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花脸教学设计(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花脸教学设计篇一

（第一课时）

旧街街新集小学：周秀桃

教学理念：

本课是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作者回忆了儿时的经历，
用孩子的视觉描写花脸，写出了少年对花脸的喜爱，对英雄
的崇拜，这是常规的阅读教学，但如果再细再深地探研一番，
其间还渗透着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三国》、面具、脸谱、
京腔……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些都是那样熟悉而又陌生。
我认为在教学中，除落实一些语文基本教学外，这些文化精
髓也应贯穿其间，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还传承了中华文化，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教学目标：

1、学会8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少年爱慕英雄的
热情。

重、难点：

1、理解课文第一部分内容，抓住关键语句，理解人物的心理



活动，体会“我”对花脸的感情。

2、接触京剧，了解一些民间文化。

准备：

面具、脸谱、课件

流程：

一、谈话入课

师：同学们，好！今天是是正月十六，虽说年过月尽，过年
的幸福与快乐一定还不会忘记。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
望过年，现在请你们说说为什么喜欢过年。

学生交流。

师：今天，有一个男孩也喜欢过年。但他喜欢过年有比你们
更深一层的缘故，那是什么缘故呢？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

二、学生自由读文，回答上面的问题，老师板书课题：花脸。

师：知道什么是花脸吗？

三、学生先交流见过的或戴过的一些面具，老师出示脸谱。

师：这样的面具是怎样制作的呢？请一同学读第二自然段。

生交流后，老师出示脸谱讲解花脸与脸谱的演变，同时，出
示课件《说唱脸谱》。

四、蓝脸的多尔敦盗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伟，
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好威风，好神气啊！喜
欢这些脸谱吗？喜欢这些人物吗？作者也喜欢，那么，作者



买的花脸是什么样子呢？他为什么喜欢这个花脸？你们也有
兴趣带上自制的花脸像作者一样表演一下吗？请同学们再读
课文。

五、作业。

1、课堂作业：自由读文，读准生字，并书写生字。

2、课外作业：自制一面具，下节课展示并准备表演。

附板书：

喜欢过年--喜欢戴花脸

花脸

制作--纸浆、彩粉、橡皮

[《花脸》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花脸教学设计篇二

《花脸》是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本单元的主题是
“往事”，作者通过对“往事”的回忆，表现出作者童年生
活的无忧无虑，对于学生来讲，是有着强烈共鸣的。。《花
脸》是一篇充满童趣的文章，学生在学习时，充满了兴趣。

文章内容较为浅显，从字面上阅读，六年级的学生能体会出
作者对花脸的无限热爱之情。本节课是以读为立足点，体会
文章中作者对关公花脸的喜爱及学习作者将自己的感情融于
行文中的写法。但究其实质，作者是想通过买花脸、戴花脸
的生活细节，表现“我”对英雄的仰慕和崇拜，抒发“我”
心灵深处所隐藏的渴望成为英雄的少年豪情。这便需要教师
引导学生深读此文，通过品读，层层递进地感受体会到全文



的情感发展过程即可。

涵的展现逐步展现出作者情感的发展轨迹：由惧怕――喜
欢――崇敬――自豪――孩子的炫耀。仅仅靠在课文中零散
地找一些语句是无法让学生站在一个比较宽阔的视野上去整
体地把握课文布局谋篇的精妙之处的。

所以今后应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更准确的把握教材、驾驭教材，
灵活熟练的运用多种精读、研读的方法，真正的做到高年级
的长文短教。

花脸教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正确认读本课十一个生字，会写十个。

3、理解课文的内容，体会了解诸葛亮。

过程与方法

1、学生反复阅读，读悟结合，理解课文，体验情感。

2、展开小组讨论，对课文的思想内容及情感进行体验、交流。

3、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让学生了解诸葛亮此人，并学习他遇事沉着冷静、足智多谋。



课前准备：课件、生字词卡片。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今天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一个历史故事，你们看……（放录
像）

“《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片段。

大家猜一猜这是那个名著中的故事。

你们是不是很感兴趣？

请同学们快快打开书124页，齐读标题《空城计》

二、初读课文

1、师：同学们自由地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用你们喜欢
的方式解决。（可以借助拼音朋友，可以查字典，也可以请
教老师或同组同学）看谁把课文读得正确、流利。

2、小组内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识字，并交流识字的方法。

3、检查识字情况。

4、检查朗读。

三、理解课文

1、自己再仔细地读一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中你还有那些
不懂的问题，可以写出来，小组内先讨论解决，解决不了的
问老师。



2、小组交流，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3、小组汇报，全班交流。

（根据学生的问题进行点播拓展，使学生深刻理解课文的内
容及情感。同时，要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充分投入到课文情
境之中。）

4、计是什么意思？《空城计》又是什么意思？你还能说出什
么计？

5、“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为什么使用这个计策？你认为怎
样？你有更好的计策吗？（将有关的句子带感情地反复读）。

6、反复读课文的对话，从中体会每个人物的感情，体会他们
各自的心理。

四、拓展延伸

谈一谈你心目中的诸葛亮是怎样的形象？

五、书写生字

[《空城计》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花脸教学设计篇四

一：学目标：

1：识字6个，能用查字典，联系上下文，根据课文内容猜测
等方法理解“魅力，褴褛，绅士，无动于衷，姗姗而去”等
词语。通过理解重点词语等方法体会理解文章的重点语句，
理解课文内容。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六自然段。

3感受语言的魅力。练习用有魅力的语言写警示语。

二：教学重难点：

理解诗人添加的语言产生魅力的原因，学习用有魅力的语言
写警示语。

三：教学准备

重点语句和春天美景的图片的课件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示范指导魅的写法，利用查字典的方法理解魅力的意思。

（结合孩子的回答情况指导：要真正理解词语的意思只是在
字典中查到还是不够的，还要在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让孩
子把字典上的解释简化成自己的理解）

二、自由读全文，整体感知

（二） 简单评价学生的读书情况，交流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

（根据举手的情况指导学生概括写事文章的思考方法。）

三：感知老人可怜，对比路人的冷漠

（一）浏览课文，找出描写老人外貌的语句

（小结读书方法：透过词语，能读出文字背后的意思才是会
读书，那你透过头发斑白，双目失明又读出什么呢？）



2：交流读书体会，指导感情朗读。

衔接：这么可怜的老人，繁华的巴黎大街上的行人是怎么对
他的呢？

（三）默读课文，画出路人的表现的语句，简单写写体会。

1：交流出示句子，教学生字词语

出示：街上过往的行人很多，那些衣着华丽的绅士、贵妇人，
看了木牌上的字都无动于衷，有的还淡淡一笑，便姗姗而去
了。

教学多音字“着”，结合课文内容理解“绅士，姗姗而去”。

并指导学生用读表达自己对姗姗而去的理解。积累词语姗姗
来迟。

2：交流体会，相机摘出无动于衷

师生一起板书会写衷字，出示字典衷的解释，选择理解成语
的意思，结合上下文找出文章中看出无动于衷的词语，加深
理解词句。

3：结合教师的节奏手势读出对无动于衷的理解。

四、以读代讲，感受老人的悲与喜

1:交流读好人物对话的方法。

2：能力迁移，教师引导学生读好文章中老人的两句话语。

预设：假如第一句老人的话读不出其中的悲伤的感情。可引
导学生结合前文老人的可怜进一步体会假如今天讨不到钱，
老人的日子会怎么过，再读。第二句可结合文章的句末感叹



号进一步指导读。

3：师生配合读文章的2----5自然段

五：读后质疑

读后让学生质疑，顺疑导课，想一想春天到了让我们想到什
么？

六、美景和黑暗对比，体会语言的魅力

一：小声读课文画出春天来了让我们产生联想的句子。

1：初读感受语句的美。

2：边读边想象文章中的画面进一步体会语言文字的美。

（要求孩子把语言文字读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一会一起交
流心中的图画）

3：交流想象到的画面，相机让体会深刻的学生读出自己的感
受。

4：结合生活体验感受春天的美景，交流中尽量把话说美，打
动别人。顺势让说的动情的同学动情的读书。

5：教师出示春天美景的图片，引导学生配乐再美美的读文章
中的句子，鼓励背诵积累语言。

教师渲染：教师边演播描绘春天美景的课件，边深情地说：
的确，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春天是美好的，那蓝天白云，那
绿树红花，那莺歌燕语，那流水人家……这一切多美呀，多
么令人陶醉呀！可是，对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来说，却是一片
添黑（屏幕随之变黑）



6：交流现在的感受，理解诗人所加语言让路人行为发生改变
的原因。

相机再读课题。

七、拓展实践，深化理解

出示课后选作题目。在电灯旁，水池边，草地旁，水龙头边
写一句警示语语。

八：板书设计：22语言的魅力

无动于衷------------纷纷相助源

九：教学反思

[《魅力》教学设计 (鄂教版六年级下册)]

花脸教学设计篇五

精彩一刻：

《合格率》是北师大版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第二课时，本
节课其实就是将小数或者分数化成百分数，以及求一个数是
另一个数百分之几的问题，实属百分数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
应用。

本节课我从两方面入手：

一、小数、分数化百分数的方法

在设问导读环节我设计了几道分数化小数的计算，让学生回
顾分数化小数的方法。通过自学引导和点拨，让学生明白两
点：1.小数化百分数时，只要把小数点向右移两位，同时在



后面添上百分号；2.分数化百分数时，要分两种情况：什么
样的分数可以通分得到分母是100的分数，哪些必须要化成小
数才能化成百分数（除不尽时通常保留三位小数）。只有明
确了方法之后才能更好的转化。

二、理解百分数表示的意义，以及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应用。

例如：让学生理解了“成活率、出油率、出勤率、含盐率、
优秀率……”等。让学生体会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能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理解小数、分数化成百分数的必
要性，并能正确地将小数、分数化成百分数。

课堂遗憾：

我的最大感触是学生求百分率的`知识很轻松的掌握了，但在
计算中小数化百分数、分数化百分数还显得比较机械，不能
灵活应用，还有待继续巩固。

课堂启示：

首先就是要课前多预设，使生成在预设中；其次就是教师要
关注预设，平时教学中，对于课堂中的生成问题我们要多关
注；再次是多思考生成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平时的课堂中，
对于那些生成的问题也许我们仓促解决，但课下，我们一定
要反思，对于那些生成问题，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否妥善，是
否有更好的处理方法，通过反思，我相信我们驾驭课堂的能
力会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