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泼水节课件 难忘的泼水节第二课时
教案设计(优质5篇)

岗位职责的补充和调整应该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员工
能力的提升来进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岗位职责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泼水节课件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课文中优美句子的理解，感受燕子的美，欣赏春光的
美，体会春天给人们带来的愉快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力量，
渗透环保教育。

2、学习第一、三、四自然段，能理解长句子的意思，有感情
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复习引入

1、看图（春光图，画面中没有燕子）

2、这么美的春光图，谁想用大文学家郑振铎写的句子来赞美
一下。

（指名）

让我们大家再一次大声地来赞美一番。

3、请大家再仔细研究一下这幅图，是否还有美中不足，缺少
了什么呢？



（学生回答）

为什么要增添燕子？（学生讨论）

板书：静—静中有动

二、学习第一段

1、那我们各小组再给上节课画的画增添几只燕子吧！怎么画？
请大家认认真真读读第一段，其实呀，这一段读好了，你不
但能画小燕子，今后写小动物外形也不成问题。

2、学生画

3、欣赏画面

师：哪些小组愿意把这副有小燕子加入的春光图请大家欣赏？

你们能说说为什么这么画吗？

重点引导学习：

乌黑光滑的羽毛。（乌黑说明颜色黑。“光滑”呢？仅仅只
是黑吗？）

俊俏轻快的翅膀。（什么是“俊俏”？我们平时还可以说谁
俊俏？作者说小燕子的翅膀俊俏，可见他非常——）

剪刀似的尾巴。（形状）

5、请大家也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美美地来读一读，并找一找
你觉得哪个字用的最妙？

（凑这个字用的好，让我们觉得小燕子活泼可爱，十分伶俐，
用其它词就没有这样的形象，不能刻画得这样惟妙惟肖。）



6、可见，作者十分喜爱燕子，让我们再一次朗读，读出对小
燕子的赞美吧！

7、你能用自己的话概括这一段主要写什么吗？

8、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三、学习第三段

1、师：燕子的外形真美，老师已经迫不及待想领略燕子的其
它美，你们想吗？

2、请细细品读第三节，划出你认为表现燕子美的句子，再多
读几遍，想想你能体会到什么？然后可以与同桌交流。

3、学生自由朗读同桌交流。

4、讨论：

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带着它剪刀似的尾巴，斜着身子
在天空里掠过，“唧”的.一声，已经由这边的稻田上，飞到
了那边的高柳下。

师：这是一个长句子，你读懂了吗？

主要写燕子飞到高柳下。其它词语呢？写出了什么？

“斜”字把燕子飞行的特点写出来了，给人又快有轻的感觉。
杜甫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
斜。”“斜”字不但写出恶劣燕子飞行轻快，而且写出燕子
飞行的优美姿态。

“掠过”你体会到什么？

“唧”的一声，已经由这边的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下。



你又体会到什么？

比较句子：

因此，我们在写文章是一定要把句子写具体，写生动，文章
才有味道，大家才爱看。b还有几只横掠过波光粼粼的湖面，
剪尾或翼尖偶尔沾一下水面，那小圆晕就一圈一圈地荡漾开
去。

小圆晕是什么？为什么不用小圆圈？“晕”和“圈”有什么
不同？

“晕”就是日光或者月光透过云层折射出来的七彩圈。

那七彩的光圈可真美！在作者眼里，燕子点水荡起的一圈一
圈的波浪就像日晕、月晕。不但作者笔下的燕子美，就连这
小圆圈也是美的！让我们再读这句话，领略这其中的美。

四、学习第四段

1、刚才我们欣赏了燕子飞行之美，那么停歇时的燕子又是怎
样的呢？请你读读第四段，你最喜欢哪些句子？并与同桌交
流一下，说说你喜欢的理由。

2、交流：

估计：

a有几队燕子飞倦了，落在电线上。

（落写出了燕子飞行是疲倦是休息的样子，比停恰当。）

b嫩蓝的天空，几痕细线连于电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
那就是燕子。



师：为什么用痕，不用根？

（电线远，而且多，看不清楚，在蓝天中只留下一丝痕迹。）

为什么天空不用“蔚蓝”，而用“嫩蓝”？

学生

师：是颜色浅？是蓝得透明？是天空也充满活力？是，但又
不全是，里面更多的是作者的感情。这就是我们祖国语言的
魅力。

c这多么像正待演奏的曲谱啊！

大家想一想，这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正等着我们去演奏的曲谱？

师：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第一、三、四段，领略了燕子外
形之美，飞行之美，还有停歇在电线杆上时的音乐美。怪不
得画家画春天，少不了燕子，作家写赞美春天的诗文，少不
了燕子；歌唱家唱赞美春天的歌，也总少不了燕子。可以说，
如果少了燕子，春天就会失去一半的美。让我们饱含神情，
再次齐读这三段，把可爱的燕子，把美丽的春天留在我们的
脑海里，伴随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使生活更有生机，更加灿
烂！

五、课外延伸

同学们，让我们保护燕子……

以《我是一只小燕子》写一篇短文。

泼水节课件篇二

一、教学理念：



1、创设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探索自主探究的开放的课堂模
式。

2、以语言材料为载体，以课文为例子，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每位学生乐学、善学。

二、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深入了解课文内容，分清文章的详略，读懂重点
句子。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能以人物的言
谈举止为突破口，研究刘备等人物形象，体会刘备的诚心诚
意。

3、情感目标学习刘备的诚心诚意、礼贤下士的品质。

4、发展性目标学会学习（自读自悟）、学会合作（研讨交
流）、学会做人（尊重他人以诚待人）、学会做事（持之以
恒坚持不懈）。

三、教学重点：

抓住人物的言行，体会人物的特点。

四、教学难点：

理解刘备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精神。

五、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披文入情。

1、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刘备三顾茅庐，诚心
诚意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完成统一国家大业的故事，还深



入地学习了刘备一访诸葛亮。

2、你想进一步研究刘备吗？研究什么？（略）要研究刘备，
还涉及到他的弟弟张飞，那么，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两个人物
呢？让学生说，通过阅读，抓住人物言行、神态等来理解。

（二）自主选择，合作探究。

1、用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式，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研究自己
感兴趣的人物，深入学习课文，完成填表。（把表格发给学
生。）

一顾

二顾

三顾

怎样一个人刘备

（言、行、神态）

问又问

失望而回

张飞

（言、行、神态）

失望而回

（1）如果对张飞感兴趣，找出描写张飞的言行的句子填入表
格。



（2）如果对刘备感兴趣，找出描写刘备的言行、神态的句子
填入表格。

在学生自学的'过程中，教师巡回，了解学情。

2、研读刘备、张飞的句子。（按学生回答的顺序讲）

（1）研究刘备的同学交流。

按学生交流的情况分别投影，重点落实字词，这些句子要具
体讲，认真读，读出感情。随机板书：斥责张飞、下马步行、
阶下恭候、赶紧谒见。

学生另外找出的有关刘备的句子，让学生说说读读就可以了。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归纳刘备是个怎样的人。

（2）研究张飞的同学交流。

用同样的方法投影出示，读读议议，可以看出张飞是个怎样
的人？

（3）文章主要是写刘备，但同时也把张飞写进去了，这是否
多余？分小小组讨论。

然后交流。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可以点拨，这是一种
反衬的写法，随机板书：反衬

（4）对比朗读，愿意朗读张飞的读出他的莽撞无礼，愿意朗
读刘备的读出刘备的诚心诚意。

（三）课外延伸，激发兴趣。

引导课外阅读《三国演义》，尤其是这篇课文的有关章节，
以更好地理解课文，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



泼水节课件篇三

1、学会本课12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新词，认识“风、
凰、傣、特、咖、啡、端、寿”8个字。

2、通过学习课文，了解周总理是怎样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
节的，体会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的深厚情谊。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引导学生在观察画面的基础上，讲读课文，想象当时的快乐
场面来理解课文内容。

1、学会本课14个生字，认识7个字。

2、结合课文观察图画。

3、理解泼水节和傣族人民热爱周总理的语句。

了解周总理是怎样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体会周总理
和人民心连心。

图文结合，品词析句，并通过感情朗读加深理解。

字词卡片、放大插图或幻灯投影

一、启发谈话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的一篇课文，写的是周总理和傣族
人民在一起过泼水节时候的情景。

板书课题：泼水节

40年过去了，傣族人民永远忘不了这个幸福、难忘的时刻。
板书“难忘的”。



二、导人新课

1、初读课文。

(1)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的音。

(2)自由读课文，遇到难读的词语、句子(尤其是长句子)要多
读几遍。标出有几个自然段。

2、检查学习情况。

(1)认读生字新词。

(2)认读要求认识的生字新词。

凤凰花傣族咖啡色端着

3、指导正音。

“瓣”，读“ban”，在句子中读“花瓣”时，要加儿化“花瓣
儿”。

“因为”的“为”读wei，不读wei。

“那天”，“那么”的“那”读na。

4、教师范读课文。

5、指名按自然段读课文。

6、带着问题自己小声读课文。

(1)哪—段讲的是傣族人民欢迎周总理?

(2)哪—段讲的足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



一、复习检查

1、认读生字新同。

2、指名分段读课文。

3、指名读全文。

二、讲读课文，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

(1)提问：傣族人民在什么时候过泼水节?(风凰花开了的时候，
泼水节就到了。)

“火红火红”是什么颜色?什么是“一年—度”?(是像火一样
红，很红。一年一度就是一年一次。)

告诉学生：傣族是我国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每年过—次盛大
的'节日泼水节。泼水节就是傣历的新年，在农历4月中旬(傣
历的六、七月份)，历时三、四天。过节的时候，人们换上最
漂亮的衣裳，敲着鼓，跳着舞，不分男女老少都互相泼水祝
福。

(2)指导朗读。

练习读。指名读。

2、指名读第二自然段。

(1)提问：傣族人民为什么特别高兴?(因为敬爱的周总理要和
傣族人民一起过一年—次的盛大节日——泼水节，所以傣族
人民特别高兴。)

(2)指导朗读



要读出傣族人民特别高兴的心情。

指名读，齐读。

3、指名读第三自然段，

(1)提问：傣族人民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人们敲起象脚鼓，
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瓣，铺上“地
毯”，江面上划过龙船，天空中放着花炮，人们热情地欢呼
着。)

理解“四面八方”“赶来”“地毯”“驶过”“一条
条”“—串串”等词语。

(2)指导朗读

要把傣族人民的欢快场面和人们热爱周总理的心情读出来。

指名读、齐读，

用自己的活，说说傣族人民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

4、指名读第四自然段。

投影图片(周总理身着傣族服装的特写)

(1)提问：周总理怎样来到人群中的，先读出书上的句子，再
用自己的话说说。(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下身穿咖啡色长裤。
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

理解“对襟白褂”“咖啡色”“水红色”“笑容满面”等词
语。

从什么地方看出周总理特别高兴?先找出书上的句子读读，再
说说。(他接过象角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瓣铺



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

理解“象脚鼓”“地毯”“—起跳舞”等词语。

(2)指导朗读。

周总理身着傣族服装，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接过象脚鼓，
敲着鼓点，踩着“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看出人民的
总理爱人民。要读出周总理的高兴心情。

小声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指名用自己的话，说说周总理穿着什么服装，怎样来到人群
中的。

5、指名读第五自然段。

投影图片(泼水节盛况)

(1)提问：周总理怎样泼水?向傣族人民祝福什么?先读出书上
的句子，再说说。

傣族人民怎样泼水?向周总理祝福什么?先读出书上的句子，
再说说。

理解：“银碗”“祝福”“健康长寿”等词语。

(2)指导朗读。

要读出周总理对傣族人民真挚的祝福，傣族人民对总理的真
诚祝愿，仿佛泼水节就在我们跟前呈现。读“健康长寿”要
慢些。

老师范读，指名读、齐读。



6、指名读第六至八自然段。

(1)提问：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今年过节
与往年不同，是周总理和他们一起过泼水节的，周总理和傣
族人民在一起过节，心里也特别高兴。)

“多么幸福”“令人难忘”是什么意思?

(2)指导朗读。

读的时候，注意语气词“呀、哇、啊”及感叹号所表达的语
气。

教师范读，学生小声练习读，指名读，齐读。

三、练习朗读

1、指名分段读全文。

2、齐读全文。

读的时候，注意读好长句子，注意段与段之间的停顿。

四、总结提问：

课题为什么是难忘的泼水节(因为1961年的泼水节是周恩来总
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的。)

五、作业练习

1、熟读课文。

2、背诵你喜欢的段落。



泼水节课件篇四

记述的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感人故事。作者在人们欢迎周总理
的场面描写中，抒发着兴奋和欢悦；在周总理泼水的描写中，
泼洒着激动和幸福；在文章结尾，作者更是直抒胸臆，连用
三个自然段四个感叹句，表达了人们的激动、幸福和难忘。
可以引导学生看看插图，直观地感受图中洋溢的热情，然后
一遍遍地读，从感受热烈的气氛，到感受每一个人心里的热
情，到感动我们的心，最后在展示读中去表达我们心里的感
动。

1、会认12个生字，会写12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傣族人民和周总理
一起过泼水节的幸福和快乐。

3、对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有一定的认识，对傣族人民的泼水
节有初步感受。

识字

体会感悟总理与人民心连心

一、导课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被傣族人民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
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而1961年的泼水节，又是傣族人民最
幸福、最难忘的泼水节。那是因为敬爱的周总理和边疆人民
共同欢庆了这个富有情趣的民族节日。

二、观察插图、初读感知

1、图上画的是什么情景？



2、课文中哪几个自然段描写的是图上的内容？

3、自读课文，思考感悟。

三、识字教学

1、抓“特务”。默读课文，圈出生字。

2、消灭“特务”。借助生字背景图上的拼音消灭这些“特
务”。

3、交流识字方法。（感悟：有学生发现可用形声字规律识字
识记的，也有编故事识记的如“褂”字，孩子说成太上老君
的八卦炉里炼出了一件神奇的衣服。）

四、图文对照，朗读课文

1、看图发现，说说人物的表情、衣着，动作和心情。用“我
发现……”的句式说话。

2、课件出示语句段落，朗读体会。

（1）在课文中找出描写总理衣着与表情的句子朗读体会。

（2）周总理和傣族人民是怎样过泼水节的？

（3）练习用“一边……一边……”说话

3、指导朗读（重点指导3、5、6、7、8自然段）

（反思：有感情地朗读是本课教学的重点，也是领会文章内
容和感情的主要方法。所以我让学生进行分组、个别、比赛
等多种形式，不断反复地朗读课文，力图通过朗读来感受周
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时的热烈场面和人们的兴奋心
情。我指导孩子朗读的.语调定为稍高些，因为的感情基调始



终是热情洋溢、幸福快乐的，也加上一些运气和吐音的知识，
让孩子不光是语调提高，加上自己的情绪激动，虚实结合，
读出陶醉在幸福中的感情。）

一、朗读感悟

读了第一自然段，你知道了什么？你想知道什么？（反思：
问这个问题是预测孩子可能会想知道什么是凤凰花，想了解
凤凰花的有关知识。果然，上课时就有孩子提出这个问题。
我就给孩子们欣赏了凤凰花的图片，介绍了凤凰花的习性。）

读了第二自然段，你又体会出了什么？

二、写字指导（重点指导“恩、凤、凰”）

三、作业

1、积累词语和句子

2、照样子写句子：

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者柏树枝蘸了水，
向人们泼洒，为人民祝福。

一手……一手……

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

一边……一边……

泼水节课件篇五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文中有关诗句。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思想——为小外甥
的聪明好学、富于幻想而感到自豪，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这篇课文写的是什么？(板书：“我”小外甥)

2、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独自一个在江轮甲板上赏月，
看到的月光照耀下江上景色是怎样的呢？（板书：赏月）

3、出示“月夜江上美景图”。学生看图后，出示第2自然段
文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讲读课文第二段。

过渡：正当“我”尽情地欣赏着“月夜江上美景”的时候，
小外甥也来赏月了。仔细阅读课文的第二段，想一
想，“我”与小外甥在赏月的过程中交谈了什么呢？（板书：
交谈）

1、默读，思考。

2、检查、交流，小结，板书：颂月、论月。

3、讲读5—12自然段。

过渡：“我”和小外甥是怎么“我一句你一句”地对背诵颂
月古诗的？

（2）分角色对背古诗。讨论交流上述问题。（三次，每一组
诗的作者教师都是明知故问，第二组都是表达思乡之情的，
第三组都是写在江上看月亮。）



（3）小结。

（4）多媒体出示情景，学生背诵。

（5）想一想，读了“我”和小外甥对背古诗的情景，你们体
会到了什么？（对背诗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背的诗还得跟我
背的诗有一定的联系呢！小外甥自信、聪明、机灵，“我”
真不愧是一位大作家。）

（6）指名表演背诵。

6、讲读14—20自然段。

过渡：小外甥不仅向“我”挑战，对背诵月的古诗，而且
问“我”“月亮像什么？”

（1）指名朗读。思考：“我”有没有直接回答小外甥的问题？
为什么？

（2）检查交流。

（3）自读，思考：小外甥把月亮比作什么？划出有关的句子。

（4）出示句子，指名朗读，要求“绘声绘色”地叙述。

（5）小结。

三、讲读第三段。

1、范读。

2、交流。

3、指名朗读。



四、总结深究课文。

2、质疑赏析。你读了这篇课文后，认为还有什么问题值得研
究的？

3、提示总结。

古诗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多读、多背、多想，不
仅能陶冶人的性情，更能启迪人的智慧，开发人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创新思维能力一种。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期盼更多富
有创新力的人才呀！

“我”独自一人站在甲板上也展开了幻想的翅膀。“我”会
幻想些什么？（从小外甥的身上，他看到了祖国的未来，是
充满希望的。）

这篇课文写的景很美，写的小外甥很可爱，告诉我们的'道理
是深远的。整篇课文的语言是那么优美的。

五、作业。

1、背诵课文。

2、搜集并背诵写有关山（或水）的古诗，看谁背得多。

附板书：

“我”小外甥

赏月

望月颂月聪明好学

交谈



论月爱幻想

简评：

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夏沔尊先生在二十年代就提出，要
多读高级文艺作品，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他说，高级文艺作
品宛如“贞娴的淑女”，低级文艺作品就像“媚惑的娼妇”。
高级的文艺作品，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会“智者见
智，仁者见仁”。

《望月》是著名的作家赵丽宏的散文。文章中描写的“月下
江景”是非常美丽的，介绍的他的小外甥是十分可爱的。文
章所表达的思想是深远的，语言是隽永的。应该说，这篇文
章是一篇高级的文艺作品，在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是一篇
比较好的课文。我反对把“短、浅、白”的文章，作为课文。

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在小学语文课本中，都当作记叙文
来教。在教学中，如何引导学在弄清楚记叙文的“六要素”，
理解课文内容的同时，激发他们热爱文学的兴趣，萌生探求
文学殿堂的欲望。这是小学语文教学中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每个语文老师都要有战略的眼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蔡小玉老师选择《望月》，上了一堂研究课。她是有胆量的，
上课也是成功的。我揣摩她教学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六个字：
低起点，巧引导。也就是放低教学的要求，采取有效的方法
进行引导。能引则引，逐步提高学习的要求。我认为，她确
定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在具体的教学中，她采取了三条措
施：

1、合理地安排教学过程。教学过程安排是否合理，是取得教
学成功的关键。她安排教学过程：一是遵循作者的思路。引
导学生弄清事情的情节——“我”在江轮的甲板上望月，与
小外甥交谈（对背颂月古诗、讨论月亮像什么）、“我”一
人在甲板上展开了幻想的翅膀。二是遵循学生阅读的规律。



引导他们先理解内容，再理解内在的意思。如第二段，先找
出文中“我”与小外甥“交谈”什么，再思考：可看出小外
甥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三是遵循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由易
到难，先理解一般内容，再提出更较高的学习要求。

2、努力地创设课文情境。什么是情境？指作者在文中所描写
的人、景、物和当时当场的气氛。叶圣陶先生曾经说
过，“入境始觉亲”。只有亲临其“境”，才能真正体会作
者的思想感情，与作者产生共鸣。“我”在甲板上赏月时的
情境，是恬静的，他的心情是愉悦的。小外甥与“我”“我
一句你一句”地对背颂月古诗的情境，是紧张而生动的。小
外甥是自信的，“我”是沉着而自豪的。小外甥叙述“月亮
像什么”时的情境，是生动有趣的。“我”的心情由自豪变为
“佩服”了。“我”一人幻想的情境，是清幽的，心情是深
远的。她正确地把握了课文中的一个个情境，并运用现代化
的教学媒体、分角色朗读、想象和语言描绘等手段，生动地
再现了这几个情境，有效地帮助学生体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3、耐心地引导品读体会。文学作品的内含是很丰富的，是通
过描写境界、塑造形象来陶冶、感染读者的。阅读文学作品，
一定要细细品读语言，领悟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同时
要感悟作品所塑像的形象。读者对形象的感悟越深，作品的
价值就越大。因此，她在教学中耐心地引导学生品读小外甥与
“我”对的诗句时，辨析每次对背诗句的“同”、“异”，
理解小外甥出“对”的角度，感悟小外甥的“机灵”。在诵
读小外甥想象月亮的句段时，感悟他的胆识——把天空当作
人，把月亮当作他的眼睛。在品读我“展开幻想的翅
膀……”时，启发学生想象、讨论。这里的引导还不到位，
如学生能想到：他希望祖国的下一代，都能像小外甥那样：
聪明好学、爱幻想。那么，“我”的形象就高大了，文章的
含义也就更大了。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这堂课中，也
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但瑕不掩瑜。这是我听到的最满意



的一堂课。就教学而言，我希望大家多上课，多思考。这样
才能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教学机智，生成新的教学目标，减
少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