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雪教学设计(通用11篇)
范文范本是写作实践的重要参考，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
不足并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通过阅读以下范文，我们不仅
可以了解意见建议在不同场合的表达方式，还能够提高我们
的写作能力和思维逻辑能力。

看雪教学设计篇一

一、教材分析：

《看雪》是小学语文第三册的一篇精读课文，课文共11个自
然段，讲在冬天，我国台湾省很难看到雪，北京却能看到雪，
通过看雪表现了祖国宝岛台湾的儿童与祖国大陆的儿童盼望
着祖国早日统一的共同心愿。这篇课文的类型属于故事，整
个故事由一个隐藏着的故事叙述者的叙事部分(1、2、4、9自
然段)和孩子们与老师的问答部分(3、5、6、7、8、10、11自
然段)构成，它们形成了多种形态的对比(中国台湾很难看到
雪/北京容易看到雪，棉花做成的雪景(静态)/真正的雪景(动
态)，孩子们看到了假的雪景/老师看见过真的雪景，中国台
湾孩子们期待着到北京去看雪景/北京小朋友盼着和中国台湾
孩子们去玩雪……)，体现了两岸人民盼祖国统一的共同心声。
课文的重点是第2、9、10、11自然段。教学本课，教师应培
养学生理解字词句的能力，体会句子的意思，弄清中国台湾
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好问话的语气。

2、学会11个生字，会认4个生字。

3、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培养爱美情趣，进行爱国教育。



三、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在朗读中了解词句，感悟玩雪的趣味，

教学难点：在语境中学会生字词，了解课文的盼祖国统一思
想。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和词语，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
意，并能规范书写。

2.认识“橱、盼”这2个生字。

3.观察画面，看清图意，使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4.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和词语，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
意，并规范书写。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1.指导学生学会难字：湾 商 堆 仗 银

2.观察画面，看清图意，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趣，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知道台湾省吗？你们对这个地方有哪些了解？
（结合课前找的资料请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如：图片、媒体
上了解到的、音像片、有关书籍等）

2.教师出示中国地图，让学生指一指台湾省的位置。

3.揭示学习内容：今天老师就要和大家学习新课，板书课题
《看雪》，全班齐读。

二、学习本课生字和词语：

1.让学生自己读课文，边读边标出生字，画新词。借助汉语
拼音读一读。

2.同桌之间开展相互间的学习：

1）打开课后的生字表，分别读一读，如果读得不正确，进行
纠正，还可以借助工具书查一查，读准字音。

2）两个人读一读画的新词，相互解答不明白的词意，利用工
具书查一查，看看解释。

3）学习完毕，同桌相互评议学习情况

3.教师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1）教师出示生字卡片，让学生读一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湾 商 堆 仗 银 讲 毯 景  洁 店 省

在读生字的过程中，对读得不准确的地方及时提醒。（最好
让学生发现问题，培养听的能力）



2）看投影，读词语：

台湾省

商店

洁白

惊奇 

情景

打雪仗

银装

堆雪人

先让学生自己练习读，再指名读：

3）结合学生遇到的难字说一说记忆字形的方法。（教师板书）

商：先写点 、横、点、撇，再写同字框，最后写里面的两部
分，里面是“八字头和口”不是“古”字，要写紧凑。

湾：左右结构，部首是三点水旁，右边是“弯”，这是一个
左形右声的形声字。

堆：左右结构，运用熟字换偏旁的方法记忆：熟字“难”去
掉又字旁换上土字旁就是新字。注意右边是“隹”不
是“住”字。

仗：左右结构，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个“丈”，笔顺是：
横、撇、捺。



洁：左右结构的字，左边是三点水旁，右边是两个熟字：士
和口字在一起

动手书空写一写。（教师让学生进行板演，易错的地方用彩
色笔标出来，提醒其他同学注意）

4）理解词意：（结合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解，让学生先说
一说意思，相互补充，利用工具书查一查）

三、读课文，看插图，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1.让学生自己练习读课文，要做到正确和流利。

2.同桌之间进行互查。

3.与小组成员一起看插图，说说画面的意思，理解课文内容，
而后练习读书。

4.教师检查学生读书情况：

1）指名读书，大家进行评价。

读完课文后你有什么感受？请你谈一谈。

（中国台湾小朋友只见过橱窗里用棉花作的雪，没有亲眼看
到过雪，老师给他们讲了自己童年在故乡北京玩雪的情景，
激起了孩子们想去北京看看雪的愿望。）

四、练习：

1.指导学生进行书写：

1）让学生观察田字格中的范字，而后描写。

2）教师让学生进行板演，进行评价。



2.读一读生字能进行一字组多词的练习

店：商店、店长、店铺、店规、饭店

景：景色、情景、雪景、景致、景象

五、总结本课学习情况。

六、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提出不懂的问题。

板书设计：

23  看雪

湾  商  堆 仗  银 讲 毯 景  洁 店 省

台湾省

商店

洁白

惊奇

情景

打雪仗

银装



堆雪人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理解课文内容。

2.使学生知道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是祖国的首都，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感情。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继续培养学生参与学习的能力,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教学重点：

1.理解课文内容。

2.使学生知道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是祖国的首都，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感情。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1.使学生知道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是祖国的首都，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感情。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1.挂图。

2.北京美景录像带。



教学过程

一、复习巩固生字词。

1.请同学们打开生字表和词语表，用最快的速度熟悉课文的
生字及词语。

2.出示生字、词语卡片指名让学生读一读。

二、学习课文。

1.小声读课文。

1）学生自己小声读课文。

边读边想，全文共有几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告诉我们什么？

2）指名回答共有几个自然段。

3）说一说你知道哪个自然段告诉我们了什么？

培养学生边读边思考的习惯和口头表达能力。（课文一共
有11个自然段。）

2.指名读课文，其他同学边听边想一想每个自然段告诉我们
什么？

（第一、二自然段写过春节的时候，北京正是下雪的季节，
而中国台湾小朋友只能通过橱窗看见用棉花作的雪，没有亲
眼看到过雪。第三自然段――第八自然段讲述了老师和孩子
们的一段对话，老师给他们讲了自己童年在故乡北京看见雪
的情景，课文的第九自然段，介绍了老师和同学们玩雪的情
景。第十一、十二自然段写孩子们渴望到北京去看雪，说明
北京的雪景已经深深的把孩子们吸引住了，他们盼望这一天
的到来。



3.自己再读课文，边读边看插图，图文对照，看哪段文字描
绘了哪幅图的内容。

1）学生自己图文对照。

2）指名读一读，说一说。

第一幅图描写的是第二自然段的内容。

第二幅图描写的是第九自然段的内容。

三、逐段学习课文。

1.学习第一、二自然段。

1）指名读第一、二自然段。

想一想这两段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主要想告诉我们在台湾省很难见到雪。

2）齐读这一自然段。

你还读懂了什么？（在商店橱窗里的雪景是用棉花做的。）

3）观察彩图，体会书中的描写。想一想应该怎样读？

“过春节”这个时候，说明在北京正是下雪的季节，而中国
台湾只能看到棉花做的雪。

这两个自然段为中国台湾孩子们渴望见到雪的心情打下了伏
笔。

4）练习朗读。



2.学习第三至八自然段。

学习方法：

一、先读一读课文，看这几段各有几句话。

二、想一想每段话都讲了些什么？

三、这几段讲了什么？抓重点词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四、有感情地朗读这几段课文。

我们按照这种步骤学习课文第三至八段。

1）自己小声读，你是抓哪些词语体会句子意思的。

2）指名抓重点词句谈自己体会。

这几段写的是老师和孩子们的一段对话。写出了中国台湾孩
子们对雪（北京）的渴望之情。

3）有感情的朗读这几段。

a让学生自己读出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的理解，你认为什么
地方应当重读，读出什么样的语气，就怎样读。

b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

c教师适当范读。

要读出感情来，读出问句的       语气。体现出中国
台湾小朋友对雪的渴望和对北京的向往之情。

4）再读这段课文，体会这段课文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老师和孩子们的一段对话中，老师告诉孩子们在北京有他
们渴望见到的雪景，激发学生向往北京，热爱北京的思想感
情。

3.学习第九自然段。

1）自己小声读，看共有几句话，你是抓哪些词语体会句子意
思的。

2）指名抓重点词句谈自己体会。

指导学生看课文插图的挂图。

让学生在图上指一下谁在堆雪人，谁在打雪仗。

雪毯，说明雪大，把地盖得很严实，像铺上地毯一样。

3）有感情的朗读，可以加上动作。（教师还可以帮助学生配
上音乐）

4.学习最后两个自然段：

1）在学习前三段的基础上，进行自学：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2）在小组内谈一谈。

3）参加班级展示

4）教师指导朗读：

a 出示这些句子，让学生谈谈怎样理解的，然后读一读，教
师在恰当的时候再加以范读。

什么时候/ 能带我们/ 到北京去/ 看看真的雪呢？



那里的小朋友/ 正盼着你们去/ 和他们一起玩儿呢！

b 采用分角色朗读的方法进行，朗读时要注意疑问句和感叹
句的语气，要读好长句中的停顿。

5.观看北京的风光片。激发学生向往北京热爱北京的情感。

五、教师总结：同学们，北京的小朋友盼着台湾同胞早日回
到祖国的怀抱，早日和中国台湾小朋友团聚，让我们期待那
一天的到来吧！

六、布置作业：

1.与同学交流中国台湾的有关资料。

2.要感情的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收集有关台湾省风土人情的资料，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台湾。

看雪教学设计篇二

生字卡片、图片。

两课时。

认识10个生字，会写8个字。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一、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你们知道台湾省吗?把你知道的`介绍给大家。



二、读中识字。

1、自由读课文：划出生字，读准字音。

2、小组内按自然段读课文：互查读音。

三、学生自主识字、小组交流。

1、可采用谜语帮助记忆汉字。

毯：一堆毛，两把火，睡在上面很暖和。

省：眼睛上面一少年，勤俭节约少花钱。

店：站而不立，庆而不大，街边一间房，买卖东西忙。

2、借助偏旁记忆汉字。

指接银

四、巩固练习。

1、开火车读生字。

2、猜字游戏：巩固汉字的读音。

3、“摘苹果”游戏：识记汉字读音和字形。

五、写字指导。

教师边示范边讲解。

六、学生自由读课文：

提出不懂问题。



七、布置作业。

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中老师、孩子们对雪、对北京的向往
之情。初步了解课文通过人物的对话进行描写的方法。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出示地图：学生找出台湾的位置。

二、自由读课文。

三、小组合作学习。

1、分角色读一读对话。

2、从他们的对话中你知道了什么?

3、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

四、全班讨论。

1、指名分角色读对话：你知道了什么?

2、学生质疑全班讨论。

(1)“你在哪里见过的?”孩子们为什么惊奇地问?

(2)课文最后一句话，老师为什么要“深情”地说?老师心理
在想什么?

五、教师范读，学生分角色读。

六、布置作业。



看雪教学设计篇三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2.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阅读，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藏族人民过雪顿节赛牦牛
时的欢乐心情。

通过阅读，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藏族人民过雪顿节赛牦牛时
的欢乐心情。

两课时。

课件。

1.板书课题，根据课题质疑：看到课题你会产生哪些疑问？

（雪顿节是什么节？赛牛是怎样的场面？）

［激发好奇心及观察力，主动探索和发现问题。］

2.雪顿节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在藏语中，雪顿节的意思
是喝酸奶的节日。一般在藏历7月初举行，为期35天。节日期
间，藏族人民观看藏戏，同时举行游园活动，弹唱、歌舞、
赛牛，尽情欢乐。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赛牦牛会。

1.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采用自己喜欢的识字方法自学生
字。

［尊重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方法的选择，鼓励学生自主、合
作学习。］



2.字音都读准了的同学把书立好就大声读课文。

3.检查生字、生词掌握情况：

按小组顺序带读生字生词。出现问题及时订正。

谁愿意做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生字中复杂的字形，易错的字
音，难理解的字义。

［重视对学生自主识字的引导与交流，不断扩大识字成果。

测查

读音：崭惨豁

笔顺：砸骨

分段指名读课文。纠正读错的字音。

大家认得真好，有些字不但要求会认而且还要会写呢。

指导写字

1.上下结构的字：赏、牵、崭、不要写得过长。

2.左右结构的字：脾、踢、嫩、不要写得过宽。

3.赏字最后一笔是点；牵字第三笔也是点。

4.砸最后一笔，骨第三笔都是竖折。

［引导学生发现书写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把字写正确，写匀
称。］

生字、字词，朗读课文。



1.出示字卡，复习检查。

（1）会认字（组词）。

（2）会写字（说记字方法）。

2.检查朗读。

（二）自主研读，理解体味。

1.出示阅读提示，明确阅读要求。

（1）作者按什么顺序写一场赛牦牛的.？写了哪几方面的内
容？

（2）雪顿节赛牦牛会的哪些情景最有趣？哪些情景最让人揪
心？画出有关语句。

（3）读一读这些句子。

2.组织交流

重点体会、点拨

板书：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

（1）荣耀节日盛装出征的勇士的意思，说明什么？

（2）主人的动作、牦牛往前冲的情景及甩鞭声、砸地声、叫
喊声客人们的担心，写出了比赛场面的壮观、惊险、热烈。

（3）没有取得名次的骑手，也不介意说明参赛者都有一个好
心态，目的是图个好心情，跟着高兴。

3.指导读



读出藏族人民过雪顿节赛牦牛时的欢乐心情。

［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学会读书，必要时可以让学生跟读。

1.有感情地读课文。

2.汇报学习本课后的收获。如：思想方面、写作方面、有感
情朗读等。

1.通过让学生去想，去交流资料，激起学生对各民族传统节
日的兴趣。

2.从课文中找出描写牦牛发怒奔跑及它与主人亲近的语句，
读一读，并抄写下来。

查找、收集有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的资料，以小
组为单位制做展板。

看雪教学设计篇四

1、学生预习课文，划出生字。收集台湾风景名胜的资料。

2、课件准备：北国雪景风光及音乐片段。

3、生字词卡片，课文朗读录音带，中国地图。

第一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大家还记得“识字3”里讲台湾岛的三字经吗？谁愿意背
给大家听一听？

2、谈话：是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
本来就和我们是一家人。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今天，台



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人民还很难和祖国大陆的亲
人团聚。今天，我们学了《看雪》这篇课文，就会更真切地
体会到台湾人民远离祖国妈妈的心情。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读课文，划出生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小组内自查：注意读准翘舌音“省、橱、指、仗”和前鼻音
“毯、银”。

3、课件出示“我会读”：

台湾省、商店、橱窗、指了指、接着

讲故事、铺着、雪毯、银装、打雪仗

学生自由读、齐读、指名读。

4、借助游戏，巩固识字。

（1）用生字卡片开火车读。

（2）自编短文巩固识字。

在省城长途汽车站的对面，有一家新开张的金店。金店的橱
窗里摆放着一件件闪闪发光的金银首饰样品。金店地面上铺
着红色的地毯。妈妈看到玻璃柜里的一条银色的项链，便指
着这条项链，问营业员多少钱。营业员拿出这条项链
说：“8000元，不讲价。”妈妈接过项链，觉得挺不错，就
买下了。

三、看雪景，读课文

1、出示中国地图，请学生在地图上找出北京和台湾的位置。



读课文，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

2、欣赏北国雪景风光音乐片。

3、自由畅谈：欣赏了北国冬日雪景，你想说些什么？

4、假设你就是台湾的小朋友，你一定向往北京的雪景，那么
带着对北京雪景的向往，再读课文。

四、指导写字

1、教师在田字格里范写“奇”。请学生观察字的结构，写时
应注意什么。这时教师再边写边提示笔顺。学生在书上描一
遍，临一遍，在本子上写两个字。

2、范写“指”字，学生运用以前所学的知识了解字形特点，
再描红、临写。

3、其余生字请学生自己观察、书写。

五、拓展活动

搜集台湾的有关资料，准备举行“台湾知识交流会”。

看雪教学设计篇五

说课活动分课前说课和课后说课两种形式，不论是课前说课
还是课后说课上述内容必须阐述清楚。课前说课还应说疑点，
说明在备课中自己拿不准的疑点，求教于其他教师。课后说
课还应包括“学生学得怎样”的教学效果评估。下面是由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看雪》说课稿，希望能够帮到您！

《看雪》是人教版第三册第三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全文
共11个自然段，通过一个在中国台湾教书的老师给孩子们讲



述自己的童年在故乡北京冬天玩雪的情境，以及冬天的台湾
省很难看到雪，通过中国台湾孩子渴望看雪玩雪的心情表现
了中国台湾儿童与祖国大陆儿童盼望着祖国早日统一的共同
心愿，课文的语言简洁生动，背后却蕴含了丰富真挚的情感。
全文以“盼”贯穿，中国台湾小朋友盼望去北京看雪，北京
的小朋友也盼望和中国台湾小朋友一起玩，其中体会文中老
师和小朋友对北京，对北京的雪的向往是本课重点之一。体
会中国台湾与大陆期盼祖国统一的心愿是本课的难点。

1、 认识省、店、橱等10个生字 。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课文中老师和孩子
们对雪、对北京的向往之情。

3、引导学生在自主体会和朗读中感悟课文的思想感情。

4、重点：学习生字、新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5、难点：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体会两岸人民盼望祖国统一
的心情。

二年级的学生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对雪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并且在学习本文之前，学生已通过《识字3》和《北京》的学
习，对中国台湾和北京这两个地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中国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又因为二年级学生
好奇，正处于识字和词汇语句积累阶段，因此生字学习，优
美语句的品读还是学生学习的重点，根据儿童的已有认知规
律，把实践与认识结合起来，让学生自主发现，调动学生的
阅读积极性，丰富学生语言感受能力。

为了完成教学目标，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我结合
教材特点和二年级学生思维活跃，爱动脑筋，乐于表达，乐
于交流的学习特点，采取了“自主识字、自读体验法、创设
情境、激发想象”等方法，努力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



堂，始终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而在“学法”上，我一直坚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固
在本课教学中，我始终以学生为主，让学生全面参与到课堂
教学中。让学生动口，动手，动脑，积极主动认识生字，学
习课文 。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
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
文实践。本课的教学，就以此为理念，根据教材本身的特点，
整合知识、能力、情感等目标因素，力求给学生创设生动的
语言实践情境，让他们在一系列的语文实践活动中丰富语言
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切实得到语文素养的提升。基
于这样的理念，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设计了以下板
块的教学。

(一)导语激情，引入新课，一堂新授课，导入的设计至关重
要，正如俗话所说的“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富有激情
的导入，就像在师生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这座
桥梁师生的心会更贴近，从而使教学效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我是这样导入的：因为我们这里也会下雪，学生对雪有
一定的了解。因此刚开始上课，我就对学生说：“ 同学们在
寒冷的冬天里你最盼望什么?说说你看到的雪是怎么样的。冬
天里，你们会怎样玩雪呢?联系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雪，说
说对雪的印象。当教学的内容和生活相连，当触及的话题与
学生的兴趣相通，学生的话匣被打开了，在学生畅谈了对雪
的感受后，我直接揭题并让学生对题目提出质疑。为下文的
学习打好了铺垫。

(二)自读课文，自主识字

此板块，我安排了两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读。第一次，
请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字音读正确，把课文读
通顺。在识字教学中采用多种方法让学生自主识字并交流方



法。如：既是后鼻音，又是第三声的“省”;既是前鼻音，又
是第三声的“毯”;是前鼻音，又是第二声的“银”。尤其是
猜谜语这个认字环节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识字兴趣。让他们乐
于识字，善于识字。第二次，请个别学生读课文，引导学生
读出疑问的语气。将字音教学和难读句子的突破与文本感知
紧密相连，体现了语文教学的特点：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句不离文。同时这个过程也能充分了解学情，立足学生真实
的水平，开展与之相适应的教学。

(三)感悟课文，合作探究

在新课标指出，在教学中应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
的能力。因此，在引入新课后，对文本进行整体感知是非常
必要的。第一步：要求学生听课文朗读，并标出自然段。第
二步：思考问题，谁在看雪?在哪看雪?看到真的雪了吗?通过
合作交流理解课文。第三步：出示中国地图，当学生在轻松
愉快的阅读中获得情感体验后，用课件出示中国地图，请学
生找出北京和中国台湾的位置并相机介绍中国台湾的相关知
识，使学生知道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是祖国的首
都，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感情。

(四)指导写字

本课的教学，我预留了七分钟进行生字的教学和书写的指导。
本课要求书写的8个生字，主要有三种结构：左右、左中右、
上下。让学生进行自主的观察，说说这些字在间架结构安排
上的一些特点，如“故”字左右相当，而“讲、打、指、接、
惊”等则都是左窄右宽。特别要引导学生注意千万不能忘
记“候”中间的一竖，可以联系以前学过的字进行有意义的
识记。真正立足学情，有重点地突破。

(五)拓展延伸

课外学习是课内学习的延伸。鼓励学生下课收集有关中国台



湾的资料，既培养学生收集、处理、运用信息的能力，又可
以加深对中国台湾的了解。

看雪教学设计篇六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和词语，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
意，并能规范书写。

2.认识“橱、盼”这2个生字。

3.观察画面，看清图意，使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4.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和词语，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理解字
意，并规范书写。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1.指导学生学会难字：湾 商 堆 仗 银

2.观察画面，看清图意，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看雪教学设计篇七

1．背诵课文

2.积累文言词汇



3．品味雪后西湖的奇景和作者游湖的雅趣。

【教学重点】

雪后奇景的赏析

【教学难点】

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把握写景抒情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诵读法

2、讨论法与点拨法相结合。本文文字较浅显，注释较详细，
学生自读课文，把握文意不成问题。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学
生把握作者的情感。

【教学媒体】多媒体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有人说，没有见过西湖冬景的人，只要读了张岱的《湖心亭
看雪》，就足够了。你看，这些雪后西湖图片（出示ppt），雪
后的西湖多美！下面就让我们随张岱去杭州西湖的湖心亭欣
赏别有情趣的雪景。

1．推荐读（读准字音）

2．听录音跟读（读出节奏）

3．自由朗读。（读懂文意）



请概述作者看雪的经过。

四、研读课文

问：“痴”为何意？

“痴”在中国艺术中，常被用来指创作中最动人，最不可解，
执着而又专注，到了浑然忘我的那种境界。“痴”是一中本
真自然，特立独行的个性。

默读课文，找一找文中哪些地方让你读出“痴”。

1.“痴”于行

是日更定

独往湖心亭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穿插是、更、焉等词教学）

追问：从张岱的这些痴举中，你觉得张岱有着怎样的情趣？

张岱痴于行（与众不同不随流俗）

过渡：前往湖心亭时，张岱看到了什么样的景？

2.“痴”于景

找出文中的雪景句，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



两三粒而已。

齐读，疏通，再齐读（穿插一、白、芥、粒等词的理解）

（小组合作交流）明确：

（朦胧、寂静、空旷、辽远、阔大、混沌、依稀、恍惚、茫
茫、悠远等感觉；

读出作者孤独落寞之感。）

比较读：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

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

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

体验读：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
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当堂背诵写景句，并抽查落实。

小结：本段文字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透过这个混沌一片
的冰雪世界，让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如“苍
海一粟”的深沉感慨。置身其中，张岱既痴迷，又备感孤寂
落寞。（学生再朗读体味）

张岱痴于景（孤寂落寞思考人生）

经过这堂课学习，我们理解了作者的痴。他痴迷于天人合一
的山水之乐，更痴迷于世俗之外的雅情雅趣。让我们一起朗



读课文，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再次体味作者的雅趣。

（白、一、更、是等一词多义）

俱长堤一痕一喜下船此等

1.背诵课文

2.课外阅读张岱《不二斋》，体味作者的情感世界

看雪教学设计篇八

201 年―201 年学年度第一学期 201 年 月 日第 周星期

教师

陈吉峰

科目

语文

班级

课题

湖心亭看雪

课型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理解课文内容，掌握一些常见的文言实词
以及虚词的意义和用法。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作者写景和
叙事的技巧。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



评价作者的性情。寻求人生的启示。

教学重点

在深入理解写景特点的基础上熟读成诵。

教学难点

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把握写景与叙事、抒情的关系。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有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西湖一直以她的秀
丽风光吸引着人们，文人墨客为他梦萦魂牵，留下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名篇佳句，请同学们回忆这些诗句：

这些分别是描写西湖的春夏之景，西湖的雪景又如何呢？今
天我们就随张岱去领略西湖雪景感受作者情怀。

走进作者

二、疏通文意

1、首先请大家听读课文，注意字音和停顿.

2、请大家熟读课文，读准字音，理解屏幕上的字词。

3、2生朗读课文，字义理解

4、对照课文注释，同学间相互帮助，用现代文翻译全文，有
难点的地方做好记号。

5、订正难点



6、抽点翻译。

三、品雪景

既然看雪，请找出描写西湖雪景的句子。

1、这种景色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读出苍芒静寂之感，似乎
作者此时的心境也犹如此景}

2、如果换成：一道 一座 一艘 三个，有什么不同？

3、这段景物写法上有何特点。（用绘画的手法寥寥几笔就勾
画出景物特征，长与短，点与线，方与园，多与少，大与小
动与静简洁概括。表现出悠远脱俗，苍茫静寂的情味。）

4.理解白描，并辨别例句。

5.背诵

四、析人物

1.痴在何处？请出文中找出相关语句。

痴在行为，分析【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写法特点
（听觉）

痴在情感 【独】（清高孤傲 超凡脱俗）（有舟子随同前往，
为何还说是独往湖心亭）

2.作者已够痴了，更有痴似相公者。两位痴人相见会是何种
情形呢？

根据课文最后自然段加上自己的想象生模拟表演。

师小结：从你们的表演中我看到了他乡遇故知的喜悦，看到



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和别曾相识的坦荡，志趣相投以酒代
情的豪放。也感受到了离别的伤感。

注重的心灵的交流，注重的眼前的.景，心中情，而不是身外
俗事。这也是他们不同常人，“痴”的性情的表现。

4.不知有一点我们同学们注意没有，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是清朝，而开头时间依然以明朝的崇祯年号记录时间。
有何深意？（文章弥漫一种淡淡愁绪，对故国的思念，是作
者情感孤傲，超凡脱俗的性格形成的原因）

五、总结

这节课我们欣赏了清淡雅致西湖雪景，了解了苍劲大气白描
手法，也感受了作者情感脱俗情怀。可谓“情在景中，景在
情中”。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写作中学会让景物含情。

六、背诵

看雪教学设计篇九

师：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最美在西湖。
许多文人墨客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摹了西湖的美。

打开记忆的背囊，分享一下你所熟悉的诗句中的西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林升

师：同学们分享的诗句中，西湖多姿多彩，但是明代的汪珂
玉却说过这样一段话：“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
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能真正领山水之绝者，尘世有几人
哉！”（学生齐读）

师：他认为西湖最美的是什么景？（雪景）然而他又感慨很
少有人能够领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位能够真
正领略山水之绝的人，他就是张岱，让我们走进《湖心亭看
雪》，领山水之绝色、悟作者之情怀。

二、读美文，整体感知

师：这是明清时期的一篇小品文，文中有很多容易读错的字，
你们有30秒钟的准备时间，敢挑战的就勇敢的举起你的手。

师：全部正确，向他学习，每个词语读两遍。

（有错误时：咱们同学都读的跟他一样吗？学生纠错后。嗯，
第一位同学是我们班的勇者担当，第二位同学是汉字小英雄。
）

师：扫清了文字障碍，请同学自己大声地朗读一遍课文，注
意读准字音，读清句读，一会找同学展示朗读。

师：同学们朗读的兴致盎然。哪位同学为我们展示一下呢？
（女生读一段，男生读二段）

师：这两位同学为我们开启了朗读之旅。谁能来评价一下他
们的朗读呢？从字音、句读两方面评价。



师：两位同学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捧书端坐，大
声地朗读这篇美文。（生：齐读）

师：从同学们洪亮的声音和整齐的朗读中，我看到了你们的
自信。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请同学们再朗读课文，对照课下
注释，自主学习，积累重点词语，疏通文意，有疑问的时候
可以向小组成员寻求帮助。

那两个小组把你们积累的重点词语板书在黑板上？回去后继
续疏通文意！

（生：自主学习）

两个小组展示翻译

（生：张岱在下雪后，到湖心亭看雪，遇到金陵人的故事。）

师：概括的很到位。张岱是一个怎样的人？能用文中的一个
字来概括吗？

三、精读赏析

1.咬文嚼字品痴行

生：绝。因为绝写出了大雪之后，湖中一片安静，什么声音
也没有。

师：嗯，这个绝不仅从听觉的角度写出了雪后的冷清寂静，
还给人一种森然寒意。作者偏偏选择这时候看雪，表现作者
冒寒赏雪的雅兴。可见他的痴。老师突然想起，我们之前学
过的一首诗《江雪》，好像意境相似。

生：老师，我觉得独也能体现出他的痴。因为他是独自一人
去看雪的，而不是跟很多人一起，表现他超凡脱俗的情趣。



2.身临其境赏痴景

师：哪位同学来读一读张岱眼中的雪景。

（生：读）

师：痴人眼里出痴景。这片景奇在哪里呢？写出了什么样的
景色？同学们边自由朗读边思考，然后跟小组成员交流一下
你的想法。

生a:“天云山水，上下一白”，一个“一”字，写出天地间一
白茫茫的，浑然难辨的景象。给人一种苍茫、辽阔的感觉。

师：分析的特别好。你能尝试着读出那种感觉吗？同学们觉
得他读的怎么样？生评价——语速应该慢一点）

师：在你的朗读下，老师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空阔的白茫茫
的世界。

师：还有哪个小组有别的想法？

生b：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写出了雪的大，人和景的
渺小；跟前面的苍茫辽阔形成对比，会让人产生一种孤独的
感觉。

师：你理解的真深刻。你能读一读吗？

师：大家说我们在读这一句的时候，语速应该（慢一点），
语调呢（低一点）？

（生：低一点，要越来越低，因为后面作者写的时候给人感
觉越来越小，最后好像都没有了一样。）

师：哪位同学再来试一试？读出了人和景越来越渺小的感觉，



也读出了作者内心的那种孤独。下面，我们一起将整片雪景
朗读一遍。

师：这种写法用在文章上就是白描。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事
物的形象，不过多的渲染。给我们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让
我们带着这样想象，试着齐背这段文字，把景融入到自己的
内心。

3.知人论世悟痴情

师：如此奇景，又寄寓了作者怎样的痴情呢？张岱独往湖心
亭看雪，不料早有两人铺毡对坐，饮酒赏雪了。“问其姓氏，
是金陵人，客此”为什么要强调他们是金陵人呢？“金陵”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吗？“金陵”这是明朝的称呼，他乡
遇知音，这两个金陵人引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怀呢？其实在第
一段中，也有一个称呼是属于明朝的，“崇祯五年”可是明
朝再也不存在了，所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作者是怀着怎样
的心情？（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师：我们了解张岱的生平经历。张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过着
截然不同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明亡后，张岱入山著书一直
到死。他主要写了两本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书名
中都有一个梦字，张岱自己告诉我们书中内容“想余生
平……”，所以书中缅怀了往昔风月繁华，追忆前尘往事，
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沉的故国之思和沧桑之感。故国，在张岱
的生命里，是永远地痛。

四、悟奇情

师：（音乐起）哪位同学来读一读？（找一名读的很好的同
学）

师：这位同学深情的朗读，让我们走进了西湖，走进了张岱
的梦，走进了他的家国情思。



（以他为榜样，我们再次捧读课文。机动时间）

师：在世人眼中，他如“痴”人一般，”在他自己心中，五
十年来人生恰似一梦。

（板书：痴心似梦）（将“奇”画出来）

师总结：

这就是奇人张岱，他将自己的满腔奇情尽赋予西湖奇景之中。
西湖之于张岱，也已超越了风景这一单纯的意象，而成为斯
人留之守之，寻之忆之的精神家园。

《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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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雪教学设计篇十

1、 了解文言文常用词的含义，增加文言文阅读能力。

2、 认识白描手法。



3、 体会作者复杂而微妙的情感

在理解写景特点的基础上熟读成诵。

一、 导入：

杭州西湖自古以来以美景而名扬天下，文人墨客慕名而来，
纷纷留下颂扬的诗文。如苏轼的“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
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白居易的
《钱塘湖春行》中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
堤。”以及他的另一首《春题湖上》：“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然而我们发现诗文多描写西湖春的娇，
夏的艳，对秋冬的萧瑟与凄清很少提及。明末清初的文学家
张岱却与众不同，描写了西湖美丽的雪景。今天就随着张岱去
《湖心亭看雪》吧。

二、出示目标（略）

世上没有机器猫，没有时空机，我们不能跨越时空去当年的
西湖观看雪景，与张岱作面对面的交流。可是文字的魅力恰
恰在于只要我们静下心来，透过文字走进文章，用心去品读
文章，走近作者，像朋友一样用心来交流，去体味他的喜怒
哀乐。

三、检查预习

1．读准字音；

2、有节奏的朗读。

四、重点词语及课文内容的理解。

此过程中，老师提炼出几个重点的字词句，以方便学生记忆。
(板书)



崇祯五年 更定 独往 雾凇 湖上影子 铺毡对坐 痴

五、共赏雪景

阅读课文导语，提出问题：雪后西湖景色如何？请同学们从
文中找出描写雪景的句子。

你比较喜欢哪一句？说说你的看法。

小结：描写西湖雪景的文字简练自然，不事雕琢，却抓住了
景物的突出特征，寥寥数语露出马脚已勾勒出一个亦真亦幻、
凄清淡雅的雪世界，颇有意味。这种写作手法就是白描。它
可用于写景、写事和写人。

先思考，然后看资料，了解张岱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的时代背
景，对张岱家国之痛的深切感受。

讨论：

（1）这篇文章写于明亡后．而作者仍用明朝纪年，表现了作
者的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2）作者会在凌晨这个无人的时刻来到湖心亭看雪，可见作
者当时的心态如何？（独——淡淡的愁绪）

（3）“独往湖心亭看雪”与“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有没有矛
盾？（与从不同的情趣，芸芸众生中，知己难求，而舟子在
犹如不在，由此可见他的清高孤傲。

（4）遇客后“强饮三大白”，为何？（偶遇知音的欣喜）

对于这样一个人，你认为哪个字最能体现他个性？（痴。确
实，这是对张岱最确切的的评价。他痴迷于天人合一的山水
之乐，痴迷于世俗之外的雅情雅致，以一种孤芳自赏的心态
凌晨来到湖心亭看雪。



拓展：其实，从古到今，像苏轼这样的痴人并不少，本册中
就有学过的。回忆一下：苏轼“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
寻张怀民。”陶弘景“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周敦颐“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其他的还有：李白 杜甫 陈子昂 柳宗元等。

看雪教学设计篇十一

1、学生预习课文，划出生字。收集台湾风景名胜的资料。

2、课件准备：北国雪景风光及音乐片段。

3、生字词卡片，课文朗读录音带，中国地图。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大家还记得“识字3”里讲台湾岛的三字经吗？谁愿意背
给大家听一听？

2、谈话：是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
本来就和我们是一家人。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今天，台
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人民还很难和祖国大陆的亲
人团聚。今天，我们学了《看雪》这篇课文，就会更真切地
体会到台湾人民远离祖国妈妈的心情。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读课文，划出生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小组内自查：注意读准翘舌音“省、橱、指、仗”和前鼻音
“毯、银”。

3、课件出示“我会读”：

台湾省、商店、橱窗、指了指、接??

讲故事、铺着、雪毯、银装、打雪仗

学生自由读、齐读、指名读。

4、借助游戏，巩固识字。

（1）用生字卡片开火车读。

（2）自编短文巩固识字。

在省城长途汽车站的对面，有一家新开张的金店。金店的橱
窗里摆放着一件件闪闪发光的金银首饰样品。金店地面上铺
着红色的地毯。妈妈看到玻璃柜里的一条银色的项链，便指
着这条项链，问营业员多少钱。营业员拿出这条项链
说：“8000元，不讲价。”妈妈接过项链，觉得挺不错，就
买下了。

三、看雪景，读课文

1、出示中国地图，请学生在地图上找出北京和台湾的位置。
读课文，想象课文描写的情景。

2、欣赏北国雪景风光音乐片。

3、自由畅谈：欣赏了北国冬日雪景，你想说些什么？

4、假设你就是台湾的小朋友，你一定向往北京的雪景，那么
带着对北京雪景的向往，再读课文。



四、指导写字

1、教师在田字格里范写“奇”。请学生观察字的结构，写时
应注意什么。这时教师再边写边提示笔顺。学生在书上描一
遍，临一遍，在本子上写两个字。

2、范写“指”字，学生运用以前所学的知识了解字形特点，
再描红、临写。

3、其余生字请学生自己观察、书写。

五、拓展活动

搜集台湾的有关资料，准备举行“台湾知识交流会”。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朗读课文，检查生字认读情况。

2、课件出示“我会读”中的生字，进一步巩固。

二、朗读感悟

1、自读课文，提出自己认为最有意思或最有价值的问题。在
小组内交流解决，进行合作探究学习。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增强自信心。］

3、教师朗读课文，提示学生注意朗读中表达的感情。

4、自由读：把自己喜欢的句子读给小组的伙伴听。

5、展示读：把自己喜欢的片段读给大家听，说说喜欢的原因。



6、分小组读，引导学生体会课文的意思。教师在各小组巡视，
适时点拨，帮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台湾的孩子们对到北京
看雪的向往。

7、分角色朗读第3—11自然段，着重指导读出对话的不同语
气，体会出“孩子们争着问”的急切心情和老师对故乡怀念
的感情。

8、配乐朗读。

三、完成课后“我会连”的练习

四、拓展活动

1、展示交流自己搜集的关于台湾的资料，贴在教室的墙壁上，
学生在教室中自由阅读，进一步加深对台湾的了解。

2、给台湾的小朋友写一封简短的邀请信，邀请他们到我们的
学校来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