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实
用8篇)

人生是一门艺术，我们可以用创造力来装点和完善它。写人
生总结时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和方法，如时间轴、思维导图等，
来整理和展示自己的思路。以下是一些充满智慧和情感的人
生总结范文，或许能为您的写作提供新的触发点。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1．学习积累生字词。

2．朗读指导结合语言实践，理解泼水节的热闹，感受总理与
傣家人心贴心的情感。

一、谈话导入

1．谈话激趣。

（教师伴着“快乐的泼水节”乐曲，缓缓地述说）同学们，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傣族人民都
要迎来他们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节日那天，傣家人身穿节
日的盛装，敲着象脚鼓，划着龙船来到聚集地。他们一手拿
着盛满清水的银碗或者是罐子、脸盆，一手拿着柏树枝向人
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听傣家人说，身上泼到的水越多，代
表收到的祝福越多。所以人们全身湿淋淋的，却都沉浸在欢
乐和幸福之中。大家知道这个节日就是（生：泼水节）。

2．学写“泼”字。

（屏幕出示“泼水节”）“泼”是今天要学的新字，拿起小
手跟着老师写一遍。



生在田字本上练习

3．导入新课

泼水节是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节日，对于我们宁波小朋友可
能有些陌生，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课文来感受泼水节吧。

二、初读课文

1．读通课文。

自由读课文，遇到难读的词语划下来，把它读准确，最后标
上自然段序号。

2．生自读，师巡视，并随机板书学生认为难读的词语。

3．小老师带读――开火车读――齐读

（个别难读的词语可结合句子来读，火红火红的“凤凰花”、
“象脚鼓”可结合图片理解）

4．学写“凤凰”和“脚”。

5．读着读着，你有没有发现难读的段落，谁敢来挑战自己，
读给大家听听。

6．大家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自己觉得难读的段落读通顺。

[设计思路：

三、深读课文

1．回顾默读要求。

上单元我们学了一种读书的新方法（默读）。还记得默读的



要求是（生：不出声，不指读，边读边思考。）

2．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泼水节？
你是从哪些句子中看出来的，把它划下来。

3．交流。

师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板书：难忘的，热闹的，幸福的

4．学习“热闹的泼水节”。

a、你从哪些句子中感受到这是“热闹的泼水节”？

（1）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敲起象脚鼓”、“四面八方”、
“赶来”。

（2）为了欢迎周总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
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

师板画凤凰花瓣，理解“撒满”。

“鲜红的地毯”：在什么情况下会铺上鲜红的地毯（特别隆
重的场合，接待最尊贵的客人时。）

（3）一条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升上天空。

师读“一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花炮升上天空。”比较理
解“一串串”、“一条条”。

b、激情引读句1，句2，句3。

周总理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天天都要处理党和国家许
许多多重要的事情，为了和傣族人民共同庆祝泼水节，总理



从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当时傣族人所在的景洪地区交通非常
不方便，周总理乘飞机后又改乘汽车，最后又乘渡船过江，
不辞辛苦，不远千里，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傣族人民生活
的小城，来到了傣族人民的身边。就是这样一位关心傣族人
民的好总理，傣家人从心底里欢迎他，难怪――――――，
难怪――――――，难怪――――――（引读句1，句2，
句3）。

c、引读句4。

就是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好总理来了，人们怎能不欢呼呢？

如果你是傣家的小男孩，你会欢呼――――――；

如果你是傣家的小女孩，你会欢呼――――――；

如果你远远地看到周总理来了，你会大声欢呼――――――；

如果你看到总理来到你的身边，你会激动地欢
呼――――――；

周总理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傣家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大声
欢呼着――――――。

四、学习第四自然段

1．周总理来到了人群中，你能认出他吗？

出示句子“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长裤，

他戴着一条水红色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

2．指名读。

3．指名根据画面介绍周总理。



课文中准确生动的描写，使我们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周总理，
我们发现句子中有许多描写（颜色）的词。

4．你能用表示颜色的词来说说插图中的人物吗？过会儿请大
家猜猜你说的是谁。

（）身穿（），（），头上（），（）地（）。

5．再来看看周总理的打扮吧！齐读

五、小结

看了周总理和傣家人的打扮，你发现了什么？

总理的打扮和傣家人是一样的，总理的心也和傣家人贴得紧
紧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好总理，难怪傣家人用最隆重，最热
闹的仪式欢迎他，（齐读第2自然段）

同学们真能干，通过自己读书，感受到这是一个热闹的泼水
节，那么课题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泼水节呢？我们下节
课继续深入地学习。

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难忘的泼水节》是一篇讲读课文。课
文描写了傣族人民和敬爱的周总理在一起过泼水节的无比幸
福的欢乐情景，体现了总理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使学生通过
学习，知道"人民的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
理"是这篇课文的情感重点。可是，周总理的时代离现在的少
年儿童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学生不容易理解周总理和人民之
间的那份无法言明的感情，对课文的理解大打折扣。然而对
小学生而言，“情”的感染更有效于“理”的说教。教师
以“情”为契机，利用情绪的感染性特征，让学生在“情
感”中学习，并以此加以实践，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1.认识“洪、毒”等15个生字，读准“铺、盛”2个多音字，
会写“灾、难”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朗读课文，结合插图想象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
起过泼水节的情景，通过朗读表达欢乐、幸福、难忘之情。

3.借助“象脚鼓”等词语描述过泼水节时的情景，体会周总
理和傣族人民的深厚情意。

（一）图片导入，引出课题

1.出示傣族人过泼水节的图片，简介傣族和泼水节。

傣族人民在每年的4月中旬有一个盛大节日，这一天，人民互
相泼水，互相祝福。

2.1961年的泼水节对于傣族人民来说世代难忘，因为那次泼
水节是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的，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17课
《难忘的泼水节》。

（二）初读感知，语境识字

1.大声朗读课文，标自然段，圈出生字，不认识的字借助拼
音读准确，长句子多读几遍读通顺。

2.同桌互相读课文，纠正读错的字音。

3.语境识字。

（1）出示带有生字的短语，学生齐读，学习生字。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傣族人民龙船驶过江面



银碗里盛满清水笑容满面敲起象脚鼓

祝福周总理健康长寿踩着凤凰花铺成的“地毯”

（2）泼、踩、驶、敲，结合偏旁，做动作理解。

出示词语齐读：民族、家族、傣族。

（4）祝福：表示美好的祝愿，结合生活经验识记。

（5）学习“铺、盛”2个多音字，读准字音，读好词语。

4.再读课文，争取读通顺。

（三）精读感悟，体会情感

1.学习第1自然段。

（1）自由读第1自然段，理解词语，写生字。

一年一度：表示一年一次。一年一度的泼水节相当于汉族的
春节，十分隆重。

（2）写生字。

度：第一笔点起笔在竖中线，广字头撇要长，里面的“廿”
宽扁，笔顺是横、竖、竖、横，“又”写得扁一些，最后撇
捺下方是齐平的。

泼：书写时注意右边是“发”，长撇沿竖中线撇向左
下，“又”的横撇与捺下方齐平。

学生书写，老师及时评价。

老师过渡：1961年的泼水节，傣族人民是最难忘的，因为敬



爱的周总理和他们一起过泼水节。（板书：1961年周总理）

2.学习第3自然段。

（1）自由朗读第3自然段，傣族人民是怎样迎接周总理的？
用横线画出相关的句子。

（2）交流感悟。

句子1：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赶”可以换成“走”吗？一个“赶”字体会到傣族人民急
切、激动的心情。学生练习读句子，读出急切的心情。

句子2：为了欢迎周总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
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

傣族人民用火红的凤凰花铺成“地毯”，这是用最热情的方
式欢迎敬爱的周总理。学生练习读句子，读出傣族人民的热
情。

句子3：一条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升上天空。

思考：把“一条条、一串串”换成“一条、一串”，行吗？

“一条条、一串串”写出龙船和花炮非常多，更能表现节日
的隆重、热闹和喜庆。

老师补充资料：周总理工作繁忙，就是这样一位关心百姓，
深受爱戴的好总理来到傣族人民身边，人们欢呼着——“周
总理来了！”

（3）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第3自然段，读出喜庆热闹的气氛。

3.学习第4～6自然段。



（1）自由朗读第4自然段，出示课文插图，找出描写周总理
样子的句子。

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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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周总理为什么要换上傣族的服装？从“笑容满面”感
受到什么？

周总理这样是把自己当成普通的傣族人，融入百姓中，他平
易近人，与傣族人一起过节十分高兴。

（2）读第4、5自然段，画出描写周总理动作的词语。

出示动词：接过、敲着、端着、拿着、泼洒。

出示词语：象脚鼓、凤凰花、银碗、柏树枝。

借助上面的词语，练习说一说周总理是怎样和傣族人民一起
过泼水节的。

（3）男生和女生比赛读第6自然段，比一比谁能读出开心的
场面。

4.课文最后连用了4个感叹号，和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傣族
人民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多么令人难忘！（板书：多么
幸福！多么令人难忘！）带着这种幸福，我们齐读第7、8自
然段！

课堂总结：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把美好的祝愿
送给傣族人民，所以傣族人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

（四）整合阅读《故事欢乐谷》中的《摆茶摊的蒲松龄》

1.初读要求：



自由朗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生字，把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2.再读课文第4～9自然段：

（1）画出文中描写蒲松龄样子的句子，结合课文插图，体会
他这样打扮的用意。

句子：蒲松龄身穿一件补过的粗布短衫，灰色的长裤，裤管
卷到膝盖上。

他这样打扮是为了从形象上更接近于摆茶摊的老板，更容易
和来往客人交流。

（2）借助关键词，练习讲蒲松龄是怎样通过摆茶摊收集民间
故事的。

出示词语：老槐树、席子、香茶、招呼、诚恳

（3）指名分享，及时鼓励。

课堂小结：希望同学们在今后都能借助关键词语把故事讲好。

三、板书设计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1、会认12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并结合词语的学习，理解
字义，记忆字形。通顺、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学习，理解生字词在文中的意思，并准确运用生词造
句。

3、引导学生对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有一定的认识，感受傣族
人民和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幸福和快乐。



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有感情朗读课文；感受傣族人民和
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幸福和快乐。

教学难点是对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有一定的认识，对傣族人
民的泼水节有初步的了解。

1.师：我们的祖国边疆辽阔，有56个民族，你知道哪些少数
民族？

2.板书“泼水节”，解题。

师：每年清明节前后，傣族人民都要迎来他们一年中最盛大
的节日——泼水节。节日那天，傣家人身穿节日的盛装，敲
着象脚鼓，划着龙船来到聚集地。他们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
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沾了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大
家都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

3.补齐课题---“难忘的泼水节”，齐读课题。

1.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不加字漏字，
难读的句子要多读几遍。

2.指名读。（其他同学注意听，看他的字音读准了没有，如
果没有读准，可以站起来给他纠正）

3.再读思考：

（1）这篇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2）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在带有生字的下面做记号。

4.检查初读情况。



5.出示生字卡片认读。

（一）学习第1、2自然段。

1.默读第1自然段，这段告诉了我们什么？凤凰花是什么颜色
的？（重点理解：理解“火红火红”“一年一度”）

2.指名读第2自然段，边读边想：这段告诉了我们？

今年的泼水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用“因为……所以……”
说一说原因。

（二）学习课文3自然段。

1.带着问题读第三自然段：傣族人民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
画出有关语句。

（1）句子1: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抓住“四面八方、赶”字体会人们急着迎接周总理的心情。

展示象脚鼓图片。

（2）句子2：人们在地上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像铺上了
鲜红的地毯。一条条龙船划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升上天空。

抓住“地毯”，可以结合生活实际，让学生说说在什么地方
看到过“鲜红的地毯”从而感悟到傣族人们撒花瓣独特的迎
客方式以及喜庆气氛。

抓住“一条条、一串串”与“一条、一串”的区别，让学生
领悟节日的热闹和喜庆。

这句中有一个比喻，生动形象。



（3）句子3：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了！”

抓住“欢呼”感悟人们见到周总理的激动心情。

2.指导朗读，你能把这热烈的场面读出来吗？

（三）看图，细读第四自然段。

2.画出描写周总理衣着和表情的词句并反复读一读。

（四）读、议第五自然段。

（1）男生读描写周总理泼水的句子，女生读描写傣族人民泼
水的句子。

（2）男生扮演周总理，女生扮演傣族人民，一边泼水一边祝
愿，想想怎么说呢？

启发想象：

周总理把水泼到老年人身上，祝愿——

周总理把水泼到年轻人身上，祝愿——

周总理把水泼到孩子们身上，祝愿——

（五）学习第六至第八自然段，总结全文。

正因为1961年的泼水节是跟敬爱的周总理一起度过的，所以
傣族人民深深感到那年的泼水节是“幸福”的，是“令人难
忘的”，有感情地朗读第六至第八自然段。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抓住重点词句自主感悟傣族人民和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幸



福和快乐。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复习导入：

1、认读生字卡片。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一至三自然段。

二、读思：

学习四、五自然段：

1、默读课文，画出自己认为写得美的语句。

2、小组合作，互相交流读书的收获。

三、交流：

a、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长裤，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
的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

1、结合课文插图，理解“笑容满面”（态度和蔼可亲，尊重
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2、想像周总理会对人们说些什么？

b、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
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

1、抓住表示动作的词语体会总理与傣族人民的情谊。

2、你能用表示动作的词语写一句话吗？

c、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
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总理



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

1、总理怎样泼水？向傣族人民祝福什么？

2、傣族人民怎样泼水？向总理祝福什么？

3、练习说话：“一手……一手”、“一边一……边”

四、朗读：

2、指导读：练习读——范读——分组读——竞赛读——齐读

文章结尾是全文的高潮，要满怀深情地朗读，读出无比幸福、
难以忘怀的情感。再如，读结尾几个感叹句，情绪要激动，
但不能只是提高声音，要虚实结合，读出陶醉在幸福中的感
觉。

五、指导写字：

1、学生观察，每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教师巡视指导，发现共性问题示范书写。

3、展示写字作业，学生互相评价。

六、实践：

1、查找、搜集周总理的图片、故事

2、用学习伙伴的话，引导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节日和民间习
俗、开个小小介绍会。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1.会认17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掌握多音字“盛、度”。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观察图画，培养观察能力，借助插图理解文章内容。

4.感受傣族人民和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幸福和快乐，体会
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心连心的感情。

识字、朗读课文；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体会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心心相连的深厚情谊。

一、视频导入。

1.播放傣族泼水节的视频。

2.介绍泼水节，引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自由读课文，要求圈出生字和生词。

2.指导生字和生词。

3.检查生字掌握情况。

（1）开火车的形式。

（2）识字比赛。

三、把握全文，整体感知。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标
出自然段序号。

2.指名读课文，学生评议，相互正音。



3.再读课文，把握文章大意。

四、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1.出示生字词，自由认读。

2.同桌互读、指名读，正音。

3.说说自己的识字方法。

4.指导学生结合具体的语境理解重点词语。

一、复习检查，导入新课。

1.指名朗读课文。

2.指名认读生字词

二、细读课文，感悟理解。

1.提问：1961年的泼水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傣族人民是怎
样欢迎周总理的？

2.默读课文第3自然段，要求画出有关句子。指名读，交流感
悟。

3.出示插图，同桌合作读第4、5自然段，说说周总理是怎样
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

4.思考：周总理和人们为什么那么开心？为什么1961年的泼
水节令人难忘？指导有感情地朗读第6～8自然段。

三、回顾课文，升华情感。

1.再看插图，说说周总理和人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2.请同学说说对最后两段的理解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遵循儿童识记规律，鼓励自主，分类处理，分化难点，突出
重点，突破识字难关。

课文有一幅占一个整页的插图，我们不应忽视。本课教学可
以图文结合，用好插图，引导阅读；再以阅读来加深对插图
的理解。

1、会认凤、凰等12个生字，会写龙、恩等12个生字及凤凰一
词。

2、观察图画，培养观察能力，借助插图理解文章内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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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体会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的感情。

1、教师准备：挂图（课文插图），泼水节的视频材料，生字
卡、生词卡。

2、学生准备：了解周总理的生平及相关故事，了解傣族及泼
水节的资料。

1课时。

一、引入课题，初知文意

1、播放泼水节视频资料（或挂图）：

师：大家看到了什么？



师：这是什么节日的场面？

（生答泼水节）

（生用因为所以的句式回答。师板书课题难忘的泼水节）

2、初读课文：

师：到底多么令人难忘呢？让我们打开书开始读课文吧。遇
到不认识的字先看枫叶上的注音，用铅笔把拼音标注在课文
的生字头上。然后多读几遍，会认了，就擦掉铅笔写的注音。

设计意图：通过视频（或挂图）激发阅读兴趣，通过初读课
文，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并找到不认识的字。

二、自主分类认读，尝试认字

1、大家的生字都会认了吗？师用生字卡（或课件）出示生字，
让学生自主尝试识字。

三、朗读片段，检验生字认识情况

师：刚才学的生字在词中、句中还会认吗？

1、生词卡认读：

2、在句子中认读：

师：这几句话，看谁读得更流利：

周恩来总理身穿对襟白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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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
欢乐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

（生字加粗）



3、自由读书，检验课文的字都会认了吗？

4、边读书边想，发现问题，通过自己的思考在文中找到答案；
还不明白的，可以向同桌提问。

5、哪一段你喜欢读，读给同桌听。

6、哪一段你觉得难读，请教班上的同学读一读，再自己多读
几遍。

设计意图：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只有将汉字及时纳入词中、
句中，并在语言环境里会认会读，才算真正会认，这样的识
字也才有真正意义。

四、自主观察，写字练习

1、师呈现要求会写的生字，学生认读复习。

2、生观察第一、二排的6个生字，觉得哪些字不好写，哪个
笔画不好写，同桌讨论。

（恩的下部分心，三个点笔势都不一样；寿特两字都有寸，
可是寸的点的位置不同）

3、观察讨论后，师范写，生试着练写2个生字。

设计意图：学生书写质量高低往往与动笔前的观察水平相关
联。因此，写字指导中要注意对学生进行观察指导，留足时
间让学生自主观察，耐心观察。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课前透视



课文热情洋溢地叙述了1961年周总理在西双版纳同傣族人民
过泼水节的情形，表达了周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深厚情
谊。总理的满面笑容、傣族人民的兴奋与喜悦在作者饱满的
激情中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现。文章图文并茂，紧扣“难忘”
二字展开，内容突出“景难忘”“人难忘”“情难忘”。有
感情地朗读是本课教学重点，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层次、多种
形式反复地读课文，从而感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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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学生对泼水节的来历、周总理与人民的关系了解不多，
课前应布置他们搜集有关的资料，提高搜集、处理和筛选信
息的能力。

教学目标：

1.会认12个生字，会写12个字。

2.抓住重点词句自主感悟傣族人民和周总理一起过泼水节的
幸福和快乐。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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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了解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情景，体会他们之间
心连心的深情厚谊。

信息资料：生字卡片、泼水节的多媒体课件、课文插图、师
生搜集泼水节和周总理的相关资料。

课时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



1、谈话导入。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除了汉族外
还有55个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去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板书课题）
教师或学生简单介绍傣族泼水节的习俗。

泼水节呢？学习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对话平台

自读

1、自由读课文，初步感受泼水节的难忘。

2、再次读课文，圈画生字，把生字多读几遍。

3、限定时间，练习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4、接龙读检查读文情况。

识字

。翘舌音有“蘸、寿”，平舌音有“踩”。

2、交流识字方法。小组内说说自己是怎样认字的，然后全班
推荐好的识字方法。

3、游戏检查识字：抓“特务”、“对号入座”、“购买门
票”

读思

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2、换词比较：“火红火红的”可以换成“红色”的吗？

（突出凤凰花的艳丽，烘托了喜庆祥和的气氛。）

还有什么事物也是“火红火红”的？

（此处如果有条件可以播放傣族人民泼水节的录象，感受节
日的喜庆和热烈。）

3、指导读——练习读——齐读。

学习二、三自然段

1、默读课文，把自己读懂的地方和学习伙伴交流。

2、“今年的泼水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导学生用“因
为……所以”练习说说原因。

3、“傣族人民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重点抓住人们动作的
词语体会。

“赶来”可以换成“走来”吗？为什么？

你从“一串串”“一条条”感受到了什么？

4、指导朗读：重点抓住“欢呼”一词体会傣族人民激动、高
兴的`心情。难点是读好最后一句：“周总理来了！”关键是
在读前面几句话时做好声音和感情的铺垫，读最后这句欢呼
的话，感情要充沛，声音要自然，语气、语调可以根据自己
的理解体现出个性。

练习

1、填量词



一花炮

一（）龙船

一（）花瓣

一（）象脚鼓

2、找样子写词语。

一串串

火红火红

写字

学习“恩、寿、凤、凰、龙、度”六个字。本课要写的字中
有四个字是新认的（恩、寿、凤、凰）。这四个字中，“凤
凰”二字比较难写，可作重点指导。（1）都是半包围结构。
（2）第一笔一定要写成竖撇，这是写好这类字的关键；第二
笔是“横折弯钩”的弯形写法，要注意指导。

（3）“凤”字内是“又”，要和“风”区分字形。

此外，还应注意

“恩”与“思”的区别。

1、学生观察临摹，练习书写。

2、教师巡视，根据书写实际相机指导。

3、学生互相评价打等级。

4、写得不满意的字可以再写几个，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延时评价更易于调动学生写好字的积极性。】

第二课时

对话平台

导入

1、认读生字卡片。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一至三自然段。

读思

学习四五自然段

1、默读课文，画出自己认为写得美的语句。

2、小组合作，互相交流读书的收获。

交流

a、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长裤，头上包着

一条水红色的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

1、结合课文插图，理解“笑容满面”（态度和蔼可亲，尊重
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2、想像周总理会对人们说些什么？

b、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
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

1、抓住表示动作的词语体会总理与傣族人民的情谊。



2、你能用表示动作的词语写一句话吗？

c、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
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总理
泼水，祝福他健康长寿。

1、总理怎样泼水？向傣族人民祝福什么？

2、傣族人民怎样泼水？向总理祝福什么？

3、练习说话：“一手……一手”、“一边一……边”

朗读

2、指导读：练习读——范读——分组读——竞赛读——齐读

文章结尾是全文的高潮，要满怀深情地朗读，读出无比幸福、
难以忘怀的情感。

再如，读结尾几个感叹句，情绪要激动，但不能只是提高声
音，要虚实结合，读出陶醉在幸福中的感觉。

实践

1、.查找、搜集周总理的图片、故事

2.用学习伙伴的话，引导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节日和民间习
俗、开个小小介绍会。

写字

练习书写其他六个字。

1、学生观察，每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教师巡视指导，发现共性问题示范书写。

3、展示写字作业，学生互相评价。

【伴教锦囊】

相关链接

1、傣族有人口162万多人，主要聚居在西双纳州和德宏州。
临沧的耿马、孟宝、思茅的孟连、玉溪的新平等30多个县也
都有分布。傣族历史悠久，在近年发现的傣文史籍中，记述
着远古时期傣族先民的活动。“傣”，意为热爱自由和平的
人。傣族有水傣、旱傣和花腰傣之分。建国前，傣族地区处
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同地区大体可
分为三种类型:西双版纳为代表的领主经济保存比较完整；德
宏、孟连、耿马是代表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景
谷、新平、元江等内地的傣族地区地主经济已经确立。

2、傣族的节日主要有开门节、关门节、送龙节等，其中最隆
重的是泼水节。泼水节是傣族人民送旧迎新的传统节日，人
们认为互洒清水可以消灾弥难，互相祝福。节日里还举行堆
沙、丢包、放高升，赛龙舟等活动。

3、漫话竹楼傣族人住竹楼已有1400

多年的历史。竹楼是傣族人民因地制宜，创造的一种特殊形
式的民居。顾名思义，竹楼是以竹子为主要建筑材料。西双
版纳是有名的竹乡，大龙竹、金竹、凤尾竹、毛竹多达数十
种，都是筑楼的天然材料。

阅读在线：

绿色的竹楼



西双版纳，一片翠绿。那儿的房屋很怪，不用砖，不用石，
是用绿色的竹子建造的。竹楼是悬空的，由粗大的竹子支撑
着。把竹楼架高，不但能防潮，还能在楼下养牛喂猪呢！据
说，这种建房子的办法，还是当年诸葛亮教给傣族人的呢！

进竹楼，先得把鞋脱下放在楼梯边，光着脚走在用竹子铺着
的地板上，凉丝丝怪舒服的。人们盘腿坐在竹楼里火塘边的
竹席上。老年人手拿一根二尺来长的大竹筒把一根小竹签在
火塘里点燃，嘴斜着埋进竹筒里，呼噜噜地抽着。原来这
是“水烟筒”。

吃饭时，人们围坐在竹编的圆桌旁。摆在桌上的菜更新鲜。
什么“蚂蚁蛋拌酸笋”啦，“油炸青苔”啦，而鸡肉是用香
茅草裹着在火上烤熟的。

走出竹楼，满眼是绿树、鲜花，连围寨子的墙，都是长得又
高又绿的仙人掌。

课文难忘的泼水节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这是一篇看图学文。讲的是1961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西
双版纳的黎明城，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事。这篇看图
学文由一幅图和一篇短文组成。图上的背景画的是西双版纳
地区的特有风光。树木茂密，鲜花朵朵，地上是凤凰花铺成的
“地毯”。周恩来总理在画面中间，双手端着银碗，穿着傣
族服装，面带笑容。他周围是穿着节日服装的傣家儿女。有
的拿着银壶，有的端着花碗，有的敲着象脚鼓，有的打着镲，
大家十分高兴。课文内容同画面相联系，讲了周恩来总理同
傣家儿女过泼水节的情形。课文共8段，是按事情发展的先后
顺序叙述的。

1、通过看图学文，了解1961年周总理是怎样和傣族人民一起
过泼水节的，从而体会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心心相连的深厚情
谊。



2、指导有序观察的同时，注意指导学生分清主次及注意景物
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后四段。

1、重点：了解周总理与1961年和傣族人民一起欢渡泼水节的
情景，从而体会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心心相连的深厚情谊。

2、难点

（1）由于年代的原因，学生对周总理了解不够，影响对课文
所表达的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心心相连的深厚情谊的感受。

（2）由于学生的生活阅历有限，对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盛大
节日——泼水节了解甚少。

一、故事录像激趣，设问质疑，导入课文

1、讲《泼水节的来历》看泼水节的录像，让学生了解泼水节，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板书课题，）请同学们读课题。

2、为什么今年的泼水节特别令人难忘呢？请同学们自由的朗
读全文，感知全文。

3、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在什么时候举行？你从课文什么地方知
道的？每年的泼水节都在5月13日举行，今年的泼水节傣族人
民的心情怎样？用高兴的语气读12自然段。

二、读中体验，读中感悟，音乐辅助

2、傣族人民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同学们读读，写写，议议，
用铅笔在书上画出重点句子，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四面八
方”“赶来”“敲鼓”“地毯”“龙船”“花炮”“撒
满”“一条条”“一串串”理解傣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并
用“四面八方”造句。



三、看图学文，学会观察，理解图意

2、指名读课文，引导学生抓住“笑容满面”“接过”“敲
着”“踩着”“跳舞”这些词体会周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
可亲，象普通的傣家人一样。并用“笑容满面”造句。

四、创设表演情境，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导语激情，感
知体会

1、当时总理是怎样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呢？观看录像，
启发想象。

3、请几个同学表演，其他同学朗读课文，同学进行评价。

4、老师导语激趣，人民的总理爱人民，向人民祝福；人民爱
总理，向总理祝愿，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是多么幸福难忘的
场面呀！傣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同学齐
声朗读78自然段，感悟总理和傣族人民的深厚情谊。理解最
后两句的！

五、总结朗读，回顾感悟，背诵课文

1961年的泼水节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难
以忘记1961年的泼水节，请同学们大声诵读，把你们的感情
都融入字里行间吧！读到“开始泼水了”让同学关上书试着
背诵课文5678自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