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优质9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怎样
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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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一

《雪孩子》这篇课文是人教版第一册的最后第二篇课文，也
是一篇没有拼音辅助的课文。对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课文内
容有没有拼音，这关系非常大。将直接影响到课文能否被他
们熟练地朗读及其理解。我在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开头设
计了课件：雪花纷飞的场景和一个雪孩子。让孩子们在欣赏
的同时说说雪孩子长得怎样?孩子们兴高采烈的说雪人(可爱、
很漂亮、很白)。趁机导入新课，让孩子们自己读一读课文，
想办法学会不认识的字。

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占主要位置，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学生在看懂图意的基础上，
来理解课文中的词、句、段和文章的内涵。在观看小白兔和
雪孩子玩耍一图时，老师问从哪里看出他们高兴呢?孩子们争
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惟恐把自己的精彩答案给遗漏了。
在这此起彼伏的回答声中，学生们理解了“快乐、又蹦又跳、
开心”等词语。又如，课件(一)中的雪景图，把孩子们带入
了生活的情境，再看简单的一张白云图，把课文内容“雪孩
子给小白兔带来欢乐，为小白兔解除灾祸，最后自己变成了
云朵，以及雪孩子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都融入
到了这张简单的画里，让画已不再是画，而是有生命、有感
情的东西。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信任学生，
把读的权利还给学生，相信学生能读懂课文，鼓励学生不断



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读的乐趣，培
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乐趣。

在学生朗读第八自然段后，开启学生的形象思维。老师设计
了这样的问题：雪孩子离开我们了吗?那他在哪呢?(学生想象
说：我们可爱的雪孩子在天上，他变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白
云。)你们愿意永远和雪孩子在一起吗?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愿
意。这是老师进行总结：只要我们心地善良，从小事做起，
处处为别人作想，雪孩子就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就是
一个个可爱的雪孩子。再让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二

我始终认为，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尤为重要。从小让孩子
们伴随童心、插上想象的翅膀，畅游在想象的海洋中，将来
才会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挖掘出别人没挖掘到的财富、创
造出更伟大的奇迹。没有想象力何谈创新能力。

在教学《雪孩子》一课时，课文是以雪孩子变成气飞到空中
不见了为结束。我便请学生想象一下：“雪孩子是一个舍己
为人、品德高尚的人，他会飞到哪呢？又会为人们做些什么
呢？”学生们有的会说：“雪孩子飞呀飞，飞到一个一年都
没有下过雨的地方，看见这里的泥土已经裂开了很多缝，并
且都不长庄稼了，人们都快要饿死了。雪孩子找来了许多云，
和他们一起变成雨落下来，浇灌了这里的土地。不久，那里
的庄稼长出来了、小草漫山遍野、鲜花盛开，到处一片生机
勃勃。”有的说，雪孩子去了森林，给大树喝水。去了池塘，
和小青蛙做伴……。在学生们都兴致饱满的要说出自己的想
法时，我让他们立刻把想说的写下来，再读给好朋友、爸爸
妈妈听，学生们不但体会到了想象的乐趣，也获得了写作上
的成就感，可以说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对同一篇课文，对同一个人物，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
有不同的感受。如在朗读课文第八自然段时尊重学生的独特



感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有的学
生读出了难过，因为雪孩子舍己救人，小白兔失去了雪孩子;
也有的学生读得高兴，理由是小白兔得救了，而且雪孩子变
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是一件好事。学生不同的见解代表
了个性化的审美价值，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本课教学中，我觉得在指导朗读方面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如:
课件出示课文的第一句话"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后，我让学
生带着自己的想象读这句话，有的学生就能通过自己的朗读
反映出雪的信息。接着出示第一幅插图，通过语言渲染引导
学生进入情境，把自己想象成图中的小白兔，分别用"咦"，"
哦!"，"啊!"续说句子，学生如临其境般的面带一种或疑惑或
兴奋或顿悟或咏叹的表情和语气，使语言的感受能力有了很
大的提高，在学生尽情地描述中也使雪后的场景更加开阔，
更有感染力。又如，在学习课文的第三段时，出示雪孩子的
图片，让学生说说这是一个怎样的雪孩子，如果你拥有了这
样一个小伙伴，你喜欢吗，你高兴吗顺势引导学生欢欢喜喜
地，高高兴兴地读这一段，感觉学生读得也比较有气氛。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信任学生，
把读的权利还给学生，相信学生能读懂课文，鼓励学生不断
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读的乐趣，培
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乐趣。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三

《雪孩子》这篇课文是没有拼音辅助的课文。对一年级的孩
子来说，课文内容有没有拼音，这关系非常大。将直接影响
到课文能否被他们熟练地朗读及其理解。我在教学这篇课文
的时候，先让孩子在家看了动画片《雪孩子》，让孩子感受
雪孩子的故事。

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占主要位置，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所以，学生在看懂图意的



基础上，来理解课文中的词、句、段和文章的内涵时，也就
容易多了。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信任学生，
把读的权利还给学生，相信学生能读懂课文，鼓励学生不断
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读的乐趣，培
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乐趣。

师：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却化了，成了一朵很美很美
的白云。请小朋友自由读第八段，想一想，你要怎么读？然
后让孩子们自己去讨论。就这么一个在成人眼中非常公式化，
甚至听上去有些专业化的问题，孩子们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
意见。

有一位学生说：我觉得应该高兴地读。因为雪孩子虽然已经
变成了白云，但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小白兔的平安，雪孩
子觉得很高兴。

第二位学生说：我觉得要伤心地读。因为雪孩子为了救小白
兔，自己却化了，小白兔觉得很伤心。

听完孩子们的诉说，我的内心为之一震，真的不能小看这些
年幼的孩子们，他们拥有多么丰富的.情感呀！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四

本教学中，我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尊重学生的人格，相
信学生的能力，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从激发学生阅读动机，
到点拨引导学生体验情感，再组织学生进行交流、运用，一
直到最后鼓励学生朗读背诵，整个教学环节都突出“以人为
本”，学生个个要读、愿读、抢说、乐背。让学生去自读自
悟，让学生独自走进文中，充分地与文本进行对话。在对话
中各自构建自己独特的阅读表象，产生了富有个性的阅读体
验。学生是阅读的主人，阅读是学生自主的实践活动，应该



让学生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中体验与理解。尊重学生，相信
学生，开放学生，学生才会有自读自悟的机会，课上才会产
生多姿多彩的独特感受与体验。

以读生趣，以读生情，是本课教学特色。这首诗语言洗练而
有童趣，所创造的意境清新活泼，读来令人如沐阳光，如嗅
青草野花气息，如闻童声笑语，悦目赏心。《语文课程标准》
也指出：阅读教学中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
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享
受审美乐趣。在低年级的诗歌教学中，特别要注重引导学生
在诵读中感悟，在情境中体验。在教学中，我不但在诵读
中“放飞”学生的心灵，而且在浓烈的朗读氛围（自由选读、
品读、评议读、表演读、男女赛读）和多种方式的情感体验
（如编故事、吹草叶、听音乐、表演等）中让学生充分去思、
去想、去创造，让他们真切的体会到了乡下孩子生活的乐趣，
领略到了诗文独有的意境美。

过去的课堂，学生的思维是教师牵着走，现在我们提倡学生
大胆说出自己的感悟和见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大
限度地发掘学生创造性思维。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一个
儿童，就其天资来说，都是‘诗人’。”在教学中，我在学
生领悟诗文的基础上，积极地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
换位体验，创造想象，也来当小诗人。此时，“情动而辞
发”，学生个个处于一种跃跃欲试、呼之欲出的状态。于是，
智慧的火花不断在课堂上迸发，“捉几只蚂蚱，乐坏了可爱
的公鸡。挖一篮萝卜，撑圆了小兔的肚皮。采一束鲜花，喜
坏了年迈的奶奶。……”此时，学生固有的灵性得以显现，
原始的诗情得以生长，潜在的悟性得以唤醒，一个个稚嫩而
富有灵气的小诗人诞生了。他们拥有了欢乐、兴趣，也拥有
了自信、动力和成功。课堂真正充满了活泼的生机。

总之，以读书为主线，以感悟的培养为重点，给孩子留下机
会，真正赏识孩子，就能看到孩子洞开的心灵之窗，就能听
到孩子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五

按照要求进行了预习，我预设学生可能说不清文章讲了一件
什么事？但没想到，在读了两遍课文之后，有的学生就能讲
清楚：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变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课
文却读得很不流利，这说明学生的表达能力要强于朗读能力，
原因就是在读明白故事情节之后，就懒得再读了。

为了再次激发起学生朗读的兴趣，学文时采用情景导入的方
法：用多媒体课件创设大雪覆盖山川、房屋、田野的情境。
学生观察后回答：看到什么景物？（天上下着纷纷扬扬的大
雪，地面上、房屋上、树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兔妈
妈在堆什么？（堆雪孩子）这么漂亮的雪孩子你喜欢吗？
（喜欢）不仅你们喜欢，小白兔也很喜欢，快去看看雪孩子
跟小白兔是怎么玩耍的吧！然后引导学生边读书边理解，在
读中感悟雪孩子舍己救人的品质。课文结尾“他飞到了空中，
成了一朵白云，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是学生理解的难点，
从“很美很美”一词中体会到什么？有的学生说：这朵白云
很漂亮。“对，这种美是外在的。”学生从我的评价中马上
反应过来：“这里的很美很美是说雪孩子救了小白兔心灵美。
”这是我没想到的，没想到在我的点拨下学生能说出心灵美
这个词语，我想这与学生入情入境的朗读是分不开的。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六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3个字，认识1个偏旁“子”。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懂得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勇于伸出援助
之手。

2课时



一、看图揭题，初步感知。

3、揭题：谁来好听地念念故事的题目？（雪孩子）认
识“孩”字和“子字旁”。

二、试读课文。

1、自由试读：这个故事就在书上的128页，自己试着读一下，
把遇到的困难说一说。

2、交流：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怎么办？（问老师、问同学、查
生字）

3、再次试读：用上晕些方法再次大声读。

三、学习课文，学习生字。

1、我们交流交流，看看课文中的生字，你们是怎么学的？指
名读第一自然段。

2、指名读第二自然段：你是怎么认识“让、起、玩”这三个
字的？（鼓励学生运用多种方法识字）

3、交流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从当时看出小白兔和雪孩子很能开心？（又唱
又跳）又唱又跳这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

（2）像这样的词语你还能说出几个吗？

又唱又跳又细又长

又说又笑又大又圆

又＿＿又＿＿又＿＿又＿＿



4、朗读第四、五、六、七自然段：你是怎么认识“往、觉、
烧、知、道”这些字的？（鼓励学生用看图猜字的方法认识
生字）

四、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1、词语大转盘：孩子、让座、起来、好玩、来往、睡觉、烧
柴、知道、文化。

2、指导书写：瓜、衣、来

一、复习检查。

1、认读生字。

2、朗读课文1－－7自然段。

二、读读议议。

1、雪孩子救出了小白兔，自己到哪儿去了跜？

（！）指名读句子

（2）指导朗读：读出去朵的美丽。

（3）说说小白兔望着白云会说些什么。

2、雪孩子是怎么飞到天上的？

3、读读课文想想：孩子还会回来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三、朗读指导。

1、你喜欢雪孩子吗？你想对雪孩子说什么？



2、把你的晕种感情用朗读表现出来。

四、续编故事《雪孩子又回来了》。

想像小白兔与雪孩子再见面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这是一篇童话，讲述一个雪孩子给小白兔带来欢乐，为小白
兔解除灾祸，最后自己变成了云朵的故事。课文以连环画的
形式出现，将水的变化常识融于故事之中，易于激发学习兴
趣。

在最后一段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去练读，说：雪孩子为了救小
白兔，自己却化了，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请小朋友自
由读第八段，想一想，你要读出什么样的语气呢？有一位学
生说：我觉得应该读出高兴的语气。因为雪孩子虽然已经变
成了白云，但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小白兔的平安，雪孩子
觉得很高兴，所以要读出高兴的语气。第二位学生说：我觉
得要读出伤心的语气。因为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却化
了，小白兔觉得很伤心，所以要读出伤心的语气。这两种完
全不同的答案该如何选择呢，我顺势引导所有的孩子来参与，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读这段话。一边的小朋友在读“很美很
美”时，读得比较慢，可以看出这时她很伤心。在读“飞到
了空中”时，也读得较慢，可以看出这时她很伤心。另一方
的小朋友在读到“很美很美”时，语调比较高，也读得比较
快，读出了高兴的语气。在这教学片断中，学生站在不同的
角度，往往会产生不尽相同的感受。学生在朗读中，体验到
雪孩子救了小白兔后的高兴心情；而从另一角度，学生们也
感悟到小白兔失去雪孩子后的悲伤之情。

走进新课程，我们的课堂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教学
方式，点然了学生思维的火花，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想法，
每个孩子们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体现了审美价值的个性化、
多元化。让我们在课堂教学中，改变传统教学，多一些形式，
让每个孩子都得到发展。



到现在我还深深记得儿时那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动画片《雪孩
子》，每次看都忍不住的流泪。一想起雪孩子在那空旷的森
林里，在悠扬的音乐陪伴下，有如小精灵般轻灵的舞动，更
是满心的不舍。为此还被哥哥刮着鼻子笑了好多次。那时我
还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这么不舍得雪孩子，现在却
阴差阳错般要教孩子们读这篇课文了，或许他们真的`没有我
幸运，能看那动画片去了解故事。但是文章是最好的“剧
本”，大脑是最好的“导演”，而小时的经历更告诉我，情
感是这一切的“钥匙”。我就是拿着这把钥匙去开启学生情
感的大门，让他们也有我儿时那样的感动。

下面是课文结束时的一个教学片断：

我引导学生去练读，说：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却化了，
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请小朋友自由读第八段，想一想，
你要读出什么样的语气呢？然后让孩子们自己去讨论。就这
么一个在成人眼中非常公式化，甚至听上去有些专业化的问
题，让孩子们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意见。有一位学生说：我
觉得应该读出高兴的语气。因为雪孩子虽然已经变成了白云，
但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小白兔的平安，雪孩子觉得很高兴，
所以要读出高兴的语气。第二位学生说：我觉得要读出伤心
的语气。因为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却化了，小白兔觉
得很伤心，所以要读出伤心的语气。听完孩子们的诉说，我
的内心为之一震，真的不能小看这些还年幼的孩子，它们那
鲜活的心灵里有的是多么丰富的情感呀！

不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该如何选择呢，我顺势引导所
有的孩子来参与：其他小朋友呢，你们同意谁的意见？让大
家各抒已见，再根据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方式去读这段话。
这时的我绝不会，也不忍心再用自己的意见代替他们的感受。
学生的情感已经在刚刚的练读中，在理解课文的情境中得到
喷发，借机更应该让孩子们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在个别
的朗读中，我让学生的评价代替了自己的评估。让他们评评
站起来读的小朋友读出了什么语气？这时，同样也出现了两



个派系：一方认为刚刚的一位小朋友在读“很美很美”时，
读得比较慢，语调比较低，可以看出这时她很伤心。在
读“飞到了空中”时，也读得较慢，可以看出这时她很伤心。
看样子这位小朋友读的很成功，于是让全班仿读。而另一方
的代表则说另一位小朋友读的好，说她们在读的时候，读
到“很美很美”时，语调比较高，也读得比较快，读出了高
兴的语气。同样，这也是一次成功的朗读，学生们也乐意再
读一次。此时，情感的体验就像我们说的“此时无声胜有
声”的境界，最后我也只是说了一句中肯的话，发表我的意
见：我认为从“美”这个词，还能看出雪孩子的心灵美。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正如一位导演要拍一部电视剧，
首先得熟悉剧本。所以在这教学片断中，学生的感受是通过
朗读来实现的。我充分信任学生，把读的权利还给学生，相
信学生能读懂课文，鼓励学生不断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
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读的乐趣，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乐趣。
对同一篇课文，或同一个人物，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
会产生不尽相同的感受。而在此教学片断中，我就此努力创
设了一种民主、平等、宽容、和谐的教学气氛，尊重学生的
独特感受，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理解，读出了不同的感情色
彩。虽然我在心里渴望孩子们能与我一样，感受到失去雪孩
子时那失落的心情，但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教育的成功不是训练整齐划一的“兵娃娃”，而是为
了教学生创新，不轻易从众。也正是如此，学生在朗读中，
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对雪孩子舍己救人的精神给予肯定，
对这种行为表示赞赏，因此才会深深体验到雪孩子救了小白
兔后的高兴心情；而从另一角度，学生们也体验到了生命的
宝贵，才感悟到小白兔失去雪孩子后的悲伤之情。在教学中
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体现了审美价值的个性化、
多元化。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七

学习第一节时：抓住“欢唱的黄鹂、盛开的野菊”体验感受



乡下孩子在父母关心下的幸福。

在理解第二节时，我抓住两个想象点，让学生通过想象去感
受乡村生活的美好。针对第一句，我激发学生想象：看看图，
想想，田野上都飞舞着什么样的蝴蝶?乡下孩子捧着这美丽的
蝴蝶，编织了什么美丽的故事呢?学生思如泉涌。有的说，他
也想变成那美丽的蝴蝶，为花儿传播花粉，让花儿开得更鲜
艳；有的说，他希望蝴蝶能带上他飞到城市里去，看看和他
一样大的小朋友是怎么玩的……课堂氛围异常活跃。针对第
二句，我播放了一首优美的草叶曲，和着乐曲，我轻声问：
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什么?孩子们边闭着眼欣赏，边带着陶醉的
语气告诉我：看到了树林，听见了小鸟唱歌，还看见了一个
乡下孩子骑在牛背上快活的吹着草叶。就这样一片普通的草
叶，乡下孩子能吹出如此动听的歌曲，你觉得乡下孩子怎么
样？学生纷纷赶到佩服。这时，再煽动学生的情绪：这么美、
这么动听，相信一定能读好!有了这样的体验，学生读起来自
然是不成问题的。

通过第二小节的学习与归纳，第三小节采用“放”的形式，
让学生自己去读，自己来归纳，再以一组填空来激发学生的
想下，如：

割一篮青草，           。

采一束野花，           。

捉一条小虫，           。

，           。

最后一个填空，采用可开放形式，任由学生自由驰骋。

第四小节以不用多说，主要理解了“旷野”，学生已经体会
到乡下孩子的勤劳、能干、自由。朗读的感情非常到位。



接下去我把课外找来的两首儿童诗，配上音乐，美美地读给
学生听，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连连说有趣极了。我由此引导
学生语文就是这样美，如果你能学好语文，用好语文，你也
能写出如此美妙的小诗来。

《乡下孩子》教学反思

《乡下孩子》是一首充满童真的小诗，它描绘了生在阳光下，
长在旷野里的孩子特有的欢乐。

为学生再现乡村美好的生活情景，使他们觉得自己仿佛又置
身于美丽的乡下，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阳光下捉蝴蝶、采草叶、
吹歌曲、逮小鱼、挖野菜……我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和课文内
容相符的图片，以此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情趣，使他们轻
松进入诗人所描绘的意境。在此基础上，我通过指名读，让
学生进行点评，分节读，齐读，教师配乐示范读，学生自由
读，反复朗读、吟诵，把诗歌的语言再转化为有声的图画，
让学生把胸中的诗境与课文情境所展示的形象融合在一起，
从而真正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在学生充分朗读的基础上，我抛出了本节课的交流话题：乡
下孩子的生活怎样？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和词语，标注出
来，并读一读，再说一说你体会到了什么？孩子们畅所欲言，
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把乡下孩子生活的快乐，幸
福，自由，有趣都一一说出来了。并说出了自己的体会。
例“曾是妈妈怀里欢畅的黄鹂，曾是爸爸背上盛开的野菊。
这句话体会到孩子生活的很幸福。”“捉一只蝴蝶，能编织
美丽的故事。体会到乡下孩子很快乐。”“含一片草叶，能
吹出动听的歌曲。体会到孩子很聪明。”“挖一篮野菜，撑
圆了小猪的肚皮。体会到乡下孩子很勤劳。”“逮一窜小鱼，
乐坏了馋嘴的猫咪。体会到乡下孩子不但勤劳而且很能
干。”孩子们在集体交流的过程中充分去思、去想、去创造，
真切的体会到了乡下孩子生活的乐趣，领略到了诗文独有的
意境美。



为了积极地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让学生换位体验，创造想
象，也来当一当小诗人。于是我又抛出了拓展问题：想象一
下，乡下孩子还有哪些趣事呢？仿照书上句式说一说。这时，
学生个个处于一种跃跃欲试、呼之欲出的状态。于是，智慧
的火花不断在课堂上迸发。例如精彩发言：

窦晓玥“逮一只绿色的蝈蝈儿，送给邻居家寂寞的奶奶，让
她感到温暖和快乐。”

窦晓妍“摘一串野果，撑圆了小刺猬的肚皮。”宋耀宇“采
一束野花，编成美丽的花环，送给漂亮的妈妈。”

李若晗“画一幅图画，乐坏了邻居家的小妹妹。”

耿雷钧“挖一篮野菜，乐坏了馋嘴的小白兔。”

高易达的“捐一些零花钱，献给玉树受灾的小朋友们。”

刘文萱“摘一篮松果，乐坏了可爱的小松鼠。”

王佳睿“捡一片火红的枫叶，做一张贺卡，送给敬爱的老师。
”

赵之恒“唱一首儿歌，送给亲爱的妈妈。”

杨洁“拔两个萝卜，乐坏了馋嘴的小白兔。”

李成玉“割一篮青草，撑圆了小羊的肚皮。”

崔轻扬“捉一串小虾，乐坏了饥饿的小鸭子。”

杜雨轩“摘一篮桃子，撑圆了小猴子的肚皮。”

张炎“采一篮蘑菇，乐坏了淘气的小白兔。”



杨浩笛“捉一只大青虫，送给美丽的大公鸡。”

、

每个学生的回答都是那么丰富生动而又趣味横生的。

语文的学习最终是要将别人的语言文字化为自己的语言。于
是我因势利导，让孩子们用笔记下自己的精彩瞬间，写一写
自己做过的事和得到的乐趣。这样的训练，既加深了学生对
课文丰富内涵的理解和感悟，又让他们在语言实践中感受了
诗歌的语言美和节奏美，积累了句式，丰富了语言。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同桌互相检查这首诗的背诵，然后上机进
入我们班级《快乐精灵》的博客圈，进行拓展阅读。

尽管这节课的容量很大，但孩子们都学得兴致勃勃，津津有
味，而且都乐在其中，学有所获。

《乡下孩子》教学反思

学习第一节时：抓住“欢唱的黄鹂、盛开的野菊”体验感受
乡下孩子在父母关心下的幸福。

在理解第二节时，我抓住两个想象点，让学生通过想象去感
受乡村生活的美好。针对第一句，我激发学生想象：看看图，
想想，田野上都飞舞着什么样的蝴蝶?乡下孩子捧着这美丽的
蝴蝶，编织了什么美丽的故事呢?学生思如泉涌。有的说，他
也想变成那美丽的蝴蝶，为花儿传播花粉，让花儿开得更鲜
艳；有的说，他希望蝴蝶能带上他飞到城市里去，看看和他
一样大的小朋友是怎么玩的……课堂氛围异常活跃。针对第
二句，我播放了一首优美的草叶曲，和着乐曲，我轻声问：
你眼前仿佛看到了什么?孩子们边闭着眼欣赏，边带着陶醉的
语气告诉我：看到了树林，听见了小鸟唱歌，还看见了一个
乡下孩子骑在牛背上快活的吹着草叶。就这样一片普通的草



叶，乡下孩子能吹出如此动听的歌曲，你觉得乡下孩子怎么
样？学生纷纷赶到佩服。这时，再煽动学生的情绪：这么美、
这么动听，相信一定能读好!有了这样的体验，学生读起来自
然是不成问题的。

通过第二小节的学习与归纳，第三小节采用“放”的形式，
让学生自己去读，自己来归纳，再以一组填空来激发学生的
想下，如：

割一篮青草，           。

采一束野花，           。

捉一条小虫，           。

，           。

最后一个填空，采用可开放形式，任由学生自由驰骋。

第四小节以不用多说，主要理解了“旷野”，学生已经体会
到乡下孩子的勤劳、能干、自由。朗读的感情非常到位。

接下去我把课外找来的两首儿童诗，配上音乐，美美地读给
学生听，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连连说有趣极了。我由此引导
学生语文就是这样美，如果你能学好语文，用好语文，你也
能写出如此美妙的小诗来。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八

《乡下孩子》是苏教版国标本二上的一篇课文，全文用儿童
诗的形式描写了农村孩子的快乐生活，读来清新舒畅，是一
篇孩子乐学的诗文。

第一课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堂看似平常普通的



侧重认识生字的课，上来却饶有趣味，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归纳了几点成功的经验。

备课时，我分析这课的生字，感觉二会字、四会字特别多，
一堂课要面面俱到地掌握每个生字并不现实，所以我选择四
会字与二会字的分开教学。含有四会字的词语我侧重字型、
词意的分析；含二会字的词语我重视学生是否读准了字音。
把词语分成两批来出现并各有侧重点的方式我以前教学中并
没采用过，因此学生也觉得兴趣很浓，实践证明这也是一种
很有效的教学方式。

其次，在四会字词语教学中，我采用形式多样的认字方法，
比如怀里和乐坏了两个词中的怀、坏的比较是这课要突破的
重点，我让一个小女孩扑到我怀里来，让学生们观察，然后
我告诉学生怀里是靠近心脏的地方，所以是竖心旁，因为这
个场景，相信学生对这一知识点不会遗忘。

在分析词义的环节中，孩子们的回答也很精彩有趣。如馋嘴
一词，有个孩子说，老师，《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就最喜欢
吃东西，他就是馋嘴，典型的人物形象让学生对这个词语有
了最直观的认识。在孩子理解词义的基础上，我还指导学生
朗读好一些特别的词语，如欢唱、乐坏了，我要求他们欢乐
高兴的读出来，为朗读课文做了很好的铺垫。

雪孩子教学设计教案篇九

《雪孩子》是一篇没有拼音辅助的课文。对一年级的孩子来
说，课文内容有没有拼音，这关系非常大。将直接影响到课
文能否被他们熟练地朗读及其理解。我在教学这篇课文的时
候，开头预设了：跟孩子谈谈冬天、看看雪景图，因为天气
关系，外面并没有雪，于是我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在黑板上画
一个大大的雪人，让孩子们给自己亲手画的雪人取个自己喜
欢的名字，孩子们兴高采烈的为雪人取名字：雪人、小可爱、
雪娃娃、小雪、雪孩子……孩子们在快乐中走进冬天。趁机



导入新课。在配有动画的范读中让孩子感受雪孩子的故事。

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形象思维占主要位置，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学生在看懂图意的基础上，
来理解课文中的词、句、段和文章的内涵。在观看小白兔和
雪孩子玩耍一图时，老师问从哪里看出他们高兴呢？孩子们
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惟恐把自己的精彩答案给遗漏
了。在这此起彼伏的回答声中，学生们理解了“快乐、又蹦
又跳、开心”等词语。又如，片段(一)中的雪景图，把孩子
们带入了生活的情境，贮存的词语也一下子变得那么鲜明而
富有感情色彩，如白茫茫、洁白、晶莹剔透、银色的世界等。
孩子们情不自禁地用这些形象的词语去描绘眼前见到的雪景
图。再看简单的一张白云图，把课文内容“雪孩子给小白兔
带来欢乐，为小白兔解除灾祸，最后自己变成了云朵，以及
雪孩子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都融入到了这张简
单的画里，让画已不再是画，而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东西。
我觉得在“看图中学文”，能把孩子们带到了一个永不枯竭
的活的源泉中。与此同时，再回归文本，孩子们在朗读时就
显得得心应手多了，那丝丝感情就在他们的朗读声中流淌，
让学生的朗读不再苍白无力。让他们一个个进入情境读课文，
读出节奏、读出技巧、读出人生百态，领略到了语文的音、
韵、美。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信任学生，
把读的权利还给学生，相信学生能读懂课文，鼓励学生不断
探索，寻找自信的力量，在自悟自得中感受朗读的乐趣，培
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乐趣。

师：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却化了，成了一朵很美很美
的白云。请小朋友自由读第八段，想一想，你要读出什么样
的语气呢？然后让孩子们自己去讨论。就这么一个在成人眼
中非常公式化，甚至听上去有些专业化的问题，让孩子们充
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意见。有一位学生说：我觉得应该读出高
兴的语气。因为雪孩子虽然已经变成了白云，但他用自己的



生命换来了小白兔的平安，雪孩子觉得很高兴，所以要读出
高兴的语气。第二位学生说：我觉得要读出伤心的语气。因
为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却化了，小白兔觉得很伤心，
所以要读出伤心的语气。听完孩子们的诉说，我的内心为之
一震，真的不能小看这些还年幼的孩子，它们那鲜活的心灵
里有的是多么丰富的情感呀！

不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该如何选择呢，我顺势引导所
有的孩子来参与：其他小朋友呢，你们同意谁的意见？让大
家各抒已见，再根据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方式去读这段话。
这时的我绝不会，也不忍心再用自己的意见代替他们的感受。
学生的情感已经在刚刚的练读中，在理解课文的情境中得到
喷发，借机更应该让孩子们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在个别
的朗读中，我让学生的评价代替了自己的评估。让他们评评
站起来读的小朋友读出了什么语气？读得较慢，可以看出这
时她很伤心；读的时候，读到“很美很美”时，语调比较高，
也读得比较快，读出了高兴的语气。此时，情感的体验就像
我们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最后我也只是发表我的意见：
我认为从“美”这个词，还能看出雪孩子的心灵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