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课稿（通用 10 篇） 

说课稿 篇 1 

《校园铃声》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教材一年级

上册第一单元里的内容，以学校铃声为背景，让学生从学校铃声中体

会到学校生活不是无拘无束随意进行，而是以铃声就是命令来有序进

行的，以课堂、课间的纪律和活动为载体，让学生懂得课堂、课间如

何约束自己的行为和休息等。为此，我从教学理念、教材、学习目标、

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板书）几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的教学思路： 

一、说理念： 

品德与生活教材非常注重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小学低年级

的起始阶段又是对学生进行良好行为习惯培养的关键期，学生有无遵

守学校生活的规则与纪律，能否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其以后的学习

和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引导学生上好《校园铃声》这一课，

让学生懂得上课要有纪律，这是学习的保证，下课玩有趣的游戏，也

是为上好课打基础。 

二、说教材： 

《校园铃声》是以学校铃声为背景，提示并指导学生体验并懂得

上课纪律有约束个人行为的作用，听课时要做到眼看、耳听、勤思考、

不分心、大胆发言，才是聪明的孩子，下课时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课间休息适宜开展哪些活动，不宜开展哪些活动，哪些活动会有危险

等。教学活动贴近学生生活，适合低年级学生特点，能够调动学生的

情趣。 

三、说学生： 

为了能加强这节课的实效性，在课堂上我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

说说自己在课上课下都是怎么做的。因为一年级的孩子们对自己行为

的约束力还不够，他们的随意性比较强，长此发展下去不利于学生良

好行为习惯的培养，所以，教学中采用各种活动引领学生在活动中体

验和感悟为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奠定基础。 

四、说目标： 



在以上基础上，我确定如下教学目标： 

1、情感与态度：学生能自主根据铃声的指示进行学校生活，感受

到有序安全的课间活动的快乐。 

2、行为与习惯：学会根据铃声进行学校生活，初步形成规则意思。 

3、知识与技能：在活动体验中掌握课堂及课间该怎样做和如何玩

的基本方法。 

五、说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儿童直接参与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主要教学形式。教学

活动在内容上既依据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强调附教育于活动中。为

此，我选择了谈话法、设问法、分析法、游戏法等来组织教学。让学

生在自主参与，亲身体验中去感悟，让他们能够生动，活泼，主动的

学习，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营造愉快轻松的活动氛围，为学生直观

全面地再现课间十分钟活动的情景。使学生既能直观地了解到课间丰

富的游戏活动，又能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 

六、说教学设计： 

（一）谈话导入：引出课题，在问答中进入主题 

大家已经知道有序的校园生活靠得是校园铃声，那么你们知道上

课多长时间、下课休息多长时间吗？继续上课应该怎么做，下课又应

该做些什么吗？ 

我的设计意图是：运用谈话进行导入直入主题，为学生营造轻松

愉悦氛围，使学生自觉、自主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有效调动他们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 

（二）结合实际、运用资源，在交流中感受 

大家先自由地说一说，上课时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自己更聪明？课

间十分钟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等，在学

生回答问题过程中，老师给予适当引导，使学生从中悟出正确的做法

和注意事项。既突出重点，教学目标也得到落实。 

此环节的设计意图是：联系学生校园中的课间真实生活，激发学

生的情趣，初步感受课间活动的重要性。 

（三）创设氛围：在游戏中体验 



每组找出二名同学到前面做“火车钻山洞”游戏，然后问他们玩

完这个游戏你想对大家说些什么？课间活动时你想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引导学生自己悟出遵守游戏规则和学校纪律是安全愉快游戏的保证。

更是活动好的保证。 

设计意图是：在游戏中体验怎样在课间十分钟里玩得开心，愉快

懂得玩游戏也要遵守规则，要玩得安全有序，这样才能达到活动好、

休息好的目的。上课时才能有饱满的精神状态。 

七、说板书： 

校园铃声 

准备好活动好 

安全快乐 

说课稿 篇 2 

一、说教材： 

《守株待兔》改编自《韩非子》中一文，讲的是古时候一个种田

人，偶然得到一只撞死在树桩上的野兔，从此他丢下锄头，整天守在

树桩旁边等着，结果再也没有得到野兔，地也荒了。通过学习要让学

生懂得不要把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看成是会不断发生的事情，对意

外的收获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二、说目标： 

我对第一课时的教学目标制定如下： 

1、知识与能力目标：认识 4 个生字。会写 9 个字；正确、流利地

朗读课文，默读课文，能在读中悟出故事的寓意；能把故事讲给别人

听。这是教学重点。 

2、过程与方法目标：继续练习默读课文的方法，在读的过程中感

知这是一件极偶然的事情、而那个种田人“白捡”到野兔后“乐滋滋”

的心情和盼望天天能捡到野兔的心理，悟出他“不劳而获，心存侥幸”

的错误想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懂得对意外的收获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这是教学难点。 

三、说流程： 



学生的语文素养只有在听说读写的语言实践过程中才能形成。本

课设计重在让学生体验语言实践的过程，采用多种方式让学生历练语

言，紧紧扣住课文的语文点展开训练，使课文内容的理解，语言的感

悟，寓意的领会融为一体，努力使一个设计承载多种功能。基于这样

的文本与目标拟定，我将第一课时的教学过程设计如下： 

（一）范读揭题，说出大意 

1、范读课文，请学生注意，从故事中找出一句最能说明题目意思

的话来。教学从课题切入，引导学生自己读课文，抓住课文中的句子

理解题意，为下面的教学铺路搭桥。 

2、新课标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因此，让学生围绕题目展开讨论：

这个人为什么要守着树桩等兔子呢？结果又怎么样呢？请学生再读课

文，从而帮助学生准确地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二）抓住细节，对话文本 

●兔子撞死的原因：窜首先让学生明白“窜”是怎样的动作，在讨

论中理解“窜”的特点，接着通过简笔画，勾勒出“窜”的背景，明

白发生这种情况的极偶然性。使学生在读、思、说中步步深入，从而

领悟品词析句。 

●种田人的心情：乐联系文本，把种田人的想法自言自语地说出来。

这样做既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帮助学生理解了词语，使

词语带着活生生的形象贮存在他们的脑海中。 

●种田人的行为：等什么时候开始等，怎么等，等的结果怎样？带

着问题研读课文，体会想象种田人坐着等野兔时的言行和心理，引导

学生自己去感悟，去发现，从而提示出规律，不劳动是一无所获的。 

（三）揭示寓意、拓展学习 

师问：如果你是邻家一位老农，看到这位守株待兔的年轻人，你

想对他说些什么呢？以表演的形式引导学生吸取课文的语言，体会文

章的思想感情。这个环节，意在引领学生在对话、体验、倾听、思考

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然后出示古文：以古文教

学来结束全课，来为学生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语文学习之门，引起学生

课外阅读的兴趣。 



四、说理念： 

这是一篇寓言故事，寓言是一种用故事来寄寓道理的文学体裁。

寓言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它既能启发学生探索又能帮助学生了解人情

世故。寓言故事以学生读懂故事为表，理解寓意为里，联系实际为真。

所以，我这节课，不是单为了教这则寓言，而是通过对这则寓言的学

习，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多途径去思考问题，去认识生活；利用寓言寓

意的多面性，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利用寓言形象的可塑性，培养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寓言的学习，不仅是语言文字的学习，更是一种智

慧的学习。这节课，我将带着学生用发现的眼光去学习，从多角度去

思考问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为了体

现语文的工具性，我设计了以读为主线来组织各项训练活动。为了渗

透语文的人文性，我为学生创设了理解语言，运用语言的情境。因为

语言文字中蕴含的思想感情不能靠灌输、也不能用贴标签的办法单方

面的授予学生，而需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让学生在理解语言文

字的过程中去感受、领悟、升华。 

说课稿 篇 3 

我今天说课的篇目是《背影》，它是现行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

二单元的第二篇课文。下面，我将从教材分析、教学方法与、学法的

指导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教学过程设计等方面对本课的设计进行说明。 

【教材分析】 

1、课文特点及在教材中的地位：《背影》，现行语文八年级上册

的一篇课文。这个单元以“爱”为主题，几篇课文都以诉说对普通人，

尤其是对弱者的关爱。让我们从课文中感悟到“爱”这种博大的感情，

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熟读这些课文，从中了解叙述、描写等表达方

式，揣摩记叙文语言的特点。 

生活中人们大都歌颂母爱，即使歌颂父爱，也一般是正面写父亲

的高大形象，但这篇课文却写父亲的背影，写父亲不美的外表、动作

和不漂亮的语言；文间的语言朴素，但感却感人肺腑。究竟其力量从

何而来呢？让我们去学习课文，从课文中找出 

【教学目标】 



根据本教材的地位、作用，结合实际，我将素质教育目标定为： 

知识目标： 

（1）、加强对语言字词的积累运用； 

（2）、学习描写人物的方法，体会语言的特点。 

能力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人间至情。 

（2）、通过关键语句表达特殊的感情。 

德育目标： 

（1）、体察深厚动人的父子深情，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2）、联系自身，感受父子间的浓浓亲情，引导学生感受爱、学

会爱，学会感恩 

【学情分析】 

多数学生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与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而且他们

的认知感悟能力也不够成熟，对于生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仍是

“生在福中难知福”。尽管全文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忧愁”。但从文

章的深层文化意义来看，它又潜藏着的民族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人

一向强调的父慈子孝的思想。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训练阅读培养良好学习习惯；运用整体阅读法教学理

论，以体会文章精要为突破口，重点抓住“四次背影、四次流泪”在

文章中的出现、作用以及所表达的感情。 

教学难点：抓住文中父亲的四句话，体会文中所饱含的深刻情感。

感受父子间的浓浓亲情，并引导学生感受爱、学会爱，学会感恩 

【教法分析】 

“整体阅读，以语言训练、情感感悟为主”是我上这节课的指导

思想，在教学方法的选用上主要体现这一点，在处理教材时，先让学

生通过诵读的方式从整体上进行充分的感知，并对重要的字词进行梳

理；再对文章的大致内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进行重点文段的

阅读训练，着重训练词语的运用和关键语句的理解。最后对文章所蕴

涵的感情进行领会与分析。为了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



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朗读法：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是新课标对八年级阅读教学的要求之 

2、研讨、探究法、新课标提出“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

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能力迁移法：等方式使学生动脑动手。为增大课堂教学的容量

和提高效率 

【学法指导】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学法的指导和习惯的培养显得异常的重要，

这是走向主体性学习的最根本的途径。因此，本课十分注重以下四点 

1、用普通话正确地朗读 

2、学习使用圈点批注的方法，体会关键语段、语句。 

3、根据间接经验学习感受生活 

【课时安排】2 课时。 

第一课时：听读、朗读训练，语汇积累，整体阅读，文章大致内

容的理解、把握。 

第二课时：重点文段的阅读，关键语句的品位，段落与结构、中

心的关系，加强情感德育教育的渗透。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语： 

多媒体播放歌曲《父亲》，为学生创设一个亲情的氛围，再伴随

着教师的吟咏，让学生沐浴着亲情，怀着一份感动，走近朱自清，走

进《背影》 

二、速读课文、整体感知 

这一环节包括正音练习，把握全文线索，以及初步感知文中抒发

的思想感情。 

1、听录音朗读要求：将那些自己读不准的字标出记号；将自己不

能理解的词语框出来 

2、正音练习看大屏幕，教师对这些词领读两遍 



3、从整体上了解课文内容，让学生找出文中一共写到几次背影，

你最认为哪一次最感人，用心品读一下。 

〈1〉惦记背影（思念父亲） 

<2> 刻画背影（望父买橘） 

<3> 惜别背影（父子分手）<4> 再现背影（别后怀念） 

明确：刻画背影（望父买橘）通过语言、动作、衣着描写体现了

父亲不顾自己的身体，艰难的为我买橘子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4、作者写我与父亲的背影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其用意是什么？ 

见面背景祖母死了 

父亲失业 

明确：作用：营造一种淡淡的悲凉环境人，与父亲对儿子满腔的

热情对照，显示父爱的崇高 

通过这一环节的阅读教学，引导学生感知课文内容，了解课文大

意。同时，启发学生从课文中发现作者行文构思的关键，以此为线索

展开对课文的深入探究。 

4、作为一个已经二十岁的“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时情不自禁地流

了几次泪？试着分析一下这泪光中有怎么样的感情？ 

a、触景伤之泪：见父亲,睹家境,想祖母 

b、感动之泪：望亲买橘,父子离别 

c、惜别之泪：（父子分手）d、再现背影,思念、牵挂这泪 

三、研读课文、揣摩品味 

围绕“四次背影”、“四句话”、“四次流泪”等几个问题，让

学生合作探究品味感悟。 

《课程标准》阶段目标指出：“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

理解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

用。”“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因此，把握语言特点，品

味体会语言的涵义是阅读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为达到此目标，我设

计以下问题 

1、课文在刻画父亲时用了很多语言描写，找出父亲在在文中说的

五句话，体会其中的含义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

动。”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

到那边来信！ 

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抓往文中的几句重点话语来体察那种深厚而动人的父子深情，使

他们从课文中感悟到“爱”这种博大的感情，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

本环节也是这一堂课的重点。 

2、文中还几次写到自己的心理描写，请找出并分析 

（1）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

可 

（2）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3）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明确：这些语言都流露了我不理解当时对父亲的自责、内疚。以

及后来对父亲的无限牵挂、思念 

四、拓展延伸、感受深情 

新课标要求学生“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

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

富多彩，捕捉事物特征，力求有创意的表达”。 

（1）本文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激起了你的情感波澜？ 

明确：父子深情，父慈子孝 

（2）新课程重视提高学生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最终使学生逐步

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通过学习名人精神，形成自己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我设计这个环节，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和情

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作者在文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从中受

到情感熏陶。 

2、你也一定被你的父母深深的感动过，也许是一次送别，也许是

一次谈话，也许是一份特殊的礼物，也许是······请你叙述一次让你最为



 

3、假如明天就是父亲节，请你用诗意的语言发一条短信表达对父

亲的受。 

1、永远我都会记得，在我肩上的双手，风起的时候，有多么温热；

永远我都会记得，伴我成长的背影，用你的岁月换成我无忧的快乐！

祝福爸爸节日快乐！ 

2、多少座山的崔嵬也不能勾勒出您的伟岸；多少个超凡的岁月也

不能刻画出您面容的风霜，爸爸，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父亲节快乐！ 

3、岁月的流逝能使皮肤逐日布满道道皱纹，我心目中的您，是永

远年轻的父亲。 

五、教师总结 

生活中“父爱”是一永远了说不完的话题，父子之情之所以感人

至深，因为我们懂得去爱别人，懂得去感受别人给我们的爱，在这用

爱纺织的亲情世界里，让我们去品味这份真情，把爱延续下去了。 

六、作业布置： 

1、优化练习 

2、请同学们回到家里，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他们的父母、

亲人表示儿女对父母的理解，对父母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感激。

如给父母夹一次菜，给他们写一张纸条，为他们倒一杯水，向他们道

一声辛苦…… 

七、板书设计： 

 篇 4 

一、说教材 

在《春》这首诗中，诗人关注的并不是外在的春天蓬勃滋长的自

有事物，诗人更多地是倾心和专注于自己的直觉和知性，当然这种直

觉是和知性的思辨紧密结合的，也即思维智性的直觉。语言清新，意

象奇特，特别这一切的融合无间。适合学生用他们特有的激情和青春

细细体味。 

二、说教学目标、重点、难点 

（一）教学目标： 



、理解现代诗歌“生命的律动”的内涵。 

2、体会诗歌中所包含的人格魅力。 

3、结合课文，领悟中国诗歌的奇特的思维方式。 

4、体会诗歌的韵律和节奏。 

（二）教学重点：领悟诗歌奇特的思维方式，理解诗人所选意像

的内涵。 

（三）教学难点：体会诗歌丰富的内蕴于情感。 

三、说教法 

针对学生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重在创造一种是指身临其境的

氛围，同时结合视频短片和音乐的播放，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有更深

层次的体会。 

四、说教学过程： 

（一）导言 

在一年四季中，有两个季节是最富有诗意的，那便是春与秋，因

此它们也成为了诗人的宠儿。关于秋的诗句我们学过不少，有毛泽东

的：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更有杜甫的：无边落木萧

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不同的诗人带给我们的秋天

是不同的。那么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一首关于春的诗，一起走进穆

旦的《春》。 

（二）关于作者 

穆旦（1918 —1977 ）本名查良铮，另有笔名梁真，祖籍浙江海

宁，生于天津。1935 年发表的杂感《梦》，是他以穆旦为笔名发表的

第一篇作品。1935 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

1940 年，留校（西南联大）任教，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于

1945 年由昆明文聚社出版。1947 年，他在沈阳自印了《穆旦诗集》，

次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旗》1948 年，穆旦赴美

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1951 年获硕士学位。1953 年初，穆旦

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回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从那时起，

他开始大量翻译诗歌，至 1958 年，他共翻译出版了雪莱，普希金，济

慈，拜伦等人的诗集十余种。1958 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错判



《丘特切夫诗选》《欧根、奥涅金》等。 

（三）关于《春》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行，但包含的诗意和诗情却是十分饱

满的。穆旦友人，翻译家王佐良曾评价这首诗：“出现了新的思辩，

新的形象，总的效果则是感性化，肉体化……从而使《春》截然不同于

千百首一般的伤春咏怀之作。它强烈得多，真实得多，同时形式上又

是那样完整”（《谈穆旦的诗》） 

与传统的吟咏春天的诗作多好写景不同，此诗最大的特点是在春

天的景物描写中融入了人的眼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尤其是人的

感觉。经过感觉的过滤纸后呈现的景致，便显得结实有力。 

袁可嘉如此概括此诗的特点：敏锐的知觉和玄学的思维，色彩和

光影的交错，语言的清新，意象的奇特，特别是这一切的融合无间。

（注：读诗时应注意此时的词语运用方面的特点） 

（四）整体感知，问题探究 

1、这首诗的两个诗节之间有什么关系？ 

总的来说，第二节与第一切形成明显的并列于相互对应的关系，

但是第二节在主体上更深化了一步，由大自然春天的绚烂转向了生命

的春天的迷惑和痛苦，这种痛苦还是一种现代的自我意识的体现。 

2、词语的厚度和力度 

这主要体现在对春天的颜色和形体的描绘上，例如，写“绿色”，

诗人用火焰状绿色之盛，之逼人眼目，用摇曳写出了绿色具有动感的

形态，倘若换成其他的词语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让学生尝试）更

不消说后面有渴求，拥抱两个动词的加强；又如写花朵的生机蓬勃，

用了反抗和伸，也是两个表示形体的动词，它们足以显示出无穷的生

命力。至于“泥土做成的鸟的歌”，更巧妙的表现了“歌”所负载的

双重力量（轻盈和沉重）这就是王佐良所说的肉体化。 

3、“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写法探究 

这里运用比喻，将窗外自已绽放的春色比作“满园的欲望”，也

作为全诗的过渡，由具体到抽象，由大自然的春天过渡到生命的春天。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 

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宝帘闲挂小银钩。 

赏析：将春色比作“满园的欲望”与“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

雨细如愁”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般的比喻都是以具体的事物去形容抽

象的事物，或者说用容易捉摸的事物去譬难以捉摸的事物，但是词人

在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是梦似飞花，愁似丝雨，而说飞花似梦，

丝雨如愁，特别具有一种诗意美和画境美。 

（五）主题探究 

思考：如何理解这首诗所表现的青春主题？ 

明确：这首诗表现的青春主题是复杂的，其一，有着旺盛的生命

力，富于朝气；其二，充满了无尽的渴望和追求；其三，对“禁锢感”

显示出强烈的反叛意识或叛逆意识；其四，在“被点燃”后“无所归

依”，陷入迷惘。这首诗的巧妙之处在于，能够把上述复杂的特点糅

合在一起，生动地展现了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特征。 

五、说板书 

春 

穆旦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色彩和光影的交错。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语言的清新。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意象的奇特。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第一节：满园春色的美丽。 

第二节：诗人在 20 岁时（生命的春天）所深味的青春冲动带来的

欢欣和痛苦。 

 篇 5 

说教材 

我执教的是长春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七板块“童年的问号”

第二课《孵蛋》的第一课时识字课。 

说教学内容 

本课讲述了爱迪生从小爱提古怪问题，常常把大家问得哑口无言。

有一天他用身体帮母鹅孵蛋，弄得大家哭笑不得。通过本课的学习，

使学生感受到：大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动脑筋提问题，并且自主

探究问题寻求答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众所周知，识字是阅读的基

础，是低级语文教学的重点。 

《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低年级语文教学应注重识字、朗读，

让学生喜欢阅读，享受阅读。那么，在短短的 40 分钟内，怎样才能既

有效识字又充分朗读呢？经探索我校低年级语文确立了“随文识字，

析字解文”教学模式，既边学文边识字。由于一节要认 13 个生字对七

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有一定困难，所以我采用多种方法自主识字的教

学策略来完成教学任务。因为方法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记忆

深刻。 

说教学目标 

★多种方法识记13 个生字，认识一个多音字“便”。 

★理解课文，正确、流利、有感地朗读课文。 

★培养孩子爱动脑筋、爱提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学习意识。 

说教学思路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一堂新课的导语设计是至关重要，富有情趣的.导语就像在师生之

间驾起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拉近了师生心的距离。本节课我才用谈



宝宝，这些蛋宝宝想怎样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学生结合已有经验说

出了用身体加温进行孵化。在通过两幅鸟类孵蛋的图片让学生感受到

孵蛋的辛苦。那人像鸟一样趴在蛋的上面能不能孵出小宝宝来？有一

个小男孩就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他就是爱迪生。出示爱迪生孵蛋图。

他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孵蛋，他能孵出疍吗？这

节课就让我们走进课文，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设计充分调动了学生视

觉、听觉、思维、想象等多种感官参与到学习中来，既引出了课题，

又为下文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二、随文识字，析字解文。 

兴趣激发容易，如何保持确很难，尤其是一向被大家认为是枯燥

无味的识字课。所以我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如：师范读生跟读、自

由读、指名读、分角色读等形式，让学生感受文本，理解文本。在围

绕爱迪生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为什么孵不出蛋来？这两个问题展开

教学，随机认识本课生字。学生在汇报识字时，用部首识字法认识了

“迪”“题”“便”“蹲”“料”，尤其是“蹲”字，右半部分不认

识的同学用拆分法：八字头西字多一横下面是一个寸字来记忆，有的

识字多一些的孩子说出右半部分念尊，动画片里认识的魔尊的尊。又

如：学生用置换的方法认识了“感”字，减法的减自去掉两点水下面

加一个心字底就念感，感动的感。学生识字方法多样，兴趣浓厚。真

正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放手让他们用多种方法自主识字，体

现学习的自主性。在通过爱迪生的资料，介绍他的成就，进一步是学

生懂得爱动脑筋、爱提问题，主动探究问题是走向成功的秘诀。 

三、巩固识字，强化记忆。 

在本环节中，我设计了两个游戏： 

★运蛋游戏。 

让学生摘下蛋宝宝，读出后面的生字并组词，巩固刚学过的生字。 

★编字谜识字。 

让学生把祖先留给我们的富有灵性化的语言符号赋予生命，再通

过表述记忆方法活灵活地再现出来的过程，体现了是教学的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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