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月亮湾教学设计(模板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一

片断一：

师：这小河应该画成什么样呀？

生：像月牙一样。

师：你能说说理由吗？

生：因为书上写着“有一条像月牙一样的小河”。

师：月牙一样的小河可真美，一定要画的美美的。

片断二：

当小朋友们说到河里的鱼儿时，我便请小朋友一同参与绘画。

师：谁会画鱼儿呀？

（小朋友们兴奋地举起了小手）我请了几位小朋友上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请这么多小朋友都上
来画呢？

生：因为河里的鱼很多，一个人来不及画。



师：你怎么会知道河里鱼很多呀？

生：因为书上写着“一群群鱼儿”。

师：你真是个会读书的孩子。

片断三：

师：小朋友们，桃花长哪里呀？

生：河岸上。

（师在河岸边画上了桃树。）

师：要画多少呀？

生：画许多许多。

师：桃树上还要画什么呀？

生：桃花。

师：你们知道桃花是什么颜色的吗？

生：粉红色的。

（师边问学生“桃花够不够多”，边画桃花，直到学生说够
了为止。）

师：为什么要画上这么多桃花呀？

生：因为课文中写着“开满了桃花”。

师：你能形容一下这些桃花吗？



（有的学生引用书上的文字来说。）

生：这些桃花，远远望去，像一片灿烂的朝霞。

（也有的学生用自己的话来形容。）

生：桃花开满了村子，真美呀！

生：桃花一片粉红，整个村子成了粉红色的海洋。

生：这粉红色的桃花，味道真香，我也想去月亮湾看一看。

……

课文上完了，但是小朋友还是难以忘怀月亮湾的美景。他们
围在我的

身边，你一句我一言地发表着自己的“高见”。

生：老师，老师。我觉得月亮湾那的桃花就像我们的笑脸，
也是红红的。

生：老师，你画得真好！太美了。

……

生：（异口同声）好！

一支画笔点亮了课堂，感觉真好！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二

1、师:孩子们,你们在晚上总能见到月亮,你眼中的月亮什么
样?月亮下的景物又是什么样?今天我们就和一位朋友一起去



欣赏美丽的月光。师板书课题。

二、新授

1、师:什么叫走月亮。(走在月光下欣赏月下景)

师: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走”字的?

师:走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你的心情怎么样?

师:晚上周围的环境有什么特点?(安静)谁来读课题?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是一篇散文,你看连课题都这
么赋有诗意,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欣赏这篇优美的散文。

2、师:自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语句。

师:这篇课文中一共有十个生字,老师准备找几位同学来当当
小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他的识字方法,现在拿出你的生字卡和
同桌说一说你准备怎么给大家介绍。

3、师:要想走月亮,先得让月亮升起来,课文哪儿写月亮升起
来了?谁来读读?

4、师:课文里的月光给你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师板书:月儿
明亮、月光柔和——美)

默读课文2——4段,想一想,作者笔下的月亮美吗?课文中的哪
些语句让你感受到了月亮的美。

师:自己读一读,找一找月光都照亮了哪?

师:听老师来读,想一想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师:读了这一段你有什么感受?带着你的感受来读一读这一个



自然段。

读得有点急。“柔和”的月光是什么样的?谁能读出来?(先后
两个学生读,体会不够。)听我读——叫富有磁性的声音弥漫
开来。)知道“柔和”是什么意思了吧?把你感受到的`读出
来——(学生明显读得轻柔了。)

这一段的最后为什么要用省略号?

月光还能照亮哪儿?

课文中还有哪些语句让你感受到了月亮的美?

(2)多媒体出示:细细的溪水……都抱着一个月亮!

师:夜晚的村庄很寂静,你依稀还能听见溪水哗哗哗的流动声,
再走近一些你就能闻到溪水里夹杂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溪水
缓缓的流着,月亮的倒影也缓缓的流着。

现在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仿佛听到了什么?仿佛闻到了什么?一
棵草一枝花能让溪水夹杂着香味吗?是很多的花和草。

这样的景色多美呀。能通过你的朗读让我们感受到美吗?

(3)出示:灰白色的鹅卵石布满河床”,卵石多不多?(生:
多!)“卵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三

李洪春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遇事不动脑筋，就盲目跟着做，容易



做出傻事来。

2.能够借助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渗透学法

4.能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教学重点

借助提示，读懂课文。

教学难点 

弄懂重点词语，学会自学方法。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准备 教学图一张

教学过程 

第一节

一、借助拼音，自读课文

二、标画出自然段，划出不懂句子

三、借助提示边读边思考

1.猴子为什么到井里去捞月亮？

2.猴子是怎么捞月亮的？

3.猴子捞到月亮了吗，为什么？



4.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第二节

一、导入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几只小动物，你们知道它们是谁吗？（小
猴子）

这节课就学习小猴子捞月亮的一个故事。

板书：11 捞月亮

齐读：课题

二、学文

请一位学生读全文

这篇课文几小段？（7小段）

出示问题

1.小猴子为什么要捞月亮？

哪几段说的是这个问题？（1～4）

读1—4小段

板书小猴子叫起来

大猴子跟着叫起来

老猴子也跟着叫起来



附近的猴子都跟着叫起来

它们一个跟着一个叫，月亮是不是掉在井里这个问题弄清楚
了吗？（没有）

这就是盲目地说。

出示问题

2.猴子是怎样捞月亮的？

哪几段说的是这个问题？（5—7）

读5—7小段

挂图：

说说猴子是怎样捞月亮的？

什么叫“倒挂”？（老猴子的爪子抓住树干、头朝下、勾着
另一只猴子的爪子。）

猴子们在没弄清月亮是否真的掉到井里了就去捞，这是盲目
地做。

遇事不动脑子，盲目地说、盲目地做，结果如何呢？

出示问题

3.猴子捞到月亮了吗？

哪小段说的是这个问题？（7）

读第7小段



猴子捞到月亮了吗？（没有）

为什么没有捞到？（原来它们捞的是月亮的影子。）

读全文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板书遇事要多动脑，不盲目追从。

三、请学生用自己的话讲故事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四

1、学会本课8个生字，理解词语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欣赏月亮湾的美丽景色，接受美育熏陶。

图片、生字卡片

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人新课

小朋友们，春季里，大自然景色美丽，生机勃勃，农村风景
更加

迷人。今天我们要学的一篇课文，就是描写春天农村美景的。

二、揭示课题，结合学习生字，解题



1、板书课题：月亮湾

出示生字卡片：湾w6n，前鼻音，韵母是an，不是ang。（领读

两遍）这是左右结构的字，左部是三点水，右部是弯曲的弯。

湾的意思本是指水流弯曲的地方，在这里，课题月亮湾是一

个村子的名字。（书空记字形）

2、齐读课题：月亮湾。

三、初读指导

1、出示挂图，指导观察画面。

（1）图上画的是哪个村子？村里的房子怎么样？

（3）村后山上怎么样？

（4）天空中有什么？

（5）小结：这是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面，月亮湾这篇课
文

主要就是写这个图景的。

2、教师范读课文。

3、给每个自然段写上序号后逐段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4、学习生字词。

（1）会读田字格里的生字，特别注意读准平舌音、翘舌音、
前



鼻音、后鼻音和三拼音节。

（2）联系上下文，理解山坡、月牙、绕着、栽着、河岸、石
桥、缓缓地、清清的这些词语的意思。

（3）读顺课文。

5、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生字词：

绕 朝霞

倒映 河岸 缓缓 石桥

（2）指名读，引导学生读准加点字的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和
三

拼音节。

（3）了解词语掌握情况。

山坡：（指图讲解）山顶和平地之间的倾斜面。

月牙：指弯曲的月儿形状。

绕着：围着弯转。

缓缓地：慢慢地。

倒映：指水中出现岸上事物颠倒相反的影子。

（4）抽读字词卡片。

（5）指名试读课文、齐读课文。



四、描红指导

1、提示注意点。

坡：左右结构。左部提土旁和右部皮'的写法同前，全字左窄
右宽，左短右长。

映：左右结构。左部日字旁写法同前；右部央'的中横要长，
撇、捺舒展，保持右部稳定，全字左窄右宽。

绕：左右结构。左部绞丝旁写法同前；右部尧写法同晓宇右
部。注意右上无点。

朝：左右结构。左部下面的十其横画左伸右缩以让右；右部
月体形宜瘦。全字左宽右窄。

湾：左部三点水写法同前；右部上面的宜写得宽扁，下部的
弓上收下放，其中两折和一竖均略向左斜，以求斜中取正，
使右部平稳。

缓：左右结构。左部绞丝旁写法同前，右部写法同暖字的右
部，全字左窄右宽。 。

2、学生练习描红。

五、布置作业

1、读课文三遍。

2、读抄词语（见文后练习3），每个抄两遍。

第二课时

一、检查复习



1、指名读课文。

2、默写词语（见文后练习3）。

二、细读课文

1、第1自然段。

（1）指名读。

（2）这一自然段只有一句话，说了什么？（这句话是说我

2、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

（ ）的农田 （ ）的河水

（ ）的村子 （ ）的桃花

（ ）的小河 （ ）的朝霞

一（ ）小河 一（ ）鱼儿

一（ ）石桥 一（ ）茶树

家乡月亮湾是个美丽的村子）

（3）想一想，这句话该怎么读。（该读出自豪的语气来）

（4）齐读第1自然段。

2、第2自然段。

（1）指名读。

（2）这一自然段有几个句子？（六句）第一句写了什么（村



前

有条小河，河上有石桥）？月牙一样的小河这样写有什么作
用？

（用来点题，表示月亮湾得名的由来）

（3）第二、三两句写了什么？（学生答）

比较下面两句话：

[河水倒映着青山、绿树和小桥。

[清清的河水倒映着青山、绿树和小桥。

谁能说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哪一句好？好在哪里？第二
句比第一句多了一个清清的，它比第一句好，因为它说得具
体，能显示出河中的倒影更清晰，色彩更鲜明）请齐读这两
句体会一下。

（4）第四、五两句写了什么？（学生答）灿烂的朝霞是什么
意思？（朝霞就是早晨天空的云霞，灿烂是鲜亮的意思，灿
烂的朝霞是指早晨太阳出来时被阳光染得通红鲜亮的云）你
说得很好！那么一片表示什么意思呢？（一片是表示从较大
区域划分出来的较小的一块）对，下面课文中还用了两次一
片，也是这个意思。请齐读四、五两句。

（5）第六句说了什么？（学生答）

比较下面这两句话：

[过了石桥，是一片农田。

[过了石桥，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



谁能说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哪一句好？好在哪里（第二
句比第一句多了一个绿油油的，它比第一句好，因为它显示
了农田的具体色彩，第一句缺少这个意思）？请齐读这两句
体会一下。

（景色很美）那么这一自然段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读？
（该带着欣赏的心情来读）

（8）齐读第2自然段。

3、第3自然段。

二、复述课文

1、揭示板书内容，结合看书上插图，练习用自己的话进行复
述。

2、指名两人复述课文。

三、背诵练习

1、放录音。

2、板书引背。

3、分两个大组，一组背，另一组听，再交换一次。

4、各人轻声背诵。

5、全班齐背。

6、指名背诵。

四、书面作业



1、辨别形近字，并组成词语。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五

一、在愉快的教学氛围中，学生乐学，并积极投入其中。

二、在自主、合作、探究中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我也感觉到这节课中有不足之处，在学生的朗读指导上唑的
不是很到位，在过渡型语言方面有的话不够简洁明了，有的
语言用得不太恰当，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机制，又是对孩子
的回答评价没有及时跟上。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继续加强自
身教学基本功的练习，争取有更大进步。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六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会认“鹅、卵”等8个生字，会规范书写“淘、牵”等15个
生字。正确理解“鹅卵石、风俗、田埂”等词语。

3.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整体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1.会认“鹅、卵”等8个生字，会规范书写“淘、牵”等15个
生字。正确2.理解“鹅卵石、风俗、田埂”等词语。

难点：在有感情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整体感知课文主要内容。

多媒体课件

学生活动一、创景激趣、自主设疑（5—8分钟）

师：同学们，你们和妈妈一起散过步吗？你们去过什么样的
地方？当你和妈妈在一起时，你有什么感受？今天，就让我



们跟随一位小朋友和她的妈妈一起散步，再来感受一下吧。
（教师板书：走月亮）

师：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习俗，常在有月亮的晚上，到户外
月光下游玩、散步、嬉戏，称为“走月亮”。

指名谈感受齐读齐读课题二、研读感悟、自主探究（5—7分
钟）

1.学生自读课文，出示要求：

（1）不认识的字可以看拼音，或者请教老师和同学。

（2）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圈出生字词；

（3）读通每个句子，读不通顺的多读几遍；

（4）给每个自然段写上序号。

2.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要求认读的生字：

（2）课件出示生字组词。

1.介绍云南洱海。

洱海，因形状像一个耳朵而取名为“洱海”。位于云南大理
郊区，虽然称之为海，但其实是一个湖泊。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

4.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那么课中写了几次“啊，我和阿妈走月亮”呢？是四次。

（2）给课文划分段落层次。

第一次（1-3）是在小路上走月亮。?第二次（4-5）是在小溪
边。?第三次（6-7）是在田埂上。

第四次（8-9）是只是静静地走着。走过了许多地方。

生了解相关资料分自然段读自主分段指名汇报四、巩固深化、
学用延展（8—10分钟）

1.仿写词语。

闪烁——闪闪烁烁（）—（）（）—（）

2.比一比，组词语。

淘（淘气）

稼（庄稼）

俗（习俗）

稻（水稻）

萄（葡萄）

家（大家）

谷（谷子）

滔（滔滔不绝）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七

最近，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波先
生主编的“琥珀美文丛书”，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吴然的
《走月亮》列为“乡土篇”出版读了吴然这部适合中小学生
阅读的散文集，感受到主编在编辑出版这套“美文丛书”的
良苦用心。那就是要在众多的儿童读物中，通过美文去潜移
默化地影响少儿读者，从而塑造孩子们美的心灵。吴然的
《走月亮》就是一本审美价值较高的儿童文学品。

吴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几十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直
到今天，他仍童心未泯，责任不减。他始终以一种美好、善
良的心态去审视他创作的题材，用孩子那种天真清纯的目光
去关注周围的一切。吴然的创作天地，是一个无不充溢着美
的童趣世界，吴然的儿童散文，也可谓真正的儿童美文。因
此，他的作品，曾多次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奖，宋庆
龄、冰心儿童文学奖。去年他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天
使的花房》在荣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后，作为云南省的礼物，
赠送给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云南民族文化活动中的中外嘉宾。

《走月亮》是吴然创作的儿童散文的一个精选本，是作者儿
童文学中美文中的美文，入选“琥珀美文丛书”当之无愧。

《走月亮》是一本写云南之美的儿童散文。作为云南人的吴
然，对故乡、对云南爱得很深。他的儿童散文，几乎都取材
于这片土地。50年前，著名诗人徐迟一踏上这片土地，就
用“神奇、美丽、富”6个字来抒发他的感慨。吴然的《走月
亮》，用一根很美的彩线，牵引着小读者的目光，漫游在这
片大地上，让他们从作品的形象中，去感受“神奇、美丽、
丰富”的内蕴，从而受到美的熏陶。可以说，云南的美，走
进吴然的散文；吴然又用美文，让云南的美走进孩子们的视
野和灵。

《走月亮》较全面地展现出云南的风光美、民俗美、人情美



和各民族的心灵美，立体塑造了孩子们心目中的一个真善真
美的云南形象。在吴然的笔下，风光民俗、神奇而别具魅力。
读《歌溪》，能听到一条爱唱歌的溪流”的奇美歌声；《一
碗水》、《珍珠泉》、《月亮池》，如诗如画，美文美景，
一片神奇天地；《杨梅会》、《闹春牛》、《抢春水》、
《满月儿》、《贺新房》，素朴的民风民俗，涵蕴着几多期
盼和浪漫。一些地名入文，如《清碧溪》、《玉带路》、
《绿水河》，单看题目，就会神往，顿生读要读之情。读这
样的作品，孩子们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真善美的影响，
有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

要用美去塑造孩们的灵魂，首先在于儿童文学作家定要有一
个纯净善良的美好心灵，作家能否在自己的创作中，保持一
份童真，其关键也在于此。吴然总是以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
为孩子们写作，以孩子的身份去审视创作题材，神奇美丽的
云南的一山一水，一花一叶，也就多了几分天真，几分童趣。
于是，花朵可以和他说悄悄说，在作者听来，花鸟虫鱼皆通
人性。《走月亮》中的孩子，被妈妈带着在月下的洱海畔行
走，海水那么蓝月儿那么明亮。“月亮是在洱海里洗过的
么？”一句天真的发问，让我们听到作家的心和孩子们的心，
是相连一起的，也是天真而美好的。吴然在最近写的一篇
《云南儿童文学的新气象》中说：“儿童文学是未成年人的
成长读物和心灵相通的伙伴”，《走月亮》中的散文，就是
作家实践其创作主张的丰美成果。

《走月亮》还是一本有较高审美境界的儿童散文，除了真善
美的思想内容外，还以浓郁的诗情画意强化其作品的外延。
不少作品不仅语言美，而且有诗的意象和诗的细节。三者相
融合，便使《走月亮》充满了一种孩子的诗意美。“清碧
溪”畔的那些小水塘，清明洁净，在孩子的心目中，小水塘
就成了甜甜的、亮晶晶的小酒窝。诗的语言、诗的联想和诗
的细节，便构建了《清碧溪》的清丽而迷人的境界。《那只
红嘴鸥》，作者别写了被偷猎者射杀的一只红嘴鸥，“它无
力地扇动翅膀，动了动脖颈，向桥下的人们看了看最后一眼。



”这是何等顽强又充满着期盼的生命细节啊。作品悲剧的诗
美，感人心魄，令人思索。《踩新路》写一条公路在遥远的
独龙江畔落成，独龙族同胞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去踩公路，
一个“踩”字，几多期盼，几多欢乐，几多幸福，就这样传
神地写了出来，同时也使独龙族“踩新路”的风俗有了一种
时代的诗意美。

用眼睛种植散文的情致——吴然散文集《天使的花房》读后

王昆建

吴然写过很多散文，也得过很多奖项，受到评论界较高的评
价。收入《天使的花房》中的作品，除了在总体上体现了吴
然散文的惯有特色外，其所显现的作者的发现才能令人叹服。
这部将诗情融入风光描绘的散文集承载了作者多重的发现。
他不仅发现着云南这块神奇土地上丰富的美，还在自己笔耕
的足迹中发现着自己。这种发现，使吴然对他眼中的一切做
出了最能体现其主体特征的文学展示，并因之而提升了这部
散文集的美学品位，也支撑并坚固了作者的文学地位。

吴然对自然的发现是独特的。在《天使的花房》这本“纯云
南题材”的散文中，作者抛弃了一般人善用的大视野观察和
大意象表现，也没有刻意于对民俗风情或文化景观做艺术化
的陈述和翻新，而是以小视角采撷，用融情于物、渗情于叙
的文字去捕捉云南独有的“不可思议的捉摸不定的神秘气
息”和情调。《沿着怒江的激流》一文，作者以轻笔点染发
怒狂跳的江水、薄雾之中的雪山以及阳光下色彩纷呈的林木
花草，用浓墨凸现从山上飞滚而下的巨石，古驿道上赶马人
的身影和怒族姑娘的裙袂乃至两岸不时传来的对歌声……跟
着作者的游踪，读者自然置身远离喧嚣的古朴世界。《大理
素描》包括一组散文，作者将注意的焦点投射于云雾、花色、
溪流等自然之物，用非本土独有的物象来展示最具本土特点
的风光景色，从而浓缩了大理山之静、路之险、水之情、花
之闹等别样的风情。同时，由于吴然对其笔下的每一对象上



都融注了其主观化的感悟，因而读者不仅能读出作品美的韵
味，更能读出作者非同寻常的感觉与发现。

“发现”造就了吴然散文美与情的叠交，散文家的感觉又驱
动着他充分个性化的文学表现，于是这部作品便有了独异之
美。在他笔下，普通的青稞架其实是一道承载着希望和苦乐
的风景线（《我们在香格里拉》）；泸沽湖丰富的蓝色中也
包孕着久远的文化（《摩梭人家》）；而通向碧塔海的小路
上，阳光能从草根上长出（《小路通向碧塔海》）；丽江古
城彩色条石的街面也布满了四海之客踏出的花纹（《丽江二
题》）……这一切，发现于作者心灵的眼睛，它所传达的那
种大山深处的淳美和悠远的古风，足以使这部散文集情韵充
溢，具有有别于作者其它众多作品的美学品格。读这样的作
品，我们不能不以新的眼光去审视、评价作者。

吴然对自己的发现是客观的。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散文
家，多年的耕耘造就了他散文的风格，这标志着吴然创作的
成熟，确立了他在文学版图上的位置，同时也给他提出新的
课题：如何在艺术发现和艺术把握中突破自己，打造作品的
更高境界，以新的成就塑造自己在读者中“熟悉的陌生人”
形象？吴然清醒地意识到突破自我于自己创作生命的重要意
义，因而他不断地进行着新的尝试。他在获第五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的作品《小霞客西南游》中，就将小说的构思和
散文的纪实相结合，对少年旅行文学这一新的文种做出有价
值的探索。而《天使的花房》这一散文集，却在多种笔墨中
表现出其语言运用上的突破和飞跃。作品中的不少篇什，具
有他惯用的叙述方式和直接对话式抒情，更显出其鲜活的文
学表现。他充分利用方块字的组合优势，自然地给每一个物
象、每一处景观注入生命的灵性。因此，他笔下的洱海
能“听得见太阳的声音，听得见月亮和星星的声音”；洱海
夜色中的水鸟，会“飞鸣啄食月光的花瓣”，而水鸟飞翔的
路上“都是月光的飞翔和歌唱”（《大理素描》）；他笔下
的阳光是欢乐的：“姑娘们每走一步，都掀起一片彩色的阳
光”，“老人摇着的转经筒，摇着旋转的嗡嗡作响的阳光”



（《我们在香格里拉》）；他写秋天的灵气，用“蓝色蒸发
所有的水分，浓缩夏天的那些眼泪”《关于秋天·四
题》）……这类充满艺术张力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不是刻
意的抒情，而是作者对真切感受的捕捉和凝固。在这样的语
言世界中，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作者心泉的流动和他融于字
里行间的思想的光辉。它们是自然平实的，但又实在因其所
放送的那份情致而深嵌于读者心中。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吴然
散文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吧。

发现可以找到美，更可以铸造永恒，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
现，从求索的足迹中发现，这将是保持艺术生命永远鲜活的
根本所在。吴然笔耕的事实就是做着这样一种追寻。

月亮湾教学设计篇八

1。学会本课生字，田字格上面的只识不写。理解词语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欣赏月亮湾的美丽景色，接受美育熏陶。

图片、生字卡片。

　三课时。

一、导人新课

小朋友们，春季里，大自然景色美丽，生机勃勃，农村风景
更加迷人。今天我们要学的一篇课文，就是描写春天农村美
景的。

二、揭示课题，结合学习生字，解题

1.板书课题：月亮湾



出示生字卡片：湾w6n，前鼻音，韵母是an，不是ang。(领读两
遍)这是左右结构的字，左部是“三点水”，右部是弯曲
的“弯”。

“湾”的意思本是指水流弯曲的地方，在这里，课题“月亮
湾”是一个村子的名字。(书空记字形)

2.齐读课题：月亮湾。

三、初读指导

1.出示挂图，指导观察画面。

(1)图上画的是哪个村子?村里的房子怎么样?

(3)村后山上怎么样?

(4)天空中有什么?

(5)小结：这是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面，月亮湾这篇课文
主要就是写这个图景的。

2.教师范读课文。

3.给每个自然段写上序号后逐段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4.学习生字词。

(1)会读田字格里的生字，特别注意读准平舌音、翘舌音、前
鼻音、后鼻音和三拼音节。

(2)联系上下文，理解“山坡、月牙、绕着、栽着、河岸、石
桥、缓缓地、清清的”这些词语的意思。

(3)读顺课文。



5.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生字词：

绕　栽　朝　霞

倒映　河岸　缓缓　石桥

(2)指名读，引导学生读准加点字的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和三
拼音节。

(3)了解词语掌握情况。

山坡：(指图讲解)山顶和平地之间的倾斜面。

月牙：指弯曲的月儿形状。

绕着：围着弯转。

缓缓地：慢慢地。

倒映：指水中出现岸上事物颠倒相反的影子。

(4)抽读字词卡片。

(5)指名试读课文、齐读课文。

四、描红指导

1.提示注意点。

牙：四笔写成，第一笔“横”宜略短而偏右，第二笔“竖
折”的“竖”部宜短且不连首“横”，“折”部长于
首“横”，第三笔“竖钩”的“竖”部顶连首横，于竖中线
右侧行笔向下至底部出钩，第四笔“撇”于“横、竖”相交



处起笔，“撇”向左下部位，撇尖应高于“钩”部，以取得
全字平衡的效果。

坡：左右结构。左部“提土旁”和右部“皮’’的写法同前，
全字左窄右宽，左短右长。

映：左右结构。左部“日字旁”写法同前；右部“央’’的中
“横”要长，“撇、捺”舒展，保持右部稳定，全字左窄右
宽。

绕：左右结构。左部“绞丝旁”写法同前；右部“尧”写法同
“晓”宇右部。注意右上无“点”。

桥：左右结构。左部“木字旁”写法同前；右部首“撇”宜
平、“横”画右上取势，“撇、捺”舒展，下面“撇”笔应
带；竖势，和末“竖”相距较宽，以求底部稳定。

朝：左右结构。左部下面的“十”其横画左伸右缩以让右；
右部“月”体形宜瘦。全字左宽右窄。

湾：左部“三点水”写法同前；右部上面的“*”宜写得宽扁，
下部的“弓”上收下放，其中两“折”和一“竖”均略向左
斜，以求斜中取正，使右部平稳。

缓：左右结构。左部“绞丝旁”写法同前，右部写法
同“暖”字的右部，全字左窄右宽。

2.学生练习描红。

五、布置作业

1.读课文三遍。

2.读抄词语(见文后练习3)，每个抄两遍。



一、检查复习

1.指名读课文。

2.默写词语(见文后练习3)。

二、细读课文

1.第1自然段。

(1)指名读。

(2)这一自然段只有一句话，说了什么?(这句话是说“我”家
乡月亮湾是个美丽的村子)

(3)想一想，这句话该怎么读。(该读出自豪的语气来)

(4)齐读第1自然段。

2.第2自然段。

(1)指名读。

(用来点题，表示“月亮湾”得名的由来)

(3)第二、三两句写了什么?(学生答)

比较下面两句话：

[河水倒映着青山、绿树和小桥。

[清清的河水倒映着青山、绿树和小桥。

谁能说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哪一句好?好在哪里?(第二句
比第一句多了一个“清清的”，它比第一句好，因为它说得



具　体，能显示出河中的倒影更清晰，色彩更鲜明)请齐读这
两句体会一下。

(4)第四、五两句写了什么?(学生答)“灿烂的朝霞”是什么
意思?(朝霞就是早晨天空的云霞，灿烂是鲜亮的意思，“灿
烂的朝霞”是指早晨太阳出来时被阳光染得通红鲜亮的云)你
说得很好!那么“一片”表示什么意思呢?(一片是表示从较大
区域划分出来的较小的一块)对，下面课文中还用了两次“一
片”，也是这个意思。请齐读四、五两句。

(5)第六句说了什么?(学生答)

比较下面这两句话：

[过了石桥，是一片农田。

[过了石桥，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

谁能说说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哪一句好?好在哪里(第二句比
第一句多了一个“绿油油的”，它比第一句好，因为它显示
了农田的具体色彩，第一句缺少这个意思)?请齐读这两句体
会一下。

(6)教师板书重点词语，学生边看板书，边想象月亮湾村前的
图景。(板书格式附后)

(景色很美)那么这一自然段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读?(该带
着欣赏的心情来读)

(7)齐读第2自然段。

3.第3自然段。

(1)指名读。



(2)这一自然段也只有一句话，写了什么?(村后是山，山坡上
有茶树)

(3)提示：这一自然段写得简略，但是它给整个画面绘上了背
景色彩，却是不可少的，山是绿色的，茶树也是绿色的，整
个画面就显得富有生机了。

(4)齐读第3自然段。

4.第4自然段。

(1)指名读。

(3)这两个感叹号所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吗?(不，第一句后面
的感叹号表示赞叹；第二句后面的感叹号表示热爱)那么这两
个感叹句该怎么读?自答：前一句中的“真美啊”这个词要读
得重，音调要低，语气延长，表示赞美之情；后一句读时音
调高扬，语速要慢，表示自豪之情。请齐读第4自然段。

三、总结课文

这篇课文描写了月亮湾村前村后的美丽景色，表达了作者热
爱家乡的真挚感情。

四、布置作业

练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一、检查复习

指名三人朗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而有感情。

二、复述课文

1.揭示板书内容，结合看书上插图，练习用自己的话进行复



述。

2.指名两人复述课文。

三、背诵练习

1.放录音。

2.板书引背。

3.分两个大组，一组背，另一组听，再交换一次。

4.各人轻声背诵。

5.全班齐背。

6.指名背诵。

四、书面作业

1.辨别形近字，并组成词语。

2.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

( )的农田( )的河水

( )的村子( )的桃花

( )的小河( )的朝霞

一( )小河一( )鱼儿

一( )石桥一( )茶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