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第二课时教案
(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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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第二课时教案篇一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这篇课文记叙了汤姆在爸爸
的严格教育下，放掉自己钓到的大鲈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公共规定。教这篇课文，
不但要指导学生认认真真把课文读好，弄清课文讲的是怎么
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为什么必须把这条鱼放
掉”，明白课文要揭示的道理。

在教学过程设计中，我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
自学交流为主，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1、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2、为什么必须把这条鱼放掉？

3、结果怎样？

讨论第一个问题，目的是让学生感受到鱼的大，体会汤姆的
舍不得。第二个问题是重点，我采用让学生自由组合进行辩
论的方法，让“父亲”和“汤姆”各自找出理由来说服对方。
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又能让他们在辩论中明白：鱼必须放掉，因为公园的规定必
须遵守。第三个问题：结果怎么样？这个问题的设计，目的
是让学生从汤姆的行为中受到影响，并以此为榜样。



在整个的教学设计中，我能注重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做到
时间充足有保证，形式新颖有变化，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
在辩论中明理。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第二课时教案篇二

20xx年4月14日，明光市20xx年小学语文课改培训会上，我
执教的三年级语文观摩课《“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和
全市广大同仁进行了互动交流，明光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
许乃昌、明光市逸夫小学副校长王树林、明光市城西小学副
校长李丙秀、明光市实验小学教导主任乔勇分别进行了点评，
他们高屋建瓴，从不同的角度对这节课进行肯定，同进也中
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很值得商榷的地方。下面，我将
谈谈自己对这节课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1、采取了板块式教学，教学模式符合新课程理念，具体典型
示范作用。

2、课堂氛围民主、平等、和谐，尊重学生阅读过程中的独特
感受。

3、善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真正把学习的时间、空间还给了
学生。

4、善于指导学生读书方法，重视朗读教学，以读为主。抓住
重点词句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理解课文内容，体悟情感，
明白道理。

5、教师基本功扎实，主要表现在良好的课堂驾驭能力、准确
生动的语言、一手漂亮的粉笔字，简洁实用的多媒体课件等
方面。

1、语言文字训练还没有落实到位。



2、读书中，应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

3、导入新课时，学法指导较多，最后没有对整节课教学进行
梳理，结束略显仓促。如果学完后再对照学法加深理解，以
后的学习中，学生对读书的方法会更容易掌握。

4、如果适当安排小组交流学习体会，学生参与表达的机会就
多了，学习效果会更好。

1、平平淡淡教语文

2、简简单单教语文

3、扎扎实实教语文

4、轻轻松松教语文

这是一次小小的成功，又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正如李校所说，
我的成功离不开城西小学这块肥沃的土壤，离不开同伴的互
助。今后，我将苦练内功，加强学习、交流、互助，完成自
身的专业化成长。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第二课时教案篇三

有人说：“高明的人把复杂的道理往简单了说，无能的人把
简单的道理往复杂了讲。”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仿佛就是针
对教师的教学而言的。教师的备课要“深入”——力求全面、
深刻地把握教材，了解学生；教师上课则要“浅出”——把
深刻的道理清楚明白地说明，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收获。日
前听了薛法根老师执教的《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一课，深
有感触，薛老师就是前者。

师：看老师写课题。（板书“你把这条鱼放掉”！）齐读课
题。



生：老师，你漏写了“必须”两个字。

师：（作奇怪而后无所谓状）啊？是吗？不就是两个字吗，
意思不是一样的吗？都是把鱼放掉嘛！

生：（迫不及待状）不一样的！

师：哦？什么地方不一样啊？

生：有了“必须”是说一定要把鱼放掉，和没有必须不同的！

师：哦，对了。那我们把“必须”补上去一起读。齐读。

（学生自然而然就把“自己争取来”的“必须”读得特别响
亮，语气也自然随之坚决坚定起来。）

师：这下对了吧？还有问题吗？

（有些学生说没问题了，老师示意再仔细看看题目。学生稍
作观察后便举手）

生：你把感叹号写在引号的后面了，应该把它搬到引号里面。

师：为什么啊？

生：因为这是人物说的一句话，完整的话要有标点符号。

师：那引号表示什么呢？

生：用人物说的话来作为题目。

师：对，我们就应该这样仔细地读，对关键的词和标点符号
要特别留心。我们一起把课题再读一下。

至此，学生对于课题的理解可谓深刻而全面。薛老师摈弃了



传统的读题审题的套路，看似随意却精心设计了这一教学环
节，避免了枯燥单一的问答式，导在教材的关键处、学生思
维的碰撞点，将教学内容的难点降低到尽可能小，有效激活
了学生的求异、逆向思维，真正启动了学生的自主系统，落
实了新课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从而达到“化整
为零”之效。

在初读感知环节设计上，同样体现了薛老师“浅出”的艺术。
薛老师将词语（词组）以“词串”的形式出示：

套上鱼钩 甩起鱼竿 抛向远处

划破水面 沉入水中 泛起涟漪

恢复平静 觉察动静 一阵惊喜

小心翼翼 拖出鲈鱼

首先让学生一组一组认读，一边读一边想想他们之间的联系，
再让学生试着不看词语读。不知不觉中，学生对钓鱼的大致
过程已初步了解。

这一设计一改以前“就词语而词语”的教学，将词语（词组）
置于一定的语境中，不仅极自然地解决了词义的问题，更让
学生能从词串所组成的整体上去把握内容，还为下文让学
生“读钓鱼”、变换角色“说钓鱼”作了自然铺垫，潜移默
化，不露痕迹，这是好课所追求的境界。

怎样才能读好课文？这是所有语文老师最关心也最头疼的问
题。对此，薛老师自有办法。

在请了三名学生读钓鱼的经过这部分内容后，分别给学生打
了99分（一处读错）、101分（读错主动纠正）、150分（被
推荐的学生）。也许老师对学生的表现不是很满意，也许老



师还有更好的方法……总之一切都显得很随意，老师提
出“听老师读，看老师可以得几分？”的请求。

老师很认真地读完了这部分内容。

生：老师我给你打149.5分。

师：为什么？

生：因为你读书有时慢有时快。

师：怎么有时快有时慢就不好呢？你凭什么给我打149.5分？
我不服！（这时的老师顽皮得象个孩子，但又具有巨大的亲
和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学生纷纷举手，有些学生的点评老
不在点上，老师就故作生气状并大声说：“我不服！”引导
他们继续寻找让老师心服口服的分数和理由）

生：我觉得你可以得150分！

师：为什么？

生：因为你读一阵惊喜的时候“哇！”你真的很惊喜！

师：谢谢！你是了解我的！惊喜的地方就应该读出惊喜来

生：老师，我给你打200分，因为你读书象讲故事！

师：谢谢你，还是你最知道我！读书就该像讲故事一样！

…………

师：请同学们自己再练习读读，老师呆会儿再请大家来读。



没有指导朗读的痕迹，但不知不觉中，学生不断地接受着老
师用不同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信息：读书要抑扬顿挫，像讲
故事一样，读书要读出字里行间的蕴涵的语气和感情。老师
不象老师，倒象个顽皮的孩子，为了一次不公平的得分斤斤
计较，直至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真正实践着“教师作为平
等中的首席”的角色。学生在这种平等、有趣的对话甚至争
论中真切地感受着课文所包含的情感，实实在在地内化着读
书的要求和方法。

本课的教学重点难点是让学生理解爸爸为什么要我把这条鱼
放掉。如果让学生作为一个局外人去感受的话，很难达到一
定的深度。薛老师设计了以下教学环节。

师：如果我是汤姆，我肯定会软硬兼施，要让爸爸同意我不
放掉鱼，你们信不信？

生：我信。

师：谁愿意来做爸爸，我做汤姆。

（学生积极性特高，当汤姆的爸爸，一个“特级老师汤姆”
的爸爸，机会难得呀！）

老师选了一位。

师：你要请一个你的帮手吗？他要在你最关键的时候助你一
臂之力。

生：好吧。

两名学生上台。“汤姆”马上进入角色。

师（汤姆）：爸爸，好大的一条鲈鱼！

生（爸爸）：（迟疑片刻，马上反应过来）你必须把这条鱼



放掉！

师：（汤姆）凭什么放掉！这可是我从未见过的大鲈鱼呀！

生：（爸爸）因为离钓鱼的时间还差2个小时。

师：（汤姆）不就是两个小时吗！又没人看到！这是就天知
地知，你知我知。

生：（爸爸）没人看到也不行！我们一定要遵守规定！

师：（汤姆），“规定规定”，“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生：（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那我们
的社会不就乱套了吗？照这样发展下去，你将会受到法律的
惩罚！

…………

师：（汤姆）真的`一定要放？

生：（爸爸）必须要放！

师：（汤姆）那我放了啊？（作放鱼样）

生：（爸爸）你真是爸爸的乖孩子！

创设父子对话的情境，让学生设身处地地站到爸爸的立场上，
在对课文内容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一定会更投入，更积极主
动地寻找理由，努力说服汤姆把鲈鱼放掉。事实证明，这样
巧妙的角色转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本课的教学难点，而使
之成为本课的一大亮点、一个高潮。

在本课结束之前，指导学生读写结合时，薛老师又自然而然
地延伸刚才的话题，“如果汤姆要把对爸爸的感激、敬佩的



心情写出来的话，他会写些什么呢？”此时，学生又成
了“汤姆”，丰富的体验使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欣然提
笔，一挥而就。这样的读写结合可谓水到渠成。

很钦慕薛老师“浅出”、“趣出”、“巧出”的“导”的艺
术，学生在他的课上轻松愉快，学有所得。同时给我们听课
的老师以莫大的启示，教师不仅要“备课进得去”，更
要“上课导得出”，学习“导”的艺术是关键。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第二课时教案篇四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讲述的是汤姆在爸爸的'教育
下，把钓到的大鲈鱼重新放回湖中的故事，教育学生时时处
处都要严格自律，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规定。作者将人
人应该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这样一个主题寓于一个动人的故事
之中，读来感人至深，意味无穷。

在教学过程设计中，我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
自学交流为主，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1、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2、为什么必须把这条鱼放掉？

3、你学了这篇课文得到了什么道理

让学生四人小组边读边讨论，这样学生明确了这堂课的学习
任务，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兴趣盎然进行。

第一个问题，目的是让学生感受到鱼的大，体会汤姆的舍不
得。解决这个问题时，先让学生从读中感悟鱼的大：“突然，
汤姆觉察到水下有动静，鱼竿弯成了弧形。汤姆一阵惊喜，
一定是大家伙上钩了！”“汤姆小心翼翼地把鱼竿拖出水面。
哇！一条他从未见过的大鲈鱼！”特别要读好“小心翼翼”



这个词和两句带感叹号的句子。另外，让学生从书中勾画出
表现鱼大的词语及句子，学生勾画出了：“鱼竿弯成了弧
形”“大家伙”“拖出水面”“从未见过”等。这样很好地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重点，我采用让学生自由组合进行辩论的方法，
让“父亲”和“汤姆”各自找出理由来说服对方。让学生分
别扮演这两个角色，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能让他们在辩论中明白：鱼必须放掉，因为
公园的规定必须遵守。

第三个问题：你学了这篇课文得到了什么道理？这个问题的
设计，目的是让学生从汤姆的行为中受到影响，并以此为榜
样。整个过程老师只作引导，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老
师对学生的发言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这样既加深了对文章主
题的理解，又培养了他们积极思考、独立思考的习惯，还锻
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真正创建出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法。

针对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规定，我在教学中进行了拓展：
生活中有那些公德要自觉遵守呢？学生积极参与，从学校中、
生活中寻找规定，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这样，可让学生互相
讨论是非，树立正确的观念，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关注生活。

在整个的教学设计中，我还注重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做到
时间充足有保证，形式新颖有变化，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
在辩论中明理。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第二课时教案篇五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讲述的是汤姆在爸爸的教育
下，把钓到的大鲈鱼重新放回湖中的故事，教育学生时时处
处都要严格自律，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规定。作者将人



人应该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这样一个主题寓于一个动人的故事
之中，读来感人至深，意味无穷。

1、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2、为什么必须把这条鱼放掉？

3、你学了这篇课文得到了什么道理

让学生四人小组边读边讨论，这样学生明确了这堂课的学习
任务，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兴趣盎然进行。第一个问
题，目的是让学生感受到鱼的大，体会汤姆的舍不得。解决
这个问题时，先让学生从读中感悟鱼的大：“突然，汤姆觉
察到水下有动静，鱼竿弯成了弧形。汤姆一阵惊喜，一定是
大家伙上钩了！”“汤姆小心翼翼地把鱼竿拖出水面。哇！
一条他从未见过的大鲈鱼！”特别要读好“小心翼翼”这个
词和两句带感叹号的句子。另外，让学生从书中勾画出表现
鱼大的词语及句子，学生勾画出了：“鱼竿弯成了弧
形”“大家伙”“拖出水面”“从未见过”等。这样很好地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重点，我采用让学生自由
组合进行辩论的方法，让“父亲”和“汤姆”各自找出理由
来说服对方。让学生分别扮演这两个角色，既调动了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能让他们在辩论中明
白：鱼必须放掉，因为公园的规定必须遵守。第三个问题：
你学了这篇课文得到了什么道理？这个问题的设计，目的是
让学生从汤姆的行为中受到影响，并以此为榜样。整个过程
老师只作引导，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老师对学生的发
言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这样既加深了对文章主题的理解，又
培养了他们积极思考、独立思考的习惯，还锻炼了他们的语
言表达能力，真正创建出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

针对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规定，我在教学中进行了拓展：
生活中有那些公德要自觉遵守呢？学生积极参与，从学校中、
生活中寻找规定，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这样，可让学生互相



讨论是非，树立正确的观念，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
关注生活。

在整个的教学设计中，我还注重对学生进行朗读训练，做到
时间充足有保证，形式新颖有变化，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
在辩论中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