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趣说课稿(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童趣说课稿篇一

1、教材定位

《童趣》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一第一册第一单
元第五课。这是清代作家沈复的作品。课文以生动的笔触，
记述了作者儿时一些“神游其中，怡然自得”的趣事，充满
童真童趣。这是初中阶段的第一篇文言文，在初中语文的起
始阶段中具有定位、定势的意义。

2、课程要求

课程标准要求教材的编写要注意引导学生学会主动、合作、
探究的语文学习的方法，要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精
神。第一单元的阅读教学要求：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用心领
悟写作意图；在阅读方法上，主要提高朗读能力。本课的要
求是反复朗读，感知课文整体内容。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我制定如下教学目标：让学生在反复诵
读中品味文中的童真、童趣。

教学重点：通过反复朗读，使学生整体感知课文的内容，品
味文中的童真、童趣。

教学难点：初步掌握文言文的阅读方法和部分字词含义，理
解作者儿时富于想象、幻想的性格特点。



根据第一单元“整体把握课文内容”、“提高朗读能力”的`
教学要求，我将采用朗读教学法、讨论教学法进行教学。通
过朗读来品味课文内容，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并掌
握一定的阅读文言文的方法。用讨论来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教
学活动。教学时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课时安排为一课
时。

正确的方法是成功的保障。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就是
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新课程标准也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学
会自主、合作、探究地进行学习。本课教学我将给学生以下
指导：

1、教给学生朗读和背诵文言文的方法。

2、教给学生理解文言词语、读懂文言大意的方法。

3、通过让学生自己阅读、质疑，讨论，培养学生合作、探究
的学习习惯。

教学本课，我采用“线索式”教学思路，即“一线串珠”式
的整体阅读教学思路，这是一种创新式的教学思路。用钱梦
龙老师的话来讲，就是通过对课文的认真分析，找到一
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中心
目标，使语言、篇章等方面的学习都成为达到这个中心目标
的过程或手段，并在探讨这个目标问题的过程中，完成教学
任务。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文中的童真童趣。”我
设计了如下步骤：

1、感知童趣：学生先自由朗读，然后教师范读进而学生有表
情地朗读，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等多种感观，训练学生感
知文字的语感，初步感知童趣。

2、理解童趣：通过默读、质疑、讨论引导学生感悟课文内容，
理解童趣。



3、品味童趣：通过讨论教师提出的三个问题，引导学生联系
自身体验品味童趣，进行情感教育和感情熏陶。

（一）展示媒体，创设情境，导入课文情境导入，激发共鸣。

（二）感知童趣

1、朗读并运用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

2、学会朗读。

3、学会表情朗读。以趣激趣，教会朗读方法。

用好的朗读，诱发兴趣，培养学习语文的自觉性、主动性。

（三）理解童趣进行分散性学习：

1、阅读、质疑、讨论。

2、理解字、词、句。

3、讨论，解疑。因材施教，发展个性；培养学生合作、探究
的学习习惯。

（四）品味童趣进行集中性学习：

讨论三个问题：

（1）文中哪个词最能表现独特的心灵感受呢？

（2）很平常的事物，作者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美丽而奇特呢？

（3）在你的生活中有类似体验吗？这些问题的设计

1、帮助理清思路并理解“物外之趣”。



2、联系生活，引导体验并获得情感

童趣说课稿篇二

初一语文第一册第5课——《童趣》

新授课

一课时

1、教材分析

《童趣》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五课。这是一篇充满奇思妙
想、极富情趣的散文，作者生动地描述了观蚊如鹤，神游山
林、鞭打蛤蟆的趣事，表达作者童年生活的无限乐趣。

本文是七年级新生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文章充满童真童趣，
是一篇很能让学生感受到亲切，引起学生的同感，诱发学生
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散文。如果教学成功，将会极大地激发学
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因此抓住文眼“趣”字设计成“趣读
课”，分为三大板块：译读激趣——析读品趣——想象创趣，
以一个“趣”字为线条统领全文。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有朗读训练、积累词语等基础知识方
面的落实，也有结合学生体验和经历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训
练，正是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体现，有利于学生
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根据新课程标准，结合本教材特点并依据本年级学生
特点，制定以下教学目标：

2、教学目标

（1）反复诵读课文，积累重点字词，疏通文义。



（2）理解课文内容，品味文中的童真童趣。

（3）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培养其丰富的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让学生发现生活的乐趣。

3、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体会童真童趣

难点：培养学生运用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1、点拨法。

虽然是文言文，但是文中充满着天真烂漫的气息，吸引学生
阅读的目光。学生结合注释，基本能够理解课文。所以在教
学时，采用以学生自学、探究为主，教师点拨为辅的教法，
以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帮助学生解决疑难。

2、朗读法。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中，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
即学生自由读、声情并茂的诵读、配乐诵读等方法，培养学
生语感，激发学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学生咀嚼回味课文
的深层内涵。

1、自主讨论法。

新课标提出课堂教学要充分让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我设计的学
法为自学讨论法。以朗读为突破口，步骤如下：

一读：学生诵读课文，读准字音，读出感情，初步了解课文
内容。

二译：学生结合课下注释疏通文义，做好批注。



三议：小组交流自己的收获，讨论有疑问的地方。讨论后没
有解决的，师生共同解决。

四想：边读课文，边想作者写的趣事，并用自己的语言描述
自己所理解的趣事。

这样在读、译、议、想、说的过程中，运用“读前想后，读
后想前，边读边想”的方法，既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又有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还有利于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一）歌曲导入，揭示课题。

通过《童年》自然引入课题，激发学习兴趣。

（二）布置任务，明确方向。

心里研究表明，强烈的目标意识是导读的关键，开头明确任
务，可促使学生自主学习。所以我设置了以下目标：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2、结合课下注释，积累字词，疏通文义。

3、品味趣事，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三）自主学习，译读激趣。

学生诵读课文，并结合课下注释，积累字词，疏通文意。通
过小组和师生讨论解决疑难问题。

（四）理解课文，析读品趣

1、课文写了哪些趣事，你是如何理解的？

2、本文在写法上最值得你借鉴的地方是哪里？



（五）拓展延伸，想象创趣。

1、你的童年生活里有哪些趣事，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从
中你得到了哪些启示？

2、现实生活中如何做一个有情趣的人？

（六）课堂小结：

通过学习，我们了作者身处尘世，却超然物外的恬淡，理解
了童心的纯真，童趣的美好。同学们，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
道路上，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用心去观察生活，享受生活的
乐趣。永葆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即时春天远去，我们眼里
也到处生机盎然、春暖花开的春天！

1、板书设计：

童趣

沈复

观蚊成鹤

物外之趣神游山林

观察细致，想象奇特

鞭打蛤蟆

2、时间分配：

（一）歌曲导入，揭示课题（1分钟）

(二)布置任务，明确方向（2分钟）



(三)疏通文义，了解内容（15分钟）

(四)扣住“趣”字，品味童真（15分钟）

(五)拓展延伸（5分钟）

(六)课堂小结（2分钟）

童趣说课稿篇三

新课标强调语文教学要有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其中以人为
本，按照学的规律教，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注重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等，是语文
课堂教学最基本的理念，从这一点出发，我设计了人教社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中第五课《童趣》
的教学方案。在设计这一课时，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１、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在设计导
语时，我从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话题谈起，引导学生谈自己
的童年趣事，并结合自己的知识阅历，联想名人的童年趣事，
从而自然地导入课题。

２、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出发，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组织
教学。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先让学生感知课文、积累知
识，然后让学生品读课文、探究学习并进一步延伸扩展，最
后谈阅读收获。

３、为学生提供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的机会。在感知和
积累阶段，我让学生自己尝试诵读、翻译；在品读赏析阶段，
我让学生自主感受精彩语句赏析；在探究学习阶段，我又让
学生自主选题、合作研究；在总结收获阶段，我又让学生针
对文章写作方面的.特点自由发表见解，所有这些，都着眼于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



４、从终身学习的观念出发，加强学法指导，为学生以后的
文言文学习奠定基础。于是，在感知积累阶段，我注意指导
学生诵读文言文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会积累；在总结收获阶
段，我又引导学生从写作的角度进一步把握课文，强调联想
和想象在写作中的运用，做到读写结合。

５、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出发，在接受新的教育理念的同
时，注意吸取传统课堂教学中的精华，既重视培养学生能力，
又决不忽视基础知识教学。在这一堂课中，我用了近一半的
时间引导学生学习和积累文言文字、词、句的知识和文化常
识，并在延伸拓展中介绍了周作人的一篇散文，通过这些方
式，来增加学生的语文知识积淀，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６、注重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和态度、价值观三
维目标的综合体现。在设计中，既有知识的积累，又有能力
的训练；既给予学生思考的过程，又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
既注意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感情，又注重对学生价值取向的
引导，在最后的结语中，引导学生用心去观察生活、感受生
活的乐趣，用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将这种
情感目标直接展示给了学生。

总之，我认为这个教案，在过程设计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既秉承了传统语文课堂教学的精华，又积极渗透现代语文教
学的理念，其指导思想与新课改的目标完全相吻合，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课改教案。当然其中还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还
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童趣说课稿篇四

课型：新授课

课时：一课时

1、教材分析



《童趣》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五课。这是一篇充满奇思妙
想、极富情趣的散文，作者生动地描述了观蚊如鹤，神游山
林、鞭打蛤蟆的趣事，表达作者童年生活的无限乐趣。

本文是七年级新生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文章充满童真童趣，
是一篇很能让学生感受到亲切，引起学生的同感，诱发学生
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散文。如果教学成功，将会极大地激发学
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因此抓住文眼“趣”字设计成“趣读
课”，分为三大板块：译读激趣——析读品趣——想象创趣，
以一个“趣”字为线条统领全文。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有朗读训练、积累词语等基础知识方
面的落实，也有结合学生体验和经历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训
练，正是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体现，有利于学生
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根据新课程标准，结合本教材特点并依据本年级学生
特点，制定以下

2、 教学目标

（1）反复诵读课文，积累重点字词，疏通文义。

（2）理解课文内容，品味文中的童真童趣。

（3）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培养其丰富的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让学生发现生活的乐趣。

3、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体会童真童趣 难点：培养学生运用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1、点拨法。

虽然是文言文，但是文中充满着天真烂漫的气息，吸引学生



阅读的目光。学生结合注释，基本能够理解课文。所以在教
学时，采用以学生自学、探究为主，教师点拨为辅的教法，
以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帮助学生解决疑难。

2、 朗读法。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中，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
即学生自由读、声情并茂的诵读、配乐诵读等方法，培养学
生语感，激发学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学生咀嚼回味课文
的深层内涵。

1、自主讨论法。

新课标提出课堂教学要充分让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我设计的学
法为自学讨论法。以朗读为突破口，步骤如下：

一读：学生诵读课文，读准字音，读出感情，初步了解课文
内容。

二译：学生结合课下注释疏通文义，做好批注。

三议：小组交流自己的收获，讨论有疑问的地方。讨论后没
有解决的，师生共同解决。

四想：边读课文，边想作者写的趣事，并用自己的语言描述
自己所理解的趣事。

这样在读、译、议、想、说的过程中，运用“读前想后，读
后想前，边读边想”的方法，既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又有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还有利于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一）歌曲导入，揭示课题。

通过《童年》自然引入课题，激发学习兴趣。



（二）布置任务，明确方向。

心里研究表明，强烈的目标意识是导读的关键，开头明确任
务，可促使学生自主学习。所以我设置了以下目标：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2、结合课下注释，积累字词，疏通文义。

3、品味趣事，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三）自主学习，译读激趣。

学生诵读课文，并结合课下注释，积累字词，疏通文意。通
过小组和师生讨论解决疑难问题。

（四）理解课文，析读品趣

1、课文写了哪些趣事，你是如何理解的？

2、本文在写法上最值得你借鉴的地方是哪里？

（五）拓展延伸，想象创趣。

1、你的童年生活里有哪些趣事，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从
中你得到了哪些启示？

2、现实生活中如何做一个有情趣的人？

（六）课堂小结：

通过学习，我们了作者身处尘世，却超然物外的恬淡，理解
了童心的纯真，童趣的美好。同学们，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
道路上，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用心去观察生活，享受生活的
乐趣。永葆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即时春天远去，我们眼里



也到处生机盎然、春暖花开的春天！

1、

童趣

沈复

观蚊成鹤

物外之趣 神游山林 观察细致，想象奇特

鞭打蛤蟆

2、 时间分配：

（一）歌曲导入，揭示课题（1分钟）

（二）布置任务，明确方向（2分钟）

（三）疏通文义，了解内容（15分钟）

（四）扣住“趣”字，品味童真（15分钟）

（五）拓展延伸（5分钟）

（六）课堂小结（2分钟）

童趣说课稿篇五

课型：新授课

课时：一课时

1、教材分析



《童趣》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五课。这是一篇充满奇思妙
想、极富情趣的散文，作者生动地描述了观蚊如鹤，神游山
林、鞭打蛤蟆的趣事，表达作者童年生活的无限乐趣。

本文是七年级新生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文章充满童真童趣，
是一篇很能让学生感受到亲切，引起学生的同感，诱发学生
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散文。如果教学成功，将会极大地激发学
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因此抓住文眼“趣”字设计成“趣读
课”，分为三大板块：译读激趣——析读品趣——想象创趣，
以一个“趣”字为线条统领全文。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有朗读训练、积累词语等基础知识方
面的落实，也有结合学生体验和经历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训
练，正是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体现，有利于学生
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根据新课程标准，结合本教材特点并依据本年级学生
特点，制定以下教学目标：

2、教学目标

（1）反复诵读课文，积累重点字词，疏通文义。

（2）理解课文内容，品味文中的童真童趣。

（3）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培养其丰富的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让学生发现生活的乐趣。

3、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体会童真童趣

难点：培养学生运用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1、点拨法。



虽然是文言文，但是文中充满着天真烂漫的气息，吸引学生
阅读的目光。学生结合注释，基本能够理解课文。所以在教
学时，采用以学生自学、探究为主，教师点拨为辅的教法，
以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帮助学生解决疑难。

2、朗读法。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教学中，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
即学生自由读、声情并茂的诵读、配乐诵读等方法，培养学
生语感，激发学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学生咀嚼回味课文
的深层内涵。

1、自主讨论法。

新课标提出课堂教学要充分让学生自主学习，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我设计的学
法为自学讨论法。以朗读为突破口，步骤如下：

一读：学生诵读课文，读准字音，读出感情，初步了解课文
内容。

二译：学生结合课下注释疏通文义，做好批注。

三议：小组交流自己的收获，讨论有疑问的地方。讨论后没
有解决的，师生共同解决。

四想：边读课文，边想作者写的趣事，并用自己的语言描述
自己所理解的趣事。

这样在读、译、议、想、说的过程中，运用“读前想后，读
后想前，边读边想”的方法，既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又有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还有利于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一）歌曲导入，揭示课题。



通过《童年》自然引入课题，激发学习兴趣。

（二）布置任务，明确方向。

心里研究表明，强烈的目标意识是导读的关键，开头明确任
务，可促使学生自主学习。所以我设置了以下目标：

1、有感情的诵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2、结合课下注释，积累字词，疏通文义。

3、品味趣事，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三）自主学习，译读激趣。

学生诵读课文，并结合课下注释，积累字词，疏通文意。通
过小组和师生讨论解决疑难问题。

（四）理解课文，析读品趣

1、课文写了哪些趣事，你是如何理解的？

2、本文在写法上最值得你借鉴的地方是哪里？

（五）拓展延伸，想象创趣。

1、你的童年生活里有哪些趣事，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从
中你得到了哪些启示？

2、现实生活中如何做一个有情趣的人？

（六）课堂小结：

通过学习，我们了作者身处尘世，却超然物外的恬淡，理解
了童心的纯真，童趣的美好。同学们，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



道路上，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用心去观察生活，享受生活的
乐趣。永葆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即时春天远去，我们眼里
也到处生机盎然、春暖花开的春天！

1、板书设计：

童趣

沈复

观蚊成鹤

物外之趣神游山林

观察细致，想象奇特

鞭打蛤蟆

2、时间分配：

（一）歌曲导入，揭示课题（1分钟）

(二)布置任务，明确方向（2分钟）

(三)疏通文义，了解内容（15分钟）

(四)扣住“趣”字，品味童真（15分钟）

(五)拓展延伸（5分钟）

(六)课堂小结（2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