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年乐趣教学设计板书(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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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童年乐趣教学设计板书篇一

《童年乐趣》是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里的节选。在用先学后教的方法上这篇课文的时候。我将我
的教学目标设计三大点：认识生字词；二、正确、流利、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三、了解克利斯朵夫的童年乐趣到底是什
么。

在整个上课的过程中，我认为这篇课文对于五年级的学生理
解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开始上课时，我采用让他们自己放
出声音来自己读课文，在第一次读课文的时候，主要目的就
是学习生字词。这一环节就学生的反应状况来说，还是比较
不错的。文中比较容易读错，且学生容易犯的错误我也及时
地进行了纠正。相信这对于五年级学生来说并不困难。

第二个环节中就是重点去理解克利斯朵夫童年的乐趣到底是
什么，并让学生从文中找出他们有体会的段落。在这一环节
中，学生整体的反应不是很好。有的同学已经在我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了这个任务，而有的同学却仍停留在读课文的阶段。
由此可见，学生对我布置的预习任务的完成情况还不是很理
想。今后在这方面，我认为还是要下力度去培养学生预习课
文、自学的能力，这方面的能力对学生今后的学习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

在最后引导学生来说：你认为克利斯朵夫是个怎样的孩子？



我设计这个问题的.主旨是为了让学生体会到克利斯朵夫的快
乐，是源自于他所热爱的音乐。让学生明白兴趣爱好对于学
习，以及自己的将来都是很重要的，只有热爱某件事情才能
把它做好做精。我希望能够借此来培养学生发现自己到底爱
好的是什么。同时，作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
够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有个快乐美好的童年，让他们的花季永
远沐浴在阳光之下。

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我认为在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方面还
是不够，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培养。

童年乐趣教学设计板书篇二

我很长时间还沉浸在孩子们幸福的回忆中，反思之后，我认
为原因之（一）：开展了“听父母讲自己的童年”和“诗中
的童年”朗诵活动，延伸了作文的过程，使学生把生活与作
文联系在一起，童年趣事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二）、营造
的氛围：播放的《童年》视频歌曲、展示玩具等纪念品，打
开了学生记忆的闸门，片片回忆都是美的，是学生的真情告
白。

习作指导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内容”入手，打开学生思路，
而不是大讲写法，使人人都找到想写、要写的内容，如果一
上来就用范文开路容易束缚学生，作文开始宜“放”，有人
对自由表达用了个形象的比喻，叫做“你放手，他就飞”，
教师只有大胆放手让学生说，学生才可能“飞”起来，这次
习作全班54人全部在40分钟内落笔成文。

使“材料—语言—思维”呈动态积累，使思路清晰、外化活
跃，学生乐于表达，易于动笔，促进了写的酝酿，作文不是
平淡的干巴巴的诉说，而是学生特定情景下内心的真实写照，
有所闻就会有所思，有所思就会有所情，有所情就会有所文，
借助作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凸显喜怒哀乐，应是我们作
文教学追求的高级形态。



通过出示一组材料，学生弄清楚了所谓趣事，一是充满快乐
的开心事，二是天真幼稚的傻事。所选的`事情有的可以反映
童心之趣，有的可写行为之趣，也可以写语言之趣。或者性
格之趣。让学生明白要紧扣“趣”字选材，把人物当时的动
作，语言，心理活动写出来，这样就能写生动，写具体。这
样适时的降低了难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有话可说，有
趣事可写。即使是学困生，虽然语句有的不通顺，也有错别
字，但事情却真实有趣，确实是童心的表白，童情的宣泄与
流露。捧读作文，学生异彩纷呈的构思，天真有趣的傻事，
把作为老师的我逗得捧腹大笑，感觉到批改学生的作文，在
欣赏的同时，也是一种享受。

一直以来范文该不该出示，在写之前出示好还是写完之后出
示好，一直是人们争议的话题。我自己认为：范文的出现，
对于一些学困生和中等生，起个引领作用，他们在茫无头绪
不知如何下手之际会根据教师出示的范文，打开思路，明确
怎样安排详略，怎样扣题写。但是对于一部分写作水平较高
的同学而言，完全没必要。如果一上来就用范文开路，容易
束缚学生思维。

我就想：如果我们每次作文课都能这样以情唤情，打开心扉，
畅所欲言，我们的作文课将永远阳光灿烂，充满欢笑！

童年乐趣教学设计板书篇三

通过回顾课文，让孩子们能感受童年的美好、纯真，珍惜童
年，热爱生活。这一点在整堂课的教学设计中都有所体现，
课前让孩子们多收集童年的资料，问一问父母，看看自己儿
时的照片，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自己童年的“趣”；另一点
是让学生们在交流中拓宽写作思路，乐于书写童年的趣事，
表达对童年生活的热爱，感受童年的乐趣。锻炼学生的语言
表达和概括能力，提高语文素养；除了课堂上，课后还能通
过班级博客和班级聊天群进行互动交流；在互评互改中，学
会修改习作，并在修改中感受写作的乐趣。



从整体来看学生基本上掌握了习作要求。我认为这次作文的
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作法：

一、课堂中不急于要求学生写，而花了将近一节课的时间帮
助学生审题，选择材料。对于这一次作文要求相对城市上的
孩子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在于学生不理解怎样的事算是趣事。
有很多学生在开始时，往往弄不懂，以为给人以快乐的事，
让人开心的事就是“趣事”。所以在习作开始时我围绕题目，
通过事例解析让学生真正理解了“趣”的含义。接着让学生
选择材料，为了使学生的材料，达到“准、新、精”的要求，
我先要求学生自行思考，想出两到三件符合题意的材料，然
后在小组里交流，让小组成员互相帮忙选出较为合适的材料，
最后还要在班里进行点评，才进行写作。

二、以自己的具体的事例打开学生心扉。以前讲作文，我总
爱以作文选上的事例来引导学生，这么做也确实能让学生理
解习作要求，但课堂总让人觉得不真，不够有“人情味”。
这一次在写作之前认真回想了我童年里发生的趣事，以我的
真人真事作为事例引导学生。因为是老师的真人真事，所以
孩子们上课时总是很感兴趣。在让学生讲自己的事例时，因
为有我在前边“现丑”所以学生在讲时也就没了什么顾虑大
胆去讲，为后边的写打下了基础。

给学生一个宽松的环境。学生有些事不一定对谁都能讲得出
来，可能对有些比较熟的人会讲得比较有兴致，而对另一些
人讲时心情又不太放松，在指导学生时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让学生你想对谁说那就去对谁说。看到课堂里“乱七八糟”
的，我觉得达到了我的目的了。

童年乐趣教学设计板书篇四

这是一节单元习作的读写结合课，这种课型是在学完同一主
题的一组文章之后的基础之上才能完成的课型。因此课一开
始我就引导学生回顾单元主题、回顾单元的习作方法，在借



鉴作家的写作方法之上，设计了忆童年、说童年、写童年三
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深入，逐步降低写作难度，激发学
生写作兴趣。

由于课前准备的不够充分，所以有些环节不是很流畅，过渡
语言不到位。另外有两个环节的内容可以调换一下位置：比
如：欣赏冯骥才捅马蜂窝的片段，可以放到前面欣赏作家笔
下的童年趣事这一环节。这样整个教学流程会更流畅，也更
符合学生的思维规律。

童年乐趣教学设计板书篇五

我很长时间还沉浸在孩子们幸福的回忆中，反思之后，我认
为原因之（一）：开展了“听父母讲自己的童年”和“诗中
的童年”朗诵活动，延伸了作文的过程，使学生把生活与作
文联系在一起，童年趣事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二）、营造
的氛围：播放的《童年》视频歌曲、展示玩具等纪念品，打
开了学生记忆的闸门，片片回忆都是美的，是学生的真情告
白。

习作指导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内容”入手，打开学生思路，
而不是大讲写法，使人人都找到想写、要写的内容，如果一
上来就用范文开路容易束缚学生，作文开始宜“放”，有人
对自由表达用了个形象的比喻，叫做“你放手，他就飞”，
教师只有大胆放手让学生说，学生才可能“飞”起来，这次
习作全班54人全部在40分钟内落笔成文。

使“材料—语言—思维”呈动态积累，使思路清晰、外化活
跃，学生乐于表达，易于动笔，促进了写的酝酿，作文不是
平淡的干巴巴的诉说，而是学生特定情景下内心的真实写照，
有所闻就会有所思，有所思就会有所情，有所情就会有所文，
借助作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凸显喜怒哀乐，应是我们作
文教学追求的高级形态。



通过出示一组材料，学生弄清楚了所谓趣事，一是充满快乐
的开心事，二是天真幼稚的傻事。所选的事情有的可以反映
童心之趣，有的可写行为之趣，也可以写语言之趣。或者性
格之趣。让学生明白要紧扣“趣”字选材，把人物当时的动
作，语言，心理活动写出来，这样就能写生动，写具体。这
样适时的降低了难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有话可说，有
趣事可写。即使是学困生，虽然语句有的不通顺，也有错别
字，但事情却真实有趣，确实是童心的表白，童情的宣泄与
流露。捧读作文，学生异彩纷呈的构思，天真有趣的傻事，
把作为老师的我逗得捧腹大笑，感觉到批改学生的作文，在
欣赏的同时，也是一种享受。

一直以来范文该不该出示，在写之前出示好还是写完之后出
示好，一直是人们争议的话题。我自己认为：范文的出现，
对于一些学困生和中等生，起个引领作用，他们在茫无头绪
不知如何下手之际会根据教师出示的范文，打开思路，明确
怎样安排详略，怎样扣题写。但是对于一部分写作水平较高
的同学而言，完全没必要。如果一上来就用范文开路，容易
束缚学生思维。

我就想：如果我们每次作文课都能这样以情唤情，打开心扉，
畅所欲言，我们的作文课将永远阳光灿烂，充满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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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