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
二课时(优秀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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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二课时篇一

这篇课文是一篇韵文，讲的是一群“小画家”在雪地上“画
画”的事。“小画家”们在雪地上留下不同的“作品”，而
青蛙和他们不同，正在“睡觉”呢。课文形象地讲述了四种
动物爪（蹄）的形状和青蛙冬眠的特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爪
（蹄）子的不同形状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重点：理解课文内容，朗读、背诵课文。

难点：理解课文第三句（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
枫叶、小马画月牙）。

多媒体课件

（一）、激趣导入

（二）、自主识字

1、上节课我们认识了很多生字宝宝，现在老师来考考你们，
看看谁的记性最好？（出示带拼音的生字）



2、如果生字宝宝们不加小帽子你们认识它们吗？（去拼音读）

3、单独的生字宝宝大家都认识，如果老师给它找一个小伙伴，
组成词语宝宝，你们还能认出他们吗？（在词语中识字）

大家的识字本领越来越厉害了，希望大家能和更多的生字宝
宝们成为好朋友。

（三）、理解感悟，品读课文

（1）、出示下雪图片。

1、上节课我们已经初步读过了课文，现在就让我们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难读
的字请拼音朋友来帮忙。

2、出示图片，师问：“你们看到了什么？”

生答，出示第一句“下雪啦，下雪啦！”

3、指名读第一句。

4、读出兴奋的语气。

（2）、这时，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1、这群小画家指的是谁呀？（板书：小鸡、小狗、小鸭、小
马）

2、小画家们分别画了什么？（齐读课文并思考问题后指名回
答。）

3、小画家们依次登场，分别出示小画家的脚印，分别与“竹
叶”、“梅花”、“枫叶”、“月牙”作对比，读相关语句。



4、再次齐读：“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
马画月牙。”

（3）这些小画家画的画为什么不一样？

1、师问：小朋友平时是怎样画画的？而这些小动物又是怎样
画画的？

2、是啊，这些小动物只要用它们的爪子或蹄子在雪地上一踩，
就能画出这么漂亮的画，多么令人佩服呀！（出示雪地上的
脚印）请听老师佩服地读第四句。

3、这么美的雪天，小动物们都来到雪地上画画，怎么没有看
见青蛙出来呀？它到哪去了？齐问：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指导学生读出问的语气）

4、原来青蛙在冬眠呢，青蛙是益虫，请小朋友们不要打扰它，
让它美美地睡上一觉，等到睡醒后，它还会帮我们捉害虫呢。

5、请小朋友们轻轻地读读这句，不要吵醒了青蛙。（轻轻地
读：“他在洞里睡着啦。”）

（四）、达标深化

看ppt试着背诵课文

（五）、课后拓展

课后请小朋友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一下还有哪些小动物和青
蛙一样冬眠。

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二课时篇二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认识两个偏旁虫、目；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3、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

4、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爪
（蹄）子的不同形状和青蛙冬眠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识字、写字和朗读课文；

冬天大雪场景图片、录音机，生字卡片、小红花、彩色笔。

2课时

会读并记住生字；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小动物的兴趣；正确
朗读课文。

（一）交流信息，谈论冬天：

子都冻在玻璃里了，多美的一幅画呀！谁来和老师一起说说
冬天？

（引导学生从看到过的场景、儿歌、歌舞等多个方面、多种
形式来谈论冬天。让学生有极大的学习兴趣，能积极主动地
用语言、歌声、舞蹈来抒发对冬天的喜爱之情。）

2、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房子上、树上、地上全都白了。早
晨天晴了，一群群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他们玩
得多高兴呀！这时候，又来了几个新朋友，也想跟他们一起
玩，他们在干什么？引出《雪地里的小画家》并板书。

3、出示冬天雪后小朋友堆雪人、打雪仗图片。一边放音乐，
一边说出自己看到的事物。（让学生能从不同侧面了解冬天，
把学习与生活联系，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主动识字：

1、请学生自己读这首诗，遇到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解决。可以查生字表、问同学、猜一猜等。

2、同桌俩互读课文，注意生字读音，想一想：雪地里的小画
家都有谁？

小鸡、小狗、小鸭、小马都来参加这次美丽的画展，他们都
画了些什么？你们想不想参加？

5、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多
美的一幅画呀！赶紧再读课文，找找可爱的青蛙在干什么？
你还知道哪些冬眠动物？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再次读课文，
师生共同交流信息。

四人小组内认字，看哪个小组记的方法多、方法好：

（1）4人一组。由四人小组长负责用多种形式进行教读；

（2）当小老师教读；

检查认读生字情况：开小火车抽读接读。

（三）赏读课文，扩展想象：

下雪了，大地像一块白白的、软软的地毯，森林里的动物们
都来参加《雪地里的小画家》

评比活动，他们都画出了非常美丽的图画，一起看看他们都
画了什么？

学生边说，老师边以简笔画的形式板书。

1、为什么称他们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２、让学生自主赏读喜欢的地方。

３、小动物们是小画家，你们也是小画家，快快拿出自己的
画笔，发挥你的想象力，把自己想到的用画笔展现给大家。
在柔美的音乐声中挥笔作画。

（四）作业：

完成图画，朗读课文。

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二课时篇三

1借助拼音认识“啦”、“梅”等11个生字，会
写“几”、“用”2个字，认识偏旁“虫”、“目”。

2、借助图片认识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的爪
（蹄）子的形状。

3、通过教师简单介绍，让学生了解青蛙冬眠的特点。

1、理解课文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爪子的
不同形状和青蛙冬眠的特点。

2、 理解课文第三句话（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
枫叶，小马画月牙）

一、 谈话导入

1比较句子

“孩子们，冬天到了，雪花姑娘就跳着舞来啦。”（课件出
示：下雪啦！）（指名到齐读：下雪啦，注意啦是轻声）

再出示



比较句子：

下雪啦。

下雪啦！

这两个句子有什么不一样？（标点符号不一样、高兴激动的
程度不一样）

2、想象说话小朋友的脑海里放出了什么电影？

生：我看到树啊，房子啊都变白了。

生：我看到一朵朵的雪花在空中飞舞。

3、师：多美的雪景图啊！再读句子：下雪啦，下雪啦！

4、揭题：小朋友们把这个好消息这么一喊啊，大家都从家里
跑出来了，雪地里的小画家也来了，）快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出示课题：雪地里的小画家）把课题再读一遍，齐。

二、初读课文，教学生字

1、有趣的故事就藏在123页，赶紧打开书本读一读吧，，碰
到不认识的字请拼音朋友帮帮忙，把生字宝宝读准了。

2、生自由朗读

小朋友读得挺带劲的，老师真不忍心打断你们。现在就让我
来考考你们吧

出示生字词：

梅花 几步 参加 为什么



成了 不用 洞里（都是后鼻音）

青蛙 睡着啦 （这几个生字里还藏着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偏
旁）

（带拼音一组一组出示，小老师带领读）

都会读了吗？少了拼音宝宝的帮助，顺序也打乱了，还能读
吗？（自己在读一遍，待会我们男女生比赛读一读）

4、朗读反馈 师：我们来开列小火车吧，一人一句

三、整体感知全文学习小画家是谁，

1、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雪地里看看

“雪地里的小画家都有谁呢？请小朋友再读读课文，圈一圈
他们的名字。（课件出示全文）

1) 指名回答你能把雪地里的小画家的名字响亮地来报一报吗？

2) 我们一起来叫叫他们的名字。（四个小动物同时出场加文
字出示：小鸡、小鸭、小狗、小马）

还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生如果有困难，就给予提示：

雪地里的小画家有（ ）、（ ）、（ ）和（ ）。（在最后
两个动物之间加上“和”就更好了。）

（ ）、（ ）、（ ）和（ ）都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雪地里的小画家有（ ），有（ ），有（ ），还有（ ）。



2、对比感知“一个”和“一群” 师：（点击课件：小鸡出
现）看这时雪地里谁来了？

生：小鸡。

师：出示：雪地里来了一（）小画家。

师：这句话怎么说？

生：雪地里来了一个小画家。

师：（点击课件：小动物们都出现）快看谁又来了？现在这
句话又该怎么说？

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二课时篇四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重点指导书写“竹”。

2.练习用“参加”等词语说话。

3.熟练地朗读课文。

一、导入课文

1．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则谜语，请同学们仔细
听：小小白花天上栽，一夜北风花盛开，千变万化六个瓣，
飘呀飘呀落下来。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水中都不见。呦，
你们真是太聪明了。答案就是雪花。

冬天到了，北风爷爷呼呼的吹，吹落了叶子，吹走的大雁，
但是，我们最盼望的下雪天到了。看，雪花一片一片从天上
落下来，给大树、房子、草地都穿上雪白雪白的棉袄，你们
开心吗？激动吗？高兴吗？让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
好吗？（下雪啦，下雪啦！） 瞧，这时候，雪地里来了一群



小画家。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篇特别有意思的儿歌，
（呈现课题：雪地里的小画家），齐读，板书。

二、字词学习

1．这是一群怎么样的小画家呢？请同学们轻轻把书翻到104
页。

呈现自读要求：

2. 老师发现每个小朋友都非常认真，争取每一分一秒的时间，
真好。下面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课文中的生字宝宝吧！

3.谁愿意来读一读（呈现句子：下雪啦，下雪啦!雪地里来了
一群小画家。）老师觉得你把这个词读的特别准确。

{一群}

认识了群，我们再来一起读读这句话吧。

4. 小画家们都来了。谁来读读下一句。指名：

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

读音真准确，男生读一读，女生读一读

这几句话里也藏着几个生字宝宝，

竹 牙

生字宝宝我们都认识了，老师相信你们会把这句话读的更好，
请同学们伸出双手，我们来打着节拍读读这两句话吧，诶呀，
老师还发现有人为小动物们竖起了大拇指呢，。

5．你们真了不起!可是老师觉得这些小动物们更了不起。因



为他们

不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

不用 几步

谁认识这个字

用 几步

6.最后一句

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为什么 为什么表示在要问问题？你会用为什么提个问题么？

看看这个为，他像我们学的哪个字。

我们的小作者也有问题。青蛙为什么没 参加？

参加，男生，女生

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生 ：他在洞里睡着啦！

同学们，注意啦！既然青蛙宝宝睡着了，那我们就别吵醒他
们好吗？

三、识字方法学习

小鸡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没有帽子字词卡，我们一起来认认他
们？好吗？

2、小狗说，这样还不算识字大王呢！你们要是能把生字娃娃



单独认清就算识字大王，想不想试一试？我想请一列火车来。

3、小鸭说：不行不行，我的最难，要是能答对我出的题，你
们才算识字大王。

4、写字

小马说：大家读的真认真啊！猜的也全部正确。可是呢，我
觉得谁能把这个我觉得最难写的字，写漂亮了谁才算是识字
大王。

来，瞧一瞧，我们要挑战哪个字？竹

5、总结读书

同学们读的太棒了，这可把四个评委给难住了，他们想啊想
啊，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共同出了一道难题。

他们说，我们的`考题是把这些生字宝宝全部送进课文，谁把
课文读的最流利，读的最正确，谁就是识字大王。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还舍不得和这些小动物们说再
见，这节课就要结束了。来看看我们小动物们给我们留了一
些什么课外任务吧。

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二课时篇五

这是一篇韵文，讲的是一群“小画家”在雪地里“画画”的
事，课文形象的讲述了四种动物爪（蹄）的形状和蛙冬眠的
特点，课文语言简练，内容浅显易懂，充满童趣。

依据课标精神，本节课的学习活动建立在学生的认知水平和
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
们的求知欲，给学一提供充分的参与活动时空，帮助他们在



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学会生字，自读自悟课文，
提高认字，阅读的能力，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团结合作精神，
以及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1、认读11个生字和2个偏旁，学写一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认读生字和朗读课文。

识记生字。

教学投影仪，录音机，情境图，各种图片。

出示小雪花模型，有小雪花的语气说话）我是小雪花，小朋
友们好，秋去冬来，我又回到你们身身边了，你们高兴吗？
那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到雪地里去玩吗？快看，我们到了！
（出示情境图）

谁能说说你眼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学生看图描述）

（师用小雪花在图中飞舞演示）小雪花飘呀飘呀，飘在房子
上，房子白了；飘在树枝上，树枝白了；飘在大地上，大地
像铺白色的地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走来了几位小动物，
大家看是谁来了？（师在情境图上贴上小鸡，小狗，小鸭和
小马的图片。）

猜猜他们来干什么？（板书课题）

2、借助拼音，试读课文。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3、自学生字：



（1）比一比，谁是“火眼金睛”，找出藏在课文中的认读生
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同桌互相读字，纠正字音。

（3）用投影出示所有生字，齐读。

（4）请你们来当小老师，提出容易读错的字，请同学们注意。

（5）哪些字，你以前就认识，你是怎么认识的？

（6）想办法把你不认识的字记下来，同桌间互相交流。

（7）汇报记字方法，提出不好记的字。

4、检测自学情况：用小雪花出示不注音的字，让生认读。

1、自由练读课文，要求：读正确，流利。

2、指导读，评价。

（1）师范读课文，同桌练读。

（2）指名读。a谁能勇敢地说，我读得好！b谁能诚实地说：我
读得还不够好！

（3）齐读课文。

3、演示，感悟课文内容。

（1）师用图片在情境图中进行演示。（发出小动物的叫声，
随之留下脚印。）

（2）汇报：你知道了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3）启发想象：还有哪些小动物会到雪地里画画呢？（引发
学生想象）

4、启发谈话，再读课文。

（引导学生带着高兴的心情再读课文）

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二课时篇六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认识两个偏旁“虫、目”；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3、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

识字、写字和朗读课文；

冬天大雪场景图片、录音机，生字卡片、小红花、彩色笔。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会读并记住生字；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小动
物的兴趣；正确朗读课文。

二、教学过程：

（一）交流信息，谈论冬天：

子都冻在玻璃里了，多美的一幅画呀！谁来和老师一起说说
冬天？

（引导学生从看到过的场景、儿歌、歌舞等多个方面、多种
形式来谈论冬天。让学生有极大的学习兴趣，能积极主动地



用语言、歌声、舞蹈来抒发对冬天的喜爱之情。）

2、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房子上、树上、地上全都白了。早
晨天晴了，一群群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他们玩
得多高兴呀！这时候，又来了几个新朋友，也想跟他们一起
玩，他们在干什么？引出《雪地里的小画家》并板书。

（二）初读课文，主动识字：

1、请学生自己读这首诗，遇到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解决。可以查生字表、问同学、猜一猜等。

2、同桌俩互读课文，注意生字读音，想一想：雪地里的小画
家都有谁？

小鸡、小狗、小鸭、小马都来参加这次美丽的画展，他们都
画了些什么？你们想不想参加？

5、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多
美的一幅画呀！赶紧再读课文，找找可爱的青蛙在干什么？
你还知道哪些冬眠动物？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再次读课文，
师生共同交流信息。

四人小组内认字，看哪个小组记的方法多、方法好：

（1）4人一组。由四人小组长负责用多种形式进行教读；

（2）当小老师教读；

检查认读生字情况：开小火车——抽读——接读。

（三）赏读课文，扩展想象：

下雪了，大地像一块白白的、软软的地毯，森林里的动物们
都来参加《雪地里的小画家》



评比活动，他们都画出了非常美丽的图画，一起看看他们都
画了什么？

学生边说，老师边以简笔画的形式板书。

2、为什么称他们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２、让学生自主赏读喜欢的地方。

（四）作业：完成图画，朗读课文。

雪地里的小画家教学设计一等奖第二课时篇七

一、教学目标：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3个生字。认识两个偏旁“虫、目”；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3、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

4、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鸭、小狗、小马这四种动物爪
（蹄）子的不同形状和青蛙冬眠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识字、写字和朗读课文；

三、教学准备：冬天大雪场景图片、录音机，生字卡片、小
红花、彩色笔。

四、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会读并记住生字；激发学生对大自然和小动



物的兴趣；正确朗读课文。

二、教学过程：

（一） 交流信息，谈论冬天 ：

子都冻在玻璃里了，多美的一幅画呀！谁来和老师一起说说
冬天？

2、 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房子上、树上、地上全都白了。
早晨天晴了，一群群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他们
玩得多高兴呀！这时候，又来了几个新朋友，也想跟他们一
起玩，他们在干什么？引出《雪地里的小画家》并板书。

3、出示冬天雪后小朋友堆雪人、打雪仗图片。一边放音乐，
一边说出自己看到的事物。（让学生能从不同侧面了解冬天，
把学习与生活联系，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 初读课文，主动识字：

1、请学生自己读这首诗，遇到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解决。可以查生字表、问同学、猜一猜等。

2、 同桌俩互读课文，注意生字读音，想一想：雪地里的小
画家都有谁？

小鸡、小狗、小鸭、小马都来参加这次美丽的画展，他们都
画了些什么？你们想不想参加？

四人小组内认字，看哪个小组记的方法多、方法好：

（1）4人一组。由四人小组长负责用多种形式进行教读；

（2）当小老师教读；



检查认读生字情况：开小火车——抽读——接读。

（三） 赏读课文，扩展想象 ：

下雪了，大地像一块白白的、软软的地毯，森林里的动物们
都来参加《雪地里的小画家》

评比活动，他们都画出了非常美丽的图画，一起看看他们都
画了什么？

学生边说，老师边以简笔画的形式板书。

2、为什么称他们是《雪地里的小画家》？

2、 让学生自主赏读喜欢的地方。

（四）作业：完成图画，朗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