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健康小球会爬山教案(精选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班健康小球会爬山教案篇一

(1)学习本课生字，生词。

(2)自渎课文，重点学习本课第1、2段。

(3)学习作者描写事物的方法，学习如何去观察一个事物。

(4)激发学生观察的兴趣，做生活的有心人。

(1)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作者观察事物的方法。

(2)通过对词语的理解，了解爬山虎的特点。

爬山虎的特点。

一、导入。

二、初读课文，解疑，学习生字。

1、自读课文，划出本课的生字、生词，并通过上下文理解词
义。

2、可见出示本课生字，生词，学生读，师纠正

3、读课文，找出课文的哪几段写了爬山虎的脚。



4、教师讲解本课体裁说明文。

三、讲读课文。

1、课文的1、2自然段写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a、个别读课文，思考：第1自然写什么?

b、这两处地方有什么共同点?

c、齐读思考：你能从这两句话中看出爬山虎的什么特点?

2、讲读第2段、

a、指名读第2自然段，思考;这一自然段讲什么?

b、这一段共有几句话?每句话写什么?

c、叶子颜色的美表现在哪里?

d、叶子的均匀、整齐表现在哪里?

3、导读。

a、爬山虎叶子的颜色变化。

b、爬山虎长大了的叶子颜色很美。

c、爬山虎的叶子长的很整齐。

d、爬山虎的叶子的很均匀。

e、当风吹过，满墙的叶子也很美丽。



4、理解：拂漾

5、齐读课文，个别读

6、归纳短意。

四、背诵第二自然段。

五、小结，准备下课。

中班健康小球会爬山教案篇二

教材简析课文细致地描写了爬山虎生长的地方，爬山虎的叶
子，爬山虎脚的形状和特点，以及它是如何一脚一脚往上爬
的。读后使我们也产生了探究的愿望，激起留心观察周围事
物的强烈兴趣。

1、认识5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引人注意、均
匀、重叠、空隙、叶柄、触角、痕迹、逐渐、休想”等词语。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

3、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学习作者细心观察的方法，培养留心周围事物的意识。

学习作者细心观察的方法，培养留心周围事物的意识。

教师准备（包括媒体）：准备教学挂图，将读文与看图结合
起来。

预习生字 朗读课文 回答问题 提出质疑。

一、谈话导入



１、出示挂图：爬山虎

３、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板书：爬山虎

二、初读感知3、

1、读课文，学生思考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爬山虎的?

2、学生交流，教师归纳出本篇课文的两个探究点(多媒体显
示)：

a、爬山虎的叶子是怎样的?

b．爬山虎的脚是怎样的，又是怎样爬的?

小结过渡：叶圣陶爷爷笔下的爬山虎的叶子是什么样子的？
自由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三、理解课文

１、学生自由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２、提问：读了课文你有什么感受？哪些地方写得美？你喜
欢哪些句子？

４、老师指导读出美感来。可以采取老师读前半句，学生补
充后半句。

５、拓展

６、爬山虎的叶子之所以生机勃勃爬满墙，这跟它的什么有
关系呢？下节课再来学习。

【学法指导】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过程，激发学生
兴趣。



四、学习本课生字。

1、读生字词。

2、注意易错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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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14个生字，会写7个字，认识一个新笔画：卧钩。

2、自主积累词语。

3、通过读课文，感受克服困难，登上山顶的快乐。

4、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5、说说爬山的体会。

1、学习课文，体会重点句子的含义;

2、说说我跟父亲爬山时学到了什么。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等。教学准备：多媒
体课件。

一、 谈话导入新课。

二、 检查预习情况。

1、 指名朗读课文。要求学生读正确、流利，不读破词破句。

2、 师生共同评价朗读情况。

3、 幻灯出示本课生字。



1) 指名认读生字，并口头组词。

2) 出示文中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 指定小组进行开火车读生字、新词比赛。

4) 学生自由轻声朗读课文，找出最令你感动的句子，并在句
字旁加上自己的感受。

三、 再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1、 以小组为单位，小组讨论：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内容?

2、 个小组内先互相讨论交流，进行改进。并推荐出代表发
言。

3、 个小组互相修改自然段的段意。

4、 小组内互相朗读课文中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喜欢的语句。

5、 划分结构段。

第一自然段(1)：父亲在一个夏日的清晨带我去爬山，教案
《《爬山》教案》。

第二段(2-7)：在上山途中父亲告诉我其实能不能爬上山顶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尽了力。

第三段(8-9)：在下山去中，父亲告诉我大自然的没不只是用
眼睛去看，还要用耳朵去听，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体会，左
后用脑子去思考。

第四段(10)我从青山那里学到沉静，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从父
亲身上学到了智慧。



四、 学习课文第一段

1、 全班同学齐读课文第一段。

2、 你读懂了什么?(小组内先互相交流，互相纠正。)反馈学
习情况：主要介绍了时间、人物。

3、 你从课文的第一句体会到了什么?(体会到了父亲是一个
热爱大自然的人，也是一个十分疼爱我的好父亲。)

4、 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带我去爬山呢?(学生自由发言，只
要围绕课文内容都可以)

五、 小结

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第一课时，我们知道了作者的父亲是一
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也是一个疼爱我的好父亲。

六、 作业

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写生字词。

一、 复习导入新课。

二、 学习课文第二段。

1、 指名朗读课文第二段。

2、 学生评价朗读情况。

3、 学生自主学习本段。

4、 反馈学习情况：你读懂了什么?你有哪些质疑?



5、 在爬山过程中，父亲对我说了什么?找出父亲的话。

6、 听懂父亲的话吗?找出说明的词语来。(似懂非懂)

7、 一起朗读父亲说的话后思考：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句
话你是怎样理解的?

8、 当登上山顶时，父亲又对我说了什么?我理解父亲说的话
了吗?从哪句可以看出?

9、 为什么我的脸就像煮熟的鸭子一样红?(因为在这次数学
考试中我没有尽力，只考了61分，可我却说已经尽力了，被
爸爸识破了。)

10、 全班一起朗读我和父亲的对话。

三、 学习第三段(8、9)

2、 反馈思考情况。

3、 父亲告诉我应该怎样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呢?(学生自由发
言)

4、 读了父亲说的这句话，你知道他的意思吗?(不论做什么
事情，我们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
用心来体会，用脑去思考。)

四、 学习课文第四段

1、 齐读本段内容，自主学习本段。

2、 学生质疑。

(1) 你认为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2) 读了这段话，你有什么话要说?

3、 反馈学习情况。

4、 父亲是怎样带着我走那个黑暗而又宁静的山林的?

5、 你是怎样理解课文最后一句话的?

五、 总结全文

1、 学习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体会?(学生自由发言)

2、 你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去
做，并且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美不只是用眼睛去看，还要用耳
朵去听，更要用心灵去体验，用脑去思考。)

六、 作业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背诵课文最后一段。

中班健康小球会爬山教案篇四

1.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培养观察能力。

2.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课文内容。

3.了解作者是怎样围绕爬山虎的脚,把意思写清楚的。

4.朗读课文。

1.通过对词句的理解,了解爬山虎脚的特点。

2.学习作者抓住爬山虎脚的特点把一个意思写清楚的方法。



学习围绕“爬山虎的脚”把意思写清楚的方法。

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学习课文1、2段。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二、教学重点

学习1、2段。

三、教学难点

理解不易懂的词。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见过爬山虎吗?爬山虎是动物还是植物呢?学习这
篇课文后,你就明白了。

大家看投影:

(二)自学课文。

1.读生字表,划出课文中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义;

2.读通课文。

(三)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个别学生读课文,注意正音、正句;

2.检查生字认读及部分词语理解情况。

萎:干枯,衰落的意思。

空隙:中间空着的地方。

(四)再读课文,理清层次。

1.默读课文,思考:

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写爬山虎的脚?(3~5)

2.第1、2两个自然段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五)讲读第1段。

1.个别读课文,思考:第1自然段写什么?

写作者在哪两处地方看到爬山虎。

2.这两处地方有什么共同点?

都在墙上。

3.你如果看到这两处景象你会怎么想?

爬山虎大概是长在墙上吧,爬山虎大概是靠墙生长吧?……

4.教师小结:

作者这样写,也正是以这两处的爬山虎生长的情况,告诉我们
爬山虎长在什么地方。



从满是,一大片看出爬山虎长得很茂盛。

(六)讲读第二段:

1.指名读第2自然段,思考:这一自然段讲什么?

讲爬山虎叶子的特点。

2.默读课文,思考:这一段共有几句话?每句话写什么?

这一段共四句话:第一句写叶子颜色的变化;第二句写长大的
叶子引人注意;第三句讲叶子颜色美,排列整齐、均匀;第四句
讲风吹过时的景象。

3.叶子颜色美表现在哪里?

红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理解新鲜、舒服的词义。说爬山
虎的叶子绿的醒目,叶子生长旺盛,充满生机,所以看上去让人
觉得非常舒服。

4.叶子的均匀,整齐表现在哪里?

整齐:“叶尖一顺儿朝下”。

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

5.导读。

爬山虎叶子的颜色是这样变化的:

――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嫩绿
的。

爬山虎长大了的叶子颜色很美。



――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

爬山虎的叶子长得很整齐。

――叶尖一顺儿朝下。

爬山虎叶子长得很均匀。

――没有重叠起来,也不留一点儿空隙。

当风吹过时,满墙的叶子也很美丽。

――一墙的叶子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6.边读边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

拂:轻轻擦过

漾:原指水面微微动荡,这里指墙上的爬山虎叶子轻轻波动。

7.齐读课文,个别读。

8.归纳段意:

第二段讲爬山虎叶子的特点。

(七)布置作业。

抄生字,熟读课文。

一、教学目标

学习课文3、4、5段,体会作者是怎样围绕爬山虎的脚把意思
写清楚的。



二、教学重点

学习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的方法。

三、教学难点

怎样围绕爬山虎的脚写清楚的。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上节课我们知道爬山虎叶子有什么特点呢?这节课我们再来看
看爬山虎的脚有什么特点?

(二)讲读第3自然段。

1.指名读第3自然段。

思考:爬山虎的脚长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

2.导读:

爬山虎的脚长在哪里呢?(齐读)

爬山虎的脚是怎样的呢?(齐读)

3.作者从哪几个方面介绍爬山虎的脚?

生长位置,边看图边说;

茎上长叶柄的地方的反面。

脚的样子:枝状的――指六七根细丝构成的样子,像蜗牛的触
角――指每根细丝的样子,脚的颜色――嫩红的。



4.这些内容作者是如何说的呢?

再读课文。

5.教师指图,引导学生按课文叙述顺序独立练说。

6.指名读第四自然段。

思考:

爬山虎的脚是怎样一脚一脚往上爬的?

7.导读:

爬山虎的脚是怎样一脚一脚向上爬呢?(齐读)

8.写爬山虎向上爬的过程中,作者通过观察,写出了爬山虎向
上爬的哪几个动作?(触、巴、拉、贴)

9.导读:

“触着墙的”是爬山虎的什么?(齐读)

是什么东西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齐读)

细丝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以后,使什么紧贴在墙上呢?(齐
读)

10.教师边指图演示,边让学生用课文中语句练说。

11.左右练说:

爬山虎的脚是怎样的一脚一脚地向上爬的。

12.第4自然段最后一句讲什么?



13.齐读第4自然段。

14.默读第5自然段。

思考:这一自然段共有几句话?每句话讲什么意思?三句话围绕
哪一点写的?

15.齐读第5自然段。

16.归纳第3段段意:

讲爬山虎脚的特点。

(三)总结全文。

1.作者是怎样具体清楚地写出爬山虎脚的特点的?

中班健康小球会爬山教案篇五

1、同学们，我们都学过《爬山虎的脚》这篇课文，还记得爬
山虎的样子吗？

2、记得是谁写的吗？

你读 真美啊

你读 多绿呀

一齐来.

1、课文中有好几处提到了这片绿绿的爬山虎。请同学们打开
课本，好好读读课文，把字音读准确，把句子读通顺，并找
到相关的句子用波浪线划出来，大声读一读。

2、是这几处吗？请你再读一读，想想，这是一墙怎样的爬山



虎

3、孩子们，你们见过爬山虎吗？在哪见过？这样一种极其普
通，随处可见的爬山虎，为什么唯独叶老家的在16岁的肖复
兴眼中是那样的绿葱葱，那样的沉郁呢？就让我们到课文中
找找这个特殊的原因。/但我想，要想了解这个原因，首先得
了解这墙爬山虎的主人，你们说呢？请同学们默读1-6小节，
看看爬山虎的主人叶老是个怎样的人。请找出相关的句子，
做上记号。

在作者眼中，叶老是个怎样的人？

（多么认真细致啊，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春风拂面什么感觉

还从哪里感觉到他是个认真细致的人？

翻到曲线

1、是的，这就是密密麻麻。作者的征文都密密麻麻成什么样
子了？谁能找出来读一读。

3、只是一篇这么改吗？只是二十篇吗？是的，远远不止，他
还是大编辑，每天都有一大堆的作品等着他修改，等着出版。
如此忙碌的叶老却为我这么认真细致地修改作文，我怎能不
一下子愣住了！/sjbwz/透过这满纸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你看
到的，还仅仅只是修改符号吗？你仿佛还看到了什么？（你
还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可能点了一夜的灯呢！正是炎热
的夏日呀！都没休息一会儿呢！）

这是一位对工作多么认真负责的长者呀！

你还从哪里感受到叶老是个怎样的人？



评语

这是一位对工作多么认真负责的长者呀！看似简单的几个字，
看似简短的一则评语，却达到了精而又精，纯而又纯的学术
造诣，怎能不令人敬仰呢！

你还从哪里感受到叶老是个怎样的人？

意外

是的，叶老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初中生，却可以到他家做客，将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孩子们，让我们和作者一样，带着这一份激动一起来感受吧！

这片爬山虎是那样的绿葱葱！绿得那么鲜明，那么生动。
（板书）

见到叶老后，作者又有什么新的感受呢？听老师读。

这时，叶老给我留下的印象又是怎样的？

平易近人 亲切和蔼

从哪里看出来？

叶老见了我缩短不少！

1、什么是距离？叶老和我之间缩短了的是什么距离？

还从哪里感受到了？

我们的交谈很融洽

1、说说



2、再读一读，你还感受到了什么？

是的，心与心的交融，浑然不觉时光的流逝。

3、想象一下，如此融洽的交谈，叶老会和我说些什么呢？这
位叶老，你想对我说些什么？

（）

4、叶老们，你们的话语如此亲切，但句句都在耐心地教导我，
真是亲切之中

你们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句句朴实的言语却一直鼓励
着我，真是质朴之中

正是叶老亲切之中把我小小的

6、正是叶老真诚质朴、平易近人把我紧张的心悄悄地融化了。

此时，我们更见证了一位文坛伯乐，他慧眼识真才，毫不厌
倦地鼓励、培养那么多的人才，著名的大作家茅盾、/article/
巴金、丁玲就是这样一举成名了。抬起头，再见窗外那一墙
的爬山虎，绿得那么沉郁，如同浓浓的湖水，不停地摇曳着，
是那么的虎虎而有生气。来，孩子们，让我们深情地共同感
受这一刻吧！

你来读

你来

这不仅是一位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学术造诣极其深厚的
叶老，更是一位真诚质朴、谦和慈蔼的文坛伯乐，抬头再见
窗外。



此时的爬山虎，绿得那么沉郁，那么宽厚，那么虎虎而有生
气。（板书）

中班健康小球会爬山教案篇六

1963年，我上初三，写了一篇作文叫《一张画像》，经我的
语文老师推荐，在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获了奖。

一天，语文老师拿着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对我说：“你的作文
要印成书了，你知道是谁替你修改的吗？”我睁大了眼睛，
有些莫名其妙。“是叶圣陶先生！”老师将那大本子递给我，
又说：“你看看叶老先生修改得多么仔细，你可以从中学到
不少东西。”

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有这次征文比赛获奖的20篇作文。翻
到我的那篇作文，我一下子愣住了：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修
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上到处是红
色的圈、钩或直线、曲线。

回到家，我仔细看了几遍叶老先生对我作文的修改。题目
《一张画像》改成《一幅画像》，我立刻感到用字的准确性。
类似这样的修改很多，长句断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有一处，
我记得十分清楚：“怎么你把包几何课本的书皮去掉了
呢？”叶老先生改成：“怎么你把几何课本的包书纸去掉了
呢？”删掉原句中“包”这个动词，使得句子干净了也规范
了。而且“书皮”改成“包书纸”更确切，因为书皮可以认
为是书的封面。我虽然未见叶老先生的面，却从他的批改中
感受到他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

叶老先生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一则简短的评语：这一篇作文
写的全是具体事实，从具体事实中透露出对王老师的敬爱。
肖复兴同学如果没有在这几件有关画画的事上深受感动，就
不能写得这样亲切自然。”这则短短的评语，树立了我写作
的信心。



这一年暑假，语文老师找到我，说：“叶圣陶先生要请你到
他家做客。”我感到意外：像叶圣陶先生那样的大作家，居
然要见一个初中生！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我来到叶老先生住的四合院。刚进里
院，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扑入眼帘。夏日的燥热仿佛一下子
减少了许多，阳光都变成绿色的，像温柔的小精灵一样在上
面跳跃着，闪烁着迷离的光点。

叶老先生见了我，像会见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
我觉得距离缩短不少。

我们的交谈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个他的
老朋友。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的期待，把我
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至不知黄昏的到来。落日的余晖染红窗
棂，院里那一墙的爬山虎，绿得沉郁，如同一片浓浓的湖水，
映在客厅的玻璃窗上，不停地摇曳着，显得虎虎有生气。

我非常庆幸，自己第一次见到作家，竟是这样一位人品与作
品都堪称楷模的大作家。他跟我的谈话，让我好像知道了或
者模模糊糊懂得了：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作家的作品就是这
么写的。我15岁时的那个夏天意义非凡。在我的眼前，那片
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

词：推荐、清楚、删掉、规范、温暖、信心、眼帘、燥热、
跳跃、融洽、余晖、摇曳、楷模

四字词：莫名其妙、映入眼帘、春风拂面、模模糊糊

1·一天，语文老师拿着一个厚厚的大本子对我说：“你的作
文要印成书了，你知道是谁替你修改的吗？”我睁大了眼睛，
有些莫名其妙。“是叶圣陶先生！”老师将那大本子递给我，
又说：“你看看叶老先生修改得多么仔细，你可以从中学到
不少东西。”



2·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有这次征文比赛获奖的20篇作文。
翻到我的那篇作文，我一下子愣住了：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
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上到处是
红色的圈、钩或直线、曲线。

3·有一处，我记得十分清楚：“怎么你把包几何课本的书皮
去掉了呢？”叶老先生改成：“怎么你把几何课本的包书纸
去掉了呢？”删掉原句中“包”这个动词，使得句子干净了
也规范了。而且“书皮”改成“包书纸”更确切，因为书皮
可以认为是书的封面。我虽然未见叶老先生的面，却从他的
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

4·我们的交谈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个他
的老朋友。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的期待，把
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至不知黄昏的到来。落日的余晖染红
窗棂，院里那一墙的爬山虎，绿得沉郁，如同一片浓浓的湖
水，映在客厅的玻璃窗上，不停地摇曳着，显得虎虎有生气。

5·我非常庆幸，自己第一次见到作家，竟是这样一位人品与
作品都堪称楷模的大作家。他跟我的谈话，让我好像知道了
或者模模糊糊懂得了：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作家的作品就是
这么写的。我15岁时的那个夏天意义非凡。在我的眼前，那
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用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表达了作者对
叶老先生由衷的感激于钦佩之情。文章通过两次具体描写叶
老家院子里那片绿绿的爬山虎，情景交融，让人不禁发出景
美人更美的感叹！通过对叶老先生的钦佩来表示对自己未来
写作的向往之情。

中班健康小球会爬山教案篇七

这篇课文是作家肖复兴在1992年为了纪念叶圣陶先生写的回
忆文章，回忆了1963年叶圣陶先生给“我”批改作文，并



请“我”到他家做客，使“我”受益匪浅的成长经历，表现
了叶圣陶先生对文一丝不苟、对人平易真诚，堪称楷模的文
品和人品。

这篇课文的篇幅较长，含义比较深刻的句子比较多。这样的
文章对刚刚升入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很有难度。学生对课文的
理解，往往停留在文字表面，对文中含义深刻的语句不容易
理解，对文中所表现的叶老关爱下一代的精神也缺少深刻的
感受。基于此，我想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和感受叶老认
真的态度，以及对下一代的关爱就是教学难点。感受叶老的
人品和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就是教学重点。教学中力图通
过多种形式的读，不同内容的对比，补充课外资料，自主练
习修改句子中的问题等方法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1．认识7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推荐、眼帘、
删掉、规范、燥热、融洽、黄昏、客厅”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联系上下文体会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4．初步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培养认真修改作文的习惯，懂
得学作文应先学做人。

5．通过学习课文，感受叶老对文一丝不苟，对人平易真诚的
文品和人品。

学生练习朗读、背诵第6课《爬山虎的脚》，了解有关爬山虎
的知识以及叶圣陶的生平。

教师准备自制多媒体课件及字词卡片，《一张画像》的修改
稿，搜集有关资料。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能正确读出“推荐、删掉、规范、燥热、融洽、黄昏、客
厅、曲线、春风拂面、映入眼帘”等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清课文思路，理解“我虽然未见叶老先生的面，却从他
的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
这个含义深刻的句子。

4．初步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感受叶老的认真、平和。

教学重点

理解“我虽然未见叶老先生的面，却从他的批改中感受到他
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这个含义深刻的句
子。

教学难点

初步学习修改作文的方法，认识两个修改符号，并能运用其
修改句子中的问题。

刚才我们复习了《爬山虎的脚》，今天我们要学习这篇课文
也写到了爬山虎，齐读课题。

（一）放声读课文，把字音读正确，语句读通顺。

（二）自学生字新词

同桌练习读准含有生字的词语。



（三）检查自学情况

1．开火车形式读词。

2．自由读句子。

翻到我的那篇作文，我一下子愣住了：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
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上到处是
红色的圈、钩或直线、曲线。

3．指导“曲”在“曲线”这个词中的读音。

4．自由读这两组词。想想第一组和第二组分别是写谁的。

莫名其妙愣住意外

认真平和质朴

第一组写肖复兴。

第二组写叶圣陶。

（四）理清课文结构

课文写了叶圣陶先生和“我”之间的哪两件事？怎么分成两
部分？（修改作文1－5．邀请做客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