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第一朵杏花说课稿(模板8篇)
青春是我们培养良好习惯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让我们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青春总结要注重记录自己在学业、
家庭、社交等方面的经历和感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青春成长，让我们一起领悟其中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一

教学准备：

课前让学生搜集资料，了解竺可桢的生平及清明节和气象方
面的有关知识。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

第一课时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揭课导入：（板书课题：第一朵杏花）可让孩子带着问题
走进课文。

2．问：你知道每年第一朵美丽的杏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吗?
（通过学生的预习回答）

3．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课文去看看竺可桢爷爷是用什么办
法得知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的！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学生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问老师、问同学、
查字典等。

2．用课件出示文中的生词，指明读，开火车读。

3．用各种形式理解文中词语。

如：“绽开、“吹皱”教师可以问：“什么东西可以绽开
呀？”

“吹皱”找出文中的句子来理解，想象这美丽的景色。

如：“习惯”、“顷刻间”、“需要”、“搞研究”通过学
生的生活经验理解。

如：“估计”、“推断”、“规律”可以结合文中的具体语
境来理解。

4．检查读文情况：

教师指名学生读课文，听者可以习惯性的进行评价。指名逐
段朗读课文，师生共同纠正读错的地方。只有读正确、读通
顺才能更好的理解课文。

（三）师生对话、品悟诗情。

2．引导学生交流读后的看法。

3．引导学生抓住文章的重点进行交流，即文中语言文字的品
位与理解。（引导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交流。）

a：我明白了竺可桢爷爷要知道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孩子
不明白什么原因。（请学生读1——5自然段，并指导学生分



角色朗读课文）

师：“你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吗？”（前后两个同学互相读）

重点指导读第3自然段，体会这些词句的作用。（“弯下腰
来”说明竺爷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习惯地问”说明竺可
桢在坚持长期物候观测的日子里养成了主动探索，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b：我明白了第二年在孩子的帮助下，竺可桢爷爷准确地记下
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请学生读6——15自然段）

问：“当时他们的心情怎样？你能读出来吗？”（学生自由
试读）

在读的时候让学生自由读，想想每一句是谁说的'？该用怎样
的语气读？并帮它加个提示语。鼓励学生根据对课文的理解
填一填。

如1：“爷爷，您又看花来啦？”那孩子仰起脸来天真地问。

“什么事情啊？“竺爷爷（）。

“竺爷爷，杏花开啦！”（）。

如2：窗外一个小孩急切地叫道：“竺爷爷！竺爷爷！”

竺爷爷（）地问：“什么事情呀？”

小孩子（）地说：“竺爷爷，杏花开啦！”

竺爷爷（）地问：“什么时候？”

小孩子（）地说：“刚才。”



竺爷爷（）地问：“是第一朵吗？”

小孩子（）地说：“是。”

如3：孩子边跑边叫喊，急切的语气中掩饰不住内心的兴
奋：“竺爷爷，竺爷爷！”

竺爷爷（）问：“什么事情呀？”

孩子（）说：“竺爷爷，杏花开啦！”

竺爷爷（）问：“什么时候？”

孩子（）：“刚才。”

竺爷爷（）问：“是第一朵吗？”

孩子（）：“是。”

讨论之后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填提示语读出语气，指导朗读。
从中学生明白小孩子是为自己终于完成了竺爷爷去年交给的
任务而高兴，竺爷爷是为自己终于弄清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
时间而兴奋。

师：引导学生提出不明白的地方。

学生有可能问：“竺爷爷为什么顷刻间像年轻了几十岁
呀？”（让学生读一读15自然段，读后说说自己的看法）

c：我明白了竺爷爷对待科学研究很认真，从来不使用“大
概”和“也许”这些字眼。也不能用估计和推断代替观察！

师：那大家怎样理解这句话呢？你能用一个成语说说他这个
人吗？（一丝不苟、专心致志……）



师：竺可桢爷爷作为一名物侯学家，他的成就是这样么得来
的。

4．整体回顾全文。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二

春天来了，我们班的同学是勤奋好学的，我们学过哪些写春
天的诗呢？（引导学生背诵高鼎《村居》、孟浩然《春晓》、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贺知章《咏柳》）同学们背得
抑扬顿挫，悦耳动听。

1、先检查同学们生字词都认识了没有。（指名认读生字词，
相机正音。）

3、我们来看看竺可桢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课件出示竺可
桢介绍）

6、请大家谈谈文章中最让你感动的地方，说说你的理由。

7、学习生字：师范写“仰”、“皱”，生描红仿写，师巡视
辅导。

1、完成本课《习字册》。

2、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

1、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找找时间、地点、人物。

（3）四人小组分角色读第二至五自然段，三人一人一个角色，
一人作评论员。评议后再读。在小组里说说最让你感动的部
分。



（4）请读得好的小组在全班读。

（5）读读最让你感动的部分，并说说理由。

2、学习第二段

（1）时间象飞箭，转眼又是一年。春风吹绿了柳梢，吹青了
小草，吹皱了河水，吹鼓了杏树的花苞。

指名有感情朗读，体会动词运用的贴切。

读了这些句子，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2）小组分角色读第七至十四自然段，讨论孩子和竺爷爷的
话分别应用什么样的语气读，讨论并练习朗读。

（3）全班讨论孩子和竺爷爷的话应用什么样的语气读，指名
分角色朗读。

（4）指名读第十五自然段，说说你印象深刻的句子。

3、学习第三段

指名读，小组比赛读。说说你是怎样理解竺爷爷的话。

4、小结全文：

（1）从竺爷爷身上，你受到什么启发？

（2）师小结全文：学了这篇课文，我们知道竺爷爷不但平易
近人、和蔼可亲，而且搞科学研究一丝不苟、实事求是。我
们做学问也要学习竺爷爷主动探索、精益求精的品质。

1、默读课文，说说课文为什么以“第一朵杏花”为题？



2、搜集你喜欢的科学家的故事，下节课举行“科学家故事
会”。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三

课文描写的是我国物候学家及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研究物候学
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小故事。课文以“第一朵杏花”为题就是
通过讲述竺可桢为了了解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来掌握气候
变化的规律这件事，让我们感受到竺可桢对待科学研究严谨
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

文中“竺可桢爷爷看到杏花开了，便走近杏树数了数，已经
有四朵花不同程度地绽开了花瓣。”其中“走近杏树数了
数”说明了竺可桢观察杏花比别人更仔细。文中还出现了竺
可桢爷爷与小男孩的两次对话以及竺可桢知道第一朵杏花开
放的时间后“快步走回书房，打开笔记本郑重地记下了这个
日子——清明节。”从“快步、郑重、记下”等词语反映出
竺可桢对待科学研究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四

这是对学生进行科学上的"模糊与准确"的教育，读这篇文章，
你传感到这篇文章写得很美，也很直白，孩子读完自会豁然
开朗。而我认为，第一课时应该在定位上下功夫，所以我就
从自己思考的定位说来设计这一课时。

师:谁能说出"模糊"的反义词是什么

生:

师:谁能说出"大概"的反义词是什么

生:



师:在第三单元中，全班同学根据范文，模仿写出一篇观察植
物的文章。这篇文章我已经批完了，同学们也读过了批改过
的文章，你们观察能力怎么样我想同学们心中有数。我尊重
你们的隐私，在这里我不说每个同学的观察能力，今天我们
来共同研究一篇特别有意义的观察文章——第一朵杏花（板
书），我们一起来欣赏科学家的观察吧。

师:请同学们先自已欣赏一篇吧！

（学生自读课文）

师:合上书本想一想这一课，然后谈谈这篇阅读的感受好吗

生:

（生继续读，此时我也与大家一起读，因为我本人也需要欣
赏呀！好的文章谁不喜欢）

师:请同学再一次谈谈，看看有什么新的感受没有

生:

师:我轻轻地放一遍标准的朗读，哪个同学愿意与录音比读

（放光盘中的读）（一学生同读，大家共同欣赏两种读）

师:（读完后）请同学们静静倾听一遍录音吧！

（重放录音）（我与师生共同倾听欣赏）

师:哪位同学愿意为大家诉说第一朵杏花

生:

师:（放一段轻音乐）其他同学闭上眼睛，一个同学在那里诉



说"自己心中"的第一朵杏花。

[三次倾听，学生的欣赏定位可以达到了第一课时的高潮]

师:读完这篇文章，你想研究哪些问题请提出来好吗

生:

师:请大家把这些问题写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课后自己或者与
同学研究研究，看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找到怎样的答案，
都是你们努力得来的，建议你们最好把寻找的过程作为日记
记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第一朵杏花

一，词语训练。

1,

珠（)泛（）仰（）精(）

株（)眨（）抑（）晴(）

佑（)掌（）确（）皱(）

估（)堂（）嘴（）破(）

2,

（)粉红（）小草(）花苞

（)柳梢（）河水(）桃红

一，填空。



1,这篇（)的故事叙述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前后两次向孩
子

查询（)并郑重记下，赞扬了他(）的科学研究

态度，说明()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2,课文以"第一朵杏花"为题，是因为()。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五

设计理念：

这是对学生进行科学上的"模糊与准确"的教育，读这篇文章，
你传感到这篇文章写得很美，也很直白，孩子读完自会豁然
开朗。而我认为，第一课时应该在定位上下功夫，所以我就
从自己思考的定位说来设计这一课时。

教学过程：

师：谁能说出"模糊"的反义词是什么

生：

师：谁能说出"大概"的反义词是什么

生：

师：在第三单元中，全班同学根据范文，模仿写出一篇观察
植物的文章。这篇文章我已经批完了，同学们也读过了批改
过的文章，你们观察能力怎么样我想同学们心中有数。我尊
重你们的隐私，在这里我不说每个同学的观察能力，今天我
们来共同研究一篇特别有意义的观察文章——第一朵杏花(板
书),我们一起来欣赏科学家的观察吧。



师：请同学们先自已欣赏一篇吧！

(学生自读课文)

师：合上书本想一想这一课，然后谈谈这篇阅读的感受好吗

生：

(生继续读，此时我也与大家一起读，因为我本人也需要欣赏
呀！好的文章谁不喜欢)

师：请同学再一次谈谈，看看有什么新的感受没有

生：

师：我轻轻地放一遍标准的朗读，哪个同学愿意与录音比读

(放光盘中的读)(一学生同读，大家共同欣赏两种读)

师：(读完后)请同学们静静倾听一遍录音吧！

(重放录音)(我与师生共同倾听欣赏)

师：哪位同学愿意为大家诉说第一朵杏花

生：

师：(放一段轻音乐)其他同学闭上眼睛，一个同学在那里诉
说"自己心中"的第一朵杏花。

[三次倾听，学生的欣赏定位可以达到了第一课时的高潮]

师：读完这篇文章，你想研究哪些问题请提出来好吗

生：



师：请大家把这些问题写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课后自己或者
与同学研究研究，看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管找到怎样的答
案，都是你们努力得来的，建议你们最好把寻找的过程作为
日记记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第一朵杏花

一，词语训练。

1,

珠()泛()仰()精()

株()眨()抑()晴()

佑()掌()确()皱()

估()堂()嘴()破()

2,

()粉红()小草()花苞

()柳梢()河水()桃红

一，填空。

1,这篇()的故事叙述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前后两次向孩子

查询()并郑重记下，赞扬了他()的科学研究

态度，说明()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2,课文以"第一朵杏花"为题，是因为().



上面内容就是为您整理出来的4篇《四年级语文下册《第一朵
杏花》优秀教学设计》，希望可以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
作用，更多精彩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六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已经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学生获得
知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教学中我很重视让学生主动
参与和互相学习，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过程，强调
一些学习习惯的养成，在兼容并举中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合作性、发展性、创造性，从而达到激发兴趣、
理解陶情、启迪心智、感悟积淀的四重境界。这些方法的运
用有利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的共同发展。

学法具体如下：

1勾画圈点法——勤动笔墨，积极读书。

2讨论法——积极参与，总结规律。

3自主探究法——学生实践，巩固提高。

4悬念法——带着问题，巩固提高。

其中，讨论法很重要，讨论的基本要求，就是在教师的指导
下，就教材的重点和疑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以求明确重点，
解决疑难。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特点是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养成当众说话的`良好习惯，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七

《第一朵杏花》教案



作者：陈玉红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复习生字词语；

2、学习课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能力目标：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情感目标：

学习竺可桢在科学研究中一丝不苟的态度，懂得只有通过精
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教学重点、难点：

1、过对课文的研读，知道课文为什么以“第一朵杏花”

为题；

2、学习竺可桢在科学研究中一丝不苟的态度，懂得只有通过
精确、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听写词语



2、说说课文讲了什么事？分几部分？第一段讲什么？

3、齐读第一段

二、学习第二段

2、指名读

3、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发现了第一朵杏花开放的
时间是清明节）

4、出示重点句：

竺爷爷顷刻间像年轻了几十岁，立即兴冲冲地快部走到前院。

（1）    指名读

（2）    讨论：这句话你读懂了什么？

（兴冲冲    快步）

你能读好这句话吗？

（3）再读第二段，找出你喜欢的句子。

春风吹绿了柳梢，吹青了小草，吹皱了河水，吹鼓了杏树的
花苞。（用了排比、拟人手法，形象生动）

阳光下的杏树，捧出了第一朵盛开的杏花。（拟人，形象生
动，同时也衬托出竺可桢爷爷发现第一朵杏花开放时间的喜
悦心情）

1、分角色朗读第二段

一、学习第三段



1、指名读

3、齐读这一段

四|、说说课文为什么以“第一朵杏花”为题？

（1、课文都是围绕“第一朵杏花”来写；2、课文通过观察
发现第一朵杏花开放的时间这件事告诉人们只有通过精确、
细致的观察，才能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五、总结课文：

1、齐读全文

2、引导：是呀，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有所发现。希望我
们每个同学都能成为有心人，平时多观察，多思考。

六、作业：

1、摘录你喜欢的句子（两句）

2、回答问题：

学习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3、选择课后第四题词语中的两个写一段话。

板书设计：

第一朵杏花（清明节）

精确观察    掌握规律

转载自太仓市经贸小学



第一朵杏花说课稿篇八

基于学生对课文的初步理解，上课开始，我首先引导学生，
说说这篇课文写了哪位科学家的故事？[板书：竺可桢]然后
问课文写了竺可桢几次看杏花的情景？（两次）分别是什么
时间？（一年前，一年后）并以此为切入点走进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