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鹅第一课时教案作业设计(优秀5
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白鹅第一课时教案作业设计篇一

学校:合小年级:五年级(上)学科:语文课时编号:01备课时
间.8.29

主备课人授课人授课时间第1周

课题2、古诗两首教材页码p5-6课时安排共2课时第1课时

学习目标1.我能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并能正确、工整地书写。
2.我能正确、流利,初步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

学生可能出现的疑难问题预设1.隙澎易写错2.卷号易读错3.
文章的结构方式

解决办法预设1.兵教兵的方法,反复教读,或者教师适当引
导2.借用工具书

3.读课文,找关键语句,小组交流

教学流程集体备课个人二次备课

一揭示课题

大海有时平静，有时波浪翻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大海，



会给我们留下不同的印象，也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的联想。今
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看海》这篇课文。看看作者徐蔚南给我
们展示的.大海具有怎样的特点。

生齐读课文题目

二出示学习目标:小黑板(见上)

生默记目标。

三出示自学指导:

(一)自由读大声朗读课文,边读边用横线勾画生字,有不认识
的字词借用工具书或请教同学。

(二)同桌互读,把语句读通顺,比谁读得流利。

(三)快速默读课文,思考:作者在什么地方看海?看到了怎样的
景象?心情又是怎样的?

(12分钟后比谁会写、会读、会说,抓住机会哟,看谁最棒)

四先学

1.学生自学,读书思考问题

教学流程集体备课流程个人二次备课

2.教师巡视,监督每位学生都投入学习。

五后教

(一)比读生字词语。师出示生字词,指名读(后进生)

奔赴间隙澎湃潮汐遐想前仆后继



1.不会认读的兵教兵2.齐读

(二)比写生字

1.交流怎样记住它们

2.随机抽取易错字词进行听写,如有错在组长处再听写

(三)比读课文

小组赛读,生评价读的情况

(四)比谁能说

1.指明反馈,其他可补充

2.齐读板书

五当堂训练

1.写小字,比谁写得又准确又规范

2.评价书写

板书设计

1.看海

奔赴间隙澎湃潮汐遐想前仆后继

山上

山下(沙滩上)

高潮



教学反思

备课组成员签字

组长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白鹅第一课时教案作业设计篇二

１、认识“颈厉”等８个生字。能正确读写生词。

２、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３、抄写课文中生动有趣的句子，注意积累语言。

１、布置学生预习，自学生字新词。

２、生字词卡片（或课件）。

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１、阅读单元导语。

２、读后交流：

你知道了什么？

３、揭题，引入课文。

１、学习小组检查生字新词的预习情况。

２、教师分类检查生字词的`读音。



３、指名分自然段试读。

１、自由读课文，想一想：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白鹅？

２、口头填空：

这是一只＿＿＿＿＿＿＿＿＿＿＿＿＿＿＿＿的白鹅。

３、你从哪里知道这是一只高傲的白鹅？

１、朗读第一自然段，思考：

你从哪里看出白鹅的“高傲”。

２、品词：

伸长头颈，左顾右盼。

３、表情朗读：

“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１、多音字组词。

２、形近字组词。

白鹅第一课时教案作业设计篇三

1、认识“颈厉”等8个生字。能正确读写生词。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3、抄写课文中生动有趣的句子，注意积累语言。

1、布置学生预习，自学生字新词。

2、生字词卡片（或课件）

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一、单元导读，梳理要点

1、阅读单元导语。

2、读后交流：你知道了什么？

3、揭题，引入课文。

二、学习生字，初读课文

1、学习小组检查生字新词的预习情况。

2、教师分类检查生字词的读音。

3、指名分自然段试读。

三、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自由读课文，想一想：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白鹅？

1、口头填空：这是一只-----------------的白鹅。

2、你从哪里知道这是一只高傲的'白鹅？

四、初识“高傲”

1、朗读第一自然段，思考：你从哪里看出白鹅的“高傲”



2、品词：伸长头颈，左顾右盼。

3、表情朗读：“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五、指导书写。

六、作业

练一练。

1、多音字组词。

2、形近字组词。

白鹅第一课时教案作业设计篇四

丰子恺笔下的《白鹅》幽默风趣，活灵活现，语言生动，全
文读起来给人一种喜爱之情。

在教这课时，我引导学生通过初读课文，了解作者采用先总
写后分写的方法来向我们描述了一只高傲的白鹅的。然后让
学生抓住鹅的“高傲”这一特点，围绕第二自然段“鹅的高
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步态和吃相中。”这一过度段，来
进行课文学习，这样使学生做到心中有数，知道从哪些方面
展开学习。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放手让学生自学自悟。并
且让学生抓住文中的重点语句来进行动作表演帮助学生理解
文章内容，这样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学习效果也好。

1、抓住重点词句理解，体会语言的幽默风趣。

例如：对文中所说的“厉声呵斥、厉声叫嚣、引吭大叫”几
个词语的理解，我让学生先比较这三个词的不同点，启发他
们联系生活中听见过的一些叫声，回想一下，从声音的大小、
距离的远近比较一下，看看有什么变化?”聪明的孩子一思索



就出来了：呵斥距离最近，声音相对来说要稍微轻些;叫嚣样
子更凶，声音更大;大叫由于距离远，声音就更响了。这样学
生对“厉声呵斥”、“厉声叫嚣”“引吭大叫”。理解就很
清楚了。然后我问学生：“你们觉得作者把这几个词语用在
这里，是对白鹅的喜欢还是对它的讨厌呢?”学生通过自己的
朗读和理解后，说是作者对白鹅的喜欢之情，这说明学生已
经读懂了作者笔下的白鹅的可爱了。接着我顺势引导学生想
象说说白鹅此时会怎样想?有的说：“小偷，你别想进来，有
我在呢!。”有的说：“主人快出来看看哪，有人来
了!”“快滚出去，谁让你进来了?我的主人不在，不许你靠
近一步……”还绘声绘色的表演了起来。是呀，就是因为这
样，鹅的主人告诉我养鹅等于养狗，果真没错。

再往下学，我就引导学生边学文表加自己的动作表演体会作
者笔下的白鹅。例如：在理解“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
之相”与鹅“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京剧里的净角出
场”时，我让一位同学扮演鸭，另一位同学扮演鹅，其他学
生朗读这段文字，两个同时上台表演，模仿得很不错。看的
学生也能在笑声中很好地把握鹅步态的突出特点。还有，学
生在表演鹅吃饭的情节时，能把鹅吃饭时“三眼一
板”、“一丝不苟”“架子十足”、“从容不迫”等表现得
惟妙惟肖。一个个“鹅老爷”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学生
能在理解语句的同时，运用自己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这能
很好地利用学生好动的性格特点，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更
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思维的火花一旦点燃，将碰撞出智
慧与耀眼的光芒。所以说教师在课堂上要善于拨动学生的心
弦，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运用教材之外的教学资源，进行
再开发再创造、再利用，会取得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

通过读书和表演理解课文后，学生会从鹅的步态、吃相上领
会到鹅的做事能力一定是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不为周围事
物、环境所改变的一丝不苟的办事作风等。

2、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在学生熟读课文后，我引导学生从作者描写最精彩的语句中
体会本课的写作方法。为下一课学习做好铺垫，也为学生的
习作打基础。

我告诉学生，作者是抓住白鹅的高傲这一特点，从叫声、步
态和吃相三个方面分别来写白鹅的特点的，那么你们能不能
仿照作者的写作顺序，写一写自己看到过的小动物，你们也
采用总写分写的方式，也抓住动物的叫声、步态和吃相来写，
这样学生就知道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去写了。从他们交来的
习作看，有些学生也把自己看到的动物描写的活灵活现，趣
味十足。颇有点风趣的味道。

在语文课的教学中，教师只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
换不同的教学方式展开教学，学生学习起来既轻松效果也好。

关文章：

1.小学四年级《观潮》教学反思

2.小学四年级语文《小英雄雨来》教学反思

3.人教版四年级数学下册教学反思

4.四年级画角教学反思

5.小学作文教学反思的随笔

白鹅第一课时教案作业设计篇五

1、认识8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高傲、郑重、
局促不安、倘若、从容不迫、侍候、脾气、供养不周、架子
十足”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白鹅的特点，体会作者对白鹅的喜爱之情。

从文中那些看似贬义的词语中体会作者对白鹅的喜爱之情。
培养学生保护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意识。

多媒体课件、字词卡片。

一、从“鹅”字入手，激发兴趣

1、谈话交流，出示丰子恺先生画的“白鹅”图。

2、指导写“鹅”字。齐读课题。

二、检查生字词预习情况

1、自读生字、读准字音。读给同位听。

2、检查难读的词语。如“净角”一词。借助图片理解词语。
提醒“角”一字的不同读音。

三、学习课文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边读边思考，这只白鹅给你留下什
么样的印象？（师根据生的汇报相机小结）

2、引导生找出全文的中心句：好一个高傲的动物！（指导读
句子，读出高傲的语气！）

理解词语：高傲相机板书

3、再读课文，边读边画出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一旁用简单
的词语写写体会。



指名汇报自己画的内容，谈谈体会。

4、根据学生的汇报相机出示重点句子品析词语，指导朗读：

*学习鹅的叫声

指导朗读（个别读、齐读等）

*学习鹅的步态

相机出示相关句子，抓住“净角、步调从容”等词引导学生
理解课文内容，感受鹅走路的“高傲”。

问：看来同学们还没见过净角出场吧，相信看过之后一定会
读得更好，想看吗？

（课件演示净角出场）

生看影片，谈感受，你觉得净角出场怎样？

在有感受的基础上再指导读句子，读出鹅走路“大模大样、
从容不迫”的特点。

（个别读、评议、齐读等）

师小结：这鹅就是这样走路的，跟鸭子走路一样吗？我把鸭
子请出来，你能读出它的不同来吗，练习练习。

（师出示鸭走路的句子。学生自由对比练读、个别分角色读、
分组分角色读、配动作读等）

*学习鹅的吃相

（1）生汇报找到的有关鹅吃饭的句子，说说鹅是怎样吃饭的？
（可以读句子，可以用自己的'话说）



相机理解词语：三眼一板

在理解、感悟的基础上再读，读出鹅吃饭的有趣。

（2）（进一步对比学习鹅的吃相）

（把文中的“鹅老爷”的称呼改成“白鹅”）

出示修改过课文：因为附近的狗……空空如也

生自读句子，汇报发现了什么？这样改行吗？为什么？

师根据生的回答小结，指导朗读。（自由练读，个别汇报读）

小结：难怪作者愿意像堂官一样不胜其烦伺候这位鹅老爷，
你觉得作者对它怎样？（生自由谈）

回读句子：（读出喜爱之情）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变句式拓展（根据你的理解或用文中的词语来说）：好一
个________的动物！

四、延伸课文

1、师根据学生汇报做简单小结。

2、出示已丰子恺先生《白鹅》原文中在选入课文时已被删掉
的章节，再次感受作者对白鹅的喜爱，引发学生对课文的进
一步思考和对下节课的期待。

老师配乐感情朗读补充的文段内容，引发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