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雪地里的小画家》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6 篇 

    教学目标：  

    1、会认“啦、梅、蛙、睡”等 11个生字。把握“虫字旁”和“目字

旁”。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养成“边读边思索”的阅读习惯。  

    3、借助儿歌了解小鸡、小鸭、小狗以及小马四种动物爪子（蹄）的

不同外形，了解青蛙等冷血动物要冬眠的特点。  

    教学过程：  

    一、嬉戏铺垫，揭题激趣  

    1、开展画手印的嬉戏。教师谈话：“小朋友爱画画吗？上课前，教师

先请小朋友依据要求，在白纸上画一画自己 的小手掌印。”（共画三幅手

掌印：1、五指并拢：2、五指张开；3、大拇指分开，其余四指并拢。）  

    2、揭题谈话：冬天下雪了，大雪像厚厚的被子盖在大地上，瞧，这

就是雪后的大地！（出示雪景图片）在这漂亮 的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学生读课题《雪地里的小画家》。  

    3、鼓舞学生依据课题质疑。（教师板书问题概要：1、谁？2、为什么？）  

    二、阅读探究，感悟理解  

    1、初读探究。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1读准生字，读对课文；2边读边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索上述两个问题。  

    （2）读后反应，结合训练：1 用“有……有……有……还有……”

的句式说说雪地里的小画家指的是谁？（板画动 物图片）2 比一比，下

面两句话有什么不同。  

    A、雪地里来了小画家。  

    B、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理解词语：“一群”积存新词：“三五成群”）  

    2、再读探究。  

    过渡语：小朋友的学习还真有效率！接下来请大家再一次去读读课文，

要求还是边读边思索，想一想：为什么称这 群小动物为小画家？  

    （1）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索。  

    （2）小组合作学习，沟通个人学习成果。  

    （3）读读议议，感悟理解。  

    1、用“由于……所以……”的句式从不同方面说说为什么称这群小

动物为小画家？  

    2、重点句朗读指导：第三句话读时稍快，语调有起伏。第四句话朗

读时突出“几步就成”。  

    3、争论一：小动物们为什么能画出不同的画面呢？（学生联系课前

嬉戏说一说，然后完成文后练习“读读连连”。）  

    4、争论二：为什么小青蛙不参与画画呢？在学生争论的根底上，出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示以下句段，进展阅读拓展。  

    冬天到了，天气严寒。有些动物为了保持体内温度，开头了长时间“睡

觉”，这就是动物的冬眠。常见冬眠的动物 有：青蛙、蛇、狗熊……  

    三、课堂总结，学习生字。  

    1、引导学生说说阅读课文时应“边读边思索”。  

    2、教学生字。  

    1 读对生字；  

    2 记一记“蛙、睡”；  

    3 比一比，口头组词：  

    月（）儿（）同（）我（）力（）  

    用（）几（）洞（）成（）为（）  

    四、教学板书  

    雪地里的小画家  

    谁？ 为什么？  

    小鸡图-------------- 竹叶（图）  

    小狗图-------------- 梅花（图）  

    小鸭图-------------- 枫叶（图）  

    小马图-------------- 月牙（图）  

《雪地里的小画家》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2 

    教材分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本篇韵文《雪地里的小画家》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人

教版）第一册课文第 17 课。这篇诗歌很有儿童情趣，以生动活泼的儿童

语言，叙述了一群小画家在雪地上画画的故事。儿童读起来朗朗上口，可

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漂亮。  

    教学目标：  

    l、学问与技能目标：  

    （l）、熟悉 11 个生字。熟悉 2 个偏旁“虫、目”。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鸭、小马、小狗四种动物爪（蹄）

子的不同外形，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4）、培育语言表达力量及想象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  

    尽情朗读课文，在读中体会出“雪地里的小画家”的喜悦；通过“观

看、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帮忙理解课文内容。  

    3．情感、态度目标：  

    （1）、感受大自然的漂亮，受到美的陶冶。  

    （2）、使学生从内心喜爱这类琅琅上口的儿童文学作品，情愿主动去

背诵。  

    教学重点：  

    熟悉生字，理解课文，有感情的朗读、背诵课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教学理念：  

    通过课件创设情境，营造欢乐的学习气氛，在敬重学生感悟共性的根

底上，依据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落实“以读为本”的思想，引导学生

通过听、说、读、想、议、背等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丰富语言积存，提

升情感的价值，使学生在轻松、开心的教学中把课文读通、读懂、读透。  

    教学预备：  

    （1）多媒体课件（2）生字（10 张）（3）脚印图。  

    媒体设计意图：  

    多媒体课件：下雪情景图，让学生回味看雪，玩雪的乐趣；带拼音和

不带拼音的生字，让学生离开课文语境单独识字；小动物和它们的脚印，

以及脚印和实物的比照图，帮助教师突破教学重难点，帮忙学生进展共性

化自主阅读；小动物走过雪地的动感画面，有助于学生整体把握课文，提

高阅读兴趣；朗读配乐，歌曲《雪地里的小画家》，化文为歌，让文字形

象化，由此引发学生的想象会更清楚，更生动，更能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冬姑娘已经静静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她会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播放课件：下雪情景图）谁说说你看到了什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么？指名答复。  

    师：是啊，雪花飘飘洒洒的落下来，房屋白了，树木白了，大地也白

了。早晨，你一觉醒来就看到这么一个洁白的世界，你最想说什  

    么，做什么呢？指名答复。  

    师：下雪啦，最终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了，你的心情怎么样？我的心

情和你们一样，所以看到下雪我就会欢呼  “下雪啦，下雪啦！”（课件出

示句子：“下雪啦，下雪啦！”雪地图作为背景）你会像我这样欢呼吗？学

生试着读  

    快乐的心情不但要通过声音表现出来，也要通过表情表现出来，谁还

能来读读？指名读。  

    多么快乐啊！我们一齐来读一读。（生齐读）  

    2、不仅仅我们很喜爱下雪，还有一群小动物也很喜爱下雪，你看，

（课件出示：“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这句话）齐读这句话。指导学生

读出节奏。  

    3、今日我们就学习这首小儿歌《雪地里的小画家》。（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由“雪花”到“雪景”通过课件呈现出一个个情境，激

发了学生喜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思想感情。然后来个移花接木，把人

的感情倾注到得意的动物身上，奇妙地引出了课题。]  

    二、朗读感悟、识记生字  

    1、同学们齐读课题，边读边想，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学生自主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答复）  

    同学们问题还真不少，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课文。  

    2、学生自读课文，不熟悉的字要借助拼音，把预习时圈出的生字多

读几遍。  

    3、识字  

    同学们刚刚读的很仔细，你们是不是熟悉这课的生字宝宝了呢？  

    （1） 课件出示带拼音词语。 指名读。  

    （2）你能当当小教师吗？告知大家那几个字简单读错，请大家留意。  

    （“参”什么地方观察过这个字？你在学校参与过什么活动？请用“参

与” 说一句话。  

    咱们看，“睡”、“蛙”特殊难记，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吗？  

    睡——“目”字旁，右边“垂”，眼皮垂下来了就要睡着了。  

    蛙——青蛙是动物，“虫”字旁，右边两个“土”。顺口溜：一虫两土

蛙蛙蛙。）  

    4、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小帽子，你能熟悉，假如把帽子摘掉，你能熟

悉吗？课件出示去掉拼音的词语。学生开火车读生字词。  

    5、这些生字宝宝可调皮了，跑到了果园里，谁情愿去摘苹果？（苹

果上是单个字）。指名摘苹果，并让全体同学跟读两遍。  

    [设计意图：一年级的重点是识字，教师留意抓住汉字本身的特点，

遵循趣味性原则，通过课件出示生字让学生离开课文语境单独识字和到别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的语境强化学生记忆、理解，摒弃了传统机械、枯燥的识字方法，表达了

识字的层次性，让学生在开心的学习中把握学问，培育力量。]  

    三、读中悟、悟中读  

    1、看来同学们已经和生字宝宝交上朋友了，我信任你们也能把课文

读的很棒。  

    2、指名读课文。  

    3、现在谁知道雪地里的小画家是谁了吗？（依据学生答复师板书：

小狗、小鸡、小鸭、小马）你是从哪句话知道的，能读读吗？  

    指名读“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  

    同学们自己读读这句话，看看你还能从这句话知道什么？ 这些是它

们画的画吗？我们来看一看。（课件分别出示小动物和它们的脚印，以及

脚印和实物的比照图）指导学生理解由于每种动物的脚印不同，所以所画

的画就不同。  

    我们来认真看看小画家的画好吗？（播放小画家走过雪地的动感画面）  

    学生配乐朗读这一句。（课件出示音乐）学生互评，教师评。  

    4、每一个小动物的脚不同，留下的脚印也就不同，可是教师不当心

把他们的脚印弄乱了，你能帮帮他们吗?(指名到黑板上贴出和小动物相对

应的脚印)  

    5、小动物们的本事可真大，不用颜料不用笔，靠自己的小脚就能画

出那么漂亮的画，怪不得它们骄傲地说“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画”（课件出示句子）  

    这里有几个生字肯定要读准。一齐来读一读。  

    你能不能学着小画家们骄傲的语气来读好它吗？生练读，对读。指名

读  

    刚刚哪个小朋友读得最骄傲了？我们一齐来读一读，（引读）  

    师:小鸡骄傲地说—— 生：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  

    师：小画家们骄傲地说——生：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  

    6、小动物们都来了，青蛙为什么没参与？谁情愿做小青蛙，我要采

访一下他。生做小青蛙。引导学生理解“冬眠”。（课件出示：青蛙冬眠的

情景）  

    师：哦，原来是这样啊。让我们别惊动它，轻轻地读读这句话。  

    师范读，指名读。师生互评。  

    [设计意图：朗读是学生体会内容的根底，通过朗读，可以使学生体

会、领悟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要读出感情，首先要理解文本。教师

利用多媒体课件帮忙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突破教学重难点，让学生在公平、

对话的情境中进展朗读训练。采纳范读、展现读的方法，让学生在读中感

受语言文字的美，体会课文内容，使情感得到升华。同时要注意让学生之

间、师生之间互评，使学生的朗读水平从评议中得到提高。]  

    三、朗读背诵  

    1、配乐朗读。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小画家的画这么美，下面让我们美美的读读这首小儿歌吧。（课件播

放音乐）  

    2、尝试背诵。  

    这么美的句子假如记在心中，该有多好啊！你们愿不情愿背下来？试

一试？  

    指名依据提示背，(课件出示背诵提示语)其它生闭眼想象画面。  

    去掉提示背。齐声背  

    3、配乐演唱。  

    观赏歌曲《雪地里的小画家》边唱边配动作。（课件出示：歌曲《雪

地里的小画家》）  

    [设计意图：丰厚的文化底蕴是靠积存得来的，背诵的目的在于积存

和运用，培育学生良好的语感。接着，教师通过课件化文为歌，让文字形

象化，由此引发的想像更清楚，更生动，更能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四、拓展。  

    歌声回荡在我们的教室了，小画家给我们带来了漂亮的画，我们要记

住他们，记住他们的画。回去之后想一想、问一问、查一查，还有哪些小

动物也可能来画画，他们会画什么呢？你能学着编一编儿歌吗？——（ ）

画（ ）。  

    [设计意图：拓展训练是对课上内容的补充，通过调查，可引发学生

的思索，提高学生的交际、沟通、合作的力量。通过编儿歌可以对学生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展语言训练，提高语言表达力量。]  

《雪地里的小画家》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3 

    教学内容：  

    人教版第一册第１７课《雪地里的小画家》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  

    １、自主识记１１个生字，熟悉两个偏旁“虫、目”。  

    ２、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３、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小鸡、小狗、小鸭、小马这四种动物爪（蹄）

子的不同外形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４、能向同学推举文中自己认为好的词语。  

    学习重点：  

    自主识记１１个生字，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习难点：  

    通过朗读，知道小鸡、小狗、小鸭、小马这四种动物爪（蹄）子的不

同外形以及青蛙冬眠的特点。  

    教学流程：  

    一、前测激趣  

    今日，余教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样礼物（出示苹果图，上面挂满了红通

通的苹果），听，小苹果在说话呢，它在说什么呢？（教师走近苹果树），

哦，它在说呀，这节课要请小朋友闯四关，谁在这四关里表现精彩，谁就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可以上台摘取一个苹果作为嘉奖，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念？（学生信念十足，

跃跃欲试）。  

    昨天是个好日子，夜里下了一夜的大雪，早上起来一看，树上、房子

上、地上全是洁白的一片。这时候，小动物们都躲在房子里睡懒觉呢，可

有四个小朋友听说今日余教师给大家带来了礼物，硬要我把它们给带来了

（出示四个小动物的图片，贴于黑板上），你们熟悉它们吗？  

    其实呀，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小动物，它们是“雪地里的小画家”。板

书课题：１７、雪地里的小画家  

    二、激情闯关，自主识字  

    １、听，小苹果又说话了：请小朋友作好预备，现在闯第一关（用自

己喜爱的方式自由读课文，留意读准字音，读通课文，遇到难读的字给大

家提个醒。）  

    学生自由读课文，读后提示生字的读音。（让表现最棒的小朋友上台

摘取小苹果，师可趁机拿着小苹果在耳朵边听听，然后说：“我听见小苹

果说你是个聪慧、大胆的孩子”。）  

    ２、第一关已顺当闯过，现在小苹果要请小朋友闯其次关：争做识字

小能手  

    （１）小黑板出示不带音节的`生字，问：这些字，有谁教师还没教

就熟悉？你是怎样熟悉的？（鼓舞学生课后在生活中自主识字）  

    啦 梅 用 几 成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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