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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方案 篇 1 

  [教学理念]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

究专题，主动获得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基于“研究性学习”

理论的“研读”教学模式，重在追求阅读主体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培养学生自

主阅读、自主感悟、自主探究、自主发展的语文综合素养。《小抄写员》这篇课

文蕴涵着丰富而强烈的人文素养，反映浓浓的家庭亲情。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

中深刻的思想、正确的道理、感人的形象、优美的语言等人文素养来熏陶、感染、

塑造学生的灵魂，最终实现语文学科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设计特色] 

  一、突出“研读”教学，实现学生的主动发展。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

的读研过程，实现思维互助，产生情感共鸣，充满了人文情怀，培养了研究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 

  二、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通过组织性和启发性的语言，引导、点拨、

调控、帮助学生研究性阅读，营造课堂教学的最佳氛围。  

  [内容简介] 

  课题：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小学五年制语文第九册第 25 课《小抄写员》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父子之间的深切之爱。 

  了解抓住细节进行描写的表达方法。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感情朗读课文的能力。 

  培养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3、情感目标：熏陶、感染、塑造学生的灵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

人生态度。 

  教学重难点： 

  1、通过品读揣摩人物思想感情。 

  2、对学生进行爱父母、爱家庭的亲情教育。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挂图、录音机等。 

  教学模式：“研读”教学模式。 

  即：质疑择题——读研反馈——交流解疑——总结提高。 

  [教学流程及设计意图] 

  一、复习，质疑择题： 

  1、谈话：有这样一个男孩，他在长达4个月默默忍受父亲误解责怪，偷偷

帮父亲抄写邮签挣钱养家，你知道他吗？ 

  2、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小抄写员》。 

  3、谁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充分质疑、解疑后留下的悬念？（交流） 

  4、师生共同择定中心研读题：“ 爱 ：” 

  [设计意图：这一设计是在学生初读到位的基础上，通过质疑谈话，直入开

放性的研读专题：“ 爱 ：”最具研究价值，是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的纽结

点，以辅射全文，收到“牵一发动全身”、“以一当十”的效果，较好地激活学

生的思维，促进学生主动阅读，主动探究。] 



  二、读研，自主探究 

  学生小组内或就近选择学习伙伴，自行补充开放性研读专题，再充分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精读课文（找、议、画），研究、解疑，体现个性化学习。 

  [设计意图：这一过程不在于追求统一答案，而在于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过

程的展开。鼓励学生研究性学习中，各抒己见，思维互助，主动发展。] 

  三、交流，合作解疑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汇报，其他学生补充的方式进行学情汇报。在充分交流父

爱子、子爱父的研究体验后，引导学生感情朗读喜欢的语段，读中感悟，读中抒

情。 

  其中穿插体现学生见解的问题谈话： 

  ①叙利奥陷于矛盾、痛苦之中，他该怎么办呢？  

  ②“父亲夜里就这样把头贴近了儿子的胸口，这时睡得正熟哩。”你怎样理

解： 

  同时通过图片、创造性表演、课件演示等引导学生升华情感，与作者、教材

产生“共鸣”。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是读研的课堂交流，体现开放性、多样化和较大的自

由度，教师表现为引导、点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思维的深刻性，同

时体现了“反复诵读，情感熏陶，自由感悟”的语文学科个性，充满人文情怀。] 

  三、总结，拓展延伸 

  （一）研读教材中的“爱” 

  1、研读全册教材：你认为哪些课文体现了这种家庭中人之爱？ 

  2、小组研读教材： 



  查看目录——回顾课文——感悟情爱——感情朗读 

  3、交流： 

  （二）“研读”生活中的“爱” 

  1、父母的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在生活中你还感受到哪些爱？我们应该怎

样做？（课件演示） 

  2、推荐课外阅读：亚米契斯的代表作《心》（中文名为《爱的教育》） 

  3、歌曲结束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是在学生学会课文的基础上，以点带面进行拓展延伸，

学生由研究学习到研究生活，体现了大语文的教育观，更加深化了开放、创新、

充满活力的“研究性学习”] 

  作者邮箱： 无 

  资料提供者： 

 

教学设计方案 篇 2 

  学习目标 

  1.会认既等 6个生字，会写拎等 9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人物说话时的语气。 

  3.懂得要孝敬父母的道理。 

  课前准备 

  1.学生预习课文，自学生字。 



  2.学生询问自己的父母，了解他们小时候是如何为你的爷爷奶奶分忧的。 

  3.学生采访班里的同学，了解父母平时对他们的评价。 

  4.老师准备教学课件、生字卡片等。 

  第 一 课 时 

  谈话导入 

  1.交流课前询问和采访中的收获。 

  2.交流在家里为父母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感受。 

  自主读通课文 

  1.出示我会读图标，学生自读课文，读准生字，自己觉得难读的句子，做个

记号。 

  2.多读几遍没读通的句子，再听听同桌是怎么读的。  

  3.出示带生字的句子，让学生选择读。 

  a.我的儿子既聪明又有力气，谁也比不过他。（既是第四声）  

  b.我的儿子唱起歌来好听极了，谁都没有他那样的好嗓子。（嗓是平舌音） 

  c.三个妈妈打了水，拎着水桶回家去。（拎是前鼻音，桶是第三声）  

  d.水直晃荡，三个妈妈走走停停，胳膊都痛了，腰也酸了。（晃是多音字，

在此处读第四声） 

  e.另一个孩子跑到妈妈眼前，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了。（甸

是前鼻音，在沉甸甸一词中读第四声） 

  自主识字 



  1.学生拿出生字卡片，在学习小组内读给伙伴听。要求看清字形，读准字音。

（老师参与学生活动） 

  2.学生在小组内交流自己的识字方法。 

  3.游戏检查学生掌握生字的情况。（摘苹果：如果大家都认识并能读准，苹

果生字卡片就成熟摘下来。没掌握的生字，留在树上，提示学生在读课文时进一

步学习） 

  朗读课文 

  1.创设情境，小组分角色反复朗读课文，读出人物的不同语气。老师可通过

范读让学生感悟人物的语气。 

  2.在小组内质疑、讨论，老师巡视点拨。 

  3.全班汇报交流。（随机通过说话练习感悟既又的意思）  

  4.如学生对老爷爷的话提出疑问，老师可组织讨论，重点理解；如学生没提

到这个问题，老师可随机提问，让学生讨论：  

  这一个儿子是指谁？老爷爷的话是什么意思？（真正的儿子应该为父母分担

生活重担，在老爷爷的眼里，不懂得孝敬父母和为父母分忧的儿子，不能算真正

的儿子） 

  指导写字 

  出示我会写图标，指导写字，并组织展示。 

  指导重点： 

  1.注意别忘了拎的最后一点，膊的右上一点。 

  2.前面六个左右结构的字，老师可重点范写、指导拎字和膊字。  



  3.甸字是半包围结构的字，可提醒学生里面的田字可往左伸出一点，使整个

字显得更匀称。 

  4.晃荡是上下结构的字，晃字要写得上窄下宽，老师可范写指导。 

  第 二 课 时 

  巩固识字 

  出示带生字的词语，让学生认读。 

  编写课本剧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小组合作，根据课文情节、环境和人物的语言、行动、表情、情绪等进行

合理想象，把课文改编成课本剧。 

  3.确定各人所扮演的角色。 

  4.设计场景的布置。 

  排练课本剧 

  各小组演练，老师巡视，随机点拨。 

  课本剧表演并评议 

  1.以小组为单位表演课本剧。 

  2.引导学生评议。 

  a.人物的语气──前面两个妈妈说的话，应该用自豪的语气，第三个妈妈的

语气应该是平静的，老爷爷的说话应该用意味深长的语气。  

  b.人物的动作──在情境中理解迎面迷住沉甸甸直晃荡等词语的意思。  



  c.人物的表情──前面两个妈妈的表情应该是骄傲的，第三个妈妈的表情应

该朴实，老爷爷应该慈祥；前面两个儿子应该天真，第三个儿子应该淳朴。 

  课后拓展 

  1.节选《新三字经》中的内容印发学生，供课外阅读。 

  为人子 方少时 尊长辈 习礼仪 

  能温席 小黄香 爱父母 意深长 

  能让梨 小孔融 手足谊 记心中 

  孝与悌 须继承 长与幼 骨肉亲 

  亲养儿 多苦辛 报春晖 寸草心 

  亲有教 儿恭听 做错事 即改正 

  ?把本课的故事讲给家人听。 

 

教学设计方案 篇 3 

  【教学目标】 

  1、会认 9 个生字，会写 9 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体会春天的美景。 

  【重点】 

  会认生字，会写生字，感情诵读。 

  【难点】 



  体会春天美景。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发情感 

  1、孩子们，冬天过去了，春姑娘又一次悄悄地向我们走来，你们看(播放春

天部分景色) 

  2、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3、春姑娘给我们带了美丽的鲜花，嫩绿的小草，大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让我们一块儿到课文中去找春天吧。 

  4、板书课题： 

  找春天。 

  二、初读课文，合作识字 

  1、自由读课文，读通句子，读准字音，不认识的字用自己喜欢的符号画出

来。 

  2、请小朋友们想想办法，怎样记住生字，和它们交上朋友。  

  3、刚才小朋友们学得可真棒呀，好，请看看屏幕，看你和生字交上朋友没

有?(出示生字) 

  4、你最会学哪个字?怎样记住它? 

  5、教师演示躲拿一朵小花藏在身后，让学生猜一猜。  

  6、真棒，你们的办法可真多呀!现在请几位小老师再教教大家认认这些生字。 



  三、细读课文，感知发现 

  1、春天你在什么地方呢? 

  你们听──(师范读) 

  2、孩子们找到的春天多美啊! 

  请大家再读读，读后说说课文中的小朋友发现了什么。 

  3、齐读课文，教师评价。 

  第二课时 

  一、品读课文，读中悟文 

  1、过渡句：同学们，通过我们留心观察，发现春天来了，大自然有很大的

变化，你认为课文中的哪句话让你知道春天真的来了。 

  2、探出头来是什么样的呢? 

  3、多可爱的小草呀!谁再来读读(点 2～3人读) 

  4、不错，把疑问的语气都读出来了!一起来试试。 

  5、课文中像这样的句子还有吗?请找出来，小组读一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读。 

  6、谁来表演(出示 4～7自然段) 

  7、真棒，让我们来夸夸他。 

  8、那么多的同学想表演，让我们一起来表演。 

  二、强化感受，升华情感 



  1、是呀，美丽的春天来了，百花盛开，百鸟争鸣，泉水叮咚，花香扑鼻，

柳枝柔柔，溪水凉凉。春天无处不在呀! 

  2、歌曲《春天在哪里》，请小朋友把你找到的春天向你的小伙伴介绍。 

  3、请一位小朋友上台展示。 

  4、适当地与课文联系。 

  5、孩子们，你们找到的春天可真美呀! 

  四、小结 

  1、播放轻音乐，教师领着学生试背课文。 

  2、孩子们，你们是多么的喜爱春天呀，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赞美春天好

吗? 

  五、板书设计 

  找春天 

  (学生作品展示) 

  画 写话 画 写话 

  六、练习设计 

  1、课前收集有关春天的资料。 

  2、随堂练习设计： 

  画一画你眼中的春天，写一写你心中的春天。 

  【课后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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