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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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语文
学习是一种生活状态的体现。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紧密
联系儿童的生活，让课堂与儿童生活紧密相连，让课堂成为
教师和学生生活中的的一部分。

《赶海》这篇课文记述了“我”童年时代跟舅舅去赶海的事。
全文的内容也紧紧围绕“趣”字来展开，重点描写了“追浪
花”、“捉大虾”、“抓螃蟹”、“抓海星”等场景来展开
的。因此，在教学中，就要紧紧抓住这个“趣”字，让学生
感受到赶海的“趣”，激发学生热爱大海、热爱生活的思想
感情。当然，在教学时，最好激活学生的生活体验，这样更
容易让学生进入到情境中去，更容易让学生体会到文章
的“趣”。

在教学时，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赶海，对于生活在海边的孩子来说是很熟悉的，但是课前的
调查发现班中大部分同学没去过海边，更别说赶海了。为了
让学生能更深入地体会到赶海的乐趣，在课前，我便播放
《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借助优美的歌声创设情境，唤起
孩子们对大海的向往和回忆，把他们的情绪带入到文本中去。
孩子们的情绪一经调动，把学生引入文本就水到渠成了。

我在教学重点段时，紧紧抓住“趣”，放手让学生围



绕“趣”字自读课文，引导学生自读自悟追浪花、抓海星、
捉螃蟹、捏大虾的趣，组织合作学习，引导学生联系生活，
回忆赶海的经验，抓重点词句体会有趣情景。

《赶海》一课在运用词语方面非常准确、传神，值得细细体
会。教学时，我结合图象、声音等，唤起学生的感性认识，
体会这些词语运用的`精妙，如学习“它摇摆着两条长须，活
象戏台上的一员武将”这一句时，我先让学生找出文中对大
虾的描述，然后让学生初步体会一下大虾的形象。接着，出
示图象，让学生将戏台上的武将的形象与大虾作比较，从而
让学生体悟到大虾与武将的相似之处。让学生通过观察、比
较，领悟到课写出了大虾耀武扬威、威风凛凛的样子，而如
此威风的大虾竟一会儿成为“我”的俘虏，是多么有趣呀！
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不但体会了词语，训练了语言，更
觉趣在学习中。

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赶海》这篇课文叙述了“我”童年时代跟着舅舅赶海的一
件事，抒发了“我”热爱大海，热爱童年生活的真挚情怀。
这篇课文的内容比较浅显，主要通过指导学生朗读来领会课
文内容，训练学生的语感。

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
读的习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就要努力为学生创设良
好的学习氛围，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学习
新知识的活动中去。

在课前，学生已经预习了课文。我在检查学生对字词的掌握
情况时，对捉、捞、捡、摸、抓、夹、捏等词语，让学生通
过做动作表现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然后在学习课文的时候
进一步体会用词的精当。这样一次一次的阅读理解，全体学
生都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学生真正地成了学习的主人。课
标中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



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获取知识，
形成能力。学生自主学习，既避免了教师的烦琐讲解，又培
养了他们独自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
在学生活动、自主探索的基础上。同时，通过反复阅读，学
生逐步加深了对课文语言的感悟和内化，促进了语感的积淀，
并将感悟品位的文字通过激情朗读表达出来。

《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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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赶海》“海”一直都是我的梦中情结，我身处内地，长江
之畔，能长年看到海的机会等于零，只能在假期中如滔滔江
水般“东去到海不想回”。

我的做法如下：

由学生学过的《美丽的南沙群岛》引入，引发对大海美的印
象。



教师导语：

大海不仅美丽，而且他有着博大的胸怀，每天都准备了丰富
的馈赠给那些赶海的人们。

生：什么是赶海？

师：呀！你们脑子中记忆深刻的事还真不少呢，赶海的趣呀，
也在“我”

的脑海中真是深深的扎下了根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再
默读课文，找找原因吧，并用笔划出来，做上眉批。

在朗读中学生交流着“我”的赶海之趣。

在评价中帮助学生体会“我”的赶海之趣，捉虾之趣，观景
之趣??

在句式比较中体会“嘿，我抓住了一只海星！”等语气组词
开头句中

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赶海》这篇课文叙述了“我”童年时代跟着舅舅赶海的一
件事，抒发了“我”热爱大海，热爱童年生活的真挚情怀。
这篇课文的内容比较浅显，主要通过指导学生朗读来领会课
文内容，训练学生的语感。

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
读的习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就要努力为学生创设良
好的学习氛围，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学习
新知识的活动中去。

在课前，学生已经预习了课文。我在检查学生对字词的.掌握



情况时，对捉、捞、捡、摸、抓、夹、捏等词语，让学生通
过做动作表现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然后在学习课文的时候
进一步体会用词的精当。这样一次一次的阅读理解，全体学
生都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学生真正地成了学习的主人。课
标中明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
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获取知识，
形成能力。学生自主学习，既避免了教师的烦琐讲解，又培
养了他们独自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
在学生活动、自主探索的基础上。同时，通过反复阅读，学
生逐步加深了对课文语言的感悟和内化，促进了语感的积淀，
并将感悟品位的文字通过激情朗读表达出来。

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赶海》是一篇婉转动人、带有浓浓童趣、童真的课文。主
要记述了“我”童年时代跟舅舅去赶海的事，生动展示了赶
海的无穷乐趣，表露了作者对大海、对生活的热爱。

在教这篇课文时，我一直立足于本课的“趣”，展开教学。

一、找趣

文中描写了追赶浪花、摸海星、抓螃蟹、捏大虾几件事，我
便让学生通过读读、圈圈画画的方式去文中寻找趣事，再进
行板书，让几件趣事深入人心。再从字里行间感受“趣”，
比如语气词“嘿”的惊喜、“咦”的疑惑、“哎”的好
奇、“哦”的欣喜等，再比如动词“东逃西窜”、“不敢束
手就擒”等，让学生边找边看图边感受其中的有趣。

二、读趣

在找趣得过程中，读是不能少的。三没有反复的阅读，没有
进入情景的朗读，文章不能走进学生内心，学生就很难理解
课文。因此，我利用多种形式、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读，让



学生在美美地读中品味《赶海》的情趣。学生的表情告诉我，
他们读懂了追赶浪花的兴奋，读懂了小伙伴抓螃蟹的激动，
读懂了自己抓大虾的喜悦与骄傲。

三、演趣

在找趣、读趣的过程中，我又穿插了表演，让学生们一起跟
着小作者追赶浪花、抓海星、捉螃蟹、抓大虾、唱歌谣等，
体会文中“威风的大虾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体会小伙伴
的一声“哎哟”以及不停地甩手……在动情的表演中，学生
们更能体会到其中的“趣”。

四、说趣

在学习课文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说说自己的童年趣事，以此
激发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通过自己的快乐体会小作者的快
乐。

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赶海》是一篇富有情趣的文章。叙述了“我”童年时代跟
舅舅去赶海的事，生动展示了赶海的无限乐趣，表露了作者
对大海、对生活的热爱。

对于大海，学生并不陌生，有的自己亲眼目睹过大海的雄姿，
有的在电视或书上见到过，但大海给他们的印象只是表面的，
如“一望无边的大海”、“辽阔的大海”、“波涛汹涌的大
海”等等，那赶海是怎么回事呢？不少学生都很难理解，那
怎样让学生理解赶海并体会到赶海的乐趣呢？我想应该抓住
文本语言，借助多媒体、朗读等多种形式，启发学生想象，
从而感悟赶海的乐趣。

第三自然段是全文重点，围绕“趣”字，让学生找找文
中“为了表现赶海的趣，作者抓住了哪几件事来写的？”学



生很迅速找出了“追浪花”、“摸海星”、“抓螃
蟹”、“捉龙虾”。“这几件事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为
什么？比较详细的是哪一件？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通
过这几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从不同的角
度去感悟赶海的.快乐。有趣的几个情境，还让小组的同学进
行表演，使学生入境悟情，加深情感体验。尤其是抓住几个
语气词的朗读，从而既体会到乐趣，又理清了课文的条理，
并教会学生在平时开展活动进行习作时也要像课文一样有条
理的写清每一件事。

在“闹”字的理解上，虽然我让学生结合实际生活去体会，
但指导不到位，没有引导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感觉，
反而是后来的环节中提到了；还有在“追赶浪花”这一趣事
上，没有让学生充分地想象浪花不时回头，小作者追浪花会
和浪花相碰的情景，这才是追浪花的乐趣呢，我竟然没有让
学生去想象，这说明我在备课时，有些细节方面没有关注到。

我的教学语言虽然生动有趣，但是有时口语太多，教学语言
还不够精炼。

赶海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一、教材分析：

《赶海》是一篇婉转动人、带有浓浓童趣、童真的课文。在
文中，一直萦绕在耳边的就是那首动人的歌曲“小时候，妈
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对呀，小作者对大海的这一
份依恋、这一份浓情、这一份长大后仍挥之不去的大海情结，
就构成了这饱含深情的赶海??课文将赶海的经历描写得生动
而具体，富有童趣。全文的内容也紧紧围绕“趣”字来展开，
重点描写了“追赶浪花”、“摸海星”、“抓螃蟹”、“捉
大虾”“满载而归”等场景来展开的。语句读来妙趣横生，
情景交融，留有回味的地方很多。



二、做得比较好的方面：

1、在执教这篇课文时，我一直立足于本课的“趣”，设计了
多个环节引导学生们去读趣、找趣、说趣、演趣。还把体会
作者的心情这条线索穿插其中，处处以学生的感知、感悟为
主题。因此，本节课的优点是课堂气氛和谐，课堂充满了生
命活力，学生敢说、敢评、敢演、敢问，真正做到了生生互
动、师生互动。

2、把学生带入情境。课前，我首先播放了《大海啊，故乡》
这首歌曲，优美的旋律萦绕在课堂里，立即让学生们的思绪
插上了翅膀，她们脑海中想到了美丽的大海，看到赶海的图
片，更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于是一起赶快进入到课文的学
习中，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中“威风的大虾再也神气不起来了！”的句子，学生们在兴
致勃勃中对动词“捏”的准确使用更心领神会了。当然我所
指名表演的是班上比较有表演天分的学生，他的一声“哎
哟”以及不停地甩手等，为课堂增添了好的气氛，在“捏大
虾”我让他伸手头顶扮大虾，并说说大虾的想法，好多学生
畅所欲言，精彩的语句给课堂带来了欢乐的气氛。

4、以读感知。在整堂课的学习中，我反复让学生进行朗读，
每一遍都有不同的要求，真正做到了在读中理解课文，在读
中感悟课文。这样一次一次的阅读理解，全体学生都参与到
课堂学习中来，学生真正地成了学习的主人。《大纲》中明
确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
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形成能
力。学生自主学习，既避免了教师的烦琐讲解，又培养了他
们独自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在学生
活动、自主探索的基础上。三年级的语文学习，其实读还是
最重要的，没有反复的阅读，没有进入情景的朗读，文章不
能走进学生内心，学生就很难理解课文。因此，我利用多种
形式、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读，让学生在美美地读中品味



《赶海》的情趣。

同时，通过反复的阅读，学生逐步加深了对课文语言的感悟
和内化，促进了语感的积淀，有利于以后写作水平的提高。

三、做得不足的方面：

1、教学时重视了各种形式的读，但品词品句部分做得不够。
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注重教会学生“品词品句”的方法。使
学生学以致用。

2、引导学生说趣做得不够。课文后面有一题是“说说在你童
年的记忆里，发生过哪些趣事？”本来打算在课中最后一个
环节引导学生打开想象的闸门，让学生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实
际发挥想象，口头练说，课外与课内有机结合——说说自己
童年的趣事？然后再把它放在课后进行小练笔，这样效果就
会更好些。但因为前面花的时间较多，后面时间较紧，因此，
我最后就把这个环节省略了。

3、课文中有许多动词用得非常好，例
如：“抓”“摸”“捏”等，

应该引导学生品味，然后结合写作，让学生懂得以后在写作
中可以通过使用动词这种形式把文章写得更具体、更生动有
趣。

我觉得自己的教学设计还不够完美，教学语言虽然生动有趣，
但是有时口语太多，教学语言还不够精炼。希望各位领导能
提出宝贵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