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
案(优质8篇)

初二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初二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的一种记录。下面是一份初二语文教案的
完整版，希望对大家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一

1、 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和我的善良，感受他们
彼此的关爱，及我的感激之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和我的善良，感受他们彼此
的关爱，及我的感激之情。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毽子里的铜钱》，齐读课题。

(一)、通过老人两次送我烤山薯体会老人的善良与纯朴。

1、文中讲到老人几次送我小山薯?(2次)自读提示：勾画老人
两次给我小山薯的句子。思考老人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我的。
批注自己的体会。

2、交流。

(1)、谁来交流描写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的句子。(“老人
一声不响……”)

师：从这个句子中你体会到什么?(老人很善良)理由
是：——(板书：善良)



师：因为?(老人没要我的钱。)

师：还有谁再来谈谈从这段话中的哪些词句中你体会到了老
人的善良。(从笑呵呵可以看出老人给我时很快乐。理解一声
不响)相机指导朗读。

师：其实老人见我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子猜想我都没有钱，
完全可以说：——

师：多么善良的老人，让我们齐读这段再次感受老人的善良。

师：当老人笑呵呵地送给我香喷喷的烤山薯时，我心里怎么
样?(十分感激)我感激是因为?如果学生不会引导学生想在什
么情况下给我的。(我想吃时，老人给了我烤山薯，老人明明
知道我没钱的情况下，白送了我小山薯。)

师：现在你就是那位小女孩，感激地读一读。(评价读出慢慢
地剥，慢慢说明什么?还有哪些词说明我很珍惜。再珍惜地读
一读。

(2)、这位慈爱、善良的老人后来又给了我一个小山薯，谁来
交流你勾画的句子并谈谈自己的体会?(生读句子，交流体会。
)

师：课文7、8自然段都在写老人第二次送我小山薯，同学们
用圆圈圈出老人动作的词，看你有什么体会。(学生圈画，抽
生交流画的词，我勾画的动词是——从 ——词中我体会
到——因为——谈体会，说原因。)相机换词“塞”可换成哪
个词?(放)用哪个更好。(体现老人真心的给我。)

师：在我给老人两个铜钱老人不要的情况下，又送我两个烤
山薯，我不肯接受，老人硬塞给了我，望着他微微驼着的背
脊，我心里空落落的。空落落什么意思?(换词，用空落落说
一句话。)



(二)、通过交流体会老人生活的艰辛。

师：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我感激地接受了，可第二次我心
里却空落落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读3-6自然段思考。

师：谁来交流?(因为隔壁二婶买了烤山薯本应给十个铜板却
只给了9个，二婶这样老人有什么反映。(老人说“不行啊，
我要亏本啦，还很不快乐。)我想补偿老人可老人不要却又给
了我一个烤山薯。)

师：老人对我如此大方，可面对二婶少给了一个铜板他却说：
“不行啊，我要亏本啦。”而且还很不快乐的样子，你是不
是觉得老人很小气?抽生说。

师：其实小贩们做小本生意利润微薄挣钱很不容易，他这样
做也是生活所迫。出示小贩图片解说让学生体会小贩生活的
不易。

师：文中的老人同许多小贩一样，生活格外艰辛，其实我们
从文中很多地方都可以体会到。请同学们用~~~~线勾画描写
老人外貌、语言、神态的语句体会老人的艰辛。

师：你从哪些体会到老人生活很艰辛?

师：老人生活的确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课文用一个词来写
(栉风沐雨)什么意思?理解。

师：见老人这么不快，我的心情也变得难过结结巴巴地
说：——(生读)

师：我难过师因为—— 是因为——(看到老人亏了本，看到
老人吃了亏。所以我心里很难过结结巴巴地说：——(生读)

师老人亏了本还乐意送我小山薯，我心里越发觉得不安，于



是，我急急忙忙做了什么?(生读那段话 板书 亮晶晶)

师：急急忙忙说明什么?(想补偿老人 想用我唯一的两枚铜钱
安慰老人)那请你来读出我的急急忙忙。

师：这可是我心爱的毽子啊，我却撕烂了他，你觉得我掏出
的仅仅是铜钱吗?(还有对老人的同情、体谅，我的善心。)

师：可老人把铜钱放回了我的口袋，摸摸我的头说：——

师：“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是什么句?改成陈述句。
再读老人说的这句话。

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老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什
么?(我对老人的同情与体谅)

师：这枚铜钱对老人来说重要吗?他可以用这钱为贫困的家
庭——

师： 你觉得老人为什么不要我的铜钱?(老人被我的体谅、理
解、善良所感动。)

师：多么善良的老人，此时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孩你想对老人
说什么?

师：正因如此，这位纯朴、善良的老人深深地留在了作者的
记忆中。引读：他那满脸的风霜——板书(热烘烘)

回板书：亮晶晶的铜钱如同作者亮晶晶的心灵，温暖了老人
的心，热烘烘的烤山薯有如老人的善良温暖了我的心，我想
小女孩和老人的善良、体谅也同时温暖了我们。此时，我想
起了我们学过的一句话：人的心只有拳头那么大，可一个好
人飞的心容得下全世界的人。一个人的爱心虽小，却能温暖
众生。(齐读)



善良 体谅

老人 ————————我

亮晶晶

热烘烘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二

1、认读8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积累词语，并体会它们在文
中表达的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理解描写作者心情变化的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的善
良、纯朴和“我”对老人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体会作者的情感，感受老人栉风沐雨的辛苦和善良、纯朴的
美好心灵。

课前去市场、集市上观察、接触小贩，尤其是卖东西的老人，
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内心世界。

2课时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大声地把课文读一读，要求：注意读准字音，认
准字型；

2、想一想文章围绕毽子里的铜钱讲了一件什么事。

3、刚才我们读过课文了，谁来说说这位老人给你留下了怎样
的印象。



（三）细读感知

感受老人形象

1、学生细读课文，思考：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小气的老人呢？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

（1）老人的“小气”主要体现在对待“二婶”的态度上。学
生读相关的语句。

老人为什么会连一个铜板也那么在乎呢？（引导学生联系时
代背景和老人小贩的身份，体会到老人做的是小本生意，这样
“少一个铜板也不行”是生活所迫。）

a、老人一声不响，却笑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的
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说：“给你吃。”（抓住关键词“一
声不响”“笑呵呵”等，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谈谈自己的体
会，再指导学生朗读。）

b、老人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马上把铜钱放回我的口袋里，
摸摸我的头说：“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不过你的
好心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又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山
薯给我说：“再给你一个。”（抓住“半天才明白”“永远
不会忘记”，引导学生体会，再指导学生朗读。）

（四）品味赏读，积累背诵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找出：“亮晶晶”、“热烘烘”一类
的词语，体会它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结合全文，体会句子的意



思。

3、挑选自己喜欢的段落，自由读或者背诵，体会感情。

（五）拓展延伸

1、师：文中老人的两块烤山薯，使我温暖至今。我不仅得到
了两块烤山薯，而且得到了用金钱买不到的关爱。确实，金
钱有时能买到一些具体的物品，却买不到一些无形的东西，
比如钱能买到钟表，却买不到时间；钱能买到药品，但是买
不到健康……。请你想一想，钱还能买到什么却买不到什么？
小组内交流，互相启发。然后把想到的内容写下来。

2、全班交流，相互评议。

（六）布置作业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三

学习目标：在活动中体验小组合作，共同完成任务。

学习内容：跳短绳、踢毽子

学习步骤：

一、游戏激趣，活跃身心

教师活动：

1、组织学生常规训练

2、组织学生游戏：贴烧饼

学生活动：



1、体育委员整队，检查出席人数。

2、在体育委员的指挥下进行常规和队列训练。

3、围成一个圈进行贴烧饼游戏，注意安全充分活动。

组 织：四列横队、小组分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小组合作，自主练习踢毽子

教师活动：

1、布置每个小组的分组练习要求。

2、巡视指导，督促练习。

学生活动：

1、按老师布置的`要求分组练习：小组中二个踢单毽、二个
踢盘踢、两个对踢。

2、分组比赛，比一比哪个小组得分多，比赛中按单毽、盘踢、
对踢进行，不参加比赛的同学做裁判。

组 织：自主分散，集中比赛

三、小组合作，自主练习跳短绳



教师活动：

1、提出练习要求，组织学生分组练习。

2、组织学生比赛。

3、组织学生自评。

学生活动：

1、认真按老师布置的要求进行练习：一个单跳，一个向后跳，
一个向前交叉跳，一个向后交叉跳，一个单足跳，一个双飞，
小组合理安排进行练习。

2、参加比赛，争取好成绩。

3、对自己一小组的表现进行点评。

组 织：分散练习，集中比赛

场地器材：操场、短绳、毽子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四

１、学习生字，会认烤等，会写毽等。

２、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

３、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找出亮晶晶异类词语，体会他们在
文中表达的意思。

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找出亮晶晶异类词语，体
会他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同学们知道毽子什么样子吗?读课题,围绕毽子里的铜钱.,写



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１、读课文依据课后生字表，在课文中找出生字，将课文读
通顺。

２、找同学认读生字。

３、请同学领读，开火车读。

４、小组内分段读课文。

５、集体读课文，读自己喜欢的段。

６、小组推荐同学分段读课文。

７、在文中找出如“亮晶晶”一类的词语，体会他们的意思。

８、理解词语

栉风沐雨：用风梳头，以雨洗发。形容奔波劳碌，历经艰辛。
栉：梳头，梳理

谦卑：谦虚而恭顺。

引导学生比较同义词，体会表达含义的不同。

谦虚：有自知之明，不骄傲。

谦恭：谦虚而恭敬。

谦逊：谦虚恭谨，多指态度谦让、有礼貌。

佝偻：脊背弯曲

９、组内分叫色读课文，体会人物心情。



１０、小组推荐读课文

写字表中的生字每个一编组三个词，任选两个组词。

毽子里的铜钱

亮晶晶热烘烘黑漆漆笑呵呵

１、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

２、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情感，培养作者的.写作
能力。

３、体会卖山薯的老人的善良、纯朴和我对老人的怀念和感
激之情。

体会卖山薯的老人的善良、纯朴和我对老人的怀念和感激之
情。

１、开火车读生字

２、分叫色朗读课文。

生自由读。

过渡：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来谈一谈？

１、读第一、二小节，文中用了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
笑呵呵等词语,通过这些词语你说明了什么.作者的心情是怎
样的.

２、分角色读第三、四、五小节。

３、理解为什么愣愣的.，老人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４、根据理解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

５、小组推荐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

６、默读六、七、八小节。小组讨论为什么我的心理不安？

７、老人为什么不要作者的钱？体现了什么？

８、为什么我的心理空落落的？

９、读剩下的几个小节。

１０、讨论理解热烘烘、栉风沐雨再问中所表达的情感。

１１、请同学分角色朗读师生间的对话，体会作者的心情。

１２、小组讨论对我和卖山薯的老人来说尖子里的铜钱珍贵
吗？为什么？

１３、作者从老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老人从作者那里得到了
什么？

毽子里的铜钱

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笑呵呵愣愣的热烘烘、栉风沐雨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五

1、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和我的善良，感受他们彼
此的关爱，及我的感激之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和我的善良，感受他们彼此
的关爱，及我的感激之情。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毽子里的铜钱》，齐读课题。

(一)、通过老人两次送我烤山薯体会老人的善良与纯朴。

1、文中讲到老人几次送我小山薯?(2次)自读提示：勾画老人
两次给我小山薯的句子。思考老人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我的。
批注自己的体会。

2、交流。

(1)、谁来交流描写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的句子。(“老人
一声不响……”)

师：从这个句子中你体会到什么?(老人很善良)理由
是：——(板书：善良)

师：因为?(老人没要我的钱。)

师：还有谁再来谈谈从这段话中的哪些词句中你体会到了老
人的善良。(从笑呵呵可以看出老人给我时很快乐。理解一声
不响)相机指导朗读。

师：其实老人见我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子猜想我都没有钱，
完全可以说：——

师：多么善良的老人，让我们齐读这段再次感受老人的善良。

师：当老人笑呵呵地送给我香喷喷的烤山薯时，我心里怎么
样?(十分感激)我感激是因为?如果学生不会引导学生想在什
么情况下给我的。(我想吃时，老人给了我烤山薯，老人明明
知道我没钱的情况下，白送了我小山薯。)

师：现在你就是那位小女孩，感激地读一读。(评价读出慢慢
地剥，慢慢说明什么?还有哪些词说明我很珍惜。再珍惜地读
一读。



(2)、这位慈爱、善良的老人后来又给了我一个小山薯，谁来
交流你勾画的句子并谈谈自己的体会?(生读句子，交流体会。
)

师：课文7、8自然段都在写老人第二次送我小山薯，同学们
用圆圈圈出老人动作的词，看你有什么体会。(学生圈画，抽
生交流画的词，我勾画的动词是——从——词中我体会
到——因为——谈体会，说原因。)相机换词“塞”可换成哪
个词?(放)用哪个更好。(体现老人真心的给我。)

师：在我给老人两个铜钱老人不要的情况下，又送我两个烤
山薯，我不肯接受，老人硬塞给了我，望着他微微驼着的背
脊，我心里空落落的。空落落什么意思?(换词，用空落落说
一句话。)

(二)、通过交流体会老人生活的艰辛。

师：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我感激地接受了，可第二次我心
里却空落落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读3-6自然段思考。

师：谁来交流?(因为隔壁二婶买了烤山薯本应给十个铜板却
只给了9个，二婶这样老人有什么反映。(老人说“不行啊，
我要亏本啦，还很不快乐。)我想补偿老人可老人不要却又给
了我一个烤山薯。)

师：老人对我如此大方，可面对二婶少给了一个铜板他却说：
“不行啊，我要亏本啦。”而且还很不快乐的样子，你是不
是觉得老人很小气?抽生说。

师：其实小贩们做小本生意利润微薄挣钱很不容易，他这样
做也是生活所迫。出示小贩图片解说让学生体会小贩生活的
不易。

师：文中的老人同许多小贩一样，生活格外艰辛，其实我们



从文中很多地方都可以体会到。请同学们用~~~~线勾画描写
老人外貌、语言、神态的语句体会老人的艰辛。

师：你从哪些体会到老人生活很艰辛?

师：老人生活的确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课文用一个词来写
(栉风沐雨)什么意思?理解。

师：见老人这么不快，我的心情也变得难过结结巴巴地
说：——(生读)

师：我难过师因为——是因为——(看到老人亏了本，看到老
人吃了亏。所以我心里很难过结结巴巴地说：——(生读)

师老人亏了本还乐意送我小山薯，我心里越发觉得不安，于
是，我急急忙忙做了什么?(生读那段话板书亮晶晶)

师：急急忙忙说明什么?(想补偿老人想用我唯一的两枚铜钱
安慰老人)那请你来读出我的急急忙忙。

师：这可是我心爱的毽子啊，我却撕烂了他，你觉得我掏出
的仅仅是铜钱吗?(还有对老人的同情、体谅，我的善心。)

师：可老人把铜钱放回了我的口袋，摸摸我的头说：——

师：“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是什么句?改成陈述句。
再读老人说的这句话。

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老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什
么?(我对老人的同情与体谅)

师：这枚铜钱对老人来说重要吗?他可以用这钱为贫困的家
庭——

师：你觉得老人为什么不要我的铜钱?(老人被我的体谅、理



解、善良所感动。)

师：多么善良的老人，此时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孩你想对老人
说什么?

师：正因如此，这位纯朴、善良的老人深深地留在了作者的
记忆中。引读：他那满脸的风霜——板书(热烘烘)

回板书：亮晶晶的铜钱如同作者亮晶晶的心灵，温暖了老人
的心，热烘烘的烤山薯有如老人的善良温暖了我的心，我想
小女孩和老人的善良、体谅也同时温暖了我们。此时，我想
起了我们学过的一句话：人的心只有拳头那么大，可一个好
人飞的心容得下全世界的人。一个人的爱心虽小，却能温暖
众生。(齐读)

善良体谅

老人————————我

亮晶晶

热烘烘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六

1.学习生字，会认8个字，会写7个字。

2.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

3.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找出“亮晶晶”之类的词语，体会它
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找出“亮晶晶”之类的词
语，体会它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生字卡片小黑板

小组合作交流法

同学们知道毽子什么样子吗?课文围绕毽子里的铜钱。,写了
一件什么事情呢?

1.读课文依据课后生字表，在课文中找出生字，将课文读通
顺。

2.找同学认读生字。

3.请同学领读，开火车读。

4.小组内分段读课文。

5.集体读课文，读自己喜欢的段。

6.小组推荐同学分段读课文。

7.在文中找出如“亮晶晶”一类的词语，体会他们的意思。

8.理解词语

栉风沐雨：用风梳头，以雨洗发。形容奔波劳碌，历经艰辛。
栉：梳头，梳理

谦卑：谦虚而恭顺。

引导学生比较同义词，体会表达含义的不同。

谦虚：有自知之明，不骄傲。

谦恭：谦虚而恭敬。



谦逊：谦虚恭谨，多指态度谦让、有礼貌。

佝偻：脊背弯曲

9.组内分角色读课文，体会人物心情。

10.小组推荐读课文

1.开火车读生字

2.分叫色朗读课文。

生自由读。

过渡：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

1.读第一、二小节，文中用了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笑
呵呵等词语，通过这些词语你说明了什么。作者的心情是怎
样的。

2.分角色读第三、四、五小节。

3.理解为什么愣愣的，老人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4.根据理解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

5.小组推荐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

6.默读六、七、八小节。小组讨论为什么我的心理不安?

7.老人为什么不要作者的钱?体现了什么?

8.为什么我的心理空落落的?

四、朗读感悟体会情感



1.读剩下的几个小节。

2.讨论理解热烘烘、栉风沐雨在文中所表达的情感。

3.请同学分角色朗读师生间的对话，体会作者的心情。

4.小组讨论对我和卖山薯的老人来说毽子里的铜钱珍贵吗?为
什么?

5.作者从老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老人从作者那里得到了什么?

1.听写生字新词

2.预习《语文天地》

毽子里的铜钱

闻到烤山薯的香味就会想起老人及铜钱

给“我”第一个山薯

回忆几十年前的事二婶少给一个铜板慈祥善良

给“我”第二个山薯

老师教育“我”

老人对“我”的影响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七

1.认识并能够准确书写课文中的8个生字，尤其是“卑”字。

2.了解文章围绕“毽子里的铜钱”讲述了一个孩子和一位卖
烤山薯老人之间发生的普通而又感人的小故事；体会卖山薯



老人和小作者同样拥有的一颗善良的心和他们彼此的关爱。

3.初步体会散文的美，有感情地朗读。

教学重难点：

了解文章围绕“毽子里的铜钱”讲述了一个孩子和一位卖烤
山薯老人之间发生的普通而又感人的小故事；体会卖山薯老
人和小作者同样拥有的一颗善良的心和他们彼此的关爱。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郭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幅图画，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看
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位老人，他戴着一顶褐色的小帽子，
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裙，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他微微弯着腰，
笑呵呵的，左手拿着一条小山薯，右手心上放着两个铜钱。
而小女孩的左手拿着一条烤山薯，右手拿着一个毽子，望着
面前的老人。）这是在几十年前的一幅画面，为什么这幅画
面时常浮现在作者的眼前？让我们一起走进《毽子里的铜钱》
这个故事。请大家齐读课题。

1.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读课文。

2.学生读课文。

3.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主要写了回忆几十年前一
位卖烤山薯的老人送两个烤山薯给“我”吃，我挖出毽子里
的两枚铜钱给老人，老人没有接受的事。）（谁能说得更具
体、完整、简洁）



4.板书：老人、我

1．当老人笑呵呵送给我香喷喷的烤山薯时，我心里是怎么想
的？——感激，你能找出这句话读一读吗？出示1：我十分感
激，就慢慢地剥开了皮，万分珍惜地吃起来。品读：学生a评
价：1你再看清楚，有感情地再读一读。2针对十分，万分评
价，读到了五分了，加油（手势）。

学生b评价：烤山薯的皮薄薄的，你剥得那么快，连肉都剥走
了，我们来慢慢地剥……

2．我十分感激，是因为在我最渴望吃烤山薯时，老人——老
人一声不响……

品读：如果你能笑呵呵地读就更好了，笑一个给老师看看；
大家都来笑一个，笑一个，（手势）对了，保持嘴形！老人
一声不响，1.2起。很乐意地再笑一个。热情高涨。

3．善良、慈爱的老人只是给我一次烤山薯吗？——不是，还
有第二次。那第二次给我烤山薯时，我的心情又是怎样
的？——空落落（板书）联系上下文说说空落落什么意思
呀？——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给两个铜钱给老人？——二婶少给了一个铜板。2、
二婶少给了两个铜板）

5．老人对“我”如此的大方，可面对二婶少给一个铜板，他
却说：

（“不行啊，我要亏本啦。”）（朗读：要亏本了，心里多
着急，多为难呀！我从你的朗读中听出了老人的无耐。）他
连一个铜板也斤斤计较，是不是很小气呀？——不是，是生
活所迫。



6.因为二婶少给了一个铜板，老人不再是笑呵呵了，变
得——很不快乐。（出示3：他满脸的皱纹很深很深，很不快
乐的样子。）

品读：引读，还不够深，再深一些，再夸张一些。老师还感
受不到不快乐，只是一点点不快乐，你还可以读得更棒。栉
风沐雨那么辛苦，到头来还要亏本呀。（手势：手心向下）

同时出示：2老人一声不响，却笑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
个小小的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说：“给你吃。”3他满脸的
皱纹很深很深，很不快乐的样子。对比着读，产生震撼感。
对我，对二婶，手势再次体会老人为什么关心我，却对二婶
的一个铜板那么在乎？（我是十岁的小孩子，是弱势群体，
没有钱，但天真烂漫，老人虽然生活艰苦但还是对我十分关
爱；二婶明明有钱，却故意欠老人钱，贪小便宜，损人利己，
是不对的）

7.见到老人这么不快乐，我的心情也变得——难过（板书），
（出示4：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只想代二婶给他一个铜板，
但是身边真的没有钱。看看手里吃了一半的烤山薯，结结巴
巴地说：“老伯伯，我也没给钱呢。”）

品读：他读得有点难过，谁能读得更难过；听着他的朗读，
你的心感到难过吗？看到老人吃亏了，很不快乐、很可怜的
样子，我心里……听着老师的`朗读，你的心里怎么样吗？带
着这份心情，来读读这句话。什么是结结巴巴，很不流畅，
断断续续。谁能表演一下。（手势：双手按住心脏）

继续读，老人亏本了，还是乐意送给我烤山薯，我越发觉得
心里——不安（板书）。

（出示5：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安，忽然想起毽子里有两个铜钱
儿。只是两个铜钱呀，怎么抵得过一个铜板呢？）



品读：重点：不安、怎么抵得过

（出示6：于是我急急忙忙撕开毽子的包布，挖出两枚亮晶晶
崭新的铜钱。递到老人手心说：“老伯伯，给您。”）

小女孩掏出的仅仅是两枚铜钱吗？（同情心、善良、体谅老
人）

8．老人没有接受我的铜钱，反而还再给我一个烤山薯，就这
样走了，（出示6：望着他微微驼着的背脊，我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

品读：失落、内心很复杂。

手势：双手向上摊开

9.或许两枚铜钱已经不见了，但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却永远
刻在我的心中，他给我白吃了两个热烘烘的烤山薯，使我永
远感到（温暖在心中）

板书：温暖

出示图片，教师范读最后一段。（停顿几秒）几十年来，这
幅感人的画面时常浮现在作者的眼前，难以忘怀。应该怎样
读好这段话，大家想想，（停顿三秒），准备好，开始。

生齐读。

（三）深化主题，小结：

1.从作者的心理感受（用红色笔连心形），我们感受到小女
孩和老人之间在传递着

（人间真情）（板书），这两枚铜钱对于老人和“我”来说
都是珍贵的（板书：珍贵）。所以这两枚铜钱永远珍藏在作



者心中。

（说说身边“真情”故事。（预备）(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
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在给予我们无私的关爱，大家感受到这些
爱了吗？请在小组内说说你身边的真情故事)）

2.通过在这堂课里的学习，你收获到了些什么？你学会了什
么？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如：我认识了一位善良的老人；
二婶贪小便宜，不能体谅别人，我们不能向她学习；我记住
了一个句子，我可以有感情地朗诵；我认识了通过人物心理
描写刻画人物的写作方法）

幼儿园大班户外游戏踢毽子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2、培养学生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能力；

3、通过抓住卖山薯老人的外貌、言行和作者的心理活动、语
言，感受他们的善良，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体谅的道理。

教学重难点：

1、培养学生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能力；

2、抓住卖山薯老人的外貌、言行和作者的心理活动、语言，
感受他们的善良，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体谅的道理。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上节课我们已经初读了课文，让我们回忆一下，课文围绕
毽子里的铜钱说了一件什么事？（生说）

2、你概括的这件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板书：老人、
我）、有事件，非常完整。

二、品读感悟

2、谁来说说你的眼前出现了一位怎样的老人？

3、引导学生抓住老人的外貌来体会。

“想起他一双黑漆漆的手，和手心里两枚亮晶晶的铜钱。”
（穷苦、艰难）

师：你抓住了老人的外貌来体会，还有谁找到有关老人外貌
的句子？

“他满脸的皱纹很深很深，很不快乐的样子。”（很老、很
贫穷、很辛苦）

师：你体会得真好，还有谁想说说？

“望着他微微驮着的背脊，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失了什
么东西。”（老人为了生活每天都要卖烤山薯，身上背着很
重的东西，给背脊都压弯了。）

“卖烤山薯的老人满脸的风霜、谦卑的笑容和佝偻的背影，
也时常浮现在眼前。”（辛苦）

师：我们来看看，就是这样一位满脸风霜、艰辛生活的老人。
出示课件：老人的图片

4、师：除了通过外貌了解到的，你还体会到这是一位怎样的
老人？



（慈祥，对小孩子很友好）出示课件：老人一声不响，却笑
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
说：“给你吃。”

a、谁能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谈谈你的体会？

b、“笑呵呵”体现了老人的慈祥和友好，他并不认识“我”却
送给“我”一个山薯，体现出他对我的喜欢。老人“一声不
响”地给了我一个烤山薯，说明老人很善良。

师：能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吗？（生读）读得真好，谁还想读
读？带着你的感受给你的同桌读读。谁来给大家读读这句话？
从你的读中我们感受到了老人那颗善良的心。这时，二婶来
买山薯，原本十个铜板，她只给了九个铜板，便扬长而去，
可怜的老人愣愣地望着她家那扇门，此时老人想＿＿＿＿＿
＿＿（生说）

生说，

我摇摇头不肯接。他却把烤山薯塞进我的口袋里，向我笑着
摆摆手，提着烘缸走了。

课件出示：“他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马上把铜钱放回我
的口袋里，摸摸我的头说：“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
不过你的好心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从烘缸里取出一
个小山薯给我说：“再给你一个。”

读读这句话，你体会到了什么？（生说）听出来了，你是
从“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体会出来的，对吗？老人好半
天才明白，好半天老人想些什么呀？跟同学交流一下。老人
会想些什么？还可能想些什么？还会想些什么？（生说）

师：在与老人的心进行了一次对话后，我们也体会到老师的
心是如此的善良。那你能从老人的话中把这种善良读出来吗？



试着读读老人的话。（生自由读）谁来读读老人的话，你就
是那位善良的老人。（生读）你就是那位敦厚的老人，（生
读）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好吗？（师读旁白，生读老人的话。）

师：这样一位纯朴、饱经风霜的老人，两次送给作者烤山薯，
足以体现出老人的（生齐说：善良）

5、老人真诚和善良一次又一次震撼着我们的心，面对这样的
老人，作者的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捧着香喷喷、热烘烘
的烤山薯，此刻竟然如此难以下咽。小作者会怎么想，她又
会怎么做，赶快来找找描写小作者的语句。   谁想和大家
交流。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只想代二婶给他那一个铜板……

师：还有吗？

课件出示：“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安，忽然想起毽子里面有两
个铜钱儿。只是两个铜钱呀，怎么抵得过一个铜板呢？但我
还是急急忙忙撕开毽子的包布，挖出两枚亮晶晶崭新的铜钱，
递到老人手心里说：“老伯伯，给您。”

课件出示：虽然两枚铜钱＿＿＿＿＿＿＿但是为了＿＿＿＿
＿＿＿＿我还是决定把这两枚铜钱交给老人。

三、深化中心，创境表达

这段记忆影响了作者的一生。好了，同学们，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他的心中存着善良，而历经沧
桑的老人也同样怀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在他们相遇后，
他们之间才能产生这样一段打动人心的真情。

课件出示： “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您（你）的……”
说一段话。（学生自由说）



教学反思：

本文是风格隽永的散文，文章结构较为复杂，作者的写作风
格唯美、富于个性，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阅读起来有一
定的难度；本文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富于人性光辉的人与人
之间真诚的体谅，由于蕴涵在质朴的文字中，学生悟情也有
一定的难度。针对课文的这一特点，在教学之前，我进行了
精心的设计，旨在抓住教学重点，突破理解难点。：

一、　品词酌句，重点深入　

语文，只有细细地品味语言文字，才能真正地悟出其中的情，
从而自己也受到情感熏陶。在教学中，我抓住了几处描写老
人外貌、言行的语句，引导学生感受、思考、表达。一
个“笑呵呵”，老人的慈祥如在眼前；一句“永远不能忘
记”，既让我们看到了老人的感激，更让学生赞叹于人与人
之间的细腻的情感，进而启发他们怎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
与事。通过品词酌句很好地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点。

二、想象补白，挖掘人物内心。

把语言文字活化的过程，即通过阅读，把死的文字，变成活
的生活，活的感受。有着生活经验参与的阅读，能够看到画
面，听到声音，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教学过程中，多处
补白使学生的主动想象深化了语言。

三、拓展延伸小练笔

在课的结尾处拓展延伸进行练笔，通过练笔，使学生对文本
的理解感悟有更高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