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麦哨课文教案(精选8篇)
小班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与学生和家长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
动，以形成教育教学的共同理解和支持。小编为大家收集了
一些优秀的中班教案范文，希望能够给您编写教学计划提供
一些参考。

麦哨课文教案篇一

5月22号，我们听评课小组的老师听取了郭淑华老师讲授的
《麦哨》一课。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作者满怀喜悦之情描写
了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象和孩子们在其间玩耍
嬉戏的情形，全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课文以麦哨的声
音为线索，开头设疑，“‘呜卟，呜卟，呜……’田野里，
什么声响和着孩子的鼻音，在浓绿的麦叶上掠过？一声呼，
一声应，忽高忽低，那么欢快，那么柔美。”接着点出湖畔
割草的孩子，紧跟着重点描写了孩子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他
们在这种天然娱乐场中游戏的情形，最后再次以欢快柔美的
麦哨声作结，“是谁又吹响了那欢快、柔美的麦哨？一忽儿，
四处都响了起来，你呼我应，此起彼落。听了郭老师的课我
收获很多：

首先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郭老师就是从这个点出发，设计
课堂教学的。课堂中“‘呜卟，呜卟，呜……’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你呼我应，郭老师模仿的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既拉近了师生间与生生之间的距离，调动了孩子的生活经验，
引领孩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农村的生活情趣，锻炼了学
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感觉整堂课都在布
谷鸟的欢快叫声中度过，有力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再是及时鼓励学生，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在学习过程中，
对孩子的表现郭老师及时作出评价。当孩子们兴趣盎然地自
由朗读课文后，郭老师不失时机地送上一句“你们朗读课文



的声音真美妙！丝毫不亚于悦耳的`麦哨声！”或送上一个大
拇指，或报以热烈的掌声，或送他一个真诚的微笑，时刻以
自己的态势语鼓励孩子，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增强自信，提高
自己的语文学习能力。

最后是过渡语自然流畅，这也体现了郭老师丰富的教学经验
和她课下兢兢业业的备课。

从总体上看，这堂课很成功，学生跟着老师学会了很多知识，
我也受益匪浅。

麦哨课文教案篇二

第一、说一下教材。

这个单元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走进田园、热爱乡村，感受田
园诗情”来写的，文中的语言不算华丽，辞藻也不算新颖，
近呼于白描的方式带我们走进乡下人家，走进那自然，纯美
的世外桃源，让我们去感受那如诗如画般的田园风情。《麦
哨》这篇课文给我们讲述的是在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
收的景象和孩子们在其间玩耍嬉戏的情形。让已经经历或者
说还没有经历的孩子去回味去向往，从文中的言词句中去体
会语言的优美，去感受乡村生活的欢快、柔美、舒适。让学
生以文本语言为通道，细品田园之美，最终到达文本所描绘
的唯美境界，产生情与美的共鸣，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养的目的。

《麦哨》在课文中描绘的孩子们在田间嬉闹的场景，如：摔
交、吹麦哨、翻跟斗等，作为正生活在乡下的孩子来说已经
是最熟悉不过，每提到一个场景孩子们都能说出他们在田间
地里欢快的场面，这也是学生们学习这篇课文最得天独厚的
基础条件，但要体会到文中语言所描述的这种“欢快、柔
美”，这种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所以，
在教学中，考虑到了这些方面的因素，根据新课标的相关要



求和内容的特点，并结合四年级学生的能力，我给这篇课文
安排了一个课时的教学时间，并确定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1.认识“兜、畔”等8个生字，掌握两个多音字“和、应”。

2.体会作者生动形象的语言，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

3.感受乡村生活的淳朴自然、孩子们欢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

重点难点：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理解内容的同时品味作者
生动形象的语言，感悟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能有感情朗
读。

第二、浅谈一下我的教法及学法：

根据本文的特点，我确定了如下的教学法：

1.情境教学法：展示最美的乡村的图片，以此来激发学生对
田园美好生活的向往。

2.朗读感悟法：有疑问时，多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意自
见；有感悟时，多读理解深入；品位语言，多读朗朗成诵。

3.（默读）自主感悟法：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只是一个引导者，把课堂的主角还给学生，自读自悟，
师生共读共悟等形式，大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理
念。把人们常说的“教学相长”在实际教学中体现出来，学
生通过合作等了解“欢快、柔美”的乡村生活。

第三、将从“（一）、自读提示，导入课文；（二）、初读
课文，了解内容；（三）、小组交流，体会情景，；（四）、
汇报交流，深入体会；（五）、总结全文，升华情感，拓展



练习”这几个方面来说说教学过程：

一：根据自渎提示，导入课题

1、通过自渎提示，你知道了什么？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3、质疑

首先，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词，读通课文，初
步感受课文大意，让学生对本篇课文有个整体的了解。

然后，让学生们分组合作学习，相互交流生字学习情况，并
每组选派一个代表到黑板前写“畔、兜”等8个生字，之后师
生共同评判正确与否，多音字的分析和形近字的比较。

最后，让学生们同桌互读课文，并同时思考问题，（课文主
要写了什么内容？）让学生进一步整体了解课文，充分发挥
学生的积极性。

三：小组交流，体会情景，细读课文。

这个环节是我的教学重难点部分，我将分步骤，行序渐进的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1）、师向学生介绍：《麦哨》是一篇十分优美的散文，读
起来很有情趣，请同学们快速地默读课文，并找出课文的两
个关键词，并说说其意思。

（2）、理解文中的“欢快、柔美”



提问学生，看看他们对“欢快、柔美”这两个词是怎样理解
的，之后【板书：“欢快、柔美”】然后，我会请学生“欢
快、柔美”地自由朗读课文最后一自然段，再一次感受课文的
“欢快、柔美”，感受乡间生活。最后，我会请学生找出自
己喜欢的部分，说说理由，朗读出感受。从而，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的说话能力。

（3）体会并领悟“欢快、柔美”的内涵：

我带着学生一起读最后一个自然段。来感受文中所说的意境。
接着，我会让学生们闭上眼睛展开想象，去把文中的文字联
想成一幅美丽的画面，最后，我会请学生们结合生活实际举
出生活中“欢快、柔美”的具体事例。以此，从文本向生活
拓展，使学生认识到“欢快、柔美的生活”。

（4）拓展“欢快、柔美”的意境：

通过对文章的学习，让他们充分感悟乡村“欢快、柔美”的
生活，各自写出赞美乡村生活的诗或句。

四：，汇报交流，深入体会

1、字音（剥开、黑白相间、吮吮）

2、主要内容

作者满怀喜悦之情描写了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
象以及孩子们在其间无拘无束地玩耍嬉戏的的情形，展现了
乡村孩子天真、纯朴、可爱的形象。

3、请学生默读课文，画出喜欢的部分，然后试着有感情地读
一读。引导学生体会作者丰富生动的语言，课上选起优美的
句子来共同赏析。在此，我以一个语句为例并作如下的预设：



（草地柔软而有弹性，比城里的体育馆的垫子还要强，这简
直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

通过这种分析让学生充分了解课文中重点词句的意思，在课
文中的作用，帮助他们领悟课文所表达的意思，帮助他们增
长知识，积累语言。

五：总结全文，升华情感，作业拓展：

1、课文向我们展示了乡村孩子们欢快，美好的生活，你读后
又有什么感受？

（能感受到乡村自然环境美好，孩子们天真、纯朴，可爱，
快乐的田园生活总是让人很向往。）

2、学了这篇课文请同学们尝试写作练习，写几句诗或者仿写
一篇这样的散文来赞美田园景色。学了能懂并且能用，这是
积累好词佳句的最好办法，也是学后能巩固知识的有效途径，
这也是学习的目的。

最后我来说说板书设计：

一堂完整的课，有一个好的开始，更要有一个好的结束，好
的板书设计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用简洁的语言来这总结和慨
括文章，就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割草的孩子+丰收小麦

24.麦哨（欢快、柔美）

孩子们翻跟头竖蜻蜓

麦哨声声小伙伴们乐开怀怀怀！



麦哨课文教案篇三

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麦哨》是一篇十分优美的散
文。作者满怀喜悦之情描写了初夏季节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
象和孩子们在其间无拘无束地玩耍嬉戏的情形，展现了乡村
孩子天真、纯朴、可爱的形象，全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
课文以盛夏的乡村特有的“麦哨”为题，富有诗意。以麦哨
的声音为线索，开头设疑。接着点出湖畔割草的孩子，重点
描写了孩子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他们生活在这种天然娱乐场
所中游戏的情形。最后再次以欢快柔美的哨声作结。全文首
尾呼应，行文流畅，意韵悠长，暗示着孩子们的童年生活也
如同那麦哨的声响，欢快、柔美，悠远、绵长。语言生动优
美，比喻、拟人手法运用得形象传神，既有画的意境美，又
有音乐的韵律美。但这样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在这一单元中
是作为最后一篇略读课文来教学的。

今天，苏青青老师的课堂，很好地把握了课文的语言特色，
挖掘了语言的内在魅力，以及语言的表现力，课堂上有这样
几点值得我们学习：

课前师生谈话，苏老师精心准备，创设问题：同学们，你们
的家乡在哪里？（在海边）。你们在海边玩些什么？通过学
生的谈话很自然地引入课文。在本文中出现的农作物，苏老
师都出示了相应的图片帮助理解，尤其是在出示麦子图片时
还引出了麦秆、麦芒、麦穗儿等相应的位置，让学生有限的
知识面进一步拓展开来，为下文的学习埋下了铺垫。

苏老师的个人语文素养非常好：音甜美，教态自然，课堂的
调控能力能把握得恰当好处。学生参与朗读的面也很广。在
指导朗读时，她范读麦哨声响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生都不由自主地被带动了起来。正如俗话说的，“授人以
鱼，还不如授人以渔。”苏老师让学生学会了自主学习。

这节课，苏老师把目标定为：“从优美的语言中感受乡村孩



子纯朴自然、欢快的童年生活，积累作者生动形象的语
言。”一方面关注到《麦哨》是一篇十分优美的散文，另一
方面也关注到这篇课文在本册教材所处的位置，是第六单
元“走进田园，热爱乡村”一组课文中的最后一课。于是在
教学中并不是仅仅抓住优美的语言，也不纠缠于比喻、拟人
等写作手法的解剖，而是重视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和积累，通
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唤醒学生的语言意识，激发学习情趣。
如：教学麦哨的声音时，让学生通过不同的朗读来体现“柔
美、欢快、你呼我应”等各种美妙的'麦哨声。我相信，这样
的教学，这样的课堂一定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记。

在理解和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发现语言规律，并熟读积累，
定能使文本丰富的语言滋润学生的心灵。另外，作为本单元
最后一课的学习，引入拓展阅读，尝试写作练习，把学习的
视角引向了广阔的天地，使得文已尽，而学无尽、意未尽。
孩子们用最质朴的语言，展现了乡村风情和特色，这既是一
次有意义的课堂练笔，又是对文本的丰厚。

苏老师的这堂课，值得学习的地方还很多，让我受益匪浅。

麦哨课文教案篇四

今天上午在四年级三班听了张老师的一节公开课，讲的是阅
读课文《麦哨》。这是一篇关于农村孩子课外生活的文章，
教学目标中让学生感情朗读课文这个目标设计的特别好，通
过反复朗读，让我们的学生感受农村孩子课外生活的丰富有
趣，也引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开展丰富有趣的课外生活，
增加孩子们的生活乐趣。

这节课的优点有以下几点：

课前学生根据导学案的学习目标，把生字都抄写了几遍，有
的同学还用生字组了词语。所以在课堂上学生都能够对子之
间进行有效的'检查和批改，为课堂学习生字词节省了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组内同学还能够相互检查，并且用红笔进行
纠错。

比如啄木鸟组提出的“为什么麦穗就是一个跳动的音符
呢？”这个问题就提的特别好，说明同学在课内外的学习中
是动了脑子的。在课堂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能引导大家充
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胆地进行展示。在探讨这个问题的
过程中，不但学生积极地说了自己的看法，张老师还对学生
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引导，让学生从想像、声音等等方面对这
个问题有了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生课外观察生活的兴趣。

课堂上老师能及时让学生对自己的预习和学习过程用分数进
行评价，以此鼓励学生积极学习。

展示并让学生朗读明确学生目标也是这节课的这点。

当然这节课也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首先就是这是一篇阅读
文章，在课堂上没有围绕“感情朗读”这个目标有效的展开
读书，学生读书的时间相对少了点。其次是学生在展示过程
中，站起来、坐下都比较随意，特别是没有请其他同学质疑
补充，让很多同学失去了课堂参与的机会。

麦哨课文教案篇五

《麦哨》是人教版新课标第八册第六组中的一篇略读课文，
《乡下人家》《牧场之国》分别介绍了中外典型的乡村田园
风光，《古诗词三首》体会田园诗情，《麦哨》是本单元最
后一篇，描写了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象和孩子
们在其间玩耍嬉戏的情形。本课文质兼美，许多语句值得学
生去品味积累。经典的文本语言是一条绝美的长径，连着读
者的心，作者的情，文中的境。让学生以文本语言为通道，
一路“读、听、赏、抒”，细品田园之美，最终到达文本所
描绘的唯美境界，产生情与美的共鸣，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的
语文综合素养的目的。



一、学习目标：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
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重在综合，它以语文能力
（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为核心，是语文能
力和语文知识，语言积累，审美情趣，思想道德，思想品质，
学习方法习惯的融合。”据此，我拟定《麦哨》一课的学习
目标为：

1知识与技能

（1）认识8个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作者丰富生动的语言，感受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
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3）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

2过程与方法

（1）以读代讲，以读求悟

（2）通过感悟和积累优美的词，句，段，培养学生语感。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4课文重难点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同时，品味优美语言，
丰富语言积累。感受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快清新的童年生
活。

二、教法与学法：



“教学方法灵活化”是创新课堂教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
课，我主要采用以下的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采用多媒体课件，补充最美的乡村的图片，播
放歌曲《美丽的田野》等，激发学生对田园美好生活的向往。

朗读感悟法：有疑问时，多读茅塞顿开；有感悟时，多读理
解深入；品位语言，多读朗朗成诵。

自主感悟法：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积
极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课堂教学应用生本自读自悟、生生互
读互悟，师生共读共悟等形式，大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
的教学理念。

三、教学策略：

本课是略读课文，基于有本单元前几课的学习，只安排了一
课时。如何引领学生走进田园，热爱乡村，感受田园诗情，
体味优美语言，积累精彩句段，下面我从“读、听、赏、
抒”谈谈本课的教学策略，其中读是渗透在教学的每个环节
中，在读中听田园欢歌，在读中赏田园画意，在读中抒田园
诗情，在读中疑，在读中品，在读中悟：

[一]、听田园欢歌

语文学习重在感性把握是语文教育的特点之一。所以我们要
尽可能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大量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自然
走进语文材料，融入语文材料的情境之中。

1、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欣赏课件《美丽乡村》图片，聆听着优美的笛子曲。诵读前
面学过的乡村生活古诗词。



2、谈话导入课题：欣赏着如此美丽的乡村美景，让我们一起
走进今天乡村孩子的生活，去倾听他们那一声声欢快柔美的
麦哨吧！想想麦哨是什么？（用麦秆做成的哨子）

4.说一说：交流，读通相关段落，注意读准多音
字“和”、“应”、“间”。

5.“吹一吹”：读了课文，谁能来模仿吹响麦哨的声音？小
组互相合作模仿麦哨声。（提示：吹得短促，吹得悠长，与
同桌合作“应和着”吹一吹，忽高忽低）

6、仿一仿：田野里，什么声响和着孩子的鼻音，在浓绿的麦
尖上掠过？

，什么声响和着孩子的鼻音，？

7.品一品。变化丰富的麦哨声就像一曲曲风格不同的田园欢
歌，我们听着有什么不同的感受？（短促的麦哨声是一曲欢
快的乐曲，悠长的麦哨声是一曲柔美的乐曲，而相互应和着
的麦哨声就像一曲合奏曲。）

8.有感情朗读描写麦哨声的段落。

9.想一想：麦哨声一呼一应，你呼我应，此起彼伏，欢快柔
美。你还发现什么也前后呼应着？（课文首尾两次写到“麦
哨”。你呼我应，课文也变成了一曲优美的田园欢歌。）

二、赏田园画意

课文中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
所以我们语文教育特别需要提倡师生之间平等对话，也特别
需要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特创新的教育。

1.质疑：为什么孩子们的麦哨声吹得那么欢快、那么柔美？



请同学们自由读读课文的其他段落，去欣赏乡野生活里
的“欢快”与“柔美”的画面。

2.学生自读自悟，把“欢快”与“柔美”标注在相关的句子
边。

3.随机交流所欣赏到的“乐”与“美”和画面，边交流边指
导朗读，读出相应的感受。

人美：“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头巾。”“那一张
张红扑扑的脸蛋，蒙上了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朵朵沾满
露珠的月季花。”是什么句式？你联想到些什么？（随机板
书）

景美：“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的
音符。”哪些颜色映入你的眼帘？（圈划：鹅黄嫩绿、浓阴、
金黄、黑白相间、雪白、浅黄色）这些颜色是一起出现的吗？
（圈划：前几天、转眼间）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好一幅
变幻无穷五彩纷呈的画。）

物美：“……一股甘甜清凉的滋味很快从舌尖直沁肺腑！”
如果说草地简直是天然的运动场，那茅茅针呢？（是天然的
绿色饮料）联想：那种滋味会象什么呢？指名回答。想象着
这种滋味我们也来好好尝尝吧！（指名读）

丰收乐：“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
的音符。”哪些词语让你看到了丰收的景象？（圈划：到处、
密密的、一蓬蓬、丰满、齐刷刷。）重点品味“擎”。（与
举、托相比，“擎”字更显出果实的丰满，突出麦子的自豪
与献礼般的郑重。）你又从哪里感受到了丰收的欢乐？跳动
的音符奏出的是什么乐曲？（好一曲欢庆丰收的歌）

嬉戏乐：男孩子跑到铺满青草的土坡上面，翻跟头……这简
直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1、你体会到了怎样的快乐？2、看



图想象说话，在这天然的草垫子上，孩子们会怎样快乐地游
戏？（小组交流，汇报）难怪“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蒙
上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朵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

4.小结并整理板书。（见板书）

[三]、抒田园诗情

语文素养不仅表现为较强的阅读、习作、口语交际的能力，
还表现为有较强的综合运用能力——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能
力，以及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把学习的视角引向了更广阔
的天地，使得文已尽，而学无尽意未尽。

1.积诗情语言：（师）同学们，刚才我们品味着课文，仿佛
看到了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象和孩子们玩耍嬉戏的情形，
那快乐美好的田园生活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
再仔细读读课文，一定会发现课文中的好多词句也像麦芒一
样齐刷刷的，也是那样的美。

学生自读，寻找有规律的词句，交流美的语句，诵读积累喜
欢的词句。（通过师生对读、同桌对读等形式读出句的节奏
美，积累词句）

一声呼，一声应密密的鼓鼓的嚼嚼，吮吮

你呼我应，此起彼落一张张一朵朵一蓬蓬那么欢快，那么柔
美

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头巾。（重叠与对称）

金黄的油菜花谢了，结出了密密的嫩荚；黑白相间的蚕豆花
谢了，长出了小指头似的豆荚；雪白的萝卜花谢了，结出了
一蓬蓬的种子。（排比句）



（1）、交流收集的有关乡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和文章，图片。

（2）、请小组中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同学介绍自己的乡村印象。

（3）、争做小诗人：《乡村的记忆》

乡村就是那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

和着阵阵泥土的芳香；

乡村就是

乡村就是

乡村是一幅的画

乡村是一支的歌

乡村是一首的诗

3拓展延伸

（1）搜索“最美的乡村”资料，关注广东最美的乡村评选和
新农村建设

[参考网址]：中国最美乡村

广东最美乡村

新农村信息：

（3）请学生做“长辈记忆中的童年游戏”的调查。

4、全课总结。全体合唱歌曲《美丽的田野》，全课在歌声中
结束。



【板书设计】

本板书概括了课文所描绘的景与情，有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把握课文脉络主旨。其次，诗化的板书与本文意境
相统一，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

麦哨课文教案篇六

教材分析：《麦哨》这一篇课文有两个美：1、文章的意境：
文章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儿童在田园无忧无虑玩耍的欢快场面，
让我们感受到田园风光的动人，田园生活的惬意。2、作者语
言的美：文中用了排比、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文中首尾
两段表达相近意思的地方均用了不同的措辞。

3、文中描写的画面离现在的孩子距离较远，因而我个人认为
因在感受语言美的基础上感受田园生活的美，以及培养他们
向往大自然的`情感。

2、文章中的第2.、8自然段则比各自前一段更具体生动得描
述了麦哨的特点和给人的感觉：、一声呼，一声应[你呼我
应]、忽高忽低[此起彼落]欢快、柔美等词使麦哨的声音跃然
纸上。第2自然段中，有两个多音字，但对四年级的学生来说
不会是难点。但这四个词却要好好上，特别是欢快和柔美是
本文中的重点词。另两组词是意思相近，但却用了不同的表
达方法，可见作者的文学功底之深，用词之美，这两段可谓
是前后呼应。

3、欢快柔美的麦哨声来自那群在柔美的田园中欢快地玩耍的
孩子们。文章3至6就向我们描述了这个安静祥和且充满欢乐
的画面。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班级的情况，有侧重点的学习
其中几个重点句子或段落。个人认为值得品读的句子和段子
有：

a、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巾。全文就这一句描写孩



子们的穿着，文字精练简洁，念上去有些顺口。

b、那一张张红仆仆的脸蛋，蒙上了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
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从修辞手法上说，是个比喻句。红仆
仆的脸蛋、细汗中能体会到孩子们欢快的神情，将孩子们比
作月季花，又带有柔和的美，欢快和柔美在这里得到了完美
的统一。

c、金黄的油菜花谢了，结出了密密的嫩荚;黑白相间的蚕豆花
谢了，长出了小指头似的豆荚;雪白的萝卜花谢了，结出了一
篷篷的种子。修辞手法;排比。三个不同的表示颜色的词体现
出了田园五彩斑斓的美，三种植物的变化体现出初夏田园一
片生机以及丰收在即的喜悦气氛。

d、男孩子跑到铺满青草的土坡上面，翻跟斗，竖蜻蜓，还有
摔跤比赛。草地柔软而有弹性，比城里体育馆的垫子还要强，
这简直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体现出孩子们欢快的场面，将草
地和城里体育馆的垫子作比较，更突出草地的柔软和弹性。

e、第6自然段重点写孩子们采集“茅茅针”和吃茅茅针的情景。
念出茅茅针的那甘泉般的滋味就可。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板书“麦”，生书空。组词“麦子、小麦、麦杆、麦田、
荞麦”

2、一个汉字我们有时能在前面或后面加字组成一个新的词，
所组的词都表示不同的意思，我们能用这种方法积累更多的
词汇，让我们的语言更生动、更能打动人。

1、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通课文，读准字音，标出自然段。



给定时间，读得快的多读几遍。

2、读后交流：

a麦哨的声音是怎样的?“呜卟，呜卟，呜……”指导读，理
解省略号在这里的作用。

b刚才只是说了麦哨的声音，谁能用几个词语来概括的说说麦
哨发出的声音的特点吗?

理解一声呼，一声应[你呼我应]、忽高忽低[此起彼落]两组
词语的意思。念准和与应的音。

比较首尾两段的相同之处，体会作者语言的优美。

在朗读中体会两段间的不同之处，念好最后一句“传得很远、
很远……”体会那悠扬的麦哨声由近及远的在田野中荡漾开
去。

三、品读课文

1、课文中除了麦哨是欢快、柔美的，还有谁是欢快的，什么
是柔美的呢?字读课文，找出答案。

2、你们喜欢先走进这片柔美的田野还是与这群欢快的同龄人
一起自由自在的玩耍呢?

3、学习第4自然段。

从哪里看出田野的柔美呢?找出相关句子。

4、学习3.5.6自然段。

从哪里感受到孩子的欢快?



a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巾。全文就这一句描写孩子
们的穿着，文字精练简洁，念上去有些顺口。这样的句子铭
记在心，多念几遍，记在脑海里。

b那一张张红仆仆的脸蛋，蒙上了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朵
沾满露珠的月季花。和第4段的最后一句有什么相同之处?将
孩子的脸比做了什么?如果你是这些孩子喜欢被这样描写吗?
为什么?练习朗读，读出欢快、柔美。

c男孩子跑到铺满青草的土坡上面，翻跟斗，竖蜻蜓，还有摔
跤比赛。草地柔软而有弹性，比城里体育馆的垫子还要强，
这简直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他们是怎么玩的?你们平时是怎
么玩的?他们在哪里玩?你们平时在哪里玩?草地怎么样?理解
简直。教师说自己小时候玩的场所：桑园。夏天在几十里的
桑地里摘桑葚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嘴吃的红红的，手也红
红的，塑料带里装的满满的，可能是摘的太认真了，凉鞋什
么时候给弄丢都不知道，那么大的桑地，天又快黑了，只好
回家挨骂去了。

d第6自然段。什么是茅茅针?从课文中找。味道如何?哪里看
出来?茅茅针老师也没吃到过，但还好作者将它的甘甜都用文
字表达出来了，让我们用自己的声音和表情念出它的滋味了
吧!

四、谈感受

1、学完课文，麦哨和吹麦哨的孩子们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请你在112页的池塘上写下你的心愿。

五、田园诗篇

不止是你们，在古代也有许多文人墨客都很喜欢亲近大自然，
喜欢田园生活，如陶渊明。他写的《陋室铭》就表明了他的
心迹，老师这里也有几首诗人们在田园生活中写下的诗。欣



赏：

村南村北行人绝。

独出前门望野田,

月明荞麦花如雪。

乡村四月

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

四时田园杂兴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

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

麦哨课文教案篇七

第一、说一下教材。

这个单元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走进田园、热爱乡村，感受田
园诗情”来写的，文中的语言不算华丽，辞藻也不算新颖，
近呼于白描的方式带我们走进乡下人家，走进那自然，纯美
的世外桃源，让我们去感受那如诗如画般的田园风情。《麦
哨》这篇课文给我们讲述的是在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
收的景象和孩子们在其间玩耍嬉戏的情形。让已经经历或者
说还没有经历的孩子去回味去向往，从文中的言词句中去体
会语言的优美，去感受乡村生活的欢快、柔美、舒适。让学
生以文本语言为通道，细品田园之美，最终到达文本所描绘
的唯美境界，产生情与美的共鸣，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养的目的。

《麦哨》在课文中描绘的孩子们在田间嬉闹的场景，如：摔
交、吹麦哨、翻跟斗等，作为正生活在乡下的孩子来说已经
是最熟悉不过，每提到一个场景孩子们都能说出他们在田间
地里欢快的场面，这也是学生们学习这篇课文最得天独厚的
基础条件，但要体会到文中语言所描述的这种“欢快、柔
美”，这种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所以，
在教学中，考虑到了这些方面的因素，根据新课标的相关要
求和内容的特点，并结合四年级学生的能力，我给这篇课文
安排了一个课时的教学时间，并确定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1、认识“兜、畔”等8个生字，掌握两个多音字“和、应”。

2、体会作者生动形象的语言，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

3、感受乡村生活的淳朴自然、孩子们欢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

重点难点：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理解内容的同时品味作者
生动形象的语言，感悟乡村的欢快、柔美生活，能有感情朗
读。

第二、浅谈一下我的教法及学法：

根据本文的特点，我确定了如下的教学法：

1、情境教学法：展示最美的乡村的图片，以此来激发学生对
田园美好生活的向往。

2、朗读感悟法：有疑问时，多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意自
见；有感悟时，多读理解深入；品位语言，多读朗朗成诵。

3、（默读）自主感悟法：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只是一个引导者，把课堂的主角还给学生，自读自悟，
师生共读共悟等形式，大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理
念。把人们常说的“教学相长”在实际教学中体现出来，学
生通过合作等了解“欢快、柔美”的乡村生活。

第三、将从“（一）、自读提示，导入课文；（二）、初读
课文，了解内容；（三）、小组交流，体会情景，；（四）、
汇报交流，深入体会；（五）、总结全文，升华情感，拓展
练习”这几个方面来说说教学过程：

一：根据自渎提示，导入课题

1、通过自渎提示，你知道了什么？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3、质疑

首先，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词，读通课文，初
步感受课文大意，让学生对本篇课文有个整体的了解。

然后，让学生们分组合作学习，相互交流生字学习情况，并
每组选派一个代表到黑板前写“畔、兜”等8个生字，之后师
生共同评判正确与否，多音字的分析和形近字的比较。

最后，让学生们同桌互读课文，并同时思考问题，（课文主
要写了什么内容？）让学生进一步整体了解课文，充分发挥
学生的积极性。

三：小组交流，体会情景，细读课文。

这个环节是我的教学重难点部分，我将分步骤，行序渐进的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1）、师向学生介绍：《麦哨》是一篇十分优美的散文，读
起来很有情趣，请同学们快速地默读课文，并找出课文的两
个关键词，并说说其意思。

（2）、理解文中的“欢快、柔美”

提问学生，看看他们对“欢快、柔美”这两个词是怎样理解
的，之后【板书：“欢快、柔美”】然后，我会请学生“欢
快、柔美”地自由朗读课文最后一自然段，再一次感受课文的
“欢快、柔美”，感受乡间生活。最后，我会请学生找出自
己喜欢的部分，说说理由，朗读出感受。从而，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的说话能力。

（3）体会并领悟“欢快、柔美”的内涵：



我带着学生一起读最后一个自然段。来感受文中所说的意境。
接着，我会让学生们闭上眼睛展开想象，去把文中的文字联
想成一幅美丽的画面，最后，我会请学生们结合生活实际举
出生活中“欢快、柔美”的具体事例。以此，从文本向生活
拓展，使学生认识到“欢快、柔美的生活”。

（4）拓展“欢快、柔美”的意境：

通过对文章的学习，让他们充分感悟乡村“欢快、柔美”的
生活，各自写出赞美乡村生活的诗或句。

四：汇报交流，深入体会

1、字音（剥开、黑白相间、吮吮）

2、主要内容

作者满怀喜悦之情描写了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
象以及孩子们在其间无拘无束地玩耍嬉戏的的情形，展现了
乡村孩子天真、纯朴、可爱的形象。

3、请学生默读课文，画出喜欢的部分，然后试着有感情地读
一读。引导学生体会作者丰富生动的语言，课上选起优美的
句子来共同赏析。在此，我以一个语句为例并作如下的预设：

（草地柔软而有弹性，比城里的体育馆的垫子还要强，这简
直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

通过这种分析让学生充分了解课文中重点词句的意思，在课
文中的作用，帮助他们领悟课文所表达的意思，帮助他们增
长知识，积累语言。

五：总结全文，升华情感，作业拓展：

1、课文向我们展示了乡村孩子们欢快，美好的生活，你读后



又有什么感受？

（能感受到乡村自然环境美好，孩子们天真、纯朴，可爱，
快乐的田园生活总是让人很向往。）

2、学了这篇课文请同学们尝试写作练习，写几句诗或者仿写
一篇这样的散文来赞美田园景色。学了能懂并且能用，这是
积累好词佳句的最好办法，也是学后能巩固知识的有效途径，
这也是学习的目的。

麦哨课文教案篇八

《麦哨》是人教版新课标第八册第六组中的一篇略读课文，
《乡下人家》《牧场之国》分别介绍了中外典型的乡村田园
风光，《古诗词三首》体会田园诗情，《麦哨》是本单元最
后一篇，描写了盛夏时节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象和孩子
们在其间玩耍嬉戏的情形。本课文质兼美，许多语句值得学
生去品味积累。经典的文本语言是一条绝美的长径，连着读
者的心，作者的情，文中的境。让学生以文本语言为通道，
一路“读、听、赏、抒”，细品田园之美，最终到达文本所
描绘的唯美境界，产生情与美的共鸣，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的
语文综合素养的目的。

一、学习目标：

《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
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重在综合，它以语文能力
（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口语交际）为核心，是语文能
力和语文知识，语言积累，审美情趣，思想道德，思想品质，
学习方法习惯的融合。”据此，我拟定《麦哨》一课的学习
目标为：

1知识与技能



（1）认识8个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作者丰富生动的语言，感受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
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3）积累文中的优美语言。

2过程与方法

（1）以读代讲，以读求悟

（2）通过感悟和积累优美的词，句，段，培养学生语感。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快清新的童年生活。

4课文重难点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同时，品味优美语言，
丰富语言积累。感受乡村孩子淳朴自然，欢快清新的童年生
活。

二、教法与学法：

“教学方法灵活化”是创新课堂教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
课，我主要采用以下的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采用多媒体课件，补充最美的乡村的图片，播
放歌曲《美丽的田野》等，激发学生对田园美好生活的向往。

朗读感悟法：有疑问时，多读茅塞顿开；有感悟时，多读理
解深入；品位语言，多读朗朗成诵。

自主感悟法：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积



极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课堂教学应用生本自读自悟、生生互
读互悟，师生共读共悟等形式，大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
的教学理念。

三、教学策略：

本课是略读课文，基于有本单元前几课的学习，只安排了一
课时。如何引领学生走进田园，热爱乡村，感受田园诗情，
体味优美语言，积累精彩句段，下面我从“读、听、赏、
抒”谈谈本课的教学策略，其中读是渗透在教学的每个环节
中，在读中听田园欢歌，在读中赏田园画意，在读中抒田园
诗情，在读中疑，在读中品，在读中悟：

[一]、听田园欢歌

语文学习重在感性把握是语文教育的特点之一。所以我们要
尽可能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大量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自然
走进语文材料，融入语文材料的情境之中。

1、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欣赏课件《美丽乡村》图片，聆听着优美的笛子曲。诵读前
面学过的乡村生活古诗词。

2、谈话导入课题：欣赏着如此美丽的乡村美景，让我们一起
走进今天乡村孩子的生活，去倾听他们那一声声欢快柔美的
麦哨吧！想想麦哨是什么？（用麦秆做成的哨子）

4.说一说：交流，读通相关段落，注意读准多音
字“和”、“应”、“间”。

5.“吹一吹”：读了课文，谁能来模仿吹响麦哨的声音？小
组互相合作模仿麦哨声。（提示：吹得短促，吹得悠长，与
同桌合作“应和着”吹一吹，忽高忽低）



6、仿一仿：田野里，什么声响和着孩子的鼻音，在浓绿的麦
尖上掠过？

（），什么声响和着孩子的鼻音，（）？

7.品一品。变化丰富的麦哨声就像一曲曲风格不同的田园欢
歌，我们听着有什么不同的感受？（短促的麦哨声是一曲欢
快的乐曲，悠长的麦哨声是一曲柔美的乐曲，而相互应和着
的麦哨声就像一曲合奏曲。）

8.有感情朗读描写麦哨声的段落。

9.想一想：麦哨声一呼一应，你呼我应，此起彼伏，欢快柔
美。你还发现什么也前后呼应着？（课文首尾两次写到“麦
哨”。你呼我应，课文也变成了一曲优美的田园欢歌。）

二、赏田园画意

课文中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
所以我们语文教育特别需要提倡师生之间平等对话，也特别
需要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特创新的教育。

1.质疑：为什么孩子们的麦哨声吹得那么欢快、那么柔美？
请同学们自由读读课文的其他段落，去欣赏乡野生活里
的“欢快”与“柔美”的画面。

2.学生自读自悟，把“欢快”与“柔美”标注在相关的句子
边。

3.随机交流所欣赏到的“乐”与“美”和画面，边交流边指
导朗读，读出相应的感受。

人美：“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头巾。”“那一张
张红扑扑的脸蛋，蒙上了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朵朵沾满



露珠的月季花。”是什么句式？你联想到些什么？（随机板
书）

景美：“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的
音符。”哪些颜色映入你的眼帘？（圈划：鹅黄嫩绿、浓阴、
金黄、黑白相间、雪白、浅黄色）这些颜色是一起出现的吗？
（圈划：前几天、转眼间）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好一幅
变幻无穷五彩纷呈的画。）

物美：“……一股甘甜清凉的滋味很快从舌尖直沁肺腑！”
如果说草地简直是天然的运动场，那茅茅针呢？（是天然的
绿色饮料）联想：那种滋味会象什么呢？指名回答。想象着
这种滋味我们也来好好尝尝吧！（指名读）

丰收乐：“前几天，田野里还是鹅黄嫩绿……就是一个跳动
的音符。”哪些词语让你看到了丰收的景象？（圈划：到处、
密密的、一蓬蓬、丰满、齐刷刷。）重点品味“擎”。（与
举、托相比，“擎”字更显出果实的丰满，突出麦子的自豪
与献礼般的郑重。）你又从哪里感受到了丰收的欢乐？跳动
的音符奏出的是什么乐曲？（好一曲欢庆丰收的歌）

嬉戏乐：男孩子跑到铺满青草的土坡上面，翻跟头……这简
直是一个天然的运动场。1、你体会到了怎样的快乐？2、看
图想象说话，在这天然的草垫子上，孩子们会怎样快乐地游
戏？（小组交流，汇报）难怪“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蒙
上一层晶莹的细汗，犹如一朵朵沾满露珠的月季花。”

4.小结并整理板书。（见板书）

[三]、抒田园诗情

语文素养不仅表现为较强的阅读、习作、口语交际的能力，
还表现为有较强的综合运用能力――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能
力，以及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把学习的视角引向了更广阔



的天地，使得文已尽，而学无尽意未尽。

1.积诗情语言：（师）同学们，刚才我们品味着课文，仿佛
看到了乡间田野里即将丰收的景象和孩子们玩耍嬉戏的情形，
那快乐美好的田园生活一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
再仔细读读课文，一定会发现课文中的好多词句也像麦芒一
样齐刷刷的，也是那样的美。

学生自读，寻找有规律的词句，交流美的语句，诵读积累喜
欢的词句。（通过师生对读、同桌对读等形式读出句的节奏
美，积累词句）

一声呼，一声应密密的鼓鼓的嚼嚼，吮吮

你呼我应，此起彼落一张张一朵朵一蓬蓬那么欢快，那么柔
美

白竹布衬衫小凉帽，绣花兜肚彩头巾。（重叠与对称）

金黄的油菜花谢了，结出了密密的嫩荚；黑白相间的蚕豆花
谢了，长出了小指头似的豆荚；雪白的萝卜花谢了，结出了
一蓬蓬的种子。（排比句）

（1）、交流收集的有关乡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和文章，图片。

（2）、请小组中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同学介绍自己的乡村印象。

（3）、争做小诗人：《乡村的记忆》

乡村就是那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

和着阵阵泥土的芳香；

乡村就是



乡村就是

乡村是一幅的画

乡村是一支的歌

乡村是一首的诗

3、全课总结。全体合唱歌曲《美丽的田野》，全课在歌声中
结束。

《麦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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