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 植物妈妈有
办法教案(优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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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一

科学知识：

1．知道一些在池塘中生活的水生植物以及它们的外部形态特
点。

2．了解水生植物在水中生存的原因。

3．知道红树适应海水环境的结构，长有许多支持根和呼吸根。

科学探究：

1．能运用感官和选择恰当的工具、仪器，观察并描述水生植
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及现象。

2．能依据证据运用分析、比较、推理、概括等方法，分析现
象，发现水生植物在水中生存的原因。

科学态度：

1．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究水生植物在水中生存的原因。

2．培养学生探究过程中愿意合作，愿意分享的科学态度。



了解一些水生植物的结构特征。

准确描述池塘水生植物的形态和生长位置。

教师材料：水果刀、托盘、介绍相关植物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学生分组材料：透明水槽、小水壶、水葫芦、金鱼藻、藕、
莲的叶柄、水果刀、托盘。

1课时

一、猜谜导入，激发兴趣

1．师：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课件出示谜面：节节身
子白又白，污泥里边把身埋，粉红花儿水上开，秋后食用挖
出来。

（谜底：莲藕）

2．师：你们真厉害！没错，就是莲藕。众所周知莲藕生长在
水里。你们还知道哪些水里的其他植物呢？今天我们就来一
起学习《水里的植物》。（揭示课题：《水里的植物》）

［设计意图：通过猜谜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观察池塘植物的形态特点和生长位置

1．师：莲藕是莲的地下茎，一般是生存在池塘里。我们就到
池塘瞧一瞧都有哪些水生植物呢？（课件出示：书18页池塘
植物的图片）

生：莲。

生：我知道左边岸边的是芦苇。（板书：芦苇）



生：水底的是海草。

师：它的学名叫金鱼藻。（板书：金鱼藻。）

师：现在把我们的目光从下往上聚焦到这儿，这种生活在水
边的植物叫做香蒲。（板书；芦苇。）

师：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植物。这是菱，
我们平时吃的外壳黑黑的、果肉白白的菱角就是这种植物的
果实。在菱的旁边，这种水生植物叫做水葫芦。（板书：菱、
水葫芦。）

2．师：这些植物的生长位置有什么不同呢？

生：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在水面上。

师：没错，像水葫芦、菱漂浮在水面上，莲生长在水中，金
鱼藻则生长在水底，而香蒲和芦苇生长在水边。（板书：水
面、水中、水底、水边。）

3．师：它们的形态有什么不同呢？

生：有的叶子大大的、圆圆的，有的叶子细细长长的。

生：香蒲的茎是长的、直的，金鱼藻的茎是弯曲的。

师：大家都观察的很仔细！是啊，这些植物的形态各不相同。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让学生直观感知水中的植物呈立体
分布，聚焦研究对象。］

三、观察水族箱，提问题

1．师：如果能现场观察这些水生植物该有多棒啊！受我们生
活环境的限制，我们没办法去池塘进行实地观察，不过我们



可以借助水族箱来进行观察。水族箱是缩小化的人工水环境。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水族箱里面的美景，请同学们边欣赏边思
考：“对水族箱里的植物，你有哪些疑问呢？”（课件出示：
不同水族箱的图片）

2．学生提出疑问。

生：水里的植物也要呼吸吗？

生：漂浮植物是怎么飘在水面的呢？

生：水里的植物怎样获得空气呢？

生：金鱼藻为什么能在水里生存呢？......

4．学生阐述自己的想法。

四、研究三种池塘水生植物的结构特征

1．探究水葫芦漂浮的秘密

浮起来。

师演示实验。

师：水葫芦为什么能漂浮在水面上呢？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生：我觉得它比较轻，所以能漂浮在水面。

生：水葫芦的葫芦里面可能是空的。

师：有这个可能。想知道它里面是不是空的，我们可以怎么
做呢？

生：把它切开看看。



师：是的，动手试试就真相大白。不过在做实验之前，老师
有点温馨提示要告诉大家。

教师出示实验步骤：

（1）掰下一个水葫芦，将叶柄放入水里挤压，观察现象。

（2）把水葫芦的“葫芦”用手掰开，借助放大镜观察。

（3）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并完成实验记录单。

（4）实验结束后，整理好桌面和器材。

学生进行实验，并汇报实验结果。

小结：它体内有大量的气体，比较轻，容易漂浮。

2．观察金鱼藻的特点师：刚才我们研究发现了水葫芦漂浮的
秘密，接下来再来解决xx同学提出的“金鱼藻为什么能在水
中生存？”这个疑问。

出示实验记录单，提醒注意事项。（先少放一些水，留出余
量。）

（1）把金鱼藻放入水中，观察现象。

（2）用手搅拌水槽中的水，观察现象。

（3）往水槽里加水，再进行观察。

（4）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并完成实验记录单。

（5）实验结束后，整理好桌面和器材。

学生动手实验，完成实验记录单后汇报。



生：用手搅动水槽里的水，我发现金鱼藻也随之游动，往水
槽里加水后，金鱼藻随着水面也上升了。它很柔软，适合在
水里生存。

师小结：是的，它能漂浮，很柔软，这些都是它适合在水里
生存的原因。

5．观察莲的叶柄和地下茎师：莲藕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的
餐桌上经常可以见到。我们食用的是它的地下茎的部分。它
为什么适应在水中生存呢？莲藕的身体里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们继续来探索。这是老师事先切好的莲的叶柄和地下茎，
把你看到的样子画在实验记录单上。

学生动手画图后展示。

生：里面是空的，有几个小洞洞。

小结：水生植物能在水里生长，是因为有的柔软，有的体内
有空洞，有的体内有气室。

6．播放视频，了解红树在海水中生存的结构特点

师：前面我们研究的都是淡水植物适应环境的本领，接下来，
我们来了解咸水植物的生存本领。红树就是一种能在咸水中
生存的植物，为什么红树能在咸水中生存呢？请大家认真观
看视频，在视频中我们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师：为什么红树要长出支持根和呼吸根？

生：红树的支持根能支持它在水中生存。

生：呼吸根帮助红树呼吸。

师：是的，红树的支持根扎入泥滩里，以保持植物稳定。呼
吸根从土中伸出地面，在涨潮时帮助植物呼吸空气中的氧气。



五、总结

师：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呢？回家后我们可以按照书上的步
骤栽种碗莲这种水生植物，了解碗莲的特点。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二

1、让幼儿初步认识生活中常见的水生植物，了解它们的外形
特征以及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2、在观察发现中学习小组合作记录，并进一步探索它们的生
长秘密。

3、从小培养幼儿爱护水资源，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中植物的
美好情感。

常见的水生植物、ppt、记录表。

1、师：在大自然中生长着许多植物，你知道有哪些吗？（大
树、小草等）刚才小朋友说的都是生长在陆地上的植物，你
知道水里会生长植物吗？有哪些植物是生长在水里的呢？
（幼儿回答）老师也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些水生植物的图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师：今天老师也给小朋友带来了几种常见的水生植物我们
一起来观察一下。

我们可以观察它们的根、茎、叶分别长得怎样？先小组讨论
一下，然后选一个小组长记录。

2、校对作业，让幼儿一一认识。（展示在白板上）

3、小结：这些水生植物非常有趣，有的叶子很小很小，有的
叶子很长很长，有的根像老爷爷的胡须，有的植物连茎都没



有。

除了小朋友刚才发现的水生植物还有秘密，小朋友想知道吗？

1、让幼儿观察植物长在水中的位置。

2、揭示水中植物的分类。

这些植物都生长在水中，它们有的叶片漂浮于水面，叫浮水
植物。有的全株沉没于水中，叫做沉水植物。有的植株的局
部挺出水面，叫做挺水植物。

3、看图分类。

小朋友今天了解了这么多水生植物的秘密，那么你们知道这
些水生植物对我们人、动物有什么用处呢？（藕、莲子、菱
角可以吃或做药；水草、水葫芦、浮萍是鱼、猪、鸭的食物；
水葫芦可以净化水、睡莲、荷花可以美化环境等）假如河塘
里没有这些水生植物会怎样？怎样使这些水生植物长得更好
呢？（保持河塘清洁、不往水中认垃圾、倒脏水等）

中班科学活动：小纸人跳舞

大班科学活动：惯性现象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三

1、欣赏多幅藤蔓植物作品，感受画面的意境。

2、用讨论、归纳的方法，探索藤蔓植物的画法，并尝试用国
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3、体验合作绘画的乐趣。



1、幼儿接触过藤蔓植物，认识这些植物。

2、课件：藤蔓植物国画作品多幅。

3、国画工具材料。

(2)欣赏《鸭趣》。教师：这是什么植物？紫藤下有什么？它
们可能在干什么？

2、师幼共同归纳这一类藤蔓植物的独特结构，讨论画法。

(1)教师：现在我们仔细地观察这几幅画上的植物，它们都有
哪些相同的地方。

(2)教师：这些花和果实可以用什么方法画？叶子怎么画？怎
样才能画出细细的藤呢？（引导幼儿看丝瓜图，隐去叶子和
其他，只留藤，重点感知藤蔓的走势）

3、进一步欣赏其他藤蔓植物的画，再次感受这类藤蔓植物的
结构特点，并发挥想象。

(1)教师：我们发现这些植物都有藤、叶子和果实。老师这里
还有几张画，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植物的藤又是什么样子的。

4、合作、欣赏、评价。

(1)幼儿合作创作。教师引导幼儿进行分工，发挥想象完成作
品。

该活动是“藤蔓植物”主题活动的总结，是建立在此前一系
列活动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欣赏齐白石等名家的这些系列藤
蔓作品，幼儿感受到“藤蔓”在画面中的作用，并初步了解
和掌握了藤蔓的基本画法。活动中幼儿兴致很高，画面也非
常丰富，但对于藤蔓的走势还不太了解，初步尝试绘画时，
线条比较牵强。我们试着让幼儿先画主藤，再在藤的上面添



画叶子和果实，然后顺势添加缠绕藤……这样幼儿逐步了解
了画面的布局和藤蔓的走势。

藤萝白石老人将篆隶碑学的笔意运用于勾勒藤蔓的走势，将
藤的柔和弧度与枯墨相结合，在表现藤萝婀娜温婉的同时，
也给人苍劲的感觉。暗粉的花与浓黑的藤对比，更显出花的
娇嫩。图中飞舞的两只蜜蜂更给画面平添了无限的生机。这
幅作品适于大班幼儿初步接触藤蔓类作品时欣赏。图上藤蔓，
从根到主干、到末端，相对完整，大班幼儿能够很清楚地观
察藤蔓的走势以及叶和花是如何从藤上生长的；同时也能丰
富幼儿对构图的'认识。教学中可以从欣赏画面意境着手，再
逐步观察藤蔓的走https:///势、花和叶的位置与画法等其他内
容。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四

此课主要是讲了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下面是由百分网小编
为大家准备的《植物妈妈有办法》优秀教师教学设计，喜欢
的可以收藏一下!了解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应届毕业生考试
网!

1、会认12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重点指导书写三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有观察植物、了解植物知识、探究植物奥秘的兴趣。

1、课前同学们都做了充分的预习，谁能说一说通过预习你们
都知道了什么?

学生汇报预习情况，考察“蒲公英、苍耳、豌豆”的读音，
并将字卡贴在黑板上。



2、一类字你记住了哪些，说一个你最熟悉的字。指导书
写“植物”。

1、默读检测

2、多形式练读(重点：啥?有的时候一个字也能表达丰富的情
感)

3、指导学习多音字“得”在不同语境中的`读法。

1、植物妈妈是谁?植物孩子又是谁呢?

2、自由读，并思考蒲公英妈妈是靠什么方法传播种子呢?

3、简介蒲公英。看图片。

4、做吹蒲公英的动作，指导读“轻轻一吹”——轻轻地读也
是一种美。

5、在黑板上画小伞兵。体会“纷纷出发”。指导书写“伞”
字。

1、像学习第二小节那样，用反复朗读、认真思考的方法，自
学课文3、4小节，老师相信你会有很多收获。

学生自由读课文，思索苍耳和豌豆妈妈用什么方法传播种子?

2、板书：动物(苍耳传播种子的方法)

3、简介苍耳

4、出示铠甲图和苍耳对比，使学生理解它们都很坚硬。

5、指导：你在写文章时，我们也可以把一种东西比作和它相
似的另外一种东西，这样会使你写的文章更加生动。



6、有感情朗读第三小节。

7、豌豆妈妈传播种子靠谁的帮助?(板书：阳光)

8、把一个字读好了，有时就会使整句话或者这个小节熠熠生
辉，你们认为这个小节哪个字要用心读好它。

(六)有感情朗读第四小节。

1、重点指导：仔仔细细和许许多多

2、师生朗读。

今天，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植物妈妈有办法》这篇课
文，知道了三种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其实，植物传播种子
的方法还有很多很多。希望你们人人都做仔仔细细观察的孩
子，那样你就会了解许许多多的大自然的秘密。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五

教学内容：整体感知课文，学习课文生字。

同学们，秋天是迷人的，秋天的颜色是绚丽缤纷的，秋天的
气息是清新浓郁的，在秋天更有许多奇特的自然现象，你们
知道吗？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植物妈妈在秋天怎么送出自己
孩子的。板书课题。

1、植物妈妈有哪些办法送出自己的孩子？思考讨论后填表。

植物妈妈

有办法

2、同桌交流学习课文生字、新词。



教学方法同前略

1、认读书写课文生字词。

2、收集关于植物传播种子的方式的资料。

（教给学生收集资料的方法：查阅书籍工具书、通过互联网、
问懂得相关知识的人）

3、熟读课文。

课文理解赏析诵读

1、听写生字词

2、抽生读或者背诵课文

3、课文告诉了我们植物妈妈有哪些办法？

1、找一找诗歌的哪几节为我们介绍了植物妈妈的办法？

2、齐读第二节。读懂了些什么？展示画片，学生感知蒲公英
的形状。指导学生朗读。

重点理解：降落伞在这里的意思？用只要就说一句话。

3、自由读课文第三节、第四节。读懂了些什么？还有什么地
方不明白，提出来，全班交流议论。指导学生朗读。

4、课文第一节和第五节分别写的是什么？这两节后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

通过资料收集，你还知道其他植物是怎么送出自己的孩子的？
四人小组交流后，在全班交流。



1、背诵课文

2、举办一次以有趣的自然为主题的活动，学生作好资料的收
集准备。

附：板书设计

植物妈妈

有办法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六

植物王国的奇事，十分有趣。从植物妈妈的“办法”中，我
们能感到大自然的奇妙。

这篇课文从题目到内容都运用了拟人的手法，作者把科学知
识用韵文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语言朗朗上口，是一
篇百读不厌的科普作品。我们在备课和上课的时候，都要多
读，在读中去感悟课文的韵律美，去体会课文表达上的精妙，
去了解课文告诉我们的知识。

1、会认14个生字。会写10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有观察植物、了解植物知识、探究植物奥秘的兴趣。

重点：识字与写字

难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法：激发引导、自主学习



学法：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法。

相关课件、生字卡片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二)初读识字

1、激发学生多读，在读中识字。

2、先分小组自由读，学生勾画出自己不认识的字，同一小组
互相帮助识字，再让每一小组的识字能手当小老师，教大家
认字。

3、在学生互教互学的基础上，教师进行归类指导，如，用基
本字加偏旁识字(纷、识)，用换偏旁的方法识字(娃、洼)，
适时运用多媒体课件帮助识字。

4、学习生字之后，通过朗读来检查识字效果，根据反馈对学
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导读准翘舌
音“炸”“察”“识”。“识”在“知识”一词中读轻声。

(三)朗读感悟

1．范读激趣。

2．学生自由读，初步感知课文大意。

3．读第一节，启发提问：谁读懂了“四海为家”这个词语？

4．朗读第二、三、四节，说一说自己最欣赏哪一位“妈妈”



的办法，为什么？

5．小组合作朗读全文，并试着背诵课文。

6．背诵比赛(小组集体赛与个人赛结合)。

(四)读读说说

1．读补充阅读材料(见“资料袋”)，再说知道哪些植物传播
种子的办法？

2．读“读读抄抄”中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识字（排火车）注意指导读准翘舌音“炸”“察”“识”。
“识”在“知识”一词中读轻声。

2、检查朗读

（二）指导写字，抄写词语

让学生按笔顺自主写字，第一遍描红，第二、三遍写正确，
写美观。教师巡视，有针对性地指导。

本课有2个要求写的字都是女字旁，指导写字时让学生注意女
字旁与“女”字宽窄不一样，第三笔到右边不出头。“旅、
降”左窄右宽，指导学生把字写匀称、美观植物传播种子的
方法不仅多，而且有趣，就让我们与学生们一起去探究植物
王国、探究大自然的奥秘吧。

(三)实践活动



1、让学生读读课文后“泡泡”里的话，说一说除了课文中讲
到的，还知道哪些植物传播种子的办法。

2、让学生把课前准备的资料拿出来展示交流，激发学生观察
植物、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四）总结评价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资料袋：

蒲公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果实像一个个白色的绒球，
当冠毛展开时，就像把把降落伞，随风飘扬，把种子传播到
四面八方。

春天，柳絮四处飞扬。你知道春天柳絮飞扬的奥秘吗？抓一
团柳絮仔细观察，会发现里面有些小颗粒，那就是柳树的种
子。柳树就是靠柳絮的飞扬，把种子传播到四面八方的。

凤仙花妈妈的办法跟豌豆妈妈的办法差不多，凤仙花果实成
熟后会炸裂，风仙花妈妈用这种办法把种子送到四面八方。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以上14篇植物妈妈有办
法优秀教案《植物妈妈有办法》教学设计就是小编为您分享
的植物妈妈有办法教学设计的范文模板，感谢您的查阅。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七

借助电脑、音乐、板画事物展示及教师生动有感染力的描绘
性语言、为学生创设情境、让他们通过摸一摸、吹一吹、听
一听、在体悟中理解课文内容、在体验中有感情朗读、在感
受中学会表达。



趣味猜猜猜：（伴着音乐出示一张张美丽的植物图片、让学
生猜猜这些植物的名称、不认识的可根据其颜色、形态起个
有趣的名字、引发学生对植物的兴趣和热爱。）

师：千姿百态的植物点缀着美丽的大自然、装扮着我们的生
活。那植物是怎样传播种子的、如何一年年生长、繁殖、让
绿色铺满大地的呢我们来学习《植物妈妈有办法》。

自读思考：这首诗一共介绍了几种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

生答：我读的是"……"、我好像看到了……；闻到了……；
听到了……；摸到了……；

孩子长大了、是不是一定要离开妈妈你从诗中哪一个字明白
这个道理的

1、教学多音字"得"。

（出示三个句子）谁能为句中的三个"得"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并读一读。

2、"孩子"指的是什么什么叫"四海为家"

3、指导朗读：（读出疑问的语气）

牛马有脚、鸟有翅膀、

植物要旅行靠的啥办法

（播放有关蒲公英、苍耳、豌豆怎样传播种子的配乐录像片、
教师伴着生动的画面、美妙的音乐动情地朗诵二至四小节。）

（二）、带着对录像片的回味、自读二至四小节。

你最喜欢哪一种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为什么



（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适时讲解这些内容、不必按顺序。）

（三）、设置情景、欣赏"蒲公英"。

1、设境赏景、体会词义。

将从田野中采来的蒲公英呈现、观察它的形态；然后让学生
试着吹一吹、一边吹一边观察、蒲公英是怎样传播种子的它
的种子是怎样飞出去的你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吗你能用什么
词来代替"纷纷"

2、缘语生像、模仿练习。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上"纷纷"呢

播放录像片断1：下课了、孩子们伴着欢快的音乐纷纷从教室
里涌出来、度过愉快的课间十分钟。

根据录像补充句子：下课铃响了、。

播放录像片断2：秋天到了、树叶纷纷往下落、燕子纷纷飞向
南方。

根据录像、说一句或几句话。

3、学以致用、实践创作。

你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运用"纷纷"说一句或几句话吗

（四）、体会苍耳和豌豆传播种子的方法。

苍耳：谁喜欢苍耳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为什么

出示苍耳实物、看一看、摸一摸、形象地感受"带刺的铠甲"、
体会苍耳妈妈传播种子的妙处。



豌豆：你为什么喜欢豌豆妈妈传播种子的方法

指导朗读：啪的一声、豆荚炸开、

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开妈妈。

（读出豌豆宝宝离开时的快乐、可爱）

植物妈妈的办法还有很多很多、你还知道哪些种子传播种子
的方法

说说其它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如椰子树利用自己的位置
优势、果实成熟后靠流动的海水传播种子；柳树的柳絮也靠
风来传播……）

结语：大自然中的植物各种各样、千姿百态、植物传播种子
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千奇百怪。希望你做细心的孩子、做
有心人、你就会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发现更有趣的事物和现象、
得到更多的乐趣。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八

植物王国的奇事，十分有趣。从植物妈妈的“办法”中，我
们能感到大自然的奇妙。

这篇课文从题目到内容都运用了拟人的手法，作者把科学知
识用韵文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语言朗朗上口，是一
篇百读不厌的科普作品。我们在备课和上课的时候，都要多
读，在读中去感悟课文的韵律美，去体会课文表达上的。精
妙，去了解课文告诉我们的知识。

二、学习目标

1、会认14个生字。会写10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有观察植物、了解植物知识、探究植物奥秘的兴趣。

三、教学重点

重点：识字与写字

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教学方法

教法：激发引导、自主学习

学法：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法。

五、教学准备

相关课件、生字卡片

六、教学时间

2课时

七、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二）初读识字

1、激发学生多读，在读中识字。

2、先分小组自由读，学生勾画出自己不认识的字，同一小组



互相帮助识字，再让每一小组的识字能手当小老师，教大家
认字。

3、在学生互教互学的基础上，教师进行归类指导，如，用基
本字加偏旁识字（纷、识），用换偏旁的方法识字（娃、
洼），适时运用多媒体课件帮助识字。

4、学习生字之后，通过朗读来检查识字效果，根据反馈对学
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导读准翘舌
音“炸”“察”“识”。“识”在“知识”一词中读轻声。

（三）朗读感悟

1．范读激趣。

2．学生自由读，初步感知课文大意。

3．读第一节，启发提问：谁读懂了“四海为家”这个词语？

4．朗读第二、三、四节，说一说自己最欣赏哪一位“妈妈”
的办法，为什么？

5．小组合作朗读全文，并试着背诵课文。

6．背诵比赛（小组集体赛与个人赛结合）。

（四）读读说说

1．读补充阅读材料（见“资料袋”），再说知道哪些植物传
播种子的办法？

2．读“读读抄抄”中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识字（排火车）注意指导读准翘舌音“炸”“察”“识”。
“识”在“知识”一词中读轻声。

2、检查朗读

（二）指导写字，抄写词语

让学生按笔顺自主写字，第一遍描红，第二、三遍写正确，
写美观。教师巡视，有针对性地指导。

本课有2个要求写的字都是女字旁，指导写字时让学生注意女
字旁与“女”字宽窄不一样，第三笔到右边不出头。“旅、
降”左窄右宽，指导学生把字写匀称、美观植物传播种子的
方法不仅多，而且有趣，就让我们与学生们一起去探究植物
王国、探究大自然的奥秘吧。

（三）实践活动

1、让学生读读课文后“泡泡”里的话，说一说除了课文中讲
到的，还知道哪些植物传播种子的办法。

2、让学生把课前准备的资料拿出来展示交流，激发学生观察
植物、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四）总结评价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植物妈妈有办法两课时篇九

【教学目标】



1、会认12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有观察植物、了解植物知识、探究植物奥秘的兴趣。

【教学重点】

在读中感悟课文的韵律美，了解课文告诉我们的知识。

【教学过程】

一、案例

1、谈话引入：

小朋友，秋天是植物种子成熟的季节，种子宝宝要告别妈妈
开始自己的生活，你们想知道植物妈妈是用什么好办法来送
别自己的孩子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植物妈妈有办法》。

板书课题。

(本课内容充满童趣，谈话直奔课文主旨，吸引学生，激发学
习兴趣。)

2、课件演示，播放蒲公英、苍耳等植物传播种子的动画，引
导学生观察。今天《植物妈妈有办法》这一课要告诉我们植
物传播种子的巧妙办法，现在我们就来学习。

(采用学生喜欢的形式，引导学生观看动画，整体感知，激发
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

二、对话平台

1、自由读课文，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



2、小组内互相读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3、交流，小组选出代表，汇报小组读书的收获。

(这只是初读，学生能说出自己的读书所得就要加以表扬，不
能要求过高，尝试朗读，整体感知，交流收获，培养自主读
书的能力，体验读书的快乐。)

三、识字

1、自己练读生字，引导学生可同桌之间接龙读生字。

2、小黑板出示生字，多种方式指读。

3、全班交流识字方法，引导学生在交流过程中给生字找朋友，
用词语说话。

(新课标要求“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在这一
环节，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运用多种形象直观的方法，
来调动学生识字的热情，相互交流识字方法，提高自主识字
的效果。)

四、赏读

1、小组合作读课文，看谁读得美。

2、选读，选自己喜欢的一节练读，再展示。

3、通读全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

(阅读是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要给学生充分的朗读时间，整体
感知课文，在正确、流利的读书的同时，获得初步的理解与
体验。)

五、诵读



1、教师范读，学生边听边体会语气。引导学生评一评老师哪
读得好，哪读得不好?

2、学生自由练读，要求读得正确、流利、有感情。

3、朗读比赛，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小节，比一比看谁读得好?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能让学生进行单纯的模仿，要
引导学生的反复朗读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六、演读

1、教师引读，学生尝试背诵课文。

2、学生自由练背。

3、课文表演，边背边加上动作。也可让学生进行想象发挥，
进行小型课本剧表演。(以鼓励为主，参与为主。)

(加强学生的诵读练习，加深学生自己的独特感受，发展语感，
丰富学生的积累。)

七、讨论

1、“四海为家”是什么意思?

2、“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小朋
友才能得到它?

(这一环节引导学生加强对课文的体验和领悟，开阔视野，培
养综合素养。)

八、拓展

你还知道哪些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把你课外搜集了解到展示



出来吧!

(在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探索奥秘
的兴趣。)

九、写字

1、要写的字：

甲、洼、豆、识、经、如、已、娃、纷、好。

学生认读。

2、学生观察字的结构，交流书写注意的地方，自己练写，小
组评议。

3、教师示范，指导重点笔画。

如：“已”要半封口，不能写成自己的“己”等。

4、学生再练写，教师巡视。

(在重视学生写字质量的同时，还应注意学生的写字姿势，掌
握基本的书写技能，培养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字是学生的重
要技能，尝试之后，发现不足，及时改进，增强写字效果。)

十、分析

教学中抓住诗歌利于朗读，内容充满情趣的特点，激发学生
童心，引导学生在多读读好上下功夫，进而体会文章表达的
精妙和其中蕴含的知识。

课文是用拟人手法告诉我们科学知识的，学生容易被吸引，
并且文中介绍的内容大多数的学生有一定的了解和体验。教
学时在读中感悟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创设情境，激发学生



了解植物知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培养学生留心身边
的事物、认真观察的好习惯，有一定词语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