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 司马光教案
设计(模板8篇)

在高二教育中，教案的编写是教师教学的必要准备工作之一。
教案模板是教师备课工作中的必备工具之一，它可以帮助教
师系统地规划教学内容和步骤。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一

一天，司马光和他的同学去公园玩，公园里有花有树，非常
好看。

可是一个小男孩对司马光说：“司马光我想到假山那里玩玩。
”司马光回答道：“不可以，那里太危险了。”小男孩就是
不听，还是跑到假山的水缸上玩，结果刚爬到缸上，脚下一
滑就摔到了缸里。

旁边的小朋友看见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了，都吓了一跳，
跑得跑，叫得叫，只有司马光看见眼前有一块石头，他灵机
一动，拿起石头就砸水缸，结果水缸破了个洞，水流了出来，
小男孩得救了。小男孩对司马光说：“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
话。”司马光说：“没事，下次注意就好了。”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二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捉迷藏。院子里
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
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命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
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想了想，
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
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里面被淹在水
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
一副小大人模样。



延伸阅读：

苏教版司马光砸缸教学设计

教学要求：

1、认读生字、词语，读懂课文。

2、教育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要沉着、冷静，只有动脑筋，才能
想出好办法。

教学重点：让学生明白砸缸救人的前因后果。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具：小黑板、生字卡片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1、读通课文。

2、认读、拼读词语。

教学过程：

1、定向。

(1)读通课文，提出要求。

(2)思考：谁砸缸救人，请介绍一下这位名人。

2、自学课文。



要求划下新词，思考问题。(老师来回巡视，指导困难生发现
问题，帮助解决)

3、练习。

(说话练习)

(1)读通长句。

(只听扑通一声，一个躲在假山上的小朋友，脚下一滑，掉进
了旁边一个盛满水的大缸里，一下子就没了头顶。)

(2)给课文标段号。

(3)理解谁砸缸救人?介绍司马光。

(清楚“复姓”两个字)

(4)说话练习：“司马光是……”。

4、词语认读。

砸缸伙伴捉迷藏亭子躲在扑通急中生智哗夸机智勇敢

5、作业。

(1)读课文1遍。

(2)认读词语，完成练习1。

(3)抄写词语1遍。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1、复习生字、新词，训练朗读。

2、分析课文，学习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内容。

1、填空：()砸缸救人。

2、介绍司马光。

3、复习生字、新词。

二、读讲1—2段。

1、读读划划：为什么要砸缸救人?

2、填空：这是一只()缸。(大、厚、重)

3、思维训练：师：为什么要砸缸?为什么会来不及?

4、读1、2段。

三、读讲3—4段。

1、自读第三段，圈词：体现别的孩子惊慌的词。(惊叫，高
声喊道，吓傻了，赶紧)

2、朗读训练，读出孩子们的惊慌。

3、思维训练，理解“没有慌神”和“急中生智”这两个词。

(1)师：没有慌神，说明他怎么样?(很镇定)



(2)急中生智。“急”，司马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第二段
最后一句话)“智”，哪个词突出了智?(砸)

4、说话训练，说清楚司马光砸缸救人的原因。

5、读读演演第四段。

6、思维训练，师：为什么要使劲向那口缸砸去?

思考原因：缸大，人小，力气小)

四、词语训练。

1、师：水多吗?哪个词说明水多?(哗哗)

2、师：大家都夸司马光是个机智勇敢的孩子，机智体现
在(想出办法)，勇敢体现在(没有慌神)。

五、说话训练。

夸夸司马光。(你真是个好孩子!)

六、小结。

学了司马光砸缸救人，我们懂得了遇到紧急事件，要沉着冷
静、动脑筋、想办法。

七、作业。

有表情地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教学要求：



复习词语，朗读课文，听写生词。

教学过程：

1、复习词语：

强调：亭子、捉迷藏、哗、夸，这四个词的读音。

2、朗读课文。

3、听写词语。

强调：稻的第十二笔、藏的第六笔、第十一笔、砸的第七笔、
慌字中间没有—点。

小学课文《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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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三

对话平台导入（自然引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



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司马光是个聪明、机智的孩子，那么
在救小伙伴的过程中，他是怎样表现的？这节课让我们来更
加深入地阅读课文。

读议（通过读书，想像讨论。）

1、自由读文，引导学生体会那口水缸在哪？是什么样的水缸？
用自己喜欢的符号画出相关的语句，以了解故事发生的环境。

2、观察插图，认真读书，想像思考：司马光为什么要砸破缸
救小朋友？教师相机引志学生想像：小孩子落水的情景和他
落水后的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融观察、想像、朗读、表达于一体，以读促思，以读悟情，
进面初步体会司马光的沉着、机智。）

读演（读书体会，表演，感悟司马光的勇敢。）

1、引导学生阅读怎样救的段落，画出相关的句子及重点词语，
如：没有慌使劲砸几下子等。重点体会读一读。

2、组织学生表演体会司马光救小伙伴时的表情动作，同学之
间互相评议，也可组织学生在读4、5节的基础上，分角色表演
（掉进缸的小孩、其他小伙伴、司马光），在表演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再读体会。

（阅读与表演的结合，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满
足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了学生的语感，提高最阅读能力，
促进了他们对课文及人物品质的感悟。）

背诵（练习背诵，促进积累。）

1、采用自由背诵、小组比赛、师生共背等形式，练习背诵。

2、同学之间互相配合检查背诵情况。互相评议。



讨论（激发学生思考，引发想像，深化认识，拓展思维。）

1、从司马光的身上你明白了什么？请你对司马光或那个被救
的小朋友说句话。

2、如果你在场，你还会有什么方法救那个小朋友吗？组织学
生讨论表达。

（从课内走向课外，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地想像思考，并结合
生活实际开发课程资源，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创新
精神的培养，并对学生生活适应能力的形成起到指引作用。
体现了大语文的观念。在这个环节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口语
表达，注意引导学生的把句子说通顺，把意思表达清楚。）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
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二年进士，官至左仆射兼门下
待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
主持编撰了大型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著有《司马文正
公集》等。

司马光从政近五十年，对北宋的国计民生、典章制度发表过
不少独特的见解。诸如虚心纳谏、崇尚务实、注意民心、知
人善用等治国主张，长期不懈地编纂《资治通鉴》，使其成
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为历代统治者所借鉴。
自古光山山水素有浮光熠彩之誉，所以县名也以光山命名。
又因司马光在光山出生，故其父为其取名为光。司马光为其
出生地光山县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古往今来，光山人民无不
以此为自豪。对于司马光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光山人自
然给予更多的挚爱，自宋代以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弄巷、水井、书院随处可见；为他建词立碑、题诗、作记，
更是代不乏人。

宋时，光山县署在东北大街（现司马光大道与正大街交叉口
的东段）的路北。明代初，县署迁移，遗址被改建为学宫



（现为司马光宾馆）。原署内有一口水井，司马光出生满三
天时，用这口井的水洗浴（光山当地风俗，叫洗三）。后来
这口井被叫做司马光井，简称司马井，迄今仍完好存在，另
外，世人皆知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司马光砸缸新传

天气晴朗，司马光和一大群孩子一起出去玩，路上，有一位
孩子提议大伙来玩捉迷藏，输的人要翻跟斗，大家都同意了。

石头剪子布！

哇！司马光你输啦！你来抓！

说完，孩子们一下没了踪影，藏得非常隐秘，只有一个躲在
假山后面的孩子在探头探脑地张望，可一不留神，扑通一声
掉进了缸里。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四

教学目的：1、会认13个生字和要求掌握的词语。2、正确、
流利地朗读课文。3、教育学生遇事要像司马光一样沉着机智。
4、学会一些机智处理问题的方法。

教学准备：课件教学过程：

一、设疑导入：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幅画像，想看吗？看着这幅
画像，你想知道什么？

生：我想知道他是谁？

生：我想知道他是哪个年代的人？



生读。

师：你知道司马光姓什么吗？

生：姓“司”。师：他姓司马，这是个复姓。谁来说说你对
司马光有哪些了解呢？

生：我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师：关于司马光的故事很多很多，今天，我们就来读司马光
砸缸的故事。请大家翻开课本82页，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
课文。

二、初读课文，认识字词

师：读完课文了吗？课文里调皮的字宝宝们要出来和我们见
面了。瞧！（出示投影片）认识他们吗？如果你觉得哪个字
宝宝难记，可以问问周围的同学有没有好办法。好赶紧读一
读，等会老师可要去掉拼音了！

生自主读生字。

师：去掉了拼音，你还认识吗？谁愿意当小老师领读。

小老师读。

（击鼓传花）

师：认识了生字，我们来猜字谜好吗？（出示投影片）。

这个同学真马虎，“同”字丢掉一小竖。（同）一个三框面
朝东，一块石头背后撑，一条毛巾藏肚中。（砸）

（做猜字游戏）



师：还想做识字游戏吗？下面，我们来个组词比赛，出示字：
别、慌、吓、叫、块、使、劲、救，这里有8个字，按顺序每
排一个字来组词，看哪排给这个字组的词多，哪排就赢了！
先自己准备一下。（做组词游戏）

师：认识了字，同学们再读课文，肯定会有更多收获。

生读课文。

三、入情入境，深入体会

师：同学们读课文读得很投入。下面，我们来看一幅画。

课件出示图片。

谁来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生：我看到一口大缸。

生：我看到装满了水的大缸。

师：大缸在哪儿？

生：在假山下。

师：一口很大的装满了水的缸，放在假山下面，而且有小朋
友在假山上玩，这就有可能出危险。下面，请同学们读一下
课文的第2自然段，想想哪些词该重读。生读。

师：谁来读一下这段？

师：谁听出来他哪些词重读了？

生：“大”和“装满”重读了。师：你能说说你为什么重读
吗？



生：……师：正是因为大缸里装满了水，所以才可能发生后
面的事情，所以，这里应把这两个词重点强调一下。我们一
起试着再读一下这一段。（集体读）

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呢？请同学们找一找。谁
来说？

生：一个孩子不小心掉进大缸里了。

师：掉进缸里的`孩子会怎样？

生：他会大声喊“救命”。生：他会在水里挣扎。

师：如果你看到了，心情怎样？

生：害怕、紧张。

生：我觉得谢培同学读得好。她读得声音响亮、有感情。

生：我觉得她“一不小心”读得很好。师：因为事情发生的
很突然，所以，“一不小心”要读得略微快些。哪位同学再
想试着读一下？如果是你看到了，这时你会怎么办？生：我
会跑去找大人。

师：孩子们是怎么做的呢？请大家看图，谁来说说。

生：有一个孩子吓哭了，有一个孩子在喊大人，还有一个孩
子跑了。

指名2-3名同学读。师：司马光是怎么做的呢？请同学们读读
课文。

师：谁来说说司马光当时是怎么想的？

生：他想我要救他，否则他就没命了。



生：他想我要想个办法。

生：他想跑去找大人来不及了，要赶快救出他。

生：我画的是“举起”“使劲砸”。师：从这两个词你看出
了什么？

生：我看出石头很重，司马光很着急。

师：现在，请同学们把自己当成司马光，用镇定的语气来读
一下这一段。

指名读。集体读。

生：放松。

生：轻松。

师：请同学们带着轻松的语气来读一下课文的最后一段。

师：请同学们带着轻松的语气来读一下课文的最后一段。

师：想一想，得救的孩子会对司马光说什么？司马光又会说
什么？请同桌俩练习表演一下。

生表演。

师：你们喜欢司马光吗？用一句话夸夸司马光。

生：司马光你真勇敢。

生：司马光你真聪明。

生：司马光我佩服你！



师：还想对司马光说什么？

生：我以后要向你学习。

生：遇到危险，要像司马光那样动脑筋。

师：喜欢这个故事吗？想不想把它讲给别的小朋友听？下面，
我们先来听叔叔讲一讲这个故事，自己可以跟着小声讲。

师：课后请同学们把这篇课文背下来，然后讲给爸爸、妈妈
听听。喜欢这样的小故事吗？请同学们搜集一下，我们开个
小小故事会。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五

古时候有个孩子，叫司马光。

有一回，他跟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花园里有假山，假山
下面有一口大水缸，缸里装满了水。

有个小朋友爬到假山上去玩，一不小心，掉进了大水缸。

别的小朋友都慌了，有的吓哭了，有的叫着喊着，跑去找大
人。

司马光没有慌，他举起一块石头，使劲砸那口缸，几下子就
把缸砸破了。

缸里的水流出来了，掉进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六

设计思路：



歌曲选自我国传统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音乐也再现了
这一故事。通过音乐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说说、听听、玩
玩的过程中感受音乐、表现音乐，增强孩子们对故事的了解，
同时也让孩子们知道当遇到意外的时候要冷静、机智、勇敢。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轻松、活泼的情绪，理解歌词内容。

2、根据歌曲情节大胆想象，尝试根据不同的角色，用合适的
表情和动作变现故事情节，感受音乐游戏的趣味性。

3、感受乐曲欢快富有律动感的情绪。

4、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
现能力。

活动重点：

感受歌曲轻松、活泼的情绪。

活动难点：

根据歌曲情节大胆想象能用合适的表情和动作变现故事情节。

活动准备：

《司马光砸缸》完整的音乐、自制大石头等。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欣赏前奏，引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二、分段分析和欣赏音乐，尝试用动作和表情表现音乐情境

情节一：快乐游戏

1、围着水缸尝试玩游戏。小椅子来当我们的大水缸。

2、我们一起捉迷藏。看谁又轻又快藏得好。

3、一起表演。

情节二：伙伴落水

1、不好了，有人掉到大水缸里了，伙伴们快出来吧。

2、他该怎么办呀？

3、其他的小朋友都吓坏了，吓坏了是什么样子？

情节三：砸缸救人

1、司马光是怎么救小朋友的？

2、你是司马光你会怎么砸缸？

3、刚破了，小朋友得救了快点钻出来吧。

4、小朋友得救了，真开心！看来和好朋友玩游戏，可不能做
危险的事，你们记住了吗？

情节四：向司马光学习

司马光可真聪明，我们要向司马光学习。遇事不慌张动脑筋。

三、完整欣赏表演歌曲，并表演游戏



1、完整欣赏歌曲，集体表演

师：我们来完整地听一听歌曲，想一想刚才我们是怎么玩游
戏的。

2、集体完整表演游戏

请把椅子移到教室旁边，和好朋友找个空地方围成圈，做一
个结实的大水缸。请两个小朋友当落水的小朋友，老师当司
马光，玩游戏。

教师总结：

玩了这么久我们也该休息了，回去后，可以把这个游戏带给
你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活动反思：

本节课以幼儿自己感受理解音乐和表现音乐为主，通过游戏
的情景导入，激发幼儿的兴趣，再分段欣赏歌曲，让幼儿充
分理解歌曲内容，表现自己的情绪体验，最后以游戏结束。
幼儿能在游戏中表现故事情节，也能增强对故事的理解。在
活动中幼儿积极参与，能通过自己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表现对
歌曲的理解。整节课幼儿都能在老师的引导下表达自己的感
受，但在活动时我的一些语言引导不够明确，还有上升的空
间。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七

[教学要求]

一．通过看图学文，引导学生感受荷花的美，对学生进行审
美教育，并启发学生展开想象，加深对美好事物的情感，发
展学生观察、想象的能力。



二．理解文章的结构层次，训练学生有条理的表述能力。

三．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课文最后两段能背
诵。并通过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片段的略读，
《多美啊，野花》的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阅读的
兴趣，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课前准备：

一段配合学生看图想象的音乐；一张挂图。

[课时安排]

二课时。

第一课时：导语。揭示课题。观察图画。带入情境。自学课
文。自学讨论。理清层次。讲读课文。

第二课时：复习阅读。教补充教材《王冕看荷花》《爱莲说》
节选。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语，揭示课题。

1．小朋友，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了王冕学画的故事，
知道荷花是一种很美的花，有个小姑娘非常爱荷花，她在公
园里仔细观察了荷花后，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我们书上的
《荷花》（板书课题）。荷花又叫莲花。

（板书：莲花）

2．荷花的叶子叫什么？（荷叶，又叫莲叶。）



（板书：莲叶）

3．我们还学过一首古诗，里面也赞美过荷花，我们把这首古
诗背诵一下。

（师生一起背古诗宋朝杨万里的《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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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还会结果呢，它的果实就是莲蓬。

二．观察图画，把学生带入课文描写的荷花池边。

启发：那个小姑娘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荷花呢？你们看那一池
荷花就像这一幅美丽的图画。

（出示一幅彩色的荷花图，并且向学生提出看图学文的要求。
）

三．自学课文。

四．自学讨论，理清层次。

1．我去看荷花。

2．我看荷花。

3．我看荷花时展开的美妙想象。



4．我又回到看荷花的情景中。

综合板书：

我去看

看着

想着

看着

五．讲读课文。

（启发学生把这幅图当作真的荷花，使学生进入想象的境界，
置身于情境之中。）

第一节：

2．指点：课文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
这就把荷花的特点写出来了。现在请同学们带着想象读课文
的第一节。

3．学生齐读课文第一节。

第二节：

1．学生默读第二节，要求很快地读。简单地说说我看到些什
么？

（出示小黑板。提供句式，分步训练）

我站在荷花池边看：

看到荷叶（）；



又看到（）荷花（）；

还看到（）花骨朵（）。

（小莲蓬）

要求学生用又还这两个连词口述一句完整的复句。）

2．进一步要求：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什么样的荷叶，什么样
的荷花，什么样的花骨朵。（进一步启发学生在上述荷叶、
荷花、花骨朵前面加上附加语，把句子说得更好、更美一些。
）

例句：

（1）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到碧绿的荷叶，又看到雪白的荷
花，还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2）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滚动着晶莹
的露珠，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摇摆，又看到含苞待放的
花骨朵小巧玲珑，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躲在荷花中间张开笑
脸。

（3）早晨，我站在荷花池边，看到碧绿的荷叶上露珠滚来滚
去，看到雪白的荷花在微风中舞蹈，又看到含苞欲放的花骨
朵胀得饱饱的，还看到嫩黄的小莲蓬在花心中藏着。

3．指点：小朋友已经说了荷花是雪白的，这是白莲，我们平
常看到的粉红的荷花叫红莲。荷叶的颜色是碧绿的，这就写
出了荷花色彩的美。

（板书：色彩美）

4．还有刚才你们说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荷花在微风中
舞蹈，花骨朵小巧玲珑，小莲蓬张着笑脸，这些是写荷花的



什么？（姿态）这样把荷花的姿态写出来，就把荷花写活了。

（板书：姿态美）

5．学生集体朗读课文的第二节。

6．这一节里还有两个字用得很好，你们看出来了吗？（冒露

7．指点：冒出荷花亭亭玉立的样子。露来是躲在下面的，而
现在显露出来了，好像把头探出来了，露出来了，这个露把
小莲蓬写得可爱极了。

（板书看着加上冒、露、美三个字）。

8．（激起情绪，展开想象）我站在荷花池边看。看着，看着，
觉得自己仿佛就像一朵荷花。

表情朗读第四节。

9．课文中的小朋友是怎样看荷花的？

那么请小朋友们想想，表示看的时间长，表示看得很专心，
或者表示看时显出爱荷花的神情，可以用哪些词。

出示一块准备好的卡片，上面写着：

我[]看着满池的荷花。

（例：我久久地看；我默默地看；我目不转睛地看；我入神
地看；我凝神地看；我深情地看；我全神贯注地看。）

（通过语言训练明确认识，在学生理解基础上，启发学生的
想象带入课文情境。）

10．诱导：现在请小朋友久久地、凝神地、深情地来看这幅



彩色图。

（这时放轻音乐，学生随着柔和的乐曲，深情地凝视着图画。
其间轻轻地提示：荷花翩翩起舞了）

11．你们仿佛看到了什么？

学生进行想象性描述。

12．指导朗读：课文中的我爱荷花，因为荷花非常之美。现
在就让我们深情地读课文。请同学们把这一节再读一遍。

（想着下面板书爱）

自己仿佛要读得慢一些，要像真的一样，好像看出了神似的，
风吹来风过了由动到静，要交代清楚。

13．戴上荷花头饰，表情复述课文。

学生准备。

提示；复述时要有次序，先说什么，再说什么，要想想好。
过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而是在看荷花。

[板书设计]

荷花

色彩美

看着美冒露姿态美

风吹过来

想着爱



风过了

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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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板书两句话）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教师先在甚蕃、淤字上加上拼音，领读两遍，再启发学生
结合上下文讲讲甚蕃的意思。然后教师再完整地讲这两句话
的意思。）

（2）讲解：这两句话，前一句的意思是说，水上的、陆上的
花草，可爱的很多，后一句是说作者最爱莲花，爱它生长在
淤泥之中，却全身洁白不受污染，这是作者对莲花的.内在品
格的赞羡。

（同学带着赞美荷花的语调读两遍。）

（3）学了这两句话，你们知道李老师要说荷花的什么美？

荷花更美的是品格上的美。

（板书：在原来色彩美姿态美下面加上品格美）

正因为荷花不仅外表美，内在的品格也很美，所以我们爱荷
花。我现在请小朋友用这样的句式连贯地说荷花的美。



板书：

我爱（），我爱（），我更爱（）。

例句：

我爱荷花的美丽色彩，我爱荷花亭亭玉立的姿态，我更爱荷
花的品格，她出淤泥而不染。

（这里补充荷花的品格美，目的是把课文的中心思想再深化
一步，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加深对荷花的情
感。）

（4）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虽然身处在不良的环境中，但是保
持着高尚的品质，我们就可以用出淤泥而不染来赞美他们。

说话训练：

我们就来说蒲公英，你们自己出个题目吧。

（学生自拟题目）

题目很多，我们就挑朴素一些的蒲公英这个题目。根据我们
今天讲的，主要是把蒲公英的美说出来。（引导学生在运用
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并发展学生的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边说边在黑板上板书：

蒲公英花外表美

茎叶内在美

种子

学生按教师的要求思考。



例话：

蒲公英是一种常见的野花，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能生根发
芽，开出美丽的小花。蒲公英的花像小菊花，又像小小的向
日葵，蒲公英给它的孩子们每人一把伞，让风伯伯把它们带
到四面八方，在土壤妈妈的怀抱里，生根发芽。

我仿佛变成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跟着风伯伯飞过小河，飞过
高山，飞到日月潭，给台湾小朋友带去大陆小朋友的问候。

我是一粒蒲公英的种子，妈妈给我一把伞，风伯伯把我带到
小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我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

5．佳作欣赏。

（最后教师用表情朗读方式介绍了《多美啊，野花》，并发
下这篇读物。）

同学们回去好好读这篇文章，想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是怎样
赞美野花的，下次写蒲公英就会写得更好。

[板书设计]

荷花蒲公英

色彩我爱，花外表美

姿态美我爱，茎叶内在美

品格我更爱。

[附文]

多美呀，野花（节选）



野花是很小的。野花是很多的。野花是很美的。

野花的美，更多的是心灵的美你看这一些无名无姓的小花，
竟也顽强地生长着、开放着，是生命的向往，是春天的呼唤！

没有人栽培，没有人施肥。甚至也没有人播种。

也许是田野上的风卷来的种子；也许是蓝天上的小鸟衔来的
种子

假如广漠的田野没有这些野花夹杂在芦苇中，微笑在天边地
头，又将是何等的单调与寂寞？

蜜蜂到哪里去采蜜？

蝴蝶到哪里去嬉戏？

野花，是山野之花。是小草的姐妹，是田野的女儿。它得到
了更多的阳光、雨露，也从不惧怕秋风、寒霜。我们实在不
能小看它们那里顽强生长着的山野小花！

扎根大地，偎依着大地野花是与大地共存亡的。

大地不灭，野花不死！

不离开泥土的野花是大有希望的让根须越扎越深，吸取更多
的养料。让枝叶伸向四面八方，在流通的空气里，在温暖的
阳光下翩翩起舞。

和大地一起迎接春风，和大地一起欢度金秋，和大地一起抗
击严寒

大地常青，野花常新！

王冕看荷花（节选）



司马光教案设计理念篇八

通过《司马光砸缸》教学，不仅使学生学会本课生字，理解
课文内容，还要教育学生遇到事情要像司马光那样开动脑筋、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教学目标：

1、识记8个要求会写的字，认识14个要求会认的字，掌握两
个部首“足字旁”、“石字旁”。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内容。

3、感受司马光遇到紧急情况时沉着、勇敢、果断救人的品质。

4、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教学重点：识记生字。

教学难点：明白砸缸救人事情的前因后果，感受司马光沉着、
勇敢、果断的品质。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板书课题，学生或老师简要介绍司马光——姓司马，名光。
学习“司”字，字谜：这个同学真马虎，“同”字丢掉一小
竖。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人，离现在有九百多的年，是我国
古代的历史学家。

二、指导看图，初步了解图意



1、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有些什么?

2、图上有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干什么?哪个是司马光?

三、初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是怎样展开图上画的故事的。

1、教师范读，学生注意听准字音。

2、提出初读要求：

(1)读准每个字音。

(2)画出本课的生字。

3、说一说课文写了一个什么故事。

四、细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识记生字。

1、第一自然段。

(1)指名朗读。

(2)“从前”是什么意思?

(3)在这一自然段，发生了什么事?

(4)思考：那个小朋友是怎样掉进缸里的?掉进缸里的小朋友
会出现什么情况?

2、第二自然段。

(1)指名朗读。

(2)讨论：从哪里看出小朋友都慌了?还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3)相机学习“叫”“跑”，请学生列举其他带有“足字旁”
字，说说它们都与什么有关。

(4)小结：别的小朋友慌了，动作忙辞职，司马光表现怎样
呢?

3、第三自然段。

(1)要求学生仔细读课文，画出描写司马光砸缸动作的句子。

(2)出示句子：司马光没有跑。他拿起一块石头，使劲砸那口
缸，几下子就把缸砸破了。

讨论：

司马光没有跑，他是怎样做的?

指名让学生表演“使劲砸”的动作。

“几下子”告诉了我们什么?

(3)再引导学生看图，讨论：

司马光为什么要砸缸?

能用别的办法救出那个掉进缸中的小朋友吗?

(5)结果怎样了呢?

(6)学习“出”、“终”、“于”、“救”。

(7)通过这件事，你能看出司马光是个怎样的孩子?

(8)让学生代表得救的孩子向司马光说一句感谢的话。



五、朗读课文

六、课后作业

把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第二课时

一、总结全文

1、指名朗读。

2、复述课文。

3、让学生说一说司马光是个怎样的孩子?

二、复习字词

1、开火车读生字卡片。

2、完成课后活动——连线。

3、完成课后活动二，涂色。

4、完成课后活动三，读词语。

三、指导书写。

司：注意第一笔先写“横折勾”

跑：注意“足字旁”的写法。

出：注意笔顺

四、课后作业。书写生字。



拓展阅读：《司马光砸缸》课文

从前有个人叫司马光。他小时候，常跟小朋友们在花园里玩
儿。花园里有一座假山，假山旁边有一口大缸。有一回，有
个小朋友在假山上玩儿，不小心掉到大水缸里了。

小朋友们都慌了，有的叫着喊着跑了，有的跑去找大人。

司马光没有跑。他拿起一块石头，使劲儿砸那口缸，几下子
就把缸砸破了。缸里的水流出来，掉在缸里的小朋友终于得
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