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教资科二教学设计语文(汇
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教资科二教学设计语文篇一

一、导入：（3分钟）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必修三第一单元的三篇小说。
小说是通过设置环境、安排情节、塑造人物来表现主题的一
种文学样式。根据以往关于小说的学习，我们知道，小说的
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的情节一般包括故事的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有的还在前后安排了序
幕和尾声；小说的人物分为三类，即主题人物、陪衬人物和
线索人物。在环境、情节、人物的三要素中，人物是核心，
而环境和情节都是根据人物塑造这个核心来设置安排的。

那么小说是如何来塑造人物的呢？这节课，我们试图通过学
习这个单元的《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
三篇小说来品赏小说人物，学习并掌握人物描写的有关手法。

二、品赏林黛玉的形象:（25分钟）

下面，我们先来共同研究《林黛玉进贾府》中林黛玉这一人
物。

1、直接的心理描写

请同学们齐读第一自然段。



黛玉从此便要开始她在贾府的新生活了，这时的黛玉的心里
都想了些什么呢？是欢呼雀跃，是充满期待，还是其它的什
么心理？请同学们用小说中的原话来回答。

——“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
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多媒体打出）

黛玉这是到了自己的外祖母家啊，怎么会这么谨小慎微呢？

本文开篇的这段对林黛玉心理的直接描写，十分清晰地呈现
出了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的内心世界，让读者一下子就明了了
黛玉敏感、谨慎、自尊的性格特征。由此可见，好的心理描
写能够很好地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它也是人物塑造的
重要手段之一。

2、间接的心理描写

人物的内心世界除了通过直陈的方式表现之外，还可以通过
人物的语言、行动来间接地表现。这种通过人物的语言、行
动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我们称之为“间接的心理描
写”。（媒体打出“人物的心理描写手法：直陈、间接（语
言、行动）”）

那么，林黛玉进贾府后的哪些语言、动作和行为具体表现了
她初进贾府时的内心世界？

请各小组派代表说说本组找到的相关描写。（点一二小组即
可）

3、外貌特征

那么，这样一个“细致缜密、聪慧机敏、自尊特立”的林黛
玉具有怎样的外貌特征和气质风度呢？请同学们把小说中描
写林黛玉外貌的句子或段落找出来。



请同学们齐读这些描写林黛玉外貌的句子和段落。

从这些外貌描写我们能看出林黛玉这个人物到底具有怎样的
外貌特征和气质风度呢？

——貌若天仙、行止高雅、体弱多病；眉目含情、聪慧机敏、
多愁善感。（多媒体打出）

同学们，这些有关林黛玉外貌的描写，是作者直接呈现给我
们的吗？

——显然不是，这些描写都是通过他人的观察和评说来完成
的。这种通过作品中其他人物的观察和评说来描写人物的手
法属于“人物侧面描写的手法”。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对
人物进行侧面描写，除了借助他人的观察和评说之外，还可
以借助人物来衬托、借助环境来烘托。（媒体打出“人物侧
面描写的手法：他人的观察与评说、人物衬托、环境烘托”）

作者借助作品中其他人物的观察和评说来描写林黛玉的外貌
有什么好处呢？

三、品赏祥林嫂的形象:（25分钟）

下面，我们再来共同研究《祝福》中祥林嫂这一人物。

1、外貌特征

《林黛玉进贾府》主要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来表现林黛玉
的外貌特征和气质风度，那么，《祝福》的作者是怎样来描
绘祥林嫂的外貌特征的？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把小说中
集中描写祥林嫂肖像的三处地方找出来。（学生齐读）

请问，祥林嫂的外貌特征也是主要借助他人的观察和评说表
现出来的吗？



2、心理变化

从这三处描写中，我们看到祥林嫂的外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请小组讨论：祥林嫂外貌的变化折射出她怎样的心理变化？

再讨论：为什么祥林嫂的心理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为什么不被允许参加祭祀就让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3、小结：由此看来，祥林嫂的三次外貌描写只是作者塑造人
物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呈现祥林嫂
的内心世界及其在封建礼教重压之下一步步走向末路的心路
历程。祥林嫂的心理变化是通过她的外貌变化间接表现出来
的。这些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让这个悲剧人物的形象更加具
体、丰满、更具有感染力、冲击力和震撼力。（多媒体打出）

四、总结（2分钟）

通过我们对林黛玉和祥林嫂两个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人物的正面的外貌描写还是和侧面的
外貌描写，无论是直接的心理描写还是间接的心理描写，都
是小说描写人物、塑造人物极为有效的艺术手法。这也是我
们学习本单元的三篇小说所要达成的目标。（多媒体打出）

五、赏析老人的形象（25分钟）

1、请同学们根据我们刚刚所学到的赏析人物的方法，自读
《老人与海》，分组合作探究，完成导学案中所有的学习任
务。15分钟后各小组派代表汇报“导学案·合作探究”第1题
和第2题的结果。（15-20分钟）（多媒体打出）

2、（学生汇报后多媒体打出参考答案）

——老人在绝望和希望中挣扎，但每一次都是希望战胜了绝



望，他要和鲨鱼斗到底、斗到死。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它消灭掉，
可就是打不败他。”

第2题：在老人身上，你看到了怎样的精神？老人在你心里是
怎样的形象？

——永不屈服、永不服输的精神。

——一个面临厄运甚至绝境，却自强自信、敢于挑战的、永
不屈服永不放弃……的硬汉子

3、延展：你能根据你心里的老人形象描绘出老人的外貌特征
吗？（5分钟）（多媒体打出）

4、小结：通过合作探究，我们发现《老人与海》这篇小说主
要是通过对老人与鲨鱼进行搏斗的过程中的心理进行大量的
描写，来突出老人永不屈服、永不放弃的硬汉形象的。（多
媒体打出）

六、单元教学总结（7分钟）

其实，小说对人物进行描写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正
面描写，也可以是侧面描写。那正面描写的手法有心理描写、
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外貌描写；侧面描写的手法有通过他
人的观察与评说来描写的、有通过人物来衬托的、也有通过
环境来烘托的。

我们这一单元所学习的三篇小说在外貌描写和心理描写上给
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希望同学们将我们在这一单元的三篇小说中所学到的有关塑
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运用到以后的记叙类文章的写作中去。



小学教资科二教学设计语文篇二

1、认识“依、歇、丧”等5个生字。会写“精、希、却”
等12个生字。能读写“精心、希望、依然”等13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感悟“我们”做风
筝、放风筝、找风筝的不同心情，能读出“我们”的情感变
化。

3、乐意通过上网或查阅书刊搜集有关风筝的资料，或动手做
一做风筝，举办一次小小风筝展览会。

教师：搜集有关风筝的文字资料和图片，放风筝的片断，制
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准备制作风筝的有关材料。

唤起情感，导入学习

2、导入学习：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童年最大的快乐就是做
风筝、放风筝，让我们走进课文，走进他们中间，分享他们
的快乐。出示课题，带着情感朗读课文第一段。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生字可以多读几遍。

2、指名学生读，一人读一个自然段，注意正音。

3、再读课文，边读边画出写“我们”做风筝、放风筝、找风
筝的心情的句子，画好后自己读一读这些句子。

4、交流找到的句子，反复朗读。



5、引导发现、生疑：读后有什么发现，产生什么疑问，与大
家交流交流。

(交流要点：一是读中发现：“我们”的心情在做风筝是挺高
兴的，放风筝的非常高兴，找风筝时很难受。二是读中生疑：
我们的心情为什么会起这样大的变化?)

细读深究，体悟情感

1、学习第2自然段。

a、读一读：激励学生多人次地读这一段。

b、说一说：读了这一段，你知道写了些什么吗?

c、想一想：角色转换，想象：如果是你在做着风筝，你心中
会想些什么呢?

d、找一找：同学们所想象的可以用这段内容中的哪几个词语
来表示或代替。

e、结一结：(师)原来做风筝的快乐就在于它充满着憧憬和希
望。

f、赏一赏：让我们带着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向往、渴望、喜
悦)朗读全段。

2、学习第3自然段。

a、角色转换：风筝做好了，此时你最想干什么?

b、创设情境：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孩子们放风筝的欢乐场
面吧!播放多媒体课件，展示放风筝画面。



c、引导表达：刚才同学们欣赏了放风筝的画面，你们看到了
什么，与大家交流交流。

e、品味课文：用心多遍朗读第3自然段，想一想哪些地方写出
了文中孩子和我们一样的感受。

f、深入赏读：让我们带着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兴奋、激动、自
豪)再读全段课文。

课堂练习。

1、自学生字，交流学法。

a、出示生字，指名组词朗读。

b、观察生字，交流识字写字经验。

c、练习书写生字、抄写词语。

2、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下来。

课外延伸

上网搜集或查阅书刊搜集有关风筝的文字资料或图片资料，
制作资料袋，放到班级园地里展示。

诵读回味，表现情感

选择第1自然段至第3自然段中你最喜爱的一段话读给大家听，
表达出感情。

细读深究，体悟感情

1、学习第4自然段



a、读一读：用心读读第4自然段，能发现“我们”的心情有什
么变化吗?

b、说一说：说说你读后的发现。

c、试一试：能不能用读表现出不同的心情来?(可采用多次读
的方式进行)

d、评一评：你们觉得这些同学读得怎么样，从哪些语词的朗
读上能感受到“我们”的快乐或难受。

小学教资科二教学设计语文篇三

2019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
蓝。”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
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
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
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
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
花。（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分）（2）指导中
年段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10分）（3）根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放”的写作指导
教学过程。（20分）《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
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蓝。”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
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
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
”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
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
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
分）本文围绕“荷叶圆圆”，分别写出了小水珠、小蜻蜓、
小青蛙、小鱼儿对荷叶的看法。本文善于运用叠词，如“圆
圆”“绿绿”，富于音乐美感。善于运用abb结构，如“亮晶
晶”“笑嘻嘻”“一朵朵”，增添旋律感。通过不同的小动



物对荷叶的看法，写出了荷叶给世界带来的贡献。（2）指导
中年段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10分）（3）根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放”的写作指导
教学过程。（20分）《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
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蓝。”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
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
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
”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
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
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
分）本文围绕“荷叶圆圆”，分别写出了小水珠、小蜻蜓、
小青蛙、小鱼儿对荷叶的看法。本文善于运用叠词，如“圆
圆”“绿绿”，富于音乐美感。善于运用abb结构，如“亮晶
晶”“笑嘻嘻”“一朵朵”，增添旋律感。通过不同的小动
物对荷叶的看法，写出了荷叶给世界带来的贡献。（2）指导
中年段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10分）（3）根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放”的写作指导
教学过程。（20分）（一）教学目标读准、认识、正确书写
生字，理解词语。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掌握课文主
要内容了解作者及写作背景（1）知识与能力万能套用：通过
学习，正确读写、理解......等生字词，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掌握课文主要内容。

根据具体内容确定手法过程与方法：通过......方式，提高
阅读鉴赏能力，体会......方法。

万能套用写人记事的文章通过朗读与体会，学习作者通
过......刻画人物的方法，品味文章的语言特色。写景抒情
的文章通过朗读与体会，学习作者通过......刻画景物的方
法，品味文章的语言特色。科普说明的文章通过朗读与体会，
体会说明方法的妙处，品味文章的语言特色。古代诗歌通过
多种形式的朗读，学习作者表情达意的手法，品味诗歌的语
言特色。古代文言文通过朗读与体会，积累文言文常识，品
味文章的语言特色。如何确定教学重点（可参考课后习题）



（1）通过反复朗读，体会写作对象特点（人物性格特点、景
物特点、说明对象特点）（2）感受诗歌的独特意境（3）初
步感受文言文知识。（4）感受作者遣词造句的妙处如何确定
教学难点（可参考情感态度价值观）（1）学习作者抓住特点
刻画人物/景物/对象。（2）深入体会情感。（3）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4）理解主旨句的含义。

《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
的摇蓝。”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
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
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
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
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
花。（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分）本文围绕“荷
叶圆圆”，分别写出了小水珠、小蜻蜓、小青蛙、小鱼儿对
荷叶的看法。本文善于运用叠词，如“圆圆”“绿绿”，富
于音乐美感。善于运用abb结构，如“亮晶晶”“笑嘻
嘻”“一朵朵”，增添旋律感。通过不同的小动物对荷叶的
看法，写出了荷叶给世界带来的贡献。（2）指导中年段学生
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10分）（3）
根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放”的写作指导教学过程。
（20分）（2）指导中年段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10分）一、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正确
读写、理解“躺、蹲、嘻”等生字词，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过程与方法：通过朗读
与体会，学习作者善于观察的好习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受到情感上的熏陶。二教学重难点教学
重点：通过反复朗读，归纳不同小动物眼中的荷叶，体会作
者遣词造句的妙处。教学难点：学习作者抓住特点刻画景物
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荷叶圆圆》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
的摇蓝。”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
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



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
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
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
花。（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分）（2）指导中
年段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
（10分）（3）根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放”的写作指导
教学过程。（20分）（3）根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放”
的写作指导教学过程。（20分）一、导入生字谈话导入，生
活中常见的反义词。大—小，多—少，首—，引出“放”字。
二、学习生字（一）明确结构1.2.教3.学生师黑板板书汉字
观察“放”的字形“放结构，明确”4.教师带领学生写左半边
“方”和右半“左右边“结构反文旁”。”。5.学生教师请
学生上台在黑板上带领全班同学书写观察自己练习本上的书
写，与教师黑板上的“放”字。“放”字的不同。明确（二）
明确意思1.2.教师为学生明确“3.学生学生造句。联系生活，
组词：放”字的意思。（放风筝、放牧、开放驱逐、流放）
（三）拓展延伸生活中还有哪些类似这种结构的汉字？（跑、
蹦等）

“左窄右宽”。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简要分
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分）（2）如指导小学高年级学生学
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15分）（3）依据
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导入环节并说明理由。（15分）简要
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分）《珍珠鸟》是一篇散文，课
文讲述了作者与珍珠鸟相处的日子里，珍珠鸟逐步信赖作者
的过程，表达了作者对珍珠鸟的喜爱、尊重、宽容之情，揭
示了信赖往往创造美好的境界这一人生哲理。作者的观察细
致，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等手法，语言生动有趣，非常
适合小学生阅读理解。

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
点。（10分）（2）如指导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
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15分）（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
设计导入环节并说明理由。（15分）（2）如指导小学高年级



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15分）一、
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正确读写蔓、雏、眸等生字词，正确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掌握课文主要内容。过程与方法：
通过朗读和想象，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我对小鸟的呵护，提
高阅读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喜爱保护小动物的意
识，热爱大自然的感情。二、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理解
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珍珠鸟的喜爱之情。教学难点：理
解“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所揭示的生活哲理。

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
点。（10分）（2）如指导小学高年级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
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15分）（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
设计导入环节并说明理由。（15分）师：上课，同学们好，
请坐。师：同学们,仔细观看老师播放的这段小视频，一会老
师会提问哦！师：视频播放完了，有谁知道视频里的是什么
鸟呢？师：你的手举的最高，你来说生1：珍珠鸟。师：你是
怎么知道的？生2：珍珠鸟小巧玲珑，羽毛的颜色很艳丽，叫
声细细的婉转动听师：嗯，你说的真全面，是个科普小能手。
请坐。师：谁再来说说珍珠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师：你
说生3：珍珠鸟都是成对出现的，而且珍珠鸟特别怕人师：嗯，
看来你对珍珠鸟的了解也很深入。大家这么踊跃，那么今天
我们的课堂也会非常精彩，今天我们跟着冯骥才先生去了解
他和珍珠鸟之间的故事。请大家齐读课题《珍珠鸟》。设计
理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课堂气氛，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
紧接着对珍珠鸟的了解深入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文教学
中，同时也使学生明确本课的教学目标和学习内容，为讲授
新课打下良好的基础。

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分）（2）如指导小学
中年级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15
分）（3）依据拟定的教学重难点，设计本课板书并说明理由。



（15分）（1）简要分析文本的写作特点。（10分）《乡下人
家》是一篇抒情散文，文章按照房前屋后的空间顺序和春夏
秋三季、白天傍晚夜间的时间顺序交叉描写，展现了乡下人
家朴实自然和谐、充满诗意的乡村生活，也赞扬了乡下人家
热爱生活、善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装点自己的家园、装点自
己生活的美好品质。本文语言优美，结构清晰，多次使用比
喻、拟人等手法展示了乡村生活的图画美。是一篇引导学生
学习的佳作。（2）如指导小学中年级学生学习本文，试拟定
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15分）一、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
正确读写“棚架、装饰”等词语。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过程与方法：通过朗读和想象，学习作者拟人、比喻等
修辞手法的运用，提高阅读鉴赏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体会作者对乡村生活由衷地热爱之情。
二、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乡村生活的
图画美。教学难点：体会乡村生活体现的自然和人之间的和
谐。（3）依据拟定的教学重难点，设计本课板书并说明理由。
（15分）设计理由：好的板书设计就是一部好的微型教案。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和学情的分析，加上考虑教学重点为感受
乡村生活的图画美，体会乡村生活的美好情。本次设计的板
书力图清晰、直观，便于学生的学习和理解。

小学教资科二教学设计语文篇四

1、朗读、品味文章语言，体会本文情节环环相扣、文笔流畅
的特点。

2、学习通过外貌、动作、语言、神态描写刻画人物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学习通过生动的人物描写刻画人物的方法。

【教学思路】



以“痛快”为切入点，以“笑”和“静”为立足点，分析人
物形象，体会人物情感。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读了这篇课文，你感受到这是一堂怎样的数学课?

二、分析王老师形象。

ppt显示：这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2)从同学们的“静”中，你看到了一位怎样的老师?

三、ppt显示课文语句：“可惜，从来没有一位同学当面喊
我‘王几何’……”

思考：你认为在与王老师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会当面喊“王
几何”吗?

四、运用语言、心理、神态、动作、外貌等描写方法，描写
一位自己熟悉的老师。

五、课堂小结：

请注意，我并不是要大家死板地跟我学课文、写作文。我只
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生活就是语文，动笔
即是作文，只要我们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做一个时时刻刻
都能被爱感动的人，让爱和欢笑充满我们的生命，这，便是
语文!



小学教资科二教学设计语文篇五

教学目标：

1、复习生字。

2、通过多种方式朗读、感悟课文；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课文
内容；用渐渐说句子，积累语言。

3、懂得遇到困难要认真观察，开动脑筋，积极想办法解决。

教学重点、难点：

朗读感悟课文；明白遇到困难应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的道理。

教具准备：

小矿泉水瓶多个，小石子若干，道具一套，课件一组。

教学过程：

1、学习第一自然段。

（一生读、一生对其评价，师指导读，再指生朗读，齐读。）

2、学习二、三自然段。

（1）生自由读课文找出乌鸦喝到水所想的办法。

（2）生分组按课文内容进行实验。

（3）用渐渐说句子。

（4）指导读二、三段。



（5）用一句话夸夸乌鸦。

3、学生创作课本剧进行表演。

教学反思

如何让低年级的学生乐学、愿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我在
《乌鸦喝水》一课的教学中做了有益的尝试。

一、培养学生亲身实践的能力。

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中，让学生再回到课文看乌鸦
是怎样想办法喝着水的，为了让学生尝试探索新知的经历和
获得新知的体验，小组合作动手做实验，研究乌鸦喝着水的
过程。学生实验完成后，不禁发出：哟，水真的升高了！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通过合作实验，学生主动悟出了乌鸦是怎
么喝着水的。由于设计的实践活动符合一年级学生的特点，
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读一读课文、做一做实
验、说一说实验过程中兴趣盎然地学习语文，真正成为了学
习的主人。

二、激发学生的表现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