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猫教学设计第二课时(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部编版猫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1．分析“白鹅”特点，理解作者对白鹅的思想感情。

2．学习用比较的手法突出事物特征的写法。

3．学习课文中生动形象的语言。

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原理，使学生掌握本课重
点内容。

激发学生观察思考的兴趣，努力使学生成为关注自然的“有
心人”和“有情人”。

重点：

1．分析“白鹅”特点。

2．学习用比较的手法突出事物特征的写法。

难点：学习用比较的手法突出事物特征的写法。

教学突破：

加强和文本的对话，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利用辐射教学，引入相关写法的篇目让学生比较、感悟，从
而理解并会运用比较手法突出事物特征。



一、背诵诗歌导入课文

1．请学生齐背骆宾王的诗《鹅》，问学生：诗中描绘了鹅的
什么特征?

2．出示白鹅图片，请学生自由说说鹅还有哪些特征?(提示：
从鹅的生活习性、对人的贡献、叫声、走路姿势等方面说)

3．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丰子恺笔下的《白鹅》，看作者是如何
抓特征刻画这只白鹅的?

二、诱思导学．梳理内容

1．请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感知文意，勾划生字词。

2．幻灯片出示生字词，请学生认读、理解。

3．请学生思考：

(1)你认为作者对白鹅的态度是怎样的?用课文中相关的词句
回答。

(2)“我”喜欢白鹅的原因是什么?用文中语言概括回答。

三、本课小结《白鹅》抓住白鹅的傲慢的特点，表达了对白
鹅的喜爱和怀念之情。

四、板书设计参考

高傲：

头部

叫声



步态

吃相

一、深入研析，合作探究

1．教师出示幻灯片，请学生思考，分组讨论：

(1)你认为作者是从哪些方面写白鹅高傲特点的?又是采用什
么手法来突出这一特点的?结合文中具体句子谈一谈。

二、辐射阅读。拓展延伸

1．教师发阅读材料《杨柳树》、《苏州园林》、《狗獾》片
断。请学生思考：

(1)选文和原文在写法上有何共同之处。前两篇选文中的事物
特点分别是什么?作者是怎样突出这一特点的?这样写有何好
处?结合选文具体谈—谈。

2．请学生谈一谈：

(1)你认为课文中哪些句子写得精彩?说说原因。

(2)你觉得如何才能使你的描写语言更生动?

3．请学生用对比手法写出自己喜爱的一种动物或植物的特征，
最好运用一种修辞方法。

4．请学生读片断，师生共同赏析

三、本课小结

课文是作者对在重庆郊外居住时收养的一只白鹅的回忆。主
要写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对白鹅与众不同的傲慢性格作了生



动的描绘；二是叙述了白鹅对“我”一家所做的贡献。表达
了作者对白鹅的喜爱与怀念之情。

四、问题探究与拓展活动

1．观察身边的动物，写动物日记。

2．建议学生定期收看《人与自然》节目，写出收看随想。

部编版猫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1、认识“沿、际、抬、信”四个生字。

2、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会分角色朗读对话。

3、理解“井沿、大话、无边无际”等词语的意思。

4、初步理解“坐井观天”寓意。

教学难点

初步理解“坐井观天”寓意。

教学准备

青蛙、小鸟的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两个新朋友，瞧，他们是谁？
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坐井观天》，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坐井观天》是一则寓言故事，寓言不仅读起来有趣，还告诉
我们一些深刻的道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来学习这篇
寓言故事。

二、教学过程

（一）字词

首先请同学们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见带生字
的词语和句子多读几遍。

井沿无边无际抬头不信青蛙回答

1、词语：指名读齐读

2、生字组词：这些红色的字是我们要认识的生字，谁来单独
读一读。

3、并组一个和书上不一样的词。

指名，开火车

4、生字、组词、造句：下面来点更难的，谁能读字、组词，
再根据你组的词造一个句子呢。

（二）朗读，理解

1、默读课文，青蛙和小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故事？

@你从课文第几自然段看出的？读一读。生齐读。

“井沿”是指哪呢，看，老师画了一幅简笔画，谁来指一指，
哪是井沿？（指生认）。那老师还要请你帮个忙行吗。你能
把小鸟和青蛙请到它们相对应的位置上么？指着说一说。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板书：争论天的大小

2、他们是怎样争论的呢？咱们一起来读读他们争论的话，在
课文哪几个自然段？（课文的2-7自然段。）

（1）男女生对读。（老师旁白，男，青蛙。女，小鸟）

（提出问题：青蛙和小鸟对天的大小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
能在文中画出来么）

出示：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
还用飞那么远吗？”

理解：“大话、不过。”

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哪！“

理解“无边无际”，什么是无边无际。（生回答）

教室能说是无边无际么，操场能说无边无际么，什么能说是
无边无际的。（大海、沙漠、草原、田野）

（出示图片：同学们说得真好，那咱们大家和老师知道的无
边无际的事物一样么？）

谁再来读读这句话，看看该怎么读，应该体现出什么？（带
动作读）

小鸟说天无边无际，很大很大。

（2）老师读青蛙，生读小鸟。

（3）小组合作读



（4）表演读（动作）

三、理解寓意

“飞了一百多里。”小鸟到过很多地方。

说话训练：小鸟飞啊飞，飞过——，飞过——，还没有看到
天的边。

青蛙为什么说天不过井口那么大呢？用课文中一句话说说。
（天天坐在井里，见识少，目光短浅）这是一个原因，还有
一个原因。青蛙笑了，当别人告诉他的时候，他听了没有？
反而笑了，说明什么？（自以为是，不听别人劝告）

四、拓展

如果这只青蛙有一天真的跳出井口他会看到什么，会说些什
么呢？

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让跳出井口的青蛙认识了外面的世界，
认识了了自己的无知和自以为是。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相信我们都会做一只跳出井
口的青蛙，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做一个知识渊博，不自以
为是的人，下课！

部编版猫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1.认读“恭勤”等4个生字，会写“囊萤”等9个生字，正确
读写“囊萤夜读恭勤不倦博学多通”等词语。

2.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全文，了解故事内容。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从人物的语言、动作描写中，感受



人物的品质。

4.理解重点词句，领悟文中所讲的道理。

5.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激发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地朗读，从人物的语言、动作描写中，感受人物
的品质。

教学难点

能参考注释读懂每句话的意思。

教学设计

一、谈话交流，导入课题。

1.同学们，《凿壁偷光》的故事大家听说过吗？【课件出示2：
图文】匡衡勤奋好学，可是家境贫寒，晚上想读书而无烛照
明。邻居家倒是每到夜晚，总烛光明亮，可惜这光照不到他
匡衡的屋里。怎么办呢?匡衡便把自己家靠邻舍的那堵墙壁凿
开一个洞以引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

古时候，还有一位热爱读书的人，他是晋代车胤，因为家贫，
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
来当灯读书。

2.这个故事就是《囊萤夜读》，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
小故事。（板书：囊萤夜读）

学生齐读课题。

3.这是一篇文言文。千古传诵，流传至今。



二、读通读顺，感知课文。

1.试读，说说读后的感受。自己解决生字：【课件出示4】

囊、萤、恭、勤、博、贫、焉

2.自由、大声读课文，至少读三遍，有生字的地方，难读的
地方多读几遍。

（1）注意读准前鼻音“勤贫焉”，后鼻音“囊萤恭”。

（2）指导书写。【课件出示5】

重点指导“囊勤焉”。

“囊”上中下结构，笔画较多，写的'时候要注意写扁一些，
注意笔画的穿插避让。

“勤”左右结构，注意左边的部分，下面是两横一提。

“焉”上面是个“正”，下面的部分不是“与”。注意把字
写得扁一些。

3.读通顺了吗？读流利了吗？但是古文的朗读和现代文不同，
要读出节奏。再次朗读课文，这次要求读得有节奏。

4.教师范读，读出节奏，读出韵味。学生拿笔划分节奏。

5.学生再次自由朗读课文。

6.点名读，齐读。

三、理解文本，探究交流。

1.真是读得越来越有滋味，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文章的大致意思理解了吗？

先来看一看词语的意思：【课件出示6】

囊萤：用袋子装萤火虫。囊：文中作动词用,意思是“用袋子
装”。

胤恭勤不倦：晋朝人车胤肃敬勤勉而不知疲倦。恭：肃敬的
意思。

练囊：用白色绢子做袋。练：白绢，文中作动词用,意思
是“用白绢做”。

以夜继日：夜晚接着白天（学习）。

预设：从“囊萤（用袋子装）”和“练囊（用白绢做）”中，
我体会到车胤刻苦努力，没有条件努力创造条件的精神。

3.当我们深入课文的时候，会对课文有更深入的理解，再读
读课文，想想哪些地方你读懂了，哪些不懂的可以同学交流。

4.预设交流【课件出示8】

(1)我读懂了“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这句话告诉我们晋
朝人车胤谨慎勤劳而不知疲倦,知识广博,学问精通。

（板书：车胤：谨慎勤劳而不知疲倦）

(2)我读懂了“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夏天的夜晚,（车胤）就用白绢做成（透
光）的袋子,装几十个萤火虫照着书本,夜以继日地学习着。

（板书：囊萤夜读夜以继日）

5.同学们，你还读懂了什么？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



【课件出示9】

（1）我觉得车胤真的很聪明，遇到困难很好地解决困难。

（2）我读懂了车胤家里非常贫穷，没有读书的条件，但是车
胤绝不放弃，努力给自己创造条件。

（3）我们这些有条件读书的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好好
学习。

四、读写训练，朗读全文

1．师：课文虽然很短，但写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读了这个
故事，你感动吗？将你此刻内心的想法写出来。（学生动笔
写感受。然后交流。）

2．让我们再一次深情地朗读课文。（生齐读课文。）

部编版猫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1、学会“箩、杭”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会边读边想象课文描述的情景，边读边体会作者通过景
物表达的思想感情、

4、培养热爱生活的情趣和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

1、按要求预习课文，自学生字词、

2、查找有关桂花的资料、

3、课件



一、揭示课题

1、复习引入

2、提起“桂花”你会想到些什么？（链接生活与积累的古诗
词）

3、生活在江浙的琦君每见桂花飘香，就会想起那一场场“桂
花雨”板书课题

4、读题质疑

二、品析开头结尾

1、接读课文，思考：在作者美好的记忆中的桂花雨是什么样
的？课文哪句话点了题。

2、交流：

（1）文中描写桂花落的语句。

（2）结尾的句子。课件师点拨：文末点题是写作常用的`方
法，可以使文章结构更完整，要学会运用。

（3）结尾的写法值得我们学习，那么开头一二节呢？

a、采用对比的方法，突出对桂花的喜爱。旧知牵引——《桂
林山水》课件

b、读了这段语句，你能用合适的aa式叠词补充这段文字吗？
课件词语手册p36

点拨：叠词往往能更生动地表情达意，富有童趣，习作中有
意识地加以运用。



3、那么，文中是什么使我“又”想起了故乡同年时代的“摇
花乐”，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

课件出示母亲的话

三、品悟重点句，辐射全文

1、“这里”指哪里？课文哪些句子在描写杭州的桂花香？哪
些句子在描写家乡的桂花香？

2、读这两段语言，你觉得杭州的桂花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吗？

3、为什么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哪些方面比不上）

（1）第三节：关注桂花、馈赠桂花的快乐。（类比我们自己
育出来的豆苗和买来的没什么两样，但感情不同）

（2）第四节：桂花给邻居带来的香甜。

（3）第五节：收获桂花的快乐——板书：摇花乐桂花雨指导
感情朗读。

4、再读课件“于是，我又想起……”你还读懂了什么？（又
一次）

作者仅仅为了写摇花乐、桂花雨？板书：思乡情。

四、阅读延伸，品读同题材文章。

同步中的《故乡路》

板书：桂花雨



摇花乐——桂花雨

思乡情

部编版猫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吩咐、茅亭、榨油、价钱、
石榴、爱慕”等词语。

2、分角色朗读，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理解“父亲”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懂得“人要做有用的
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4、初步掌握分清文章的主次，加深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
学习作者主次分明的表达方式。

教学重点：

理解“父亲”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
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教学难点：

如何把花生的品格与做人的道理联系起来进而悟出做人的道
理。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简介作者。

1、由谜语“根根胡须入泥沙，自造房屋自安家，地上开花不
结果，地下结果不开花。”

2、出示花生的投影片，教师解题：花生又叫落花生，因为花
生的花落了，子房柄就钻到士里长成花生荚，所以叫落花生。

3、简介作者：这篇课文的作者许地山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因为小时候父亲关于落花生的一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决心要像花生那样，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所以常用的
笔名是“落华生”。那么，他的父亲关于花生谈了些什么，
是怎样谈的呢？我们来看课文。

二、理清段落，概括段意。

1、在理解生字、新词的基础上，默读课文。联系课文加强对
生字、新词的记忆与理解。

2、听读课文，学生思考：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围
绕题目写了哪些内容。

3、给课文划分段落，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段（第1自然段）写种花生、收花生。

第二段（第2自然段）写母亲提议过一个收获节，并为过收获
节做了准备。

第三段（第3自然段到最后）写吃花生时的议论。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



四、作业。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围绕题目写
了哪些内容。

二、学习重点，理解话语，明白道理。

1、默读第三段，思考：一家人是怎样议论花生的好处的？

把三姐妹说的花生的好处用上关联词说上一句话。

（1）读一读第一处议论，你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学习小组
讨论。

（2）你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四人小组讨论。

（3）学生交流。

适时理解：

a花生好，桃子、石榴、苹果不好。

b凡是埋在地里的东西都是好的，高高挂在枝头的东西都是不
好的。

c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果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d父亲认为桃子、石榴、苹果相比，花生最可贵的一点是什么？
你能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吗？（板书：藏而不露）

（4）让我们带着赞美的语气来读读父亲的话。



（5）父亲向我们讲花生藏而不露的品质是为了什么？出示父
亲的第二句话。

“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
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出示“我”的话：

“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
好处的人了。”

理解“体面”、“讲体面”“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
人”是怎样的人。

（6）你对作者的话理解了吗？什么叫有用的人？什么叫只讲
外表体面而对人没有好处的人？结合实际，举例说明。

三、《落花生》一文借物喻理，包含了深刻的做人道理。但
这些道理的领悟要得法地引导，从而使学生大胆思维，各抒
己见。

四、提供辩题练口才

1、在现代社会，你想做落花生那样的人，还是想做苹果那样
的人？为什么？请各小组讨论，各抒己见，实话实说。

2、在充分辩议的基础上完成练习。

以“我要做那样的人”为题写一二段话，要求实话实说，有
真情实感。

部编版猫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每一个学生在通过合作学习、汇报展示、课堂互动交流中，
都体验到学习带来的喜悦，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和学习能力。

4、通过同学交流，体会作者思恋家乡的思想感情，并领悟这
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

抓住课文中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句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一、提出学习目标(3分钟)

1、谈话导入。

同学们，童年是美好的、幸福的、难忘的，回忆童年美好的
事情更是一种享受，充满了乐趣。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琦君
的童年，欣赏美丽的桂花雨。板书课题《桂花雨》。

2、提出学习目标

(1)、把课文读通读顺。难懂的字词和句子多读几遍。

(2)、了解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抓住主要内容和重点句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4)、情地朗读课文。

(5)、能结合对课文的理解，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要求:

1、小组内按学困生——中等生——优等生的顺序进行展示。

2、别人展示时，其他同学要学会倾听，并做好点评。



(一)基础知识展示(小组内)

1、这节课，我学会了姿态、迷人、至少、邻居、成熟、完整、
尤其、提前、香飘十里等词语。

2、我会用其中的一些词语造句。

3、我知道了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4、我知道了“桂花雨”是指好多桂花落下来，就像下雨一样.

5、我会解答(课后思考题、每课一练的题目)。(教师及时到
学生之中指导展示)

(二)学文悟情展示(小组内)(此环节有时可与“创造性展示”
合为一体)

1、了解课文的主内.

知道这篇文章，描写了作者在家乡摇落桂花时的情景，表现
了儿时生活的乐趣，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家乡、对童年生
活的无比怀念。

2、学生从重点词句中感受文本所蕴涵的丰富内涵。

生1：“我喜欢的是桂花。桂花树的样子笨笨的，不像梅树那
样有姿态。不开花时，只见到满树的叶子;开花时，仔细地在
树丛里寻找，才能看到那些小花。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
了。”我体会到桂花是精致的小花，会散发着那样迷人芳香，
让人快乐?)

生2：第五自然段内容中的“是件大事”，“总是缠着母亲”
我体会到作者急切地盼着摇花。

生3：“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十几家邻



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我体会到“没有不”表
示“都”，“浸”字感受到桂花香不是一缕，而是空气中都
散满了，人好像就浸泡在桂花的香气里。“十几家邻居”说
明大家不用走出家门，就能闻到桂花香。

生4: “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这句话我
从“全年”感受到不光是开花季节香，人们还把桂花做成了
各种食品后，整年都可以感受到桂花香;“整个村子”可以感
受到，我们做的桂花糕、桂花茶，家家户户都可以分享。

生5：“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我的
体会是“母亲这句朴素的话，与“月是故乡明”有异曲同工
之妙。母亲年都闻着院子里的桂花香，关注桂花，收获桂花，
体验着丰收的喜悦，馈赠的快乐……桂花，已充盈了她生活
的全部的空间。家乡院子里的这棵桂花树，浸透了她的心血
和汗水，乃至是母亲生命中的一部分，还有什么桂花可以和
它相比呢?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母亲其实是对家乡的一种什
么情怀——思乡。”

3、学生展示朗读能力。

生1：我觉得这个句子“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
使劲地摇。摇呀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
花。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应读
得“乐”一些。才能感受到摇花的快乐。

生2：我觉得这个句子“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回，嘴
里念着：‘只要不来台风，我就可以收几大箩。送一箩给胡
家老爷爷，送一箩给毛家老婆婆，他们两家薄饼做得
多。’”这句应该这样读，才能读出一种把好东西与大家分
享的快乐!

(三)创造性展示(以小组形式全班展示)



1、小组朗读课文的一段话。

2、小组展示自己仿写的一段话。

3、小组通过朗读搜集到的思乡的诗句。(小组展示的形式多
种多样)

三、激发知识冲突(适时进行)(5分钟)

童年和故乡留给了作者什么呢?其实令作者真正难以忘却是什
么?(此环节有时与“学习成果展示”合为一体)

四、知识拓展延伸(2分钟)

收集琦君的散文集《桂花雨》，鲁迅的《朝花夕拾》，,林海
音的《城南旧事》。愿你们在这浓浓的书香中也能找到一份
童年的快乐。

在介绍桂花的“香”这一特点时，孩子们都找到了“桂花开
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
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这样一句话。我准备抓住重点词语
通过品读感悟语言文字,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不过孩子们
的品读并不到位，比较他们在理解重点词语前后的朗读，没
能发现明显的区别，证明这一环节效果没达到。

让语文课真正成为语文课，研究语言、品味语言是关键。可
是如果教师引导重点词语的把握不全面，就会失去它应有的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