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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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知道读报的好处以及如何读报。

3、懂得为什么要养成读报的好习惯以及怎样才能养成读报的
好习惯。

养成读报的好习惯。

课件

揭示课题：养成读报的好习惯。

自由读文，读准确、通顺。

指名逐段朗读课文，正音。

(一)出示自学要求

1、自读课文，了解部分词语。

2、默读课文，想想课文讲了哪几方面的内容。

学生围绕重点自学，教师巡视，并适当指导、点拨。



(二)班内交流读书体会。

1、指名说出自己理解到的词语。

2、说说课文讲了哪些内容，理清文章的条理。

1、出示要求：轻声文，品味你喜欢的句段，看有什么新收获
新发现，写出自己的见解。

学生按要求自读品悟。

2、交流读书心得。

答案预设：

文章内容(略)。

写作特色：(1)全文用了不少问句，比如：“报纸竟有这么大
的魔力吗?”“报纸上有什么东西这样令人着迷呢?”等，这
些放在自然段的开头的问句，揭示了这一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也提醒了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注意。

(2)篇末点题。最后一个自然段总结全文，发出号召，点明写
作本文的用意。

试说：明明不爱读报，你该如何劝他呢?

向同学介绍一种读报的方法。

同学们，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种个性;播种一个个性，
你会收获一种命运。养成读报的好习惯，掌握天下大事，成
就精彩人生!

养成读报1、读报的重要性



的好习惯2、读报的方法

3、养成好习惯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二

《养成读报的好习惯》这篇文章一共有7个自然段。阅读指导
的重点应该聚焦于三、四、五自然段，让学生理解读报的作
用；学习读报的方法和技巧。

我从网上找了一幅插图――一位身穿灰色西装，项系红色领
带，右手拿着一份报纸，左臂提至胸前，面露喜悦神情，嘴
微张的中年男子。他好像正在和家人谈论从报纸上获得的新
闻；也好像正在和读此文的学生谈读报着迷而烧糊菜的事情，
向学生津津有味地介绍读报的方法技巧……这幅插图为我组
织学生开展阅读活动提供了“抓手”。

我还安排了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最喜欢读什么报纸？
你平常喜欢读哪几个栏目的文章？这样围绕读报这个主题，
将读和说的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突出了语文能力训练综
合化的特点。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三

[课内]组词

[课外]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新课

二、指导



1、自读课文，了解部分词语

2、指名逐段读课文，说说每一自然段的意思，讨论给课文分
段

三、学习课文

1、学习第一段

（1）指读，思考写了什么？

（2）出示：原来读报读得着迷了，把锅里煮的佳肴忘到了九
霄云外，鸡鸭鱼肉变成了一堆黑炭。

理解“九霄云外”，从这个词体会到什么？

像这样的人和事，你们身边有吗？

（3）引读第二自然段，体会“看报看到上瘾的程度”

（4）学习第三自然段，思考：报纸上有什么东西令人着迷呢？

2、学习第二段

画出写读报方法的句子。

找出读报纸要注意的事情。

3、学习第三段

讨论：经常读报有哪些好处？

三、朗读全文，.总结全文。

实践活动



开展“报纸剪贴”读报评报活动。

教后感：

这篇文章很有实用性，从读报的好处和读报的方法两方面进
行了叙述。在教学时不仅要让他们了解读书的必要性，还让
学生结合读书小组，制定读书.计划，进行读书竞赛，写好读
书心得，切实落实读书活动。还要求学生养成读报的习惯。

《养成读报的好习惯》教学设计之二由本站会员分享，,转载
请注明出处!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四

懂得读报的好处，学会读报的方法，养成每天读报，勤于积
累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具准备及辅助活动

读报的重要

几乎与吃饭一样必不可少

如何读报

先浏览，再细读

养成读报的好习惯

受益终身

组词



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1、自读课文，了解部分词语

2、指名逐段读课文，说说每一自然段的意思，讨论给课文分
段

1、学习第一段

（1）指读，思考写了什么？

（2）出示：原来读报读得着迷了，把锅里煮的佳肴忘到了九
霄云外，鸡鸭鱼肉变成了一堆黑炭。

理解“九霄云外”，从这个词体会到什么？

像这样的人和事，你们身边有吗？

（3）引读第二自然段，体会“看报看到上瘾的程度”

（4）学习第三自然段，思考：报纸上有什么东西令人着迷呢？

2、学习第二段

画出写读报方法的句子。

找出读报纸要注意的事情。

3、学习第三段

讨论：经常读报有哪些好处？

实践活动



开展“报纸剪贴”读报评报活动。

教后感：

这篇文章很有实用性，从读报的好处和读报的方法两方面进
行了叙述。在教学时不仅要让他们了解读书的必要性，还让
学生结合读书小组，制定读书计划，进行读书竞赛，写好读
书心得，切实落实读书活动。还要求学生养成读报的习惯。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五

《养成读报的好习惯》这篇文章一共有7个自然段。阅读指导
的重点应该聚焦于三、四、五自然段，让学生理解读报的作
用；学习读报的方法和技巧。

我从网上找了一幅插图——一位身穿灰色西装，项系红色领
带，右手拿着一份报纸，左臂提至胸前，面露喜悦神情，嘴
微张的中年男子。他好像正在和家人谈论从报纸上获得的新
闻；也好像正在和读此文的学生谈读报着迷而烧糊菜的事情，
向学生津津有味地介绍读报的方法技巧……这幅插图为我组
织学生开展阅读活动提供了“抓手”。

我还安排了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最喜欢读什么报纸？
你平常喜欢读哪几个栏目的文章？这样围绕读报这个主题，
将读和说的.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突出了语文能力训练综
合化的特点。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六

教学目标：

1、通过阅读，认识读报的重要性，了解读报的基本方法。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说出课文所讲的主要意思。



3、能在今后的生活中逐步养成读报的好习惯。

教学设想：

《养成读报的好习惯》一文内容浅白，易学易懂，是一篇培
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好范例。为了较好地落实教学目标和突出
学生为主体，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我在设计时处处朝
着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向走。无论是开头的整体感知，
明确目标，中间的分组研读合作探究，还是最后的拓展延伸，
我都力求营造一种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
此氛围中广泛参与，学得有趣，学有所得，又能获得发展，
而且教师也教得轻松。同时，我在设计时注意把习惯的养成
延伸至课外，内外兼顾并加以延续。以此来扩大学生的知识
面，提高学生们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促进他们良好学习习惯
的养成。

教材分析：

《养成读报的好习惯》是一篇介绍读报常识和读报方法的课
文。主要介绍了读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读报，希望人们养成
读报的好习惯。

全文共7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3自然段）
以日常的生活现象入手，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问题――“报纸
竟有这么大的魄力吗？”和“报纸有什么东西这样令人着迷
呢？”介绍了读报的重要性。第二部分（4―5自然段）写怎
样读报，读报既要讲方法又要讲文明。第三部分（6―7自然
段）说明勤读报，会读报的好习惯，使人受益，应该从小养
成。

文章内容浅显，可以由学生自学完成，是一篇让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好范例。

教学重难点：



重点：认识读报的重要性，了解读报的基本方法。

难点：能在今后的生活中逐步养成读报的好习惯。

教学方法：

以读代讲法，合作探究法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读报知识的相关资料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平时爱读报纸吗？读什么报纸呢？是怎么读
的？（指名让学生自由谈一谈）

2、板书课题：25养成读报的好习惯

二、整体感知，明确目标

（一）整体感知

1、检查字词，相互正音。

2、自由练读，读通、读顺。

3、带问题默读。

思：课文围绕课题讲了哪些内容？

4、学生交流，自由谈，互相补充，理清内容，整体感知。



（二）明确目标。

1、质疑：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本节课，应以哪些内容为学习
重点呢？

2、学生同桌或前后桌四人一小组交流。

3、相互归纳，确定学习重点（即定标）

三、分组研读，合作探究

1、分组（以前后桌为单位四人为一小组）。

2、择取目标内喜欢的内容，组内研读，合作探究。

3、以组为单位汇报，集体交流，分享成果。

4、梳理归纳。

5、指导朗读课文。

四、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1、齐读课文。

2、总结：这是一篇介绍养成读报好习惯的课文，从中我们知
道了读报的好处和读报的方法，以及养成读报好习惯的重要
性。

3、质疑延伸。

思：“读报除了以上的方法和好处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和方
法吗？”

4、组内商讨，汇集。



5、小组代表汇报，分享其他收获。

6、思：“既然读报有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如何使它持之以恒
来形成习惯呢？”

7、学生交流并自由谈课文。

五、布置作业

实践活动：

1、开展读报评报活动，定期开展读报交流会。

2、举行办小报比赛活动。

板书设计：

25养成读报的好习惯

精读与略读（先……然后）

整理放好、洗手

讲文明

方法

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好处

重在养成习惯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七

本课重在培养学生的一种习惯。我让学生自己去从身边熟悉
的人身上去发现读报的习惯，学生有东西可说所以积极性很
高。有的同学说自己的爷爷因看报而忘记了吃饭，有的学生
讲伯伯因看报吸烟而烧了自己的衣服。这样一来，学生不仅
认识到报纸的吸引力，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

这篇课文不必对学生进行朗读教学，所以我把更多的时间用
在如何以理论指导行动上。例如，问学生假如你身边有个不
爱读报的人，你该如何劝他呢?结合本课内容，学生自然会说
出读报的益处来。使课本上的知识内化成学生的语言，既培
养了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又强调了“培养读报的好习惯”
教学目的。

养成良好的阅读手抄报篇八

这是一篇说明文，介绍了读报常识和读报方法。希望养成读
报的好习惯。这篇文章很有实用性，从读报的好处和读报的
方法两方面进行了叙述。在教学时不仅要让他们了解读书的
必要性，还让学生结合读书小组，制定读书计划，进行读书
竞赛，写好读书心得，切实落实读书活动。还要求学生养成
读报的习惯。这篇课文，主要是指点读书方法，帮助学生形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样的课文无须老师讲解，只要略加指
点，放手让学生自己阅读就可以了。

我的教学设计是这样的：自学课文――整体感知――小组交
流――指导解惑。下面展示的是这篇课文的教学简单过程。

１、通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２、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１、了解结构。



第一段（1——3自然段）：每天读报的好处。

第二段（4——5自然段）：怎样读报〉

第三段（6——7自然段）：读报的收益。

２、理解重点句子：

１）原来读报读得着迷了，把锅里煮的佳肴忘到九霄云外，
鸡鸭鱼肉变成了一堆黑炭。

写出了读报入迷的程度，也说明报纸作为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有时会超出人对物质的需求。

２）这样，报纸就天天有新内容，每天都会给你新的感受，
新的启示。

这里连用了三个“新”字，第一个“新”表示报纸的时效快，
紧跟时代和社会，后两个“新”说明人们不断地通过报纸了
解社会，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１、大家交流读报的好处以及收益。

２、了解课文的写作特色

１）、全文用了不少问句，比如：“报纸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吗？”“报纸上有什么东西这样令人着迷？”等，这些放在
自然段的开头的问句，揭示了这一自然段的主要内容，也提
醒了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注意。

２）、篇末点题。

３、最后一个自然段总结全文，发出号召，点明写作本文的
用意。



教学过后，我感觉到，像这样的阅读教材，传统的教学，是
学生被动、单一、接受的学习过程，是教师向学生灌输和填
充的教学过程，把学生当做一个个可以装许多知识的瓶子，
通过反复操练即可掌握技巧的人，而完全忽视和抹煞了学生
作为学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无法形成健康的个性，更
不要说形成末来社会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而现代阅读教学应
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师应组织、
指导学生学会合作学习。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我采用的就
是这样一种合作探究的方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报纸的文章标题，等于报纸的眼睛。阅读报纸的题目，往往
能较快地了解作者、编辑的意图，明确文章要表达的内容。
浏览标题后，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有选择地读一部分。
读报先读题，是一种节省时间的方法，值得提倡。

粗读，即浏览，主要是扩大知识面，捕捉需要精读的文章。
细读，就是精读，对一些重要的阅读材料，应该逐字逐句琢
磨，逐段逐节咀嚼，仔细地了解它的内容、思路等。这样点
面结合，即省时且效果好。

剪报的范围可根据自己学习、生活的需要和个人兴趣而定。
剪下后，要注明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贴报有几种方式。如剪
后放在纸盒内。到一定阶段，再分门别类地贴在旧练习本或
旧杂志上。也可边剪边贴，手边准备一些十六开的白纸，剪
下就贴在纸上，每张纸贴一篇，日后分门别类装订，另编目
录。报纸剪贴后，要常常翻阅整理。

有些文章的片断、精彩语句、出色的标题，一些有用的事实、
数据等，因其比较短小，不一定剪下，可抄在笔记本或卡片
上。摘录时要注明出处，以便日后查对。

读报后，写些读后感，对报纸写点书面意见，模仿报上的文
章练习写作，给报社投稿，都是读报写作相结合的有效形式。
读报时，注意积累词汇，学习写作，研究他人文章思路，学



会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也是读写结合的有效途径。

可以找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读报小组。活动形式有
几种：（1）定期交流心理，讨论报上提出的问题。各抒己见，
集思广益，以讨论促读报；（2）开展读报知识小测验。轮流
出题，大家回答，在回答中促进读报；（3）交流剪报或摘报
资料，互通有无，相互补充；开展评报活动，讨论哪些文章
好，哪些不好，哪些版面编得活泼，哪些地方有差错，还可
以写成意见稿，寄给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