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手指一课教学设计(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手指一课教学设计篇一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草塘景色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学习北
大荒人热爱北大荒的思想感情。

2、学习抓住事物特点观察的方法，按事情经过给课文分段，
讲述段落大意。

3、学习生字、新词。

二、教学重点、难点：

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

三、教学准备：

学生：学生自学生字、词语，读通课文。查找北大荒的相关
资料。

老师：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时间：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课前预习检查。

1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师：同学们预习了课文后，你知道草塘在哪儿吗？

（北大荒）

3听到“北大荒”这个词，你有什么感想？

4谁能在中国地图上快速找到北大荒的位置？

（一生找）你是怎么知道的？

5还有谁知道北大荒的其他情况？（如：气候、特产）你是怎
么知道的？

6小结学习方法：刚才这两位同学通过上网（或向别人打听）
的方式来学习，真有办法，真不错。

二、整体感知课文。

1课文是怎样给我们介绍北大荒草塘的可爱的呢？请大家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

2读了课文后，你觉得这个草塘怎么样？（大、美）

3现在请大家快速地浏览课文，找出你最喜欢的句子划下来读
一读。（学生自由读，教师巡视）

4谁愿意把自己最喜欢的那句话读出来？

（生：“这么大这么美……”）为什么喜欢？

（生：“清凌凌”句）为什么喜欢？



（生：“棒打狍子……”）为什么喜欢？

……

5（过渡）看来，课文是通过写草塘的景色优美、物产丰富
（边总结边板书）来写草塘的可爱，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
看草塘的美丽风光。

三、精读重点句段。

a、

1出示“草塘”课件，师随音乐范读：“这么大这么美……”

2欣赏了草塘风光，你觉得草塘怎样？（美）下面请看课文第
五段，找出你认为最美的句子。

如：（1）句中:

a、即（先让一学生找读）你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什么？（大）
你从哪儿体会到“大”的？（…大海…）你是怎样把草塘
的`“大”读出来的？（再请读）

b、学生评议该生读书情况。

c、再鼓励1―2名学生读及时予以表扬。

如：（2）句中：

a、（先让一生找读）

b、读得真好，请大家再看这句话，你认为这句话中哪些词语
用得好，你最欣赏？为什么？小组内交流一下。



c、相机理解“欢笑”“翻滚”“赶着”。

如：（3）句中：

a、找读

b、理解色彩美，板书：绿

3看了这么美的草塘，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怎样的感叹？（自
由说）下面请大家在乐曲声中美美地读这段话。（学生齐读）

b

1请大家继续欣赏草塘的风光。（看小河课件，一学生伴读）

2学生评议（师及时给予表扬。）

3用自己的方式读书或背书。

4请一生试背，介绍背书方法。可鼓励：你的背书方法真好，
值得大家推广。

c（过渡：在课文中，不仅介绍了茶汤美丽的风景，还介绍了
草塘丰富的物产。）

1课文中有一句话，仅仅十四个字就充分说出北大荒的物产丰
富，找到了吗？（棒打……）

2（生齐读）这句话介绍北大荒的什么特产？（板书）

3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四、情境对话。



a、师：可爱的草塘不仅景色优美，而且物产丰富，吸引了大
批大批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现在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游客，
刚才在导游小丽的带领下，尽情欣赏了草塘的美丽风光，假
如你就是那个能说会道的导游小丽，你打算怎样向我介绍你
们家乡的特产？谁想当导游小丽？要想当导游就得将解说词
准备好，解说词在哪儿？（书上）好，下面就请同学们在书
上找，认真读，准备解说词。

（学生准备）

师：谁准备好了？（点一生上）小丽呀，谢谢你带我去饱览
了草塘的美丽风光，真是太美了！我明天就要回湖北黄石了，
想带点这里的特产回去，你给我介绍一下好吗？（引出介
绍“春天”一段）

师：“春天是好，到了冬天，零下30多度，冻得人不敢出屋。
”

（生介绍“冬天”一段）

师：那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好？

（生介绍小河里的鱼）……

b、学生评议。

六、小结课文。

1学习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2北大荒原来是一片荒凉，北大荒人用勤劳的双手把它建设成
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作为一个北大荒人，小丽热爱
自己的家乡，她为家乡感到无比的自豪。同学们，我们也有
自己的家乡，你了解自己的家乡吗？课后请大家采用多种方



式搜集与家乡相关的资料，下节课，我们再进行交流。

附板书：

20可爱的草塘

风景优美：大、绿

物产丰富：狍子、鱼、野鸡

手指一课教学设计篇二

1、初步了解故事内容，通过故事中的语言信息分析情节的发
展。

2、根据前半段故事的提示，尝试续编故事情节。

3、感知故事中两个朋友之间的友情，感受朋友间可以用真诚
来化解矛盾。

理解故事中优美的童话语言，能用学一学、做一做的方式快
乐地进行语言、句子地学习。

根据故事前半段，大胆想象并续编故事的发展。

角色图片、风筝、小船的图片、第二段的即兴简笔画、字
卡“红”“棕”“小”、祝福语图示、题目图片、故事录音。

一、出示角色图片进行兴趣导入，学认“红”“棕”两个汉
字。

教师出示角色图片并述：“你们看，这是谁和谁？”（鼓励
幼儿用这是？和？的句子）幼儿：“这是松鼠和小熊”。

把角色贴上黑板，提问：这是什么颜色的松鼠？幼儿：（这



是红颜色的松鼠）我们可以叫她“红松鼠”

师出示字卡“红”，我们来把他的名字读一读。集体念
读“红松鼠”

用同样的方法学认“小棕熊”

二、讲述、学习故事的前半段，理解角色间的感情。

过渡：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红松鼠和小棕熊的故事。

1、师述：红松鼠和小棕熊是很要好的朋友。

提问：怎么才算很要好呢？（幼儿答）提问：很要好就是会
在在一起干什么？（幼儿答）

2、教师用绘画的方式把第二段故事完整讲述并请幼儿根据绘
画提示进行复述。

教师边绘画边讲述：红松鼠…………小棕熊的家。

重点学习难句：“有一条小溪从哪里出发？沿着……··”

请你们也来把这段故事讲一讲（集体讲——个别讲）

3、教师继续讲述第三、四、五段，并在讲述第五段的时候出
示风筝图片。

4、教师讲述第五段，幼儿重点学习仿说“早上好，愿快乐和
友谊永远伴着你！”

提问：风筝上写着什么祝福的话？（幼儿学说）教师用图示
绘画这句话，并把“”快乐“友谊”留空，供幼儿填充。提
问：你还会说什么祝福的话？（个别幼儿回答，集体学习）
教师继续讲述第五段的后半部分。



三、教师读第七段，区别感知理解飘荡、漂流。

教师提问：风筝在天上是怎样飘荡的？请你来学一学。纸船
在水里是怎么漂流的？也请你来学一学。（什么东西也会在
天空中飘荡？飘来飘去呢？（气球、云）什么东西会也会在
水里漂流（树叶）

四、通过第七段的学习，感知此刻的心情并大胆创编让他们
和好的办法，进行故事续编。

1、教师讲完第七段提问：“听到这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很难过）

2、你有什么好办法让他们和好呢？请你和旁边的朋友商量一
下。并请个别幼儿回答。

教师出示数字49……和49……·提示幼儿回答正确的名字。

结束活动：我们一起听着录音，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听一遍。

手指一课教学设计篇三

目的要求

1、了解北大荒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建设祖国的思想感情，26《可爱的草塘》|人教版。

2、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背诵部分段落。

教学重点



1、了解北大荒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

2、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教学难点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教具学具自制幻灯片鹏博士软件多媒体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导入。

1、指名背诵去双龙洞的路上的景色、从外洞到内洞的特点。

2、指名说说《记金华的双龙洞》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二、检查预习。

1、本文写了什么地方的景物？对于北大荒，你了解哪些？

2、课文写了北大荒的什么?

3、出示幻灯片，检查字词读音。

三、再读课文，给课文分段。

1、学生自己练习，给课文分段。

2、讨论课文的分段，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案《26《可爱的草塘》
|人教版》。

四、指名逐段朗读，并说一说主要内容。



五、复习部分生字。

六、布置作业：

读读课文，想一想草塘的'可爱体现在什么地方。

第二课时

一、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二、说说草塘的可爱体现在什么地方。

三、体会在草塘边上看到的美丽景色。

1、指名读读“说走就走---茫茫的跟蓝天相接”。

2、这一段中，哪句写了草塘的美？

3、从这三句话中，你体会到的哪些特点？

讨论分析。

4、有感情的朗读本段。

四、体会小丽介绍的草塘的春、冬两季的特有景象。

1、请两名同学朗读小丽和我的对话。

2、小丽介绍了哪两件事情？

3、练习有感情的朗读。

五、体会草塘刀映在河里的美景。

1、自由朗读“我举目四望--显得更白了”。



2、多媒体显示思考练习四第二题。

3、体会美景。

六、练习背诵。

第三课时

一、检查背诵。

二、体会我思想感情的变化。

2、学生自学思考，同桌互相讨论。

3、集体讨论。

三、复习部分生字。

四、完成读读写写练习。

五、布置作业。

1、准备听写生字。

2、预习《预习中国石》。

板书设计：

13可爱的草塘

大

草塘景色优美

绿



小河清

逮野鸡追狍子逮鱼物产丰富

26《可爱的草塘》|人教版

手指一课教学设计篇四

出示：我们精心做着，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风筝做好了，却什么也不像了。我们依然快活，把它叫做幸
福鸟，还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上面。

1）师：我们精心地做着风筝，在做风筝的时候大家会想些什
么呢？谁能想象一下？

师：你说，想象着风筝做好了大家快乐地放风筝的情景，

你说，你来，多希望这美好的时刻快点到来。

师（小结）：是啊，放风筝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对我们来说
是快乐的、幸福的。我闪因为喜爱它才去放飞它，向往着放
风筝时的幸福和快乐，这种向往就是（憧憬）。

师：那我们现在就带着这种快乐和幸福的憧憬，读一读这句
话。先自由读。谁来？你来，你对放风筝充满了渴望，你都
忍不住笑了。

2）师：风筝做好了，却什么也不像了，这时候大家的心情
（依然快活）。

依然它可以换成什么词？（依然、仍旧、还是）。

3）此时你有什么疑问吗？师：为什么呢？为什么做出来的风



筝什么都不像，而我们却依然快活呢？你说，你说，你来，
（板书：快活）。

4）师：是啊，虽然做出来的风筝什么也不像，但是我们的憧
憬，我们的希望依然存在。我们依然可以和伙伴们去放风筝，
依然可以把我们的风筝放得高高的，所以我们还是快活的。

5）师：谁能把这种快乐通过你的朗读表现出来。你来，你来

读着读着，你们还读懂了什么？

师：你说，就用你的朗读来表达你的幸福吧！（板书：幸福）

你说，你们的心也要飞上蓝天？来读出你的快乐。

齐读：一起释放我们的快活幸福吧！

能用：虽然但是说一说这段话的意思吗？你来。

4、小结：

虽然做好的风筝什么也不像，但那里面有孩子们的快乐，寄
托着孩子们的憧憬。他们将亲手把自己做的风筝送上蓝天，
让自己的名字飞上蓝天，让做风筝的快乐飞上蓝天，这是我
么令人激动的事啊！

（二）感悟放风筝的乐趣：

1）师：风筝做好了，此时大家最想干什么？（放风筝）

2）师：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放风筝的乐趣吧！请同学们自
由读一读第三自然段，仔细体会哪些地方写出了我们放风筝
时的快乐。

风筝越飞越高，在空中翩翩飞舞着，我们快活地喊叫着，在



田野里拼命地奔跑。

师：这句话里哪个词最能反映出我们当时快乐的心情？（拼
命）

3）师：他们拼命的奔跑，拼命的喊叫，你觉得他们会在喊叫
些什么呢？

你说，幸福鸟！幸福鸟！世界上最伟大的幸福鸟！

你说，幸福鸟！飞吧！飞到白云上面去！

师：那我们就一起来快活地喊一喊吧！你想喊什么就喊什么！
谁能配上表情动作来喊一喊？你来，你来/article。

师读：风筝越飞越高，在空中翩翩飞舞着，我们快活地喊叫着
（生）

师：我开心呀，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种快乐的心情，把这句
话给读一读。你来，你来。你今天的表现真棒啊！

4）师：真开心啊，你觉得此时飞起来的仅仅是风筝吗？随着
风筝一起飞起来的还有什么？

你说，风筝飞起来了，我们的`快乐也飞起来了！

你说，我们的激动也飞起来了！

你说，我们的自豪也飞起来了！

你说，我们的幸福也飞起来了！

师引导：

风筝越来越高，他们的快乐也就越飞越高；



风筝越来越高，他们的幸福也就越飞越高

5）小结：是啊，风筝飞起来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希望，我
们的快乐，我们的幸福也都飞起来了，让我们再来体会一下
放风筝的快乐！

6）品读文中描写怎么放风筝的文字。

师：谁来说说你是怎么来放风筝的？生你说

师：你用了先、再、然后，条理很清楚。

师：我们来看看书上是怎么来描写放风筝的。品读，讨论。

同学们，我们就带着做风筝和放风筝的快乐，来把课文读一
下。用你们的朗读来表达你的快乐。

五、欣赏放风筝的片段，感受快乐的心情

看到这样的情景，有记得我们学过哪些描绘放风筝情景的古
诗？你说《村居》。和学生一齐背诵。

草长莺飞二月天，排堤场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词语：精心 憧憬 依然 磨坊

一紧一松 凌空飞起 翩翩飞舞

大惊失色 歇不下来 千呼万唤

垂头丧气 半沉半浮 继续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风筝,风筝第一课时试课稿精品教



案三，希望对你有帮助！

手指一课教学设计篇五

1、认识“坏、扎”等生字，会写“坏、松”等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松鼠和小熊的友谊。

3、学习课文，对怎样交朋友和维护友谊有一定的感受。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能正确读写。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松鼠和小熊之间的友谊，学会交友。

两课时

字卡、课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喜欢折纸船和放风筝吗？它们一个在水里，一
个在天上，却引发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你们想知道吗？今天
我们就来学习20课《纸船和风筝》。（板题）

二、读课题，初读课文，划出难读的句子

三、读带有本课生字的四个句子

1、小组交流读

2、指名读

四、识记生字（我会读）

1、显示生字



2、说说识字的好办法

3、摆字卡读

五、做识字游戏

1、抛魔方，读字，举字卡

2、摘苹果

六、我的发现：扎、抓

七、我会写（范写扎、抓），学生练写

八、我能读好（“乐坏了”的两段话）

1、读第一句话，看小熊的表情，师画简笔画板书，并贴图。

2、看松鼠的表情（乐坏了），师画简笔画板书，并贴图。

3、生齐读第二段，学生齐读这两段（体会“乐坏了”）。

九、师：是啊，这纸船和风筝为他俩带来了多少快乐呀，让
他们成了好朋友，等他们沉浸在这幸福和快乐之中的时候，
这快乐却没有了。（音乐响，师范读7-11自然段）

1、学生读7-11段，边读边体会

2、读“漂流”、“漂荡”这两个词，指名贴在黑板上，说说
为什么这么贴（达到理解词语的意思）。

3、读.课件上显示的“漂荡的风筝”、“漂流的纸船”，
读“山顶上再也……”取“纸船”与“风筝”，引导体会感
悟。



4、指读自己喜欢的段。

5、你能想象出松鼠每放一只纸船在心里会为小熊说些什么？
（指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