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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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阅读作品梗概，浏览作品精彩片段，了解大意。

关注人物命运，体会汤姆敢于探险、追求自由的性格特点

激发学生阅读原著的愿望。

教学重难点 阅读梗概和精彩片断，把握名著的内容，激发学
生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

课前准备

教学过程个人使用批注

猜想激趣，导入新课

阅读梗概，了解内容

浏览片断，体会特点

快速浏览课文中的精彩片段，思考：

（1）.你觉得汤姆是个怎样的孩子？哪些地方给你的印象最
深？

（2）.你认为精彩片段中哪些地方最精彩？



2.学生自由发言，展开交流。

四、结合疑问，激发兴趣

1.学生自由质疑。

2.师生解疑。

五、课堂小结

六、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17* 《汤姆.索亚历险记》

情节——浪漫有趣 有惊无险 引人入胜

语言——轻松幽默 讽刺夸张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篇二

一边听音乐，一边认真地阅读《母子图》，你从图画中看出
了什么?(学生反馈，教师点评)

(预案：1、年迈的母亲在为即将远行的儿子缝制衣服，儿子
在床上酣睡;2、夜已深了，母亲不辞辛苦地用自己的一针一
线为儿子缝衣服，祝愿孩子远行平安，并希望早日归来。3、
这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

师述：看到这样一幅动人的母子图，你就会想怎样的一首诗?

(引出《游子吟》、作者：孟郊，唐朝诗人。)

师述：孟郊唐朝著名诗人，很早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自己从小刻苦攻读，多次参加科举
考试，可是多次落榜，只到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当了一名县
官。这首诗就是孟郊当了县官了之后，回忆往事，思绪万千
时候写就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古诗。

出示本诗，指导朗读，初步导出学生的感情。(用反复诵读的
方式来激动学生的情感)

(1)请学生来朗诵。

游子吟孟郊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2)让听的学生说出她读出了一种怎样的感情来?

(预案：深情的、语气先缓慢再强烈升高、有一种母爱的伟大
与对母亲的关怀的感觉)

(3)带全体同学朗读，全体学生齐读、朗诵，也同样来读出这
样一种感情来。

再读一读古诗，你说说有哪些意思不明白的。

(自由读，可以小组讨论;也可以直接向参考书寻求答案)

(借助：参考资料、图画、想象、以前的旧知识)

(2)、最后一句话最难以理解。

方法：



a、先来读一读。

b、这句话描述的是什么?

c、再理解重点的词语：

意恐心里担心、害怕;

寸草心小草，比喻儿女的心意;

三春晖三月里春天温暖的太阳。

d、最后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

谁言寸草心,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篇三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借助注释，读懂课文大意，感悟课文中所讲的“有志者事
竟成”的道理。

3、了解对比手法的作用。

[教学重点]

1、诵读、背诵，增强文言语感。

2、在朗读中，对照译文，理解词义、句意、文意。

[教学难点]

理解故事的深刻含义，感悟这个故事蕴含的道理。



[教学过程]

1、教师将课文抄在黑板（或小黑板）上，学生边听教师范读
课文，边领会如何停顿与断句。

2、自由读、同桌互读、指名读（指导读准“蜀、僧、恃、
钵”字音）、齐读。重点是断好句，达到正确流利地朗读，
朗读停顿是：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
曰：“吾/欲之/南海，何如？”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
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
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1、投影出示注释

语：告诉。

欲之南海：想去南海。之，去。

子：古时对对方的尊称。

何恃：恃何，凭借什么。

买舟：租船。买，这里是租、雇的意思。

犹：尚且。

越：至、到

去：距离。



至：到。

2、对照注释，用自己的话说说文意，先默读思考，自己说一
说，再分小组互相说一说，最后在全班说。

（老师及时赞扬善于理解的同学，鼓励大胆试说意思。）

3、小结方法：把注释的字词意思放在句子中，逐句读懂意思，
是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方法。

1、翻开书，自由朗读课文与译文。

2、两人一组，一人读文言文，一人读译文，逐句对应读，读
错一句译文就让对方刮一下鼻子；分男女生全班对读。

3、同桌互相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4、用古文说故事

a、用古文讲故事有什么要求？

b、学生准备

c、学生试讲第一句，教师强调有没有讲的味道？

d、教师边说现代故事，引导学生讲对应的古文故事

e、指名学生用古文讲故事

5、小结方法：在借助注释读懂句子意思的基础上，通过译文
可以使我们理解得更准确一些。译文不是直接翻译文言文，
它适当增加了词语和句子，显得更通顺、更连贯，整体意思
更清楚、更通俗易懂。我们在理解文言文意思时也可以采用
这种方法。



1、先分角色朗读，请同桌二人分别来扮演富者和贫者。要求
读出他们当时的神情和语气。再分别问贫者和富者：子何恃
而往？强化朗读三句对话。以此为切入点研读课文。

2说、说故事的主要内容，从中悟出了什么道理？

3、全班交流：引导学生联系课文，联系自己学习与生活中的
事例多角度感悟，让学生充分地说，鼓励独特的见解。对学
生的交流不必求全、求深，只要说出自己的感悟就行。如志
向坚定，刻苦勤奋，即使客观条件很差也能取得成功，即有
志者事竟成；有志向，但意志不坚定，终究实现不了目标、
理想；面对嘲笑，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困难面前，要有
无所畏惧的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等等。

4、本文在表达上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了什么手法？（对比手法）
通过对比讲述，二僧的形象令人难忘。富者“数年来欲买舟
而下，犹未能也”，贫者仅凭“一瓶一钵”，跋涉“不知几
千里”，终于到达目的地。鲜明的对比，深入浅出地说明
了“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

5、小结延伸：

（1）本文是节选，课后查阅资料，了解原文《为学一首示子
侄》的内容，是写给子侄们看的。

（2）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说说对原文的理解。目的是教
育子侄们树立志向，刻苦学习，学有所成。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篇四

1、学会7个生字何8个生字。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桥，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注。

2、正确流利的、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3、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桥的奇妙，从而培养学生对科学探
究的兴趣。

一、引语

1、提起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而且还都在桥上走过。有了
桥，人和车就能方便的通行了。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桥，同
学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高架桥、立交桥、天桥、九
曲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外白渡桥）

2、真不错，同学们都是有心人。刚才同学们介绍的这些桥都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今天老师和大家要一同去观摩一些与众
不同的桥，它们有着许多奇特的地方，有没有兴趣？现在就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示课题，齐读。）

二、学习课文

1、打开书本，快速读读课文，看看书中向我们介绍了哪些奇
妙的桥？

交流。（出示：玻璃桥、纸桥、盐桥）

2、你们觉得为什么要称这些桥叫奇妙的桥？

交流。

师：是呀，奇就奇在造桥的材料上了（出示；材料）通常造
桥的材料有哪些呢？

3、（出示：第一节）引读：平时我们看到的桥材料很普通的，
有（木头、石头造的桥），有（水泥造的桥），还有（钢铁
造的桥）。相比之下这的确是三座奇妙的桥。

4、现在就请你挑选一座你认为最奇妙的桥，将它介绍给你的
同伴。



出示：自学提示：读读课文，划划句子，说说感受

5、交流。（出示图片）

玻璃桥：你们知道18吨有多重吗，相当于500个学生的重量。

纸桥：你们看两三吨重的汽车能安然无恙的驶过纸桥

（出示动画）

盐桥：这就是火车在盐桥上行驶的情景，请看（出示动画）

多么壮观的画面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读好句
子。（出示句子）

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１、听了同学们的介绍后，你们对这些奇妙的桥还有什么问
题吗？

生问：１、我想知道特种玻璃是一种怎样的玻璃？怎么会那
么牢固？

２、盐桥是用盐造成的，如果下雨不是要融化了吗？

３、纸怎么能造桥，想不通？

４、世界上还有哪些材料奇妙的桥？

２、同学们问的好，老师也想知道，刚好最近我们学校建立
了一个信息库，里面搜集了大量有关桥梁方面的知识，不如
我们去那里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答案。别忘了带好笔和纸。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篇五

课文中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代，魏王派西门豹去管理邺这个
地方，西门豹巧施妙计，破除迷信，兴修水利，带动群众发
展经济的历史故事，刻画了一个为民办实事、做好事的古代
官的形象，赞扬他反对迷信、尊重科学的品质。

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写，先写西门豹通过调查得知邺地
贫穷的原因;然后重点写西门豹巧破迷信，最后写西门豹发动
人民兴修水利，使庄家年年得到好收成。

选编该课文的目的：

1、学习抓住描写人物语言、动作的词句，体会人物品质。

2、使学生从小受到破除迷信、尊重科学的教育。

学情分析

1、本班有48位学生，有6位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有12位学生
学习成绩良好，有10位学生学习成绩合格，其余的都很差，
有的连写字都还不会。学生主动回答问题少，平时不愿交流。
平时的作业或测评，及格率几乎不超过60%，将近有10个学生
平时成绩在10分上下，甚至有的要从基本的识字、写字开始。
为此几乎所有的都得从头来。

2、形成这样的原因：(1)原任课教师不重视。(2)学生的资质
差，有弱智的。(3)学校与家长缺少沟通，使认识上产生距离。

3、如何理解西门豹的办法妙在哪里?(由于学生基础差，不易
理解)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会抓重点段给课文分段。

2、学会本课12个生字，理解25个词语的意思，能联系上下文
理解“闹”的在文中三个句子中的意思。

3、了解西门豹为民除害的事迹，知道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敢
于破除迷信，为民办实事的好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的重点是：初步学会抓重点段给课文分段。

教学的难点是：知道西门豹是如何将计就计惩治首恶，破除
迷信的。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设置悬念，揭示课题：

同学们，距今20xx多年的战国时期，有一位地方官名叫西门豹
(板书，并学习生字“豹”)，虽然他官职很小，却一直被人
称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通过课文学习来寻找答案
吧!

二、初读课文，感知引疑

1、听课文录音，思考：课文写了西门豹在什么地方为当地百
姓做了哪些好事?

2、检查生字、新词学习情况，再读课文

3、说说你读懂了什么，有什么疑问?



三、学习“单元提示”，指导分段

1、学习“单元提示”，明确抓重点段分段的步骤，方法。

2、再读课文，根据刚才的问题，找出重点段，给课文分段。

四、研读课文第一段

(小组合作学习，共同研究)

2、交流，汇报，得出结论：

(1)巫婆官绅给河伯娶媳妇

(2)年年闹旱灾(板书)随机解释“闹”在三个句子中的不同意
思

3、共同讨论，写调查报告

4、交流

五、练习拓展：

修改调查报告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二、研读第二、三段

2、但西门豹采取了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巧妙在哪里?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引导从西门豹的言行中去研究



3、小组汇报学习成果，教师适当引导，重点研读三个重点句，
品析词句，边读边体会西门豹的将计就计。

(1)他回过头来对巫婆说：“不行，这个姑娘不漂亮，河伯不
会满意的。麻烦巫婆去跟河伯说一声，说我要另外选个漂亮
的，过几天就送去。”说完，他叫卫士抱起巫婆，把她投进
了漳河。

(2)等了一会儿，西门豹对官绅的头子说：“巫婆怎么还不回
来，麻烦你去催一催吧。”说完，又叫卫士把那个人投进漳
河。

(3)西门豹回过头来看着他们说：“怎么还不回来，请你们去
催催吧!”说完又叫卫士把他们扔下漳河去。

4、想象说话：漳河边上的百姓看了事情的以过会怎么说?

5、西门豹还为百姓做了什么事?

三、总结，领悟人物品质：

现在谁来说说20xx多年前的西门豹为什么到现在还被人称颂?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通过读文，让学生知道文中的“桥”美在哪里。

2、教育学生相处要宽容、沟通，要友爱。

3、培养学生快速阅读，捕捉相关信息的能力。

4、认识本课的7个生字。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弄懂文中的那座桥为什么是美丽
的。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用课件展示三幅画面。（第一幅：兄弟二人肩并肩地在田间
劳动。第二幅：兄弟二人怒目相视。第三幅：兄弟二人在桥
头拥抱。画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亲兄弟，他们和
睦地生活在相邻的两个庄园里已经20年了，突然有一天兄弟
俩发生了纷争，结果发展到反目成仇的地步，可是不久兄弟
二人却和好了。）师：是什么促使他们兄弟二人重归于好的
呢？引出课题。

二、独立阅读、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要求读正确、流利。

2、交流读书收获。

三、欣赏品读、体验感悟。

1、自我欣赏品读。

（1）读自己喜欢的段落。

（2）抽查学生个别读，师生点评。

2、小组欣赏品读。

小组内轮读，互相点评。



3、分角色欣赏品读。

（1）自由找伙伴分角色读。

（2）指名分角色读。

（3）揭示文章主题：为什么说这座桥是美丽的？

四、回归生活、拓展延伸。

这座桥连通了两兄弟的庄园，消除了他们的误会，沟通了兄
弟的情感，这是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是美丽的桥，但更美丽
的是木匠的善良和助人为乐的高贵品质。

1、你想对木匠说些什么？

2、说一说身边善良的人和助人为乐的事。

五、检测识字、掌握方法。

六、课外延伸、拓展阅读。

1、读《阅读》中相关的文章。

2、阅读“扩展阅读”中的文章。

部编牛郎织女教案篇七

1、理解“飘逸潇洒、刚劲雄健”等词语的意思，积累描写字
体的词语。

2、正确朗读课文，了解家乡的桥多、美的特点。

3、理解句子“长相忆，最忆家乡的桥”的含义，体会作者殷
殷的思乡之情。



在学习课文的基础上，理解句子“长相忆，最忆家乡的桥”
的含义，体会作者殷殷的思乡之情。

课前读诵古诗《忆江南》

一、导入

1、师：《忆江南》这首词，总是把人们的思绪牵到风景如画
的江南。有一位作家，叫刘秋思，他的家乡在江南的绍兴，
虽然阔别家乡已有几十年，但他仍剪不断思乡的情结，他常
常想起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故乡的小镇，故乡的小河。

出示句子：我的故乡在江南。故乡的小河像一条条血脉，网
布在大地母亲的身上。

师：你读出了什么？

指导朗读：

（1）（小河多）是啊，绍兴境内水道纵横，有水乡水城的美
誉

（3）再读这段文字

2、师：故乡的小河长，小桥多，桥是水的眼睛，桥是水的灵
魂，江南的美景是自然少不得桥的。

出示句子：小河长，小桥多。桥连着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
连接着一户人家与另一户人家。如果提着个篮子赶集去，不
经过八座十座小桥才怪哩！

学生读句子，谈体会

师：家乡的桥连街接巷，五步一蹬十步一跨，可谓“无桥不
成路，无桥不成村”，它与乡亲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桥，构



成了家乡一道特殊的风景，所以作者每每回忆家乡，都会想
起家乡的桥。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26课——（出示课题）

二、整体感知

2、学生浏览课文，交流

3、根据回答板书：造型名称乐园

4、能用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几个特点吗？3、4、5小节段
首的句子是总起句，作者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具体描绘，
让记忆中的桥鲜活在我们眼前。我们就循着作者的笔触，先
去欣赏桥的造型吧！

三、学习第三小节

1、介绍一下造型各异的桥吧。

2、出示“过户桥”。过户桥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句中
哪个字体现出来（搁）。不需要名家设计，不需要能工巧匠，
就这简单的一搁，就连接了一户人家与——另一户人家，因
河而断的路因桥而通了。

3、出示“单拱桥”。指读，这单拱桥给你什么感觉？（气派）
能读出这种气派吗？

“缀”是什么意思？换个词试试。连，连接，连接得怎么样？
和过户桥相比，这横卧水波之上的单拱桥的确显得雄健厚实，
气派美观多了。

出示句子：夜里，你撑条小船穿梭其间，那光景，会使你怀
疑是不是进了月亮婆婆的家呢！这是梦境仙境中才有的美啊！
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桥。

老师带背，学生齐背



在总分的构段方式中，我们还学了一招，尝试运用一下吧！

出示图片：八字桥，纤道桥

根据资料，说几句介绍绍兴古桥长度的总分句

交流。

四、学习第4小节

2、指导朗读

（1）来历

引读。家乡的桥的名字或雅或俗，寄托了家乡人对生活美好
愿望。桥名还美在哪里？

（2）字体

出示字体，欣赏。理解“飘逸潇洒、刚劲雄健”，体会“相
衬相映”，这桥有了墨痕书香点缀，平添了几分情趣，更透
出了江南水乡悠悠的文化韵味。

（3）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我们也坐上外婆的乌篷船，去
欣赏桥，听听桥的故事吧。

3、师配乐介绍桥

题扇桥：相传大书法家王羲之见一位穷苦的老婆婆在此卖六
角扇，生意清淡，就在老人的扇上题了词，人们于是竞相争
购，这桥故名“题扇桥”。

其余由学生介绍。

4、每一座桥名都镶嵌着美丽的传说，每一座桥名都是一颗璀



璨的明珠，当我们把它们联袂而成一体时，这不就是一本用
桥写成的书吗？信手一翻，就是一段关于家乡的文字啊！它
记载着家乡的历史，传承着家乡的文化，难怪作者最爱家乡
的桥！

五、学习第5小节

1、家乡的桥没的不光是桥本身，就连桥上桥下，也是一幅幅
怡人的画卷，打开它，思绪便把作者带回了童年。

2、指读。读出快乐（欢畅尽兴），读出意犹未尽（舒适惬
意）。

六、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