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姥姥的剪纸教学设计第二课时(汇
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姥姥的剪纸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本学期我们语文组的老师一直都在尝试着第一课时教学的有
效性的研究。今天听了黄菊花老师所执教的《姥姥的剪纸》
的第一课时，感觉到黄老师确实是在以一颗童真之心走进课
堂，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教语文。

首先，黄老师能够科学、合理的确立本课时的教学目标。
《姥姥的剪纸》这篇课文采用第一人称，叙写了姥姥心灵手
巧，剪纸技艺精湛，围绕“喜鹊登枝”和“老牛兔子”的剪
纸展开了“我”和姥姥之间动情有趣的故事，表现了“我”
对姥姥的深切怀念之情。黄菊花老师在执教第一课时要求学
生能够掌握课文的生字新词；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
感知课文的大意，这些目标的确立都是遵循了阅读活动的一
般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的，为第二课时的学习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导入课文时，黄老师让学生展示了在
美术课上所做的剪纸工艺品，并说说自己在剪纸时的感受。
那一张张漂亮的的剪纸顿时激起了学生的兴趣，活跃了课堂
的气氛。学生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到课文当中，为学习课文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时间上似乎可以再压缩一些，只要让
学生感受到作品的漂亮和剪纸的不容易就可以了。

“读”是培养语感的最佳途径，通过读，学生才能对语言文



字有直接的整体的感悟，才能品评出语言的意蕴和情味，才
能真正实现与作者的一种间接的对话。在整堂课的教学中，
黄老师能采用以“读”为主线的教学策略，赋予“读”以真
正的内涵。每一次的朗读都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
次的自读要求学生读正确、通顺，第二次的指名读要求学生
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第三次的读又让学生读出自
己的感悟，这样，学生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读，
从浅层次的阅读迈向了深层次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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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读。

全班交流。

师：你找到了哪些句子？

生：太平原托着的小屯里，左邻右舍的窗子上，都贴着姥姥
心灵手巧的劳作。

师：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1：姥姥光结善缘，剪出来的窗纸贴满了太平原托着的小屯
里。

师：还有哪些句子？

师：哪些词体现了奶奶的心灵手巧？

生：“普普通通”、“翻来折去”、“要什么有什



么”、“无所不能”。

师：你能把这一句话读一读吗？

生读。

师：评价一下，他哪儿读得好？哪儿读得还不够？

生：“无所不能”读得好，“普普通通”还不够。

师：你能再把他读一下吗？

生读。

师：还有什么句子？

师：你也找到这样的句子了吗？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1：我体会到了姥姥剪什么像什么，真神了。

生2：我知道别人一直对姥姥啧啧称赞。

生3：姥姥竟然能把纸剪活了，真神，我真佩服她！

生读。

师：我相信大家会比他读得更好。

生齐读。

……

……

[反思]



虽然这一片段仅仅是整节课的一小部分，但值得我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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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通过活动的学习品尝到成功的体验和乐趣。活动气氛活
跃，幼儿的参与度高，教学效果显著，充分发挥了剪纸教学
特有的魅力，激发了幼儿学习剪纸艺术的兴趣，使幼儿在实
际生活中领悟到中国民间艺术的独特价值。活动中充分体现
了以幼儿为主体的教学思想。在评价过程中,取长补短,激发
了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创作热情,对于培养幼儿创新精神和创
造才能有很大的好处。鼓励每个幼儿根据自己的特点提高学
习剪纸艺术的兴趣和能力。

让幼儿了解体验中国民间文化的设计与创作，培养了学生对
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同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并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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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五彩缤纷，我知道如何剪，自己也剪得不错，是这么剪
的：把正方形纸对折为小正方形，然后再折一次，剪出喜欢
的图案（要在连着的地方剪），这就基本完成了。

剪纸有很大的用途：

剪纸需要很多的技巧，只有用心、专心，才能把纸剪得生龙
活虎、栩栩如生，

剪纸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它需要我们把它宣传，并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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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教学目标：



继续学习课文，以“熟能生巧，总剪，手都有准头了!”为中
心句，思辩姥姥为什么能“熟能生巧”，怎么练的，结果怎
样，进一步感受姥姥的心灵手巧。学生通过朗读以及重点词
句的理解，非常佩服，我能从他们有感情的朗读体会到这一
点。

然而，整篇课文要表达的不光是姥姥的剪纸技艺，更是祖孙
之间那份浓浓的亲情。在第二部分的教学中，我还是抓住剪
纸，让学生找出三幅牛兔剪纸图，想想它们有什么特点，体
会到在实际生活中姥姥的`勤劳，作者的贪玩。学生在交流这
三幅图片的含义时，能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姥姥对作
者的疼爱时，更激起对自己家人的感恩。所以，当我读着作
者后来写的对姥姥临终前的回忆时，教室里一片安静，有的
学生感动得甚至要流泪了。我想这正是我要的教学效果，不
仅仅是让学生欣赏姥姥栩栩如生的剪纸艺术，更是让学生体
会到亲人的关爱，永远心存一份感激，并把这份情传递给身
边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