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 画教学
设计之四(大全9篇)

通过自我介绍，我们可以向别人展示我们的经验、能力和成
就，从而增加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在以下的自我介绍范文中，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和借鉴。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一

1.了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基本知识及其艺术表现的特点,激发
学生学习中国画的兴趣;

3.提高学生的水墨表现能力和对水墨画的热爱。

二、重点、难点。

重点:对于水墨人物画特点的了解与表现方法的掌握;

难点:学生对水墨人物画造型的掌握及墨色关系的处理。

第一课时

课前准备

(学生)中国画工具。

(教师)教学的课件,其他的人物画资料,教学演示的工具。

教学过程

1.引入新课。

教师引言:中国画的类型常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分为山水画、
花鸟画与人物画。人物画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宋代的梁楷到现



代的蒋兆和、周昌谷、刘国辉等都擅长画水墨人物画。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水墨人物画——出示课题《水墨人物画》。

2.引导分析,了解特点。

学生观察讨论,师生展开交流。

(2)教师出示一些其他的水墨人物画作品,学生进一步欣赏,增
加感受。

3.表现方法与步骤的研究。

交流观察与思考的结果,教师要充分地肯定学生的观察与思考,
同时进行必要的引导与补充。

(2)教师现场示范基本的表现技法与步骤,如勾写造型、变化
墨色、着色方法、背景处理等。

(3)学生交流自己的一些见解,补充相关的问题:如“有其他更
好的表现方法吗”、“画面中怎样安排人物形象才好看”等。

4.布置作业,鼓励创作。

欣赏一些学生的人物画作品,可以着重人物半身像的,引导学
生有所借鉴。

要求学生根据一些人像的照片资料,创作一幅水墨人物画作品,
也可以选择课本中的水墨人物画作品进行临摹。

5.学生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6.作品展示,评价分析。

请学生展示自己的水墨人像作品,介绍表现的人物,共同评价
作品的优点与不足,总结表现的体会与经验。



7.课堂小结。

第二课时

课前准备

(学生)中国画的工具,收集一些人物图片资料。

(教师)学生作业、教学课件、教学演示的工具与材料。

教学过程

1.作品分析,总结经验。

出示若干上节课的学生作业,简要点评作品的优点,指出在这
一节课中要注意的地方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2.提出要求,激发兴趣。

(1)教师明确本课学习的任务与要求:表现全身人像,构思与表
现有主题的画面。

(2)激发学生的兴趣:出示几幅学生创作的主题性人物画与周
昌谷的作品

《两只小羔羊》,肯定这些作品主题表现的意义。

3.分析画面,研究作品的表现形式。

展开交流与总结:如主题要突出,要考虑主体,落款与背景的关
系等。

4.指导构思,确定表现主题。

引导展开充分的交流,帮助学生选择与形成自己的表现主题与



构思。

(2)交流与解决一些表现中学生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如“一些
人物形象的水墨表现”、“一些背景资料的表现”等,教师可
以出示一些常见背景资料的水墨样本,供学生参考。

5.学生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6.作品展示与评价。

可以创设一个有趣的展示与评价活动,如“作品拍卖”、“艺
术鉴赏会”等,引导学生在有趣的活动中交流感受:如“你最
喜欢谁的作品,为什么”、“谁的作品最有水墨的韵
味”、“谁作品的中人物最有意思?具体说说”等。

进行学习主题小结:可以让学生用一句话来概括学习的体会,
或教师设计一些总结语作为学习的结束。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二

教学目标：

1、认识什么是邻近色，学习运用邻近色表现画面内容的基本
方法，学会使用邻近色画一幅画。

2、感受运用邻近色作画给人带来的美感，激发学生色彩创作
的愿望。

教学重难点：重点：学习邻近色知识，掌握运用邻近色的方
法，感受邻近色的色彩美。

难点：运用邻近色组织创作色彩和谐的美术作品。

教学准备：教学课件、色相环、水粉用具、学生优秀作品。



教学过程（本文来自优秀教育资源网斐。斐。课。件。园）：

一、组织教学：

三、讲授新课：

1、认识邻近色：出示色相环，提问：请你从色相环中找出一
组或几组颜色相近的颜色。

2、介绍邻近色：邻近色就是色相接近[内容来于斐—斐_课—
件_园ffkj。net]的颜色。如红与橙、橙与黄、黄与绿、绿与青、
青与紫、紫与红。

3、欣赏课本中的《红土地》、《顾盼》作品中的邻近色。

提问：观察片中哪些地方有邻近色？邻近色给你什么样的感
受？

4赏优秀的学生色彩作品：引导学生观察作品的表现内容及表
现方法。再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四、学生作业，教师辅导。

要求：运用邻近色组织创作色彩和谐的美术作品。

五、作业展评：展示评价作业。介绍自己的画中最得意之处，
找出存在的缺点。

六、小结：

七、课后拓展。和谐色彩在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请同学
们说一说，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可以应用。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三

教学目标：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4个字。认识“辶、忄”两个偏旁。

2、知道“远”和“近”、“有”和“无”、“来”和“去”
是意思相反的词。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感受诗中描绘的景色，懂得这首诗讲的是一幅山水画。激
发热爱自然和喜爱朗读古诗的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和练习朗读。难点是了解诗意。

课前准备：

1、一幅山水画挂图。

2、认字卡片及相关课件。

3、六对反义词做成的头饰。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总54电47

一、教学目标：



1、认识11个生字，会写4个字。认识“辶、忄”两个偏旁。

2、知道“远”和“近”、“有”和“无”、“来”和“去”
是意思相反的词。

二、教学重点：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和练习朗读。

三、教学难点：难点是了解诗意。

四、教学过程：

（一）、看图激趣

1、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画画吗？今天，老师给大家带了一幅
画。（出示挂图）

2、指导整体观察图画，学生自由说说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感
受。

3、指导学生按从远到近的顺序，说说这幅画画了什么？（根
据学生回答老师相机板书：山、水、花、鸟）

（二）、学习古诗

1、谈话：古代有位诗人就以《画》为题，写了一首诗，而且
这首诗把“山、水、花、鸟”四个字都用上了，大家想不想
读一读？（出示整首诗）

2、熟读诗句

a、自由读，找出诗中的生字，借助拼音读准生字的音。

b、出示生字卡片，哪位小朋友愿意来当小老师？

c、指名认读，同桌对读。



d、师范读古诗，学生听，说说老师在每句诗的什么地方停顿
的时间较长，做上记号。

e、学生自由读，师生交流，正音，指导朗读。

3、再读古诗，了解诗意。

a、小朋友在读这首诗时，有没有对诗句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
可以提出来和自己小组的小朋友交流一下。（为什么“近听
水无声”？春天过去了，花为什么还在？……）

b、小朋友的问题，我们看看黑板上的画就都能找到答案了。
让学生图文对照，感悟诗意。教师引读全诗。

c、请小朋友同桌合作，一位读诗句，一位指图。

d、图和诗对照着读后，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4、创设情境，配上动作边表演边朗读。

a、小朋友，这么美的一幅画，这么好的一首诗，你们想不想
表演给爸爸妈妈看？那我们一起来吧！

远远地看画中的山，配上“远看”的动作dd远看山有色；贴
近画侧耳听dd近听水无声；想像春天过去了，夏天、秋天也
过去了，冬天来了，但这画中的花儿还是开着的dd春去花还
在；到画前驱赶鸟儿dd人来鸟不惊。

b、小朋友自己找伙伴合作表演一下这首古诗吧！

c、课件把古诗的“山、水、花、鸟”四个字留下，其它隐去。
小朋友，现在上面又出现了这四个字，谁能把没有了的字背
回来呢？（可结合挂图来背）



d、这首诗讲的就是这幅山小画，画美诗也美，让我们一起面
对着这幅画再来背背吧！

6、布置课外实践

回家找谜语，开展猜谜语活动。

五、作业布置：背诵古诗。

六、板书设计：山、水、花、鸟

七、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总55电48

一、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感受诗中描绘的景色，懂得这首诗讲的是一幅山水画。激
发热爱自然和喜爱朗读古诗的情感。

二、教学重点：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和练习朗读。

三、教学难点：

难点是了解诗意。

四、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开火车认读“惊、无、近、来、还、人”。

2、指名背诵课文。

（二）、学习句中的几对反义词

1、理解“远”和“近”。

b、用“远”和“近”口头造句。如：谁家离学校远，谁家离
学校近？等。

2、告诉学生“远”和“近”的意思相反，叫反义词。诗中还
有几组反义词，看谁找得又对又快。

3、把写有六对反义词的头饰分给学生戴上，做“找朋友”的
游戏。

（三）、学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指名认读、开火车读、做游戏的形式复习
要认的生字。

记忆字形，小组讨论：你认识哪些字，是怎么认识的？这些
字该怎么记？

2、这节课我们来写“人、火、文、六”，你能写好这几个字
吗？写好这几个字的关键在哪里？（重点练习“点”）

教师在田字格中范写，作具体指导。

五、课外实践

从自己认识的字中找一找反义词，看谁找得多，记得多。

六、作业布置：用“远”和“近”口头造句。



七、板书设计：人、火、文、六

《画》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四

教学目标：

1、认读生字词。

2、通过创设情境，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积
累对自己有启发的句子。

3、想象中深化，情境中感悟，朗读中理解：只要肯动脑筋，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的道理。

教学重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想象中深化，情境中感悟，朗读中理解，只要肯动脑
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的道理。

教学难点：

情景中感悟，朗读中理解所蕴涵的深刻道理。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录象。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二课时

一、导入回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5课《玲玲的画》，齐读
课题。

1、复习词语。

2、这篇课文是围绕什么来写的？主要人物有谁？

二、走进课文。

1、走进“高兴”部分

（1）这是个长句，注意换气，像老师这样读读。师范读。

（2）师：“端详”是什么意思？

师：你能做个“满意地端详着”的动作吗？



生上台拿画表演。指导朗读。

（3）如果你就是玲玲，看着自己满意的画，你心里会怎么想？

再次指导满意地读。

师：是啊，玲玲是那样仔细欣赏自己的画，爱不释手。你看，
已经很晚了，她还在满意地端详着，爸爸看见了，是怎么说
的？谁愿意扮演一下爸爸说话。

师：什么时候你会被人“催”？

师：“催”你们的时候，家长或者老师的心情有点着急，但
是也是在为你们着想，是吗？谁来学着爸爸再催一催玲玲，
还有谁？催了这么多次，所以书上说：“爸爸又在催她了”
爸爸都催了这么多次，玲玲，怎么还不答应啊？来，一起来。
（生齐读玲玲的话）

2、走进“难过“部分

师：可是，就在这时，只听（拿出字卡）“叭”的一声，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贴画）……谁来接着往下读？一生读
第四段。

（引导生体会“哇”要读地突然）

师：（一生读时，走到跟前）（学爸爸的样子）怎么了？孩
子？

你想想，此时玲玲是那么伤心，那么着急，那么难过，她说
起话来会是什么样的？能给这句话加个提示语吗？（出示：
玲玲———说：“我的画脏了，另画一张也来不及了。”）

师：是啊，（出示：为了这幅画，玲玲。）大家猜猜玲玲都
做了些什么呢？（生答）体会体会玲玲的心情，自己加上自



己所感悟到的提示语，大声地读读吧！

师：面对伤心的玲玲，爸爸会怎么做怎么说呢？同桌读一读，
演一演6、7自然段，注意人物的表情和动作。

师：

（1）强调爸爸的语气和蔼。

（2）你为什么要仔细地看呢？

（3）指导感受反问句与陈述句的互换。

3、走进“满意”部分

师：多热心的同学们啊，大家为玲玲出了不少主意，玲玲自
己也动脑筋，她想了想——请同学们一起来轻声读读第八自
然段。

读第八自然段。

师：从大家的表情中，我看出来了，你们觉得这幅画真漂亮。
第二天评奖会上，玲玲的画刚一拿出来，大家想象一下，同
学们会怎么说呢？那评奖的结果究竟怎样呢？请同学们一起
来读最后一段。原来评委和大家的意见是一样的，看来，我
们班的同学不仅仅会画画，而且还会评画呢！

4、感悟爸爸的话，明晓道理

师：此时，玲玲心情很——高兴，你们都说对了。但是，她
更高兴的是，她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们说，她明白什么道
理了呢？（生答）

这就正如玲玲爸爸所说的（出示字条）。“好多事情并不像
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只要肯动脑筋，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板书：坏—动脑
筋—好）

（1）齐读这句话。“坏事”指什么，“好事”指什么？

（2）是啊！遇到事情，我们一定不要……要……因为……一
起来读！

师：（个别背，集体背：一起来把爸爸的话铭刻在心吧！）

三、联系生活，拓展延伸：

1、师：听着同学们的话，老师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来。

（教师出示裙子，介绍自己动脑筋把坏事变好事的真实事例。
）

2．玲玲和王老师都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但是通过动
脑筋，都变成了好事，同学们，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学生
谈自己生活中像这样的事。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五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认识、会
写“蜀”、“嵩”、“轴”、“锦”、“囊”、“乃”、“谬”、
“矣”9个生字，辨析多音字“处”。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联系课后注释理解课文内容。



学习牧童善于观察、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过程与方法：

让学生对照注释，弄懂每句话的大概意思。

教师提供附文，帮助学生对应文言文，整体了解故事内容。

自读，小组合作交流感悟和收获。

指导学生朗读，体会牧童的精神。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牧童善于观察、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重点、难点：

重点：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突破方法：在疏通文句的基础上，指导朗读，讨论交流。

难点：弄明白每句话的意思，理解课文内容。

突破方法：凭借工具或注释，小组合作探究，教师指导。

教学准备：

插图、投影仪

课时安排：

一课时

设计理念



1.新旧知识点衔接的迁移。

2.现代文、古文之间的迁移。

3.学习方法的迁移。

牐犠灾餮习、自我教育是学生主体性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由
“学会”到“会学”的主要途径。当学生有了自我教育、自
我学习的意识之后，他们就会积极自觉的参与到课堂教学活
动中来，从而主动学习、主动求知、解惑。叶圣陶说
过：“教是为了不教。”要做到“不教”，就要让学生
由“学会”转变为“会学”。文言文“互动式”教学正是创
造师生、生生共同的条件和氛围，在学习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牐犖疑杓频“互动式教学”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迁
移能力，包括知识与能力的迁移。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并不
是将知识经验储存于头脑中，而是要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实际
情况中。如果学校培养的学生不能把以前所学的知识迁移到
后继的学习中去，不能用这些知识去解决新问题，那就不能
说已经完成了培养和发展的任务，因此，迁移现象是课堂学
习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言文“互动式”教学正是在课堂情境中通过问题的发现与
解决来促进知识的迁移，同时让学生在学习的实践活动中体
验成功的喜悦、感受学习的乐趣，从而促进兴趣、态度的迁
移。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1.出示插图，质疑：图上画了些什么？画上画了些什么？

2.教师相机导入新课。



这是《牧童评画》。

教师背诵课文。

学生感受古文的特点。

小结：古文的特点：简练。

[简析]对刚接触文言文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古文与
现代文的区别，进而在学习的时候，加以体会，对学生进行
熏陶。

二、学习现代文《牧童评画》

1.读通现代文《牧童评画》。

2.理解故事内容

3.练习表演，强化故事形象。

[简析]现代文、古文之间的迁移——学生对古文的理解有一
定的难度，我先把《牧童评画》的现代文让学生通过朗读了
解大意，然后让2人小组演课本剧，最后加入口语交际内容，
学生先读白话文的翻译，就可以在读文言文时做到对其内容
一读就懂，化解了学生阅读文言文的难度。使学生感觉学习
文言文并不难，防止学生产生畏难情绪。由现代文过渡到文
言文，就把学生读懂文言文的过程变成了接触、感受、发现
文言文的过程，实现了现代文和文言文的迁移。

三、学习文言文《牧童评画》。

1.齐读文言文的课文，要求读通顺。

2.自主学习，理解每句话的含义。



3.请几位同学读文，适时指点：读准节奏，感受韵味。

4.对照书后的注释及你们刚才阅读的资料，理解文言文中每
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

不动笔墨不读书，边自由读边在难懂的字边做注释。

5.整体感知，理解全篇的内容。

[简析]学习方法的迁移——在处理教学难点解句释文这个环
节中，老师引导学习第一句后，后几句让学生自主理解、合
作讨论。以思维碰撞思维，以智慧点燃智慧，用合作学习的
方式来碰撞学生思维的火花，突破课堂教学的难点。老师引
导学生逐字逐词的理解，并带领学生总结学习方法：（1）古
今文对照。（2）参照书后注释及字典。（3）理解每一个字
的意思，连字成词，连词成句。这是学习文言文经常用到的
扎实有效的方法，学生学习后几句话可以用，以后学习任何
文言文都可以用到，实现由“学会”到“会学”的迁移。

四、归纳理解本文的重点字：“好、曝、拊掌、之”，突破
字意理解的难点。

[简析]教会方法，积累运用——古时候汉字的数量比较少，
不象现在词汇非常丰富。一词多意的现象在文言文中是常见
的现象。在学习完一篇古文后，积累词汇的用法，这是学习
文言文的好方法。日积月累，必有成效。

五、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复述课文。

六、课堂小结。

初读文言文，我们有了新的体验，快快总结，作为经验积累
吧！



七、拓展作业：

1.理解课文，你想对杜处士和牧童说什么？

2.推荐故事性强、内容浅显可文言文，让学生读、背。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六

1、熟悉安徒生的童话。

2、了解这篇童话的主要故事情节。

3、理解作品丑小鸭形象的现实意义。

重点难点

1、重点

(1)熟悉安徒生的童话。

(2)了解主要故事情节。

2、难点

理解作品丑小鸭形象的现实意义。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查字典，给下列加点的生词注音。



丑陋(lou4)讪笑(shan4)嫉妒(jidu4)

来势汹汹(xiong)沼泽(zh60)铰链(jiao3)

进出(beng4)绅士(shen3)冰雹(bao2)

飕飕(sou)

2、查工具书。解释下列生词。

(1)丑陋：(相貌或样子)难看。

(2)讪笑：讥笑。

(3)嫉妒：忌妒。

(4)来势汹汹：动作或事物到来的气势盛大的样子(贬义)。

(5)沼泽：水草茂密的泥泞地带，是由于湖泊里面的物质长期
沉积，湖水越来越浅，湖底长满苔藓、芦苇等植物而形成的。

3、阅读全文，思考研讨与练习。

二、导入

1、作者作品简介。

安徒生(1805―1875)丹麦童话作家。生于鞋匠家庭。祖母曾
行乞街头，父为鞋匠，母帮人洗衣。因父早逝，十三岁即出
外谋生。当过商店学徒、剧院杂役。1827年开始文学创作，
写有诗歌、戏剧、小说、游记等各类体裁作品，以童话创作
成就最大。共一百六十余篇。《皇帝的新装》、《夜莺》、
《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等均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因有底层生活经历，作品多能站在



劳苦人民的立场。暴露统治阶级的奢侈、残暴和愚蠢，描述
劳动人民的贫困与智慧。以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情节、深刻
的内容、简洁而明快的艺术形式著称于世。

2、导语。

作者在丑小鸭这一形象中融入了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可
以说是他本人生活经历的艺术写照。安徒生一生境遇坎坷。
他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最初想做一名芭
蕾舞演员，后来又想当一名歌剧演员，但都没能实现。他开
始从事创作，但因出身贫贱而不断遭到别人的嘲笑排挤。但
是他毫不气馁，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童
话大师。正是由于这种深厚的生活体验，丑小鸭的形象才塑
造得生动感人。这正应验了作者本人的话：“生活本身就是
童话。”

三、正课

1、质疑：丑小鸭遭到哪些歧视和打击?，

讨论并归纳：由于长得丑陋，在鸭群和鸡群中他处处挨啄，
被排挤，被讪笑；大家都要赶走他，连自己的兄弟姊妹也不
欢迎他。喂鸡鸭的那个女佣人也用脚踢他。他独自流浪到一
块沼泽地，讨好那些野鸭们，但野鸭们也不喜欢他。他还差
点被猎人打死。在黑夜里，他顶着狂风跑到一个家舍。但因
为他不能生蛋，发不出喵喵的叫声和进不出火花，又被母鸡
和雄猫赶走。后来，丑小鸭还受尽严冬的折磨，差点被冻死。

2、质疑：在这些打击面前，丑小鸭抱什么态度，有什么追
求?

讨论并归纳：在这些打击面前，丑小鸭始终不屈不挠，相信
自己，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一切艰难困苦。他相信即使身处逆
境，经过不懈追求。努力进取，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幸



福一定会来到身边。

3、质疑：课文中哪些地方表现丑小鸭对美的向往和不懈的追
求?

讨论并归纳：

(1)他在农家生活安定下来，但他渴望到水里去游泳，渴望走
到广大的世界里去。

(2)当他看到美丽的天鹅，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丑
小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再也忘不了这些美丽的鸟儿，
这些幸福的鸟儿。当他看不见他们的时候，感到非常空虚。

(3)春天来了，当他又看到三只美丽的白天鹅时，便不顾生死
飞向他们。

正因为丑小鸭的对美的向往和不懈追求，终于实现了自己的
理想，最终获得了幸福。

讨论并归纳：因为他向往美，追求美，但又感到自己丑陋，
不能与美丽的白天鹅为伍而难过。

5、质疑：p31第一段。丑小鸭飞向这些美丽的天鹅，为什么要说
“请你们弄死我吧!”

讨论并归纳：因为丑小鸭觉得飞向这些高贵的鸟儿，他们会
把我弄死的，但他抱定了决心，拼得一死也要向往美，追求
美。

讨论并归纳：只要你有理想，有追求，并为着目标而努力奋
斗，即使身处逆境也不要紧，“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7、质疑：p31最后一段。当大家都赞美丑小鸭的美时，丑小鸭



为什么感到难为情?

讨论并归纳：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卑微、无力和渺小，不习惯
别人对他的赞美。

讨论并归纳：“一颗好的心”指善良的、谦虚的、美好的、
有理想、有追求的心。

9、质疑：丑小鸭形象对我们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启示?

讨论并归纳：只要不懈追求，努力进取，即使身处逆境，也
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四、小结

“丑小鸭”向往美，追求美，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
他所追求的理想。安徒生也是一样，他终于成了一个伟大的
童话艺术家，创作出了那么多充满了爱和鼓舞人们向真、善、
美追求的美丽的故事，给人们带来快乐、希望和幸福。在他
年老的时候，他的故乡奥登塞市的居民赠他以“奥登塞市荣
誉公民”的称号。在授予这个光荣称号的那天晚上，他们举
行了火炬游行，庆祝他们饱经沧桑的儿子安徒生归来。面对
着故乡的人们，安徒生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感情：

“我觉得我自己很卑微、无力和渺小，我好像是站在我的上
帝面前一样。我在思想、言语和行为各方面的.弱点，现在都
在我面前展开。这一切都在我的灵魂里突出地直立着，好像
这个纪念日就是我的审判日似的。当人们这样称赞和尊重我
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知道我是感到多么卑微。

胸怀大志，不懈追求，谦虚谨慎，正就是丑小鸭――安徒生
的本色。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研讨与练习一、二、三题。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阅读下列文字。回答问题。

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
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结没完，而并没有什么
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
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微微的，顺着墙根，或沿着田坝，那么
扯长了声如怨如诉，使人心中立刻结起个小疙瘩来。

它永远不反抗公鸡。可是，有时候却欺侮那最忠厚的鸭子。
更可恶的是它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它会下毒手，乘其不
备，狠狠的咬一口。咬下一撮儿毛来。

到下蛋的时候，它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能使全世界都知道
它这点成绩；就是聋子也会被它吵得受不下去。

不论是在院里，还是在院外，它总是挺着脖儿，表示出世界
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一个鸟儿飞过，或是什么东西响了一
声，它立刻警戒起来，歪着头儿听；挺着身儿预备作战；看
看前，看看后，咕咕的警告鸡雏要马上集合到它身边来!

当它发现了一点可吃的东西，它咕咕的紧叫。啄一啄那个东
西。马上便放下，教它的儿女吃。结果，每一只鸡雏的肚子
都圆圆的下垂，像刚装了一两个汤圆似的，它自己却削瘦了
许多。假若有别的大鸡来抢食，它一定出去，把它们赶出老
远，连大公鸡也怕它三分。

它教给鸡雏们啄食，掘地，用土洗澡；一天教多少次。它还
半蹲着――我想这是相当劳累的――教它们挤在它的翅下、



胸下，得一点温暖。它若伏在地上，鸡雏们有的便爬在它的
背上，啄它的头或别的地方。它一声也不哼。

在夜间若有什么动静，它便放声啼叫，顶尖锐、顶凄惨，使
任何贪睡的人也得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了黄鼠狼。

它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它有了一群鸡雏。它伟大，
因为它是鸡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

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

1、文章开头说“一向讨厌母鸡”的原因是：

(1)__________

(2)__________

(3)__________

2、第2段中的“下毒手”指什么?(用原文回答)

答：

3、倒数第4段中的两个破折号的作用是()

a、表解说b、表转折c、表递进d、表插说

4、结尾说：“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原因
是__________。(不超过25字)

5、请用一句话或两句话代替文中的“……”，使上下文自然
衔接起来。(不超过30字)

答：__________



3：丑小鸭

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1、(1)声音难听；(2)欺软怕硬，永远不反抗公鸡，却欺凌鸭
子和母鸡；(3)炫耀成绩，骄傲自大。

2、狠狠的咬下一口，咬下一撮毛来

3、d

4、因为母鸡负责、慈爱、勇敢、辛苦而伟大

5、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雏鸡的
母鸡。

文档为doc格式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七

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初步感受到北京夜景的美丽，并通过
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北京夜景的灯火辉煌，从
而激发学生热爱北京的情感。

1、认读本课生字词语，认识新偏旁“三框”。

2、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感受到北京夜景真美。

知道北京的夜景很美，激发学生热爱北京的思想感情。

读出北京夜景的美。



让学生感受到作者是坐飞机从高处看北京夜景。

多媒体课件

23 北京的夜景

公路

大厦 灯火辉煌

小区

生：(大声地一起说)好!

师：那就请你睁大眼睛仔细的欣赏欣赏吧!(课件出示：多幅
北京夜景图片并伴有音乐)

生：(都睁大眼睛仔细欣赏。)

师：(看完后)你觉得北京的夜景怎么样?

生1：北京的夜景真美。

生2：北京的夜景真是太美了!

师：(趁机出示：北京的夜景真美呀!)快大声读出来吧!(指导
读出语气)

(美丽的北京夜景图片深深的吸引了学生，一下子把学生带入
了课文的情境之中。“和小游客乘坐飞机欣赏夜景”的巧妙
设计，又使孩子们与文中小作者感同身受。)

师：那就赶快欣赏欣赏吧!请你打开书借助音节读课文，比一
比谁读得最正确，拿书的姿势最端正。



生：自由读课文。(教师巡回看，并对拿书姿势不对的同学加
以纠正)

师：生字可是你们读好课文的关键，快认识认识它们。

生：读课后生字表。

师：我要考考你们，比比看谁能闯过字、词、句这一关。

(屏幕逐一出示字、词、句。由字到词再到句。)

(学生读词读句的兴趣盎然。)

(检查字词这一环节非常符合一年级学生特点，本着由易到难
的原则，既认清了生字，又读通了课文中的长句，难句。而
且，老师的语言也很能激发学生闯关的愿望。)

师：数一数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用手势告诉老师。(学生
都很认真的去数)

师：接下来你们同位的两个小伙伴为一组，每人读一个自然
段，一个人读的时候另一个人认

真听，如果他读得好，你就学着他读一遍，如果他读错了，
你帮他指出来。看哪一组合作的最好。)

生：认真读。(师巡视)

(小组合作的读书方式，正符合了《课程标准》提出的“积极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且在合作中，孩子
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还能极大的调动孩
子们的读书热情。)

师：小游客都觉得哪美? (随学生答师板书 ：公路 大厦 小
区).



师：(出示课件，图文并茂：高速公路 路灯 高耸的大厦 住
宅小区)

生：看图片读词(师趁机指导“高速公路”和“高耸的大厦”
的朗读。)

师：(一点屏幕：加上数量词 “一条条” “ 一盏盏” “一
座座” “一片片”)

你们再读读，有什么感觉?

生读，说一说。

师：(一点屏幕)去掉重叠的一个字，意思有什么不一样?

(生比较读后谈自己的理解。)

师：我们再读读原句，读出多而且美来。

(学生很有语气的读出来)

(比较读的方式，为学生感受北京的飞速发展和夜景的美丽提
供了很好的可能性，也为学生很好地品味语言文字创设了机
会。)

师：哪最美?怎么美?请你认真读读课文，用你常用的符号画
出有关语句。(给学生充足时间)

(学生认真的读、划。教师巡视指导。)

师：欣赏了北京的夜景后，你们到底觉得哪最美?给我们也介
绍介绍。

生1：我觉得高速公路上的灯美。我想给大家读一读。(有滋
有味的读起来)



师：趁势出示句子让大家都读一读。

(一盏盏路灯连在一起，有的像金色项链环绕京城，有的像一
串名珠伸向远方。)

想亲眼看看吗?(打出几幅图片，让学生感受一下“有的像金
色项链环绕京城，有的像一串名珠伸向远方”的情景。)

(欣赏图片后)你们再读读这句，可以加上动作。(这一次学生
读得十分有语气)

生1：有的像一串气球，好像要飞向美丽的夜空。

生2：有的像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天空绽放。

……

(学生喜欢哪就可以先介绍哪，教师不牵着学生走，不把自己
的感受强加给学生。“还有的像什么?”一个小小的发散点激
活了学生的想象力，使他们的思维迸发了夺目的火花。)

(学生介绍高耸的大厦和住宅小区的美丽夜景，教师随机打出
重点句子和图片，指导朗读)

师：我们看见了这么美的夜景，心情怎么样?

生1：非常高兴。

生2：很激动。

生3：很惊喜。

…………

师：出示：看见了，看见了!



(指导朗读：读出激动惊喜的心情。)

生：(面带欣喜的读)

师：看到这么美的夜景，我们不禁要赞叹道——(出示：北京
的夜景真美呀!)

一起大声读出来。

生：(激动而大声朗读。)

(生齐答，师板书 ：灯火辉煌)

师：让我们和即将乘坐飞机离开的远方小游客再一次欣赏欣
赏北京这美丽的夜景吧!

(课的开始老师设置的情景“和远方小游客一起乘坐飞机看北
京的夜景”一直贯穿课的始终，使学生始终如身临其境。)

师：同学们，欣赏了北京的夜景后，你想把它留下来吗?你想
用什么方式，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学生有的说把课文背下来，
有的说画下北京的夜景，有的说去北京照下来，还有的
说……)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八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读课文。

2、会写“川流不息、灯光闪烁”等词，能选用好词说话。

3、理解课文内容，感悟北京夜晚的美，激发对祖国的热爱。

有感情地读课文。

能积累运用词语。



1、板书北京，指名说说对于北京这个美丽的城市了解多少。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对于它，你了解得有多少？

2、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篇有关北京的课文（补充板书“亮起
来了”）。

3、指导读课题，把北京读亮起来。

夜晚的北京是很亮的，能把它读得更亮吗？（指名读—集体
读）

过渡出示：是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北京就亮起来了。

1、学习第一段：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北京就亮起来了。整个北京城变成了
灯的海洋，光的世界。

（1）指名读句子，学习生字“幕、临”，（出示卡片）引导
用办法记住它们。

看看这段话，请你来读。

细心的小朋友发现了，这段有两个生字宝宝，哪位勇敢的孩
子来读一读。看这个“幕”，有什么办法记住它？“临”呢？
咱们给它找个朋友吧！把生字宝宝房回到词语再读读吧！
（读卡片的词）

请一位小朋友把整个句子读一读。

（2）作者写了哪些地方很亮？请小朋友们去自由读读课文，
找一找，用圆圈圈出所写到的地方。

（3）指名反馈



你来说一说，其他的小朋友对一对都找到了没有。

过渡：在这样的灯光世界里，我们处处能感受到亮，让我们
随着亮光先到北京城的长安街走一走。

2、点击出示第二段，组织品读

长安街华灯高照，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闪烁，像银河从天
而降。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广场四周，彩灯勾
画出一幢幢高大建筑物的雄伟轮廓。

（1） 自由读，组织把句子读通顺。（指名读—纠正—齐读）

（2）读词语，教学生字，指导书写“辉煌”

这段话中也有很多的字宝宝藏在里面，谁来读一读

（指名让学生把描红的词语读一读）

看看“辉煌”，他们都是左右结构，写时是左窄右宽。（示
范写）

（3）过渡：课文告诉我们一天黑，北京就亮起来了，可是这
整短话中却没有出现一个“亮”？那你们能感受到吗？从哪
些词句能体会到？（师范读，指名用横线画画）

（4）反馈交流

组织个别学生找到的词语

（点击鼠标）把学生说的词描红展现在屏幕上。

（看一看这些词语，都找出来了吗？没有的抓紧划上去。）

这一段描写了三处地方的美景，请小朋友把词语放回去选自



己最喜欢觉得最美的一个句子读读。（教师巡逻，了解学生
的选择朗读情况，并进行学法指导）

你认为哪个地方很美？请你读一读。（点击第一句）

预设：第一句

a华灯高照

板书词语后引：你看到过华灯高照吗？你肯定看到过，想一
想——再想一想，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点起了大红灯笼，
喜欢吗？美吗？那你来读读这个词。

北京城的华灯高照就更美了？（点击图片）想说什么？奖给
你读，全班读。

（出示句子）再自由读读句子

我看你读特别投入，请你读（华灯高照读得多好了）

b川流不息

长安街上不仅灯多，汽车也多，到了晚上，各种各样的车来
来往往（指句中的词引生读川流不息）两到三个读 评价：这
么多的车就像河里的水不停地向前流动）全班一起来读这个
词.

长安街灯多、车多，交相辉映，他们闪动着，（点图片）就
像银河从天而降。

点击（半图文），我们一起来读读长安街——

（生：我看到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光彩夺目。）。



师：咱们中国的语言文字可真神奇呢！能让我们产生无限的
睱想。

不信闭上眼再看看，睁开眼再读读，你一定会从这优美的词
语中读出一幅幅更生动的画面，试试吧！

师：你头脑中有了什么样的画面？你是从哪个词读出来。

师评：真了不起，多会读书呀！

（点击出示整段）从词语和句子中我们感受到了北京城亮起
来了。让我们用朗读来展现这美丽的景色。

这真是（点击句子）——灯的海洋，光的世界

3、朗读3—5自然段

（1）长安街的'景色让人陶醉，环行路、王府井、西单商业
街、故宫的夜景也同样很迷人，让我们赶快去看看。请自由
读一读课文的3—5自然段，选自己最喜欢的一段把它读亮。

（2）小组间展示一下，以小组为单位再读读，谁读得最好，
最亮，指名反馈读（可小组推荐读，也可自告奋勇读）

3、出示句子齐读，回归整体

小结过渡：你们的朗读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北京城是——灯的
海洋，光的世界。）让我们一起走进不夜城——北京（点击
图片）

4、朗读全文

看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小朋友肯定有了更深的感受，让我
们有感情地来朗读全文。（分组读：开头、结尾齐读，中间
四段每组各读一段）



华美的灯饰使北京亮起来了，好词佳句也使课文变亮了，让
这些好词、佳句永远亮在你们心里吧！

组织动笔抄一抄幻灯片上的好词。

板书： 北京亮起来了

灯的海洋 光的世界

画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九

1、朗读课文。

2、知道北京的夜景很美，产生爱北京的思想感情。

感受北京的夜景很美，指导学生由有语气地朗读课文。

课件

师：同学们，你们想去北京吗?好，老师也很想去，下面同学
们就和老师一起乘坐飞机到北京去看一看。

同学们，飞机就要起飞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好，起
飞。(播放课件)蓝蓝的天空真美呀!飞呀，飞呀，天渐渐黑了，
北京就要到了，飞机慢慢下降。同学们你们看，那是什
么?(北京的夜景)

师：同学们看得很仔细，说的也好，课文中描写的更好。你
们想不想读一读?

(一)、朗读课文

看一看北京的夜景什么样?注意把字音读准。

(二)、两个人互相读一下，比一比看谁读的好。(老师刚才听



了一下，觉得大家读的都很好)

(四)学习2、3自然段。

1、飞机越飞越低，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把2、3两个自然段
小声地读一下，想一想：你看到了什么?它什么样?用笔画一
画。然后小组交流。

2、学习第二自然段。

(1)谁来说说你首先看到了什么?

一条条高速公路，一盏盏路灯连在一起……

一条条、一盏盏说明了什么?(高速公路和灯都很多)你能通过
朗读告诉大家吗?

(2)那么多路灯什么样，像什么?(结合课件理解)

北京的高速路是那么美呀!请你也美美的读一读。

看到这美丽的夜景，我真的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想大声的喊
“看见了，看见了。”你会怎样?试这读一读。(语速可稍快，
语调可稍高。)

(3)高速公路两边的路灯这么美，想不想再读一下?读第二自
然段。

3、学习第三自然段。

(1)除了看到高速公路的景色很美，你还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座座高耸的大厦，……(课件)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指名读。



(2)你还看见了什么?一片片住宅下区，……(课件)

要是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厦里、住在小区里，你们高兴吗?
把第三自然段读一读。

4、从你们的读中，我看到了美丽的夜景，也感受到了你高兴
的心情，带着这分好心情，齐读2、3自然段。

5、你们读的太好了，我已陶醉在北京美丽的夜景中，此时此
刻我有好多话想说，你们想说什么吗?自由发言。(板书：真
美)齐读最后一段。

1、学习笔顺、笔画。

2、你怎样把这个字记住?说一说，记一记。

3、组词。

4、说说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5、描红、书写，师巡视指导。

1、写生字。

2、朗读课文。

高速公路

19北京的夜景大厦真美

住宅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