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老张卖糖果原文 老张卖糖果教
学设计(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老张卖糖果原文篇一

1、让学生通过亲自动手分实物，感知平均分的含义，初步培
养学生数学研究方法的能力。2、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学生的
动手实践能力和初步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糖果若干、小圆片、豆子若干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激趣促学。

二、摆一摆，探索新知。

动手实践一：每小组5人，有20块糖果，每个小朋友要分得同
样多，该怎样分？分分看，方法多的给予奖励糖果。

（1）学生动手合作摆一摆，教师巡视，观察学生摆的情况。
（2）小组汇报摆的方法，进行奖励。

动手实践二：规则让学生用5个圆片代表5个小朋友，用20根
小棒代表糖果，动手分分看。



（1）分小组交流分的方法，并填写第36面表格。

（2）集体交流、反馈。

三、拓展数据，巩固提高。

活动实践三、（完成第37页小组活动）

（1）小组合作：在小组内说一说可以怎么分，并把分的过程
记录下来。

（2）请个别小组上台演示分的过程。

（3）集体交流，讨论分法，说说有没有分完。

一、开放性练习。（完成第37页数学游戏）

活动实践四：（1）师说明游戏规则。

（2）拿出准备好的豆子进行游戏活动。

（3）教师巡视并指导。

二、全课总结：

教学反思：

小学语文老张卖糖果原文篇二

教学目标：

1.拟写故事梗概，熟知故事内容，理清故事的主要情节；

2.通过找出或补写出故事中母亲“流泪”的细节，把握故事
中塑造的母亲形象；



3.了解、学习、掌握莫言在《卖白菜》中讲故事的基本技巧。

教学重难点：

1.通过找出或补写“流泪”的细节，把握故事中塑造的母亲
的形象；

2.了解、学习、掌握莫言在《卖白菜》中讲故事的基本技巧。

教学过程：

一、初步引入故事

同学们，说到莫言你会想到？是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中国人。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作了一篇题为《讲故
事的人》的演讲，在演讲的结尾，他这样讲道：“我是一个
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今天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莫言《卖白菜》的故事。（板书课题：卖
白菜）

二、读故事、写梗概、理情节

莫言自我评价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那么，莫言在
《卖白菜》这篇文章里给我们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课前
已经布置了同学们预习，现在请一位同学们来读一读他的故
事梗概。

预设：1967年冬天，母亲因为家庭贫困，犹豫再三，最终决
定卖掉家中仅剩的三颗白菜。“我”在集上因为多算了买白
菜老太太一毛钱，结果白菜被退回。母亲因为“我”的不诚
实留下了眼泪。

学生复述故事时，注重评价。评价标准：完整、准确、简明、
流畅。



三、读故事、寻技巧、凸形象

预设：老太太买白菜时的行为让我感到厌恶。

追问：具体从哪里可以看出来？【ppt显示】

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下来。然后她
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
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

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
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的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

明确：老太的动作“拽”、“戳”、“撕扯”；老太太的语
言与神态“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不紧。”

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
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vs然后她用弯曲的、
枯柴一样的手指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她撇着嘴，说我
们的白菜卷得不紧。

前者突出强调老太太的戳白菜手的样子的丑陋，更表现
出“我”对其厌恶。

点名学生个读：读出我对老太太的厌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老太太太。我之所以多算一毛钱，
是因为我对她这种行为的（板书：吝啬、挑剔——不满、厌
恶）

1.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

3.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



4.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
着它感慨的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
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的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
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从这几句话你读出了哪些内容？【同座位讨论后交流】

小结：于“我”、于母亲，这棵小白菜凝聚了我和母亲的汗
水与泪水，对于贫困的家庭，这个白菜无疑是珍贵的。（板
书：泪水、汗水——珍贵、珍视）

所以，我和母亲的辛勤劳动以及对白菜的情深意长遇到了这
样一位挑剔蛮横的老太太而对她产生厌恶之感，多算她一毛
钱似乎是情理之中。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叫——层层铺垫（板
书：巧铺垫）

预设：因为这“多算的一毛钱”坚强的母亲流下了眼泪。

追问：母亲为何流泪？由此你看出这是一位怎样的母亲？

明确：母亲流泪是因为儿子的不诚实、不诚信。由此可以看
出这是一位诚信、本分的母亲。（板书：诚信、本分）

这是母亲第一次流泪，因为儿子的不诚信而流泪。其实文中
不少地方写了或者可以补写出母亲要流泪，但没有流泪。请
你找出来或者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补写出来。

预设：1.“今天是大集。”眼角湿润的母亲沉重地说。

2.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

3.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
在母亲的胸

前，委屈的抽噎着。母亲没有哭，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



抚摸着我的头……

4.眼角湿润的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
菜您还嫌弃卷得不紧……”（比较：“您”改成“你”）

5．我看着那棵被剥成核的白菜，眼前出现了它在生长的各个
阶段的模样，心中感到阵阵忧伤。我看看母亲，她的眼睛湿
漉漉的，但没有哭。

明确：坚强、坚忍、善良

小结：坚强从不流泪的母亲，却因为儿子的不诚实流下了眼
泪。在母亲看来，家庭不幸贫穷，但希望仍在；如果儿子不
诚实，这个家也就没有希望了，母亲所有辛劳、隐忍也将是
无用的。透过母亲流和欲流未流的眼泪，我们感受到这是一
位坚忍、善良、诚信的母亲。这也是莫言教我们讲故事的另
一种方法——抓细节、凸形象。（板书：抓细节）

我“多算一毛钱”的不诚信行为让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下了
眼泪，除此之外，还导致了怎样具体的后果呢？学生齐读21
段。明确：老太太退回了白菜。

我离开集市去上学了，后来老太太退回了白菜。其实在这个
过程中省去很多情节，你觉得可能还有哪些情节？（预设：
老太太的责备、众人的围观冷眼、母亲的道歉与羞愧等等）

学生择取其中的一个情节补写出当时可能发生的场景。（要
求：要写到母亲的眼泪，凸显出母亲形象；字数80字左右）

比较：莫言为什么不写这些情节呢？

（1）并非亲眼所见，写了可能不真实；

（2）不写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讲故事



的方法叫——留白艺术（板书：言有尽、意无穷、设留白）

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
开，露出一沓钞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吐沫，一张
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也一张张
地点。

比较：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掏出一个手绢，揭开，露
出一沓钞票，然后将手伸进嘴里，沾了吐沫，数了钱，扔到
母亲手里。

学生比较阅读后分析：老太太对钱的极度重视与谨慎，表现
了在当时的社会下人们的生活是极度贫困的。

背景链接：卖白菜的故事源于莫言亲身经历。故事发生
在1967年的北方农村，“文革”的第二年。在不断的政治运
动的干扰下，经济落后，物资紧张，城市凭票供应，农村生
活则愈加困难，农民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小结：透过这“多算的一毛钱”我们不仅看到了我、母亲的
贫穷，也看到了老太太的贫穷，更感受到那个时代、那个社
会的贫穷。所以，从这“多算的一毛钱”我们感受到的是作
者那种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所以，好的故事讲的是身边事，
表现的是一种大情怀。（板书：好故事、身边事、大情怀）

四、课堂总结

板书设计：卖白菜莫言

巧铺垫莫言《卖白菜》教学设计吝啬、挑剔——不满、厌恶

汗水、泪水——珍贵、珍视

善良、坚强、坚忍、诚信——--抓细节



言有尽、意无穷——--设留白

好故事、身边事---—-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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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让学生进一步体会等分的.含义.

教学重难点：

学生能够进一步体会等分的含义。

教具：情景图

教学过程：

一、分糖果

让学生用5个圆片代表5个小朋友，用20根小棒代表糖果来分
一分。鼓励学生的分法多样化。学生的分法可能不同，但都
可以将分的过程再表格中记录下来，最后的出结果。

布置作业：

p36

板书设计：

分糖果

情景图圆片代表小朋友，小棒代表糖果。

一、巩固练习。



1、小组活动。

此活动一次完成是有困难的，4人小组可以分几步完成，把分
的过程记录下来，最后的出结果。

2、数学游戏。

同桌活动时，先明确游戏规则，再进行游戏。

布置作业：p37

板书设计：

练习

分小棒分豆子

课后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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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的目标是全
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体现“全面”与“综合”是新
时期语文教学的一个新理念。语文综合素质是指能适应社会
需要的、整合的、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语文素养。要培养
这种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宗旨的综合素养，必须将教育与生活
紧密相连。实践证明，语文教学生活化的确是一条可行之路。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学说作为一种理论支撑，也为生活化教学
的探索注入了活力。

如在《老张卖糖果》的教学中：

师：同学们，海盐开张了一家新的大型超市“家得利”，再
加上“农工商超市”、“家友超市”等，物品真是琳琅满目，



品种齐全。假如你要去买些东西，你会去哪一家商店？生：
我想去家得利超市。

师：为什么？

生：因为家得利超市我没有去过，想去看看。

生：我想去家得利超市，因为新开的超市，商品会更多，而
且比较便宜。

师：的确是这样的，当你买东西时，你喜欢遇到一位怎样的
售货员呢？

生：我想遇到一位态度好一点的，脾气好一些的，对顾客很
热情的售货员。

生：我想遇到一位技术熟练，待人热情的售货员。

师：今天，有一位卖糖果的售货员来到了我们身边，出示课
题，齐读。

师：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

生：简单介绍对老张的认识。

生活化教学是一种在生活背景下的情景化学习，人要实现由
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发展，必须将所学真正理解并能学以致用。
对此，生活化教学正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优势。生活化教学中
创设生活情境的目的，往往是因为在学习内容与学生体验间
建立联系，使新学内容能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
达到真正理解，这是优化学习过程的有效途径。如在这个导
入课文中，抓住了海盐“家得利”超市的开张这一情节，让
学生各抒己见。并让学生说说你喜欢遇到怎么样的售货员，
各自谈一谈，一步步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抓住了学生的心，



把语文、课堂、知识结合起来，有机融合成一个整体。在这
样的情境中，学生在心中对这篇课文已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与把握，为课文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又为体会老张的优秀品
质埋下了伏笔。

1、学习活动由单调――生动。学习与生活的脱离使教学变得
过于抽象、理性，“回归生活”已与峨来越被教育所认可。
比如课题的导入，教师可一人说，也可教师设计好“圈套”，
让学生往里钻，但都是教师一相情愿，得不到真正的双方互
动。在生活情境中，学生把已有的认知进行在调整，借用学
生的生活经验，调动起学习积极性，由单调变为了生动。

《老张卖糖果》教学反思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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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的目标是全
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体现“全面”与“综合”是新
时期语文教学的一个新理念。语文综合素质是指能适应社会
需要的、整合的、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语文素养。要培养
这种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宗旨的综合素养，必须将教育与生活
紧密相连。实践证明，语文教学生活化的确是一条可行之路。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学说作为一种理论支撑，也为生活化教学
的探索注入了活力。

如在《老张卖糖果》的教学中：

师：同学们，海盐开张了一家新的大型超市“家得利”，再
加上“农工商超市”、“家友超市”等，物品真是琳琅满目，
品种齐全。假如你要去买些东西，你会去哪一家商店？生：
我想去家得利超市。

师：为什么？



生：因为家得利超市我没有去过，想去看看。

生：我想去家得利超市，因为新开的超市，商品会更多，而
且比较便宜。

师：的确是这样的，当你买东西时，你喜欢遇到一位怎样的
售货员呢？

生：我想遇到一位态度好一点的.，脾气好一些的，对顾客很
热情的售货员。

生：我想遇到一位技术熟练，待人热情的售货员。

师：今天，有一位卖糖果的售货员来到了我们身边，出示课
题，齐读。

师：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

生：简单介绍对老张的认识。

生活化教学是一种在生活背景下的情景化学习，人要实现由
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发展，必须将所学真正理解并能学以致用。
对此，生活化教学正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优势。生活化教学中
创设生活情境的目的，往往是因为在学习内容与学生体验间
建立联系，使新学内容能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
达到真正理解，这是优化学习过程的有效途径。如在这个导
入课文中，抓住了海盐“家得利”超市的开张这一情节，让
学生各抒己见。并让学生说说你喜欢遇到怎么样的售货员，
各自谈一谈，一步步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抓住了学生的心，
把语文、课堂、知识结合起来，有机融合成一个整体。在这
样的情境中，学生在心中对这篇课文已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与把握，为课文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又为体会老张的优秀品
质埋下了伏笔。



1、学习活动由单调——生动。学习与生活的脱离使教学变得
过于抽象、理性，“回归生活”已与峨来越被教育所认可。
比如课题的导入，教师可一人说，也可教师设计好“圈套”，
让学生往里钻，但都是教师一相情愿，得不到真正的双方互
动。在生活情境中，学生把已有的认知进行在调整，借用学
生的生活经验，调动起学习积极性，由单调变为了生动。

2、体验渠道由单一——复合。也就是说，教学中围绕一个概
念，可以用多元的渠道，打开多扇窗户，达到高效的学习。
比如《老张卖糖果》中，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与体会上，
谈自己喜欢的售货员，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喜欢的原因，每
个同学都希望说一说，这个“标准”就是课文的核心，体会
的优秀品质，打开“多扇窗户”就在想、说、听等方面得到
培养。生活化教学是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之中，
从而激发学生作为生活主体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同时将教
学的目的要求转化为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内在需要，让他们
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的生活，从而获得有活力的知
识，并使情操得到真正的陶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