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优质8篇)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1、了解怀特老师独特的教育方法、思想，及其对学生的深远
影响，并写出对他的评价；

2、体会侧面描写人物的作用。

了解人物的特点。

体会侧面描写的作用。

一、复习，导入新课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课文，齐读课题《一个这样的老师》。

2、我想同学们在初读了课文之后都有了自己的见解，我们一
起回忆一下，课文写了谁的什么事？（这篇课文写的是，怀
特森老师把一个不存在的“凯蒂旺普斯”介绍给我们，我们
没有怀疑，结果在考试是我们都不及格。这件事上改变了我
们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3、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从哪儿感受到的呢？作
者又是怎样把一个“这样”的老师展现给我们的呢？这节课
我们深入学习课文。

二、研读探究

三、反馈交流，体会特点



（一）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新怀疑主义”的老师。

1、怀特森老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

（学生也可能认为是博学的、有趣的、特殊的、不寻常的、
不可思议的、惹学生生气的、狡黠的、戏弄学生的、让学生
学到了探索精神的、让学生明白书上写的老师说的都是不一
定正确的、用特殊方法纠正学错误的……）

在“凯蒂旺普森”事件中，预计学生对怀特森老师最初的认
识可能是零散的，如：他们会认为怀特森老师是博学的、戏
弄学生的、教会我们怀疑的……教学时可依照学生的发言顺
序教学，而后进行整合提升。

2、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博学的老师。（如果学生先谈到略处理）

“噢，没有人知道。”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
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
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骨，向我们描述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
讲完，他把头骨交给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3、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戏弄学生的老师。

“很简单，”怀特森老师眼里闪过狡黠的光芒，解释
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我编造的，这种动物从来
就没有过。你们笔记里记的都是错的，错的当然就不能得分
了。”

师：“狡黠”是什么意思？你从中感受到什么了？（引导学
生理解怀特森老师的本意不是去捉弄孩子们，而是让他们从
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

4、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怀疑的老师。



怀特森老师摆摆手，让大家平静下来：“难道你们自己没有
想过吗？既然是‘绝迹’了，我们顶多只能发现它的骨骼化
石。而我却向你们描述它的夜间视力、皮毛的颜色，以及许
多具体特征，还给它起了个可笑的名字，你们竟一点也没有
起疑心，这就是你们不及格的原因。”

（2）我们再看看怀特森老师向我们介绍的凯蒂旺普斯，看
看“我们”该不该起疑心？

“噢，没有人知道。”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
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
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骨，向我们描述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
讲完，他把头骨交给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引导学生把冰川期绝迹和动物头骨结合起来考虑，体会到
在冰川期绝迹的动物留下来的应该是化石而绝不是头骨。）

追问：还能从哪感受到怀特森老师要教会“我们”怀疑？

（3）将考试成绩登记在册，以此教会“我们”必须学会怀疑。

过渡：:在这次“凯蒂旺普斯”事件中“我”的态度有什么变
化？“我”眼中的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喜
欢——吃惊——愤怒——领会良苦用心）

……我心中暗想，这回我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了。

……可是，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却惊呆了：我答的每道
题旁边都打着大大的红叉！怎么回事？我完完全全是按照老
师讲的写的呀！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那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讲？为什么还要考
试？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一股怒火升上了我的心头，我
紧紧抿住嘴唇，控制着自己不嚷出来。



……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

师：读读这些句子，结合上下文谈谈你感受到了什么？（引
导学生体会怀特森老师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会怀疑，学会
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新怀疑主义。这也是怀特森老师独特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

小结：一个莫须有的“凯蒂旺普斯”，让我们懂得了要
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书本上的内容和老师说的。怀特森
老师仅仅这节课这样上吗？还能从哪感受到怀特森老师独特
的教学方式？他的教育方式又给“我们”带来哪些深远的影
响呢？指名读11---14自然段。

（二）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探索的老师。（略处理）

师：从哪里看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探索的老师？

（引导学生从“小汽车”事件体会怀特森老师是一位教我们
学会探索的老师）

l、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老师。

师生梳理：影响了“我们”的学习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
生活方式

（引导学生结合“我们”行为的变化过程：不习惯质疑——
学会了新怀疑主义——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的课堂——
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我们的生活，感受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对
我们影响深远的老师）

相机出示：

（因此）逐渐的，我们懂得了，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并
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应该时



刻保持警惕，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错误，而且应当
有坚持真理的毅力。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新怀疑主
义”。

师：你们觉的什么是“新怀疑主义”？

（引导学生从这一段中感受到怀特森老师教我们懂得了一个
道理，掌握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培养了我们坚持真理的毅力。
）

“我”由衷的佩服“怀特森”老师，把“新怀疑主义”带进
了生活。正如14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齐读。

体会：我正视着邻居眼睛所说的话，“我在表白什么？”
（两层含义）

1）明白良苦用心，从心里佩服。

2）对我影响至深，即使在社会的生活中我也会应用，
说：“你错了。

我的视角中冬冬这样说：（出示冬冬的话）你同意冬冬的观
点吗？

四、学法指导

师导：学到这里我有个问题，这后三个段落看似多余，能否
删去呢？

生：不能，它是对“怀特森”老师教育结果的深入描写。

师：是呀，这正是文章写作的一大特点，这叫侧面描写，也
叫间接描写。侧面描写，指不从正面描写人物，而是通过有
关的人、事、景、物的描写，渲染气氛，烘托出所要描写的
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样可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引起读者的共



鸣，产生身临其境、烘云托月的效果。尤其在难于正面描写
人物时，侧面描写更有其特殊的功用。其实在平日的习作中
很多同学都用过。

五、课堂检测

1、完成填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引导学生感
受到怀特森老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是一个教会学生质
疑并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师。）师：带着
对这位老师敬佩，再读课题。

2、“凯蒂旺普斯”在“我”的同学中代表（）。

六、拓展延伸。

2、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曾经教育他的学生：学而
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

（只注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遭到蒙蔽二陷于迷惑；
只注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因误入歧途而招致疲乏
及危险。）

师总：学贵有思，让我们共同走进多思的生活，用我们的学
识和智慧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七、作业：试着把这独特的学习方式带到你的学习生活中去。

文档为doc格式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读懂课文描写的故事，理解怀特森先



生独特的教学方法，体会到一个人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和怀疑能力的重要性，并懂得要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
错误，坚持真理。

2、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中怀特森老师的做法对学生产生的深远
影响。

3、初步了解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写人方法。

教学重点：懂得学习中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要有科
学的怀疑精神和坚持真理的毅力。

教学难点：理解怀特森老师的做法的真正用意，体会他的人
格品质。

教学过程：

一、直接入课，课题质疑

看到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疑问？

二、整体入手，理解内容

快速朗读课文，文章写了什么？（师归纳：写了怀特森老师
运用独特的教学方法，巧妙地使学生自己悟出道理，学会怀
疑，并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勾画批注（找出关键词，把握文章内容）

1、什么是勾画批注呢？我建议你用浏览的方法来读书，就是
快速地读。勾画出描写同学们态度变化的语句，对关键词做
上批注，再联系上文，思考产生态度变化的原因。看例子：

例：“怀特森学生教我们六年级的科学课。……同学们面面
相觑，就连生物比赛得过奖的比利也都惊奇地瞪大了眼



睛。”从这句话中的“面面相觑、惊奇“两个词最能看出一
开始同学们对这位新老师非常好奇，因为大家对老师说的这
种叫凯蒂旺普斯的动物一无所知。

2、读文，生交流。（生自由交流后理出态度变化，随机指导
感情朗读“惊呆”和“不满”的。）

3、过渡：大家谈得都非常好，在讲凯蒂旺普斯的这节课上同
学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在以后的科学课上，今后在
所有的课堂上态度又变化了吗？继续勾画。

4、随机引导：“上怀特森老师的课，每一节都是不寻常的探
索。”这样的课堂会是什么样的？（生自由发言）是啊，如
此趣味盎然、悬念迭出、具有挑战性的课同学们能不喜欢吗？
难怪我会花整整两天时间来写小论文，从此我真正地喜欢上
了科学课和怀特森老师。也就是在这样不断质疑和探索的过
程中，我们终于悟出了老师的希望，那就是……（读第十自
然段）

5、老师希望我们怎么样？（生谈理解，师相机指导）

6、句式练习：“在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不是，而是（）句
式说话。

7、引导关注关键词“正视”。

横向比较：

从这个眼神中你看出一种（）态度。与“平视“对比。看到
了一个（）课堂。与“仰视”对比。

纵向的比较：

找到文中的另一个“正视”勾画出来。这又看出了一种（）



态度，（）心情。

小结：怀特森老师在科学课教会了我们学会怀疑和探索的学
习方法，后来扩展到所有的课堂，他改变了我以往的学习方
式，进而又延伸到生活中，影响着我今后的生活方式。正是
他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优秀的人格魅力牵动了同学们的态
度情感变化。那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这位老师呢？进入第二
项活动。

四、评点概说

1、明确方法，教师举例。

用简洁的词句评价老师，并结合课文内容，说出理由可以选
定一个角度来说。

从学生认识的角度：令人尊敬的老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了不起的老师、最好的老师

例：这是一个方法巧妙的老师，他不是单调的说教，而是通
过编造一种不存在的动物，故意让学生上当，使学生在教训
中自己悟出道理，学会怀疑。

2、生读文思考后，自由发言。

3、出示老师的答案，学生积累。

过渡：怀特森老师这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作者运用了什么方法做到了这一点呢？进入第三项活
动。

五、赏析质疑

（从题目、写作方法、结尾、语言描写、材料安排、人物的
刻画、词语的运用、正面描写、侧面烘托、详略处理、心理



活动描写等任选一方面说说自己欣赏的理由或提出质疑。）

1、生边读边想，交流发现。

2、师小结：本文的写作特点可以总结为六个字：详略、虚实、
抑扬。两件事，一详一略，详略得当；正面描写，侧面烘托，
虚实结合；先抑后扬，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今后在写作时
可以试着学会运用。

六、总结：

今天我们用勾画批注的方法锻炼了理解能力，用评点概说的
方法锻炼了概括能力，用赏析质疑的方法锻炼了欣赏和怀疑
的能力，但还有一个小技巧不能忽视。

（引入作者简介）

大卫·欧文，美国作家，《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他写的
《第一家爸爸银行》风靡全球，他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来教孩
子有关钱的事情。他开设了自己的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基金。

可以看得出没有怀特森老师的影响就不会有今天的欧文，这
也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欧文的成功只是同学中的一
个普通的例子，我们坚信还有更多的学生同样取得了非凡的
成就，这都应该归功于怀特森老师对他们教育和影响。课后
大家可以继续搜集有关的资料。你看，文章的作者、注解或
课后题都能帮助我们准确深入的理解文章，今后读书时要引
起关注。

七、作业：

2、运用本课写作方法写写自己的老师。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1、知识与能力

（1）理解本课中一些词语。

（2）体会句子中人物的心情。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过程与方法

（1）引导学生抓住句子中的重点词语，体会文中句子的含义。

（2）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了解怀特森老师独特的教育方法、
思想，及其对学生的深远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用事实、用科学的
方法，纠正错误，教育学生应当有坚持真理的毅力。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学习中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要有科学的怀疑精神，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错误，坚
持真理。

2、理解怀特森老师的做法，并认识到其中的价值。

】 两课时

第一课时（略）

第二课时

引导学生根据“捉弄”一词提出问题。



教师预设：

（一）、研读探讨“怎么捉弄”。

1、多种形式朗读，引导品词“传看，记笔记，画了图，饶有
兴趣……”

2、多种形式朗读，引导品词“完完全全、写”。

3、试卷发下来后，同学们的态度和表情前后发生的变化。

4、抓“狡黠”一词所在的段落并带着感情色彩朗读此段。

5、分角色朗读当时对话的情境。

（二）、研读探讨“为什么捉弄”。

2、师解说：怀特森老师“故弄玄虚”，尽管同学们学得很认
真，不及格就不及格呗！同学们也认了！可怀特森老师说试
卷上的分数是要登记在成绩册上的。

3、你理解老师的做法吗，如果你是怀特森老师的学生你会怎
么想？

4、引导：他希望我们学到点儿什么？根据学生回答，相机出
示：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
有谁是一贯正确的。

5、上怀特森老师的课，每一节都是不寻常的探索……

6、领读：逐渐的，我们懂得了……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
“新怀疑主义”。

（三）研读探讨“捉弄的结果”。



1、老师的捉弄对我们产生了哪些影响。（板书：影响）

2、文中有两处出现“正视”。（出示）

指导学生读，联系上下文体会。

3、引导学生回顾“狡黠”一词所在段落该带怎样的感情朗读。

回过头来看《一个这样的老师》，他捉弄我们是要我们学会
怀疑，学会探索，他的捉弄影响了我们的学习、生活，他是
一个令人敬佩的老师。

1、你喜欢这样的老师吗？说说你的看法。

2、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也曾经教育他的学生：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师总结：学贵有思，让我们共同走进多思的生活，用我们
的学识和智慧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写一写你的老师，他（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板书设计：

一个这样的老师

与众不同：学会质疑

学会探索

影响深远：学习方式

生活方式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教学要求：

1、了解怀特老师独特的教育方法、思想，及其对学生的深远
影响，并写出对他的评价；

2、体会侧面描写人物的作用。

教学重点：

了解人物的特点。

教学难点：

体会侧面描写的作用。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新课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课文，齐读课题《一个这样的老师》。

2、我想同学们在初读了课文之后都有了自己的见解，我们一
起回忆一下，课文写了谁的什么事？（这篇课文写的是，怀
特森老师把一个不存在的“凯蒂旺普斯”介绍给我们，我们
没有怀疑，结果在考试是我们都不及格。这件事上改变了我
们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3、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从哪儿感受到的呢？作
者又是怎样把一个“这样”的老师展现给我们的呢？这节课
我们深入学习课文。

二、研读探究



三、反馈交流，体会特点

（一）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新怀疑主义”的老师。

1、怀特森老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

（学生也可能认为是博学的、有趣的、特殊的、不寻常的、
不可思议的、惹学生生气的、狡黠的、戏弄学生的、让学生
学到了探索精神的、让学生明白书上写的老师说的都是不一
定正确的、用特殊方法纠正学错误的……）

在“凯蒂旺普森”事件中，预计学生对怀特森老师最初的认
识可能是零散的，如：他们会认为怀特森老师是博学的、戏
弄学生的、教会我们怀疑的……教学时可依照学生的发言顺
序教学，而后进行整合提升。

2、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博学的老师。（如果学生先谈到略处理）

“噢，没有人知道。”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
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
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骨，向我们描述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
讲完，他把头骨交给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3、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戏弄学生的老师。

“很简单，”怀特森老师眼里闪过狡黠的光芒，解释
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我编造的，这种动物从来
就没有过。你们笔记里记的都是错的，错的当然就不能得分
了。”

师：“狡黠”是什么意思？你从中感受到什么了？（引导学
生理解怀特森老师的本意不是去捉弄孩子们，而是让他们从
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



4、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怀疑的老师。

怀特森老师摆摆手，让大家平静下来：“难道你们自己没有
想过吗？既然是‘绝迹’了，我们顶多只能发现它的骨骼化
石。而我却向你们描述它的夜间视力、皮毛的颜色，以及许
多具体特征，还给它起了个可笑的名字，你们竟一点也没有
起疑心，这就是你们不及格的原因。”

（2）我们再看看怀特森老师向我们介绍的凯蒂旺普斯，看
看“我们”该不该起疑心？

“噢，没有人知道。”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
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
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骨，向我们描述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
讲完，他把头骨交给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引导学生把冰川期绝迹和动物头骨结合起来考虑，体会到
在冰川期绝迹的动物留下来的应该是化石而绝不是头骨。）

追问：还能从哪感受到怀特森老师要教会“我们”怀疑？

（3）将考试成绩登记在册，以此教会“我们”必须学会怀疑。

过渡：:在这次“凯蒂旺普斯”事件中“我”的态度有什么变
化？“我”眼中的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喜
欢——吃惊——愤怒——领会良苦用心）

……我心中暗想，这回我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了。

……可是，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却惊呆了：我答的每道
题旁边都打着大大的红叉！怎么回事？我完完全全是按照老
师讲的写的呀！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那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讲？为什么还要考



试？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一股怒火升上了我的心头，我
紧紧抿住嘴唇，控制着自己不嚷出来。

……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

师：读读这些句子，结合上下文谈谈你感受到了什么？（引
导学生体会怀特森老师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会怀疑，学会
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新怀疑主义。这也是怀特森老师独特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

小结：一个莫须有的“凯蒂旺普斯”，让我们懂得了要
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书本上的内容和老师说的。怀特森
老师仅仅这节课这样上吗？还能从哪感受到怀特森老师独特
的教学方式？他的教育方式又给“我们”带来哪些深远的影
响呢？指名读11---14自然段。

（二）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探索的老师。（略处理）

师：从哪里看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探索的老师？

（引导学生从“小汽车”事件体会怀特森老师是一位教我们
学会探索的老师）

l、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老师。

师生梳理：影响了“我们”的学习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
生活方式

（引导学生结合“我们”行为的变化过程：不习惯质疑——
学会了新怀疑主义——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的课堂——
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我们的生活，感受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对
我们影响深远的老师）

相机出示：



（因此）逐渐的，我们懂得了，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并
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应该时
刻保持警惕，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错误，而且应当
有坚持真理的毅力。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新怀疑主
义”。

师：你们觉的什么是“新怀疑主义”？

（引导学生从这一段中感受到怀特森老师教我们懂得了一个
道理，掌握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培养了我们坚持真理的毅力。
）

“我”由衷的佩服“怀特森”老师，把“新怀疑主义”带进
了生活。正如14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齐读。

体会：我正视着邻居眼睛所说的话，“我在表白什么？”
（两层含义）

1）明白良苦用心，从心里佩服。

2）对我影响至深，即使在社会的生活中我也会应用，
说：“你错了。

我的视角中冬冬这样说：（出示冬冬的话）你同意冬冬的观
点吗？

四、学法指导

师导：学到这里我有个问题，这后三个段落看似多余，能否
删去呢？

生：不能，它是对“怀特森”老师教育结果的深入描写。

师：是呀，这正是文章写作的一大特点，这叫侧面描写，也
叫间接描写。侧面描写，指不从正面描写人物，而是通过有



关的人、事、景、物的描写，渲染气氛，烘托出所要描写的
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样可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引起读者的共
鸣，产生身临其境、烘云托月的效果。尤其在难于正面描写
人物时，侧面描写更有其特殊的功用。其实在平日的习作中
很多同学都用过。

五、课堂检测

1、完成填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引导学生感
受到怀特森老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是一个教会学生质
疑并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师。）师：带着
对这位老师敬佩，再读课题。

2、“凯蒂旺普斯”在“我”的同学中代表（）。

六、拓展延伸。

2、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也曾经教育他的学生：学而
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

（只注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遭到蒙蔽二陷于迷惑；
只注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因误入歧途而招致疲乏
及危险。）

师总：学贵有思，让我们共同走进多思的生活，用我们的学
识和智慧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七、作业：试着把这独特的学习方式带到你的学习生活中去。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教学目标：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探寻我对怀特森老师“喜欢—惊讶—



气愤—崇敬”的心理变化和原因，暗暗体会怀特森老师的用
心良苦和教育智慧。

2、通过学习，学生对怀特森老师有自己的评价。

3、体会侧面描写及正面描写的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教学重点难点：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探寻我对怀特森老
师“喜欢—惊讶—气愤—崇敬”的心理变化和原因，暗暗体
会怀特森老师的用心良苦和教育智慧。体会侧面描写及正面
描写的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教学过程：

同学们从幼儿园就与老师接触，对老师应该不陌生，谁能说
一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老师？看来同学们所经历的老师各有
各的特点，今天我们共同认识一位老师，（出示课件）揭示
课题：一个——的老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老师，我相信读
完课文后你会有自己的看法。

（出示课件）出声朗读课文，初步感受一下文中所描绘的是
一个怎样的老师？

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一开始上课就在学生平静的心里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请同学们默读1—10自然段，说说第一节
课上发生了什么？（锻炼学生总结概括的能力）

（出示课件）（1）小组学习读1—10自然段，概括一下，我
的心情不断地变化，划出我的心理活动并在旁边批注你的心
情。

（2）小组成员试着表演一下怀特森先生和我的反应。

（3）与教师合作朗读



师：谁知道一种叫做凯蒂旺普斯的动物？啊，没有人知道，
那是一种夜行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
请同学们看看他的头骨吧。

生：我心中暗想：这回我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了。心情怎样：
（学生画到黑板上）

师：谁能读出这种心情。

生：朗读（教师评价）

师：进行了测试，把试卷发给大家，

生：我却惊呆了：我答的每道题旁边都打着大大的红叉。怎
么回事？我完完全全是按照老师讲的写的呀！一定有什么地
方弄错了。发生了什么事？心情怎样: （学生画到黑板上）

师：谁能读出这种心情。

生：朗读（教师评价）

师：很简单，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我编造的，这种动
物从来就没有过，你们笔记里记得都是错的，错的当然不能
得分了。那件头骨吗，不过是马的头骨罢了。

生：那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郑重其事的讲？为什么还要考试？
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一股怒火升上了我的心头。 （学生画
到黑板上）

师：谁能读出这种心情。

生：朗读（教师评价）

师：难道你们自己没有想到吗？既然绝迹了，我们顶多只能
发现它的骨骼化石。而我却向你们描述它的夜间视力、皮毛



的颜色，以及许多具体特征，还给它起了个可笑的名字，你
们竟一点也没有起疑心，这就是你们不及格的原因。

我真的把你们的糟糕的成绩登记在册了，你想说点什么？

生：……（表达不满，气愤）

静心思考，怀特森老师这样做是他想要达到的效果，它的目
的是什么？

（让学生能体会到怀特森先生的用心良苦、教育的智慧）

（4）默读11——13自然段看看怀特森先生希望我们从这件事
上学到什么？找出答案。

学会质疑、学会探索、新怀疑主义

（出示课件）我把怀特森老师的故事讲给一位邻居听，他惊
讶极了：“怀特森老师不该这样捉弄你们。”我正视着他的
眼睛，告诉他：“你错了，怀特森老师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时候我对老师的心情： （教师画到黑板上）

（学生能够通过所学所思表达出自己的对怀特森的认识和了
解。）

小组合作学习：作者是运用了什么写作方法使怀特先生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侧面描写 （通过板书和刚才学到的内容让学生总结）

正面描写 （怀特森先生的语言、动作、神态，让学生总结）

布置作业：我相信你也有自己最喜欢的老师，试着用这种方
法把他的写出来好吗？



板书设计：

一个这样的老师

怀特森老师

侧面描写 用心良苦 新怀疑主义

正面描写 充满智慧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六

教材分析：

本文是美国作家大卫.欧文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学习生活时写的
一篇文章。它叙述了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运用“故弄玄虚策
略”，教会学生“新怀疑主义”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对学生
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又独具一格的老师形象。文章安排材料的
方法与学生常见的文章有所不同：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
描写人物，是本文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文中既有对怀特森老
师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正面描写，也有对“我”的心理活
动、怀特森老师教育效果的侧面描写。二者相互结合，怀特
森老师特点就更加鲜明突出了。能够结合正侧面描写来了解
人物的特点是本文的教学重点，体会这种侧面描写的作用是
本文的教学难点。

学生分析：

文中所塑造的怀特森老师的形象对学生是一种“冲突”。首
先是视觉上的冲突：怀特森老师别具一格的科学课让学生耳
目一新。其次是心理上的冲突：他们没想到怀特森老师
会“戏弄”自己的学生，这让他们的心里有些受不了。再次
是思维方式上的冲突：现在的大多数孩子还是教师和教材的
忠实信徒，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怀疑教师和教科书上说的，



因此是对他们多年来一种思考方式的挑战。最后是生活习惯
上的冲突，怀特森老师不仅教会我们用“新怀疑主义”去学
习，也教会我们用“新怀疑主义”去生活，去看待生活中的
每一件事。这些冲突有的源自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但更多的
是源自于怀特森老师与其他老师的与众不同。

设计理念：

以“怀特森老师是怎样的一个老师”，为学习的主线。引导
学生从“怀特森老师本人的语言、动作、神态”“我的心情
变化”“我们的行为变化”三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在三
种不同角度的学习交流中丰满人物形象，达到立体感悟人物
形象的效果。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3个生字及新词，认读2个字。

2、能说出课文大意，提出不懂的问题，初步拟定学习方案。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今天我们学习30，大家齐读课题。读了这个题目你们有什么
问题吗?(预计学生可能提出：这是一个怎样的老师?这个老师
与别的老师有什么不同?等)带着这些问题到课文中去寻找答



案吧!

二、检查预习

1、按自然段开火车朗读课文，注意做到正确流利。

2、提出并解决不理解的词语。

解决学生不理解的词语后，提出：

(1)面面相觑，结合课文内容谈谈同学们为什么会面面相觑?

(2)冰川期，你们知道冰川期是什么时期吗?(地质上的一个时
期，在新生代的第四季，当时气候非常寒冷，欧洲和美洲北
部都被冰川所覆盖，也叫冰河时代。)

(3)胸有成竹，文中说我做什么胸有成竹?

(4)郑重其事，怀特森老师是怎样郑重其事地讲“凯蒂旺普
斯”的?

(5)狡黠是什么意思?(狡诈)怀特森老师眼里为什么闪过狡黠
的光芒?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学：用你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看看你读懂了什么?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是想知道的?在书上做个标记。

2、汇报：

(1)说说你读懂了什么?(略)

总结课文的主要内容：指名说，修改完善，达到人人会说(这
篇课文写的是，怀特森老师把一个不存在的凯蒂旺普斯介绍



给我们，我们没有怀疑，结果在考试是我们都不及格。这件
事上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2)提出不懂的问题：

存疑置后处理的问题预计有：

我们测验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说上怀特森老师的课，每一节课都是不寻常的探索?

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

“新怀疑主义”指什么?我们是怎样学会“新怀疑主义”的?

怀特森老师介绍的“凯蒂旺普斯”哪些地方有疑问?

文中两次提到“正视”有什么含义?便打了“我们”“我“什
么样的心情?

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呢?

四、明确进一步学习的方向

1、你觉得《一个这样的老师》这篇课文的主要人物是谁?(可
联系课题、课文的主要内容及课后2题确定)

2、下一步我们深入学习什么呢?

还要解决我们不懂的问题——怀特森老师介绍的“凯蒂旺普
斯”哪些地方有疑问?……

3、拟定进一步学习的方案：

学生自拟后师生交流，形成建议性学习方案和自拟学习方案。



(此处略，见第二课时)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新词。

2、练习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怀特森老师独特的教育方法、思想，及其对学生的深
远影响，并写出对他的评价。

2、体会侧面描写人物的作用。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30课《一个这样的老师》。课文主要写
了什么?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引
导学生初步整体感知课文)你们是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地感受
呢?作者又是怎样把一个“这样”的老师展现给我们的呢?这
节课我们深入学习课文。

二、依学案自主探究，因需交流。

学案：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

思路1：默读课文，看看怀特森老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
一想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



思路2：默读课文，思考在怀特森老师教“我们”的过程
中“我”的心情和行为有了哪些变化，“我”认为怀特森老
师是一个()的老师。

三、共议交流。

l 怀特森老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

(一).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新怀疑主义”的老
师。(学生也可能认为是博学的、有趣的、特殊的、不寻常的、
不可思议的、惹学生生气的、狡黠的、戏弄学生的、让学生
学到了探索精神的、让学生明白书上写的老师说的都是不一
定正确的、用特殊方法纠正学错误的、……)

在“凯蒂旺普森”事件中，预计学生对怀特森老师最初的认
识可能是零散的，如：他们会认为怀特森老师是博学的、戏
弄学生的、教会我们怀疑的……教学时可依照学生的发言顺
序教学，而后进行整合提升。

1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博学的老师。(如果学生先谈到略处理)

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
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
骨，向我们解释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讲完，他把头骨交给
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师：你从怀特森老师向同学们介绍的凯蒂旺普森身上觉得他
是一个博学的老师。

2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戏弄学生的老师。

“很简单，”怀特森老师眼里闪过狡黠的光芒，解释
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我编造的，这种动物从来
就没有过。你们笔记里记的都是错的，错的当然就不能得分



了。”

师：狡黠是什么意思?你从中感受到什么了?(引导学生理解怀
特森老师的本意不是去捉弄孩子们。而是让他们从这件事上
学到点什么)

3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怀疑的老师。

怀特森老师摆摆手，让大家平静下来：“难道你们自己没有
想过吗?既然是‘绝迹’了，那就什么也没留下。我向你们描
述它的夜间视力、皮毛的颜色，以及许多根本不存在的现象，
还给它起了个可笑的名字，你们竟一点也没有起疑心，这就
是你们不及格的原因。”

(1)怀特森老师认为我们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不是知识性的，
而是没有对老师说的话做认真的考虑，发现其中的疑点。)

(2)我们再看看怀特森老师向我们介绍的凯蒂旺普斯，看看我
们该不该起疑心?

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
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
骨，向我们解释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讲完，他把头骨交给
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引导学生把冰川期绝迹和动物头骨结合起来考虑，体会到在
冰川期绝迹的动物留下来的应该是化石而绝不是头骨。)

追问：还能从哪感受到怀特森老师要教会我们怀疑?

(3)从考试成绩登记在册教会我们必须学会怀疑。

过渡：:在这次“凯蒂旺普斯”事件中“我”的态度有什么变
化?“我”眼中的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喜欢——



吃惊——愤怒——领会良苦用心)

……我心中暗想，这回我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了。

……可是，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却惊呆了：我答的每道
题旁边都打着大大的红*!怎么回事?我完完全全是按照老师讲
的写的呀!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那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讲?为什么还要考
试?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一股怒火升上了我的心头，我紧
紧抿住嘴唇，控制着自己不嚷出来。

……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

师：读读这些句子，结合上下文谈谈你感受到了什么?(引导
学生体会怀特森老师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会怀疑，学会一
种新的学习方式——新怀疑主义。这也是怀特森老师独特的
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

小结：一个莫须有的凯蒂旺普斯，让我们懂得了要用“怀
疑”的眼光去看待书本上的内容和老师说的，还能从哪感受
到怀特森老师独特的教学方式。

(二)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探索的老师。(略处理)

师：请你结合实际谈谈为什么说这是不寻常的探索?

(引导学生从“小汽车”事件体会怀特森老师是一位教我们学
会探索的老师)

l 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老师。(引导学生体会怀特森
老师即影响了我们的学习方式有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引导学生结合“我们”行为的变化过程：不习惯质疑——学



会了新怀疑主义——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的课堂——把
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我们的生活，感受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对我
们影响深远的老师)

相机出示：

逐渐的，我们懂得了，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并不是一贯
正确的，事实上没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
惕，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错误，而且应当有坚持真
理的毅力。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新怀疑主义”。

师：你们觉的什么是“新怀疑主义”?

(引导学生从这一段中感受到怀特森老师教我们懂得了一个道
理，掌握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培养了我们坚持真理的毅力。
教学时还可引导学生结合下文来谈怀特森老师对我们的影响。
)

师：本文的主要人物是怀特森老师，作者不仅对怀特森老师
的语言和行为进行了细致地描写，还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
我的心理活动以及我们行为的前后变化，加深了我们对怀特
森老师的认识。这种通过对有关的人、事、景、物的描述，
渲染气氛，烘托出所要描写的人物的性格特征的写作手法叫
侧面描写。

(三)师生总结。

完成填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

四、拓展延伸。

五、作业。

必做：



1、练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朗读课文。

选做：

试着把这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带到你的学习生活中去。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七

1、知识与能力

（1）理解本课中一些词语。

（2）体会句子中人物的心情。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过程与方法

（1）引导学生抓住句子中的重点词语，体会文中句子的含义。

（2）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了解怀特森老师独特的教育方法、
思想，及其对学生的深远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用事实、用科学的
方法，纠正错误，教育学生应当有坚持真理的毅力。

【教学重难点】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学习中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要有科学的怀疑精神，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错误，坚
持真理。



2、理解怀特森老师的做法，并认识到其中的价值。

【教学准备】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略）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整体感知。

引导学生根据“捉弄”一词提出问题。

二、自主探究，择读感悟。

教师预设：

（一）、研读探讨“怎么捉弄”。

1、多种形式朗读，引导品词“传看，记笔记，画了图，饶有
兴趣……”

2、多种形式朗读，引导品词“完完全全、写”。

3、试卷发下来后，同学们的态度和表情前后发生的变化。

4、抓“狡黠”一词所在的段落并带着感情色彩朗读此段。

5、分角色朗读当时对话的情境。

（二）、研读探讨“为什么捉弄”。



2、师解说：怀特森老师“故弄玄虚”，尽管同学们学得很认
真，不及格就不及格呗！同学们也认了！可怀特森老师说试
卷上的分数是要登记在成绩册上的。

3、你理解老师的做法吗，如果你是怀特森老师的学生你会怎
么想？

4、引导：他希望我们学到点儿什么？根据学生回答，相机出
示：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
有谁是一贯正确的。

5、上怀特森老师的课，每一节都是不寻常的探索……

6、领读：逐渐的，我们懂得了……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
“新怀疑主义”。

（三）研读探讨“捉弄的结果”。

1、老师的捉弄对我们产生了哪些影响。（板书：影响）

2、文中有两处出现“正视”。（出示）

指导学生读，联系上下文体会。

3、引导学生回顾“狡黠”一词所在段落该带怎样的感情朗读。

三、总结。

回过头来看《一个这样的老师》，他捉弄我们是要我们学会
怀疑，学会探索，他的捉弄影响了我们的学习、生活，他是
一个令人敬佩的老师。

四、拓展延伸

1、你喜欢这样的老师吗？说说你的看法。



2、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也曾经教育他的学生：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师总结：学贵有思，让我们共同走进多思的生活，用我们
的学识和智慧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五、作业

写一写你的老师，他（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板书设计：

一个这样的老师

与众不同：学会质疑

学会探索

影响深远：学习方式

生活方式

一个这样的老师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八

教材分析：

本文是美国作家大卫。欧文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学习生活时写
的一篇文章。它叙述了科学课上怀特森老师运用“故弄玄虚
策略”，教会学生“新怀疑主义”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对学
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又独具一格的老师形象。文章安排材料
的方法与学生常见的文章有所不同：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
法描写人物，是本文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文中既有对怀特森
老师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正面描写，也有对“我”的心理
活动、怀特森老师教育效果的侧面描写。二者相互结合，怀



特森老师特点就更加鲜明突出了。能够结合正侧面描写来了
解人物的特点是本文的教学重点，体会这种侧面描写的作用
是本文的教学难点。

学生分析：

文中所塑造的怀特森老师的形象对学生是一种“冲突”。首
先是视觉上的冲突：怀特森老师别具一格的科学课让学生耳
目一新。其次是心理上的冲突：他们没想到怀特森老师
会“戏弄”自己的学生，这让他们的心里有些受不了。再次
是思维方式上的冲突：现在的大多数孩子还是教师和教材的
忠实信徒，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怀疑教师和教科书上说的，
因此是对他们多年来一种思考方式的挑战。最后是生活习惯
上的冲突，怀特森老师不仅教会我们用“新怀疑主义”去学
习，也教会我们用“新怀疑主义”去生活，去看待生活中的
每一件事。这些冲突有的源自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但更多的
是源自于怀特森老师与其他老师的与众不同。

设计理念：

以“怀特森老师是怎样的一个老师”，为学习的主线。引导
学生从“怀特森老师本人的语言、动作、神态”“我的心情
变化”“我们的行为变化”三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在三
种不同角度的学习交流中丰满人物形象，达到立体感悟人物
形象的效果。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3个生字及新词，认读2个字。

2、能说出课文大意，提出不懂的问题，初步拟定学习方案。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今天我们学习30，大家齐读课题。读了这个题目你们有什么
问题吗？（预计学生可能提出：这是一个怎样的老师？这个
老师与别的老师有什么不同？等）带着这些问题到课文中去
寻找答案吧！

二、检查预习

1、按自然段开火车朗读课文，注意做到正确流利。

2、提出并解决不理解的词语。

解决学生不理解的词语后，提出：

（1）面面相觑，结合课文内容谈谈同学们为什么会面面相觑？

（2）冰川期，你们知道冰川期是什么时期吗？（地质上的一
个时期，在新生代的第四季，当时气候非常寒冷，欧洲和美
洲北部都被冰川所覆盖，也叫冰河时代。）

（3）胸有成竹，文中说我做什么胸有成竹？

（4）郑重其事，怀特森老师是怎样郑重其事地讲“凯蒂旺普
斯”的？

（5）狡黠是什么意思？（狡诈）怀特森老师眼里为什么闪过



狡黠的光芒？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学：用你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看看你读懂了什么？
有什么不明白的或是想知道的？在书上做个标记。

2、汇报：

（1）说说你读懂了什么？（略）

总结课文的主要内容：指名说，修改完善，达到人人会说
（这篇课文写的是，怀特森老师把一个不存在的凯蒂旺普斯
介绍给我们，我们没有怀疑，结果在考试是我们都不及格。
这件事上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2）提出不懂的问题：

存疑置后处理的问题预计有：

我们测验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说上怀特森老师的课，每一节课都是不寻常的探索？

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

“新怀疑主义”指什么？我们是怎样学会“新怀疑主义”的？

怀特森老师介绍的“凯蒂旺普斯”哪些地方有疑问？

文中两次提到“正视”有什么含义？便打了“我
们”“我“什么样的心情？

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呢？



四、明确进一步学习的方向

1、你觉得《一个这样的老师》这篇课文的主要人物是谁？
（可联系课题、课文的主要内容及课后2题确定）

2、下一步我们深入学习什么呢？

还要解决我们不懂的.问题——怀特森老师介绍的“凯蒂旺普
斯”哪些地方有疑问？……

3、拟定进一步学习的方案：

学生自拟后师生交流，形成建议性学习方案和自拟学习方案。
（此处略，见第二课时）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新词。

2、练习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了解怀特森老师独特的教育方法、思想，及其对学生的深
远影响，并写出对他的评价。

2、体会侧面描写人物的作用。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30课《一个这样的老师》。课文主要写



了什么？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
（引导学生初步整体感知课文）你们是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地
感受呢？作者又是怎样把一个“这样”的老师展现给我们的
呢？这节课我们深入学习课文。

二、依学案自主探究，因需交流。

学案：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

思路1：默读课文，看看怀特森老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
一想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

思路2：默读课文，思考在怀特森老师教“我们”的过程
中“我”的心情和行为有了哪些变化，“我”认为怀特森老
师是一个（）的老师。

三、共议交流。

怀特森老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

（一）．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新怀疑主义”的老师。
（学生也可能认为是博学的、有趣的、特殊的、不寻常的、
不可思议的、惹学生生气的、狡黠的、戏弄学生的、让学生
学到了探索精神的、让学生明白书上写的老师说的都是不一
定正确的、用特殊方法纠正学错误的、……）

在“凯蒂旺普森”事件中，预计学生对怀特森老师最初的认
识可能是零散的，如：他们会认为怀特森老师是博学的、戏
弄学生的、教会我们怀疑的……教学时可依照学生的发言顺
序教学，而后进行整合提升。

1、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博学的老师。（如果学生先谈到略处理）



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
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
骨，向我们解释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讲完，他把头骨交给
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师：你从怀特森老师向同学们介绍的凯蒂旺普森身上觉得他
是一个博学的老师。

2、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戏弄学生的老师。

“很简单，”怀特森老师眼里闪过狡黠的光芒，解释
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我编造的，这种动物从来
就没有过。你们笔记里记的都是错的，错的当然就不能得分
了。”

师：狡黠是什么意思？你从中感受到什么了？（引导学生理
解怀特森老师的本意不是去捉弄孩子们。而是让他们从这件
事上学到点什么）

3、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怀疑的老师。

怀特森老师摆摆手，让大家平静下来：“难道你们自己没有
想过吗？既然是‘绝迹’了，那就什么也没留下。我向你们
描述它的夜间视力、皮毛的颜色，以及许多根本不存在的现
象，还给它起了个可笑的名字，你们竟一点也没有起疑心，
这就是你们不及格的原因。”

（1）怀特森老师认为我们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不是知识
性的，而是没有对老师说的话做认真的考虑，发现其中的疑
点。）

（2）我们再看看怀特森老师向我们介绍的凯蒂旺普斯，看看
我们该不该起疑心？



怀特森老师笑了笑，“那是一种夜行兽，在冰川期无法适应
环境的变化而绝迹了。”说着，他从讲桌里拿出一件动物头
骨，向我们解释起这种动物的特征来。讲完，他把头骨交给
前排的同学，让大家轮流观察一下。

（引导学生把冰川期绝迹和动物头骨结合起来考虑，体会到
在冰川期绝迹的动物留下来的应该是化石而绝不是头骨。）

追问：还能从哪感受到怀特森老师要教会我们怀疑？

（3）从考试成绩登记在册教会我们必须学会怀疑。

过渡：：在这次“凯蒂旺普斯”事件中“我”的态度有什么
变化？“我”眼中的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喜
欢——吃惊——愤怒——领会良苦用心）

……我心中暗想，这回我遇到一位博学的老师了。

……可是，当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却惊呆了：我答的每道
题旁边都打着大大的红叉！怎么回事？我完完全全是按照老
师讲的写的呀！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那你为什么要在课堂上郑重其事地讲？为什么还要考
试？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一股怒火升上了我的心头，我
紧紧抿住嘴唇，控制着自己不嚷出来。

……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到点什么。

师：读读这些句子，结合上下文谈谈你感受到了什么？（引
导学生体会怀特森老师希望我们从这件事上学会怀疑，学会
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新怀疑主义。这也是怀特森老师独特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

小结：一个莫须有的凯蒂旺普斯，让我们懂得了要用“怀



疑”的眼光去看待书本上的内容和老师说的，还能从哪感受
到怀特森老师独特的教学方式。

（二）怀特森老师是一个教会我们探索的老师。（略处理）

师：请你结合实际谈谈为什么说这是不寻常的探索？

（引导学生从“小汽车”事件体会怀特森老师是一位教我们
学会探索的老师）

l

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老师。（引导学生体会怀特森
老师即影响了我们的学习方式有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引导学生结合“我们”行为的变化过程：不习惯质疑——
学会了新怀疑主义——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的课堂——
把新怀疑主义带进了我们的生活，感受怀特森老师是一个对
我们影响深远的老师）

相机出示：

逐渐的，我们懂得了，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并不是一贯
正确的，事实上没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
惕，用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纠正错误，而且应当有坚持真
理的毅力。同学们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新怀疑主义”。

师：你们觉的什么是“新怀疑主义”？

（引导学生从这一段中感受到怀特森老师教我们懂得了一个
道理，掌握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培养了我们坚持真理的毅力。
教学时还可引导学生结合下文来谈怀特森老师对我们的影响。
）



师：本文的主要人物是怀特森老师，作者不仅对怀特森老师
的语言和行为进行了细致地描写，还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
我的心理活动以及我们行为的前后变化，加深了我们对怀特
森老师的认识。这种通过对有关的人、事、景、物的描述，
渲染气氛，烘托出所要描写的人物的性格特征的写作手法叫
侧面描写。

（三）师生总结。

完成填空：怀特森老师是一个（）的老师。

四、拓展延伸。

五、作业。

必做：

1、练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2、朗读课文。

选做：

试着把这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带到你的学习生活中去。

附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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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这样的老师

与众不同：学会质疑

学会探索



影响深远：学习方式

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