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窗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一等奖部编版(模
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天窗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一等奖部编版篇一

常州市武进雪堰中心小学张燕青

学习目标：

1、熟练地、入情入境地朗读课文。

2、了解作者对时间流逝的伤感以及珍惜时间的感受，唤起学
生的生活体验，体会时间的稍纵即逝。

3、感受语言美，领悟表达方法。

4、背诵自己喜欢的自然段。

教学重点：

1、感悟语言美，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积累语言。

教学过程：

一、交流上堂课的学习体会，过渡新授：

通过上堂课的学习，你对《匆匆》这篇课文有什么认识或感



受？

过渡：是啊，这篇课文的确写得很美，令人百读不厌。那么，
她美在哪里呢？就让我们打开课本来细细品味这篇脍炙人口
的散文吧！

二、读中感悟：悟语言之美，悟情感之真，悟表达之巧。

师：请同学们从课文中找出含义深刻的句子或自己最喜欢的
语句，划一划、读一读、注一注，写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然后同桌间交流交流。

学生边读边悟，同桌交流。

学生集体交流。

重点交流：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
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
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体会句式的运用。）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
了；……”（体会运用比喻的好处。）

（教师适当点评、补充。引导学生相互评价。）

三、指导朗读、背诵。

师：把你最喜欢的语句或段落背下来，好吗？



指名背诵。

四、仿写练习，拓宽课文内容，加深感受。

我们阅读一篇课文，不但要能读进去，还要从课文的内容想
开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想开去，可以想到自己的日子
是怎样过的，身边的人的日子是怎样过的，作家笔下的人们
的日子是怎样过的……还可以想到劝人珍惜时间的诗词、格
言等。你能把他们写下来吗？假如你能仿写就更好了。

学生仿写练习，或整理有关时间的诗句、格言。

学生交流。

五、编座右铭，深化认识：

六、课后阅读：

推荐学生阅读朱自清的《春》《荷塘月色》《背影》等文章。

分发阅读材料，要求学生认真阅读。

[《匆匆》（第二课时）教案(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天窗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一等奖部编版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9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6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引导学生从摇花乐中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家乡的
怀念。体会母亲说的“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



宅院子里的金桂”所表达的情感。

2课时

摇桂花的情景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段童年趣事，现在就让我
们随作者一起走进童年去感受一下吧。

(板书：摇花乐)

师：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第三自然段，想一想你从哪些语言
中体会到了作者“摇桂花”的快乐？画出有关的语句，再读
一读，体会体会。

生自由交流以下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
和联系上下文来说体会)

1、“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缠着母亲问：“妈，
怎么还不摇桂花嘛！”（“是件大事”可见摇桂花对我的意
义不一般。

（“老是”“缠”表现了作者急切的心情，可见我对这一乐
事的向往程度.能抓住关键词语说出自己的体会真好。能把你
的体会带进去读一读吗？瞧你急的，师示范读母亲的话)

2、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树使
劲地摇。

（两个“帮着”可以感受到我忙得不亦乐乎的心情。把你的
体会读出来。“使劲”一词中能体会那份高兴劲。这便是儿
童快乐，是童真，是童趣，只有儿童才能了解，才能体会。
正所谓“儿童解得摇花乐”。

3、桂花纷纷落下，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
下雨！好香的雨呀!”（读这个句子，你感觉到那纷纷飘落的



桂花像什么？这缤纷的花雨落在你的头上、身上，会有什么
样的感受呢？于是我会情不自禁地喊。假如是你，你也会这
样喊吗？你喊出的是一份陶醉，听出的是一份惊喜，感受到
的是情不自禁的赞美。我们每个人都读出了自己的一份美美
的收获。这桂花雨多香呀！课文里还有哪些句子写出了桂花
的香味，找出来读一读。

（板书：桂花雨香）

1、桂花不与繁花斗艳，可是它的香气味儿真是迷人。（迷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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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浸在桂香里的。

3、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浓郁）

4、母亲洗净双手，撮一点桂花放在水晶盘中，父亲点上檀香，
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飘向空中，连风打的旋儿
都是香香的了，这正是“细细香风淡淡烟”。）

师小结：是啊，好香的雨呀！它香了“母亲洗净的双手”，
香了那水晶盘，香了父亲的诗兴，香了整个宅院，香了整个
村庄，香了作者童年的梦。这真是“花雨缤纷入梦甜”啦。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吧。）三、感悟“思乡情”

师：沐浴着这场纷纷飘扬的桂花雨，呼吸着那阵阵飘逸的桂
子芬芳，感受着这份快乐的又何止是我一个呢？还有谁也在
这场桂花雨中感受到快乐呢？到课文里找一找，读一读。说
说你的体会。

学生自由交流的重点：

(1)于是父亲诗兴发了，即时口占一绝。（父亲用诗表达了一
份丰收之乐）



(2)可是母亲一看天上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赶紧吩咐人提前
“摇桂花”。（因为大家都用桂花来做糕点，而桂花是母亲
分给乡亲们的。母亲乐吗？读读原作，再来说说你的体会。
因为母亲不希望桂花被台风吹落，没有办法送给乡亲们。所
以提前摇花。这是一份浓浓的乡情。母亲在分享劳动成果的
同时感受了一份快乐。）

(3)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这正是“竞收桂
子庆丰年”的欢乐场面。）

仿照“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
桂”的句式，让学生说一句话。（如，外地的环境再好……
外地的生活再舒适……）

引导学生体会母亲对家乡的热爱和怀念之情。

师：故乡的桂花雨，给大家带来了快乐，是母亲珍爱的。现
在，我们来到了作者母亲的身边，假如，我对她说：

（1）这里的水真甜，她会说：

（2）这里的橘子真红，她会说：

（3）这里的'人真好，她会说：

（4）十多年后，作者来到了国外定居，她打电话给母亲
说：“国外的生活真好呀！”，母亲一定会说：

四、小结：再甜不如家乡水，再浓不如家乡情，再好不如家
乡人，再香不如家乡桂。乡情难忘，童年难忘，那一场美丽
的桂花雨飘落在我们的心间。

教学反思：

从文字入手，引导感悟，联系自己实际生活，增加体验，让



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
感悟和积累，当感情增加到至高点时，让学生直接喊“啊!真
像下雨!好香的雨呀！”专著重点字词，通过表演感悟，作者
的生活经验与学生的生活经历产生共鸣，学生从文本中体会
到作者丰富的情感，通过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来抒发自己
对生活的感悟。

生：我前后连起来看，前面写“桂花盛开的时候，不说香飘
十里……”

生1：热爱家乡

生2：对家乡的桂花印象太深了。

师：是啊，母亲觉得自己的东西要好，所谓“月是故乡明”
啊。

反思：学生能联系上下个文理解句子，感受文中人物的情感，
但是在挖深一层时，也就是通过景物描写来体验眷念故乡的
时候，情感还不到位。学生只是笼统的说是热爱家乡，思念
家乡，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

文档为doc格式

天窗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一等奖部编版篇三

1、认识2个生字，读读记记姿态、迷人、至少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自读自悟和同学交流，体会作者思恋家乡的感情，并
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略读课文粗知大意，并抓住主要内容和重点句子，体会作者



的思想感情。

一课时。

校园的桂花开了，你用几个词语来赞美赞美它：丹桂飘香，
星星点点，缕缕幽香，沁人心脾同学们对桂花的感受是这么
的真切，让我们沐浴着桂花雨一起去体会作者对桂花的独特
感受。

1、掌握两个新词。

2、自由读课文，想想桂花给我带来了哪些快乐。

3、试着理解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理解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1、画出描写家乡桂花和这里桂花飘乡的'句子。

2、对比理解：

为什么母亲却说这里的桂花比不上家乡的桂花呢?

1、叙事抒情。

2、直接抒情。

听长辈讲关于小时侯家乡生活的故事。

天窗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一等奖部编版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券”，理解部分词语及课文第二段第一部分，
回答课后第1题d小题。



2、初步感受《月光曲》美的意境，感受音乐家贝多芬同情劳
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1、回答课后1题的第1小题。

2、感受《朋光曲》美的意境，感受贝多芬同情劳动人民的思
想感情。

教学过程：

师：关于描写月光的词语你知道几个？

生1：月光融融

生2：月光皎洁

生3：月光如水

师板书课题。

生1：文章写了他与穷兄俩的一件什么事？

生2：是什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生3：贝多芬在这首曲子里要表达自己的什么感受？

生4：他的这种感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生5：作者是怎样描写的？

生自由读。

师：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来谈一谈？



生1：姑娘很喜欢贝多芬的曲子，很崇拜他。

生2：盲姑娘家很穷，她买不起音乐会的入场券。

生3：贝多芬是一位很善良的人，他对穷人有同情心。

生4：贝多芬演奏的曲子太好了，兄俩都陶醉了。

生5：我有个问题：“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哪！您，您就
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为什么不回答姑娘的话，而却要
再为她弹一曲呀？师：问得好，真会动脑筋！

生7：老师，我知道为什么？

师：请讲。

生7：这首曲子是他现想出来的，师：这叫即兴创作。

生7：对，他即兴创作，害怕忘了，所以才飞奔回客店连夜把
刚才弹的曲子记录下来。

生8：他为什么能够即兴创作？

师：也就是说是什么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呢？问得太好了，
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现在咱们就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师：请同学们先读一读文章的第二小节，仔细体会一下贝多
芬的心情。

生读。

师：从“幽静”一词能想像到什么？

生：光线不明亮，只有淡淡的月光，周围很安静。



师：对，这样的环境就叫“幽静”。能体会到贝多芬的心情
吗？

生1：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他肯定很愉快。

生3：弹得断断续续的，肯定不熟悉，有没有人教他？

师：体会得好，所以他就——

生：走近茅屋。

师：接下去读第三小节，继续体会他的感情。

生读。

师：从兄俩的对话中你能体会到什么？

生1：姑娘渴望能亲耳听一听贝多芬是怎么弹的。

生2：兄俩相互体贴。从哥哥的话中我体会到他很伤心，因为
他不能满足的心愿。感觉到了，就连忙安慰他，说自己不过
是随便说说罢罢了，实际上她非常渴望能听到贝多芬的演奏。

生3：盲姑娘很善良。

师：假如你是贝多芬，听了他们的对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你
会为他们做些什么？生：很激动，我会进去为他们弹奏一曲。

[换位思考，注重人文的情怀--生命的弘扬]

师：贝多芬说“我的音乐只应当为穷苦人造福。如果我做到
了这一点该是多么幸福！”姑娘善良的品质和她对音乐的热
爱，让贝多芬为之激动，正你们所想，他推门进去要为这位
盲姑娘弹奏一曲，满足她的心愿。请同学们读课文第四、五、
六三个小节。



生读。

生1：盲姑娘觉得只有贝多芬才能弹得这么好。

生2：从两个叹号可以看出盲姑娘听到贝多芬演奏的音乐太激
动了。

生：很激动师：此时对贝多芬来说，告诉对方自己是谁并不
重要，他只想——

生：为姑娘再弹奏一曲。

师：是的，他想为姑娘再弹奏一曲，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就在他要再弹一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请读课文第
八小节。

生读。

师：借着这清幽地月光，心情激动地贝多芬开始即兴弹奏了，
他地琴声带给这对穷兄妹什么感受呢？练习读课文地第九小
节。

生读。

师：请同学们再重点练习读一读皮鞋匠所联想到地，体会怎
样读才能读出景物地变化。

生练读，指名读，师范读，生再读。

师：同学们读这几句话，语气由轻而重，由缓而急，你能想
像到乐曲地旋律吗？

生：乐曲地旋律也应当由轻而重，由缓而急。

师：能由乐曲地旋律想像到贝多芬弹奏时地表情和动作地变



化吗？谁来表演表演。

生表演，开始动作优雅舒展，面带微笑，后来动作迅速而有
力，整个身体都晃动起来。（众笑）

师：演得好。能由此领会到贝多芬赋予乐曲地情感吗？

生：老师，我明白了，贝多芬表达地正是自己见到盲姑娘前
后地感情。

师：真聪明！结合贝多芬见到盲姑娘前后的情感变化再来读
一读皮鞋匠所联想到的。

生再读。

师：月光曲多美啊！请同学们读最后一小节。（生读）

师：联系上下文想一想“陶醉”是什么意思。

生：从“苏醒”一词我觉得“陶醉”是说兄妹俩被月光曲迷
住了，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连贝多芬走都没有发觉。

师：真会动脑筋。等他们醒来之后，兄妹俩会交谈些什么？
前后的同学一起讨论讨论，一会儿给大家表演表演。

（生讨论）表演过程略

1、搜集《月光曲》，认真地欣赏欣赏。

2、练习背诵最后三个自然段。

3、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读一读《贝多芬传》

联系课文内容，延伸到课外，注重了语文教学的综合性和实
践性。我们教学不仅仅让学生学到课本知识，还要学到课本



以外的知识。目的是促进学生的阅读量，培养学生搜集信息
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课外的拓展要注意与课文建立密切的联
系，不要任意增加阅读内容。

文档为doc格式

天窗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一等奖部编版篇五

1.认识“箩、杭”2个生字，会写“兰、箩”等10个字，会
写“桂花、木兰花”等5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说出桂花给作者带来哪些美好的回
忆。

3.借助相关语句和资料，体会作者借桂花表达的感情。

教学重点：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留恋和对家乡的怀念。

教学难点：体会母亲说的“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
院子里的桂花。”所表达的感情。

第一课时

一、出示图片，激发兴趣

1.出示桂花图片：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花？——桂花（师
板书：桂花）

2.师：这节课我们再来学习一篇借桂花这一事物来表达思乡
之情的课文——桂花雨（师板书：雨齐读课题）

大家已预习过课文，谁来说说文中的桂花雨指的是什么？
（桂花雨指好多桂花落下来，就像下雨一样。）



二、自由读文，检查预习。

1、检查生字词的读音。箩筐杭州

2、听写生字，提醒书写和读音“浸”、“缠”为前鼻韵母

3、概括主要内容：说说桂花给我带来了哪些美好的回忆？

三、初读课文，初闻花香

1.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桂花的喜爱，是因为桂花很美吗？
请大家找出课文描写桂花香的句子，想想作者喜爱桂花的原
因。

（1）可是桂花的香气，太迷人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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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气无处不在，沁如小村子的角
角落落和每个人的心中）

（3）我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摇桂花的
快乐）

（4）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5）杭州有一处小山，全是桂花树，花开时那才是香飘十里。

（6）可是母亲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
的桂花。”

读了以上的句子，有没有那个词或者那句话你有疑问？想提
出来和大家探讨？

预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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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年，整个村子都浸在
桂花的香气里。”

两个浸有什么好处？蕴含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2）、为什么说“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
花。”？

2.理解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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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摇落以后，挑去小枝小叶，晒上几天太阳，收在铁盒
子里，可以加在茶叶里泡茶，过年时还可以做糕饼。全年，
整个村子都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浸”本意是指泡在液体里，在课文中也是这个意思吗？

生：浸：浸透，花香浓郁，向四周弥漫，就像被泡在花香里
一样。

师：点拨：理解词、句的意思，要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
一个“浸”字把无形的香气写得可感可触。

师：是什么浸在桂花的香气里呢？浸泡时间有多长呢？

（“邻居”“整个村子”“全年”）

师：从这几个词语，你读出了什么？联系上下文理解这两句
的含义：

生理解：桂花盛开时，花香弥漫四方。不开花时，人们可以
把以前晒干的桂花拿出来，做各式食品，如文中所说的桂花



茶、桂花糕，因为有了桂花食品，人们一年四季都能感受到
桂花香甜的气息。

师小结：故乡的桂花挣脱了季节的束缚，香甜了四季，也香
甜了整个村子。

四、创设情境，感受摇花乐

1.体验摇花乐[

（2）课件出示句子，学生朗读。

（3）情境对话，我总是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
呢？”想想我会在什么时候缠着母亲问呢？（早晨睁开眼睛，
吃饭的时候，睡觉前，放学一回家）体会迫不及待的心情。

引读：摇花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总是早晨睁开眼总是在吃
饭的时候我总是放学一回家，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
摇桂花呢？”

可是妈妈却说——还早呢，花开时间太短，摇不下来！于是
我日盼夜盼，终于要来台风了，妈妈赶紧叫大家提前摇桂花。

2.师生对话体验情感：

师：此时此刻，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喊？

课件出示：我地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快乐、激动，拍着手、又蹦又跳、手舞足蹈、伸开双臂，
闭着眼睛陶醉）

3.快乐齐读“这下，我可乐了，帮大人抱着桂花树，使劲地
摇。摇哇摇，桂花纷纷落下来，人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我
喊着：“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



师：多么美丽、温馨的画面，这段话描写了摇桂花的情景，
桂花又美又香，像雨一样纷纷飘落，作者兴奋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表达了对桂花的喜爱之情。

难怪多年以后作者还总是想起这阵阵桂花雨，想起童年时代的
“摇花乐”。（板书：摇花乐）

五、品读句子，感悟思乡情

1.师：儿时“桂花雨”，是迷人的雨，是快乐的雨；如今回
想，桂花雨，是回忆之雨，更是思乡之雨！难怪母亲会
说——（课件出示：“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
里的桂花。”

2.师：同学们，你理解母亲说的这句的含义吗？

故乡的桂花融入了母亲的生活，母亲比的不是花香，而是感
情的深与浅，在母亲看来，桂花就是家乡的代名词，因为桂
花寄托了母亲浓浓的思乡情感。

月是故乡明，花是故土香，水是故乡甜。在母亲眼中，故乡
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难怪，母亲会说——读“这里的`桂
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3.师：离开家乡二十几年的母亲，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除了
桂花，母亲还会想起故乡的什么呢？预设：生：想起家乡的
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想起家乡的田野。

六、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乡情难忘，童年难忘，千般情，万般情，化成了一场美丽的
桂花雨，永远地萦绕在作者的心中，也飘落在我们的心间。

结尾段——于是，我又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



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桂花雨。（板书：片片桂花雨，浓浓故乡
情）

家乡的桂花，是跟作者童年的快乐连在一起的。人的一生中，
童年快乐的时光是最难忘的，作者对桂花的记忆，是香香的、
甜甜的。

《桂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作者琦君用抒情的笔调，
写下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怀念。文笔疏淡有致，令人回
味。文首开篇明旨，写小时候我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
童年的摇花乐，文章后半部分，写母亲爱家乡的桂花。上课
时，我们要把教学重点放在：

1.谈话营造阅读期待，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在具体教学中，
抓住一个“浸”字，扣住花香，感受桂花香已经融入到了人
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2.享受摇花乐，体悟母亲的思乡情怀。借助朗读，把文字化
成一幅幅画面，从画面中点出这是思乡之雨、回忆之雨。这
样的处理，主要是抓住了桂花的香、摇花的乐，花雨的美，
牵出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有留恋，让作者魂牵梦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