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汇总8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
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学习目标：

1.通过抓重点词句、边读边想象画面等方法，理解大猫的性
格古怪，体会老舍先生对猫的喜爱之情，感受对生活的热爱。

2.激起学生热爱生活的情趣，激发课外观察动物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重点：在阅读中体会“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了解作者
是怎样写出猫的性格特点的。

难点：初步尝试比较阅读的方法，体会不同作家写猫的异同。

教学准备:

学生：预习课文、了解老舍。

教学过程：

一、借助谜语导入新课。

1.揭示课题。

2.复习导入新课。



二、自主学习

1.出示学习目标。

自主尝试：

1、大声朗读读课文第1---3自然段，说说这三个自然段是围
绕那一句话写的。

2、大花猫的有哪些古怪性格？找一找，用横线把它画出来。

3、从你发现的猫的性格特点中，你还可以发现老舍先生笔下
的猫的性格是                    的。

4、从作者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什么？

2.学生自学。

3、全班交流。

三、重点研读，理解“古怪”。

（一）创设情境，理解“古怪”。

1.初步感知：读第一自然段，发现猫的哪些性格？找一找，
用横线把它画出来。

2.理解“贪玩” ：通过朗读展现猫的贪玩。结合学生的生活
经验，品读老舍先生对贪玩的猫的宽容与喜爱。创设情境，
通过朗读品味老舍先生的语言，升华情感。

3.理解“尽职” ：理解词语“屏息凝视”。亲身体验“屏息
凝视”，体会猫等老鼠的决心，感受猫的尽职。指导朗读，
感受猫的尽职。



5、过渡：作者通过细致的观察猫，才把猫的性格特点写得具
体。作者不但描写具体，写法也独到，请比较两组句子。

a句能换成b句吗？为什么？

a、说它老实吧

b、它很老实

a、说它贪玩吧

b、它很贪玩

6、学生讨论

8小结：透过对立、矛盾的性格，体会猫的性格的古怪。

（二）进一步理解猫的性格“古怪”。

1.自主发现：自读第2、3自然段，找出其他矛盾的性格，体
会古怪。

2.汇报交流：

（1）理解“蹭”、演动作、谈想法。

（2）理解“印”“画”上几朵“小梅花”等重点词句，说这
时大花猫又在想什么？体会其中流露出的老舍对猫的喜爱之
情，指导有感情朗读。

（3）a句b句哪句更好？为什么？

a、•••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



b、•••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黑点。

3、理解“丰富多腔”“长短不一”等词语。

4、指导进行表情朗读。

5、一读而过第三自然段，以“我们家的大花猫的确（实在）
勇猛”为中心说一段话。

四、领悟写作方法。

五、课堂小结。 六、布置作业。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一、导入新课：

师：你对它了解多少？请把你课前搜集到的关于鲸的资料与
同学分享一下。

2、老师也找了一些图片，想看吗?听了同学们课前搜集的资
料和看了老师的图片，你觉得鲸是一种怎样的动物，用一两
句话说说。

3、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鲸”这篇课文，看一看作者向我们
介绍了有关鲸的那些知识，是怎样介绍的。（齐读课题）

二、整体感知

1、请大家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边读边想，课文中每
个自然段都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2、汇报 a、学习生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课文的每个自然段分别向我们介绍了
什么？板书：

大小

演变

种类

吃食

呼吸

睡觉

胎生

大家看：吃食

呼吸

睡觉

胎生咱们可以总的概括为鲸的生活习性。

3、再请学生结合着板书，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指导学生用
最简练的语言来概括。（后用投影出示填空）

画出有关语句，然后读一读。

2、鲸是很大的动物。（比较句子）

假如你是作者，你更喜欢用哪个句子介绍鲸呢？为什么？更
形象更鲜明。



再坐的各位谁知道自己的体重有多少公斤？40公斤，谁来算
一算，多少个五年级的学生的体重抵得上最大的鲸的体
重。4000个。一辆小轿车的重量大约是1000公斤左右，160辆
小轿车的重量才抵得上最大的鲸的体重。

我们一家三口一天吃1公斤水果，吃多少天的水果重量才抵得
上最小的鲸的体量，2000天，那是大概5年多的时间啊！（投
影）大家有何感受？鲸鱼真是大啊！

假如你是鲸，你将如何介绍自己的体重？谁能说得更具体更
得意。

四、小结

小结写作方法：作者运用了列数字、作比较和举例子的方法
把鲸的大描写得非常具体，让读者很清楚，所以，我们向别
人介绍事物时也要学会运用这些说明方法。

五、全班交流，试着用举数字的方法说明一事物.

1、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从课文内容和说明方法两
方面引导学生总结）

2、练一练：用上一两种说明方法介绍一样事物，试着写一写。
（先出示例子）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猫》是部编版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一篇课文。本单元都
是关于动物的文章，单元的教学目标是体会作家如何表达对
动物的感情的，写自己喜欢的动物，试着写出特点。《猫》
作为老舍的一篇散文，作家主要通过具体的事例刻画了大猫
性格的古怪和小猫的活泼顽皮，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作家对



猫的喜爱和关切，朴实的语言把猫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写得
十分真实动人。在《猫》的第二课时中，我把了解作家通过
具体事例突出大猫古怪性格，感悟作家对猫的喜爱和仿写文
章重要段落，感受作家的独特表达作为教学的重难点。

课堂中我以大猫性格的“古怪”作为线索，通过整体感知和
具体感悟引导学生找关键词句，想象说话，体会情景，让学
生在多种方式的.朗读中体会猫的性格，了解作家采用具体事
例来刻画的猫性格特点的手法，感受作家在字里行间对猫的
喜爱之情。为使学生能够了解并仿写作家的独特表达，我引
导学生分析句式，探索表达结构的文字密码，并且说写结合，
让学生能够由仿到创，写好人物和动物的复杂特点。

原文呈现

教学目标

1、梳理文章内容，了解作家通过具体事例突出大猫古怪性格。
在品析词句中感悟作家对猫的喜爱。

2、体会第二自然段作家的独特表达，并尝试练笔。

1、重点：了解作家通过具体事例突出大猫古怪性格，感悟作
家对猫的喜爱。

2、难点：体会第二自然段作家的独特表达，并尝试练笔。

一、激趣导入，回忆小猫可爱活泼

1、板书：猫

2、播放图片：同学们，你还记得这些小猫么？

3、这些是老舍家里满月的小猫，它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4、这么顽皮、淘气的猫，在老舍眼中，确是——引读：

5、那作者眼中的大猫性格如何？让我们翻开课文，一起去看
看。

二、整体感知，分析大猫的古怪性格

（一）整体感知猫的古怪

1、快速浏览文章的第1-5自然段，思考：这部分围绕哪一句
话写的？

（1）出示：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

（2）古怪是什么意思？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2、默读文章2-4自然段，请你找出描写猫性格特点的词语。

（1）交流，师相机出示：

老实-贪玩-尽职

温柔可亲-一声不出

胆小-勇猛

（2）每组词之间有什么关系？

（3）小结：这些词彼此对立，看上去很矛盾，却充分突出了，
引读：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

（二）具体感知猫的古怪

过渡：作家如何具体写猫性格的古怪？让我们先来读一读第2
自然段。



1、出示：第2自然段，指名读。

（1）这一部分一共有几个句子？表达了哪几层意思？

（2）交流，相机点拨：老实、贪玩、尽职

2、作者怎么体现猫的老实？

（1）无忧无虑的近义词？你能写几个abac的句式的词？

（2）指导朗读：让我们感受猫的无忧无虑，读出它的忠厚老
实吧。

3、作者怎么体现猫贪玩？

想象说话：可能有谁在喊？

4、猫虽然贪玩，可是听到老鼠的一点儿响动，又是多么尽职！

（1）怎么体现尽职？屏息凝视 非……不可

（2）屏息凝视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屏息凝视”10秒，交
流感受，体会猫的尽职。

（3）带着感受去读这句话，你一定能读出感情了。

5、小结：这只猫既老实、又贪玩，既贪玩、又尽职！难怪作
者说，引读：猫的性格实在是有些古怪。

6。这只猫还是一只有脾气的猫，在高兴和不高兴时表现得怎
么样呢？

（1）出示第3自然段，指名读。

（2）体会猫的叫声，感受“丰富多腔”。



a、如果猫刚刚吃饱喝足，它也许会心满意足地长叫一
声——(生：齐叫“喵”)

b、如果猫听到主人叫唤，它也许会干脆利落地短应一
声——(生：齐叫“喵”)

c、如果猫生气了，想要打架，它也许会粗声地吼一声——(生：
齐叫“喵”

d、如果猫正伸出脖子来给主人抓痒，它也许会非常舒服地细
叫一声——(生：齐叫“喵”)

e、 如果猫不想叫了，它就会——(生：“咕噜咕噜”)，给自
己解闷。

（3）这里的猫就是歌唱家。这“丰富多腔”的声音是不是特
别美妙？再读出这美妙的声音吧！

8。出示：它若是不高兴啊——(拉长声音)无论谁说多少好话，
他也一声不吭。

（1）这时，你仿佛看到了一只什么样的猫？

（2）指导朗读：这句话我们该怎么读？

9。小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猫判若两人，难怪老舍先生说，
引读：猫的性格实在是有些古怪。

10。更怪的是，引读：“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它
又是那么勇猛，不要说……斗一斗。”

引读：难怪老舍先生说：“猫的性格实在是有些古怪。”

11、你对老舍笔下的大猫了解了吧！你能填一填吗？多媒体



出示：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 ）吧，又那么（ ），可是
听到老鼠的动静，却又那么（ ）；高兴时（ ）不高兴时（
），它非常（ ），又非常（ ）。

三、体味语言，感悟作家爱猫之情

过渡：这么古怪的猫，老舍先生为什么会喜欢它呢？让我们
去文中的字里行间去找一找。

1、你从哪里能看出作者对猫的喜爱？举例说一说。

2、语气词中看喜爱。出示：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
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

（1）比较读：说它贪玩，的确是，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
家。

（2）两句的差别？加上了语气词更有亲切感，让我们感受到
作者对猫的喜爱。指导朗读。

3动词中看喜爱。出示：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

（1）这部分文字用了哪些动词？

（2）“蹭”“伸出”这说明了猫可能在对主人说些什么？

（3）你能感受到猫和主人的关系如何？（板书：亲）

4、比喻词中看喜爱。作者对猫的态度呢？你从哪一个词能看
出？

（1）出示：“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
印几朵小梅花。”“小梅花”是？作者为什么不写“脏脚



印”？（板书：爱）

（2）让我们再读读这些句子，读出猫对主人的依赖和主人对
猫的喜爱。

5、过渡段中看喜爱。作者的喜爱之情，其实在一句话中已经
直接表达出来，那就是，引读：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让人
觉得可爱。

四、解析句式，仿写作家独特表达

（1）相机出示：说……吧，的确……，可是……

（2）探索规律

2、出示图片，你能仿照着这个句式说一说吗？

3、师给题材，生仿写。

4、分享评价。

五、谈话总结，感悟人猫和谐之美

1、师：老舍爷爷用了这么多的具体事例描写了小猫的可爱，
猫的古怪，以后同学们写自己喜欢的小动物时，可以具体事
实表现动物特点。

2、同学们，老舍爷爷是这么地喜欢这只猫，你们喜欢这只猫
吗？

老舍爷爷喜欢这只猫，猫也喜欢老舍爷爷。同学们喜欢这只
猫，猫肯定也喜欢同学们，由此可见——“人爱猫，猫亲
人”，所以我们从小爱护小动物，因为——出示单元图片，
引读：可爱的动物，我们的好朋友。



猫老舍

亲 爱

本节公开课重难点把握准确、教学思路清晰，环节设计合理，
课堂上教师语言流畅，富有亲和力，善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想象、体会、发现，师生配合默契。但由于问题设计比较细
致，使得课堂缺乏整合性，缺乏深度。另外在练笔指导过程
中，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很好地指导到位。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第一课时

（一）明确目标

1．了解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

2．作了解性阅读，理清全文脉。

3．分析课文第一部分。

（二）整体感知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辛亥革
命后，广大的中国农村，受苦受难的农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
翻身、解放；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经济发展，反而日趋衰落。
怎样才能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幸福？中国农村的贫困，农民的
不幸，是由什么造成的？鲁迅先生以他思想家的敏锐感觉，
进行认真深入地分析。在他许多的以农民、农村生活为题材
的作品中，进行了形象地剖析、透视。《故乡》一文，认闰
土、杨二嫂十年的变化的角度，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村衰败、
萧索、日趋破产的社会根源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



迫、统治。

（三）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简介背景。

2．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

（1）听录音朗读一遍，思考本文的线索，主要人物及故事情
节。

（2）学生讨论后，对上三者明确。

3．分析课文第一部分：

（1）指一名同学朗读第一部分，其他同学思考：

“我”渐近故乡时的心情怎样？

明确：漂泊的艰辛，思乡的深切，返乡的激动。

（2）渐近故乡时，“我”见到的故乡的景象如何？这
时“我”的心情怎样？ 明确：景象是“萧索”心情是“悲
凉”。

（3）小结景物描写的作用：

勾画了一幅萧条、荒寂的现实的故乡冬景图，初步表现了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旧中国农村破产的悲惨状况，为闰
土的悲惨命运安排了典型的环境，烘托了闰土的悲惨命运
和“我”的悲凉心情。

（4）见到故乡冬景图后，“我”的感受怎样？用文中话回答。

明确：“啊！„„好得多了。”



（5）怎样理解“啊！„„好得多了。”

明确：写出了现实与记忆中的故乡的反差之大，饱含着对故
乡竟然如此的惊异之情。

4．分析第二部分

提示：景、事、人。

（2）分析景点：

描写了一幅怎样的图画？（少年闰土月夜刺猹图）

景物：天空、圆月、西瓜、沙地。

色彩：深蓝、金黄、碧绿。

景象特点：景物美好，色彩明快、艳丽，美好动人。

上一段说：“没有一些活气”，那么这一段的少年“十一二
岁”“银圈”“捏”“刺”，又给人什么感觉呢？（充满生
气和活力）

景物描写的作用是什么？

明确：作者用这美丽的景物作为少年闰土小英雄形象的烘托，
也是作者理想中故乡的象征。与现实中的故乡形成鲜明的对
比。

（3）分析少年闰土（事、人）

“我”记忆中的少年闰土的肖像怎样？（“紫
色”“圆”“小”“明晃晃”可见少年闰土健康可爱。）

“我”回义了少年闰土哪几件事情？可见他是个什么样的农



村少年？ 明确：教“我”雪地捕鸟—活泼多知。

邀“我”着瓜刺猹一朴素，热情勇敢，多知。

告诉“我”贝壳，跳鱼儿—见多识广。

哭着不肯分离，互赠礼物—友谊深厚、纯真。

作者怎样更好地突出闰土说话滔滔不绝的？

明确：用了许多省略号。

（4）小结：故乡到底“美丽”在哪里？

明确：美在有许多新鲜景，美在有许多新鲜事，更美在有心
里装着无尽希奇事，有着深厚、纯真友谊的童年伙伴。总之，
美在儿时的记忆中。

（四）总结、扩展

全文按“我”“回故乡一在故乡一离故乡”的活动为线索，
记叙“我”的所见、所闻、所惑。本节课所学内容，除了初
步展示现实故乡的萧条外，多在回忆，突出了记忆中故乡的
美。在对比中，写出了反差之大，反映了中国农村日趋破产
的现实。

（五）布置作业

1．少年闰土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

2．预习下文，思考杨二嫂的及中年闰土的形象特点。

（六）板书设计（略）

第二课时



（一）明确目标

分析闰土，杨二嫂形象，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

（二）整体感知

上节课，我们分析了二十年前少年闰土的形象，本节课我们
将见到二十年后的闰土，在对闰土二十年前后的巨大变化及
杨二嫂的变化的分析中，努力探究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及作
品的主题。

（三）教学过程

1．复习、预习：

（1）二十年前后故乡的景象有哪些变化？这个变化说明了什
么问题？

2．分析中年闰土

（1）少年好友闰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闰土的变化说明了什
么问题？ 肖像变化：

“紫色的圆脸”—“灰黄”且有“很深的皱纹”

“小毡帽”—“破毡帽”

“红活圆实的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
了。”

（明确：脸色“灰黄”是饥寒交迫造成的营养不良的结
果，“很深”的皱纹是生活的重负刻下的痕迹，“松树皮”
似的手是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劳动造成的结果。）

问：59节中“终于”一词，体现了闰土怎样的感情变化过程？



明确：重逢的喜悦—想要叙旧、畅谈—想到自己的现状、凄
凉—自卑自贱—终于恭敬地称“我”老爷。

称呼的变化：

问：“老爷”这一称呼写出了闰土心目中两人之间的什么变
化？

明确：身份、地位的变化。

问：“厚障壁”比喻什么？

明确：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语言变化

问：中年闰土的话中也有许多省略号，这些省略号有什么作
用？

明确：显示闰土说话吞吞吐吐，断断续续，谦恭而又含糊，
表现了他的迟钝麻木。

神态变化

问：神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明确：由于饱受生活的折磨，已经变得呆滞、迟钝、衰老、
麻木，了无生气。问：是什么原因使他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用文中话回答，并理解这句话对表达中心意思的巨大作用。

明确：“多子„„木偶人。”说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
压迫、统治是当时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根源，
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问：闰土为什么要拣“香炉”和“烛台”？



明确：把未来寄托神佛。说明他受封建迷信思想愚弄之深，
说明了他的麻木迟钝。说明了闰土是旧中国一个尚未觉醒的
农民形象。

（2）小结：闰土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明确：说明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破产，农民生活痛苦的
现实。劳苦大众在封建传统观念辖制下所受的毒害以及人与
人之间的隔膜。

3．分析杨二嫂形象：

（1）杨二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的变化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今日肖像：凸颧骨、薄嘴唇、圆规—体现性格波悍、放肆、
尖刻

昔日“豆腐西施”，终日坐着—体现性格安分守己

杨二嫂的变化，说明了辛亥革命后城镇小市民阶层的贫困化，
反映了经济破产的另一个侧面。

（2）作者塑造杨二嫂这一形象有什么作用？

明确：作用一，以杨二嫂的自私、刻薄衬托扬二嫂的善良、
朴实。

作用二，以杨二嫂的变化说明城镇小市民的贫困化，反映了
当时社会经济破产的广度和深度。

4．见到故乡的景和人发生如此变化后，“我”产生了什么样
的心情？ 明确：由下文“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
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可见“我”
对故乡巨变成如今的样子是十分失望的。



（四）总结、扩展

本节课，我们着重分析了闰土和杨二嫂两个人物形象。闰土
是解放前老一代农民形象的代表，他身上有着中国农民传统
的美德—勤劳、善良、忠厚，但因长期遭受经济的压迫和思
想上的愚弄，他被那个社会折磨得像个木偶人。从这个人物
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作者对老一代农民不幸命运的深切关心
和同情。杨二嫂是一个城镇小市民形象的代表，是一个既遭
受压迫、侮辱，又深受私有观念支配的被扭曲了的人物形象。
从她身上，我们可以读出作者对她的种种恶习是持否定态度
的。

文中，作者着力写两个人的今昔变化，通过对比，深刻地揭
示出两个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并揭示出小说的主题。

（六）板书设计（略）

第三课时

（一）分析课文第77～78节，理解作者的希望，了解小说中
议论的作用。

1．提一生朗读77～78节，其他同学思考下列问题：

（1）渐离故乡时，“我”的思想感情是怎样变化的？

师生议论后明确；先是气闷、悲哀，然后寄希望于下一代，
继而害怕希望得不到实现，最后又振奋起来。

（2）“我为什么”感到气闷？“高墙”比喻什么？

明确：“高墙”是比喻封建等级观念造成的人们精神上
的“厚障壁”，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儿童时亲密的伙伴闰土与“我”隔膜了，杨二嫂对“我”不



了解，也隔膜了，所以“我”四面像竖起了“高墙”，所以
气闷。

师生讨论后明确：

“西瓜地上小英雄的影像”中寄托了对美丽故乡的回忆，对
理想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清楚”是说追求的目标是清楚的，
“模糊”是因为故乡的现实使“我”感到美好未来的渺茫，
正因为这些“我”所以感到“悲哀”。

三个“辛苦”在“辛苦展转”中的意思为奔波劳碌，在“辛
苦麻木”中意思为“辛勤、劳苦，”在“辛苦恣睢”中意
为“处心积虑，挖空心思”。

（4）“我”希望下一代怎样？不希望下一代怎样？

（5）“我”为什么寄希望于下一代？

明确：一方面，“我”对自己这一代的社会表示否定，另一
方面又感到美好未来的渺茫，所以只有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6）“我”想到希望，为什么“害怕”？

明确：想到希望，就想到希望的实现，如此凄惨的故乡现实，
又使我觉得希望实现的渺茫，所以“害怕”。

明确：“我”对新生活的希望念念不忘，但又没有找到实现
新生活的道路，所以说和闰土一样是对偶像的崇拜，而
且“茫远”。

（8）划出文中表明“我”充满希望，精神振奋的语句，并理
解其含义。明确：语句即最后一节。特别是“我想：希望„„
成了路。”

含义：希望的有无取决定于人是否努力，光有希望而不努力



奋斗，希望就不会实现，即“希望本无所谓有”；有了希望
并努力奋斗、实践，希望就可能实现，即“希望本无所谓
无”。全句强调了要为新生活的到来而努力奋斗。以路为喻，
形象，且富含哲理，深化了主题，给人以信心和鼓舞。

（9）“我”是一个有怎样性格的形象？明确“我”不等于作
者自己。明确：“我”是一个同情热爱劳动人民的具有民主
思想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文中对“我”的形
象刻画，着重运用心理描写。“我”为寻找新的生活，过着
辛苦展转的生活，看到故乡惨淡的情景，“我”感到悲哀，
失望，但又不甘心故乡坏下去，为故乡的远景构制着蓝图，
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二）结合全文，讨论下列问题：

1．作者笔下的闰土，杨二嫂形象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

师生讨论后明确：

闰土是旧中国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形象的代表，作者满怀
深情地刻画他，写他的种种不幸，正是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
彻底性，揭示当时的社会弊端，从而启发人们去深思，去探
索，去走希望的路。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提出要改变农民命运，必须改变整个腐朽的社会制度。

杨二嫂是个被侮辱、被损害，而又深受私有观念支配的村镇
小市民形象的代表，通过这一形象，人们可以看到随着农村
经济的破产，小市民阶层也日益贫困化的现实。

2．作者对闰土，对杨二嫂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讨论明确：对闰土，作者寄予的是深切的同情，而对杨二嫂，
作者对她身上的种种自私和恶习是取批判态度的，但对她的
处境也是同情的。



（四）总结、扩展

1．小说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按照“回故乡一在故
乡一离故乡”的顺序安排情节，依据“我”的所见、所闻、
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巨大变化，从而反
映了辛亥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农村破
产，农民生活痛苦的现实，揭示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劳动大众
精神上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
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2．写作中，通过景物描写为人物活动提供背景，为表达中心
意思服务。

3．刻画形象，采用肖像、语言、神情、动作的描写及对比的
方法，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了主题。

（五）布置作业

（六）板书设计（略）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鲸（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

1、了解鲸的特点、进化过程、种类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

2、认识列数字、举例子、作比较、打比方等说明方法。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目标：

1、结合课文特点，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在读中体会作
者介绍鲸的说明方法。

2、结合实践活动进行交际训练，发展语言表达及创新思维能
力。

3、培养学生收集资料，拓展科学知识的意识及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通过学习本文培养学生热爱动物、探索动物世界的兴趣。
教学重点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学习作者用多种方法说明事物特
点的表达方法。教学难点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学习作者用多种方法说明事物特
点的表达方法。教学过程: 课前谈话：同学们快放国庆节了，
听说咱们临猗县将请来一头鲸，想从咱们班选十个同学当小
小解说员。闯关成功的，才有资格去。大家一定行！

一、第一关。复习导入

1、复习生字。

上腭 哺乳 退化 判断 胎生 宽敞 齿鲸 猪肉 肺部

3、认真读第一自然段中有关作比较、列数字、列数字的句子。

4、小结：那这节课，我们就随着作者的描写，走进课文，去
了解有关鲸的知识。

二、第二关。指导朗读第一自然段，体会“大”的特点



1、（课件出示第一自然段）自由体会读、指名读、全班齐读。

2、（出示课文）体会使用“大得多”“约”“近”等词语的
好处。

三、第三关。自由读第二自然段，描述鲸的进化过程

1、自由读文，抓住重点词理解进化过程（出示课件）

2、指名汇报。（相机指导）

3、小结:老师也明白了。原来呀，鲸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生活在浅海里，最后生活在海里。经过了“很远”“很
长很长”“渐渐”很漫长的过程。

四、第四关。齐读第四自然段。看看你从中了解了鲸都吃些
什么？（出示填空）

1、指名交流，其他学生补充。

2、全班交流本段的说明方法。

3、复习体会使用“主要”“很快”等词语的好处

五、第五关。自由读剩下的自然段，告诉我你了解到什么知
识？

1、指名汇报（出示课件）

“鲸的鼻孔长在脑袋顶上，呼气的时候浮出海面，从鼻孔喷
出来的气形成一股水柱，就像花园里的喷泉一样；”（打比
方）

2、判断正误，并说明理由（出示课件）



3、小结：课文哪几句话能说明“鲸是哺乳动物。”指名汇报

六、第六关。

2、交流资料。

3、小结：：这是一篇常识性说明文，介绍了鲸的体形特点、
进化过程，种类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文章既展现了一
幅幅关于鲸的生动画面，又向我们开启了一扇探索动物世界
的科学之门。让我们驾驶知识的航船，驶进这扇大门，去探
索大自然的无限奥秘吧。

七、家庭作业

选择你感兴趣的海洋动物，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说明文，
用上所列说明方法。

板书设计

9、鲸

形体特点： 大

哺乳动物: 进化过程

种 类: 虎鲸 须鲸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小朋友说起自己家的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老师从你们高
兴的小脸上看出来了，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幸福温暖
的“小家”。

出示卡片“家”谁已经认识了？你是怎么认识的？（表扬好



学，会学的学生）

能给家找找朋友吗？

有一首很美很美的诗，它的名字就叫“家”，看老师写课题，
请小朋友伸出小手跟着老师写。

（范写，注音）

请小朋友一起读课题。

诗里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想不想去看看呀？

1、观察画面。（课件演示）小朋友快看，你觉得美吗？你都
看到些什么啦？

3、学习生字。

自学。

谁已经会读了?谁来读给大家听？

（注意种子、鱼儿是轻声，“子、儿”要读得又轻又快。这
样鱼儿才可爱。种子的种是翘舌音）

真的会读了吗?老师加大难度看你们行不行?哟，真的会了，
真了不起，。

小朋友看，蓝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小鸟在茂密的树林
里自由自在地飞翔，鱼儿在清澈的河水里欢快地畅游，种子
在泥土里尽情地发芽，成长。多美呀！

（一）、学生自读，教师巡视。小朋友不仅读书认真，而且
姿势也那么棒！小朋友向他学习。



有的小朋友读得很认真，已经在读第二边啦！

（二）、检查初读。

1、谁先来读第一行？你真是个勇敢的小朋友！（注意“白云
的家”要读得连贯）

齐读。再指读。

2、谁来读2、3、4行？这回可就难一点啦！谁来读？

你真棒！“小鸟的家”“鱼儿的家”“种子的家”读得特别
好。

3、下面2行字儿最多，最长，谁也会读了？

小朋友读书个个都不错。谁能把这首诗连起来读一读？

学习第一行。

a、指导体会、朗读。

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真高兴呀咱们先去白云的家看看？
白云的家怎么样呀?

(美)，你读得真好，特别是“蓝天”，老师好象看到了广阔
的蓝天，真大，真美呀！

小朋友眼前看到蓝天了吗？听了你的朗读，老师好象也看到
了无边无际的蓝天。

对呀，蓝天是白云美丽的家，蓝天是白云自由的家。小朋友
一起来夸夸白云的家。

2、学习第二、三行。



a、白云的家真美，那小鸟和鱼儿在家里都做些啥呢？想看吗?
点击。

小鸟在树林里做什么呢?你听，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呢!他们
在说什么呢?

对呀，小鸟在树林里真快乐呀!树林真是小鸟离不开的家!谁
来读读?

听出来了你真是只快乐的小鸟!你是一只活泼的小鸟。

b，你们看小鱼在干什么呢?假如小鱼离开了小河，会怎样呢?
是呀，鱼儿一离开水，就没有了自由，甚至没有生命，只有
在水里，在小河里，鱼儿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成长。小河是
鱼儿离不开的家呀!

我们一起学着鱼儿一边快活地游一游，一边读读句子。

指名读。

3、学习第四行。

小朋友你们看，种子在泥土里发芽啦!咱们一块儿来做做种子
发芽好吗?

种子种子快快长种子种子发芽了!

“种子，种子，你为什么长得这样快?这棵种子长得最高，你
来说说!

你的成长离不开泥土这个家。你喜欢你的家吗?你来夸夸你的
家。

听出来了，你的家真温暖呀!谁再来读读?你的家真好呀!



4、齐读1-4行。

小朋友，有家的感觉真好呀!谁能连起来读读这四行诗!

其他小朋友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

5、学习5、6行。

（学生如果说不出，就请他们再读读书，从书里去找答案）

结合学习“祖国”。出示生词卡片。指读。齐读。

我们祖国的叫什么？

你觉得我们的祖国怎样啊？（祖国真美，祖国象个美丽的大
花园）

生活在祖国的怀抱，你们觉得怎么样?瞧，我们的小朋友生活
得多幸福呀!

（小朋友，我们美丽的祖国就象一个大花园，我们就象花园
里的花朵，幸福地成长，就象小鸟在树林，鱼儿在小河，多
么快乐，多么自由自在！——“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在家的感觉真好啊！让我们一起来读!

祖国真是小朋友幸福的家，让我们挺起胸昂起头，再来放声
齐读------

6齐读全诗。

(这首诗写得多美呀，下面，让我们拿起书本一起来美美地读
这首诗。书要读得美，姿势先要美。看看谁的姿势最美。老
师给你们配上音乐。)

这么美的诗小朋友想不想把他记住呀?谁能看着屏幕读?



谁已经背出来了?

愿意背的小朋友站起来好吗?

小朋友，学得真棒！为了奖励大家，我们一块做个游戏，好
吗？

把生字卡片分发给学生。

老师说：“种子种子在哪里？种子种子在这里，种子种子快
回家！”

发到“种”“子”卡片的学生就上台把卡片组合成词语，贴
到画上的相应位置。贴对了，就齐读两遍。

鱼儿、泥土、白云同样的方法。

1、咱们来看“云”字怎么写。

a、云有几笔？怎么写？

b、看书上笔顺，课件演示，说说怎么写。（横，横，撇折，
点）

c、范写。学生跟着书空。

老师边写边说顺口溜：一横短，一横长，撇折起笔在中央。

齐说顺口溜。

d、学生描红。提醒学生写字姿势，表扬姿势正确的学生。

2、学写“儿”。（机动）



a、别小看“儿”字笔画很少，但要写好它很不容易啊！

b、看笔顺，说说怎么写。（先写撇，再写竖弯勾）

c、范写。学生书空。

左边是竖撇，右边竖弯勾，两笔肩并肩。（不要一笔高一笔
低）

d、学生描红。

2、有兴趣的小朋友还可以学着用“（）是（）的家”做一首
诗。

准备：

1、打印生字卡片：（一个字一张，游戏用，不用注音，最好
有隐隐的田字格线）

白、云种、子泥、土鱼、儿蓝、天

2、打印“祖国”（词语，要注音）

3、打印“()是()的家。”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同学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你们的家长也走入了我
们的课堂，你们高兴吗？那好，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家长们走进一年班这个大家庭。现在，就让我们以最饱满的.
热情来上这节课。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课《在家里》，请同学们齐读课题。



２、你能试着用“小红的家里有……，有……，还有……”
来说一说吗？

３、谁能试着读这些词语？

４、现在老师把这些词语音节去掉，你还能认识吗？哪位同
学来试着领读词语。

５、（学生准备好卡片）下面老师要给你们出四个谜语，请
大家注意力集中，猜一猜是什么？马上举起词语卡片大声读
一遍：

老大天天演戏（电视）老二每日作文（报纸）

老三供人休息（沙发）老四送来光明（台灯）

同学们真聪明，四个谜语都猜到了啦！

１、请同学们继续观察，图上都有谁？

２、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３、大家说得不错，我们看看书中是怎样写的？请同学们把
书翻到５０页。请同学们借助音节试着读一读课文，如果有
不会的地方可以举手问老师。

４、课文有三句话，老师想请三名同学来读一读。

５、请全班同学齐读。

６、文中也有几个二类字，你认识了吗？老师要考考你。老
师出示字卡，学生读。

７、大家都认识了，相信课文一定会读得更好，我们一起来
齐读课文，好吗？



８、同学们，你们说，爸爸、妈妈为什么笑了？我为什么也
笑了呢？

９、你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

学习“上”：

１、请同学们有感情地齐读课文。

２、你能找到一个表示时间的词语吗？（晚上）

３、“上”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一类生字。谁愿意拼读一
下。请同学们认真看老师写音节，注意它是一个翘舌音。跟
老师读一遍。

４、“上”是怎么写的，请看大屏幕：先写一竖，然后是一
短横，最后是一长横。

５、指导书写。

６、谁能用“上”来组词呢？

学习“下”：

９、教师一边板书一边说：下的音节是三拼音，中间的介母
是i，跟老师拼读。

１０、谁能领大家书空写。

１１、指导书写。

１２、“下”还能组哪些词语？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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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做个懂事的好孩子！

狼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教学目标：

1、通过朗读品悟语言文字，理解中心句“水，成了村子里最
珍贵的东西”的含义，从而感悟水的珍贵及为村里人带来的
欢乐，警示今人要节约用水，保护水源。

2、理解课文采用反衬的写法，通过村民洗澡时的“痛快”，
衬托出水的珍贵，缺水的苦涩。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1．同学们，上节课大家初步学习了课文
《水》，学会了生字，了解了课文主要内容，谁来告诉大家
文章是围绕哪一句来写的？（出示：“水，成了村子里最珍
贵的东西”）水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珍贵？（物以稀为贵）

2、课文围绕这句话，通过哪几个场景来表现水的珍贵的？
（板书：挑水；下雨天洗澡；一勺水消暑）

3、这节课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回忆，走进那个缺水的小山村，
真切地感受一下水的珍贵吧。

二、小组合作

1、默读全文，看看文章中有哪些地方触动到你的内心，感受
到水的珍贵，把它圈画下来，并且对照自己的生活经历，想
一想，把自己的感受写在空白处。



（一）：让我们走进第二个场景，出示第二段

１、交流感受：

生1：我感受最深的句子是：下雨天是村子里每个人都盼望的
日子。我们平常讨厌下雨的，而村里人却是盼望下雨，从这
个词感受到村子里人对水的渴望，太需要水了。

生2：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建有水窖，用来在下雨天储水，以备今
后很长一段时间使用。

我们这里没有水窖，而那个村里每家都有，感受到他们太缺
水了，我们有水的地方要珍惜水资源。

生3：我感受最深的是

只有在下雨的日子里，大家才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上一回澡。
我们洗澡比他们方便，以后要节约用水。

生4：我感受最深的是

先是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全身脱得光溜溜的，在雨中奔跑跳
跃，大呼小叫，水给我们的抚摸和清凉，还仰起头，张大嘴
巴，吃来自天空的水。我想到了，下雨时，我们怕脏，更不
敢张嘴去吃，而他们不仅洗，还喝，反衬出这里真是太缺水
了。

师评：说的太精彩了，我们天天有水洗澡多么幸福啊！２、
指导朗读

（１）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一个月不洗澡行吗？
两个月不洗澡呢？为什么？



村里的人想洗吗？为什么？（太缺水了）

师：只有忍受着，半年甚至一年，终于下雨了，可以痛痛快
快一洗澡了，让我们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吧！请同学们自己
练读这段文字。出示（只有在下雨的日子里，大家才可以痛
痛快快地洗上一回澡。先是我们这样的孩子，全身脱得光溜
溜的，在雨中奔腾跳跃，大呼小叫，尽情地享受水带给我们
的抚摸与清凉，还仰起头，张大嘴巴，去吃来自天空的水。）

（2）谁愿意把这句话读给大家听。

（3）这份痛快真是酣畅淋漓，久旱无雨，天降甘露，怎能不
欢呼雀跃，咱们一起来读读这段文字。

（二）把目光先聚焦到第一个场景 １、交流感受

生1：记得那时候我们一个村子的人吃水，都要到十公里之外
的一处很小的泉眼里去挑，经常要排上一个小时的长队，才
可以挑上一担回家。我从这些数据里体会到在这个严重缺水
的村子里，一担水来之不易，水实在是太珍贵了。

师：第一自然段中，还有哪个句子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水的珍
贵？（齐说：“请我喝酒不如请我喝水”）

谁来说说你的体会？

生：酒在我们城里人的眼里是最贵的，而水随处可见，而在
作者的村子里，水却比酒更值钱，所以是最珍贵的。

师：在那个水比酒还珍贵的村子里他们的生活怎样？（板书：
苦）２、指导朗读：

（三）深入第三个场景，１、交流感受： 生１：

因此在炎炎夏日里，那储藏在水窖里的水就显得更回珍贵了。



生２：

我感受最深的是“顿时，藏于地下的水的清凉，再加上缕缕
轻风，让我们都舒服得“啊啊”大叫了起来。”我们没有这
样的感受，是因为我们这里不缺水，对比之下我们能体会到
他们是多么地需要水，从“啊啊”想到妈妈给他们冲凉时的
舒服。生３：

触动我内心的是这句“从头顶倾注而下的水滑过了我们的脸，
像一条小溪流，顺着脖子缓缓地滑过了我们的胸和背，然后
又滑过了我们的大腿和膝盖„„”一勺水怎么能像一条小溪流
呢？还感到倾注而下，可以体会出他们太需要水了。

师评：说的多好啊，谈了自己的感受，也读懂了文字背后的
东西。奖励你来读这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在这个村子里更多的是什么？

生４：特别是在夏天，在骄阳下忙了一天之后，男女老少都
有一种将要被风干的感觉。

师：人们将要被“风干”，什么意思？

他人四兄弟像什么？生：晒干的狗尾巴草。

师：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因此储藏在水窖里的水就显得更
回珍贵了。

水呢？水被母亲用一把大锁锁在了水窖里，而挂在她腰带上
的那把钥匙，则象征着权威、幸福和痛快。

师质疑：平平常常的一把钥匙，为什么说它是权威、幸福和
痛快的象征呢？

教师小结：



有了钥匙，才可以打开水窖，因此说它是权威的象征。有了
钥匙，打开水窖后才可以享受到水的甘甜和清凉，因此说它
又是幸福和痛快的象征。

师：即使是一勺水，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甚至是
一种奢望了，说明水怎样？

师：请同学们把自己当作四兄弟中的一个，仿佛是被晒干的
狗尾巴草一样，默读第五自然段。师：同学们，这一段，作
者在对水的描绘中连用了4个“滑”字，为什么不用流、
淌？”

引导：通过“滑”字，可以体会到他们什么样的感觉？如果
我们把水想像成妈妈温柔的手，那这种感觉仿佛就是被——
（生说：抚摸的感觉。）多舒服呀！

这段文字也打动了老师，我也想读。（出示诗歌）听了老师
的读，你感觉到什么？

师：同学们，这是种痛快舒服，酣畅淋漓，让我们把这种快
乐传递给大家，请同学们齐读。

小结：作者就是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一勺水给四兄弟带来
的感受，幸福体验，在感受到他们有水的快乐时，你想到了
什么？（缺水时的苦）

师：在这种极度缺水的情况下，怪不得母亲会说：“你们真
的饿坏了！从“饿”字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太缺水了，
水，成了我们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四）、领悟课文反衬的方法：

1、缺水给村里人带来“苦”，但是在作者的文章里，我们却
发现更多的是水给村里人带来的“乐”，你说作者为什么要



这样写？（学生自由发表看法）

文里已接触过。比如《三顾茅庐》，课文里运用张飞的无礼
反衬出刘备的诚心诚意。

3、同学们，学了这篇课文，相信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触，出
示“珍惜水资源”。

4同学们思考一下，除了珍惜水资源，还有什么呢？

三、布置作业：

设计两条节约用水的宣传语。

板书：

水，最珍贵

挑水

洗澡

反衬

（苦）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