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说课稿(大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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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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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说课稿篇一

“耶，耶！“今天终于去爬我期盼已久的灵白线了！我们怀
着激动的心情出发，为了防止堵车，我们选择地铁出行。可
是，我却发现今天的地铁真的好慢啊！感觉像坐了一个世纪。

灵白线就是灵岩山和白马涧之间的很多个山头连起来的“一
条线”。爬灵岩山，轻轻松松的。我十分高兴，觉得简直太
容易了，爬山也没什么难的嘛。可是，接下来的一座山头却
大大改变了我的想法。好难走呀，几乎没路，到处是石头和
沙粒，特别滑，爸爸在前面为我精心挑选每一步，然后我再
跟着爸爸的脚步一点一点的慢慢地移动。

经过了第一个难走的坡，我松了一口气，以为只有最后一个
山头了，谁知道更难的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其中，一个下山
的地方十分艰险，假如不扶稳东西，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掉到
山谷去，不过有好心人为了我们爬山方便，在每棵树之间都
连了绳子，我们必须扶着树或者绳子，手脚并用的一步一步
下移。我有几次都差点掉下去，还好我有非常大的臂力和爸
爸在前面接我，所以我们也最终度过了难关。经过了五个小
时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终点。爬了一天的山，感觉体力
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去吃了海鲜大餐。

经过这次爬山，我觉得：人生好像爬山，要想到达山顶，就



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每当快要放弃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你
就能登上巅峰。

《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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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说课稿篇二

《爬山虎的脚》是一篇精读课文。叶圣陶老先生细致精准地
描写出爬山虎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叶”和“脚”，形象生动、
栩栩如生，这也是课文的重点。设计时分两课时教学，第一
课时重点研究“叶子的特点”，第二课时重点讨论“脚”的
特点。教学中立足工具——课本，注重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
句理解文章受到情感熏陶，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充分挖掘
教材的人文因素，培养学生的感悟能力、审美能力，使语文
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和谐统一。

知识与技能：学习生字、词语，积累好词好句。

过程与方法：能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爬山虎的特点;学习作
者的观察方法，培养细致、有序的观察习惯。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培养学生像爬山
虎一样的向上精神。

教具(爬山虎实物，教学课件);学具(水彩笔)

了解爬山虎的特点，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

培养学生有顺序的观察事物的方法。

2课时

(教学内容：具体了解爬山虎“脚”的特点，感受作者生动具
体的描写和长期细致的观察。学习观察和描写的方法。)

师：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这篇课文主要
讲了爬山虎的___和____?(爬山虎的叶子和脚)这节课我们就
来了解爬山虎的脚。

1、板书：爬山虎的脚(齐读课题2遍)

2、质疑：学习爬山虎的脚，你最想知道什么?(随机板书)

板：样子?

怎样爬?

……

3、小结：同学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学习的价值!课文第3自
然段就就讲了爬山虎的样子，还讲了它生长的位置和颜色，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默读课文，画出这样的句子。

【通过质疑提出问题，来引发学生对事物的欲知性和提高学
习兴趣，直奔教学目标。】



找一找：学生默读课文，画出描写爬山虎样子、生长位置和
颜色的句子。

说一说：你找出了哪些句子呢?从这些句子中你知道了什
么?(板：茎上长叶柄枝状细丝嫩红)

谁能说说蜗牛的脚是怎样的?(触角很细，头上有圆片)

师：哦，原来爬山虎的脚就是这些细丝。

画一画：请同学们用笔画出你了解到的爬山虎，看谁画得又
快又好!(学生绘画)

评一评：谁愿意把自己的画让老师展示一下，请同学们对照
板书评评这幅画。(投影爬山虎实物)

读一读：谁能通过朗读读出你了解的爬山虎吗?

对了，正是因为作者“注意”了，所以对爬山虎的脚长的位
置、形状、颜色了解得那么仔细。刚才同学们提出了“爬山
虎是怎样爬”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学习第4自然
段。(板：爬)

2、理解：触巴拉

质疑：你认为“触”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挨)

追问：为什么不用“挨”而用“触”呢?

提示：爬山虎的脚是怎样的?(细小圆片;小轻，只能触)

“巴”可以换成什么词?(抓贴)为什么不用抓呢?老师做抓的
动作。(不是爪子)

演一演：老师想请两位同学到黑板上做动作，注意观察。(指



名一人做“巴”;一人做“贴”)谁在“巴”，谁又在“贴”，
你是怎么知道的?(巴用力，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为什么用“巴”不用“贴”呢?(爬上虎的脚是小圆片，它是
有生命的)

你能把这种感受读出来吗?(读第一句)

你读时注意了什么?(“触”读得轻，“巴”读得重)谁还能读
一读

爬山虎的脚又是怎样“拉”的呢?谁来读读写拉的句子。(指
名读)

演示：(老师拉一名同学)老师在拉谁?

文中什么拉什么?(脚拉茎)

是怎么拉的呢?(学生说，老师做动作)

3、说话练习：用自己的话说说爬山虎是怎样一脚一脚往上爬
的。

(提示：四人小组用自己的'话组内交流，交流时一人说，其
他人听，听完后可补充。)

全班交流，(谁能说说)

4、出示cai：他们说得怎么样，让我们看看画面吧!现在谁还
想说。

5、感情朗读：读到这，你对爬山虎的脚有何感受?(提示：对
本身，对自然?)

太有趣了，



太神奇了

用你的朗读把你的___的感受展示出来吗?

齐读第4自然段

1、师：爬山虎的脚都能触着墙吗?那是怎样呢?

板：触着墙(牢固)没触着墙(萎了)

2、原来爬山虎的脚还有这些变化，这是作者一下子看出来的
吗?

3、启示：从中你受到什么启示吗?(谈启示、说方法)

(可提示学生从作者的观察顺序、作者的观察方法、文章围绕
一方法和时时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这些方面去谈。)

【引导发现，发散思维，总结写法。】

2.生活中，肯定也有你们喜欢的植物。课后仿照课文写法写
一种植物。

【板书设计】(略)

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说课稿篇三

清明节到了，我们一家回时村老家祭祖，祭祖后，我们到贡
山的姑姑家去爬山。

来到贡山脚下，我抬头一看，贡山连绵起伏，漫山遍野都是
大大小小的乱石头，周围很荒凉。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荒山
哦！我们在向导小表哥的带领下向贡山进军，一路上那是蝴
蝶在为我们跳欢迎舞；野鸡在为我们唱前进歌。不知不觉间，



我们爬到了半山腰。这时，妈妈和姐姐越朝下看越害怕，渐
渐打起了退堂鼓。不到山顶非好汉，我和爸爸相互鼓励，历
尽千辛万苦，终于登上了山顶！

爬山可真好玩哦！

三年级:王兴旺

上一篇：我的生日礼物——文具盒

下一篇：手机涂改带

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说课稿篇四

《爬山》是一篇说理性很强的课文,讲的是一对父子一同爬山
时父亲教育儿子要努力征服自己,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还启发
儿子怎样欣赏大自然的景物。...

教材分析：

课文记叙了26年前父亲带着十岁的我沿着又弯又窄的山路去
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父亲告诉我能不能爬到山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否尽力了，在下山途中又告诉我要用心欣赏沿
途的美景的事情。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智慧，从大山的身上
学到了沉静。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习本课生字，理解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重点句子的'含
义；

3、激发学生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坚持不懈的信念和持之以
恒的精神。



教学中难点：

1、学习课文，体会重点句子的含义；

2、说说我跟父亲爬山时学到了什么。

教学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等。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第周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生字，初读课文，学习第一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朗读课文。要求学生读正确、流利，不读破词破句。

2、师生共同评价朗读情况。

3、幻灯出示本课生字。

1）指名认读生字，并口头组词。



2）出示文中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指定小组进行开火车读生字、新词比赛。

4）学生自由轻声朗读课文，找出最令你感动的句子，并在句
字旁加上自己的感受。

三、再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1、以小组为单位，小组讨论：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内容？

2、个小组内先互相讨论交流，进行改进。并推荐出代表发言。

3、个小组互相修改自然段的段意。

4、小组内互相朗读课文中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喜欢的语句。

5、划分结构段。

第一自然段（1）：父亲在一个夏日的清晨带我去爬山。

第二段（2-7）：在上山途中父亲告诉我其实能不能爬上山顶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尽了力。

第三段（8-9）：在下山去中，父亲告诉我大自然的没不只是
用眼睛去看，还要用耳朵去听，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体会，
左后用脑子去思考。

第四段（10）我从青山那里学到沉静，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从
父亲身上学到了智慧。

四、学习课文第一段

1、全班同学齐读课文第一段。



2、你读懂了什么？（小组内先互相交流，互相纠正。）

反馈学习情况：

主要介绍了时间、人物。

3、你从课文的第一句体会到了什么？

（体会到了父亲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也是一个十分疼爱
我的好父亲。）

4、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带我去爬山呢？（学生自由发言，只
要围绕课文内容都可以）

五、小结

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第一课时，我们知道了作者的父亲是一
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也是一个疼爱我的好父亲。

六、作业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写生字词。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学习课文2-10自然段；理解重点句子的意思，背诵最后以自
然段。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新课。



二、学习课文第二段。

1、指名朗读课文第二段。

2、学生评价朗读情况。

3、学生自主学习本段。

4、反馈学习情况：你读懂了什么？你有哪些质疑？

5、在爬山过程中，父亲对我说了什么？找出父亲的话。

6、听懂父亲的话吗？找出说明的词语来。（似懂非懂）

7、一起朗读父亲说的话后思考：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句
话你是怎样理解的？

8、当登上山顶时，父亲又对我说了什么？我理解父亲说的话
了吗？从哪句可以看出？

9、为什么我的脸就像煮熟的鸭子一样红？

（因为在这次数学考试中我没有尽力，只考了61分，可我却
说已经尽力了，被爸爸识破了。）

10、全班一起朗读我和父亲的对话。

三、学习第三段（8、9）

2、反馈思考情况。

3、父亲告诉我应该怎样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呢？（学生自由发
言）

4、读了父亲说的这句话，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不管遇到
什么事情都要用心来体会，用脑去思考。）

四、学习课文第四段

1、齐读本段内容，自主学习本段。

2、学生质疑。

（1）你认为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2）读了这段话，你有什么话要说？

3、反馈学习情况。

4、父亲是怎样带着我走那个黑暗而又宁静的山林的？

5、你是怎样理解课文最后一句话的？

爬山

1、学习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体会？（学生自由发言）

2、你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去做，并且告诉我们大自然的
美不只是用眼睛去看，还要用耳朵去听，更要用心灵去体验，
用脑去思考。）

六、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背诵课文最后一段。



板书设计：

21、爬山

上山-----尽力

爬山下山-----留心

自然----用眼、用心、用脑

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说课稿篇五

1、我能学会生字新词，正确读写“均匀、重叠、空隙、痕迹、
触角”等词语。

2、我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还要背诵下来。

3、我要积累描写爬山虎叶子的句子，了解爬山虎的脚的样子。

《爬山虎的脚》作者叶圣陶，这篇文章细致描述了爬山虎脚
的特点，通过学习这篇文章，要学生学习做着的观察方法和
表达能力，培养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

1、读读课文，要求读通顺、读正确。碰到不认识的字，查阅
字典并读准字音。

2、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叶圣陶及其主要作品。

一、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会认5个生字

2、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学习第一部分。

二、自主独学



2、检查生字预习情况

（1）一个学生领读，全体学生齐读

（2）任选生字，指名学生认读。

（3）查字典，结合上下文，理解词语意思。均匀蜗牛触角蛟
龙萎

3、指名讲述课文大意。

三、合作研学

小组探究：

1、全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并总结段落
大意。

2、学习第一自然段（第一部分）

（1）齐读，思考：这两句话从哪些方面介绍了爬山虎？

（2）填空：

爬山虎生长的特殊环
境————————————————————。

爬山虎是生长——————————

爬山虎生长的特点是————————

四、汇报展示

五、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一、目标导学

1、谈话导入

2、明确学习任务

二、引出行为

1、明确自主独学任务

2、指名反馈并点评

三、呈现材料

1、出示合作研学任务

2、师点评小组学习情况

四、反馈学习

1、小组汇报展示

2、教师小结

教学后记

爬山虎的脚教学设计说课稿篇六

1、正确认读本课六个生字，掌握十个会写的生字，理解相关
词语的意思。

2、能流利的朗读课文。



3、以品读感悟、想象画面为主要手段，使学生了解爬山虎的
特点，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

4、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培养细致、有序的观察习惯，逐渐
养成留心周围事物的习惯。

采用重点语句品悟法、图画法、课件演示法、朗读法等方式
使学生了解爬山虎的特点。

激发学生观察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使学生了解爬山虎叶子、脚的特点，学习作者细心观察的方
法，逐渐养成留心周围事物的习惯。

使学生清楚爬山虎是如何爬的。

1、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水彩笔。

一、谈话，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种新的植物，它是爬墙的高手，可以
不借助任何藤架就能够爬满墙，还记得这种植物是什么吗？
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写的文章《爬山
虎的脚》。

二、回顾全文，理清顺序。

引导学生快速浏览课文，理清文章的叙述顺序：课文围绕爬
山虎写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三、品悟课文，了解爬山虎的特点。

（一）读悟结合品悟叶子的美。



那一墙绿绿的爬山虎啊，是那么引人注意，它吸引了作者的
眼睛，爬山虎的叶子真美，写叶子的语言更美。请同学们自
由读第二自然段，勾出你认为写得美的词语或句子，体会叶
子的美。

交流：

预设:

1、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

在学生感悟品读的基础上，出示图片引读：

这是新鲜得快要滴出水的叶子，看着那么舒服，你能读出来
吗？

这是新鲜得发亮的叶子，耀人的眼，你能读出来吗？

2、叶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
也不留一点儿空隙。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抓住“一顺”、“均匀”体
会叶子排列的整齐美。

3、一阵风拂过，一墙的叶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在学生想象出海上波浪般的美丽后，引导学生读出这种美。

观看视频：你们真了不起，已经完全体会出了爬山虎的叶子
的美，老师决定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播放视频，起风时爬山
虎的叶子。)

谈感受：你有什么感受？

感情朗读：此时此刻，我们仿佛置身于一面爬山虎铺成的墙



前，在那绿意盎然的叶影间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清爽气息。
带着这种感觉，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话。

（二）读画结合了解脚的特点。

过渡：爬山虎之所以绿得这么鲜亮，是因为脚能牢牢地抓住
墙壁，才能使它舒枝展叶，任意吸吮阳光，显出这般的勃勃
生机。那么，爬山虎的脚是什么样的？又长在什么地方呢，
请同学们默读第三自然段，用横线勾出脚的位置，用曲线勾
出脚的样子。

交流：

脚的位置：学生找出脚的位置的语句后，教师出示画有爬山
虎的小黑板，引导学生对照课文找出图中脚的位置。

脚的样子：在学生找出脚的样子的句子后，先让学生说一说
枝状、蜗牛的触角有什么特点，再在小黑板上画脚，其他学
生拿彩笔在练习本上画。

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判断黑板上脚的对错。

你觉得叶圣陶先生写出脚的特点了吗？他是怎样做到的？这
段中也有一个词表明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是那个词？（注
意）正是因为他注意了，才写出了爬山虎的脚的特点，再读
一读这段话，注意读出脚的特点。

（三）读书与探索相结合发现爬的秘密。

作者不仅观察了爬山虎的脚的样子，还观察了它怎样爬的。
请同学们自由读第四自然段，找出爬山虎怎样爬的句子。

思考：爬山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指的是怎样呢？

谁能读出相关的语句？



默读这一段话，你能发现什么？

引导学生发现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发生了变化：细丝的
头上变成小圆片，细丝由直变弯；还要引导学生发现脚发生
变化的用途：变成小圆片是为了巴住墙，细丝由直变弯是为
了将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使它紧贴在墙上。

指导学生读这段话，边读边想象爬的情景。

课件演示爬墙的过程。一边看课件一边用书上的语言描述。

思考：你明白什么叫一脚一脚往上爬吗？

总：爬山虎长一只脚巴住墙，然后再长一只脚再巴住墙，不
断长脚，不断向上爬，向左爬、向右爬，最后，爬满整面墙。

四、总结全文，学习作者认真观察的精神。

你想对作者说些什么？

总：事物的美、事物的特征、事物的奥妙，是不容易一下子
被发现的，需要进行认真地观察、甚至长期的观察。你看，
叶圣陶爷爷认真观察了爬山虎很长时间，才发现了爬山虎特
征。这长期、认真观察、反复观察是多么重要啊。这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