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精选9篇)
在典礼中，通常会有一系列的仪式和程序，以体现出活动的
庄严和正式性。在写典礼总结时，可以先回顾活动的整体安
排和流程，以确保没有遗漏重要环节。不同类型的典礼总结
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以下这些范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和把握典礼总结的要领。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一

1、读准生字，理解“挨挨挤挤”、“莲蓬”、“饱
胀”、“破裂”等词语。（第一课时先认读生字，第二课时
才进行写字教学。）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边读边想的良好习
惯。

3、通过观察图画，创设情境，深入理解课文，让学生感受荷
花的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二

1.增强快速奔跑和追逐的能力。

2.提高幼儿的反应能力和敏捷性。

3.提高幼儿身体的协调能力，体验玩游戏的乐趣。

4.培养竞争意识，体验游戏带来的挑战与快乐。

5.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重点：增强快速奔跑和追逐的能力。



难点：提高幼儿的反应能力和敏捷性。

荷花头饰。

1.组织幼儿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

1.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荷花荷花几时
开”。

2.教师讲解游戏规则：老师会选定一个小朋友作为“荷花”，
这位小朋友头戴荷花头饰站在圈内，扮演“荷花”，圈上的
小朋友边念儿歌边围着“荷花”走，当“荷花”念到“六月
荷花朵朵开”，圈上的小朋友散开，顺着逆时针奔跑，扮
演“荷花”的小朋友就要立即去抓捕其他小朋友，抓到一个
小朋友后，互换角色，然后游戏继续。

第一次游戏：由教师来扮演“荷花”追捕小朋友，帮助幼儿
理解游戏规则和游戏玩法。

3.在游戏的过程中，还没有有念到“六月荷花朵朵开”的时
候，如果有小朋友提前松手或圈内小朋友提前追捕，则游戏
停止。

第二遍游戏：由教师和被抓到的.一名小朋友共同扮演“荷
花”，一起抓捕小朋友，圈上的小朋友当念到“六月荷花朵
朵开”的时候，加入开花的动作，然后再四散跑开。教师带
领幼儿尽快熟悉游戏规则，熟练地进行游戏。

4.提醒幼儿在奔跑的过程中注意安全，不要碰撞到其他小朋
友。

第三遍游戏：选出两名幼儿扮演“荷花”抓人，如果被圈上
的小朋友的魔法定住时，圈上的小朋友有了一次逃生的机会。



5.每轮游戏结束后让幼儿说一说自己是如何做到不被“荷
花”抓到的，总结躲闪经验。

1.组织幼儿做放松运动，踢踢腿、扭扭腰、甩甩手等等。

2.请小朋友把游戏带回班里和其他小朋友玩玩。

给幼儿带来了快乐，锻炼了幼儿的身体机能，幼儿都能积极
主动的参与到游戏中去，在配合中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身体，
养成了守规则好习惯，更进一步感受了集体的合作意识的重
要性。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三

1、会认3个生宇，会写出4个生宇。能正确读写“荷花、挨挨
挤挤、莲蓬、饱胀、仿佛、衣裳、翩翩起舞、舞蹈、晴蜓、
随风飘动”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重点句、段读流利，有感情。

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荷花的美丽，培养爱美的情趣和热爱
大自然的感情。

正确书写“裳、翩、蹈、蜓”。

理解感受荷花开放的几种姿态。

多媒体教学课件

一、导课

1、导语：夏日炎炎，荷花盛开。从古至今，描写荷花的诗词
数不胜数，人们之所以喜欢荷花就是因为她“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想看看叶圣陶爷爷笔下的荷花吗？今天让



我们一起走进叶圣陶爷爷的荷花世界吧。

2、板书课题（荷花）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流利，遇到生字多读几遍。

2、出示词语，指读，正音：挨挨挤挤、翩翩起舞、随风飘动、
荷花、莲蓬、饱胀、衣裳、仿佛、舞蹈、蜻蜒。

3、出示多音字。

三、解读荷花的美，“我”看到的荷花是什么样的呢？

1、自由读课文，找找文中是怎样描写荷花的姿态的，多读几
遍。

2、理解并读好重点句。

1）“荷叶挨挨挤挤的”

从这个句子中你感受到荷叶是什么样子的？从哪些词体会到
的？

［课件演示：挨挨挤挤的一池荷叶］——你们看，这就是一
池挨挨挤挤的荷叶，这就是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呢！看了画
面，谁能把这句话读得更好？（指名读、齐读）

2）“有的有的有的”

a、[课件演示：荷花的三种姿态］这些姿态是什么样的，我们
来看看！

b、看了刚才的画面，你能说说课文描写了哪三种荷花的样子



么？（刚开的、全开的、将开的。）

c、引读三句话：刚开的荷花是什么样的呢？全开的呢？将开
的呢？

d、自由练读。（你们能用不同的`语气读出这三种姿态不同的
美和可爱么？）

e、指名读、齐读。

四、生字书写。

1、出示本课会写的字。

2、生书写，师指导纠正。

课后，我反思了本节课的教学，存在的几个问题。

1、课每个环节导语设计还不够流畅。

2、课件制作有一处小失误。

3、对课文关于荷花姿态美学生朗读指导时间过长，对课的任
务完成有点偏离。

4、下课还有两个生字为没讲完。

5、课的设计容量不大，但对于读的时间过长，使时间分配不
够合理。

6、本课没有生成的东西。

7、对第一课时安排的重难点把握不是很好。

总之，“学无止境”是我教学的理念，越挫越勇，没有失败



就不知道自己差到道哪里。今天的课更加的激发我对教学的
研读，汲取同事的意见，充实自我，使自己的教学能有所提
高。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四

在教学中，我组织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相结合进行学习
活动。我淡化教师的讲，强化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让学生学
会感受、体会、揣摩；重感悟、重语感训练，在读中感受荷
花的美；重积累，《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大量语
言实践中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

因此，对于文章的重点句段，我让学生反复读，使之内化成
学生自己的语言。在落实语文双基教学的基础上，我还利用
信息技术充分拓宽学生的视野与思维，让学生上网欣赏荷花
图片，体现信息技术服务于语文教学。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五

?荷花》是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六册第六单
元第21课课文。本文是一篇写景的记叙文，作者用生动优美
的语言描绘了公园里满池荷花的美丽景色。文章按观看荷花
的顺序进行描写，条理性强，分别写了作者的所闻、所见、
所感。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六

品读课文关于荷花不同姿态的描写，仿照课文第二自然段总
分的够段方式，发挥想象，写写荷花的不同姿态。

课件

一、创设情境，激发情感。



诵读课前积累的关于荷花的诗句，谈谈感受。

从古至今，荷花就是文人争相描写的对象，今天，我们继续
学习由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爷爷写的《荷花》。

二学习课文，总结写法。

1、师：那就跟着我乘着音乐的翅膀到荷花池边去看一看，听
一听吧！

3、(1).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在第一时间让好朋友与我分享，
赶快找到同组的小伙伴，把你认为最美的句子读给他听，告
诉他你的感受。

4、读后，指明小组交流。

5、学生配乐朗读，边读边想象画面。

三.领悟写法，移情仿写。

1、师：同学们，你们刚才谈到的其实是荷花的不同姿态，课
文中一共描写了哪些姿态？

2、师：这一池的荷花远不止这几种姿态呢！除了课文中写到
的这几种荷花的姿态，你还能想象出荷花的其他不同姿态吗？
（要求从距离水面的高度、两者的距离……说一说）

（课件演示）那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有的――
好象――，有的―――好象―――，还有的――――好
象――――。

师：可以先说一句，也可以全部说出来。

学生交流



教师随即演示画片（课前搜集的），这样一下子打开了学生
的思路。

4、仿写练习，交流评价。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七

课前激趣

1、猜谜：

“一个小姑娘，长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

2、背诵古诗

《江南》等。

一、激趣导入

1、课前播放音乐，学生闭上眼睛欣赏。

要求：音乐带给你怎样的的画面？

交流：请你用最简洁的话告诉我，音乐带给你怎样面？

2、过渡导入

从古至今，荷花就是文人喜爱的对象，描写的诗词数不胜数，
人们之所以喜欢荷花就是因为她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有关荷花的课文，是我国
教育学家、文学家叶圣陶爷爷写的。

板书课题：1、26、荷花（看老师板书，这两个字都是草字头，
因为他们都属于花。）



2、齐读课题，指导朗读。（荷花这么美应该怎样读，再来一
遍。）

3、初看荷花。

a、想看荷花吗？（播放荷花录象）

要求：让我们插上音乐的翅膀到荷花池畔去看看，老师有个
建议看的的时候同桌可以指指戳戳讨论以下，看你能用一个
怎样的词来形容你所见到的荷花。

b、学生交流。

4、过渡进入第二小节。

相看两不厌，唯有白荷花，我觉得大家都是伟大的诗人，把
荷花描写的那么迷人，想看看爷圣陶爷爷笔下的荷花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叶圣陶爷爷的荷花世界吧。

二、教学第二小节。（出示内容）

1、带问题自由朗读第二小节。

要求；用心去感受感受，你觉得叶圣陶爷爷笔下的荷花怎么
样？

交流。

2、带着问题再读第二小节。

要求；画出你认为最美的句子，读读，你是从哪些词语中体
会到的。

交流：



a、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

“挨挨挤挤”、“碧绿”、“大圆盘”（课件出示图片）

你能把你的感觉读好吗？（指导朗读）

b、白荷花从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抓“冒”

（a）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来写在这里你用一个什么字？（肯定用
冒字的精确）

（b）荷花从这么多的荷叶中冒出来想干什么呢？（鼓励）

c、有的……有的……有的……(每种姿态的荷花配图，指导朗
读。)

3、齐读课文。

多美的白荷花啊，生机勃勃，让我们一起来有滋有味赞美这
迷人的荷花。

三、教学第三小节。

1、叶圣陶爷爷写了三种姿态的荷花，还有其他姿态的荷花吗？
想看吗？（播放图片）

学生带着要求看图片。

要求：仔细观看图片，把你最喜欢，印象最深的一朵深深地
印在脑中，呆会讲给我们听。要是给你讲的荷花再加上动作
那就更好了。



交流。（师辅导为荷花加上动作表示。）

2、导读9这么多的白荷花……那一朵也很美。把眼前这一池
荷花看作一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a、学生读第三小节。猜猜这位了不起的画家是谁？

交流。（大自然，感悟大自然的神奇。）

4、齐读课文。

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让我们热爱的大自然的同学一起与这
位伟大的画家对话吧。

四、教学第四小节。（出示内容）

1、播放录音带。

2、激读

想不想与录音带比一比。

学生自读课文。

3、交流朗读。

a、谁来作第一荷花？第二多朵？第三朵？

b、还有更多的荷花吗？齐读课文。

4、内化感悟。

交流。

5、齐读课文。



五、小结

1、此时此刻你想用怎样的方式来赞美荷花的美丽，大自然的
神奇呢？（同桌交流）

2、交流。

六、小练笔。

让我们也来作回作家，模仿叶圣陶爷爷的荷花也来写写自己
的荷花。

1、荷花你真是千姿百态……

2、忽然，我仿佛自己成了一朵荷花……

自己选择一个喜欢的题目来写一写。

七、总结结束。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八

一、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是啊，正是因为荷花的这些特点，所以一直被许多作家和诗
人所称赞。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荷花的世界，跟随著名作家叶
圣陶爷爷去欣赏那美丽的荷花。（板书：12、荷花）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生字我们都解决了，那读完课文，作者描写的荷花给你留下
了怎样的印象？（板书：美）

1、师：说的真棒！书上哪些地方写出了荷花的美呢？下面请
同学们默读第二自然段，把你们觉得荷花美的词句画下来。



四人小组交流交流。2、组织学生交流。

a重点理解“挨挨挤挤”。根据学生回答出示 “荷叶挨挨挤
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

1 圆盘。”说认为用得好的原因。（师板书：荷叶

数量多）

b、重点理解“冒”。指名再说好词句。

根据回答出示“白荷花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根据回答出示“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都展开
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
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师：这一段，作者按照观察顺序，先写荷叶，再写不同形态
的荷花，使文章很有条理。请同学们跟随作者的写作思路，
尝试着背诵一下这一段。（两人背诵）

2 师：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
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这一池荷花看作
是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面对这样一池
美丽的荷花，老师和大家一样被深深地陶醉了。此时此刻，
（范读第四段）听了老师的朗读，你的眼前出现了怎样的景
象？（引导学生充分想象）请大家结合自己的想象，一起来
读一读这一段。

读写结合：同学们，作者在写文章时，不仅直接写出了荷叶
和荷花的美丽，而且通过自己富有诗意的想象，将自己变成
池中的一朵荷花，同样突出了荷花的美丽神韵。我们也要学
习作者的这种写法。春暖花开，樱花漫舞。老师为大家准备
了一段描写樱花的美文，我找同学读一读。



生长在小石路北面的是红色樱花。一簇簇红樱花，红得像漂
染过似的，再有浅红色的嫩叶作陪衬，远远看上去，就像是
晨光微露的朝霞。在小石路南面的是白色的樱花。白樱花洁
白如朵朵小白云，又有红色花蕊点缀其中，好象白绸子上嵌
着无数颗粉红的宝石，在绿叶的陪衬下，真是美如画卷呀！

请同学们发挥想象，以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樱花为
开头，仿照文章的写法，写一小段话。

结束语：孩子们，这节课我们跟随叶圣陶老先生畅游了美丽
的荷花池，我们都被那如诗如画的美景而陶醉。其实，大自
然不乏这样的美景，只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喜
欢感受美的心灵，我们的生活到处都充满美。

最后，我为同学们精心设计了两份作业。。这节课就上到这
里，谢谢大家！

12、荷花

荷叶

数量多

美

颜色美

荷花说课稿部编版篇九

教学目标：

1、通读全文，能正确、流利地读课文;

3、学习第2、3自然段，感受荷花的美，并能有感情地朗读这



两段。

4、初步学会用“什么怎么样”的句式概括段意。

教学重难点：目标2、3、4

教学过程：

一、揭题

1、你看过荷花吗?你仔细观察过荷花吗?

2、有一位作者仔细观察过荷花，并写了一篇优美的文章，

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篇文章。

3、揭题，板书课题。

二、通读全文

1、学生自由读课文，

老师给你三分钟时间，要求读得正确、流利。

2、反馈

(1)请同学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段话来读。

(2)按课文一段一段读，如喜欢读第一段的请站起来读。

三、学习第2、3段

1、请同学们有滋有味地反复地读第2段。

2、请你读读最喜欢的一句话。



一个学生读后，再问，有没有读得更好的，最后全班齐读。

读后说说这一句子好在哪里?

这一句写出了荷花的什么?(板书)

说后再有感情地读这一句。(自由读，想象读，品读)

3、各句教学时的要点

第一句：

说明荷花多

第二句：

荷叶多、美

抓“挨挨挤挤”和比喻句

第三句：

从读中抓住“冒”

给“冒”换一词

你认为怎样的“钻”、怎么样的“长”才是“冒”?

将你刚才说的词加进课文中的句子，读一读。(先指名读)

练习：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地冒出来。

第四~六句：

学生在读句子时，教师指导“莲蓬”的形。



看图，教师指图中的部分荷花，让学生用文中的语句来说，
注意要有感情。随机理解“花骨朵”、“饱胀”、“破裂”
等词。

你觉得荷花怎么样?(美)什么美?(姿态美、颜色美)如果只有
一种姿态，美不美?用一个词来概括种种姿态。(千姿百态，
姿态万千等)

品读4-6句，体会荷花的姿态美。(一学生读，其他学生看图
欣赏;教师读，学生闭眼想象;学生自由读。)

4、齐读第2段

如果我们来到公园，来到荷花池边，面对这么多这么美的荷
花，你想说些什么?

教师小结：是啊。(下面用抒情的语调，朗诵第3段。朗诵时
适当延长、停顿，让学生接下一句，以引起共鸣。)

请同学们有滋有味地读第3段。(读中悟美)

四、说段意练习

1、教给说段意的方法，作“什么怎么样”的句式说。

2、学生自读第2段，说说段意。

3、讨论。

五、课堂作业

作业本1、2、4(1)

板书：



荷花

有的……

冒

有的……

千姿百态

(多、美)

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