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案的教学目标关键词(精选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教案的教学目标关键词篇一

课题6、船长课型新授上课时间

教学目标：1、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初步了解全文内容，能
够简单复述故事情节。2、字词学习，扫除学习障碍。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新词。3、能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教学重点读通课文，扫清阅读障碍；分段。教学难点分段

教学方法自主阅读教具器材挂图，音乐

教学步骤教师的活动学生的活动媒体的运用

三、学习生字。小结，故事按事情发展地顺序写了诺曼底的
遇难，自救和船长的牺牲。学习生字正音：“械”
（xie）“勒”“洛”声母是“l”“梭”是平舌音械的笔顺，教师示
范。指导书写。教师示范，描红。教师巡视个别指导。学生
分段第一段：（1-2）讲诺曼底被玛丽号猛烈撞击，情况非常
危急。第二段：（3-28）写哈威尔镇定自若地指挥人们脱险。
第三段：（29-30）写哈威尔牺牲的过程。学生练习。

作业1、描红，抄写生词。2、读课文，分段，概括段意。

教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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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6、船长课型新授上课时间

教学目标：1、读熟课文，体会文章中所描绘的紧张气氛。并
能通过自己的朗读把他表现出来。2、找出文章描写情况紧急
的句子，并能找出人物在此情境中发表现。

教学重点读通课文，体会情况之紧急。教学难点体会文章之
紧急

教学方法读中感悟教具器材录音（气氛紧张之音乐）

教学步骤教师的活动学生的活动媒体的运用

一、复习导入。二、精讲课文。回忆一下文章按什么顺序写
的，讲了哪些内容？教师板书：遇难-自救-牺牲指名读课文
第一部分。要求找出文中人物的表现讨论交流：你知道了什
么。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情况的紧急的？（教师板书）指导学
生朗读。读出情况之紧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做什么呢？
那么哈威尔又是怎么做的呢？引入下一段的学习。找出描写
船长的语言，神态，动作的句子。通过反复诵读体会情况的
紧急。学生回答：遇难-自救-牺牲指名学生读课文，画出相
关句子。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况之紧张。学生读：顷刻
间，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男人，女人，孩子，半裸着身
子，奔跑着，呼喊着，哭泣着，海水猛烈地涌进船舱。学生
自由读课文，找出描写船长的句子。学生读出画出的句子。
通过比读，赛读读出情况之紧急。

抓住船长的语言，指导朗读哈尔威船长站在指挥台上，大声
吼道：就在这时，船长威严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呼号和嘈杂，
船长喊了一声：“奥克勒大副！”“快救克莱芒！”船长喊
道。船长又叫道。从这些词你体会到了什么？大家当时什么
感受的呢？讨论：大家沉默了，没有一个人违抗他的意志，
人们感到有个伟大的灵魂出现在他们的上空。分角色对话学
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你认为船长是怎样一个人？体会哈威尔



在死亡前、一心想到的是先救乘客，让人感受到他的伟大和
高尚。

作业1、练习背诵课文，体会船长的镇定自若和舍己为人的精
神。2、摘抄句子，描写情况紧急的句子。

教后反思

课题学会合作课型阅读教学上课时间

教学目标：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在熟读的
基础上练习当众演讲。2．学会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
词语。3．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所举两个事例的作用和它们
所强调的重点的不同。激励学生树立团结协作、自我牺牲等
可贵的合作精神。

教学重点读通课文，扫清阅读障碍。理清文章条理。教学难
点理清文章脉络。

教学方法自主阅读教具器材音乐图片

教学步骤教师的活动学生的活动媒体的运用

三、再读课文再读课文，给课文分段第一段(第1～3自然段)：
说明生活在世界上大家都离不开与别人合作。默读课文后分
段，概括段意。

第二段(第4～6自然段)：通过具体事例，说明具有协作精神
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能合作得好。第三段(第7自然段)：指
出只有学会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作业设计1、朗读课文。2、抄写词语两遍3、完成文后练习2。

板书



教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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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学会合作课型阅读教学上课时间

教学目标：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在熟读的
基础上练习当众演讲。2．学会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
词语。3．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所举两个事例的作用和它们
所强调的重点的不同。激励学生树立团结协作、自我牺牲等
可贵的合作精神。

教学重点读通课文，扫清阅读障碍。理清文章条理。教学难
点理清文章脉络。

教学方法自主阅读教具器材音乐图片

教学步骤教师的活动学生的活动媒体的运用

一、复习检查听写词语悠扬典范和谐顾名思义倾泻瓶子嘴唇
卓有成效牺牲协作完美情不自禁

静，就是生命的完满；

水，就是生命的本源。

作业设计

板书统一的目标学会合作协作精神取得成功自我牺牲精神

教后反思

[船长(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教案的教学目标关键词篇二

地位：

本课讲述的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位于北非和亚洲西部是古
埃及和新月沃地的有关国家，了解这些内容对于学生加深对
世界古代奴隶制文明的理解很有帮助。

教学重点：

金字塔：它是古代埃及最著名的建筑，耗时长，建造难度大，
工艺要求高，有关金字塔的建造过程到现在仍然有争论。一
方面它是古埃及的骄傲，是埃及人民的智慧的高度体现，另
一方面，它又是奴隶主残酷压榨奴隶的见证。

埃及的强盛：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成为地跨亚非两
洲的大帝国。这种强盛的基础是对外侵略。古埃及的区域范
围明显扩大，在经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也应
该看到这种基础上的强盛是不稳固的。

《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是迄今所发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
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堪称世界之最。而所以法典的内容
都充分反映了它是奴隶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
的阶级性。

教学难点：

重点：金字塔；埃及奴隶制帝国的兴衰；《汉谟拉比法典》。

难点：学生刚接触学习世界也对地理方位、人名、地名掌握
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对《汉谟拉比法典》的实质的分析。



教法设计：讲述法；讲解法；历史情境设计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雨季过去，下降的河水才流入河床、泛滥期间积下厚厚的一
层淤泥成为谷物生长的极好肥料。这条著名的大河不仅给下
游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更给这里带来了生命和
繁荣，埃及人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依靠集体的力量用粗糙
的工具清除荆棘草莽，开渠筑坝引河水灌溉土地，种植庄稼，
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

“啊，尼罗河，我赞美你。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着埃及，
一见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这是古代埃及
人民赞颂尼罗河的著名诗篇；说明古代埃及与尼罗河息息相
关。尼罗河孕育着古代埃及的文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古埃及从原始社会缓慢地进入奴隶社会。
公元前3500年左右古埃及陆续出现了40多个奴隶制小国。这
些奴隶制小国之间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和兼并形成了上埃及
和下埃及两个奴隶制国家。上下埃及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大约
在公元前3000年，上埃及逐渐强盛起采，国王美尼斯亲自带
领大军攻打下埃及。上埃及获胜。传说他在决战胜利的地方
建立白城，这就是古代埃及的首都孟斐斯，它位于今天开罗
以南不远的地方。

这样建立起初步统一的国家（公元前3000年），首都孟斐斯。

问题：埃及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金字塔--埃及国王的巨型陵墓（胡夫金字塔最大）（板书）

在埃及，最早的墓葬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再堆成一个沙堆。
以后墓穴越挖越深，成为地下室，在地面沙堆周围砌成石墙
这种坟墓叫做“马斯塔巴'（意为石凳）。到了公元前27世纪，



埃及第三王朝法老杰赛尔找建筑师修建了一座巨大的石砌'马
斯塔巴”在上面加了五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巴'，使它
高达61米，这就是埃及第一座塔型陵墓，因为它的外形很象
汉字“金”字，所以我们中国人称它为“金字塔”。

以后，历代法老像着了魔似的都给自己建金字塔，并且越建
越宏伟．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给自已造的金字塔最大。胡夫金
字塔，原高146.59米，经过几千年的风吹雨打顶端已经剥蚀
了将近十米。但在1889年巴黎建筑起埃菲尔铁塔以前，它一
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塔身的石块之间，没有任何水泥
之类的粘着物，石头磨得很平，虽然已历时数干年，今天人
们也很难用一把很薄的刀片插入石块之间的缝隙。

胡夫的儿子哈佛拉的金宇塔、它比胡夫塔低三米但有着完整
壮观的附属建筑。有一个雕着哈佛拉的头部而配着狮子身体
的大雕像，即“狮身人面像”。希腊人称斯芬克斯“雕像，
高二十米，长五十七米，整个狮身人面像是在一块天然的大
岩石上凿成的，至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

埃及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分裂和混乱在什么时问？（学生回
答）

约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埃及先后经历了两次较长
时间的分裂和混乱。但后来埃及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打败入侵
者，以南方的底比斯为中心重新统一起来，建立新王国。此
后军力大大增强，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4．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可15世纪）。国力强盛，成为地跨亚
非的大帝国。

埃及奴隶制军事帝国是依靠对外扩张起家的。图特摩斯三时
强迫被征服的国家向

同学们请看教材中新月沃地示意图。在亚洲西部有两条大河，



它们分别是东面的幼发拉底河和西面的底格里斯河，他们并
行奔流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波斯湾。在两河间是肥沃的平原、
这一带我们通称为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这一地区为”美索
不达米亚“，意思也是两河间的土地。两河流域向西到地中
海，这一狭长的弧形地带，犹如一湾新月。因此人们形象地
把这一地区称?quot;新月地带”或“新月沃地”。在这一地
带先后居住过的居民有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腓尼基人和希
伯来人。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
人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小国．

1．两河流域南部早期奴隶制国家（板书）

公元前18世纪，国王汉谟拉比在位时，利用各国连年打仗彼
此削弱的机会，经过战争统一了两河流域。汉谟拉比宣扬”
君权神授'，自称是“月神的后裔”，自比作“宇宙四方之
王”，建立起以巴比伦为首都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

汉漠拉比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制定了一部法典，这
就是我们面将要讲述的汉谟拉比法典。

3．汉谟拉比法典（板书）

以色列国和犹太国灭亡后，大批犹太人被掠往巴比伦为奴，
波斯占领巴比伦后，释放犹太囚徒，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
耶路撒冷。以后犹太人举行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遭到镇压。
幸存的犹太人散居到世界各地，他们就是今日以色列人的祖
先。

课堂小结：

我们一同回顾了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和新月沃地的古代国
家的情况。这两个地区是古代奴隶制文明的发源地，是古代



亚非文明的高度浓缩。在这中间有太多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

课内探究活动的设计：

教案的教学目标关键词篇三

教学目标

1.公元前25印度出现奴隶制小国；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印度
种姓制度；佛教的兴起和传播。

2.引导学生阅读有关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佛教教义的相关材料，
培养学生辨证看问题和全面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3.通过对印度的初步了解，使学生认识印度河流域是世界古
代文明的发祥地,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的种姓
制度是印度奴隶社会的特点。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和其它劳
动人民进行统治的社会制度。佛教的教义因为适应了统治阶
级的某种需要，受到统治者特别是刹帝利的保护。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地位：

亚非文化是古代奴隶制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在长期的生产实
践中产生，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重点：

古代东方文字及影响。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的基础，
它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古代东方文字的产生是亚
洲文明的标志之一。



古代埃及的太阳历是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这种历法以后几
经修改，成为几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历法。

难点：

阿拉伯数字。古代印度人发明了包括零在内的十个数字符号，
还发明了现在一般通用的定位记数十进位法。零的使用使十
进位法日臻完善，意义重大。十个数字符号后来由阿拉伯人
传人欧洲，被欧洲人误成为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成为世
界各国通用的数字。

教法建议

关于种姓制度：

引导学生分析婆罗门祭司将种姓制度赋予神秘色彩的目的何
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的小字部分）种姓制度的实质又是
什么？它对后来印度的发展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组织学生
进行小组讨论，不要局限于教材的介绍。针对最后一问，鼓
励学生联系印度现在的发展，谈出自己的观点。

关于佛教：

引导学生分析佛教的产生和种姓制度的存在有何关系？如何
看待佛教的教义（培养学生辨证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请
学生介绍他所了解的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及佛教在当
今印度的地位。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和难点

重点：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佛教的兴起

难点：如何看待佛教的教义



教法设计：讲述法；讲解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除前面讲述的外还有印度河流域的印度，这里同时也是世界
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诞生地。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它在亚洲次大陆。包括现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国等地，它北面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这里有两条河流，
西部的是印度河，东面的是恒河。印度的名字起源于印度河，
中国古代称他为天竺。

一、古代印度

1．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和雅利安人的征服

古代印度河上游两岸土地肥沃。

请问：造成这里土地肥沃的原因和我们前面讲过的哪个国家
相似？

非常准确，就是埃及。

元朝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把全国各族分为四等。而印度的雅
利安人。在征服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同的等级形成了严格的等
级制度。

2．印度的'等级制度同学们请看课本的表格回答古代印度有
几个等级，他们的名称是什么，各等级有哪些社会阶层，各
等级的职责或义务如何。印度的等级制度，也叫种姓制度。
种姓在印度的梵文中称瓦尔那，意为肤色，品质；第一等级
婆罗门，即僧侣。第二等级刹帝利，包括国王武士和官吏，
掌握军政大权．前者是人民的精神生活的统治者，后者是国
家的世俗统治者。第三等级是吠舍包括农牧民．手工业
者．要向国家纳税，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是首陀罗，



以奴隶为主。随着主产和分工的发展，在种姓之外又出现了
大批的不可接触者，即最受歧视和压迫的贱民，各个等级间
职业世袭，互不通婚，界限森严甚至不能共食、共住。为了
维护反动的等级制度，婆婆罗门祭司把等级制蒙上了一层神
圣的色彩。统治者利用婆罗门教的说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奴
隶主贵族的特权，特别是婆多门的特殊地位。

等级制度渗透到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阻碍了印度社会
的发展、在奴隶制的发展中，等级制度越来越引起人民的不
满、婆罗门教日益遭到反对，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
下产生了佛教。

二、佛教的诞生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今
天尼泊尔南部的媲毗尼。是释迦部落的王子。被称为释迦牟
尼即释迦族的隐修者。牟尼意思为修行者。传说他年轻时有
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想，人总是要老、要死，能不老x死
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9岁那年，他离别双亲和妻儿，去
深山访道经过7年的冥思苦想终于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达到了
至高无上的境界成?quot;佛就是大彻大悟的人一一般专指释
迦牟尼。中国寺院的佛殿称大雄宝殿，殿里的大佛就是释迦
牟尼。大雄也是尊称，意思是大无畏的勇士。佛教教义上要
是众生平等、自已修行以求来世，所有这些在当时充满不平
等的奴隶制国家里对于广人的群众是有诱惑力的。但是，佛
教宣杨的平等是灵魂上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佛教并不反对奴
隶制，并且把刹帝利摆在第一位。另外，佛教主张人民应忍
耐、顺从．放弃斗争、所以历代统治阶级便利用佛教宣扬的
众生平等的假平等，掩盖阶级社会中真正的不平等，从而达
到维护剥削制度的目的。后来，阿育王也信了佛教，并把它
定为国教。大建佛塔、寺院、也正是在阿育王统治时佛教开
始向外传播。

课堂小结：



古代印度是亚洲南部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2500年左右
开始出现奴隶制小国。后来在雅利安人进入古印度后，在公
元前3世纪，印度半岛除南端外一度统一。在印度奴隶制国家
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体现
了鲜明的阶级性，成为印度奴隶社会的重要特点。随着印度
社会经济的发展，婆罗门和其他等级的矛盾激化，在这种形
势下产生了佛教，逐渐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学生课后活动建议：

印度的种姓制度既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为加深学生对这
段相对枯燥的知识的了解，可组织学生排演有关种姓制度的
小话剧。分别扮演四个等级中的人物，通过对话、表情反映
出他们等级地位的差别。

教案的教学目标关键词篇四

丰富的历史遗迹、众多的地下文物和大量的文字记载清楚地
告诉我们非洲东北部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西亚底格里斯
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
的古代印度，以及东亚黄河长江之滨的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四
个摇蓝。五、六千年来，她们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就产生于亚非地区、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
始尼罗河两岸就出现了奴隶制小国。

一、古代埃及――金字塔的国度（板书）

1．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和统一

雨季过去，下降的河水才流入河床、泛滥期间积下厚厚的一
层淤泥成为谷物生长的极好肥料。这条著名的大河不仅给下
游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更给这里带来了生命和
繁荣，埃及人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依*集体的力量用粗糙的
工具清除荆棘草莽，开渠筑坝引河水灌溉土地，种植庄稼，



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

“啊，尼罗河，我赞美你。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着埃及，
一见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这是古代埃及
人民赞颂尼罗河的著名诗篇；说明古代埃及与尼罗河息息相
关。尼罗河孕育着古代埃及的文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古埃及从原始社会缓慢地进入奴隶社会。
公元前3500年左右古埃及陆续出现了40多个奴隶制小国。这
些奴隶制小国之间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和兼并形成了上埃及
和下埃及两个奴隶制国家。上下埃及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大约
在公元前3000年，上埃及逐渐强盛起采，国王美尼斯亲自带
领大军攻打下埃及。上埃及获胜。传说他在决战胜利的地方
建立白城，这就是古代埃及的首都孟斐斯，它位于今天开罗
以南不远的地方。

这样建立起初步统一的国家（公元前3000年），首都孟斐斯。

问题：埃及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金字塔――埃及国王的巨型陵墓（胡夫金字塔最大）（板
书）

在埃及，最早的墓葬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再堆成一个沙堆。
以后墓穴越挖越深，成为地下室，在地面沙堆周围砌成石墙
这种坟墓叫做“马斯塔巴’（意为石凳）。到了公元前27世
纪，埃及第三王朝法老杰赛尔找建筑师修建了一座巨大的石
砌’马斯塔巴”在上面加了五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
巴’，使它高达61米，这就是埃及第一座塔型陵墓，因为它
的外形很象汉字“金”字，所以我们中国人称它为“金字
塔”。



教案的教学目标关键词篇五

目标预设：

1、通过反复练习，学生能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2、能结合课文内容和关键词句理解文章最后一节的内涵。

3、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感悟哈尔威船长在四次命令中所表
现出来的临危不惧、沉着果敢、镇定指挥、以身殉职的高尚
品质和忠于职守、先人后己、爱护弱小的做人之道。

重点、难点：

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感悟哈尔威船长在四次命令中所表现
出来的临危不惧、沉着果敢、镇定指挥、以身殉职的高尚品
质和忠于职守、先人后己、爱护弱小的做人之道。

教学准备：幻灯片、背景音乐

教学方法：读悟法、讨论法、情境想象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通过故事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然后在反复朗读的基础
上，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学会生字，理解生词。对文章
的结构有所了解，想象、理解轮船遇险时灾难的可怕以及它
突然降临时人们的惊慌与恐惧，并对哈尔威船长的忠于职守、
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有初步了解。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二、理解“救援”、感悟形象

1、初读感知

2、交流讨论：找出哈尔威船长发布的几次命令。

3、学习第一次命令。

4学习第二次命令

6、讨论、感受哈尔威船长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质

三、理解“殉职”，升华情感

1、想象感受殉职的悲壮场景

2说话练习

3、通过讨论体会船长的忠于职守的崇高品质、

四、布置作业、拓展提升（机动）

1、背一背：背诵文章的．

3．读一读：推荐阅读：本文的作者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
学家雨果。他的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等。任选一本读一读，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板书设计：

遇险千钧一发

6、船长自救舍己为人英雄



牺牲忠于职守

教学反思：

[《船长》教学预案教案教学设计]

教案的教学目标关键词篇六

一、板书课题，导入新课

1、板书课题：

落花生

看了这个课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花生的特点就是落花入土而生果，所以在植物学上就叫它dd
落花生。

二、检查预习，整体感知

2、指名说

板书

种花生

过收获节

3、课文就这两大部分组成，你们说这篇课文长不长？

不长，但是这篇文章很精彩，知道是谁写的吗？

4、介绍作者背景



明确学习任务

（小中见大

平中见奇

重点突出）

（1）要弄明白作者通过讲花生，说了一个什么道理？

（2）领会“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写作方法

5、作者的笔名落华生就是从这篇文章变来的，你想他是不是
为自己的文章有点感到骄傲？所以同学们要好好学，这篇文
章很有味道。

三、重点感悟，学习课文

（一）

1、下面我们采用抓重点的方法学习课文。怎样知道文章哪一
部分是重点呢？第一，看看他写的是“详”，还是“略”。

板书：看详略

2、现在你们看课文已分为两大部分，那哪部分是重点呢？

3、对。重点段我们重点学，不是重点段我们就简单的学，或叫
“略学”。下面请大家读读第一自然段，你只要抓住一个重
点词，这一段就理解了。

4、学生默读。



5、指名读

6、说说你找到了哪个词？谈谈你的理解

“居然”（什么意思？用在什么情况下？课文为什么要
用“居然”呢？）

7、你们再看，种花生的过程就写了四个词，哪四个？几个月
的事作者用四个词就概括了，多干脆，多简单！所以这个作
家了不起！这是第一段，因为它是略写的，所以我们就采取了
“略学”的方法，第二段“过收获节”是重点内容，我们就
重点学。

（二）

2、学生默读课文

3、好，现在我们来跟他们一块过收获节，收获节的第一个节
目，干什么？板书；吃花生

4、一边吃一边干什么？板书：谈花生

6、谁来读“吃花生”这两段，一边读一边找出值得注意的地
方来。

7、指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