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彝家娃娃真幸福说课稿 提醒幸福
说课稿(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彝家娃娃真幸福说课稿篇一

《提醒幸福》一课是职高基础版第一册第五单元的一篇必学
课文。这篇课文针对生活中人们过多关注风险，身在福中不
知福的现象，勇敢地提出勿忘幸福，提醒人们什么是幸福，
告诉人们如何寻找幸福、享受幸福、珍惜幸福，启示人们进
而去创造幸福。

根据本单元的教学重点“理清文章思路”和课文特点，我把
教学目标定位为：

1、理清本文的写作思路。

2、品味并积累优美语言。

3、体会幸福之所在，学会“提醒幸福”，从而珍惜幸福，享
受幸福。

我们强调，职高语文教学，应贯彻以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
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全面提高学
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在教学方法上要体现以促进
学生发展为本的改革理念。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
法就是师生民主平等的对话，在“对话”中，师生通过相互
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去发现、探究、创造、生成，教学相
长，完成人本塑造，达到教学目标。



新课程积极倡导有助于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整个教学活动，学生都在不停地与教师、与学生、与作
品、与生活对话中，就会不断地使自己的语感广化、深化、
美化、敏化，就能凸现自己作为言语学习主体的创造性。

教师引入：什么是幸福？幸福也需要提醒吗？人的幸福观，
应该是什么样的，请您打开课文仔细品味吧！设计意图是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学生不经过教师“传递”，直
接去阅读文本，达到对文本的自我理解与感悟。

（1）教师与学生的对话

凡教学，都是教与学的互动交流活动。教师虽已不是知识的
拥有者和唯一传授者，但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
服务者。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师要巧设问题情景，围
绕主题不断引出对话话题，与学生公平辩论，采用一切机智
和手段，最大程度地“挑逗”起他们的强烈对话欲望，激发
起他们的问题观点交流冲动和热情。我设计了这样一个话题：
这是一篇说理散文，作者的论点是什么？文章如何一层一层
地来阐明论点？通过与学生真诚、平等的对话来帮助学生理
清文章的写作思路。

（2）学生与教师的对话

学生毕竟是学生，不论在学习还是做人方面，都需要教师的
引导、点拨和真诚帮助。于是，教师一次挑起话题：寻找作
者给幸福下的定义与解说，每人至少找出三条。让学生仔细
品味作者的幸福观，进而形成自己的幸福观。

（3）学生与学生的对话。

课堂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或个体)的.互动实
践活动，也是一种学生个体的自主学习，学生与学生互动、
交流的群体学习活动。学生与学生对话，可以起到相互补充、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良好作用。因生活阅历、
知识水平、领悟能力、审美趣味、看问题的角度等的不同，
学生对文本思想和言语的感知、理解都会有所不同，让学生
相互把自己的观点、看法、思考、疑惑等都说出来，甚至进行
“针锋相对”的争辩，都非常有利于他们，学习水平的提高
和学习品质的锻炼。所以我设计阵个四个话题。

话题4：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这
句话你怎样理解？

（4）师生与作品对话

语文教学的本质是学习语言，培养语感和思维能力。学习文
本，不仅在借助文本学习语言，同时也在学习作者的思想和
思维方式，学习作者观察生活、表达生活的方法技巧，学习
作者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我设计了以下话题：

通过以上对话，探究其写作文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其目的
在于超越文本，理解作者的幸福观，形成自己的幸福观。

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学语文的最终目的在于在现实
生活中应用。因此，我设计地以下两个话题：

话题1：有这么个笑话，从前有个老婆婆，她有两个女儿；小
女儿开伞铺，大女儿开染坊。天晴了，老婆婆要着急，因为
小女儿的伞卖不出去；天下雨了，老婆婆又要着急，因为那
个开染坊的女儿会晒不干布。后来有人对老婆婆说：“你真
是幸福啊，天晴了，你的大女儿赚钱，天阴了，你的小女儿
能赚钱，你真是幸福的老婆婆呀。”老婆婆自己一想还真是
这么回事，于是开始天天快乐了。

本来觉得很伤心的事，换个想法就不同了，你生活中有没有
这种事?



彝家娃娃真幸福说课稿篇二

《提醒幸福》一课是职高基础版第一册第五单元的一篇必学
课文。这篇课文针对生活中人们过多关注风险，身在福中不
知福的现象，勇敢地提出勿忘幸福，提醒人们什么是幸福，
告诉人们如何寻找幸福、享受幸福、珍惜幸福，启示人们进
而去创造幸福。

根据本单元的教学重点“理清文章思路”和课文特点，我把
教学目标定位为：

1、理清本文的写作思路。

2、品味并积累优美语言。

3、体会幸福之所在，学会“提醒幸福”，从而珍惜幸福，享
受幸福。

我们强调，职高语文教学，应贯彻以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
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全面提高学
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在教学方法上要体现以促进
学生发展为本的改革理念。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
法就是师生民主平等的对话，在“对话”中，师生通过相互
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去发现、探究、创造、生成，教学相
长，完成人本塑造，达到教学目标。

新课程积极倡导有助于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整个教学活动，学生都在不停地与教师、与学生、与作
品、与生活对话中，就会不断地使自己的语感广化、深化、
美化、敏化，就能凸现自己作为言语学习主体的创造性。

（一）内容呈现

（二）对话交流



（1）教师与学生的对话

凡教学，都是教与学的互动交流活动。教师虽已不是知识的
拥有者和唯一传授者，但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作者、
服务者。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师要巧设问题情景，围
绕主题不断引出对话话题，与学生公平辩论，采用一切机智
和手段，最大程度地“挑逗”起他们的强烈对话欲望，激发
起他们的问题观点交流冲动和热情。我设计了这样一个话题：
这是一篇说理散文，作者的论点是什么？文章如何一层一层
地来阐明论点？通过与学生真诚、平等的对话来帮助学生理
清文章的写作思路。

（2）学生与教师的对话

学生毕竟是学生，不论在学习还是做人方面，都需要教师的
引导、点拨和真诚帮助。于是，教师一次挑起话题：寻找作
者给幸福下的定义与解说，每人至少找出三条。让学生仔细
品味作者的幸福观，进而形成自己的幸福观。

（3）学生与学生的对话。

课堂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或个体）的互动
实践活动，也是一种学生个体的自主学习，学生与学生互动、
交流的群体学习活动。学生与学生对话，可以起到相互补充、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良好作用。因生活阅历、
知识水平、领悟能力、审美趣味、看问题的角度等的不同，
学生对文本思想和言语的感知、理解都会有所不同，让学生
相互把自己的观点、看法、思考、疑惑等都说出来，甚至进行
“针锋相对”的争辩，都非常有利于他们，学习水平的提高
和学习品质的锻炼。所以我设计阵个四个话题。

话题4：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这
句话你怎样理解？



（4）师生与作品对话

语文教学的本质是学习语言，培养语感和思维能力。学习文
本，不仅在借助文本学习语言，同时也在学习作者的思想和
思维方式，学习作者观察生活、表达生活的方法技巧，学习
作者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我设计了以下话题：

话题2：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毕淑敏却只是
要大家及时把握幸福，享受幸福，那么她是不是只看重眼前
的欢乐，而不去管将采的愁苦呢？通过以上对话，探究其写
作文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其目的在于超越文本，理解作者
的幸福观，形成自己的幸福观。

（四）链接生活

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学语文的最终目的在于在现实
生活中应用。因此，我设计地以下两个话题：话题1：有这么
个笑话，从前有个老婆婆，她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开伞铺，
大女儿开染坊。天晴了，老婆婆要着急，因为小女儿的伞卖
不出去；天下雨了，老婆婆又要着急，因为那个开染坊的女
儿会晒不干布。后来有人对老婆婆说：“你真是幸福啊，天
晴了，你的大女儿赚钱，天阴了，你的小女儿能赚钱，你真
是幸福的老婆婆呀。”老婆婆自己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于
是开始天天快乐了。

本来觉得很伤心的事，换个想法就不同了，你生活中有没有
这种事？

（五）阅读体验

学语文，旨在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审美情趣和人文品质。
因此，教师还应指导、引导学生会走进自己的心灵世界，通
过对文本、作者、生活的认识，与自己的心灵广泛对话交流，
从而有自己的独特发现，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言语表达（口



头的、书面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学会审美创造，
完善人格，净化心灵，全面发展，进而超越自我，走向人生
的完美境界。于是我设计了以下两个话题：

1、读了这篇文章，你的内心感受如何？

2、你喜欢这篇文章吗？为什么？

彝家娃娃真幸福说课稿篇三

《幸福是什么》是九义教材第九册第三单元的一篇阅读课文。
这个童话故事主要讲了三个牧童在清理喷泉，砌上小井时遇
到一位神奇美丽的姑娘－智慧的女儿，在她的启示下各自去
弄明白幸福是什么？十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明
白了幸福的涵义。

我在设计时以培养学生的自我理解能力为主，听说读写结合，
最终从一个高度上来体会幸福，十年后青年通过自己的经历
明白了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很好地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人
们有益的事情。

幸福是我们很熟悉的话题，但要说清楚幸福是什么，那可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该童话想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人们幸
福的真正含义。文章重点写了三个青年话，对三个青年人寻
找的具体过程却省略。这个空白也正是学生的体验所缺乏的。
如何让学生从他们的话中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从浅层次的
幸福过渡到深层次的幸福就成了本课的难点。基于以上的情
况，我制定了如下的教学目标和学习策略。

1、了解故事，深层次理解幸福

2、从身边发现幸福，体会幸福

3、读写结合，学会写随笔。



以前后图片的对比增加学生对幸福的理解，从浅层次的到深
层次的。

激情热身，我用多媒体播放《幸福拍手歌》，让学生一边唱
一边比划，说听了后的感受，我想这对对四年级学生要求过
于简单，然后板书“幸福”让学生说面对这个词的时候有什
么想法，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去思考，同时又训练学生说话，
在这时学生已经初步进入了角色，我相机出示一组图片也是
学生平时所感受到的“母亲的关怀、温馨的礼物、生日的蛋
糕、快乐的读书、平静的馨香、坚固的友情”让学生初步感
知。接着进入课题：幸福是什么。

接着是默读课文，归纳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归纳时应该
训练学生抓住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说，我给了学生一个提示语
句，让学生根据提示去归纳主要内容，反复的读三个牧童砌
井后的幸福和十年以后他们再次回到井边的情形接着我问了
三个青年找到幸福了吗？引导学生回答，然后再是他们为什
么感到幸福，让学生自己想象在这个十年间他们身上都发生
了什么事情。来体会三个青年的幸福，明白幸福其实是为人
民服务。就是尽义务，造福人类。感受更高层次的幸福。叶
圣陶先生曾说“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
师改。老师之训练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也。

接着让学生发现身边的幸福，体会幸福，并懂得珍惜幸福，
学生交流自己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幸福。借机培养口语交际
能力，结合课文语句和生活实际理解为什么三位青年感觉劳
动可以带来幸福，质疑难道仅仅只有劳动才能带来幸福？让
学生来说说，自己理解到得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再补充里一
组图片：“爱心的传递、搀扶的背影、保家卫国”等，达到
从浅层次和深层次的一个跨越。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学
生有了对幸福感悟以后，在积累了ji情以后，立马写作，以情
景式体验来为作文打好坚实的基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相机出示了一组优美的句子：“天使说：幸福就是温柔的
守护！张开双臂，为寒冷的人送去温暖，展露笑颜，给哀伤
的人带来欢乐，幸福是无私奉献、助人为乐！”

太阳说：“幸福就是热情的赠与！扫去阴霾，令大地充满火
样的热情，驱走灰暗，让冷漠的人心寻回关怀，幸福是光明
正大、宽宏大量！”

郑老师说：“幸福就是真诚的感情！浇灌友谊，陌路的人们
会成为朋友，珍藏友情，寂寞的灵魂会拥有归宿，幸福是执
著梦想、怀抱希望！”

让学生说，让学生仿写幸福随笔。意图是通过一堂课的学习，
让学生把自己体会到的幸福是什么写下来，写对幸福的感受，
来体会生活中存在身边的幸福并更好地珍惜幸福。当学生写
好，挑几句好的当堂在实物投影上展示出来，让学生评一评，
激发学生写话的兴趣，真正做到读写结合。

彝家娃娃真幸福说课稿篇四

《提醒幸福》一课是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第
二册第一单元的一篇课文。这篇课文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
文章。针对生活中人们过多关注风险，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现
象，勇敢地提出勿忘幸福，提醒人们什么是幸福，告诉人们
如何寻找幸福、享受幸福、珍惜幸福，启示人们进而去创造
幸福。

根据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和课文特点，我把教学目标定位为：

1、在整体感悟全文的基础上，提炼文章的主旨

2、品味并积累优美语言。

3、体会幸福生活中的幸福，学会“提醒幸福”，从而珍惜幸



福，享受幸福。

这篇课文的学习，主要通过学生与教师，与学生，与作品，
与生活对话来完成，使学生的语感广化，深化，美化。

本篇课文的教学设计我是这样安排的，以幸福为话题，让学
生讨论来引出这篇课文。让学生不经过教师的传递直接去阅
读课文，达到对这篇课文的整体理解和感悟。然后围绕文章
的主题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掌握文章的脉络，寻找文中幸福
的定义，让学生品位作者的幸福观，进而形成自己的幸福观，
让学生在学习这篇课文的同时学会观察生活，学会表达生活
的技巧。

一、提醒灾祸——忘记幸福

二、认识幸福——学会感受

三、享受幸福——珍惜幸福

彝家娃娃真幸福说课稿篇五

1、课文出处

《提醒幸福》是著名女作家毕淑敏的作品，选自新教材（20xx
人教版试用修订本）第二册第一单元。

2、单元教学要求

本单元教学要求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看看别人怎样生活，看
他们对人生的体验思考，进而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加深自
己的情感体验。

3、课文特点



本文作者以自己对幸福的深刻理解和体验，给我们道出
了“为什么提醒幸福”，“幸福的含义是什么”和“怎样享
受幸福”。文章语言清新，含义深刻，在娓娓道来中让人有
一种心灵的震撼。

4、《课程标准》要求

新课程标准要求语文教学要对学生进行语文知识和能力的培
养，变接受学习方式为主动学习方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并注意培养学生的高尚的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品味本文优美而富丽的语言

2、感悟幸福、珍惜幸福

1、重点：

引导学生品味本文优美而富丽的语言

2、难点：

让学生在阅读、讨论交流中感悟幸福、珍惜幸福

讨论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

根据新课程要求，教会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

本课为自读课文，拟安排一课时来完成教学任务。

主要步骤

设计说明

（一）导入课文



1、新课导语：

贴近生活，引出话题，初步感悟幸福。

2、教师小结并引导学生思考。

（1）作者对幸福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解，哪些地方最能引起你
的共鸣？

（2）既然我们已经感受到幸福，为什么还要作者提醒幸福呢？

设疑激趣，引导阅读。

（二）内容研讨及语言品味

课文中有许多文字优美、意味隽永的句段，尤其是大量运用
比喻、排比的修辞手法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我着重
引导学生通过反复朗读、研讨品味这两类修辞的句子。

1、品味文中有关幸福的比喻句，学会运用比喻修辞手法表达
思想感情。

2、品味文中有关幸福的排比句，学会运用排比修辞手法表达
思想感情。

3、品味语段，质疑讨论。

在以上语言品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语段的品味，从中提
出质疑并进行讨论：

作者在文中提醒我们要重视身边的幸福，珍惜眼前的幸福，
那么作为学生是否应该只停留在享受眼前的幸福当中呢？要
求学生分小组讨论：如何看待幸福？如何创造幸福。让学生
分组讨论后，派代表发言。



反复朗读使学生对幸福的体验得以升华。学生的朗读、评读、
师生的研讨构成了教学活动全方位的互动，使教学形式的平
等对话真正得以实现。

这样设计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学习习惯和
敢于质疑并在质疑中思想得到升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举行一次亲子活动并写一篇有关对幸福体验的日记。

活动指导：

同学们，享受别人的关怀是一种幸福，给予别人一份温暖也
是一种幸福，为了让同学们在生活中体验第二种幸福，请同
学们回家进行下面的活动：

1、给妈妈送一份有意义的礼物或帮妈妈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然后对妈妈说：“妈妈，我爱您！”

2、观察妈妈是反应（表情、动作、语言等）并写一篇观察日
记。要求运用本课学到的修辞手法，写出真情实感。

提醒幸福

感悟幸福——珍惜幸福——创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