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一

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词，准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习司马光和童第周勤奋成才的故事，懂得勤奋是实现理
想的桥梁的道理。

3、教育学生从小勤奋学习，长大了对人民、对社会作出应有
的贡献。

重点难点：     懂得勤奋能使天资聪明的人成才，反之
也会流于平庸；勤奋也能使基础较差的人成为可用之才，不
应自暴自弃。懂得成功=一份天才+九十九份汗水，勤能补拙
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　

生谈，师总结。引出勤奋是通往理想的桥梁，板书课题——
说勤奋。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大声读课文，读准字音，看清字行，读通句子。

2、出示生字，检查预习。

3、课文讲了个什么道理？

三、精读课文

1、课文围绕“勤奋是实现理想的桥梁。”这一中心，作者主
要写了哪两个人勤奋成才的故事？（相机板书:司马光、童第
周）

2、大家一定还记得一年级学过的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从
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司马光小时候是个怎样的孩子？板书（天
资聪明）

3、天资聪明的司马光长大后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指名读第二
自然段。

讨论：

（2）司马光怎样用汗水和心血去浇灌的？（引导学生边读边
找出书上有关词语和句子。理解“滚瓜烂熟”“一遍又一
遍”）

（3）司马光的事例告诉我们（板书）：“成功=一份天才+九
十九份汗水”

（4）自由练读第二自然段

（5）指名读，师与生一起评点，是否读出了司马光的刻苦、
勤奋。

4、小结：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从小就天资聪明，但是他依然始
终如一地勤奋学习，最后写成了名留千古的史学巨著《资治



通鉴》，这就充分说明了“成功=一份天才+九十九份汗水”。

（二）

1、学生自学，完成下列思考题，并用自己喜欢的符号把有关
的词句画出来：

（1）童第周手中的鲜花是什么？

（2）童第周的情况和司马光相比有什么不同？

（3）童第周起步晚，基础差，为什么他同样取得了成功？

（4）童第周的成功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2、小组交流讨论

3、师生围绕思考题交流探讨

4、学生讨论“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句话
的含义，老师相机板书。

5、指导朗读

6、让学生根据板书小节，引导学生明确：不论天资聪明还是
基础比较差的人，只要勤奋，都可以成才。

7、齐读两句名言，大家认为这两句名言好吗？好，就让我们
一起把它抄在自己笔记本的首页，时刻勉励自己。

（三）学习第四自然段

1、学生自由朗读，思考主要写了什么？

2、这一段在全文起什么作用？



3、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谈谈学习了这一课的感想，并写在小
作本上。

四、总结升华

1、再读两位名人的勤奋故事，你从中能体会到什么？

2、小组交流。

五、拓展延伸：

你还知道那些关于勤奋的故事？

六、布置作业：

搜集有关勤奋的故事，与大家共同分享。

七、板书设计：　 

15说勤奋

司马光（天资聪明）《资治通鉴》成功=一份天才+九十九份
汗水　

童第周（基础差，起步晚）　青蛙卵剥离手术     勤能
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二

1、 熟悉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给课文分段。

2、 学习课文1、2两大段，通过朗读理解文意。

3、 用自然段段意概括的方法概括第二段的主要内容。



自然段段意概括段意方法的运用、学习课文1、2两大段

通过朗读理解文意。

一、 课前谈话

同学们，曾有一个饱受饥寒、诚实、善良的卖火柴小男孩，
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大家看他是谁？（看课件小珊迪的图片）老师随机板书课题。

老师在梦中就见到过他，（点击出现教师的图片、配乐随机
响起）

师配乐朗诵：他告诉我，他是一百多年前爱丁堡的一个小男
孩，他是个孤儿，父母早就死了。一次他在街头卖火柴碰到
一个没有零钱买火柴的顾客，于是他就去帮那个顾客去换零
钱，在往回跑的时候，不小心被马车撞了，两条腿也全断了，
他只好躺在一张破床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他快要死了，但
是他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却是他的弟弟，因为他死了之后，就
没人可以照顾他弟弟了。小珊迪说到这儿，就走了。但我不
明白他为什么要去卖火柴，也不知道他的弟弟后来怎么样了？
而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共同来学习这篇课文，请大家一起帮
助老师解答心中的疑问。

二、 认真读课文，提出要求：

1、 认真读课文，注意读准字词

2、 读了课文后，你认为小珊迪是怎样一个孩子？

3、 课文除了写小珊迪还写了那些人？

三、 抓重点句，梳理全文，教学1——8自然段。



1、 通过朗读，老师想知道小珊迪是怎样一个孩子？（谁能
帮助解答）

（随机板书：可怜、诚实、善良）

2、 这篇课文除了写小珊迪，还写了那些人呢？（板书：我、
我的同事、小利比）

3、 那这些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在这些人当中、课文
主要讲谁和谁之间的事呢？（我和小珊迪）

过渡：既然课文主要讲我和小珊迪之间的事。那么在我的心
目中小珊迪是怎样一个孩子呢？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小珊迪
又是怎样一个孩子呢？（一个骗人的孩子，而我有可能上他
的当）（引出课文第8节）

4、 我猜想我可能上当了。我为什么会怎样想？我们先来了
解一下整件事情的起因吧？时间回到100年前……（播放朗读）

四、 教学课文1——7自然段（听录音）

（1）、小珊迪为什么非要“我”买他的火柴？（又冷又饿、
又要照顾弟弟）

（2）、指导朗读对话

（1） 小珊迪是怎样求我买他火柴的？划出有关句子读一读。

（2） 指名学生读，听听他的话在语气上有什么变化。（请
求——乞求）

（3） 指导理解（请求——乞求）

出示练习：请求 恳求 乞求



1、面对小珊迪的初次（ ），我和同事拒绝了。

2、面对小珊迪的再次（ ），我决定明天再买。

3、面对小珊迪的再三（ ），我答应马上买火柴。

（4） 理解了请求和乞求的意思，，下面先请一位同学有感
情的朗读。

（5） 分角色朗读。

（7） 分析第八节

（一）、是什么原因让我觉得小珊迪不是那种骗人的孩子？

（孩子那诚恳的面容、信任的神情）诚恳的意思是？信任的
意思是？

（二）、我的心里有什么变化？（猜想————断定）这是
一对反义词。那这样的心理变化能否调换？为什么？那种人
指什么人？（说明我对小珊迪的信任）

（8）、事情发展到这里，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看，事情发生
的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旅馆门前），那么谁能概括一下
在旅馆门前发生的事情？（小珊迪在旅馆门前乞求我买他的
火柴，在换零钱时一去不复返了。）

五、 课文延伸练习

（1）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小珊迪向我卖火柴时说的话，
看看有什么特点？

“买一盒火柴只要一个便士呀！”孩子可怜地请求着。

小男孩想了一会儿，说：“我可以一便士卖给你们两盒。”



“啊！请您现在就买吧！先生，我饿极了！”小男孩乞求说，
“我可以给您去换零钱。”

（2）教师出示：

人物：妈妈 我 地点：菜场

要求用上上面三个词语，写一段话，提示语有三种变化。

（3）讲评

六、 总结

小珊迪为什么不及时把零钱送回来？我后来有没有拿到零钱
呢？究竟小珊迪是怎样一个孩子？他和小利比之间又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

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三

1．认识“海、鸥”等14个表示事物的汉字。会写“苗”字。

2．初步感知数量词的用法。留心观察周围事物，尝试用数量
词表达熟悉的事物。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4．认识表示事物的汉字，热爱大自然的美好事物。

制作多媒体课件。

一、谈话导入

1．拿起学生的学习用具（铅笔、书包、文具盒），这是什么？



（提示学生：带上数量词回答。）

2．板书课题：识字6。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读课文，画出生字词，遇到不会读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
遍。

2．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认读生字、新词

a．多可爱的苹果，读准了字音，就摘到了苹果。

开火车读生字，重点认读：4个前鼻音、4个后鼻音生字。

再全班齐读。

b．瞧，小鱼小鱼真淘气，身上带了个词语，小猫小猫来钓鱼，
读好词语钓上鱼。

开火车读、再全班齐读。

3．指名分节读课文。

三、学习第3节

1．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图上画有什么？看了这幅图，你最
想说什么？

2．是啊，这儿真美！老师真想带大家去玩一玩。课文第3节
写的就是这里。小朋友自己练读，比比谁读得美，注意，加
上动作就更好了。

3．赛读、评议：谁来试一试，能加动作更好。谁来评一评？



4．全班美读，加上动作。

5．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a．我们说这是一群飞鸟，是因为（ ），对呀，很多只飞着的
鸟叫一群飞鸟。

b．练习：还可以说一群（ ）。

同桌练说，开火车汇报。

四、美读课文，认识感悟

剩下的3节课文，喜欢哪节就读好哪节。

自由读课文。

指名汇报读书，质疑：有什么弄不明白的？

小结：同学们边读书边思考，提出了问题，这就是读书的好
方法。

1. 美读第2节课文。

（1）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小朋友看，这是一株秧苗，秧苗越来越多，这一整块的秧苗
就是“一畦秧苗”。

（2）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指导写字：

a．“苗”字是我们要会写的生字。写时要注意什么？

b．老师范写。



c．学生练写一个。

d．展示鼓励：看，这几个同学的字写得特别好。希望大家向
他们学习，把字写端正。

（3）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语言描绘创设情境：

春天，农民伯伯把秧苗种到田里，除草、施肥。到了秋天，
稻谷成熟了，（出示）这是（一块稻田），看着金灿灿的稻
谷，农民伯伯心里可真（高兴）啊。

课件：这是（一方鱼塘），这是（一座果园）。看着满树的
果实，农民伯伯会说什么呢？

1. 美读第4节。

（1）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语言描绘创设情境，认识事物，
体会激情：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过“六一”吗？是啊，六一儿童节是小
朋友们最快乐的节日。

那天，我们华西路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瞧，每个中
队都举着一面队旗。（课件）鼓号队为大家演出了许多优美
的'乐曲，看，这个队员的手中拿着的是一把铜号。（课件）
更让人高兴的是，我们一年级很多小朋友都戴上了红领巾，
成为了光荣的少先队员。（课件）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了各
种各样的活动：那群红领巾（课件）在玩“贴鼻子”的游戏；
这群红领巾在玩乒乓球；还有的红领巾在参观小朋友们的书
法作品呢，大家多开心啊。校园里一片欢笑。

（2）你们开心吗？赶紧找到你的好朋友，高高兴兴地练读好
第4节。



（3）哪些朋友一起来试试？

（4）老师邀请全班同学一块读，愿意吗？开始吧。

小结：多开心的日子啊，送走了欢乐的“六一”，大家赶快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3. 美读第1节课文。

（1）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海边，看到了一只海鸥，一片沙滩，一艘
军舰，一条帆船。（边看课件，边口头回答）

（2）赶快和同桌一起练读第一节课文。

（3）同桌一起汇报。

（4）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完成填空：

一只（ ） 一片（ ） 一艘（ ） 一条（ ）

开火车汇报，想说几个就说几个。

小结：引导学生体会数量词的特征。

4. 美读全文。

学到这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放手让学生自行解答）

五、引导发现，创编课文

1．今天我们学习了《识字6》，王老师发现第3小节课文，用
了4个词语写出了郊外美丽景色。请小朋友看课文第1、2、4
小节，开动脑筋，你有什么发现？和同桌说一说。



2．汇报。

3．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语言描绘激趣：

瞧，夏天到了，树更高，草更绿了。看！青蛙在向我们高兴
地招手，荷花露出甜甜的笑脸，小溪欢快地唱着歌，连小水
珠也来凑热闹了，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这三个小朋
友这么高兴，也许是在谈论今年暑假去哪里旅游吧。同学们，
看着这幅图，四人小组合作编一节课文，开始吧。

4．编课文。

六、总结延伸

这节课，同学们不仅学好了生字词语，读好了课文，认识了
很多新事物，甚至编了课文，真能干！

回家观察家里的物品，试着像课文那样说一说，比如，“一
盆鲜花”“两片绿叶”，我们可以说给爸爸妈妈听，好不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

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四

1、认识14个生字，会写9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笋芽儿对春光的向
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3、爱读科学童话故事，能从童话故事中吸取力量，陶冶情操。

生字卡片、小黑板、毛竹的有关知识。

2课时。



第一课时

1、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大熊猫最爱吃什么?

(竹子)

竹子长大了叫竹子，可它小时候不叫竹子，你知道它叫什么
吗?

(竹笋)

竹笋又叫笋芽儿，你知道它是怎样长成一株健壮的竹子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笋芽儿》一课。

2、板书课题：

提醒学生“笋芽儿”的读法，学生练读课题。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出示生字卡片：

认读生字，识记字形。

3、读生字：

同桌互听，互相帮助识记生字。

4、小组讨论：

交流识字方法，全班交流。

5、出示课文中出现的生词：



小组认读，全班扩词练习。

6、再读课文：

要求读正确、流利。

7、最后小组说一说自己读懂了什么。

1、师范读：

想一想笋芽的生长过程是怎样的?

2、小组讨论。

3、全班交流：

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相机板书。

2、春天这么美，小笋芽儿在大家的'关心、爱护下长成了大
竹子，它可真幸福，让我们大家做一株小笋芽儿吧!让小笋芽
儿带着对春天的赞美、带着幸福的感觉来分角色朗读课文。

以小组为单位，分成：

笋芽儿、春雨、妈妈、旁白几个角色来读。

读后小组同学互换角色再读，读后互评。

你喜欢笋芽儿吗?为什么?

启发学生由竹子的成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

你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哪些关心和爱护呢?

1、小组内谈谈。



2、集体交流。

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五

师：同学们，咱们先来听一首歌，会唱的同学请跟着一起唱。

（师生同唱《好汉歌》）

师：大家唱得真投入，你知道刚才我们唱的是哪部连续剧的
主题曲吗？

生：《水浒传》

师：对，《水浒传》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当中塑造了108
位个性鲜明的英雄好汉形象。今天咱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
他就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武松。

师：这节课我们要初读课文，了解大意；学习课文描写武松
打虎前的内容，通过语言了解武松的特点；学习运用语言表
现人物特点的方法。

师：首先，请同学们速读全文，说说课文主要写什么？

生：（自读课文）

师：谁能说说课文主要写什么？

生：《景阳冈》这篇课文主要写武松在景阳冈上打死老虎的
事。

生：《景阳冈》这篇课文主要记叙了武松在阳谷县的一家酒
店内畅饮十八碗酒后，在景阳冈上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故事。

师：概括的不错。下面我们来学习课文描写武松打虎前的内



容，请看自学提示。

师：（投影出示自学提示：1、读课文描写武松打虎前的内容，
画出武松的语言；2、读武松的语言，体会武松有什么特点。）

师：请同学们根据自学提示进行自学。

（生自学，师巡视点拨）

生：通过武松的语言，我体会到武松具有倔强的特点。

生：通过武松的语言，我体会到武松这个人比较豪放。

生：我觉得武松很勇敢。

生：我还觉得武松有点爱面子。

师：同学们体会得挺好，武松主要具有的特点是-----

生：豪放、倔强、勇敢。

师：你是通过哪些语言体会到武松具有这些特点的呢？

生：我通过“主人家，快拿酒来吃。”这句话体会到武松比
较豪放的。

生：我通过“这酒真有气力！”这句话也能够体会到武松具
有豪放这个特点的。

生：“原来这样。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通过这句话我
体会到武松很倔强。

生：我还通过“别胡说！难道不付你钱！再筛三碗来！”体
会出武松倔强的。



生：我通过“就有大虫，我也不怕。”这句话体会到武松很
勇敢。

生：“这是店家的诡计，吓唬那些胆小的人到他家里去歇。
我怕什么！”通过这句话，我能够体会出武松具有勇敢这个
特点的。

（生讨论，师巡视点拨）

师：谁能说说你是如何体会的？

生：武松在酒店喝酒，喝完了三碗，店家劝他别喝了，因为
他家的酒叫“透瓶香”又叫“出门倒”，刚喝时只觉得好喝，
一会儿就醉倒了，   但凡来他家喝酒的只喝上三碗，就都
醉倒了，过不了山冈，过往的客人都知道，人家只喝三碗就
不再要了。可是武松偏偏不信，叫到：“别胡说！难道不付
你钱！再筛三碗来！”所以我觉得武松比较倔强。

生：我还想补充一点，这家酒店的就有劲，武松不是不知道，
因为他在喝完第一碗酒时，就说：“这酒真有气力！”喝完
第二碗时还说：“好酒！”说明人家店家说的是实话，武松
明知这酒劲大还偏偏要喝，说明他的确倔强。

师：的确，人家店家好心好意劝他别喝了，可是他就是不信，
还说：“别胡说！难道不付你钱！再筛三碗来！”这个武松
真是倔强。刚才这两位同学体会得挺好。他们之所以体会得
这么好，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句语言，联系了上下文，根
据语言的内容、语气，体会出武松具有倔强的特点。这就是
通过语言体会人物特点的方法。下面，我们就运用这个方法
体会武松的其它语言又是怎样表现武松特点的。

（生自学，师巡视点拨）

师：谁能说说你是怎样体会的？



生：我抓住“这酒真有气力！”这句话来体会，我们平时独
自到外面吃饭也好还是喝冷饮也好，不管好吃不好吃、好喝
不好喝，一般不会张嘴就评价，可是武松不是这样，他喝酒
是拿起碗一饮而尽，觉得酒好喝就毫不犹豫地评价说：“这
酒真有气力！”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体会出武松很豪放，直来
直去。

生：我体会的是“就真的有虎，我也不怕。”别人是三碗不
过冈，可是武松足足喝了十八碗酒，喝完之后还要过冈。店
家说景阳冈上有老虎，已经伤了二三十条大汉的性命，而且
官府已经发下榜文，不让单身客人一人过冈，需要凑齐三二
十人趁午间结伴过冈。当时天色已经晚了，老虎就喜欢在这
个时候出动，武松一个人是万万不能在这个时候过冈的，可
是武松不听劝，还说：“就真的有虎，我也不怕。”所以我
觉得这句话既能体现出武松倔强又能体现出武松勇敢。

师：同学们体会得挺好。作者运用这些个性化、性格化的语
言表现了武松豪放、倔强、勇敢的特点，我们怎么读才能够
把这些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呢？下面请同学们有感情地
朗读武松的语言，进一步体会武松的特点，同学们可以自由
发挥，你觉得怎么读象武松就怎么读，咱们比比看，谁最像
武松。

（生有感情地朗读）

师：谁愿意选择你最拿手的一句读给同学们听听？

（生有感情地朗读，教师适时指导）

师：刚才我们学习了通过语言体会人物特点的方法，就是---
--

生：抓住语言，联系上下文，根据语言的内容、语气，体会
人物的特点。



师：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师：下面我们来做一个这方面的练习，（投影出示练习一）
谁能审题？

生：这道题给我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是阅读短文，第
二个是抓住李逵的语言体会李逵的特点。

师：李逵也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一个人物，他也曾经打死
过老虎，他有什么特点呢？下面请同学们按要求做题。

（生做练习，师巡视点拨）

师：谁来汇报一下？

生：我通过“哥哥，这黑汉子是谁？”这句话体会出李逵挺
粗鲁的，因为宋江和戴宗站在一起，他肯定是戴宗的朋友，
打听的时候就应该说“这位仁兄是谁？”或者是“这位官人
是谁？”，可是李逵却当着宋江的面称呼他为“黑汉子”，
一点都不讲礼貌，所以我觉得李逵挺粗鲁的。

生：我也觉得李逵挺粗鲁的，我是通过“你爷爷的，你怎不
早说，也教俺铁牛高兴高兴。”这句话体会出的，因为李逵
非常崇拜宋江，可是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他却高兴得忘乎所
以，说起脏话来了，所以说李逵很粗鲁。

生：“你若真是宋江，我便下拜，若不是宋江，我才不拜呢！
你别偏我给人下了拜，再来笑我。”通过这句话我觉得李逵
具有粗中有细的特点。

（投影出示练习二：根据人物的特点，设计出符合特点的人
物语言。）

师：下面请同学们迅速浏览短文，说说高大哥有什么特点？



生：热心肠！

师：下面就请同学们为热心肠的高大哥设计几处符合他热心
肠特点的语言。

（生动笔做题）

师：做好了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做这道题。

生：孩子怎么了？

生：孩子生病了吗？

生：小明又犯哮喘病了？

师：刚才同学们这些说法都能够表现出高大哥热心肠的特点，
但是哪一种说法最好呢？

生：第三种说法最好，因为从这句话我能够看出高大哥已经
不止一次帮过生病的我了，所以对“我”的名字和有哮喘这
个老毛病了如指掌，说明高大哥 的确是个热心肠。

师：大家同意他的说法吗？

生：同意。

师：我们继续往下做题。

师：“是啊！”只听妈妈着急地回答。高大哥说-----

生：我送你们到医院去吧？

生：来，我拉你们去！

师：妈妈说：“能行吗？”



生：没问题，快上车！

师：妈妈说：“你刚拉完货，挺累的，该回家休息了。”

生：孩子要紧啊！

生：没关系，我的身体好。

生：邻里邻居的，您别客气了！

生： 小事一桩。

生：别客气，快看孩子去吧！然后我拉你们回家！

师：这道题同学们做得不错，说明你们平时肯定都是热心肠。

师：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已经不仅能够根据人物的语言
体会人物的特点，而且能够根据人物的特点设计出符合特点
的人物语言。在今后的阅读中，希望同学们能够根据人物的
语言准确把握人物的特点，在你写作时，也要为你笔下的人
物设计出符合他的特点的语言，这样你塑造的人物就会更加
栩栩如生，你的文章就会更加具有感染力。

师：（投影出示作业题：根据你的意愿，从下列任选作业完
成。a、有感情地朗读课文。b、阅读《水浒传》。c、设计一段能够
表现人物特点的语言。）

认识汉字——综合练习课

课题：偏旁部首组字

内容：关于“纟”旁的文字的组合与辨析

例子：“细”



组词：细心          仔细

例子：“纹”

组词：花纹          皱纹

例子：“绘”

组词：描绘          绘画

例子：“绕”

组词：缠绕          绕圈

例子：“结”

组词：结实          结果

练习：试着举出更多的带“纟”旁的字并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