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精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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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一

1.会认葫、芦、藤、哇、盯、邻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反问句、感叹句的
不同语气。

3.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

学习重点：

有感情朗读，领悟寓意。

课前准备：

制作课文插图课件。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看过动画片《葫芦兄弟》吗？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有关
葫芦娃的故事，故事的题目就叫：我要的是葫芦。（板书课
题，齐读）

（二）指导看图，观察，比较：



首先请同学们看两张葫芦娃的图片，找一找，这两张图片有
哪些不同的地方？（课件出示两幅图，比较、说话师相机板
书）

（三）设疑、朗读感悟：

请同学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把整个故事读一读，并找一
找，故事的哪一段是写第一幅图的,哪一段是写第二幅图的。
（读读、找找）

（1）.

请同学们认真地把第一段读两遍，看看谁能把这三个词组补
充完整。

出示：

细长的

雪白的

可爱的

（2）.

填得多好啊！来，一起读读。（指导读词组，并结合识字葫、
芦、藤）除了葫芦藤，你还知道哪些藤？（指名说）

（3）.

这么可爱的小葫芦，谁愿意来读一读？（指导有感情朗读第
一段，句中结合学习哇）]

设疑：读了这两段话，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鼓励学生自



由提问）

（1）.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练读第二、三段。

（2）.指名说说为什么可爱的小葫芦最后会掉下来呢？

提示：同学们说得真不错！想听听葫芦兄弟是怎么说的吗？
（课件出示：葫芦兄弟的话）

（3）.讨论：听了葫芦兄弟的话，谁能把刚才的问题回答得
更好呢？指名说

（4）.指导有感情朗读第二、三段。（结合学习盯、邻）

师范读生模仿读多种形式练读

你们喜欢这个种葫芦的人吗？为什么？

从前，有一只勤劳的啄木鸟常常去给森林里的大树治病、捉
虫。有一棵大树却总是怀疑啄木鸟没安好心，以为啄木鸟看
起来是捉虫，其实是存心想要破坏自己美丽的皮肤。啄木鸟
一次又一次耐心地给它讲虫子的危害，可是都没有用。后来，
啄木鸟真的不再来捉虫了。最后，大树的树心被虫子蛀烂了，
成了一棵枯树。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二

认识“葫、芦、藤、哇、盯、邻”等六个生字。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了解植物的叶子和果实的关系，懂得与课文有关的事理。

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情感，使之乐于并善于开动脑筋，积极



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教学重点

正确认读生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葫芦的生长过程。
教学难点

弄清葫芦与叶子之间的密切联系。教具准备：自制课件、一
个葫芦。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师：今天，我们将学习一篇新的课文，名字叫做《我要的
是葫芦》。（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师：你们见过葫芦吗？谁能说说葫芦是什么样的？

3.指名答。（出示葫芦。）

4.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课文到底说了些什么。

二、初读课文，读通课文

1.自读课文，遇到生字多读两遍。

2.检查认读生字情况。

（1）指名读注音的生字。

（2）开火车读去掉拼音后的生字。

3.再读课文，并在自然段前标上序号。

4.分自然段读课文，想读哪个自然段就读哪个自然段。



三、精读课文，读懂课文

1.学生自由读课文，想想读懂了什么。

2.指名答。（结合学生回答，屏幕显示相应自然段，并进行
板书。）

（1）教学第一自然段。

师：课文中介绍了葫芦的哪几部分，各部分分别是什么样的？

指名答。（显示正确答案。）

齐读二、三两句话。

指导朗读：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哇！

师：那个种葫芦的人，看到小葫芦这么可爱，心情会怎样？

分男女生朗读该段。

（2）教学第二自然段。

师：叶子有了什么变化？（结合学生回答出示课件。）这些
蚜虫会怎样？可他怎么想？

指名读第一句话。

指名表演那个人说话的样子。

齐读该段。

（3）教学第三自然段。

同桌分角色朗读邻居和种葫芦人说的话。



师生合作分角色朗读，共同评议：

邻居此刻的心情怎样？应读出什么样的语气？

种葫芦的人着急吗？应用什么语气读？

学生自由组合并表演。

师：你们觉得他们俩谁说得有道理？

学生讨论，指名答。

课件演示：小葫芦和绿叶的对话——葫芦藤每天向叶子输送
养料，叶子再将养料输送给小葫芦。蚜虫吃绿叶，使它无法
输送养料。小葫芦因没有养料供给，随即变黄落下。

（四）齐读第四自然段。

四、扩展练习

1.小组讨论：种葫芦的人看到小葫芦都落了，会想些什么呢？

2.小组代表汇报讨论结果。

3.续讲故事：第二年，他又种了一棵葫芦，……

4.指名讲故事。

五、小结

师：在邻居的帮助下，种葫芦的人明白了叶子和果实的关系，
懂得了事物之间是相互有联系的，改变了过去只盯着葫芦，
不管蚜虫的做法，最终种出了他想要的葫芦。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我要的是葫芦》教学设计一,我



要的是葫芦，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培养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能
力。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植物叶子与果实的关系。

3、继续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

4、使学生懂得不能忽略一些细小的问题，并且懂得有错就改，
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而受损失的道理。懂得事物之间是有联
系的，不能孤立地看问题。

教学重点：正确认读生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葫芦的
生长过程。

教学难点：弄清葫芦与叶子之间的密切联系。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设计意图

一、创设情景，激趣导入。

1、师：同学们，你们见过葫芦吗？能把你知道的有关知识说
给大家听吗？



2、师出示葫芦图片，补充简介葫芦。

3、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关于葫芦的故事——《我要的是葫
芦》（板书课题，生齐读课题。）

读了课题你最想知道什么？生自由发言。

通过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引入本课。

开放性问题的提出让学生畅所欲言，从整体上感知本课。

二、学习本课生字和词语。

1、自读读课文，让学生边读边标出生字，画出新词。借助汉
语拼音读一读。

2、同桌开展相互间的学习。

（1）打开课后的生字表，分别读一读，如果读得不正确，进
行纠正，还可以借助工具书查一查，读准字音。

（2）两个人读一读画的新词，相互解答不明白的词义，利用
工具书查一查，看看解释。

3、教师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教师出示生字卡片，让学生读一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4、分段朗读课文。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读生
字。

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帮助学生认字，激发学生学习生字的兴
趣。



三、小组讨论。

1、请同学们再仔细地读一遍课文，看看自己读懂了什么？

2、把你自己的想法先在小组内说一说。

3、派代表说一说。

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让学生学会互相帮助，通力合作。给
学生更多的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体验成功的机会。

四、汇报交流。

(一)下面老师请同学们汇报一下你们小组的讨论结果，生汇
报时师注意适时指导一下几个重点：

1、第一自然段：

指导学生了解葫芦长的什么样子？

重点理解在“藤上挂了几个葫芦”这句话中，为什么
用“挂”而不用“看”或其他的词。（用“挂”生动、形象、
准确）理解句子“那个人每天都去看几次”（说明种葫芦的
人非常喜欢小葫芦）

2、第二自然段：

了解蚜虫对葫芦有什么危害？

种葫芦人的心理，他不治虫的原因的理解：盯着、自言自语

指导朗读，我的小葫芦，快长啊，快长啊！长的赛过大南瓜
才好呢！（用急切、赞叹的语气）

3、第三自然段：



重点指导朗读，用反问奇怪的语气，体会他不听劝告，满不
在乎的'心情。

4、第四自然段：

理解“更多了”“慢慢的”“一个一个都落了”让学生充分
体会种葫芦人内心的沮丧。指导学生用后悔、无奈、缓慢的
语气读。

（二）表演这个小故事。

比一比那组同学演得好。

鼓励学生的创新思维，尽量肯定他们有价值的意见，给予表
扬。

把朗读作为孩子们抒发自己心中感悟与品味语言的最佳方式。

通过表演进一步地体会故事中人物的心理，入情入境的表演
使学生更好地揣摩人物的语言和语气。

五、拓展延伸。

1、小组讨论：种葫芦的人看到小葫芦都落了，会想些什么呢？

2、小组代表汇报讨论结果。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什么道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事物之间
是有联系的，如果只顾葫芦，不管叶子，到头来，葫芦也长
不成。)

3、续讲故事：第二年，他又种了一棵葫芦，……

4、指名讲故事。



加深并巩固对课文的理解，并同时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第二课时

1、认读本课生字卡片，组词，并说句子。

2、小组讨论如何记忆字型，如何把字写好看。

3、指导重点字的书写。

挂：右边的“圭”由两个“土”字组成。

邻：左右结构，左边是“令”，不是“今”。

居：认识“尸”（尸字旁）。半包围结构。

4、学生独立描红书写。

流记字方法，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并及时提醒学生正确的
写字姿势。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四

[ 片断一 ] 

（学生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唯恐老师不点他回答。） 

生：早听邻居的劝告，不就没事了吗？ 

生：（一脸的迷惑）我的小葫芦怎么会掉了呢？ 

师：是呀，你的小葫芦怎么会掉了呢？小朋友们能告诉他吗？
 

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呀，你没有听邻居的劝告呗。 



生：叶子和葫芦的关系大得很！可你不知道呀。 

生：（长叹一口气）唉！我真后悔。原来蚜虫有那么厉害呀！
 

生：我喷了药就好了。唉！ 

生：还有下一次的话，我一定要听邻居的劝告。 

生：看来，邻居说的话一点也没错。 

生：我怎么这么笨呢，早问一问邻居怎么治蚜虫就得了。 

生：哦……原来叶子与葫芦之间有这么大的联系。 

[ 反思 ] 

[ 片断二 ] 

生：我会用药打死虫子。 

生：还不能随便买药，要不然会伤害叶子和葫芦。 

生：我使用杀虫剂。 

生：老师，我会听邻居的意见或去问别人。 

生：让爸爸妈妈帮忙。 

师：你们在课文中受到的启发可真不小哇。 

生：我用开水把虫子烫死。 

生：我会网很多的七星瓢虫，放到叶子上去吃蚜虫。 



师：你的想象真是与众不同。夸夸他。（全班一起夸） 

生：我用手捉虫子，然后踩死。 

（众多学生反问：你捉得完吗？） 

生：（说捉虫的学生发言）我天天去捉，总有一天会捉完的。
 

生：我发明一种吸虫的机器，专门吸叶子上的蚜虫。 

生：我用烂菜叶去引走蚜虫。 

师：蚜虫也想美味一吨，吃到新鲜可口的嫩叶，你的烂菜叶
它感兴趣吗？ 

生：（摇摇头）那我就用新鲜的嫩叶去引走蚜虫。 

生：我重新种葫芦。 

师：老师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肯定还会想出更好的办
法。 

生：我找专门消灭蚜虫的书帮忙。 

师：（称赞）你真是一个肯钻研的学生呀！ 

[ 反思 ]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五

1、认读本课的11个生字，认识3个生字。

2、能正确读出要求学会的词语。



3、通过看图和学文，了解葫芦的叶子和果实的关系。

1、课前让学生收集葫芦的实物和图片。

2、葫芦的实物、《我要的是葫芦》的图片、词语卡片。

目标1、3

2课时

同学们，(指着葫芦实物)这是什么?。)

把种子放在地里后，可爱的小葫芦又是怎样长出来的呢?我们
读懂了课本上的这个故事，就会知道了。(齐读课题：《14我
要的是葫芦》指导读好“葫芦”一词，注意“芦”字要读轻
声)

1、提出自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标出自然段。(学
生根据要求独立读课文。)

2、检查朗读课文。看图，图上有什么?这些内容在课文的那
一段?谁来读一读?他读得怎么样?(学生评议学生读的字、词
的正确读音。并出示本课要读好的词语：葫芦藤、挂了、一
些)

3、谁认为自己比他读得更好?好，我就请你当一当小老
师。(让学生跟着学生读，进一步熟悉第一段。)

指导朗读，那个人看到这么可爱的小葫芦，心情怎么样?比一
比，看看哪组读出了高兴的心情?(分组比赛读)

5、观看枯萎的葫芦的图，这么可爱的小葫芦都怎么样了?这
些内容在课文的哪一段?看到葫芦变黄了，落下来了，心情怎
么样?(伤心)我们来比一比，男同学和女同学谁能读出伤心的
语气。(男女同学比赛读，并相机纠正读音。板书“变黄都落



了”)

1、读了第四段后，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预设学生心
理：为什么可爱的小葫芦会慢慢地变黄了，一个一个都落
了?)

2、请四人小组合作找一找，在课文里找出为什么。哪组有发
现?(让四人小组集体汇报，并出现相应的图片和动画，画出
重点的词、句：

“盯着”的意思。

“有几个虫子怕什么!”这句话说什么。

3、认读二、三段的词语。

1、说学了这篇课文后你有什么体会?(预设学生的回答：1、
叶子和果实有关系是很密切的。2、种果实一定不仅要浇水、
施肥，还得捉虫才行。3、要虚心听取别人好的建议等)

你还知道哪些事物是有联系的，我们应该怎样做好它?

3、总结谈话。原来葫芦的叶子和果实是有关系的，以后我们
做事可不能像这个人那样，不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结果一
无所获。

1、熟练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1、 指名朗读课文，注意语气

2、 开火车读生字。再次纠正发音。

1、出示要学写的生字，让学生观察：

同结构的字是：盯、治、棵、挂、哇、怪、慢、



同偏旁的字是：怪、慢。

同部件的字是：挂、哇

2、说说写这些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3、学生观察后，在练习写。

4、组词练习。

1、 填一填：

( )的葫芦藤 ( )的葫芦花 ( )的小葫芦

2、 找出部件相同的字

哇—(蛙)—(洼)—( ) 盯—(顶)—( ) 棵—( )—( )

出示课后的句子：

1、 指导朗读句子，体会不同标点符号表达的意思。

2、 你想对中葫芦的人说些什么?

7、我要的是葫芦

长满了绿叶 生了蚜虫 虫更多了

可爱的葫芦 不用治 变黄都落了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六

第二年，那个人又种了一棵葫芦。也是每天去看几次，他吸
取了去年的经验，发现了蚜虫立马清理掉，他说：“小葫芦
你快长大吧，长得比大南瓜大才好呢！”



那邻居又看见了，对他说：“你的葫芦要浇水施肥，你看叶
子都变黄了。”那个人说：“不用那么麻烦，我要的是葫芦。
”

没过几天，叶子都枯了，小葫芦也枯了。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七

来年春天，那个人又种了一棵葫芦树。葫芦树越长越大，葫
芦藤上长满了绿叶，挂了几个可爱的小葫芦。过了几天，他
看见叶子上又爬了一些蚜虫，这次，他吸取了去年的教训，
赶紧跑回家拿出杀虫剂喷洒在葫芦叶上。慢慢地，叶子上的
蚜虫全死了，小葫芦长得又大又圆，一个个赛过大南瓜，他
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八

第二年，种葫芦的人又种了一棵葫芦，后来，小葫芦发芽了。
小葫芦一发芽就开始疯狂地茁壮成长，那个人也每天来盯着
那些小葫芦。有一天，那个人又一如既往的去看那些小葫芦，
他看到他的葫芦已经很大了，所以他心满意足的回了家。次
日正午太阳高照，那个人又去看他的小葫芦，他发现叶子上
有许多蚜虫。那个人心想：“我要吃一堑长一智”那个人立
马把蚜虫赶了下去，很快，小葫芦长成为大葫芦，那个人高
兴的一蹦三丈多高。

我要的是葫芦说课稿免费篇九

第二年，种葫芦的人又种了一棵葫芦。春天，细长的'葫芦藤
上长满了枝叶，慢慢地开了雪白的小花。过了一段时间，葫
芦藤上挂满了小葫芦。到了秋天，叶子上又生了芽虫，种葫
芦的人吸取了去年种葫芦失败的教训，他赶快把枝叶上的蚜
虫消灭掉。后来，种葫芦的人收获了很多又大又圆的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