了学习和运用的`效果。

学会人物对话教案篇八

教学这篇课文前,我布置了孩子阅读相关资料,对课文片段有
了一定的了解。这篇课文由3个独立的片段组成。《小嘎子和
胖墩儿比赛摔跤》选自中篇小说《小兵张嘎》,《临死前的严
监生》选自《儒林外史》,《"凤辣子"初见林黛玉》选自《红
楼梦》。

学习本文,我分为三个课时,每一课时学习一个片段。在教学
时,我指导学生回顾交流,即畅谈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阅读片
段,感受人物形象,体会作家描写人物的方法;最后还将三个片
段合起来进行比较阅读,看看三个片段同是写人,写人的方法
有哪些相同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自己有何感悟或体会,并相
机开展课外读写实践。

本文三个片段的人物描写都非常的精彩,主要是抓住了人物的
语言、动作、神态、外貌等描写,各个片段描写的侧重点又有
所不同。学生经过查找资料在预习的时候对三个人物已经有
了一定的了解,在学习课文的时候适当引导,学生很快就抓住
了作者的写作方法。课一结束,总体觉得孩子们的学习状态还
不错,反思自己的行为有亮点也有不足,遗憾之处:

1、课的准备不够充分,从孩子们欣喜的眼神中能感受他们对
小嘎子这个人物形象的喜爱,在读的基础上,要是配上相应的
视频课件我想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2、在教学时,我的语言还不够精炼,对问题的设计也可以再推
敲。课堂上我努力想做到面面俱到,但效果却恰恰相反。

在以后的教学中,要细心地教学,结合本班学情开展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