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趣的汉字课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有趣的汉字课教案篇一

结合“普通话推广周”的开展，为了净化城市文字环境和规
范使用汉字，提升城市形象，我校开展了“啄木鸟纠错行
动”。 本次活动由教学管理中心和团委精心组织，精选了一
批语言基本功好、责任心强的学生分成小组，在老师的指导
下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教室、食堂等教学设施以及学校周
边的社区、超市、饭店和菜市场实施语言文字规范纠错大行
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1、调查了街头不规范用字，为净化城市文字环境提供了依据。

通过调查发现，路边的一些广告牌、食堂的菜谱和社区黑板
报上均存在着语言文字“漏洞”，大致可以分为错字、别字
和简字繁写等几种类型，在食品方面出现错别字的频率相当
高，有将“韭菜”写成“非菜”或“久菜”的，将“鳝”的
鱼字旁写成虫字旁的，还有把“番茄”写成“番加”的。此
外还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规范的简写字和简字繁写的现象，例
如将“美国”写成了“美國”，将“渔具”写成“鱼具”等
等，这些都是不规范用字。 通过调查发现，贵港街头的不规
范用字比比皆是，甚至在显目处的宣传牌上也出现了错别字，
这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文化环境，这也充分说明此次啄木
鸟行动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2、提高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正确认识，激发了学生维护祖国
语言纯洁性的热情。



通过本次“啄木鸟”实践活动，同学们切身体会到了规范语
言文字的重要性，掌握了祖国语言文字正确使用的必备知识
和基本要求，充分意识到维护语言文字纯洁性的重要性。文
字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更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和载体，
正确规范书写和使用汉字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同时
也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文明程度。所以我们提倡规范用字，
希望全社会的每个公民都来关注母语的健康发展，大家都来
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让源远流长的汉字更加纯净。同
时他们也将作为星星之火，在回到学生群体之中，通过言传
身教，以点带面，从而能使更多的学生提高对语言文字的正
确认识，激发全体学生维护祖国语言纯洁性的热情。

3、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

由于学业的繁重，学生们整天埋头于书本之中，脱离生活，
疏远社会，缺少实际能力。这次行动能有效地将课内与课外、
书本与社会、知识与能力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的热情，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及参加社会实践的活动能
力。有一些学生在行动中得到了热心人的帮助，但也有不少
学生在调查中受到了冷言白眼，但都能克服害羞心理，坚持
下来，从而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对复杂的社会
有了自我的清醒认识， 这为他们今后走出校门、融入社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这次啄木鸟行动中，我们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比如，老师的指导有限，再加上部分成员对语言文字的认知
存在误区，调查范围窄小，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广泛
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行动
还是硕果累累，不仅发现了街头大量的不规范用字，而且切
切实实地锻炼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活动能力，圆满地完成
了上级部门布置的任务。



有趣的汉字课教案篇二

1、通过书法的鉴赏，激发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了解我国书
法的起源和类别，使他们受到书法、美的陶冶，增强民族自
豪感。

2、通过书法的`讲解和示范，使学生初步懂得写书法的基本
技法与步骤。

字的结构的掌握。

字的结构。

历代汉字的演变材料、字体

教具：各种字体的碑帖及名家书法作品数幅；狼毫小楷、刻
刀、章料（青田石等）、宣纸、砚、墨、印泥、砂纸（粗细
两种）圆镜、毛刷等演示用具；刻好的印章二枚、供学生仔
细看。

（一）组织教学：检查学具、引导学生认真听课。

（二）讲授新课

1、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2、书法的分类：综合历代各种文字大致分为篆、隶、楷、行、
草五大类。

（1）篆书：甲骨文-------是殷、周时期的古文，因刻在龟
骨上故名；石鼓文---------石鼓是秦朝的刻石；秦《泰山刻
石》-------又称《封秦山碑》字体属于小篆，相传是秦代丞
相李斯所写，小篆是从大篆省改而来的。



（2）隶书：相传是狱史程邈被囚在监狱里时，把大小篆的笔
画和结体作简化，便于书写。

（3）楷书：楷书真书，楷书，由隶书、隶草演变而成，字形
方正，大小相近，有楷模的意思。

（4）行书：行书书写速度较快，常作文章起稿用，没有一套
规定的写法，写得规矩一点而接近楷书的叫行楷，写得放纵
一点而接近草书的叫行草。

（5）草书：章草-------又称隶草，其字形特点是解散隶体，
趋于简便，但仍存隶书的形势，字字区别不相连绵；今草---
-----相传是后汉的张芝从章草加以演变而成。

感受汉字特有的美，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汉字，用中国画的
工具材料创作一张新颖、有趣的作品。

有趣的汉字课教案篇三

1．策划并开展简单的小组活动，学写活动计划。

2．通过了解字谜、谐音的特点，体会汉字文化的丰富有趣。
初步了解汉字的起源，引发学生对汉字的兴趣。

3．认识10个生字。课时安排有趣的汉字整个综合实践活动安
排五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课时：制定和交流小组活动计划。

第二、三课时：分组活动。根据制定的计划，通过多种途径
搜集调查、整理学习的资料。

第四、五课时：展示、交流活动成果。活动过程制定和交流
小组活动计划（一课时）



1．激趣：汉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文字之一，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一起遨游汉字王国，开
展综合性学习，感受汉字的有趣和神奇。

2．介绍活动内容：搜集或编写字谜，开展猜字谜活动，体会
汉字的有趣；查找体现汉字谐音特点的古诗、歇后语、对联
或笑话，和同学交流；搜集有关汉字来历的资料，了解汉字
的起源，感受汉字的有趣。

3．分组：自由组合成合作小组。每组7－8人，选出小组负责
人。

4．制定计划：

例：有趣的汉字活动计划

x月x日

xx家

（1）搜集或自编字谜

（2）查找谐音笑话、谐音歇后语

（3）了解汉字的起源成果展示：把搜集到的资料编成小报，
贴在教室里。

有趣的汉字课教案篇四

《有趣的汉字》

3课时 年级：五年级(上)

欣赏图片、国画材料



1、通过欣赏评述、讨论交流，初步了解汉字的起源、演变过
程及特点，它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2、能大胆地运用中国画的作画工具和方法，表现生动、有趣
的汉字形象。

(第一课时)

(一)引入新课

1、猜字谜。

“一只狗，两个口，谁遇它，谁发愁。”打一个字。(哭)

2、你们知道有哪些字谜可以让大家猜一猜呢?

“座中无人”(庄)

3、通过猜字谜你感受到中国汉字有什么特点?

汉字是一种集音、形、义于一体的文字。

4、今天我们一起研究《有趣的汉字》这一课。

(二)深入教学

1、谁知道汉字是怎么起源的?

2、汉字又是则怎么发展演变的呢?

甲骨文(殷商后期)——大篆(西周后期)——小篆(秦朝)——
隶书(汉)——草书(魏晋南北朝)——楷书(唐)

3、(出示一个甲骨文字)猜猜这个是什么字?你是怎么猜出来
的?



4、早期的汉字多以形似为主，一个字就像一幅小孩画的画，
虽然很复杂难写，但是以我们现在的欣赏角度来说却很有趣。
今天就请同学们像古时候的人们创造甲骨文样的方法来创造
汉字，使你的汉字既有字义也有图画美。

(三)学生练习

1、“林”、“森”、“水”、“明”这些字分别让你联想到
了什么样的形象?

2、你还想到哪些字可以写得很有趣，可以用绘画的方式来表
现?你打算怎么写?

3、请同学们根据自己对象形汉字的了解，选择象形汉字，运
用水墨形式创作一幅有趣的汉字画。

4、教师巡回指导。

(四)课后反馈

(第二课时)

(一)欣赏讨论

1、(出示几幅学生上节课的作品)

你喜欢哪幅作品?为什么?你能猜出写的是什么字吗?

2、教师小结，突出国画的水墨用笔用色在绘画时要灵活多变
的运用。

(二)深入教学

1、(出示有浓破淡用笔和淡破墨浓用笔的作品)



你能想出这样的用笔是怎么画出来的吗?

2、教师示范浓破淡法和淡破浓法用笔。

3、(出示构图不同的作品几幅)

这几幅画的构图有什么不同?你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三)学生练习

1、请同学们运用今天学会的破墨法创作一幅构图新颖的汉字
画。

2、教师巡回指导。

(四)课后反馈

(第三课时)

(一)欣赏导入

1、(出示一幅有汉字画的衣服设计图)

你觉得这件衣服漂亮吗?看出是什么字了吗?

(招牌、标志、生活物品)

(二)启发设计

1、(出示教师设计的汉字图案风格的学校标志)

这个标志有什么特点?

(用国画的方式来表现的，简洁、明了)



2、你还想到怎么设计?

(三)学生练习

1、请同学们运用国画特殊的用笔用色为我们学校设计一个标
志。

2、教师巡回指导。

(四)课后反馈

有趣的汉字课教案篇五

1、了解汉字的起源，知道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文字。

2、初步了解汉字的演变过程。尝试根据图画、象形字认读相
对应的汉字。

3、体验汉字中的趣味性，关注周围环境中的汉字，萌发阅读
汉字的兴趣。

重点：初步了解汉字的演变过程。

难点：知道以“木”为偏旁的字均与“木”有关。

床、桌、椅、木块、大树等图片，并写出相应的名称。

“木、林、森”汉字卡片及相应的图片。

书法作品及“火、水、山”的演变图。

一、欣赏书法作品

教师：“你们觉得这些字怎么样？这是汉字，是中国特有的
一种文字。”



了解汉字的演变

二、出示火、水、山的演变图。

教师讲解汉字的演变过程。

教师：“我们的汉字是古代的人发明的，很久以前人们为了
记忆一些东西就想办法先画出他们的样子，后来人们为了方
便就慢慢地简化他们，就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了汉字。”

三、寻找汉字的秘密

1、床、桌、椅图片，请幼儿说出它们的名字。

2、出示汉字，请幼儿猜猜看是什么字。

教师：“这些汉字你们认识吗？”“它们是什么？”

进一步引导幼儿观察这些字的共同之处。

教师：“这些汉字有个共同的小秘密，谁能找到？为什么这
些字里都有一个木字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木头做的）

出示树的图片。

引导幼儿了解一棵树用一个木表示；许多的树在一起成为树
林就用两个木字表示，就是树林的“林”字；很多很多数不
清的树在一起是一片森林，我们用三个木字表示，就是森林的
“森”。

游戏：找名字

在很多的名字中找出自己的名字，然后观察好朋友的名字进
行初步记忆，然后再在很多的名字中找出好朋友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