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教学设计一等
奖(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大党峪小学 周慧荣

一、教材分析

本文是鲁迅诸多优秀回忆性散文中的一篇。写了他童年时，
因为风筝与弟弟发生了一次无法补过的误解和冲突，内心充
满了深深的愧疚。笔触细腻，情感凄婉，适合于用声情并茂
的朗读，来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学时运用多媒体手段激
情引趣，以情感角度切入，运用朗读教学，以多种形式的读
将多种能力的训练渗透其中。把自主权还给学生，给学生搭
建一个锻炼自我、展示自我的舞台，解放其思想和个性，形
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他们在“学中乐”，
在“乐中学”。

这篇课文思想深刻，主题的理解是多向的，要引导学生多角
度，有创意地理解主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设计时从学
生实际出发，抓住亲情，创设了一个与作品中人物对话的活
动。让学生进入文本，充分解读，完成角色互换。从而拓展
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在
培养能力的同时，关注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获得审美的重塑与提高。

二、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本文传神的动作、心理活动描写。

2、合作探究，体会作者情感。

3、学习作者敢于承认错误的自责自省精神。

三、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理解课文内容，
四、教学难点: 学习作者的自省精神。

五、教学准备: 教师课前制作多媒体课件.六、教学过程

（一）概括主要内容

本文围绕风筝，讲述了“我”和弟弟之间怎样的故事？用自
己的话简单复述。

(二)细读文本，思考感悟。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思考作者和弟弟分别给你留下了什么
印象？从文中哪些词句中体会到的？边读边做标注。

2、集体交流： 预设： 弟弟的形象

a生：第三自然段“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
”可以看出他很瘦弱。

b生：第三自然段“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
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
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通过“张着小嘴，呆
看着出神，惊呼、跳跃”我体会到了弟弟喜爱风筝、天真、
活泼。

师：作者抓住了人物的什么描写？ 生：神态描写、动作描写



来。还有谁来读一读？

c生：第4自然段“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
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通过“惊惶”、“失了色”可以
看出弟弟很害怕哥哥，也很软弱。

师：“惊惶”是什么意思？ 生：惊恐的意思。

师：“失了色”是什么意思？

生：变了脸色，追问因为什么变了脸色？因为害怕哥哥，可
见哥哥平时也是这么不苟言笑、非常严厉的。

师：这段又描写了弟弟的什么？（神态）师：带着感情读一
读。指名读。

d生：第4自然段“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
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
着，将要完工了。”弟弟的风筝做得精致，可见弟弟花心思
了，他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师：说得很好。谁来再读一读。

3、师：咱们总起来说一下，弟弟是个怎样的孩子？（板书：
天真、活泼、聪明、软弱）

4、哥哥的形象

师：哥哥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生：第四自然段，“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
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
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
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



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
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从这些语句中我感受到哥
哥是一个野蛮粗暴的人。

师：这段抓住了人物的什么描写？ 生：动作描写

生：第五、六自然段，“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
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
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
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
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
堕着。”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了作者内心非常沉重。哥哥是
个勇于自省、勇于自我剖析的人。

师：这两段文字作者又抓住人物的什么描写？ 生：人物的心
理描写。

师：哥哥的内心是沉重的，深深地忏悔，谁能试着有感情地
读一读。指名读。评价

师：谁再来读一读。指名读。c师：哥哥还给你留下了什么印
象？

生：哥哥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想到了两种讨弟弟宽恕的
方法。在课文第7、8段。“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
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
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
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
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生：自责、愧疚、后悔......师：他为什么后悔？

生:“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而我
却不许弟弟放风筝，还把他快要完工的风筝抓断塌扁了。

师：是啊，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不准儿童游戏无
异于虐杀儿童的天性。作者扼杀了小兄弟喜欢游戏的天性。
被虐杀的虽然只是一只风筝，可是同时受到伤害的却是一颗
本来应该受到爱抚的稚嫩的心。

三．深化主题，拓展延伸。

师：哥哥并不是个冷血的哥哥，他如此粗暴的干涉弟弟对风
筝的喜爱，是因为他不爱弟弟吗？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
观念落后。

鲁迅的文章往往都有所指，都对旧的封建制度进行批判。还
记得《我的伯父鲁迅先生》里那句话吗？“四周黑洞洞的，
还不容易碰壁吗?”“黑洞洞的”指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势力。

那么这篇文章通过对风筝的回忆，鲁迅又在抨击什么呢？ 学
生交流：落后的教育观念、对儿童天性的抹杀、家长式的管
理、长幼尊卑的秩序。

师：这些都是鲁迅挖掘到的酿成风筝悲剧的社会原因，正是
陈旧的社会观念造就了哥哥的粗暴无礼。还好鲁迅是个极具
自行精神的人，他意识到了，并且用生动的文章进行揭露，
引起人们深思。

四、总结升华

1、说说你学了这篇文章之后的感受。

2、这篇课文有哪些写法值得我们学习？（人物动作、神态、



心理刻画得好）

五、布臵作业。

1、摘抄文中的好词佳句。

2、练习背诵第一自然段。

板书设计：

风筝

弟弟：天真 活泼聪明 软弱 神态 动作

心理 哥哥：粗暴 蛮横

自我反省 勇于认错

附原文：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
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
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
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
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
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
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
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
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
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
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



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
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
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旧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
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
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
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
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
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
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
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
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
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
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
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
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
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
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
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
着。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
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
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
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
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
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
们渐渐谈起几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



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 我想，他要说了，我即
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
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
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
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宫利杰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学生抓住人物神态、
动作、语言体现人物的品质。

2、让学生体会到尊严的可贵之处，从而使其在日常生活中，
自觉维护自己及他人尊严。 教学重点：

通过文中对年轻人的神态、动作、语言的描写，体会人物的
内心世界。

教学难点：

透过年轻人的言行体会人物的品质，以及分析杰克逊大叔对
女儿说的谈话，认识这种自尊的可贵。教学准备：多媒体课
件 教学课时：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整体回顾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7课，请同学们齐读课题。

2、听写词语：尊严

疲惫不堪

例外

捶背

僵硬

许配

3、回忆课文主要内容。

过渡：同学们，哈默坚持用劳动换取食物，赢得了杰克逊大
叔夸赞，齐读：“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百是个
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二、研读课文

（一）自学提示

默读课文2—5自然段，找出哈默与杰克大叔的对话，并用笔
在书中标注出来，注意哈默说话时的动作、神态，看年轻的
哈默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二）汇报交流 第一次对话：

课件出示：“先生，吃您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儿需要我



做吗？” 重点指导：

2、感受年轻人尽管饥饿，但他的态度依然坚定不移，坚持吃
饭前必须做活儿。

3、指导朗读，表现出哈默态度真诚······ 第二次对
话： 课件出示：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结上
下动了动，说：“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
动，就得到这些食物！”

2、指导生朗读体会。

3、你注意到他说话时的神态和动作了吗？（目光顿时灰暗了，
喉结上下动了动）谈谈感受。

4、读对比句的表达效果好？好在哪？（目光顿时灰暗了，喉
结上下动了动和目光暗了，喉结动了动）。

5、看来人物一个神态的变化也能让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人物
一个细微的动作也能让我们了解他的想法。

6、我们抓住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透视了人物的内心，了
解了人物的想法，让我们一起读读这句话，体会哈默此时的
感受。

是啊，是做人的尊严支撑着他！我们再次朗读整句话，体会
哈默那与众不同的人格。第三次对话：

课件出示“不，我现在就做，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在吃这
些东西！”年轻人站起来说。

1、此时哈默的心情是怎样的？

2、指导朗读。



3、关注动作的句子体会狼吞虎咽。哈默得到食物与其他逃难
者得到的一样吗？怎么不一样？（其他逃难者的食物是别人
白给的，而哈默是靠劳动换来的。）

（三）杰克逊的品质

1、朗读三次对话，感受杰克逊大叔是怎样的人。（尊重他人）

2、侧面描写，突出哈默有尊严。

三、感受尊严

1、课件出示：“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
富翁，因为他有尊严。”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小结：虽然现在这个年轻人什么都没有，但他有尊严，他会
成为富翁的！。他诚实劳动，讲究做人的原则，自立自强必
将决定他拥有一切。他现在是精神上的富翁，因为他具有坚，
强的意志，高尚的品格，超凡的人格力量，这必将也会使他
成为金钱和物质上的富翁。

2、此时，你觉得什么是尊严？

四、总结写法

1、抓住文中的重点词语，通过朗读感悟，体会人去品质。

2、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丰富人物的形象。

五、课外拓展

运用刚才的学法，读一读《微笑》。

1、自读短文，通过短文你懂得了什么？



六、写字指导

1、观察字形

2、教师范写，生书空。

3、生在田字格书写。

六、板书设计

7尊严

哈默：自爱

自强

自尊

杰克逊：善良

尊重他人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天窗的特殊感情，
激发学生通过窗户看世界的情趣。

2.抄写佳段佳句。

教学准备

师生共同搜集有关天窗的资料。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引入

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篇课文《天窗》是著名作家茅盾写的，
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相信大家学习后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二、自学课文

（1）通读课文。

（2）画出不理解或有疑问的字词和句子，提出自己不明白的
问题。

三、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对课文中心质疑

1?完成练习，出示填空：

乡下人在屋间开了一个小方洞，装了一块玻璃，叫做。时，
时，在黑洞似的屋里，小小的天窗是孩子唯一的慰藉，这小
小的一方空白是神奇的。

学生讨论、交流，请一位同学把这段话连起来读一读。

2?质疑

（1）为什么说天窗是神奇的呢？

出示文章最后一段，齐读。

（2）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段话很难理解？有什么问题？

四、学习重点段，解疑

1?看看插图，结合课文内容，为什么说天窗是孩子们唯一的



慰藉？

2?慰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天窗是慰藉呢？（读4~6段）

3?透过这扇天窗，文中的孩子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分别用和在文中找出。

看到想到

雨脚在那里卜落卜落跳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
地扫荡了这个世界。

带子似的闪电一瞥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这
么十倍百倍。

一粒星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

一朵云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

掠过的一条黑影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
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

我们把孩子所看到的和想到的连起来读一读。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1、帮助学生积累词语，学习课文把事物描述得更形象、生动。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
的慰藉”。体会作者对天窗的特殊感情。

3、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教学重难点



理解“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的慰藉”，体会作者对天窗的特
殊感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题。

1、通过谈话简要了解文章的作者及创作背景。

2、指名学生分段读课文，检查读书情况，注意正音。

二、发现文中的语言密码，积累语言，学习写法。

1、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景物、动物。

屋子，闪电，云彩

星，蝙蝠，夜莺，猫头鹰

2、学习比喻句

在文中作者是怎样形容它们的呢？

地洞似的屋里

带子似的闪电

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

理解比喻词“似的”



3、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仿说比喻句。

4、出示写夜色的一组

星——闪闪烁烁可爱的星

蝙蝠——灰色的蝙蝠

夜莺——会唱歌的夜莺

猫头鹰——霸气十足的猫头鹰

男、女分角色读竖着读

5、比一比这两组词语，说说自己的感受。

三、学习课文，理解主要内容。

好的读者还要会问。猜一猜，学习这篇文章，老师可能会问
那些问题？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问，教师重点指导：

1、什么是天窗？

2、为什么说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得感谢的，活泼会想的
孩子，怎样从无中看出有、虚中看出实。

好，课文的那几自然段具体写了透过小小的天窗孩子们
从“无”中看出了“有”、“虚”中看出了“实”。

板?无?有?虚?实

3、结合课文理解“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你唯一的慰藉。”



“慰藉”是什么意思？

句子中的“你”指的是谁？

“这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

（夏天阵雨来了时）小小的天窗是孩子们唯一的慰藉

（晚上，当他们被逼着上床去“休息”是）小小的天窗又是
孩子唯一的慰藉。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理解“唯一”。

课件出示文章第四、第六自然段。自由读读这两段话，透过
字里行间，你能发现这是一群怎样的孩子。体会孩子们认识
外面世界的迫切渴望。

指导朗读

4、这小小的天窗又是怎样安慰他们的？怎么成为了他们唯一
的慰藉的呢？

快速从课文中找到答案

a学习课文第五自然段

指名朗读这一段

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脚在那里卜落卜落跳，你会看
见带子似的闪电一瞥，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雪这电，怎样猛
烈地扫荡了这个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
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

指导理解朗读



师读：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点在那里跳，你会看见
带子似的闪电一瞥。

听出了什么？

雨点跟雨脚不一样吗？

对啊，雨点它有脚，它光着脚丫在那儿卜落卜落跳，跳得那
样轻快。

“一瞥”是什么意思？闪电它有眼睛啊，它飞速地看了你一
眼。

指导朗读，读出想象中风、雨、雷、电的威力无比。

b学习课文第七自然段

夏天的夜晚，孩子们又透过小小的天窗看到了什么呢？请默
读第七自然段，用“——”画出看到的，用……..画出想象
到的。

汇报：

看到：——想到：

一粒星——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

一朵云——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

一条黑影——灰色的蝙蝠

会唱的夜莺

霸气十足的猫头鹰



夜的美丽与神奇，就这样在你的想象中展开。

亲爱的孩子们，透过那小小的天窗，仰望头顶的星空，你会
想的什么呢？

训练说话出示图：

秋天来了，当你透过小小的，看见飞过的一只大雁，你会想
到：

北风呼啸，当你看见一朵洁白飘逸的雪花，你会想到：

活泼会想的孩子就这样从无中看出有、虚中看出实。小小的
天窗成了他们唯一的慰藉。

四、总结升华，体会情感

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说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
得感谢的。

指名汇报

小结：是啊，当门窗紧闭，屋子黑得地洞里似的时，只有这
个小小的透明玻璃，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的世界，
通向广袤宇宙的窗。所以作者说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
是应得感谢的。

引读课文第八自然段

小小的天窗，带给孩子们无限的想象（板）

理解文中第八自然段的“天窗”为什么要加上双引号呢？

天窗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天窗是孩子们想象的窗口，
也是孩子们心灵的窗口，揣着一颗向往美好的心，才能打开



想象的窗，让心灵通向更多更广袤的美好世界。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内容标准：

1. 归纳昆虫、鱼类动物的共同特征。

2. 认识常见动物昆虫、鱼类。

3. 观察昆虫、鱼类实物或标本或观看多媒体软件，指认一些
主要器官。

4. 认识动物运动方式的多样性。

教学目标：

科学知识

1. 认识昆虫类和鸟类，归纳某一类动物的共同特征。

2. 观察昆虫类、鸟类的实物或标本或观看多媒体软件，指认
一些主要器官。

能力培养

1. 培养观察、记录、归纳、判断的能力。

2. 学习比较的方法。

3. 学习通过研究代表动物而归纳出该类动物一般特征的方法。

4. 学习利用网络资源开展交流活动。

情感态度价值观



1. 乐于与人合作。

2. 培养爱护小动物的情操。

3. 感受动物世界的多样性。

设计意图

“蜻蜓与麻雀”是“生物大家族”这一单元的第一课。本课
先从动物不同的运动方式入手，以 “空中飞”的运动方式，
把昆虫（代表动物为“蜻蜓”）与鸟类（代表动物为“麻
雀”）两大动物类群合为一课来进行学习，引导学生运用比
较学习的方式，在观察比较各类动物身体结构的异同的基础
上，归纳出各大类群动物的基本特征。

本课是认识鸟类和昆虫类动物。主要包括观察、比较麻雀和
蜻蜓的运动器官和外形特征，归纳鸟类、昆虫类的一般特征，
并依此对一些常见动物进行判断和分类。

教学流程

观察――提问――观察――实验记录――交流――运用。

重点难点

经历观察、记录、归纳、判断等的研究，认识昆虫类和鸟类，
从而归纳出某一类动物的共同特征。

教学准备

蜻蜓与麻雀的标本、视频影片等，其他昆虫类、鸟类动物的
标本、图片等。

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

导入：出示课本图片。

目的：创设活动情景，引出探究活动的问题。

二、活动一：观察和比较蜻蜓和麻雀的翅膀

导入：蜻蜓和麻雀能在天空飞行，靠的是什么？（答：翅膀）

它们的翅膀一样吗？

讨论：学生结合生活经验进行猜想。

引导：我们要通过哪些途径才能知道它们的翅膀是否一样？
（答：观察实物或标本）

观察：各小组领取蜻蜓和麻雀标本，观察并记录。

交流：各小组进行汇报与交流。

目的：通过对实物或标本观察，知道蜻蜒和麻雀的翅膀是不
同的。如果翅膀是光滑，透明，有脉纹，较薄，无骨骼的，
就是蜻蜓的，蜻蜓的翅膀应该有两对；如果翅膀是外披羽毛，
较厚实，内有肌肉和骨骼的，就是麻雀的，麻雀只有一对翅
膀。

三、活动二：观察和比较蜻蜓和麻雀的外形

导入：蜻蜓和麻雀外表上只是它们的翅膀不同吗？外形上还
有其它不同吗？

出示蜻蜒和麻雀的图片。

讨论：蜻蜓和麻雀的外形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如何观察才能



科学地了解蜻蜓和麻雀的外形？

观察：观察蜻蜓和麻雀的图片，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观察，
并做好记录。

四、活动三：寻找蜻蜓和麻雀的伙伴

导入：出示鸽子和鹦鹉的标本（或图片）。也可以另找两种
其他鸟类代替。

问题：你认识这两种动物吗？它是蜻蜓的伙伴，还是麻雀的
伙伴，为什么？

活动：观察鸽子或鹦鹉标本，寻找它与麻雀的共同特征。

归纳：鸟类具有共同的特征。

活动：播放《寻找蜻蜓和麻雀的伙伴》flash课件，在给蜻蜓和
麻雀找朋友游戏中了解昆虫和鸟类的外形特点。

目的：结合分类情况讨论两类动物外形上的共性，认识鸟类
和昆虫类。

五、课堂小结。

首届诺贝尔奖颁发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六

伴着新课改之路一直走到现在，真是几多欢喜几多忧。但思
考更多的是怎样把课改与实际教学融为一体，能更好的体现
课改精神，创出一片新天地。无独有偶，日前，笔者听取了
本校一位从头参与课改而颇有研究的老师所讲人教版四年级
下册《麻雀》一课，深刻地感受到了课改所带来的崭新的思
想与益处。现采撷课堂中几朵美丽的小浪花共同探析，享受
其所蕴涵的真挚情感。



片段一：整体感知，奠定感情基调。

师：刚才咱们读了课文，课文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说
说它给你的大致的印象，好吗？

生：（学生将课本内容基本复述了一遍，师一边听，一边在
黑板上板书关键字：掉、落、退）

师：通过刚才这位同学的复述，我们知道了故事发生在它们
中间（出示小麻雀、老麻雀、猎狗的教具，分别放在“掉、
落、退”这三个关键字上面，如图所示：

（小麻雀）

掉

（老麻雀）

（猎

狗）

落

退

师：（指板书）谁能看着它们，把它们之间的故事用简单的
话说一说呢？

生：一只小麻雀正在巢里快乐的唱着歌，忽然一阵大风刮过，
把快乐的小麻雀吹了下来。恰好被一只打猎归来的猎狗看见
了，它想美餐一顿，于是慢慢的靠近小麻雀。小麻雀惊恐的
睁大了两只眼睛。忽然，觅食归来的老麻雀见到爱子正遇到
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从树上飞了下来，猛落在猎狗面前。
狂妄的猎狗没料到老麻雀会这么勇敢，她不由得往后退，往



后退。

（评析）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多搞“唯教材论”，在读文章的
基础上，学生只要简单的复述出主要内容即可，对于其进一
步的思维发展和要求则熟视无睹，无形之中压制了学生对情
感的进一步渗透。而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
方面就是教学方式的变革，它要求教师确立学生是学习主体
的意识，真正把学生看成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有一
定认识能力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因此适当
拉长孩子们的思维空间，能够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章，从
而奠定感情基调。就如本环节让学生根据关键词小麻雀、老
麻雀、猎狗三者之间的关系编拟故事情景一样，既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又使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充分的调动了起来，
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表现着，贴近了与文中对象之
间的距离，把自己也融入了进去，使得感情的抒发与接受更
自然了。

片段二：纯真的童心释放着善良的感受。

师：同学们，刚才有位同学在同我交流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读
第三自然段的时候，他感到特别的紧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儿，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大家自由的读一读这段话，看看你
看到了一只怎样的小麻雀。

生：我看到的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麻雀。

生：我看到的是一只可怜的小麻雀。

生：我看到的是一只孤独无助的小麻雀。

生：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多想去救它啊！



师：“孤单无助”？你看到了什么使你有了这样的感觉呢？

生：“它呆呆的站在地上，无可奈何的拍打着小翅膀。”

师：同学们，请看——动画展示小麻雀从树上掉下来的情景。
播放背景音乐：风声和不断的狗叫声。“风猛烈的摇撼着路
旁的梧桐树，一只小麻雀从树上掉了下来，它刚出生不久，
多么可爱。可现在，她又是那么无助、可怜！一起读这段话。

（评析）

片段三：情自深处来。

师：真紧张啊！老麻雀与猎狗之间的搏斗即将开始，想象一
下，结果会如何？

生：可能老麻雀会被猎狗吃掉。

生：可能老麻雀与小麻雀都会被猎狗吃掉。

生：因为它太爱自己的孩子了。

生：因为它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被猎狗吃掉。

生：因为它要不惜一切来保住自己的孩子。

生：因为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它飞了下来。

师：是的.，我们一起读：“在它看来，猎狗是个多
么······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它飞了下来。”

师：那么这种“强大的力量”指的是什么力量？

生：是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



生：是伟大的母爱。

师：是的，同学们的发言都在说明着一个天下亘古不变的道
理，那就是无论动物还是人类，当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它
的父母会挺身而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再来
读读这两段话，你们想怎样读就怎样读。

师：同学们，作者屠格涅夫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当他看到
这一幕，同样为之感动。在原文的结尾，其实还有这样一段
话：是的，请不要见笑。对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对它
的爱的激情，我是怀着虔敬之情的。我想，爱比死，比死的
恐惧更强大——只有它，只有爱，才维系着生命，并使它充
满活力。读到这，此刻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请写下
来。

师：谁能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说一说，我们来共同分享这母爱
的伟大。

生：老麻雀为了救小麻雀，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全。这让
我想到了我的妈妈，为了能让我快快乐乐的成长，她每天起
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赚钱，这都是为了我呀！我
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回报妈妈。

生：我为小麻雀感到骄傲，她有一个多么伟大的妈妈啊！

生：世上最伟大的就是妈妈，最温暖的地方也是妈妈的怀抱。

师：是啊！听到同学们这令人感动的话，我不由得想起了诗
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
密缝，报得三春晖。”母爱是多么伟大，但父爱同样也是伟
大的。父母都是我们应该用心灵去珍爱的人。

······



······

（评析）

课上到这，感情的闸门已控制不住。学生争抢着叙说自己对
妈妈的爱以及以前因不理解妈妈做了错事而产生的深深的内
疚之情。整堂课上到这儿已达到了一个感情的高潮。蕴积已
久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迸发和释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效果，
我想是与老师充分发挥了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激发了学生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分不开的。注重情感体验，发挥学生个性化
的行为，是《语文标准》关于阅读的基本要求。因此，在本
环节中，教师注意了去引导学生去由文及己体验这种感情，
把文章中诸多的感性因素牵引出来，共同品味体验，从而使
丰富多彩的人性感情得以充分表现。

课上完了，作为旁听的我还久久不能从老麻雀那深深的母爱
之情中走出来，孩子们也是，他们更多希望的是老麻雀与小
麻雀今后能够平安快乐的生活着，其实，这也是他们对自己
的一个希望，希望自己能够在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下
更幸福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