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木雕的少年教案第二课时(大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卖木雕的少年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1、如果有条件，课前可以布置学生搜集有关非洲地理位置、
气候物产、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等方面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2、识字写字指导。释是翘舌音，宾是前鼻音，要注意读正确。
栩字不要读成羽。写字方面：售字的上半部分，不要少写一
横；驮字的右边不要写成犬；构端辨堆模可以让学生先和以
前学过的沟喘辫推摸字比较，注意不同之处。

3、在学生初读课文，了解大意之后，可以帮助学生理清课文
的顺序：听朋友介绍木雕挑选木雕放弃买木雕赠送木雕。朋
友介绍的非洲木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精美
的木雕时，爱不释手，激发了购买的愿望。这两部分都是为
后面做铺垫，这样才能更充分地表现出我放弃买木雕后的遗
憾心情。为了不让我带着遗憾离开非洲，卖木雕的少年才会
等待在宾馆前，送给我一个方便携带的木雕小象墩，木雕小
象墩虽然只是一件小礼物，却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友好之情。其中后两个部分是教学重点。本课在表达人物内
心活动上，和上一课有不同之处。上一课主要是通过人物的
动作来间接表现，本课则多是直接表现。如，我却犹豫了我
也为不能把这件精美的工艺品带回国而感到遗憾我感动极了。
教师可以让学生比较一下，体会写法的不同。课文中，少年
猜测我是中国人，为文后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埋下了伏笔。
在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少年为什么单单会说中国人是我们的
朋友呢、这和本课的背景有关，作者游览的非洲国家是赞比亚



(莫西奥图尼亚大瀑布位于赞比亚境内)，中国曾经在20世
纪70年代援助建设了坦赞铁路，给非洲人民留下了良好印
象(参见参考资料)。如有学生提出这一问题时，可以适当地
给学生讲讲。这一背景也说明国际理解是双方的行为，中国
人民的无私援助在非洲是多么深入人心。

4、本课词语非常丰富，教师不但要注意让学生积累熟记，还
要让学生学会使用。可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1)找词语。可以先结合课后练习题三，让学生先找出这些四
字词语(不一定是成语)，并抄写下来，达到积累词语的目的。

(2)理解词语。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比较难的词
语。如，游人如织的织不好懂，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说
明游客很多，像织布机一样穿梭往来；琳琅满目的琳琅本意
是美玉，这里比喻优美珍贵的东西；栩栩如生中的栩栩是形
容生动活泼的样子。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能让学生记词语
注释，更不能把词语分解成单字让学生一一对应。只要学生
能在本课的语境中，大致理解词语的意思就可以了。

(3)运用词语。教师可以用填空的方式，让学生巩固所学词语，
例如：大瀑布真是()。这里()，景色十分()。摊点里陈列的
木雕()，()。其中象墩()，大象雕得()，我一看就()。教师
还可以利用本课的语境，让学生想一想，这些地方是否可以
用其他词语来替换，调动学生运用平时的积累。最后，还可
以变换另外一篇短文，设置一个新的语境，让学生正确地使
用，巩固本课学到的词语。

5、本课的对话较多，教师要指导学生读出不同的语气。在课
文中，有很多语气词的提示，例如，夫人，您买一个吧!要读
出恳切的语气；您是中国人吧、是猜测，要读得比较轻。教
师指导前，可以让学生自己先说说，课文中的对话应该用什
么语气来读，提示学生寻找课文中类似的词语。在学生熟读
课文的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分角色朗读。



6、课后思考练习第二题，目的是让学生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
作揣摩人物的内心活动。首先，少年希望我能够买一个木雕，
虽然有推销商品的意思在内，但主要还是希望游客能带走一
个纪念品；当我不打算买木雕后，少年先是觉得遗憾，后来
又决定送一个木雕给我，除了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外，更是
希望我不要带着遗憾离开非洲。这表现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
的情谊，也表现出他的质朴、善良。可先让学生找出哪些句
子描写了少年的行为，哪些话是少年说的，想想当时的情况，
再体会少年内心的想法。可以让学生放开说说，也可以结合
选做题让学生直接写一写。

卖木雕的少年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及新词，认读5个字。

2、积累成语。

3、揣摩课文的叙述顺序。

4、分角色朗读课文。

5、体会卖木雕少年的质朴善良，感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友谊。

体会卖木雕少年的质朴善良，分角色朗读课文。

感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及新词，认读5个字。

2、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提示课题

1、课前老师布置你们搜集有关非洲地理位置、气候物产、自
然景观和人文风情等方面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请大家拿出来。

2、学生进行交流。

3、师：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卖木雕的非洲少年。提示课
题。

二、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学生自由朗读，把课文读正确，

2、默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四、检查预习情况：

（一）检查读书，分段朗读课文。注意难句的指导。

（二）检查生字：

1、读生字，注意“琳”的读音。

2、生字组词，同学补充。相机指导课文中词的理解。

3、指导难字：

（1）难字：“恳”的'上面最后一比是捺，“豫”和“撼”
不要丢笔画。

（２）形近字：州（）宾（）构（）



洲()浜（）沟（）

五、默读课文、了解叙述顺序。

1、布置默读。默读课文，边读边做记号。

2、默读，思考，做记号，也可以与学生讨论。

3、全班交流。

理清课文的顺序：

听朋友介绍木雕……挑选木雕……放弃木雕……赠送木雕

教学目标：

1、分角色朗读课文。

2、体会卖木雕少年的质朴善良，感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友谊。

教学重点是卖木雕少年的质朴善良，分角色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是感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7课《卖木雕的少年》。

二、整体感知课文：

读课文：想一想课文是围绕什么内容叙述的？（买卖木雕）



回忆上节课，我们理清了课文的顺序，谁能说说是按什么顺
序写的？

(听朋友介绍木雕……挑选木雕……放弃木雕……赠送木雕)

三、细读课文，体会卖木雕少年的质朴善良，感受非洲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1、自由读课文，卖木雕的少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善良质朴对中国人民很友好）

2、默读课文，填写下面的表格。

默读要求卖木雕的少年表现

体会感受

神态

动作

语言

3、交流学习成果。

（1）从哪看出卖木雕的少年很善良质朴对中国人民很友好？

出示：少年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遗憾的神情。

为什么少年要遗憾呢？

分角色朗读5-9自然段。体会少年的善良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2）我雕了个小的，可以带上飞机。



（多么的善解人意，多么的善良）读出来

（3）少年连连摆手，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说：“不，不要钱。
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把这句话换成：“少年摆摆手，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说：
不要钱。’”你还有刚才的感受了吗？(引导学生体会“连连，
两个不及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这些词句的含义)。

4、读了课文后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吗？（学生可能问少年为
什么那么熟悉中国人，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穿
插中国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援助建设了坦赞铁路，中国人民
的无私援助给非洲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5、朗读全文，再次体会少年的质朴善良。

四、分角色朗读课文

五、拓展练习：

1、运用词语。教师可以用填空的方式，让学生巩固所学词语，
例如：大瀑布真是()。这里()，景色十分()。摊点里陈列的
木雕()，()。其中象墩()，大象雕得()，我一看就()。

2、让学生想一想，这些地方是否可以用其他词语来替换，调
动学生运用平时的积累。

27、卖木雕的少年

介绍木雕

挑选木雕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放弃木雕



赠送木雕

卖木雕的少年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一、知识能力：

认识尼、驮等11个生字，会写卖、售等14个生字，正确读写
游览、工艺品等词语，每个小组自制一套字词卡片。

二、过程方法：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请学生搜集有关世界各国风景名胜的文字及图片资料，教
师准备一段介绍非洲莫西奥图尼亚大瀑布的录像及课文配乐
录音。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一、资料共享。

2、老师找到了一段非洲南部莫西奥图尼亚大瀑布的图片（张
贴在黑板上），请大家一同观赏。看过之后请你用一个词语
或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3、学生自由表达。

4、在这个大瀑布的不远处，有许多出售木雕工艺品的人，下
面让我们来结识一位卖木雕的少年。（板书课题）

二、初读感知。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画出不认识的字词。



想一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2、学习生字新词。

（1）利用课件认读生字，并想办法快速记住字形。

（2）认读生词，讨论词语意思。

（3）轮读课文，互相纠正字音。

（4）说一说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3、朗读展示：谁愿意读哪段便站起来朗读。

4、引导学生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研读感悟。

1、自主阅读思考：

想想卖木雕的少年是一个怎样的人。

画出描写卖木雕少年言行、神情的语句反复读读，结合上下
文想象他当时是怎样想的？

2、同桌交流，谈谈自己的探究结果，相互启发，一起再来深
入探究。

3、集体交流。根据学生的汇报，相机出示描写卖木雕少年言
行、神情的语句，引导学生感悟少年的思想感情，相机指导
朗读。

4、说说卖木雕的少年是怎样一个人。

一、品读入情。



1、激情导入：同学们已被卖木雕的少年那诚恳的态度、一心
一意为他人着想的美好品质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深深
打动了。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那动人的情景。（播放课文录
音）

2、请同学们睁开眼睛，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什么？请大家畅谈
自己的感受。

3、把你们深切的感受带到朗读中去吧！请同学们自由组合，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全文也行，读自己喜欢的段落也可以；
自己读也行，与别人分角色读也可以。

4、朗读展示，教师引导学生评议。

二、学习发现。

1、请同学们再认真读读课文，看看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跟
小组内的同学说一说。教师巡视，了解学生的新发现。

2、每位同学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下面请大家大胆公布
自己的新发现。教师启发学生从文章的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
探究、发现。如课文里有许多四个字组成的词语，请学生写
在黑板上。

三、总结收获。

1、想一想学习了这篇文章，你有哪些收获？

2、交流自己的读书收获。

四、读读写写。

1、出示生字卡片，开火车快速认读。

2、观察田字格中生字的字形，想一想怎样把这些字写美观。



3、教师范写个别生字，如掏、辨、齿等。

4、学生练习书写，同桌互评。

卖木雕的少年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1、在最近学的一些课文，我被一种情感深深地打动着，于是
随手编了几句诗：（投影）

朋友

朋友是什么

朋友是有朋之远方来的笑脸

朋友是天涯若比邻的心境

朋友是患难见真情的感动

朋友

是阮恒颤抖举起的生命小手

朋友

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浸透衣服的汗水

朋友她跳出个圈

跨越国界

迈向大洋彼岸

架起中非那抹友谊彩虹



于是

一个不知名的少年

用那小小的木雕

诠释礼轻情义重的友情真谛

2、中非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先来简略了解一下：（投影并阅
读）

中国和非洲虽相距万里，远隔重洋，但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友
好交往却源远流长,早在汉朝时期,中国和非洲就开始相互了
解.明代是中非古代交往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友好关系已发
展到双方官方代表相互访问。

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时期，中国坚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
边，全力支持他们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
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支持.之后,又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
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兴建工厂、农场、水利、能源、交通、电
信和文教卫生等各类基础设施.被非洲人民誉为“自由之路”
的'坦赞铁路是中国最大的援非工程。

长期以来，中国government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非洲国
家建设了800个成套项目，其范围涉及农场、工厂、医院、学
校、电站、政府办公大楼、体育场、铁路等基础设施。阿尔
及利亚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援助行动。

3、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只木雕，掂量那份情谊。（出示课
题，学生读题）

4、下面老师先检查昨晚的预习情况，请你们大声地朗读，我
看嘴型，听音量就能大概了解你的朗读训练程度了。（学生
自由读课文）



5、检查普通劳动者词语：

（自由读，抽读，齐读）

莫西奥图尼亚（瀑布）（配图）

游览壮观出售陈列观赏

摊点驮着构思诚恳宾馆

掏钱犹豫即将晚饭一堆

流露遗憾牙齿标准付钱

工艺品

6、出示四字词语，齐读根据老师描述抢答词语：

名不虚传游人如织五官端正

琳琅满目栩栩如生一模一样

爱不释手语无伦次清晰可辨

7、出示以下词语并问有什么特点，能否用上它们来简单介绍
一下这个黑人少年：

五官端正牙齿诚恳流露

遗憾标准

8、少年的这一丝遗憾，就是那友谊种子的萌芽。不信，我们
们细细品味他之后的言行吧！请自由读8至最后自然段，划出
少年言行的句子。



9、学生自学，反馈并归纳。

10、这些言行的背后倒底反映了少年当时怎样的心境呢？请
四人一小组讨论交流一下。

他当时可能这样想：

—————————————————————————————
—

11、反馈讨论意见。

12、这些言行真可用这么几句诗来形容：（投影）

细微之处见真心

枝枝叶叶总关情

人生所贵友情见

天涯海角也若邻

13、文中的我完全被他这份情感打动了，你来读读他的表现，
看这样才能把较好地把这份情感读出来。（朗读训练）

投影：

“我们是朋友！”我感动极了，连声说，“我们是朋友！”

14、小结。

15、写字。



卖木雕的少年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栩字不要读成羽。写字方面：售字的上半部分，不要少写
一横；驮字的右边不要写成犬；构端辨堆模可以让学生先和
以前学过的沟喘辫推摸字比较，注意不同之处。

可以帮助学生理清课文的顺序：听朋友介绍木雕挑选木雕放
弃买木雕赠送木雕。朋友介绍的非洲木雕，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当我看到精美的木雕时，爱不释手，激发了购买的
愿望。这两部分都是为后面做铺垫，这样才能更充分地表现
出我放弃买木雕后的遗憾心情。为了不让我带着遗憾离开非
洲，卖木雕的少年才会等待在宾馆前，送给我一个方便携带
的木雕小象墩，木雕小象墩虽然只是一件小礼物，却表达了
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其中后两个部分是教学重
点。本课在表达人物内心活动上，和上一课有不同之处。上
一课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动作来间接表现，本课则多是直接表
现。如，我却犹豫了我也为不能把这件精美的工艺品带回国
而感到遗憾我感动极了。教师可以让学生比较一下，体会写
法的不同。课文中，少年猜测我是中国人，为文后中国人是
我们的朋友埋下了伏笔。在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少年为什么
单单会说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呢、这和本课的背景有关，作
者游览的非洲国家是赞比亚(莫西奥图尼亚大瀑布位于赞比亚
境内)，中国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援助建设了坦赞铁路，给非
洲人民留下了良好印象(参见参考资料)。如有学生提出这一
问题时，可以适当地给学生讲讲。这一背景也说明国际理解
是双方的行为，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在非洲是多么深入人心。

(1)找词语。可以先结合课后练习题三，让学生先找出这些四
字词语(不一定是成语)，并抄写下来，达到积累词语的目的。

(2)理解词语。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比较难的词
语。如，游人如织的织不好懂，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说
明游客很多，像织布机一样穿梭往来；琳琅满目的琳琅本意
是美玉，这里比喻优美珍贵的东西；栩栩如生中的栩栩是形



容生动活泼的样子。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能让学生记词语
注释，更不能把词语分解成单字让学生一一对应。只要学生
能在本课的语境中，大致理解词语的意思就可以了。

(3)运用词语。教师可以用填空的方式，让学生巩固所学词语，
例如：大瀑布真是()。这里()，景色十分()。摊点里陈列的.
木雕()，()。其中象墩()，大象雕得()，我一看就()。教师
还可以利用本课的语境，让学生想一想，这些地方是否可以
用其他词语来替换，调动学生运用平时的积累。最后，还可
以变换另外一篇短文，设置一个新的语境，让学生正确地使
用，巩固本课学到的词语。

　在课文中，有很多语气词的提示，例如，夫人，您买一个
吧!要读出恳切的语气；您是中国人吧、是猜测，要读得比较
轻。教师指导前，可以让学生自己先说说，课文中的对话应
该用什么语气来读，提示学生寻找课文中类似的词语。在学
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分角色朗读。

　首先，少年希望我能够买一个木雕，虽然有推销商品的意
思在内，但主要还是希望游客能带走一个纪念品；当我不打
算买木雕后，少年先是觉得遗憾，后来又决定送一个木雕给
我，除了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外，更是希望我不要带着遗憾
离开非洲。这表现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情谊，也表现出他
的质朴、善良。可先让学生找出哪些句子描写了少年的行为，
哪些话是少年说的，想想当时的情况，再体会少年内心的想
法。可以让学生放开说说，也可以结合选做题让学生直接写
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