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课时教案(优质8篇)
编写小学教案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教学探索精神，
能够灵活应对教学环境的变化。通过参考这些中班教案范文，
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中班教学的要求和目标。

小学课时教案篇一

一．导入新课。

1．第一堂课我们学习了《荷花》一课，现在请同学们打开书，
把课文读一遍，要把描写荷花的色彩、姿态的词语读出美和
爱的感情来。如碧绿的嫩黄的。

2．学生齐读课文。

二．复习阅读。

1．你们读了这一课，最喜欢哪一节？为什么？

（仿佛就是似乎好像的意思，不是真的，而有真的感觉的意
思。）

请同学们按照这个意思用仿佛说句话什么仿佛什么？什么仿
佛怎么样？这样想句子就容易正确了。

（通过用仿佛造句，展开想象的翅膀，先同桌的同学相互对
讲，然后集体交流。）

例句：

（1）我看着小蝌蚪，看着，看着，我仿佛觉得小蝌蚪变成小
青蛙了。



（2）我看着金黄的油菜花，看着，看着，我仿佛变成小蜜蜂
钻进菜花丛中去采蜜去了。

（3）我看着梅花，仿佛自己是一朵梅花，迎着寒风开放。

（4）我看着风筝，仿佛自己随着风筝飞向远方。

三．教补充教材。

1．《王冕看荷花》（略读）

（1）导语：刚才同学们用仿佛说话，说得很好。今天我们学了
《荷花》这篇课文，你们在一年级学习了《王冕学画》，现
在李老师再介绍一篇材料让你们读。

教师介绍读物：这篇材料是从一篇很有名的书《儒林外史》
里选出来的，写的是《王冕看荷花》。小朋友们很快地把这
材料看一遍。

（学生阅读课文）

（2）指导：这材料上有几个词是古文中的词，我们现在不，
你结合上下文读读，想想。（针对学生已开始阅读中国古典
小说，如《水浒》等。通过这篇节选的教材，意在指导学生
课外阅读的方法，联系上下文猜读，理解内容。）

须臾是什么意思？天气烦躁里的烦躁是什么意思？要学会看
注释，可以根据上下文猜读。

（板书：须臾、烦躁）

看注释：须臾就是一会儿的意思；烦躁是指天气闷热。

（4）这篇材料中有一句写王冕看荷花，看到怎样的程度？
（突出人在画图中）看这些长篇的文章要学会抓主要的。



（5）引导运用：现在我们想想在我们刚学的《荷花》这篇课
文的第四节末了，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句话，来点明这一节
的中心意思，你们想想应该加哪一句呢？（真是人在画图中）

（在原来板书的风过了后面加上真是人在画图中。）

（让学生运用这一句话，不仅是画龙点睛，而且也加深了学
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以及对课文指导的意境的体会。）

2．《爱莲说》中的两句话。

（1）导入：由于荷花的色彩很美，姿态也很美，因此使人陶
醉在画图之中，其实荷花不仅外表美，它的品格也是很美的。
宋朝有个哲学家曾这样赞美荷花。

文档为doc格式

小学课时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1、认识12个生字，会写8个字。2、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3、了解内容，体会比喻句的用
法。4、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感受风景的优美和小洁心灵的美
好。教学重难点：1、理解课外内容，感受风景的优美和心灵
的`美好。2、初步了解课文中环境描写的作用。教学课时：
两课时。第一课时教学目标：认识12个生字，会写8个字，初
步了解内容，教具准备。生字卡片、图片。教学过程。一、
解题导入新课。同学们，什么叫清澈？清澈的湖水给你留下
什么印象？二、识字写字。1、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并借助
拼音读准字音。2、学生独立识字，然后小组交流识字方
法。3、全班交流。（1）、生活中识字：你在哪里见过这些
字？镜映演蕉幻。（2）以旧带新识字：则―侧电―龟奶―扔。
4、写字指导：扔掉眼睛。三、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自渎课文：要求读准字音。2、赛读课文：要求做到正确、
流利。3、教师范读课文：学生听了说说感受。四、布置作业。



第二课时教学目标：1、理解课文内容，感受风景的优美和小
洁心灵的美好。2、使学生具有保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和自我控
制的能力。教具准备：图片投影。教学过程：一、复习导入，
并指名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二、朗读课文。1、看图，
教师范读课文：学生画出写景的段落。2、指名读描写景物的
段落：说说你的感受。3、假如你也坐在了船上，你看到了什
么？把你看到的美景读出来。4、指名读第三自然段：小洁看
着湖水，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像在天上飞，又像在水里游“？
5、自由读第四自然段：读出遗憾、惋惜的语气。6、全班读
出第五自然段：小洁向哪儿跑去？从哪儿看出来的？三、指
名按自然段朗读课文：体会小洁的感情变化。四、扩展练习：
小组合作说一句保护环境的广告词。五、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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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时教案篇三

1、发现汉字结构特点。

2、发现多音字、形同音不同的特点。

3、积累词组。

4、学会填标点。

5、朗读儿歌。

6、口语交际。

7、才艺展示。

重点、难点

1、引导同学发现多音字、形同音不同的特点。



2、感受情境，填写标点。

3、通过口语交际培养同学献爱心的思想与行动。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爱的奉献》的歌曲磁带，画面。

课时划分：

四课时

第一课时

一、识别字形

1、出示生字，同学拼读，朗读词语。

2、教师引导：大致理解词义。

3、同学仿照例子写一写。

4、教师擂台读

5、同学结合此特点想想还有哪些熟字是这种构字特点。

6、汇报小组讨论结果。

7、教师出示生字，同学分一分。

二、俺会填

1、同学读句子，并拼读要填写的字。

2、同学填写教师指正。



3、引导同学说说：多音字的特点。

4、说说哪些是多音字？

5、教师小结。

三、课堂回顾：

1、同学朗读生字词，说说特点。

2、朗读句子，举例。

第二课时

一、读读记记。

1、先自读词语，找出不认知的字。

2、理解词语，引导同学多想多说。

3、小组读，全班读。

二、俺会填

1、同学试读句子，体会语气。

2、请同学读，大家指正。

3、请同学说还有哪些表达可以用问号。

4、请同学说说还有哪些表达可以用感叹号。

5、同桌之间试用问的语气和感叹的语气对话。

三、俺会读



1、结合字音，同学自读。

2、分组朗读短文。

3、同学们理解：藤和瓜为什么很好？

4、看图朗读。

5、想象情景朗读。

6、看课文插图朗读。边读边扮演。

7、教师与同学一起读。

8、同学们说一小段话，交流评比。

9、教师引导，学了短文后的想法。

第三课时

一、游戏导入，深入感受

1、让同学扮演盲人，然后让他们说说看不见有多么不方便。

2、让同学扮演残疾人，让他们说说生活是多么痛苦。

3、小组讨论，俺们和残疾人相比有哪些优势。

4、汇报结果，教师总结。

二、想想说说

1、谈谈自身在路上会看见有哪些残疾人，有哪些行动的不便。

2、出示图片，想想假如你看见了，会怎么做？



3、教师引导指正，大家评论。

4、残疾人还会遇到哪些困难，你会怎样协助他们？

三、实际演练

让一位同学扮演盲人过马路，另一位同学给他协助，把说的
和做的扮演出来。

四、提出建议。

第四课时

一、歌曲跟唱

1、播放歌曲《爱的奉献》，同学跟唱。

2、同学感受歌曲意境。

二、认读歌词

1、教师出示歌词。

2、同学试着读一读，教师指正。

三、展示日记

1、同学朗读自身的日记。

2、大家评一评日记写的好不好。

四、意境升华

1、合唱歌曲，谈谈你的感想。



2、俺们在生活中、学习中该怎样做，举例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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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时教案篇四

一、教学目标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阮恒无私奉献的品
格。2、说出课文的主要内容。3、学会本课11个生字，掌
握“孤儿院、休克、输血、颤抖、迫在眉睫、草垫、擦拭、
呜咽、抽泣、竭力、轻柔”等词语。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学重点、难点教学重点是体会描写阮恒献血时动作、表
情的语句，了解他当时的复杂心情；继续练习抓住课文主要
内容。其中，前者还是教学难点。三、课时：2课时四、课前
准备：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第一课时基本教法：指导学生用
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合作交流方法读懂重点语句，
进而读懂课文；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学过程一、
名言导入，揭示课题1、导语：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意思是说，有朋友自远方来，难道不是一
件令人高兴的事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篇课文，写的就
是朋友间的故事。2、揭示课题：20、她是我的朋友二、检查
预习效果，教学生字1、检查朗读课前老师要求大家读读课文，
现在就请两个组的同学用开火车的形式读。一个同学读一个
自然段，其他同学认真听，字音都读准了吗？（注意正音）2、
教学生字这一课共有11个生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把它记住
(重点指导读准“输”、“试”的读音)。3、再读课文三、引
导学生交流初步的阅读感受，并质疑问难。1、请同学们再看
看课文，想一想，从课文中你知道了什么？(要点：知道小女
孩伤势严重，要马上输血。知道了小男孩为小女孩输血。)2、
小女孩伤势严重，输血迫在眉睫，从课文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来？3、请同学们再读课文，想想还有什么疑问，把你最想知
道的问题提出来。(主要问题：小男孩在献血时，心里怎么
想？)（板：内心活动）四、探究小男孩献血时的内心活动1、
要想知道小男孩献血时心里是怎样想的，就要从小男孩献血
过程中神态、动作入手。(板：神态、动作)预习时，同学们



已经把有关描写小男孩动作、神态的句子画了出来，现在同
桌交流一下，看看找的是不是一样。2、我们要从小男孩的神
态、动作去想象他的内心，思考・练习2的句子可以帮我们的
忙。出示课件1一阵沉默之后，一只小手颤抖地举起来。忽然
又放下来，然后又举起来。(阮恒举手时为什么“颤抖”？为
什么把手“放下去”又“举起来”？)先指名读重点句，再问
课文提了什么问题。3、请同学们再把这个句子读一读，一边
读一边模仿阮恒的动作，想象阮恒的内心，他举手时为什
么“颤抖”？为什么把手“放下去”又“举起来”？(让学生
在读句和动作的模仿中体会到：阮恒心里很害怕，举手时才
会发抖，才会把手放下，但一想到如果没有马上献血，小女
孩就会死去，所以又把手举起来。联系《爬天都峰》理解犹
豫的心情。(板书：举放举犹豫)4、指导学生在朗读中体会阮
恒的心情。(1)指名读。(2)老师范读。老师也来读一读这个
句子，大家比一比，想一想，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读。你们自
己再把句子读一读，体会小男孩害怕、犹豫的.心情。(3)再
指名读。(4)从同学的朗读中，老师仿佛看到了小男孩输血前
的害怕、犹豫，却又不乏勇敢，全班一起把这个句子有感情
地朗读一遍。(三)重点句2、3、41、终于有个孩子愿意为小
女孩输血了，他就是阮恒，输血前，他害怕过、犹豫过，但
是仍然数他最勇敢，只有他愿意为小女孩献血。在输血过程
中，他又是怎么想的？请同学们分小组学习，一组讨论一个
重点句，先提问题，再想答案。等会儿，每组一个同学在班
上汇报。2、小组讨论。3、重点句2(1)课件2过了一会儿，他
突然啜泣了一下，全身颤抖并迅速用一只手捂住脸。“疼吗？
阮恒？”医生问道。阮恒摇摇头。(2)哪个小组汇报一下，刚
才你们提了什么问题？找到什么答案？(问题：阮恒为什么突
然啜泣了一下，全身发抖？为什么迅速用一只手捂住
脸？)(板：啜泣、捂)(答案要点：阮恒心里越来越害怕，所
以他突然啜泣一下，而且全身发抖；他想掩饰自己的害怕，
所以迅速用一只手捂住脸。)(板：害怕、掩饰)(3)小结。血
就从阮恒的身上抽出来了，此时，他心里越来越害怕，越来
越痛苦，但是为了救那个小女孩，他却在掩饰自己的这种害
怕和痛苦，多么可爱可敬的小男孩啊！4、重点句3(1)出示课



件3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呜咽，并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
的痛苦，医生又问是不是针剌疼了他，他又摇了摇了头。(2)
哪个小组来说一说？(问题：阮恒过了一会儿，为什么又哭了？
为什么又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的痛苦？)(板：呜咽、掩
盖)(答案要点：阮恒心里越来越害怕，越痛苦，所以又哭了。
他不想影响给小女孩输血，所以又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的痛
苦。)(板：更害怕、又掩饰)5、重点句4(1)出示课件4接着，
他那不时的啜泣变成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他眼睛紧闭着，
用牙咬着自己的小拳头，想竭力制止抽泣。(2)哪个组要汇报？
(问题：他那不时的啜泣为什么变成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为
什么用牙咬着自己的小拳头？)（答案要点：阮恒心里更害怕，
更痛苦，所以总是不停地哭，但是他仍然在想救小女孩，所
以竭力制止抽泣，掩饰自己的害怕。）（板：非常害怕、竭
力掩饰）6、小结。阮恒在献血的过程中，从啜泣一下，到又
开始呜咽，到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说明什么？他一次又一
次地掩饰自己的害怕，又说明什么？7、感情朗读。(1)出示
课件5请同学们看屏幕，仔细观察小男孩的神情、动作，想象
他可能在想些什么，然后把这几个重点句有感情地读一
读。(2)谁来读给大家听，把自己认为读得最好地方读出来。
五、人物评价阮恒在献血的过程有过害怕，甚至是非常害怕，
你认为他可爱吗？说说你们的看法。六、布置作业回去把课
文读熟，也可以把课文中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第二课时
内容要点：思考・练习第3题和第1题。练习概括课文的主要
内容。有感情朗读课文。指导写字。基本教法：理解课文用
引导想象法；概括主要内容用连接问题答案法；写字指导用
重点部位指导法。附：板书20、她是我的朋友神情动作内心
活动举放举犹豫啜泣捂害怕掩饰呜咽掩盖更害怕又掩饰哭泣
咬非常害怕竭力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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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时教案篇五

学习目标：1．认识7个字。会写8个字。会用“可爱的”“高
兴地”写句子。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感情地朗读课文，
体会同学之间的真挚情意。3．懂得珍惜友情。教学重难点：
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懂得要珍惜友谊。初步感受课文按事
情发展顺序记述的方法。教具准备：生字卡片教学课时：两
课时第一课时一、解题、导入新课。二、识字写字。1．自由
读课文：画出生字并借助拼音读准字音。2．采用多种方式认
读生字。（1）利用儿歌巩固识字的方法，学习科、亚、呆。
（2）识字与识词结合，鼓励学生发现识字方法。(3)用游戏
的形式巩固识字,积累词汇。3．指导写字。三、朗读课文，
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第二课时一、复习导入二、朗读感
悟1．出示思考题（1）床前的气球代表了什么？（2）同学们
想通过这个气球对科利亚说些什么？（3）科利亚看到这个气
球，心里会想些什么？2．小组合作学习：找到相应的自然段，
读一读。3．全班讨论：（1）指名读第二自然段：体会科利
亚孤独、无奈。（2）指名读第四自然段：体会“气球上画着
一张可爱的小脸”和“他好像看见米沙拉动拴着气球的绳子，
几个同学站在四周，叽叽喳喳的'指手画脚”这两句话的感情。
（3）指名读第五自然段：体会“科利亚望着窗外那张逗人的
小脸，高兴地笑了”这句话的意思。让学生发挥想象，并在
反复的朗读中去体会。四、实践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表演
课本剧。

文档为doc格式



小学课时教案篇六

教学目的

1．引导学生认识反义词。

2．积累词句，朗读诗歌。

3．通过口语交际练习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4．通过展示台对培养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和自主学习的习
惯。

教学方法：自主学习

课前准备：学生准备展示作品。

课时安排：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学习我的发现。

1．读读小伙伴的话。

2．自读词语。

3．说一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词义相反或相对。）

师：这种词义相反或相对的词语我们称它们为一组反义词。

4．分男、女生对说反义词。



5．合作识记生宇，交流识字方法。

二、学习日积月累。

1．我会选。

（l）读一读四个词，明确：要选的是近义词。

（2）独立选一选。

（3）评一评。

2读读说说。

（l）齐读句子。

（2）小组内互相说一说。

（3）指名说。

（4）独立填写。

3．我会读。

（1）自由读。把诗歌读正确、读流利。

（2）小组合作读。互相帮助读正确，读流利。

（3）交流，你读懂了什么？

（4）比赛读。

三、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第二课时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喜欢旅游吗？今天我们一起组成一个旅游团，出去游
览一下。

二、导游招聘。

读愿意当导游给大家介绍你知道的名胜古迹？

三、准备交流。

1．启发。

你准备怎样介绍？

2．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怎样介绍？

3．介绍64a注意：

（l）有条理，刘顺序，把话说连贯。

（2）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态度大方。·

四、旅游。

导游给大家介绍自己知道的名胜古迹，游客随时间导游提问
题，

导游要难心解答。

五、评比最佳导游。

互相提名评，说说好在哪里。



第三课时

小学课时教案篇七

1．了解童话故事的特点；感受童话故事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2．激发学生喜欢读童话故事的兴趣，并养成边读边想的阅读
习惯。

3．会抓住童话的特点编、写童话；

4．发挥自己的想象才能，展示自己在童话故事方面的收获。

教学重点

了解童话的特点

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编写童话故事的兴趣。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激趣导入

1、从课文《巨人的花园》

《幸福是什么》

《去年的树》



《小木偶的故事》切入，再引出《神笔马良》、《哈利波
特》、《功夫熊猫》的海报。

2、同学们，你们知道这都是些什么电影吗？

3、是的，这些精彩的电影都是根据童话故事改编而成的。其
实，童话故事一直陪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今天就让我们
共同走进童话天地，一起去感受他的美妙神奇、绚丽多姿吧。

八面来风

1、课前同学们都收集了很多关于童话的资料，现在能相互交
流一下吗？

2、交流

我的发现

1、师：这么多美妙的童话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
其实呀，童话故事的编写是有一定规律的，小林和小东就发
现了一些，我们来看看吧。

2、男女生分读书上的“我的发现”

3、说说小林和小东经过本组童话故事的学习后发现了什么？

（童话具有想象丰富、故事有趣、含有深刻的道理、事物拟
人化，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4、回顾读过的童话书，看看你们发现了什么？

5、全班交流。

日积月累



1、配乐朗诵《雨中的树林》

2、喜欢这首诗吗？

3、用心、用情的朗读。

4、指名朗读――点评――再读

5、教师小结：童话世界可真有趣！正如《雨中的树林》所说，
童话是小精灵，童话市滚动的雨珠，是串串项链，是青蛙击
鼓跳舞，是又软又香的落花，是酸甜可口的浆果，是会变魔
术的雨点儿。让我们再一次用情的朗读这首诗，用多彩新奇
的童话用驻人间。

6、感情朗读。

7、教师总结：同学们，希望你们以后能以想象为船，夸张为
桨，拟人为帆，让你们的.“童话号”驶向幸福的彼岸。

展示台

1、过渡：这单元的学习即将结束，先请同学们看看教材中几
位同学的学习成果展示。相信同学们的收获一定比他们更多，
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展示、展示。（讲童话、演童话、
童话小报、童话书籍推荐、读后感等课前布置）

2、分组展示学习成果。

3、组织参观学习成果展。

4、评价

小学课时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能有条理地说说自己在金秋时节做的觉得最快乐、印象最
深的、最感兴趣的事。

2、能把自己的快乐心情表达清楚，最好能使听的人受到感染。

设计理念：

1、创设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

2、全员参与，逐步提高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

3、引导学生自主进行评价。

教学重点：

能把自己的快乐心情表达清楚。

教学准备：

1、教师搜集秋天里学校、班级开展各项活动的剪影。

2、音乐律动《摘果子》。

教学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情感

学生涌跃发言，教师一一板书，并将剪影一一张贴。（如：
放风筝、秋游、野炊……）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和交际的欲望。】



2、明确话题：秋天里，你们快乐吗？这节课，让我们一起述
说一番秋天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好吗？（板书课题：秋天的
快乐）

二、拓展思路，展开话题。

1、秋天里，除了在学校，你在其他地方还做过哪些快乐的事？

教师引导，并补充，适时张贴一些图片。

板书：摘果子、挖泥鳅、捉鱼、采集树叶、捕蝴蝶、赏菊花、
抓蟋蟀……

2、教师示范说。

要求学生认真倾听，然后评价老师说的怎么样，有哪些值得
学习的地方，或有哪些需要补充提问等。

3、学生评价老师的说话。

教师相机板书：

说：（1）声音宏亮；

（2）事情完整通顺；

（3）有感情，说出了自己的快乐；

（4）生动有趣，运用了好词好句。

4、教师评价学生。

听：（1）认真倾听；

（2）能及时补充、提问。



三、合作交流，生生互动

1、老师说完了，现在轮到你们了，按老师刚才提出的“说、
听”的要求，也来说说在秋天里感到最快乐的事。

2、分组交流。（播放《摘果子》的`旋律）

（1）按不同的兴趣，自由组合成小组，轮流讲述。

（2）按评价要求评出代表参加课堂展示。

3、全班交流，讲评结合。

现在，将你的快乐与全班同学分享一下吧！

4、师生评选“最佳口才奖”和“最佳倾听奖”。

5、学习小结，指导实践。

小结学生交际的情况（以肯定为主），同时也指出一些可能
存在的不足，以指导学生生活实践。

四、总结谈话，延伸扩展

秋天是甜蜜的，我们每个同学都从她美丽与成熟中品尝到一
份丰收和喜悦，并在脑海中留下了一幅幅美好快乐的图画。
请同学们课后把自己心中的秋天画下来吧！

第二、三课时习作教学

教学目标：

1、能按一定的顺序，把画面的内容写清楚。

2、灵活运用平时积累的好词好句。



3、再次感受秋天的美好。

设计理念：

1、重视培养学生的习作兴趣，使学生乐于表达。

2、鼓励学生运用平时积累的语言材料、表达方式，丰富自己
的表达。

3、重视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教学重点难点：

抓住秋天的特点，把画面描述完整、清楚。

教学方法：

引导、合作交流

教学准备：

ppt课件：将本单元课文中及口语交际中的几幅插图制成幻灯
片，配上轻音乐循环播放。

教学过程：

一、画秋天

1、创设情境导入：小朋友，秋天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
可爱的小动物，我们在秋天里尽情地玩耍，享受游戏的快乐。
这么美好的秋天，想不想将她留住？老师教你们一个好办法，
快快拿起你手中的画笔，留住你心中美好的秋天吧！

2、播放课件，让学生边听边画。



教师巡视，指导并发现有创意的图画。

【优美的画面和柔和的音乐激发学生的想象空间，拓展习作
思路。】

二、说秋天

1、小朋友们画得真美，你能把你心中的秋天说给大家听听吗？

小组交流，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2、集体交流。

（1）谁愿意到讲台上来展示下自己的风采？

【鼓励学生大胆表达，爱护他们的热情、冲动和愿望。】

教师给予肯定、鼓励。

如：“苹果把树枝都压弯了，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
呢！”这位同学真聪明，能灵活运用课文中的好词好句。
（板书：用上平时积累的好词好句）

“红红的柿子像一个个红灯笼。”比喻句用得真好。（板书：
比喻）

“小青蛙大声说：‘我不累，我要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洞挖好。
’”想象真丰富。（板书：拟人）

（2）点将。（将巡视中物色好的几幅画的作者请上讲台）

特色一：景物层次分明

指导按照一定的顺序说。（板书：景物按一定的顺序）



特色二：有小动物的活动。

指导可以写秋天里小动物。（板书：动物）

特色三：有人物活动。

指导可以写秋天里的人物活动。（板书：人物）

（3）教师小结

【教师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有机指导学生，使学生明
确目标，拓展思路。】

三、写秋天。

1、习作导入：这么美的画，还应配上优美的解说词才行。把
你们刚才所说的，再综合老师提出的要求把这美好的秋天写
下来吧！

2、开始习作。

学生根据要求，结合自己的画开始进行写作，教师巡回指导。

四、评秋天。

1、同桌交流。

一人读，一人听，让同桌细心听，自己在读的时候也能觉察
到写得不好的地方，并互相提出意见。

2、修改。

3、全班展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