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级荷花教案(大全19篇)
在教学过程中，教案是教师的工作工具，它记录了教学的步
骤和方法，帮助教师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精选的一些初二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希望能对
大家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级荷花教案篇一

1、会认3个生宇，会写出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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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蜒、
随风飘动”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积累优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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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体会作者丰富的想象，学习边阅读，边想象画面的读书方
法。

级荷花教案篇二

1．会认3个生宇，会写出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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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积累优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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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体会作者丰富的想象，学习边阅读边想象画面的读书方法。



级荷花教案篇三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荷花》这一课，通过读课文，初步感
知荷花的美。这一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荷花》。

（二）、初步感受荷花之美

1、师：现在你们想欣赏一下荷花吗？那就随老师的摄像机镜
头一起到荷花池边美美地欣赏一下那多姿多态的荷花。不过，
看之前我有个小小的建设，那就是待会儿你们在看荷花的时
候，不要拘束，可以指指点点，可以发出赞叹，可以相互议
论。看看你们有什么发现和感受。

2、学生观察荷花视图。

3、师：从同学们看荷花的那种惊喜的表情，老师知道你们肯
定有很多的发现和感受，来勇敢的站起来说出你的发现和感
受。

4、学生汇报。

（三）分析品味荷花之美

到的荷花又是怎样的呢？同学们自读课文第二自然段，找出
你认为最能表现荷花的美的句子，勾画出来，然后多读几遍。

2、学生自由读课文，勾画自己认为最美的句子。

3、师：刚才同学们学得很认真，我为你们认真的态度而鼓掌。
这么多人想说。我可不急着听，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第一时
间让好朋友与自己分享，赶快找到你的朋友，把你认为最美
的句子读给他听，告诉他你的感受，在他分享你的快乐的同
时，你可以分享他的快乐，这样就收获了双份的快乐，赶快
行动吧，（互读课文互说感受。）



4、学生相互交流

读给他们听一听，把人的感受告诉我们。

6、生：汇报

片断a冒

（1）师：我觉得这个“冒”字用得特别美，同学们，请用心
读读前后几句话，想想怎样的长才能叫“冒”吧！（使劲）

（2）师：那你能读出使劲的感觉吗？

（3）师：那还觉得怎样的长才能叫“冒”呢？（快）

（4）师：那你能读出快的感觉吗？

（5）师：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来写，你准备在这里用什么字呢？

学生汇报（跳、探、钻）

（7）师：叶圣陶爷爷在现场的话，他一定会为你们而骄傲的。
课件展示荷花，冒出图片，学生观赏。

（9）师：学生展开合理想象

片断b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碧绿的大圆盘。

（1）、学生汇报：挨挨挤挤

（2）、师：作者写得好，你也读得不错！还有觉得这句好的
吗？（多）

（3）、生人来写a多b茂盛c当人来写



（4）、师：你能从挨挨挤挤这个词中体会到荷叶长得多，长
得茂盛，真了不起，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见到过挨挨挤挤
的现象吗？（公共汽车、火车站、超市等）片断c（半开、未
开、全开）

（1）学生汇报（半开、未开、全开）

（2）展示课件，学生观察

（3）学生个别读、齐读。

7、师：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有一朵姿势，同学们，荷花池
中的荷花还会有哪些不同的姿势呢？（学生展开合理想象）

9、师：你们读的太美了，这一池荷花也太美了，看一看这一
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老师从你们的朗读中感受到
你们也像作者那样，被陶醉了，你们就像那一朵朵美丽的荷
花一样，绽放自己的美丽笑脸。你们愿意变成一朵荷花吗？
（愿意）

10、师：让我们静静地在荷花池中听听会有什么动人故事。

11、展放课件，教师范读。

13、学生展开想象汇报。（翩翩起舞梦）

14、看课件，朗读表演

15、过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作者刚才为什么自己是荷花，现在却不是荷花呢？）

16、是的，作者陶醉了，你们陶醉了，老师也陶醉了，现在
我们美美地把这篇课文读一遍。



17、学生齐读。

（四）、总结、课外延伸。

1、荷花开得很美，不过荷花是从河底的淤泥中生长出来的，
但她开的洁白、清雅、秀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
妖。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以她为题材，吟诗作画。小朋
友，这么美的荷花你们不想把她画下来吗？这么美的文章，
你们不想把它背下来吗？下课以后，自己试着画一画，背一
背。

级荷花教案篇四

1.认识蓬、胀、翩等5个生字,学写瓣、露、蓬等9个生字。指
导写好“蹈、佛”，写的时候注意笔顺，“蹈”的第十五笔是
“”，“佛”的第四笔是“―”。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学习作者观察
荷花的方法和怎样把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

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荷花的美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
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级荷花教案篇五

曾春玲

六年制第六册《荷花》是一篇很朴实又很美的散文，它描写
公园里一池生机勃勃的白荷花和表达“我”看荷花时的感受。
教学时，我运用语文教材中丰富多彩的“美育”内容，努力
从课文本身发掘美、渲染美、创造美的因素；采用先进的电
化教学手段，在课文美育因素的基点上，升华美、发展美。
我从“美”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学设计，把学生引进课文
的“自然美”的艺术境界中去理解课文内容的美，语言内涵



的美，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受到美育的熏陶，发展观察、
想象和语言能力。

一、营造教学氛围美

放美的抒情音乐，以充满激情的优美的教学导语感染学生，
引导学生以赏花者身份，假想和作者一起到公园欣赏荷花，
亲身感受课文描述的白荷花的美丽迷人：

首先，我展示同学们在一年级时学过的《王冕学画》幻灯图，
设计了这样的导语：“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画家王冕小时侯最
爱雨后的荷花，因为他觉得大雨过后，荷花粉红的花瓣上清
水滴滴，碧绿的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景象最美。”以熟悉
的事物唤起他们的感知。紧接着，贝多芬那优美的《月光曲》
钢琴音乐响起，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迷人的白荷花，我用充满
感情的声音诵读：“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最爱月光下的荷花。
月光下，碧绿的荷叶像亭亭玉立的舞女的裙。肩并肩密密挨
着的圆荷叶之间，还零星地点缀着一些白荷花，有婀娜地开
着的，有羞涩得打着花骨朵儿的。它们像一粒粒的明珠，像
碧天里的星星，微风吹来，还能闻到缕缕清香，让人心旷神
怡。荷花这么美，今天，老师就带你们一块儿去公园欣赏荷
花，好不好？”听着有感染力的导语，学生审美情趣油然而
生，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怀着强烈的求知欲，以赏花者的
身份进入课文境界。

二、感受课文情趣美

课文《荷花》所表达的自然之美，蕴含在具体的语言文字中。
教学时，我巧妙地展开“品味词句”——“境中赏
美”——“激发情感”——“导读激情”的教学过程，一步
步地引导学生感受课文情境的美和情趣的美，进入作者的情
感世界，触发情感共鸣，掀起情感的波澜。如：

引导感受荷叶长势美



我采用了比较句子的方法：

(1) 荷叶很多很大。

(2)荷叶挨挨挤挤的，一个个象碧绿的大圆盘。

师：这两句都写了什么？

生：都写了荷叶很多很大。

师：哪一句写得好？

生：第2句。

师：第2句好在用上了哪些词语？

生：用上了“挨挨挤挤、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

师：“挨挨挤挤”是什么意思？课文里指什么？

生：课文指荷叶靠着荷叶，荷叶之间的距离很密。

师：（出示图画）你从“挨挨挤挤”知道荷叶长得怎么样？

生：荷叶长得多、茂盛、生机勃勃……

师：“一个个”（ “碧绿的”、“大圆盘”）写出了什么？

生：……

师：生意盎然的荷叶又大又圆，你们喜欢吗？谁能带着喜欢
的心情来读这句话？

经过品评，学生悟到，这短短的一句话，写出了荷叶颜色绿、
形状大又圆、长势茂盛，令人喜不自禁。接下来，学生带着



喜悦的感情去朗读，去体会作者看到美荷叶时的喜悦心情。

2、引导感受荷花生长美

生：长出来（生出来）……

生：……在课文中指白荷花从挨挨挤挤的荷叶中透出来。

师：白荷花在挨挨挤挤的荷叶中都能硬挤出来，说明什么？
生：白荷花的生命力很顽强。

师：生气勃勃的白荷花一朵又一朵地冒出来了！它们朝气蓬
勃地展现在你的面前了！看到这里，你的心情怎么样？（学
生答后指导开火车读出喜悦的感情）

真是一字传神，意境全出，通过仔细品评“冒”，学生感受
到了荷花那旺盛的生命力，那喜人的生长美，达到了“一字
未宜忽，语语悟其神”的效果。

3、  引导感受作者情感美

教学中，我注意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结合上下文的具体
语境咀嚼品味，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匠心，引导学生体会作
者的情感美，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如在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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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时，我抓住“活的画”来设疑：

师：画本身已经够美的了，把这池荷花看作一大幅画，说明
什么？

生：说明这池荷花很美。

师：你从这个“活”字知道这是一池怎样的荷花？

生：这是一池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荷花。



师：你从哪些地方看出这池荷花充满活力呢？请大家联系第2
节的内容，带着问题看录象。

生：我从第2节中的……（略）

师：是谁创造了这一大池充满活力、美如图画的荷花？画家
是谁？

生：是大自然！

师：让我们来赞美那神奇而伟大的大自然吧！（指导朗读）

引导学生理解“活的画”，我通过字面解词，借助课文录象，
结合上下文思考，抛弃了脱离语言环境孤立、静止地进行词
句教学的弊端，使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在扎实的语言
文字训练中，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渐领略文字的韵味，
感受课文情趣美，体会作者的情感美，从而在小学生的心田
里播下了热爱大自然的种子。

三、引导想象课文情境美

我国著名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图画不单是文字的说明，
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在理解白荷花开放时的三种姿态时，
我依次向学生展示了三幅不同姿态的栩栩如生的白荷花油画，
用充满激情的语调，丰富的表情使学生的想象欲得以诱发，
引发了学生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句子。

师：看！这半开半合的荷花多像个——

生：含羞答答的小姑娘！

师：这时，我们把鼻子凑近去闻一闻，哗——好香呀！你们
喜欢吗？

师：咦，这嫩黄色的小花托是什么？



生：小莲蓬！

师：瞧！躲在里边的小莲蓬探出头来了！真像个——

生：胖娃娃张开笑脸在向我们打招呼呢！……

师：看到这里，你们高兴吗？

师：哟！将开的还是花骨朵儿！这是怎样的花骨朵儿？

生：颤动着就要裂开的花骨朵儿！……

师：眼看着花骨朵儿颤动着就要裂开，你的心情怎么样？

这时，想象的欲望不但作用于学生的感官，而且作用于他们
幼小的心灵了。我因势利导，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
过多种形式的感情朗读（范读、自由读、指名读、小组读、
全班读、加上动作朗读），把荷花的美和对荷花的爱从读中
表达出来，并在朗读的过程中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受到
美的熏陶。这种从美的角度出发所构思的教学设计，借助图
画，努力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图画，结合课文语言的学习和品
味，展开了发现美、升华美的导美、讴美活动；借助导语描
述，激发学生的想象，唤起学生的美感，把学生的情趣、学
趣激发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美的情境中去，这种引导学生
鉴赏美、追求美、创造美、表现美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爱上
了语文学习。

四、创设课文情境美。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眼前出现的景
象……”这一个语言片断比较难懂，教学时，我以我的感情
为主线，创设情境，以情激情，把学生带入情境之中，在情
境之中唤起学生与作者的情感共鸣。



1.导语、音乐、范读创设情境美

在教学“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这节的开头，我带着梦幻
的表情，用抒情的语调对同学们说：“看着看着，我们也陶
醉了，陶醉了，展开了神奇而美妙的想象。请大家慢慢地闭
上眼睛，闭上眼睛，听，听——”于是，扣人心弦的《爱的
谐奏曲》的钢琴音乐响起，加上我饱含感情的范读，学生沉
浸在我所创设的赏花情境中。

2.舞蹈创设情境美

就在学生“赏花赏得入了迷”之际，我说：“同学们，现在
让我们也变成一朵荷花，一阵微风吹来，我们也翩翩起舞，
好不好？”瞧，全班同学都变成了婀娜多姿的白荷花，在微
风中摇曳，他们的舞姿多么迷人！这时，我走向一位跳得正
起劲的同学面前，微笑着问他：“你为什么翩翩起舞？”顿
时，“白荷花”纷纷变成了思维活跃的孩子，高高地举起他
们的小手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看到白荷花这么美，心里
高兴。”“因为我看荷花看得入了迷，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
朵荷花。微风吹，荷花动，变成荷花的我也跟着动，就像在
跳舞那样。”大家的发言，说明同学们理解了作品中描绘
的“人和荷花融为一体，人和荷花共同欢乐”的意境，学生
的思想感情和作者产生了共鸣。创设美的情境，大大地发展
了学生的思维。

3.想象创设情境美

从情感入手，激发学生想象的欲望，使学生进入酿情、入情、
动情的情感美体验活动中尽情地去发现美、创造美、表现美。
如在讲到“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脚
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时，我向学生发问：“蜻蜓
在荷花上空飞行，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小鱼在荷花脚下游过，
会做什么好梦？”孩子们思维的火花一下子被点燃了，他们
争着讲述他们神奇的想象，从而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发展



了创造性思维能力。紧接着，旋律优美的《爱的谐奏曲》的
钢琴曲再次响起，“现在，谁愿意变成蜻蜓和小鱼，分别向
荷花仙子说说你的快乐和好梦呢？”通过这一提问，我让学
生自发地进行分角色表演，在生动活泼的表演中再现情境，
使学生对荷花的热爱在表演中进一步得到升华。这时的学生
情绪高涨，兴趣盎然，将课堂气氛推上高潮，将讴美活动不
断深化。

四、渗透情感教育

在《荷花》的课后总结中，我立足于“以美育德”。我用充
满激情、富有感染力、教育性、号召性的语调说：“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欣赏了荷花的美丽，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伟
大。你们知道吗？大自然中许许多多的景物都是很美的，只
要我们能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我们就每天都能生活在
长满鲜花的世界里，你们说，对吗？”这样的总结语言，使
学生们为之动情，大有“保护大自然，从我做起，从今天做
起”之势，使知识的掌握、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达到了
完美的结合。

级荷花教案篇六

设计理念：

课文如画，课堂如诗。依靠录像、音乐等媒体营造出课文的
意境，让孩子倘佯其中。读悟结合，边读边悟，熟读成诵，
培养语感，促其积累。让阅读过程个性凸显，使学生在主动
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
考。听中想象，化语为画，读中想像，移情体验，抓住契机，
训练语言，发展思维，让孩子获得审美体验，让阅读教学成
为学生、老师、文本之间的积极对话。

教学过程 ：



一.录像导入  ，直观激趣，进入课文情境。

导语 ：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叶圣陶爷爷写的，齐读课
题――《荷花 》。  想不想亲眼看看荷花？看之前，老
师有个小小的建议，你可以指指点点，可以和身边的伙伴讨
论交流，看完后，请你描述一下你最喜欢的那朵荷花。

1、播荷花录像。

2、描述自己最喜欢的那朵荷花。

二、读悟结合，突破重点，学习第2小节。

是啊，这么多的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
看看那一朵也很美，眼前的这一池荷花简直就是一大幅画，
叶圣陶爷爷笔下的这幅画是什么样的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
读读课文吧。

1、自由读第2小节，划出你认为最美的句子，多读几遍，说
说自己的感受。

2、交流收获，结合指导朗读。

a、板画理解“挨挨挤挤”。

b、换词，体会“冒”（播白荷花图片，想像：这些白荷花从
大圆盘之间冒出来干什么呢？）

c、表演品味荷花的三种姿态。

课文中一共描写了几种姿态的荷花？连起来读一读（师板
画）。

4、根据板画背诵第2自然段。



三、以演促读，读中想像，学习第4小节。

过渡：听着听着，想着想着，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
荷花……配乐范背第四自然段，美吗？想读吗？那就美美地
读吧，可爱的荷花仙子们。

1、指名个别读。（配乐朗读，其他学生随音乐翩翩起舞）

2、数人齐读，边听边配以动作。

3、语言训练：

蜻蜓蜻蜓，你刚才跟荷花仙子说什么啦？

小鱼小鱼，你刚才跟荷花仙子说什么啦？

还有，其它的小家伙都躲到哪儿去了，你不想跟荷花姐姐说
些什么吗？

4、熟读成诵。

四、挖掘文旨、扩展廷伸，实践中求发展。

1、说说画家是谁？

2、展示数幅各色荷花图片，引导学生说说你还有哪些好办法
来夸夸荷花，夸夸大自然。

3、交流。

设计反思：

《荷花》一文语言清新，颇有美感，值得品味与积累。因此，
设计时，我以“画”为线索贯穿整课，扣住课文的第二与第
四两个重点段，引导学生进行品味，直到熟读成诵。



在设计品读二、四自然段时，又根据两段课文的文字特点，
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在指导学习第2自然段时，让学生先自读
自悟，在交流反馈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艺术地学
生品词品字，并结合进行朗读指导。做到以读促悟，以悟助
读，读悟结合，将读定位于“精读与品读”，从而扎实地训
练学生的语感。依文而作的板画则成为指导学生背诵该段的
线索。

在学习第四自然段时，先以范读诱情。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融表演于朗读之中。积极创设情境，抓住文中的空白之
处，展开想像，进行语言训练，在童话世界里孩子的童心得
以彰显。在形式多变的朗读中，学生乐此不疲，背诵也水道
渠成。

三、五小节，则成为整个课时的过渡语，在课中反复出现，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铭刻于心，整个设计也显得自然流畅，
浑然一体。

级荷花教案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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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荷花教案篇八

一、品读“姿态”



1.学习“荷叶”

（1）出示：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

你觉得荷叶长得怎么样？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教学。

荷叶长得多、茂盛。从哪个词看出来的？（挨挨挤挤）

荷叶长得绿。从哪个词中看出来的？（碧绿）

荷叶长得大又圆。从哪个词中看出来的？（大圆盘）

这句话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呢？（比喻）

（2）理解“冒”。出示“冒”在字典中的几种意思，你觉得
这里应该哪种意思呢？如果把“冒”字换成别的字可以吗？
说出理由。

比较句子：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长出来。

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

2.描写了几种姿态的荷花？（三种）

3．用一个词概括这种姿态的荷花。（半开、全开、未开）

4．小组交流

（1）你最喜欢哪一种？说出你的理由，并通过朗读来表达喜
爱。通过学生交流随机教学。教师指导朗读。

级荷花教案篇九

1．自由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流利，遇到生字多读几遍。



2．分组出示生词，指读，正音：

a．挨挨挤挤、翩翩起舞、随风飘动（读了这些词，你眼前出
现了怎样的景象？）

b．荷花、莲蓬、饱胀、衣裳、仿佛、舞蹈、蜻蜒、

3.接读课文，边听边思考：课文哪些段落具体描写了这一池
荷花？

级荷花教案篇十

1、认识12个生字，会写“也、长、山、出”4个字，认识2个
笔画“竖提、竖折”和1个偏旁“耳刀旁”。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感受阳光的美好与宝贵，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朗读课文和认字是本课教学的重点。

【课时划分】

两课时。

级荷花教案篇十一

(一)使学生初步掌握先求总数的两步应用题的解题方法．

(二)学会找两步应用题的中间问题．

(三)培养学生分析解答应用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两步应用题的结构特点．理解为什么要先求总数
和怎样求总数．

难点：找两步应用题的中间问题．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准备

启发谈话：

我们已经连续学习了两步计算的应用题，同学们学习得很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两步应用题，你们愿意学吗？下面我们先
看一道简单的应用题．(投影出示)

工人们修一条长120米的路，每天修15米，几天修完？

师：这道题讲的是什么事？涉及哪三种量，已知哪两个量？
求的是什么？

120÷15=8(天)

(二)学习新课

出示例题：

工人们修一条路．每天修12米，10天修完．如果每天修15米，
几天修完？

师：同学们可以互相说一说，然后再回答．

生：例题是三个已知条件，例题和练习题的问题相同，都是
求几天修完．



师：为了帮助大家理解题意，请把已知条件和所求问题，在
线段图上表示出来．(投影出示线段图)

生：还要知道总工作量．(这条路有多长)

师：在题目中能不能找出总工作量？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抓住了解题的关键，请你们用分步和
综合的方法，解出这道题．

(有些同学写在玻璃片上)

(1)这条路长多少米？综合列式：

12×10=120(米)12×10÷15

(2)几天修完？=120÷15

120÷15=8(天)=8(天)

答：每天修15米，8天修完．

订正时，学生可以两人交换，投影出示，老师在黑板上板书．

师：我们把例题的问题改变一下，(在黑板上出示)

工人修一条路．每天修12米，10天修完．如果要求6天修完，
每天应修多少米？

(要求列综合算式解答)

12×10÷6

＝120÷6



=20(米)

答：6天修完，每天修20米．

订正时，要求说出每一步是什么意思．老师同时板书．

(三)巩固反馈

做一做：

1．小华读一本书，每天读12页，6天可以读完．如果每天读9
页，几天可以读完？

(根据每天读12页，6天可以读完，可以求出这本书共有多少
页？再根据这本书共有的页数与实际每天读9页，就可以求出
需要几天读完，中间的隐蔽条件是这本书共有多少页)

综合列式：12×6÷9

＝72÷9

=8(天)

答：8天可以读完．

订正时，讲一讲每一步是什么意思．

师：理解“小华和小刚读同样的一本书”是什么意思？

独立解答，然后讲一讲每一步是什么意思．

12×6÷8

=72÷8



=9(页)

师：下面看一组题，请说出这组题相同的地方是什么？然后
迅速列出综合算式．不用计算．

1．同学们做操．每行站30人，正好站16行．如果每行站24人，
可以站多少行？

2．同学们做操．每行站30人，正好站16行．如果站成12行，
每行站多少人？

1．30×16÷24

2．30×16÷12

(共同点，“每行站30人，正好站16行．”根据这两个条件，
可以求出中间的隐蔽条件，也就是总人数)

师：请根据我们今天学习的两步应用题的分析方法，独立解
答下面的题．

综合列式：

16×10÷8

=160÷8

=20(千克)

答：大箱每箱装20千克．

作业：第113页2，3，4题．

课堂教学设计说明



级荷花教案篇十二

词：花瓣、饱胀、姿势、衣裳、舞蹈、蜻蜓、翩翩起舞

重点句子：

1、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
大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
片花瓣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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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做一大幅
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

3、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
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
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

主要内容：

《荷花》是叶圣陶先生的一篇散文，讲述的是作者到公园看
到荷花池中的荷花美景而产生了联想。

级荷花教案篇十三

1、学会本课生字词，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2、通过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会本课生字词，激发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

1课时。



1、师：我们的祖国像一条巨龙，似一条绸带，大家知道这是
为什么吗?

2.师：你们了解长城和运河吗?

3、师出示图，认识长城和运河，指明说看到了什么。

1、自学课文。

(1)自由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字词，会写田字格中的生字。

(2)运用理解词语的方法，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

连绵起伏曲折蜿蜒谱写不朽创造奇迹天堂

2.教师检查学习效果。

(1)出示词语。

驾驶连绵起伏曲折蜿蜒谱写不朽创造奇迹天堂杭州嘉峪关

(2)指名读，注意纠正字音。

(3)指名联系句子解释词语。

连绵起伏：这里指长城像巨龙一样连接不断，一起一伏。

曲折蜿蜒：这里比喻长城像巨龙一样弯弯曲曲地爬行，生动
地说明了长城弯弯曲曲、漫长延伸的样子。

谱写：本文引申为编写赞美的诗歌。

不朽：永不磨灭，本文指诗歌传诵千古。

创造：本文指从无到有，艰苦而努力地建成。



奇迹：奇异的景象。

天堂：这里指美丽的杭州。

1、默读课文，看看诗歌的两部分都围绕“奇迹”讲了哪三个
方面的内容?

2、学生自学后讨论。

1、导读，作者为何要通过自己“驾驶着飞机航行”引起奇景
呢?

2、讲读。

3、比较：

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看见了一个奇异的景象。

4、“穿行”能否改成“爬行”?景象的奇异表现在哪些地方?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6、“创造”分别跟前面的哪一个短语，跟后面的哪一个词相
照应?

7、“祖先”该怎么理解?比较：

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这人间奇迹。

8、最后两行在第一部分中起什么作用?(突出中心)

9、指导朗读。



(1~4行)写“奇迹”的出现和特点的句子怎么读?(惊喜地)

(5~6行)对“奇迹”抒情的句子怎样读?(赞美地)

(7~8行)写“奇迹”的创造者的句子又该怎样读?(敬佩并自豪
地)

10、将第一部分三方面内容分组读。生评议。

11、指名读，生评议。

12、齐读。

1、默读第二部分，然后画出作者感叹的`句子。

(京杭大运河谱写了动人的诗篇)

2、讲读。

(1)观察书中插图，填空并回答问题。

(2)比较：

像绸带飘落在大地。

像绸带飘洒到大地。

像绸带飘向大地。

前半句“北起首都北京，南到天堂杭州”在结构上起什么作
用?(过渡)

“动人”一词可否换成“不朽”?

3、指导朗读。



5、同学们不妨自己试着读一读。

6、指名说说两大部分读法的区别。

7、同桌可分两大部分互读，互相纠正读得不妥的地方。

8、指名读，其他同学闭眼体会，听后纠正。

9、师读两部分相同的前两句，男生读关于描写特点的两句，
女生读关于抒情的两句，齐读歌颂古代劳动人民的两句。

1、师：作者把长城和运河称作“人间奇迹”，你能说说“人
间奇迹”是什么意思吗?

2、为什么会把长城和运河称作“人间奇迹”呢?

3、生分组讨论，师巡视指导。

4、指名汇报交流。

5、引读：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6、生齐读这两句话。

1、师：学了这首诗歌你都明白了什么?还想知道些什么?

2、师小结。

1、有感情地背诵全诗。

2、学习写介绍长城运河的短文。

长城和运河



奇迹长城——连绵起伏曲折蜿蜒(像巨龙)

运河——银光闪闪伸向天边(像绸带)

级荷花教案篇十四

1、认识12个生字，会写“也、长、山、出”4个字，认识2个
笔画“竖提、竖折”和1个偏旁“耳刀旁”。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感受阳光的美好与宝贵，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朗读课文和认字是本课教学的重点。

【课时划分】

两课时。

文档为doc格式

级荷花教案篇十五

边长是()的正方形，面积是1平方分米。

边长是()的正方形，面积是1平方米。

2.比一比：1厘米和1平方厘米各有什么不同?

3.说一说：1分米和1平方分米，1米和1平方米各有什么不同?

4.填合适的单位



(1)课桌面宽3()。

(2)黑板面的大小3()。

(3)王刚身高150()。

(4)教室的地面的面积是50()。

5.下图中每个小方格代表1平方厘米。用数方格的方法，说出
图中每个图形的面积。

答案

1.1分米1米

2.1厘米(长度单位)1平方厘米(面积单位)

3.略

4.分米米厘米平方米

5.红色：6平方厘米绿色：4平方厘米

级荷花教案篇十六

1.相邻的两个长度单位之间的进率是()，每相邻两个面积单
位间的进率是()。

2.1平方米=()平方分米，100平方厘米=()平方分米

3.3米=()分米=()厘米3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

4.边长()分米的正方形的面积是1平方米。

5.长120厘米，宽30厘米的长方形的面积是()平方厘米，合()



平方分米。

二、在括号填上适当的数

1.500平方厘米=()平方分米

2.7平方米=()平方分米

3.2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

4.400平方厘米=()平方分米

5.0平方厘米=()平方分米

6.125平方米=()平方分米

7.600厘米=()分米=()米

8.83平方分米=()平方厘米

三、列式计算

1.把312平方厘米平均分成26份，每份是多少?

2.40平方分米里包含着几个50平方厘米?

四、应用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一块玻璃长25分米，8分米，如果每平方米要8元钱，每块
要多少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240厘米，长70厘米，求它的面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级荷花教案篇十七

(一)使学生理解连除应用题的数量关系，能用两种方法正确
解答，并学会新的检验方法．

(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初步渗透不变中有变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用两种方法解答连除应用题．

难点：理解第二种解法的意义．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准备

启发谈话：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连乘应用题，请大家看这道题．

(投影出示复习题)

三年级同学参观农业展览．他们平均分成2队，每队分成3组，
每组15人．一共有多少人？(用两种方法解答)



15×3×215×(3×2)

订正时请同学分别讲清算式的意义．

(二)学习新课

三年级同学去参观农业展览．把90人平均分成2队，每队平均
分成3组，每组有多少人？

默读题，找出已知条件和问题，分析题中数量关系．

(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

学生回答时，老师出示线段图投影片．

请同学在作业本上解答，几个同学写在玻璃片上，订正时用．
老师在学生做题时，行间巡视，个别指导，做到胸中有
数．订正时，每人看着投影说出每个算式的意思．(老师板
书)

(1)平均每队有多少人？

90÷2=45(人)

(2)平均每组有多少人？

45÷3=15(人)

(1)一共分了多少组？

3×2=6(组)

(2)平均每组有多少人？

90÷6=15(人)



这两种解法的解题思路，请同学分小组说一说、互相启发，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请别人解答．(让每个同学都有机会把自
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师：如果真的理解了解题思路，那么我们想一想怎样列综合
算式．请写在自己的作业本上．(几个同学写在玻璃片上)

订正时，老师板书．

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解法：

90÷2÷390÷(3×2)

=45÷3=90÷6

=15(人)=15(人)

同时讲清每种解法的思路：

第一种解法：用90÷2表示求每队有多少人，再除以3是求每
组有多少人．

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查呢？

(用一种解法检验另一种解法)

做一做：(投影出示)

商店卖出7箱保温杯，每箱12个，一共收入336元，每个保温
杯多少元？(用两种方法解答，再检验)

师：默读题、审题．先用分步计算，再综合列式．用两种方
法解答．(根据班上好、中、差三种类型同学，分别给他们玻
璃片，订正时老师选用)



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解法：

336÷7＝48(元)12×7＝84(个)

48÷12＝4(元)336÷84＝4(元)

336÷7÷12336÷(12×7)

＝48÷12＝336÷84

=4(元)=4(元)

答：每个保温杯4元．

订正时，请同学说明解题思路．

这道题做得对不对，请两个同学互相叙述一下检验的过程．

(三)巩固反馈

1．三年级有2个班，每班有43个同学，一共栽树258棵，平均
每个同学栽树多少棵？

选择正确的列式写在作业本上．

a．258÷2÷43b．258÷(2×43)

c．258÷43÷2d．258÷(43×2)

订正时请说明解题思路．

2．对比练习．

(1)百货商店卖出3箱上衣，每箱20件．每件12元．一共卖了
多少元？



作业：第104页第1题．

小资料〔解答应用题的检查和验算〕

解答应用题的验算，比较常用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二是对有不同解法的应用题，可以选用另一种解法求解，看
两种解法的答案是否相同．

课堂教学设计说明

板书设计

级荷花教案篇十八

(一)使学生掌握连乘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学会能用两种方法
正确地解答．

(二)通过分析解答应用题，培养学生分析推理的能力和灵活
解答应用题的能力．

(三)培养学生认真审题，初步渗透不变中有变的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分析数量关系，用两种方法解答．

难点：第二种解法．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准备

选择合适的条件和问题，再算出来．



(1)每层有4个教室．

(2)每个教室有6盏灯．

(3)每箱“可乐”有12瓶．

a．12个教室装几盏灯？

b．4箱“可乐”共多少瓶？

c．3层有多少个教室？

学生回答后，老师提问．

这三道题为什么都用乘法计算．

(因为都是求几个几是多少)

(二)学习新课

出示例1：

一个商店运进5箱热水瓶，每箱12个．每个热水瓶卖11元，一
共可以卖多少元？

分析已知条件和问题．

师：说出已知条件是什么？求的是什么？

条件：(1)有5箱热水瓶，(2)每箱12个，(3)每个11元．

问题：求一共可以卖多少元？

在学生审清题意的基础上，由条件入手，引导学生整体把握
两种解法的两种思路：



师：要求一共可以卖多少元，这里有三个条件，根据哪两个
条件可以直接求一个问题？

生：根据每箱12个和5箱热水瓶，可以求出一共有多少
个．(板书：5箱有多少个)

师：知道了一共有多少个，再根据每个11元，可以进一步求
什么？(板书：一共卖多少元)

这是一种思路，再想一想，要求这个问题根据这三个条件，
还可以先求什么？

(学生们讨论一下)

生：根据每个11元和每箱12个，还可以先求出每箱卖多少元．
(板书：每箱卖多少元)

师：求出了每箱卖多少元，与5箱结合，又可以求出什么呢？

(板书：一共可以卖多少元)

请同学们用两种方法，分步列式解答．

订正时，老师板书补充完整．

(1)每箱卖多少元？(1)5箱有多少个？

11×12=132(元)12×5=60(个)

(2)一共可以卖多少元？(2)一共可以卖多少元？

132×5=660(元)11×60=660(元)

答：一共可以卖660元．



师：我们把这两种解法，列成综合算式可以吗？请同学讨论
一下．

讨论后请同学回答．(板书)

11×12×511×(12×5)

=132×5=11×60

=660(元)=660(元)

说一说每一步表示什么意思？

第二种解法加括号是什么意思？(先求5箱有多少个)

师：想一想，这道题怎样检验？能不能用一种解法的结果检
验另一种解法？互相讨论一下．

然后请同学口述检验：(第二种解法5箱热水瓶共有60个，每
个卖11元，共卖660元，和第一种解法答案相同．第一种解法，
每个热水瓶11元，每箱12个，共卖132元，有5箱共卖660元，
和第二种解法答案相同)

(三)巩固反馈

1．根据复习题已知条件(1)(2)与问题c，编一道应用题．

(学生口头叙述，老师出示)

学校教学楼有3层，每层有4个教室、每个教室安装6只日光灯．
一共安装多少只日光灯？

(默读题、审题)



师：根据这三个已知条件，要求共安装多少只日光灯，可以
先求什么？还可以先求什么？

(用两种方法解答，观察计算结果是否相同)(指名写在玻璃片
上)

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解法：

6×4×36×(4×3)

=24×3=6×12

=72(只)=72(只)

学生做题，老师巡视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两个小队割青草，每个小队割3捆，每捆重8千克．一共割
多少千克青草？(用两种方法解答)

老师对上一题解答时出错的同学、重点辅导，看是否真正掌
握了．

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解法：

8×3×28×(3×2)

＝24×2=8×6

=48(千克)=48(千克)

订正后，进行选择练习．

3．选择正确算式．



(1)大生的集邮本里，每页贴3行邮票，每行贴5张，6页一共
贴多少张邮票？[]

a．3×5×6

b．5×3×6

c．5×(3×6)

d．6×3×5

(2)三年级有4个班，每班有40人，每人种3棵树，三年级学生
一共种多少棵树？[]

a．3×40×4

b．40×4×3

c．4×3×40

d．3×(40×4)

师生共同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连乘应用题，用两种方法解答，思路不同，
结果相同．

作业：思考第100页第4题．

小资料〔解答应用题的一般步骤〕

第四步是进行检验，书写答案．

课堂教学设计说明



级荷花教案篇十九

1米=()分米1分米=()厘米1平方米=()平方分米1平方分米=()
平方厘米

二、判断

(1)面积单位比长度单位大。()

(2)4平方米=40平方分米()

(3)50平方米和50米一样大()

三、一张写字台的台面长是13分米，宽是6分米。他的面积是
多少?合多少平方厘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