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说勤奋教学设计第二课时(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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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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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勤奋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教案内容：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学习司马光、童第周勤奋学习的事例，从中受到教育。

4、懂得勤奋是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知道只有勤奋学习，长
大后才能对人民，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教学重点：学习司马光、童第周勤奋学习的事例，从中受到
教育。

教学难点：懂得勤奋是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知道只有勤奋
学习，长大后才能对人民，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师板书“勤”字(书写认真)，我们从小就应当要认认真真
写好中国字，堂堂正正做好中国人。

问：勤的右边为什么是个“力”字？

板书“奋”字，学生齐读“勤奋”一词，并为它找近义词。

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谈谈这“勤奋”二字。（板书“说”
字，学生读课题）

2、解题：曾经有人对你说过有关“勤奋”的话吗？谁？是怎
么说的？（从学生生活实际入手，区分“勤奋”与“勤劳”
等近义词，让学生进一步明确“勤奋”的含义。）

二、初读课文：

1、整体感知课文。

师：下面请同学们迅速把书翻开到《说勤奋》一课，用最快
的速度读课文，找一找作者对勤奋的观点是什么？用横线画
出来。

指名说。

2、再读课文，结合生字表，读准字音，把课文读通顺。

3、指名分节朗读课文，教师随机正音。

4、默读课文，找出不太理解的词语，与同位同学交流讨论。

重点指导理解如下词语：

滚瓜烂熟：记得非常牢固，念得或背得非常流利。

毫不气馁：气馁，失掉勇气和信心。一点也不灰心，充满信



心。

名列前茅：指名次排在前面。

勤能补拙：勤奋不懈可以弥补天生的笨拙。

5、再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三、指导学生写字：

1、出示生字：

2、认真观察字形，你认为哪些字比较难写难记？

3、你会怎样记住这些字？

4、有针对性强调“稍”、“梁”、“末”、“渡”等字的写
法。

5、学生动笔描红，教师巡视指导。

说勤奋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教学目标：

1、学生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明确文章的结构特征。

2、学生初步感知说理文的特征，知道文章要说明的道理是什
么。

3、背诵文章的第一小节。

教学过程：

一、揭题：



1、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新课文――《说勤奋》。

2、你知道“勤奋”是什么意思吗？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努
力；十分努力；为了达到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

3、自由轻声读文一遍，感觉这篇课文与我们以前学过的文章
相比，有什么特点？

（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有关勤奋方面的道理；通
过司马光、童第周两个具体的勤奋事例来告诉我们同一个道
理。）

4、

教师小结：这是一篇专门说明道理的说理文章。（板书：说
理）作者围绕“勤奋”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议论，谈
论自己的观点。在古文中，题目中的“谈”字常常放在所围
绕话题的后面。如《爱莲说》《过秦论》《菜根谈》等等。
（出示所讲文章题目卡片）我们从题目着眼，一看到这些字
就知道它的文章类型。

5、你能将题目在不变换主题的情况下，换一种说法吗？
（《论勤奋》《谈勤奋》）

二、检查预习：

1、同座互读课文一遍，并交流各自的预习成果：

（1）是否能将课文读正确、流利；

（2）有什么认读、记忆生字的好方法；

2、评价你的同座：举具体的例子表扬他认真预习的态度或方
法。



3、

三、学文：

1、生自由阅读课文，画出整篇课文所说的道理。

2、交流：

出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理想，你可知道通往理想
境界的桥梁是什么？是勤奋。”

“古今中外，每一个成功者手中的鲜花，都是他们用汗水和
心血浇灌出来的。”

“只有一生勤奋，才能为人民、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通篇所围绕的道理分别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那么
文章的结构也一目了然，你知道吗？（总－分－总）

（2）第三句话是对文章的总结，比较容易理解。文章开头的
两句话你都懂吗？

（3）指导学生通过朗读理解设问句的作用：（即对课文第一
小节第一句话的理解）

指名读一读――将设问句改成直接告诉我们道理的句子――
想一想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勤奋是通往理想境界的
桥梁。”而要自问自答呢？试着读到问号处停下来，感觉作
者设问的目的。――通过朗读感悟理解设问句的作用（引起
读者的注意）――齐读。

（4）“鲜花”“汗水和心血”在文中分别指什么呢？自由读
下文画出司马光、童第周两位成功者手中的“鲜花”“心血
和汗水”分别具体指什么。



（5）指名读在课文中画出的相应片断。

过渡：同学们已经读懂了作者的这句话，让我们一起把这句
话再读一遍。（即课文第一小节的第二句话）

小结：文章所举的事例以及结尾对我们的劝告都是紧紧围绕
这一段话来讲的，让我们一起将第一小节读一遍。

3、背诵课文第一小节。

四、总结：

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很多，在说明这个道理时，作者为什么单
单选择司马光和童第周呢？对照“古今中外”一词，你觉得
作者在选材时是否还有不足呢？请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搜集你
认为恰当的事例，我们下节课上交流。

说勤奋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在通往幸福天堂的路上，都是些什么呢?一定有人认为铺满了
鲜花，像彩虹一样美丽；也一定有人认为铺满了金子，到处
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辉；或者在这条路上，到处都飞翔着美丽
的天使。

那你就错了。通往天堂的路上，没有鲜花，也没有彩虹，更
没有天使。这条路，比人间的任何一条路都难走，比通往地
狱的路更为坎坷。

假如你真的要上幸福的天堂，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叫自私的拦
路神。它会告诉你，假如你要上天堂，先把你身上的自私根
除掉，因为天堂里的一切都是大家的，不允许有任何私心杂
念。你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为了摆脱自己的烦恼和困
惑而来，那请你回去，因为你的这个目的充满了自私。



与败者神比邻而居的是勤奋。勤奋说，想上天堂，我这一关
最难通过，有很多人走了一半又退了回去，就是因为缺少勤
奋。有人可能一时勤奋，有人可能几年勤奋，有人可能半生
勤奋，但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要上天堂，需要一生都勤奋
不辍。勤奋最后会告诉你，其实选择勤奋是一件十分快乐的
事情，因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面包吃起来比别人送
给的更加香甜可口。

在前面等着的还有诚实。诚实说，永远者不要做骗子，无论
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是非常正确的：你可
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少数的人，你也可以在少数的时间里
欺骗所有的人，然而你绝对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
人。当你的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刻，就是人所不齿的时候。

最后就是品格了。有了知识、智慧、勤奋、勇气、诚实，但
这些都不足以与一个人的品格相提并论。因为一个只有具有
了高尚的品格，才会为人所敬佩和景仰。什么是品格？以天
下为已任，虚怀若谷，襟怀坦荡。

假如这些问题你都能够一一回答而且顺利通过，那幸福的天
堂就在面前了。

说勤奋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1.通过自由读、小组读等形式，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
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
组成的词语。

3.学习给课文分段，说出段落大意。

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学习给课文分段，说出段落大意。



多媒体。

1.板书课题。

2.解题：题目中的“说”就是谈、讲的意思。这是一篇说理
类的。

3.自由轻声读文一遍，感觉这篇课文与我们以前学过的相比，
有什么特点？

（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有关勤奋方面的道理；通
过司马光、童第周两个具体的勤奋事例来告诉我们同一个道
理。）

4.教师小结：这是一篇专门说明道理的说理。作者围绕“勤
奋”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论自己的观点。因此，从
题目着眼，一看到这“谈”字就知道它的类型。

5.你能将题目在不变换主题的情况下，换一种说法吗？
（《论勤奋》《谈勤奋》）

6.读了这个课题，你想提什么问题？（主要说了一个什么道
理呢？又是怎样把这个道理说明白、说清楚的呢？）下面，
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读一读课文。

1.听课文录音，想一想：课文主要说了一个什么道理？

2.交流（只要求说出大概意思就可以了）

3.引导分段。

（2）交流。

（3）根据以上问题给课文分段，并在文中作好记号。



1.先拼读生字，读熟新词。

2.分段读通课文。

自己练读——指名读——纠正读音，指导读通长句——齐读。

1.自由轻声读课文第一段，思考：作者所主张的观点是什么？
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注意提醒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

2.出示：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是什么？是勤奋。

（1）这里的“桥梁”是什么？

（2）把那句自问自答的句子换一个说法。

（3）过渡：是的，勤奋是实现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成功者
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

相机出示：成功者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
来的。

讨论：“鲜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汗水和心血”又是指
什么？

（4）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5）出示：

成功者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

古今中外，每一个成功者手中的鲜花，都是他们用汗水和心
血浇灌出来的。

比一比，你更喜欢哪一句？为什么？——齐读后一句。



（6）补充：你还知道哪些成功者是通过勤奋成才的？

3.齐读第一段。

4.当堂背诵第一段。

1.自己设计记忆字形的方法，感到困难的在下面打“？”。

2.交流自学情况。

3.指导书写“枕”、“末”、“惯”、“基”。

末：第二笔横比第一笔短。

“基”上面的“其”里面是两横，撇、捺伸展开来。

5.钢笔描红。

1.完成课后练习3，读一读，再抄写。

2.区别形近字组词。

未（ ） 悄（ ） 社（ ） 梁（ ） 渡（ ）

末（ ） 稍（ ） 杜（ ） 粱（ ） 度（ ）

说勤奋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19个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10个只识不写，理
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学习给课文分段，说出段落大意。



4、懂得勤奋是通向理想境界的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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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课时

通过学习课文，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深入感悟文章
的内涵。

第一课时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其中田字格前面的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
组成的词语。

3、学习给课文分段，说出段落大意。

4、懂得勤奋是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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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

2、解题：题目中的“说”就是谈、讲的意思。这是一篇说理
类的文章。读了这个课题，你想提什么问题？（文章主要说
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把这个道理说明白、说清楚的
呢？）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读一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学习分段。

1、听课文录音，想一想：课文主要说了一个什么道理？

2、交流（只要求说出大概意思就可以了）



3、引导分段。

（2）交流。

（3）根据以上问题给课文分段，并在文中作好记号。

三、分段读通课文。

1、先拼读生字，读熟新词。

2、分段读通课文。

自己练读——指名读——纠正读音，指导读通长句——齐读。

四、学习课文第一段。

1、自由轻声读课文第一段，画出中心句。

2、出示：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是什么？是勤奋。

（1）这里的“桥梁”是什么？

（2）把那句自问自答的句子换一个说法。

（3）过渡：是的，勤奋是实现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成功者
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

相机出示：成功者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
来的。

讨论：“鲜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汗水和心血”又是指
什么？

（4）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5）出示：成功者手中的鲜花，是他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
来的'。

古今中外，每一个成功者手中的鲜花，都是他们用汗水和心
血浇灌出来的。

比一比，你更喜欢哪一句？为什么？——齐读后一句。

3、齐读第一段。

4、当堂背诵第一段。

五、教学生字，指导书写。

1、自己设计记忆字形的方法，感到困难的在下面打“？”。

2、交流自学情况。

3、指导书写“枕”、“末”、“惯”、“基”。

4、钢笔描红。

六、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3：读一读，再抄写。

2、背诵第一段。

3、区别形近字组词。

未（）悄（）社（）梁（）渡（）

末（）稍（）杜（）粱（）度（）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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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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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略知说理文的篇章结构，摆事实，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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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导入：

上节课学习了第一段，你从中懂得了什么？

二、细读第二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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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细读第三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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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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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总结课文：（略）

六、作业完成课后思考题3、4两题。

附、板书：

13、说勤奋

司马光（天资聪明）编成《资治通鉴》

勤奋是通往

理想境界的桥梁

童第周（起步晚、基础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