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大全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一

一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通过朗读能悟出文中所揭示的道理：帮助别人是好的，但
应该要在别人需要帮助时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不然可能适得
其反。

教学过程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与气象有关的有哪些吗？

风、雨、闪电、打雷等

过度：课文中到底写了风娃娃的什么故事呢？请小朋友们自
己把课文读一遍，注意要把字读准确，不认识的字可以借助
拼音，并多读几遍，还要把句子读流利了。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问：课文写了风娃娃的什么事？

生：简单概括全文内容。

1、下面老师要来考考你们：出示生词：

容易 责怪



指名读，并理解。找出相关句子。

2、根据学生回答，出示相关句子：

（1）风娃娃想：帮助人们做好事，真容易，只要有力气就行。

（2）风娃娃听了，很伤心，心想：我帮人们做事，为什么他
们还责怪我呢？

指明朗读这两句话。

指导朗读，读出风娃娃两次不同的心里活动，产生不同想法
的心情。

问：读了这两句话，你心里有疑问吗？

学生质疑。

预设答案：

为什么第一次风娃娃觉得帮助人们做好事很容易，而第二次
这个想法却改变了呢？

为什么风娃娃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想法呢？

指名读课文的2、3两小节。

找到关键词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劲 吹去 一下子 转得
飞快

他帮助了谁？秧苗，你看他帮助了别人，他自己也感到了快
乐，你从哪个词语可以看出来？

那谁能把这段话读好？指名朗读。



过度：你看风娃娃只化了一些力气，就帮助了秧苗，让秧苗
喝了个痛快，所以风娃娃想：（引读）帮助人们做好事，真
容易，只要有力气就行。

4、风娃娃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他感觉到只要有力气，就
能很容易的帮助别人。

指名朗读第三自然段

这位小朋友读得非常好。老师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因为这里纤夫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拉，他们拉不动。顺便理解：
学生自己理解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们特别需要什么？

生：需要别人的帮助。根据学生回答板书：需要帮助

好感谢你的回答，非常精彩。

你看，正在这个时候，风娃娃来了，谁来把这一段读好了？

指名读。

过度：正因为风娃娃的及时帮助，使纤夫们很快就把船送到
了该去的地方，还向风娃娃表示感谢。所以风娃娃想：（引
读）帮助人们做好事，真容易，只要有力气就行。

5、那风娃娃后来为什么又很伤心呢？看看他有做了哪些事？

学生自由朗读5、6、7自然段

指明回答问题（用自己的话回答）

理解省略号，还省略了什么呢？你能在补充几个吗？



学生回答。

5、 他还是在帮助人们做事情啊，人们为什么责怪他呢？板
书：责怪

指名回答：

用“因为~所以~”来概括

齐读5、6、7 、8自然段

学完了这片课文你明白了什么？

板书：风娃娃

感谢 责怪

需要 帮助 不需要

高兴 伤心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二

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1、老师请大家猜一个谜语。云儿见它让路，小树见它招手，
禾苗见它弯腰，花儿见它点头。猜猜它是什么？（风）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2、指名汇报，随机出图：吹风车 吹帆船 吹风筝 吹衣服吹
小树

3、风娃娃做的这些事中哪几件是好事？（吹风车 吹帆船）
哪几件是坏事？ （吹风筝 吹衣服 吹小树）



三、细读课文，分块研读

学习交流“做好事”板块。

（一）渗透预习提示，重点学习第二自然段。（吹风车）

1、让我们随着风娃娃的脚步，一起到田野里去看看吧。指名
读第二自然段。

2、风娃娃在田野里看到了什么？指名读第一句。（出示课件：
句子）

3、这一切被风娃娃看在了眼里，他是怎样做的？指名读第二句
（出示课件：句子）指导朗读句子。

“深深地”是怎样地吸?“使劲地”又是怎样地吹？你能来表
演一下吗?请一生表演——自由表演——师读生演。谁能把风
娃娃的动作通过朗读表达出来。指名读——齐读 （同学们读
得真棒！）

4、这时有了风娃娃的帮助, 奇迹出现了! 结果怎样呢？指名
朗读（出示课件：句子）从哪可以看出风娃娃的作用大？
（转得飞快 奔跑着 喝足了水）

5、如果你是一棵秧苗，你想对风娃娃说些什么？

6、风娃娃听了你们的话，可高兴了，让我们美美地读一读第
二段吧！

（二）根据预习提示，指导学习第三自然段。（吹帆船）

预习提示：1、风娃娃又来到了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

2、风娃娃是怎样做的？



3、结果怎样？

（刚才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学习了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先说一
说风娃娃来到了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再说一说他是怎样
做的？最后说一说结果怎样？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学习第
三自然段。）

1、带着这些问题，自由读读第三段。

2、提问：风娃娃又来到了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指名汇报

出示课件：这是俄国著名画家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
夫》，这些人在干什么？（拉船）我们把这些拉船的人就叫
纤夫。看了这些人后你有什么感受？（累 辛苦）

3、课文中也有一句话说明他们很辛苦，指名读一读。（他们
弯着腰，流着汗，喊着号子，船却走得很慢。）出示课件：
句子指导朗读（读出他们的辛苦）

4、风娃娃是怎样做的？读句子 出示课件：句子急忙你能换
一个词吗？（立刻 马上 飞快）指导朗读（读出着急的心情）

5、结果怎样？指读后出示课件：句子

6、风娃娃帮人们做了好事，人们很高兴，你们喜欢风娃娃吗？
（喜欢）让我们一起带着对风娃娃的喜爱来读读吧！

学习交流“做坏事”板块。

1、出示课件——预习提示，小组合作学习5——7自然段。

2、汇报：先读5——7自然段，再逐题汇报，教师相机指导。

3、风娃娃又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人们得多高兴啊！是这样吗？
你怎么知道？（人们都责怪他）风娃娃听了怎样？（伤心）



4、总结板书：当他做好事时，人们很高兴，风娃娃也高兴。
板书：高兴 当他做坏事时，人们责怪他，风娃娃很伤心。指
导书写“伤”

四、总结全文，理清道理

1、如果风娃娃来到你身边，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2、看，风妈 妈来了，她对自己的孩子说了些什么呢？出示
课件：句子并齐读。

五、作业

搜集有关风的资料，说说风还做了哪些好事。

（图）吹风车

好事 高兴

风娃娃 （图）吹帆船

坏事 （图）坏事 伤心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识12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风娃娃的好心和傻
气。

3、懂得“做事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对别人有
用”的道理。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口语表达：

1、用“一边……一边”、“有的……有的”等练习说话。

2、模仿第二、第三自然段练习口语表达。

教学准备：

1、诗《风》；

2、图片或cai；

3、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古诗猜谜导入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风》

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2、检查预习

标出自然段；

认识生字，练习用“有的……有的”句式说话；



同位互认生字；

互读课文。

再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课文中哪些地方不好读？

书中的风娃娃做哪些事？

在生活中你喜欢什么时候的风娃娃，教师相机补充有关风的
知识。

指导学生复述课文内容。（要求讲清风娃娃来到什么地方，
干了什么，结果怎样）

第二课时

指导感情朗读

2、出示图2，谁知道纤夫是干什么的吗？

纤夫拉纤可把巨石磨出深深的凹槽，他们多盼望风娃娃帮忙
啊！我们边做动作；读一读吧！练习用“一边……一边”说
话。

3、出示图3，风娃娃还做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让我们轻
轻地告诉它吧！齐读5、6、7自然段。

风娃娃与我们

1、配音齐读课文，想一想人们为什么责怪风娃娃？（教师引
导学生明白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2、我们有没有办法让风娃娃为人们多做好事呢？（借鉴第二、



三段的表达指导让学生表达）

第三课时

复习巩固生字。

重点指导学生记住字形。

卖丝线：续

口是吸，吸气与呼吸

木是极，南极与北极

二人：夫

天旱只剩三滴水：汗

二人使力上医院：伤

无人不是债：责

……

指导书写

学生一边用铅笔描红，嘴巴一边数笔顺；

注上拼音；

组词练习；

学生常规练习；

教师重点指导，表—吸（极）；



（“  ”不在竖中线上；“  ”多练几遍）

作业：书写夫、表、号、汗、伤、吸、极。

课后反思：

1、长时间学生预习习惯的培养和写字能力的培养的实效得到
体现。课后调查，全班除2人外，均能记住本课生字，课后书
写作业，最快15分钟完成，除4人外，均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教师的立脚点正确，在集体备课中，发现学生能较好的读
懂课文，把立脚点放在语言训练上，第二课时在学生了解内
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模仿第二、三自然段表达方式进行语言
表示训练：

（风娃娃来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怎样做——做的
结果怎样——心情。

教师首先提供思路，学生稍做思考。

张子雍：风娃娃来到一个（扇）窗户前，看见一个（串）风
铃，风娃娃使劲吸口气，朝风铃一吹，风铃就铃铃响起来。
风娃娃笑了。（屋子里的小朋友也会很开心）

余睿洋：在医院里，一个人生病了，很难受，风娃娃看见了，
轻轻向窗台的鲜花吹了一口气，花香吹到屋里，病人闻着花
香睡了。

多美的时刻，多懂事的风娃娃呀！——我被感动了。

王泽宇：在夷陵广场，一个男孩在玩纸飞机，风娃娃看见了，
吹了一口长气，纸飞机飞得好远。小男孩高兴得叫了起来。

张炅垠：在公园里，一个人在放风筝，风筝怎么也飞不起。
风娃娃看见了，赶快吹了一口气，风筝一下子飞得好高，放



风筝的人可开心了。

刘千：乘凉……

杜篆：帮助穷人……

……

谁说我们的孩子不会表达？教师的指导到位了。表达的的空
间给学生了，我们学生表达会让教师感动。

3、人贵有自知之明。本节课不足在于过于追求环节的完整性，
整节课因为缺乏跳跃而没有激起学生更高的学习兴趣。另外，
座位安排过挤，而省略学生活动的环节。由此得出的启示是：
无论上什么课，“心”要更自由，学习过程要更多站在学生
角度去安排（设计）。

备注：（ ）为教师修改。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四

1、识12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风娃娃的好心和傻
气。

3、懂得“做事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对别人有
用”的道理。

指导学生口语表达：

1、用“一边……一边”、“有的……有的”等练习说话。

2、模仿第二、第三自然段练习口语表达。



1、诗《风》；

2、图片或cai；

3、生字卡片。

3课时。

第一课时

古诗猜谜导入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风》

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2、检查预习

标出自然段；

认识生字，练习用“有的……有的”句式说话；

同位互认生字；

互读课文。

再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课文中哪些地方不好读？

书中的风娃娃做哪些事？

在生活中你喜欢什么时候的风娃娃，教师相机补充有关风的
知识。



指导学生复述课文内容。（要求讲清风娃娃来到什么地方，
干了什么，结果怎样）

第二课时

指导感情朗读

1、出示图1，风娃娃做这件事你喜欢吗？你能用朗读，也就
是你的声音告诉风娃娃吗？

2、出示图2，谁知道纤夫是干什么的吗？

纤夫拉纤可把巨石磨出深深的凹槽，他们多盼望风娃娃帮忙
啊！我们边做动作；读一读吧！练习用“一边……一边”说
话。

3、出示图3，风娃娃还做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让我们轻
轻地告诉它吧！齐读5、6、7自然段。

风娃娃与我们

1、配音齐读课文，想一想人们为什么责怪风娃娃？（教师引
导学生明白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2、我们有没有办法让风娃娃为人们多做好事呢？（借鉴第二、
三段的表达指导让学生表达）

第三课时

复习巩固生字。

重点指导学生记住字形。

卖丝线：续



口是吸，吸气与呼吸

木是极，南极与北极

二人：夫

天旱只剩三滴水：汗

二人使力上医院：伤

无人不是债：责

……

指导书写

学生一边用铅笔描红，嘴巴一边数笔顺；

注上拼音；

组词练习；

学生常规练习；

教师重点指导，表—吸（极）；

（“ ”不在竖中线上；“ ”多练几遍）

作业：书写夫、表、号、汗、伤、吸、极。

1、长时间学生预习习惯的培养和写字能力的培养的实效得到
体现。课后调查，全班除2人外，均能记住本课生字，课后书
写作业，最快15分钟完成，除4人外，均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教师的立脚点正确，在集体备课中，发现学生能较好的读



懂课文，把立脚点放在语言训练上，第二课时在学生了解内
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模仿第二、三自然段表达方式进行语言
表示训练：

（风娃娃来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怎样做——做的
结果怎样——心情。

教师首先提供思路，学生稍做思考。

张子雍：风娃娃来到一个（扇）窗户前，看见一个（串）风
铃，风娃娃使劲吸口气，朝风铃一吹，风铃就铃铃响起来。
风娃娃笑了。（屋子里的小朋友也会很开心）

余睿洋：在医院里，一个人生病了，很难受，风娃娃看见了，
轻轻向窗台的鲜花吹了一口气，花香吹到屋里，病人闻着花
香睡了。

多美的时刻，多懂事的风娃娃呀！——我被感动了。

王泽宇：在夷陵广场，一个男孩在玩纸飞机，风娃娃看见了，
吹了一口长气，纸飞机飞得好远。小男孩高兴得叫了起来。

张炅垠：在公园里，一个人在放风筝，风筝怎么也飞不起。
风娃娃看见了，赶快吹了一口气，风筝一下子飞得好高，放
风筝的人可开心了。

刘千：乘凉……

杜篆：帮助穷人……

……

谁说我们的孩子不会表达？教师的指导到位了。表达的的空
间给学生了，我们学生表达会让教师感动。



3、人贵有自知之明。本节课不足在于过于追求环节的完整性，
整节课因为缺乏跳跃而没有激起学生更高的学习兴趣。另外，
座位安排过挤，而省略学生活动的环节。由此得出的启示是：
无论上什么课，“心”要更自由，学习过程要更多站在学生
角度去安排（设计）。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五

1、学习本课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到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和小朋友一
样在茁壮成长，激发学生爱自然、爱生命的情感。

1、正确掌握本课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到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和小朋友一样
在茁壮成长，激发学生爱自然、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1、习本课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从生活经验入手，谈话导入新课

1、师生交流：同学们每天早晨在上学路上都看到些什么？赶
快向大家介绍一下。（学生争先恐后地介绍自己在上学路上
的见闻，一下子就进入了上学的情景。）

2、有一个小朋友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了好多“绿娃娃”。（板
书课题，读题。）

3、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快去看一看。

二、检查预习，了解大意

1、师范读课文。

师：同学们，请你们先听老师读一读这篇课文，我们一起去
感受一下小池塘的美景。

2、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

师：同学们刚才都听得很仔细，现在请你们自己好好地读一
读这篇课文，把读得不准的地方多读几遍。

3、以小组比赛的形式，用生字卡片检查学生的识字情况。

师：文中的生字宝宝你们都认识了吗？现在我们四个小组比
赛，比一比哪个小组的生字读得既准又大声。

师小结比赛结果，为表现得好的小组打上红旗。

4、游戏巩固生字

瞧，这里有好多绿娃娃，你们愿意送他们回家吗？

出示小草、秋苗、树叶形状的生字词卡片，学生认读正确就



请他贴在黑板上，游戏完成后黑板上呈现出一幅完整的“绿
娃娃”的诗意图。

三、精读课文，突破重点

1、生自由选择最喜欢的部分，练习朗读，想象画面。

2、四人小组交流学习情况。

师：下面老师想四人小组一起交流学习，如何进行呢？由小
组长负责，每位组员轮流先为其他同学读一读你最喜欢的那
部分的课文，再说一说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其他的同学可
以进行补充。

3、全班交流反馈，指导朗读。

四、学习生字，指导书写

1、学生自己识记生字“树”。

2、指名生分析“树”字的字形结构。

3、仔细观察“树”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说一说在书写时应
注意哪些地方？

4、师作示范指导，学生自己练写生字，再与范字作比较。

5、师选出写得较好的字全班展示。

五、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段落，有感情地朗读。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学习本课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让学生感受到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和小朋友一样在茁壮成
长，激发学生爱自然、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

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到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和小朋友一样
在茁壮成长，激发学生爱自然、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多种形式认读生字。

二、景交融，互动对话，快乐朗读

1、听，谁在鼓掌？（风吹树叶声。学生意趣盎然地倾听，争
着回答。）哦，原来是树叶宝宝！你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你
还看到了什么？（鼓励学生想象，在脑海中浮现画面，与文
本对话。）

3、自由练读，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并上台展示。

三、背诵课文

四、指导书写



五、复习巩固

1、朗读全文，背诵全文。

2、成课后第二题，第三题。

板书设计：

12、绿娃娃

树叶是绿娃娃

秋苗是绿娃娃

小草是绿娃娃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六

1、认识12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并组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懂得“做事情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对别人有
用”的道理。

多媒体、 卡片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景，揭示课题

2、释题：一讲到“娃娃”两个字，就给我们什么感觉？（可
爱、有趣）是的，风娃娃也是可爱的，它既听话得可爱，又



傻得可爱，看看课文是怎样描写的。

二、初读感知，自主识字

1、 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识字（多媒体出示：十二个认读生字）（指名读，开火车
读，注重指导“抽、驶、示、筝、伤等翘舌音生字，“责、
蹿”为平舌音）。

三、再读课文，体会内容

1、开火车按自然段读课文，理解风娃娃做了哪几件事情。哪
些是好事？哪些事做得不好？

2、学生汇报，板书：

（1）吹大风车

（2）吹帆船

（3）吹风筝

（4 ）吹小树

（5）吹衣服

……

3、找出能写风娃娃做好事的段落及重点词句，读一读，并说
说自己的感受。

4、风娃娃做了两件好事后，是怎样想的？从他心里想的，你
体会到什么？



5、风娃娃本想做好事，可是好心办了坏事，你体会到了什么？

四、朗读训练

（2）风娃娃又来到……看见……他急忙……弯着、流着、喊
着、一边……一边

（3）狈缤尥蘅醇……赶紧……摇摇摆摆、翻起了跟头、无影
无踪、伤心极了

（4）彼仍然……吹跑了……折断了……都责怪……

2、选择一部分朗读，并展示给大家听

五、小结拓展： 学了这篇课文后，你明白了什么道理？你想
对风娃娃讲些什么？

第二课时

一、回顾前课内容：

1、复述课文内容

2、朗读词语。黑板出示：表示、表达、纤夫、指示、流汗、
吸引、信号、号子、伤害、伤天害理……）

二、品读课文第二段

1、风娃娃来到田野，看见一架大风车正在慢慢转动，抽上来
的水断断断续续地流着。

2、看见一架大风车“正在”慢慢转动，谁能来说说“正在”
表示什么意思？

3、同学们真棒，那我们用“正在”来造句。



5、有谁能读一下这句话吗？

6、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劲向风车吹去。表达了风娃怎样的
心情？

师：秧苗喝足了水，笑着不住地点头，风娃娃也高兴极了。
不住是什么意思？谁能换一个词语？（不停）

7、笑着不住地点头表示了风娃娃怎样的心情。谁能把他的这
种心情读出来？

8、朗读

三、学生模仿品读下文，并发表感想。

四、写字指导。（略）

反思：

本课是本单元第四篇课文，课文主要讲了风娃娃想为人们做
好事，但是反而帮了倒忙。后来它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
情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对别人有用”的道理。
这篇课文的学习我围绕着“娃娃”两个字做文章，首先设问：
“一讲到“娃娃”两个字，就给我们什么感觉？” 孩子们兴
趣盎然，纷纷回答“可爱、漂亮”等，在从娃娃讲到风娃娃
也是那么可爱——乖得可爱，也傻得可爱。然后再通过问题：
“课文哪些地方看出风娃娃乖得可爱呢？哪些地方看出风娃
娃傻得可爱？”以此引导学生们读课文。

从学生的体会看出，这堂课的教学是较成功的。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七

1、认识12个生字，会写“伤”“极”2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2—3两段，体会风娃娃的
好心。

认识12个生字，感情朗读课文2—3自然段，体会风娃娃的好
心。

cai

1、评一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风娃娃是人类的好朋友。

2、设疑：风娃娃究竟是不是人类的好朋友？

板书课题、读课题

3、你在哪里见过风娃娃？（飘扬的红旗、小草点头、树枝招
手、飘动的红领巾……）

1、他做了哪些事呢？自读故事。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教学生字词语，随机指导“极”、“伤”的.书写，生描
红。

3、说说风娃娃做了哪些事。

随机板书并总结：好事坏事

（一）学习第二自然段

1、指导读好重点句：

（1）风娃娃来到田野，看见田里的大风车正在慢慢转动，抽
上来的水断断续续地流着。

体会“慢慢转动”“断断续续”



（2）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劲向风车吹去。

2、出示课文插图一，指导看图说话，说说你看到了什么？随
机指导，小结

（二）学习第三自然段

1、重点句指导

（1）他们弯着腰，流着汗，喊着号子，船却走得很慢。

（2）他急忙跑过去，对着船帆吹起来。

引导风娃娃（）地吹船帆。

2、想象说话，在风娃娃的帮助下，船在水面上飞快地行驶。
谁看见了？会怎么做？

（三）小结

你想对风娃娃说什么？（感谢他，夸奖他）齐读第三段

1、自由读1、2、3两段

2、读儿歌，总结风娃娃做的好事

3、写字。把“极”“伤”这两个字，认认真真地在课本第73
写两个。

雪娃娃教案及反思篇八

风娃娃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一篇课文，课文以
小学生喜爱的故事形式出现，通过风娃娃既乖得可爱，
又“傻”得可爱，生动形象地向学生介绍了“风为人们带来
的好处和坏处，让学生懂得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



是对别人有用”

1．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积极的组织者
和引导者，语文教学应以学生自读自悟、自学探究为基础，
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
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要二年级小学生达到这个理想
目标还不太可能，因此教师的有效引导显得更为重要。

2．架设生活与教材联系的桥梁，引导和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
关注学生的内心感受，注意培养学生对事物有正确的情感态
度。

3．使朗读成为学生学习和探究的重要手段，让学生在自主、
民主的氛围中学习自主地听、说、读、写；在自读自悟、自
动探究中认识生字，读懂故事，对“风”这种自然现象给人
类造成的影响有一定的了解。

1．认识12个生字、会写8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风娃娃的好心和傻
气。

3．懂得“做事情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对别人有
用”的道理。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2．能告诉我，你们想了解风娃娃的一些什么吗？

3．好啊，在这本书里的16课就是介绍有关风娃娃的。我们一
起到课文里去看看，去认识它，去了解它。



4．板书课题：风娃娃

5．（娃娃的娃是第三课的生字，注意女作为偏旁部首的写法）

二、检查预习情况

1．识字情况：

在学习新课文前，我们都要作好预习准备。昨天我给你们布
置的家庭作业就是预习这篇课文，不知道我们的娃娃们作好
预习没有？谁来说说我们预习课文时有哪些要求？（1.标自
然段2.圈认生字词3.熟读课文4.学会思考）

这篇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老师相信你们都是自觉学习的乖娃娃！请把你们圈出的生字
读一读。

同桌拿出生字卡片互相指认。

本课的生字娃娃都跑到我手中了，不知你们是否与它们成为
了朋友？认识它就与它打个招呼吧！

出示生字卡片抽读：

（注意打招呼的礼貌用语）

拼音娃娃累了，想要休息了，没有他们的帮助还能认识这些
生字娃娃吗？

（开火车读 、齐读）

猜字游戏：

（师做动作生猜字）



抽字游戏：

（师说音生拿字卡，同桌检查是否正确）

2．检查朗读情况

自由读：

现在所有的生字娃娃又跑回了课文中 ，老师相信你们现在不
借助任何帮助就能把课文读流利了。

学生自由读课文

（说明课前预习真重要性）

接段读：

我们班的娃娃们读课文读得可好了，老师们都想听一听，愿
意把你们优美动听的声音展示出来吗？我也是这个集体一员，
我的嗓子可想读了，那我就读第一段吧，接下来男生一段女
生一段）。

三、朗读感悟

欣赏一下课文中的三幅插图，这个风娃娃是什么样的呢？能
用你的话描述它吗？

请继续欣赏这三副图。

故事都编好了吗？我们来找找课文中这三副图的故事分别在
第几自然段？

读一读课文中插图所对应的文字，然后与你的故事比一比，
你对你编的故事还满意吗？



不管你是否满意你的故事，我相信你经常这样做后你的故事
会越编越好！

你觉得课文写的美吗？既然这么美的文章我们可要好好学一
学

抽生1.2.3读三副插图所对应的内容。

（其他娃娃思考：风娃娃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结果
怎样？动笔。）（读后抽生回答）

师相机板书： 吹大风车 吹风筝吹帆船 吹 衣服 小树 ……
（感谢） （责怪）

根据学生回答指导朗读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理解“断断续续”，做动作理
解“吸”“深深地吸”

（用你的表情带动你的语调）

生读第二自然段

风娃娃在河边吹帆船，你又从哪里知道他做的对？

是啊！风娃娃作了对人们有用的事，所以人们感谢他， 师范
读第三自然段。

学生评价

（师 用心去体验，边读边想象你会把课文读得更美）

通过这两件事后，风娃娃在想什么：帮助人们做好事，真容
易，只要有力气就行。



可是他用同样的方法去帮助人们，却不知这次人们为什么要
责怪它？

我们大家能不能帮风娃娃想一想，人们为什么责怪他呢？如
果风娃娃来到你身边，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同一学习小组
的学生分自然段读后交流）

谁能把风娃娃的伤心、委屈读出来？

风娃娃为什么想到去做这些事的？（想着帮人们做好事）

从风娃娃的身上，你明白了什么道理？知道我们以后做事该
怎么做了吗？（以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动脑筋。只有
动手又动脑，才能做得好。）

四、拓展练习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

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认识并了解了风娃娃。现在
我们一起来有感情地朗读这篇课文。

你能结合生活实际来谈谈风娃娃它还为人们作过哪些好事，
又干过哪些坏事？

二、日积月累

学生抄写

三、书写生字

1．读田字格里的生字并给它找朋友



2．观察每个笔画在田字格中的位子

3．找出最难写的生字师范写

4．学生描红、临写

5．同桌互评，圈出写的好的字

四、展示写话内容

风娃娃知道原因后，再次来到某个地方如：公园 果园 树
林…….它又会怎么做？试一试象课文那样给他编个动听的故
事好吗？这是上节课布置的写话内容，老师相信你们都做的
很好！

1．学习小组展示，推出代表

2．全班汇报

3．师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