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情绪小主人教案(模板7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
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情绪小主人教案篇一

《黄河的主人》是一篇散文，它赞扬了羊皮筏子的艄公凭着
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因而被誉
为“黄河的主人”，《黄河的主人》教学反思。课文的教学
重点是引导学生读懂揭示课文中心的重点句，即“他凭着勇
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
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人。”

理解这个重点的关键是放手让学生读通课文，帮助他们借助
语言文字创设的情境，展开想象，感知羊皮筏子在汹涌的激
流里鼓浪前进的惊心动魄的景象。教学难点是帮助学生弄清
课文各部分和中心之间的联系。为突出重点和突破难点，我
细细研究教材，发现了其中隐藏的契机——抓住几个对比，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放手让学生自读感悟的基础上，我适时巧妙地抓住以下四
个对比，来引导学生精读感悟。

课文第7自然段写到：“听坐过羊皮筏子的人说，第一次尝试，
重要的就是小心和大胆”，“坐在吹满了气的羊皮筏子
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是连眼也不敢睁一睁的”。
坐羊皮筏子就必需足够的勇气，否则即便坐了上去也不敢睁
开眼睛瞧一瞧，可见“波浪滔滔的黄水”是如何令人胆战心
惊。



那么艄公呢？面对同样险恶的风浪，还身系乘客的安全，他
站在那小小的羊皮筏子上（是无论怎样也不敢也不能闭一闭
眼睛的），只凭手里那么一根不粗不细的竹篙便能在滚滚的
黄河上如履平地……这需要何等的胆魄、何等的镇静与机敏。
一坐一站，一闭一睁，艄公勇敢、智慧、沉着、机警的形象
便油然而生。

“从岸上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好像只
要一个小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没”，“也只有十只
到十二只羊那么大的体积吧”，可是“那上面却有五位乘客
和一位艄公，而且在他们的身边还摆着两只装得满满的麻
袋”。这足以让岸上的观众为之惊讶得目瞪口呆。

羊皮筏子越小，它在黄河上漂流就越危险，撑羊皮筏子的艄
公就越需要勇敢、胆略和智慧，没有惊人的胆量和过人的智
慧，没有高超的撑筏技术，艄公是不敢在“汹涌的激流里鼓
浪前进”的。

看到这六个人乘着一张小小的羊皮筏子，在湍急的黄河上贴
着水面漂流，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岸上的“我”不禁提心吊
胆，然而“艄公却很沉着，他专心致志地撑着篙，小心地注
视着水势，大胆地破浪前行”。

“我”的担心固然有其原因，也是人之常情，可对艄公而言
却似乎是多余的。你瞧，“羊皮筏子上的乘客谈笑风
生，……那从容的神情如同坐在公共汽车上浏览窗外的景
色”。乘客们何以如此放心，如此安然，这一切都是艄公为
他们创造的，是艄公给予他们的保证……读到此处，学生自
然明白作者写“我”的担心、乘客的从容，都是为了衬托艄
公的沉着。

黄河越是是巨浪滔天，那么在黄河上漂流的羊皮筏子就越显
得艰难险阻。



抓住这四个对比，不仅能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树立起黄河的主
人——艄公那勇敢、智慧、镇静、机敏的形象，使学生受到
强烈的感染，从而对艄公肃然起敬，还让学生深深明白课文
各部分与中心是紧密相连的。至此，课文的重难点教学已顺
利完成。

情绪小主人教案篇二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黄河的主人》教学反思！

《黄河的主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层层渲染，中心突出，
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读懂第八自然
段中揭示课文中心的重点句：“他凭着智慧和勇敢、镇静和
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
河的主人。”关键是让学生能充分地感知艄公操纵着羊皮筏
子在汹涌的激流中鼓浪前进的惊心动魄。

那么怎样让学生体会黄河的气势和艄公的品质呢？我主要采用
“以读为主”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语言文字，
在朗读中感受艄公这一形象，在朗读中激发学生情感。我在
教学时，抓住了文章的重点句“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
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
河的主人”，然后由这个重点总领全文，让学生去感受黄河
的气势、感受羊皮筏子的惊险，从而感受艄公的勇敢和智慧、
镇静和机敏。这样，对课文的赏析就不是零碎的，使课文有
了一个整体性。同时我以作者的情感为线索，通过“我”
的“提心吊胆”，感受到艄公面对着黄河险恶的环境表现出的
“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其次，以乘客的“谈笑风生，
从容的神情”衬出艄公的技术高超，再次领悟到艄公的“勇
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

但上完课，我感觉整堂课的朗读还欠缺指导，那么究竟怎样
的朗读才是有效的呢？我经过反思，觉得应该从这几个方面
去考虑：



1、读有所思：

教师首先要明确朗读的目标，你为什么要让学生朗读？朗读
的目的是什么？让学生带着明确的目的去读，朗读的过程中
有思维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朗读就是积极的，主动的。例如，
我可以提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把黄河的气势读出来吧！”

2、读有所获：

一节课下来，学生朗读的时间是很充分了，朗读的面也极广，
可是朗读的能力却不见有多少提高。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
指导，这也是我这堂课最失败的地方。我们常说让学生“自
读感悟”，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个性体验。
但是，朗读也是需要训练的，没有训练，学生的语感从哪里
来呢？因此，课上教师的指导攸关重要，从一句话、一个字
甚至一处标点着手，扎扎实实地进行训练，引导学生体会语
言文字中蕴含的情感。例如，在指导学生朗读最后一句时，
在学生充分朗读的基础上，可以把句中“惊涛骇浪”和“如
履平地”两个词语提出来，教师进行点拨，学生进行比较。
这样学生既对这两个词语加深了印象，又对艄公的形象有了
更深一步的感受。然后让学生带着这种感受在去朗读课文，
我想效果更明显。所以，有效的朗读要能体现层次性，要使
学生在这一堂课中朗读方面有所收获，有所进步。

3、读有所感：

学生朗读后要有所感悟，这个感悟不是教师通过传授、通过
暗示强加给学生的，而是学生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受。通过
朗读，学生脑海中留下的是丰满的形象，是真切的情感，是
蕴涵于语言文字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浮于文本之上的文字。
我想这样的朗读才是有效的，而这些正是我在以后的教学中
应该仔细钻研的地方。



情绪小主人教案篇三

今天教学本册最后一篇课文《黄河的主人》。这是著名作家
袁鹰的作品，非常适合朗诵的一篇散文。于是，这节课便以
抓住关键词促读感悟为主线展开教学，先让学生通过理解关
键词句感受黄河的惊涛骇浪、气势雄伟，与又小又轻、看似
弱不禁风的羊皮筏子形成强烈的对比，营造一个险象环生的
惊人画面。这一部分导得比较好，稍稍渲染气氛，学生便读
得入情入境，无需再作朗读指导。

第二部分的教学，我意在引导学生将羊皮筏子的体积之小与
皮筏上的人多货重再度形成对比，体会在黄河上漂流的危险，
感受艄公的技术高强和沉着勇敢。学生从“只有十只到十二
只羊那么大”中体会到羊皮筏子之“小”，从“上面却有五
位乘客和一位艄公，而且在他们的身边还摆着两只装得满满
的麻袋”一句中抓住“却”和“而且”体会到人多货重，从
而感受到“这样小的皮筏子承受这么重的量在汹涌的黄河上
鼓浪前进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我忽然看到卢子康正在绘声绘色地跟同桌说着什么，就请他
来解答。他说：“我知道这两个麻袋是用来平衡船只用的。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因为有的船只本身重量太轻，容易翻船，
所以就要找一些装得满满的麻袋绑在船上固定。如果用两只
麻袋，就前后各放一个；如果用四只麻袋，就四个角各放一
个。”听他滔滔不绝，说得头头是道，一旁的伍翊扬也举起
了小手，他可是个“小小军事迷”，他补充说：“我在一本
军事书中也看到，为了保持平衡，有些舰艇上也会放些麻袋
备用。”我不禁暗自佩服他们的知识面广，其他同学也向他
俩投去赞赏的目光。我按捺住急于表扬他们的.心情，转脸问
其他的孩子：“你们觉得他俩说得有道理吗？”同学们不约
而同地点了点头。看他们都没有异议，我这才由衷地赞
扬：“我要谢谢卢子康和伍翊扬同学，谢谢你们让我也增长
了知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读书的作用，虽然有时候读书的
用处并不能马上就显现出来，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候，到了需



要用到相关的知识的时候，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就能发挥
作用了。今天这两位同学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用掌声感
谢他们。”

其实孩子们提出的问题，我在备课时也有想到，所以特意上
网去查了资料。后来，在凤凰语文四年级备课室中看到一个
网友说她查了资料，说那是游客的货物。本来我也信以为真，
但今天听了卢子康和伍翊扬的发言，我觉得他们说得更有道
理，因为游客乘坐羊皮筏子出来游玩，不可能带那么多的货
物啊。看来今后我也应该多读书，多思考，扩大知识面，才
能当好一名语文教师啊。

情绪小主人教案篇四

《黄河的主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层层渲染，中心突出，
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读懂第八自然
段中揭示课文中心的重点句：“他凭着智慧和勇敢、镇静和
机敏，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
河的主人。”关键是让学生能充分地感知艄公操纵着羊皮筏
子在汹涌的激流中鼓浪前进的惊心动魄。

教学中，我这样展开——

文中对羊皮筏子的描写比较细腻。我让学生找出相应的语句，
让后细细揣摩。你对羊皮筏子怎样的映像？孩子们觉得：那
羊皮筏子真是太小了，太轻了！再找找，从哪些语句可以体
会到？“远远望去，那么小，那么轻，浮在水面上，好像只
要一个小小的浪头，就能把它整个儿吞没。”“也只有十只
到十二只羊那么大的体积吧……”为了写出羊皮筏子的轻、
小，作者都是怎么描述的？这样的设计，旨在让孩子们在有
所感的同时，还能习得文中的语言。

关注一下文中对乘客的描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一种：
害怕：“……坐在吹满了气的羊皮筏子上，紧贴着脚的就是



波浪滔滔的黄水，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是连眼也不敢睁一
睁的。”一种：泰然自若：“皮筏上的乘客谈笑风生，他们
向岸上指指点点，那从容的神情，就如同坐在公共汽车上浏
览窗外的景色。”

对比阅读，思考：坐羊皮筏子，到底“险不险”？

有了对羊皮筏子的认识，经过交流，孩子们发现：做羊皮筏
子，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皮筏子那么小，万一真有一个大浪
头打过来，也许真会把它整个儿吞没。第二，皮筏子太轻，
在波浪滔滔的黄水中破浪前行，如果浪稍微大一点，猛一点，
那皮筏子会被冲得不知去向。第三，皮筏子上没有栏杆，紧
贴着他们的脚的，就是波浪滔滔的黄水，坐在这样的皮筏子
上，要度过这样的水面，任何人都会心有余悸。

孩子们异口同声说到了“老艄公”。那是一位怎样的老艄公？
结合文中的语言说说？交流中，孩子们发现了艄公的勇
敢——能在这样的水面上，撑着这样的羊皮筏子破浪前行，
而且筏子上还有那么多的人和东西。没有足够的勇敢是绝对
不敢尝试的。老艄公智慧、镇静、机敏——面对这样的风浪，
老艄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及时采取措施，避开危险，
没有足够的智慧，也许会发生不测。老艄公有责任心——他
的手里只有一根不粗不细的竹篙，却身系那么多乘客的安全，
再看看乘客们的泰然自若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乘客们一定
非常信任那位老艄公，说明老艄公一定技术一流，而且有着
强烈的责任感。

再读课文，孩子们眼中有了画面，心中有了对老艄公的深深
敬重。

情绪小主人教案篇五

在指导学生精读课文时，教师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进入情境
之中。利用学生已形成的阅读期待，将学生的阅读、感受、



体验、表达、创新等信息反馈于课堂阅读过程之中，最终达
到理解、感悟课文内涵之目的。

在精读感悟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注意课文各部分之
间与中心的联系。注重从朗读指导入手，扎扎实实地读通课
文，让学生凭借语言文字展开想象，在脑海里呈现一幅羊皮
筏子在奔腾的黄河上鼓浪前进的'生动画面。这样学生就会很
容易受到强烈的感染，对艄公肃然起敬的感情就会油然而生。

情绪小主人教案篇六

《黄河的主人》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九册的一篇课文。它是
一篇意蕴深刻、震撼人心的优美散文。这篇散文描写了波浪
汹涌的黄河及艄公驾驭黄河的风采，赞扬了艄公凭着勇敢、
智慧、机敏，战胜惊涛骇浪的黄河精神，并以“黄河的主
人”的美誉来赞美他。本文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读懂揭示
课文中心的重点句，即“他凭着勇敢和智慧、镇静和机敏，
战胜了惊涛骇浪，在滚滚的黄河上如履平地，成为黄河的主
人”。教学的难点是帮助学生弄清课文各部分和中心之间的
有机联系。

……

师：谁能用文章中的词语来说明艄公值得赞颂？

生：因为艄公勇敢、智慧、镇静、机敏，所以值得人赞颂。

师：文中哪些语句能反映艄公的勇敢、智慧、镇静、机敏？
请同学们再读六到八自然段，在书上做简要的批注。

生：他专心致志地撑着篙，小心地注视着水势，大胆地破浪
前行。

师；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生：我从“专心致志”和“小心地注视”体会到艄公的小心
谨慎。

生：我从“大胆地破浪前行”体会到艄公的沉着、冷静和他
高超的驾船技术。

师：还有其他的语句也能反映艄公的勇敢、智慧、镇静、机
敏吗 ？

生：他站在那小小的筏子上，面对着险恶的风浪，身系着乘
客的安全，手里只有那么一根不粗不细的竹篙。

师：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我从这句话中体会到艄公的任务艰难，责任重大。

生：他只有一个小小的筏子和一根不粗不细的竹篙却要战胜
险恶的风浪，责任多么重大，而他却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多
么令人佩服呀！

……

反思：《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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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
学生的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阅读的过程是把文字信
息转化为生动的表象组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不可言喻
的情感体验。对文字的理解，思想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需
要凭借这个过程来实现。

发现、探究的学习方法，使学生对学习更有兴趣，学得更牢，
是一种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如何使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并探究
问题呢？要依靠教师的点拨指导， 让学生在研读中学会读书



和思考。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明确思考方向，让学
生自己去阅读、去发现、去探究后，教师再引导学生总结学
习方法。通过研读的过程，逐步学会如何读书和思考的`方法。
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引导的着力点不在于让学生获得
和教师同样的见解，而是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去探究，在
研读的过程中学会读书和思考，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情绪小主人教案篇七

在指导学生精读课文时，教师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进入情境
之中。利用学生已形成的阅读期待，将学生的阅读、感受、
体验、表达、创新等信息反馈于课堂阅读过程之中，最终达
到理解、感悟课文内涵之目的。

在精读感悟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注意课文各部分之
间与中心的联系。注重从朗读指导入手，扎扎实实地读通课
文，让学生凭借语言文字展开想象，在脑海里呈现一幅羊皮
筏子在奔腾的黄河上鼓浪前进的生动画面。这样学生就会很
容易受到强烈的`感染，对艄公肃然起敬的感情就会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