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特等奖 鱼游
到了纸上的第二课时教学设计(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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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特等奖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4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花港、清澈、一
壶茶、鱼缸、罢了、一丝不苟、绣花、挥笔、厂徽、聋哑”
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培养做事勤奋、专注的品质。

4.学习作者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方法。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从语言文字中体会文章说明的'道理，受到启发。

教学难点：

理解“鱼游到了纸上”与“鱼游到了心里”的关系。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略）



布置、检查预习，正确读写生字新词；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感知人物形象；在学生充分自读的基础上，让学生谈一谈自
己对这位青年人的初步印象，并说一说理由；也可按事情发
展顺序，即作者对年轻人的认识（举止特别—画技高超—骄
傲—令人敬佩）来进行交流。初步感知人物形象，感受作者
由欣赏、误解到由衷敬佩的情感变化。）

第二课时

一、引入课题

生：“游”字、“纸上”……

师：这个“游”字怎么就让你眼睛为之一亮呢？

（为什么说金鱼游到了纸上？这话是谁说的？）

二、第一次读书交流：为什么说鱼游到了纸上？

1、师：让我们到课文中去找找吧。（明确读书要求：“鱼游
到了纸上”这句话是谁说的？为什么说鱼游到了纸上？）请
同学们带着这两个问题自由朗读课文。

2、（生按读书要求读书、思考。）

3、师生交流：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特等奖篇二

一、教学目标：

1、认识生字，结合上下文体会“一丝不苟、忘我”等词的意
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重点品读第4和第7自然段。

3、体会聋哑青年画技的高超，感受聋哑青年做事专注的优秀
品质。

二、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中理解、感悟描写青年画鱼、看鱼的'句子，感
受聋哑青年做事专注、坚持不懈的优秀品质。

三、教学难点：

理解“鱼先游到了心里”和“鱼游到了纸上”的关系。

四、教学流程：

（一）激疑导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初读要求：

（1）大声自由朗读课文，遇到生字新词多读几遍。

（2）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口头完成填空。

2、检查反馈，教师导学。

（三）紧扣课题，体会“画技高超”。

1、出示句子“哟，金鱼游到了他的纸上来啦！”一个女孩惊
奇地叫起来。

（1）指导朗读。



（2）过渡。

2、出示“我挤过去一看，那位青年在静静地画着，他有时工
笔细描，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像姑娘绣花
那样细致；有时又挥笔速写，很快地画出金鱼的动态，仿佛
金鱼在纸上游动。”

（1）朗读这段话，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2）指名交流。

（3）小结过渡。

（四）品读“忘我”，感受专注。

1、边读边找文中体现“青年爱鱼到了忘我的境界”的句子。

2、通过朗读体会。

（五）初步感受“鱼先游到了心里”和“鱼游到了纸上”的
关系。

板书：

鱼游到了纸上

爱

看鱼

聋哑青年

忘我

鱼



画鱼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特等奖篇三

教学目的：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培养做事勤奋、专注的品质。

教学重、难点：

1、引导学生从语言文字中体会文章说明的道理，受到启发。

2、理解“鱼游到了纸上”与“鱼游到了心里的关系。

教学时间：二课时

一、导入；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第27课《鱼游到了纸上》，认
识了一位青年，还记得他长得什么样吗?(生答)

2、你们想进一步了解这位青年吗？今天我们就继续学习这一
课。（板书课题）

3、请大家回忆一下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二、新授：

2、下面四人小组交流，交流什么呢？谁来读一读？“你认为
这个青年是个怎样的人？你从哪里看出来？”

3、刚才我们的讨论非常热烈。谁先来说说?



（一）生：我认为他是个喜欢看鱼的人，我是从这里看出来
的。

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水里
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1、具体从哪些词语看出来的呢？（生：老是呆呆地静静地）

2、“老是”可以换个什么词？

3、你们能不能像青年那样呆呆地、静静地看着金鱼缸里游动
的金鱼呢？

4、你们体会到“呆呆地”、“静静地”是种怎样的神
态？(专注、入神)

5、看样子你们已经理解了“呆呆地”和“静静地”是什么神
态了。试试看能不能把这句读好，感受到青年看鱼的专注。

6、青年看鱼那么地专注，谁能来读一读吗？

7、你读得不错，谁还能读得更好。

8、你读得真棒！青年认真看鱼的样子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9、我们一起来读读吧！（全班齐读）

（二）师：课文中还有哪些地方描写了青年喜欢看鱼？（生
答）

他告诉我，他学画才一年多，为了画好金鱼，每个星期天都
到玉泉来，一看就是一整天，常常忘了吃饭，忘了回家。

1、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他是个怎样的人？（生答：坚持不懈、
忘我）



2、你是怎样体会到的？

3、这位青年如此坚持不懈、忘我的看鱼，女同学，你们能读
出来吗？

4、男同学，你们觉得女同学读怎么样？（好）你们有没有信
心超过她们？一起来读一读。

5、青年坚持不懈、忘我的看鱼。到后来，即使他把眼睛闭上
也能看到什么呢？（也能看到金鱼的样子）用青年自己的话
说就是？（鱼游到了心里）（板书：鱼游到了心里）。

6、你们的回答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你们知道是什么成语吗？
（胸有成竹）

（三）青年为了看鱼常常忘了吃饭、忘了回家。我们还从哪
里看出青年是个忘我的人？

我仍旧去茶室喝茶，等到太阳快下山才起身往回走，路过后
院，看到那位青年还在金鱼缸边画画。他似乎忘记了时间，
也忘记了自己。

1、这位青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还在金鱼缸边画画。
真是如痴如醉啊，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段。

2、还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看出青年是个忘我的人？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赞叹着，议论着，唯一没有任何反
应的`是他自己，他好象和游鱼已经融为一体了。

1、这句话中没有写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你又是从哪里
看出来他是个忘我的人呢？（生答：“唯一”、“他好象和
游鱼融为一体了”）

2、“他好象和游鱼融为一体了”怎么理解呢？



3、简直到了不知“金鱼是我”还是“我是金鱼”的境界了。
谁愿意来读读？

4、我们一起来齐读一遍，能读好吗？

（四）这位青年忘我地画鱼，他是怎样画的呢？我们一起来
看看。

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那位青年在静静地画画。他有时工笔
细描，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像姑娘绣花那
样细致；有时又挥笔速写，很快地画出金鱼的动态，仿佛金
鱼在纸上游动。

1、谁来读一读！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会看到些什么呢？

2、谁来说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3、请大家带着自己的感受自由地读读这一段，看看能读懂些
什么？

4、谁来读一读，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青年画技的高超！

5、我们全班一起来一遍吧！

6、你们的朗读让我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7、原来是这位青年高超的画技吸引了过往的游人。

（七）1、画面上的女孩怎么赞叹的？（板书：鱼游到了纸上）

2、（是赞叹哦；她很惊奇哦；是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哦）

3、孩子们，听了你们的朗读，我也忍不住要说一句：“你们
读得真是太棒了！”



4、这个女孩这么说是在夸青年什么呢？（把鱼画活了）

5、还有哪些词语可以形容把鱼画活了？（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惟妙惟肖、神形兼备、逼真、巧夺天工）（这么多好词
啊，都赶上词语字典了）

（七）关系

谁能用上一组因果关系的关联词来说说“鱼游到了心里”
与“鱼游到了纸上”的联系？（因为----所以----）

1、请大家看大屏幕，出示两个句子：a、原来，他是个聋哑人。

b、原来，他是个聋哑人！

2、谁来读读这组句子，读出不同的语气。书上用的是哪句？
为什么？

3、惊讶！（你能读读吗？）（读得不错）惊讶什么？（再来
读读？）（读得很好）仅仅是惊讶他是个聋哑人吗？所以这
个感叹号更表达了作者对这位聋哑青年的敬佩之情。（你能
读得更好吗？）（读得太棒了）

（九）这位残疾青年专著、坚持不懈地学画画，比我们正常
人付出更多，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可他在困难面前不低头，
敢于向命运挑战。学习了这位青年的优秀品质后，我们受到
了什么启发？（谁能联系自己的一些学习、生活上的事来说
说呢？）

同学们，你们说得真是太好了。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和这位
青年一样，勤奋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

（十）1、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有感情的读一读。



2、谁愿意起来说说你喜欢哪个段落，和他一样也喜欢这段的
同学，站起来一起读一读。

3、这节课，我们和作者一起认识了这位聋哑青年。了解到他
忘我、坚持不懈、专注地看鱼、画鱼，先让鱼游到了心里，
再让鱼游到了纸上。学完后，很多同学联系了自己生活和学
习的实际谈了自己受到的启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
你们一定会以这位青年为榜样，认真对待每件事。下节课我
们将深入学习作者是怎样积累、整理材料，让人物形象呼之
欲出、跃然纸上的。

三、板书：

27、鱼游到了纸上忘我

/看鱼————鱼游到了心里

聋哑专注

青年坚持不懈

画鱼————鱼游到了纸上/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特等奖篇四

一、比一比，组成词语写下来。

港（）　澈（）　壶（）　缸（）

巷（）　撤（）　壳（）　缺（）

罢（）　绣（）　徽（）　聋（）

摆（）　诱（）　微（）　笼（）



二、写出下面词语的反义词。

清澈——特别——赞叹——

聚集——自由自在——一丝不苟——

三、阅读理解

1、“鱼游到了纸上。”这句话是文章的题目，在文中出现了
三次，第一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二次
是作者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三次是作者
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笔谈。

2、文章中青年“举止特别”表现
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有时工笔细描，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画下来，
向姑娘绣花那样细致；有时又挥笔速写，很快地画出金鱼的
动态，仿佛金鱼在纸上游动。”说明青年作画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把金鱼画得_______________。（在括号里
填上合适的成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括号里填上合适
的成语）

3、“鱼游到了纸上”和“鱼游到了心里”之间有什么关系？

“鱼游到了纸上”是文中小女孩的________________，表明
了青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鱼
游到心里”是说青年人长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先”说明了他们的关系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小练笔

结合插图，想象围观的人们议论的情景，把它写下来。（要
有语言、动作、神态等）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特等奖篇五

教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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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路：这是一篇精读课文。文章按事情发展顺序，以青
年人“特别”的举止为线索，随着“我”对他认识的不断深
入，一位勤奋专注、画技高超的残疾人形象跃然纸上，作者
的敬佩之情也越来越浓。

悬念叠出，篇末解疑是本文的主要特点。读这篇文章，会让
你产生许多疑问。文题就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鱼怎么会游
到纸上呢？文本也设置了一系列的悬念。这位青年是谁？他
的金鱼为什么画得那么像？当别人惊叹他画得好时他为什么
毫无反应？等等这些层见迭出的疑团，直到文章最后才一下
全都解开，使读者恍然大悟。这样写，不仅能紧紧吸引读者
的兴趣，也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其次，本文对人物描写细
致入微，对聋哑青年的外貌，“特别”的神态、动作刻画传
神；语言平实而含义深刻，很有启发性，令人回味无穷。是
一篇集人文性与工具性于一体的很好的语言学习范例。一方
面，学生可以从青年人做事勤奋、精神专注中受到的感染，
培养坚持不懈的品质；另一方面，可以学习作者对人物的观
察和描写方法。

第一课时教学目标：

1、认识4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花港、清澈、
一壶茶、鱼缸、罢了、一丝不苟、绣花、挥笔、厂徽、聋



哑”等词语，能合理运用部分词语联系课文内容说几句话。

2、品味“游”字，懂得一个好的文题更能吸引读者。学习作
者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方法，练习抓住人物特点，用简要的语
言描写外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培养做事勤奋、
专注的品质。

教学重点：学习作者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方法，学习抓住人物
特点。教学难点：用简要的语言描写外貌，塑造人物形象的
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题

板书：鱼游到了纸上有什么疑问吗？是啊，鱼只能画到纸上，
怎么可能“游”到纸上呢？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那就自
己去读一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

1、第一遍读：带着疑问自由读。

反馈：你心中的疑问解决了吗？

小结：同学们读得特别有味道，我想很多同学就是被这
个“游”字所吸引。如果文章的题目用“鱼画到了纸上”，
恐怕这篇文章就不能这么强烈激起我们读书的欲望了。你们
看这就是一个好文题的魅力所在。同学们也可以尝试给自己
的作文取这么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题目。

2、第二遍读：带着任务仔细读。



要求：（1）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2）划出与课文题
目相照应的句子。

反馈：字词检查第一组词：花港厂徽聋哑人指名读，联系课
文内容用上这几个词说话。第二组词：清澈见底一壶茶金鱼
缸赏心悦目联系课文内容用上这几个词说几句话。书写指导：
港澈壶徽（指导重点：写正确、端正）

三、品读“游”

1、交流：文中那些句子于课文题目相照应。小结：给文章确
定题目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引用文中的一句话，
或者对文中的一句话、一个说法进行提炼，作为文章的题目。

2、出示句子：“哟，金鱼游到了他的纸上来啦！”一个女孩
惊奇地叫起来。（1）指名读，引导读出这样惊奇的感觉。
（2）小女孩为什么这么惊奇？他仿佛看到了一条怎样的金鱼？
小结：把一句话就读成了一幅幅画面，是很好的读书方法。
如果，我们再能把脑海中那幅灵动的画面又浓缩成这样一句
话，相信你会读出新的感觉。（3）练习感情朗读。

四、研读外貌描写

1、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神奇的青年？请你划出文中描写青年外
貌的一句话。

2、口头填空：他（）身材，长得（），一对大眼睛（）。

3、读了这样的外貌描写，你觉得这是一位怎样的青年？小结：
带给你这些感觉的无非就是括号里的这几个词。大家看，青
年的外貌描写语言非常简洁。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一
个青年的形象已鲜明地展示在我们眼前。看来描写一个人的
外貌不一定要面面俱到，抓住特点，三言两语，也能把一个
人物形象写的鲜活。



4、出示小女孩图片，抓住人物的特点，试着用一两句话来写
一写她的外貌。

五、研读动作描写就是这么一位秀气的青年，竟然把鱼给画
活了

想不想看一看他究竟是怎样画鱼？找出描写青年画画的自然
段，读一读。

1、出示描写青年画画的段落

3、圈出描写青年画画动作的两个词工笔细描挥笔速写怎样画
是工笔细描？怎样画又是挥笔速写呢？你能比较一下这两种
画法不同在哪里吗？（速度，细致程度，内容）

4、练习朗读，读出两种画法的不同感觉？

小结：青年不管是工笔细描，还是挥笔速写，都是那样一丝
不苟，才把金鱼画得惟妙惟肖，让人觉得是鱼游到了纸上。
其实青年不仅画画是如此一丝不苟，他还有更多的时间在一
丝不苟地干什么？让鱼游到纸上的真正秘诀是什么？我们下
堂课再讨论。

教学反思：

语言的学习需要范例。这篇课文写作特点鲜明，有许多值得
研究和挖掘的地方。但一节课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怎样的
语言学习才能最有效，这是我在做教学预设时思考得比较多
的问题。教学预案几经易稿，最后确定把学习作者观察和描
写人物的方法作为教学重点。

（1）文题的特点解析。文章题目制造悬念，吸引读者，文题
与文本内容相照应，是本文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做了
必要的点拨，引导学生懂得这是一种常用的写作手法，有利



于提高学生作文时确定文题的能力，取得一定的实效；（2）
外貌描写的品读与写作模仿。由于对本文的外貌描写已抓住
特点，故学生在仿写时对这一写作要求了然于心，在课堂中
也出现了一些仿写得精彩的句子，教给了学生一种人物外貌
描写的方法；（3）人物动作描写与人物的精神内涵。由于课
堂节奏没有掌握好，前半节课有些松散，后半节课就显得仓
促了。原来预设的从人物动作领略人物精神内涵的目标落实
得不到位，影响了学习效果。所以在课堂生成与预设有出入
的时候，教师要能够及时调整教案，要以追求学习的实际效
果为目标，而不是自己的教学任务是否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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