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 鼎尖教案
语文二年级电子版(通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篇一

1.朗读课文，背诵第4自然段。

2.通过阅读，理解课文内容，能说出曹冲称象的办法好不好，
自己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称象。教育学生平时要多观察事物，
遇事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教学重点、难点】

1.背诵第4自然段。

2.通过阅读，理解曹冲称象的办法，自己思考其它称象办法。
教育学生平时要多观察事物，遇事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师：你们在市场，见过别人称东西吗?

称东西为了什么?



[出示课件：大象图片]那，大家见过有人称大象吗?

这节课，我们就坐时光机去古代，看看一个叫曹冲的孩子，
他是怎么想办法称大象的。

[板书课题]

生认读“曹、称”。仔细看这两个字，你怎么记住它们?(曹
是上下结构的字，上面部分的笔顺：横、竖、横折、横、竖、
竖、横;称是左右结构的字，左：禾，右：尔。)

二、自主读文、探究识字。

(一)学生自读课文，边读边画出不认识的生字。

(二)学生回忆识字方法。(师：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怎么办呢?)

(三)用你喜欢的方法，四人小组学习不认识的生字。

(四)针对发现的问题，指名当小老师组织大家交流学习经验。

[重视对学生在生活中自主识字的引导与交流，不断扩大识字
成果。]

(五)检查生词、生字掌握情况。

过渡：看到同学们学得这么认真，小老师讲得这么精彩，一
些词宝宝也要和我们交朋友呢!

1.[演示课件]出示生词，学生看课件自由读生词。

2.[卡片]学生领读生词。

3.提出词语中不明白的地方。学生交流。



4.测读

5.男女赛读。

6.同桌赛读。

(六)指导朗读。

指名读课文，检查字音。

三、辨别字形，学习写字。

1.认真观察字形，辨析形近字。

2.与横竖中线相关联的笔画，要着重观察描摹。

3.同桌交换本子写生字。

四、作业。

生字、字词，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游戏导入，复习生字。

(一)做游戏。

1.开火车;

2.摘果子;

3.送信(一生把词卡送给小组成员，拿词卡的同学认读);

4.找朋友(为生字找词朋友，为词找字朋友)。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导入新课，激发学习兴趣，巩固
记忆。]

师：有人送给曹操一件非同寻常的礼物——(生：一头大
象。)

课文是怎样描述这头象的?(生自由读第二自然段第一句话。)
练读，体会象的高大。

指名读，读出象的高与大。

问：你们见到这么高大粗壮的象，想提些什么问题?

(二)学生质疑。

(它有多重?……)

[通过学生质疑，自然地引出下一步的学习。]

二、学习课文，解决疑问。

(一)对比学习。

速读课文，边读边思考。生回答。

[对比学习，生通过自读、自悟，理解课文内容。]

问：从文中哪句话看出曹冲的办法好?生读第5自然段第一句
话。[出示课件：曹操微笑着点点头。]要求：读出满意、欣
慰的语气。

(二)学习第4自然段。

师出示课件：



默读课文，把曹冲称象的办法用“——”画出来。

想一想：称象分为哪几步?

说一说：称象的过程。

个人自学。

小组讨论。

集体交流。

以四人小组形式汇报，师打相应课件：第4自然段曹冲说话的
内容。

1、学生自由读。

2、指名回答称象步骤。

3、指名一生再读，同时放[“曹冲称象”动画课件]。

4、生自由读，边读边想象称象的过程。

5、这部分内容有些表示时间先后顺序的词，你们找一找，画
出来。

6、用上这几个词，和同桌说曹冲称象的过程。

7、试着用上“先……再……接着……最后”这些表示先后顺
序的词说一说曹冲称象的过程。

生练习后，指名发言。

8、师生接读：



师：先把大象赶到(生读)

师：看船身(生读)

师：就沿着水面(生读)

师：再把大象(生读)

师：装到船下沉到(生读)

师：然后(生读)

[用多种形式朗读，让学生在读中感悟课文重点内容，训练他
们思维的条理性和逻辑性。]

出示课件：第4段按原文填空。生准备，指名二生填。试背，
指明一生背，会背的背。

[活跃课堂，巩固所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自信心，
降低课后背书难度。]

9、这部分内容，学生质疑。

其他生帮同学解决问题。

[让学生树立自信心，时时激励自己，肯定自己。]

三、总结升华，拓展延伸。

(一)总结升华。

问：你们觉得曹冲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曹冲想的办法超过了那些官员。那时，他才几岁?



出示课件：

读一读，比一比。

曹操的儿子曹冲7岁。

曹操的儿子曹冲才7岁。

生读这两句话，比较哪句更能表现曹冲爱动脑筋。

师：曹冲是怎样想出这个办法的?生快速读文。

(如他们找不出来，师：找出不可行的称象方法。)一生读。

师：曹操听了(生：直摇头。)

出示课件：

结合句子选择“直”字的意思。

曹操听了直摇头。1、从上到下;2、公正的;3、不断地。

问：为什么曹操听了直摇头?

[降低理解难度，体会“直”在句子中表示的意思。培养正确
谴词造句的能力。]

师生配合读：男生读第一种方法，女生读第二种方法，老师
读第三段开头、结尾。

(二)拓展延伸。

问：在当时，曹冲的办法是的吗?你还能想出什么称象办法?

(不是，可以把石头换成牛、羊等会走的动物，或换成人)



[拓展延伸，对学生进行发散思维的训练，调动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与创造性。]

学生评议方法的可行性。

四、布置作业。

背诵第4段。

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篇二

1、学会独立分析字的笔画，正确书写巾、衣、本、牙四个字。

2、听故事，讨论怎样才能见到雪孩子。

3、初步体会会意字的特点。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语文天地中的学写字的练习。

1、独立说说巾、衣、本、牙四字的笔顺并书空。

2、玩一玩我说你写的游戏。学生说一个字，例如：以，找另
一个同学书空笔顺。

3、写字。看谁写得又准确又漂亮。

二、字形小魔术



1、出示木字，抽生读一读，书空写。

2、你能给木字加一笔变成另一个字吗？开动脑筋想一想。
（本、术、禾）

3、出示力，请你变魔术，加两笔后让它变成另一个字。（办、
为）

4、出示巴字，请你给它加偏旁，看能变成哪些字？（把、吧）

5、你还能给哪些字变魔术？互相说一说。

三、读一读，继续往下说词语。

2、第二类：黄色、红色、绿色，是表示颜色的，请说说表示
颜色的词。

3、第三类：围巾、棉衣、手套，是表示衣物的，请说说表示
衣物的词。

4、你还能说出哪些词是一类的？

四、照样子说一说

1、例句：冬天的本领真大呀！

2、句式：谁真怎么样？

3、请依照这种句式说一句话。

第二课时

一、读一读《九九歌》

1、自由朗读，看你从中能读懂点什么？



2、你知道这首儿歌讲的什么意思吗？

3、教师介绍有关节气的知识。领学生揣摩儿歌的意思。

4、读一读，争取能背诵。课后背给爸爸妈妈听。

二、听雪孩子的故事。说一说，怎么才能见到雪孩子？

1、听老师读两遍故事，可让学生提一些关于内容的小问题，
检查学生是否听懂了。

2、分组说一说，怎么才能再见到雪孩子？老师不要讲太多的
自然常识，让学生问、学生答。

3、试着把故事接着讲下去。第二年冬天，又下雪了

三、语文天地的学法指导：初步体会会意字的特点。

1、想一想，你从这些字中发现了什么？

2、收集这样的字，写在本子上，再和伙伴们交流这些字的特
点。

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篇三

识字学词学句（一）1

教学目标：

1.学会9个生字，能正确读写14个词语。

2.认真观察图画，理解句子的意思，能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学习怎样读好较长的句子。

3.能理解“也”，并能正确运用“也”字说句子。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春天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你发现我们周围的事物
发生了什么变化？（学生自由说），这节课老师带同学们到
大自然去看一看。

二、学生看图

出示幻灯片，启发、引导（果树开花图）

1.同学们请看图，仔细观察，图上画的是什么？

2.观察后学生说出，同时教师分别在图下出示“桃花、梨花、
苹果花、杏花”的音节及生词，并齐读。

3.这是发生在什么季节的什么事？这些花是什么颜色？状态
怎样？像什么？

（桃花、梨花、苹果花、杏花春天开放，粉红的桃花、雪白
的梨花、苹果花，非常鲜艳、美丽，像花园）

4.（出示果树结果图），你看到了什么？出示音节及
词：“杏子、桃子、梨、苹果”学生认读。

5.桃子、杏子、梨、苹果什么季节成熟？长得什么样？你感
受到了什么？

三、自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自读课文，划出自然段和生字词，读准字音，认清字形，
说说自己是怎样记住它的。



2.指名读生词和课文，边读边学习生字新词。

3.重点指导

（1）认识“讠”“禾”这两个偏旁。

（2）“桃”的右半部笔顺是：

“许”右半部是“午”不是“牛”

“成”的笔顺是：，它是翘舌音。

（3）指导书写，认清每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1.指名读生字、词。（看图）

2.学生读课文。

二、看图学词学句

1.课文有几个自然段？课文中是怎样描绘这两幅图的？指名
朗读。

2.读第一段，你知道了什么？“许多”是什么意思？“许
多”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结合投影，理解“许多”）

3.读第二段，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说我们村成了花
园？（结合图画）



练习用“也”说话。

（春天果树开满了花，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苹果花，
真美丽，我们村像个大花园。）

4.有感情地读第二段，指导学生用赞美的语气读，读后学生
看图说说意思。

5.读第三段，用自己的话说说这段的意思。

（到了秋天，果树结满了果子，果子熟了，有又红又大的桃
子，黄澄澄的梨子、杏，红通通的苹果，我们村成了果园）
指导学生用喜悦的心情读。

6.学了这篇短文，你知道了什么？

（果树春天开花，秋天结果。）

三、总结

进行思想教育

春天非常美丽，花开了，草绿了，我们要用双手把祖国打扮
得更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四、布置作业

1.第1课时后完成1题、2题。

2.第2课时教学中读3题，先读，再练习说。

探究活动

你看见过桃花、梨花、苹果花吗？它们长得什么样？有什么
区别？你一定吃过苹果、桃子和梨，那么你知道它们的生长



过程和生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吗？课外收集一下有关的资料：
可以是摄影作品，也可以是有关的图片，还可以是有关的文
字。

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篇四

一、复习提问

二、问题研究

“捏”、“藏”、“变”、“飞”、“钉”等一系列动词，
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孙悟空的随机应变和神通广大。

神态描写、语言描写、侧面描写，用六兄弟的慌慌张张来反
衬孙大圣的沉着、镇定。

3、孙悟空变了哪些形象?

麻雀儿，大鹚老，鱼儿，水蛇，花鸨，土地庙

4、二郞神又变了哪些形象?

饿鹰儿，大海鹤，鱼鹰儿，灰鹤

5、它们有什么联系呢?

说明二人斗法，真君始终技高一筹，同时也表现出大圣的坚
毅和无畏的反抗精神。

三、精读课文，体会妙处

1、想一想：课文中的哪些情节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
么?

示例



(1)大圣变作大鹚老的情节最吸引人，它写出了大圣逃跑躲避
的速度之快，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这个情节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2)大圣被追得一天无路，入地无门，变了个土地庙的情节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大圣的尾巴变作一根旗杆，
让人忍俊不禁，增添了喜剧效果。

(3)大圣变作二郞神的情节写出了猴性的戏谑，在紧张的斗法
过程中使故事情节得以舒缓，让人记忆深刻。

四、畅所欲言，拓展延伸

喜欢孙悟空：神通广大、机敏、坚毅 、勇敢、无畏、有正义
感和反抗性。

喜欢二郎真君：总能识破大圣的各种变化、本领高强、神通
广大。

2、学了本文，你从中获得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遇到困难时，要有坚毅的品质和无畏的精神。只要
坚持过，奋斗过，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无怨无悔。

启示二：解决问题时，我们要学会变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
关键，这样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启示三：作文离不开想象，想象可以让我们的作文插上神奇
的翅膀。我们要学习作者奇妙大胆的想象。

五、分析矛盾冲突，理解中心思想，把握形象性格

1、课件出题

提示：孙悟空大闹天宫，不服管束，不把佛祖、菩萨、神仙



放在眼里，犯了天条，冒了天威，还自名为“齐天大圣”，
所以二郎神奉命来到花果山降服孙悟空这只“妖猴”。

大战几百个回合，表明变身斗法的艰苦曲折，旗鼓相当，亦
表明孙悟空的本领高强，骁勇顽强、机智灵活，难以降服。
这刻画了孙悟空桀骜不驯、幽默诙谐的特点，以及不畏强权、
反抗镇压、争取自由的精神。

孙悟空屡败屡战，总是落慌而逃，原因是二郎神得到佛祖、
菩萨、神仙、天兵天将的协助，人多势众，而且有比孙悟空
更厉害的法术和法器，而孙悟空势单力薄。

二郎神是佛祖的卫道士(相当于军队和警察)，是佛祖派来镇
压犯上作乱的孙悟空的，代表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制度的帮
凶势力。孙悟空是反抗强权的愚弄奴役和镇压统治、争取平
等自由者的代表。

六、作业布置

1、课外阅读《西游记》的相关部分，了解这场战斗的结局。

2、完成课后研讨与练习。

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篇五

一、按课文内容填空。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疑是银河落九天。

2、窗含西岭___________,门泊东吴____________。

3、一条彩虹（）在天空。

4、蜘蛛从网上（）下来，逃走了。



5、蜘蛛又（）在网上结网了。

6、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只要（），坏事往
往能变成（）。

7、列宁（）请养蜂的人来（）。

8、（）派去找他的人不在，列宁只好亲自去找。

9、禾苗（）一点儿也没有长高。

10、他在田边（）地转来转去。

11、种田人丢下锄头，（）坐在树桩旁边等着。

12、（）是一百多年前的丹麦人，他是世界上著名的（）作
家。他的童话作品有《》《》《》等。

13、满天的（），像（）撒在碧玉盘里。

14、那七颗星，连起来像（），叫（）。

15、爱迪生长大以后，为电灯的发明（）了很多的工（）。

16、上医院已经来不（）了，爸爸很着（）。

材（）栏（）蚪（）猴（）

财（）拦（）抖（）喉（）

拌（）膀（）慢（）祖（）

伴（）榜（）馒（）租（）

报（）封（）便（）事（）



害（）轻（）微（）拾（）

萝（）茄（）菇（）炖（）

烤（）烧（）扒（）扛（）

拣（）跺（）踢（）跳（）

观（）场（）轻（）读（）

现（）扬（）经（）续（）

人（）历（）球（）温（）

寒（）时（）道（）活（）

植（）绝（）

榆（）描（）址（）帐（）

愉（）瞄（）趾（）账（）

特别分别别处（）

指挥手指指南针（）

方向地方千方百计（）

打开方向茂密的乌云

辨别宝藏漫天的空气

寻找窗户清新的枝叶

1、___________一__________，就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一会儿__________，一会儿_____________。

3、一个（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个
（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个（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雪白的羽毛

例：嘴巴大大的

那么多星星，你怎么能数得清呢（）

那么多星星，你是数不清的（）

那么多星星，你数不清呀（）

1、茂密的枝叶像凉棚似的，遮住了阳光。

把______________比作_______________。

2、夜晚，环形路上，一座座立交桥犹如道道彩虹。

把______________比作_______________。

3、五颜六色的裙子徐徐张开，就像一把花伞。
把______________比作_______________。

4、人们在地上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

把______________比作_______________。

1、（）是我们飞向天空的（）。

2、（）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



3、（）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

4、（）的未来，只能属于勤奋而又谦虚的年轻一代。

5、节气歌

春雨惊春（）（）天，

夏满芒夏暑（）（），

（）（）露秋寒霜降，

冬雪（）（）小大寒。

6、把成语补充完整。

（）（）协（）（）（）成（）

（）（）一心（）（）不胜

（）外有（）天（）有（）

博采（）（）（）（）益善

贪（）失（）舍（）逐（）

（）（）倒置（）题（）做

勤（）好（）（）学（）倦

（）（）百遍其义（）（）

7、照例子，写一写。

例：大大小小多多少少



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会从文中筛选重要信息。

2、体味本文语言的准确与情趣诗意之美。

3、培养探索意识和科学精神。

【教学重点】深入挖掘探索过程中的怀疑和想象精神。

【教学难点】探讨标题的独特内涵。

【教学方法】合作探究式教学。

【教学时数】第二课时。

【教学工具】

多媒体。

【教学设计】

1、导入：茫茫宇宙，充满奥秘。仰望星空之时，会有许多遐
思，有没有外星人存在呢?

(设计意图：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入文章的写作宗旨“探索宇
宙的奥秘”。)(板书)

2、问题一：探索宇宙时，应该具有什么精神?

勇于怀疑富于想象(板书)

(设计意图：以两种精神作为文章的切入点，抓住文章的关键。



)

3、问题二：文中的哪些段落体现着作者的怀疑和想象?

想象的内容“外形有无差别”“社会形态是否一样”“智能
生命”“文明现象”(板书)

和我们儿时的好奇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说“人外有人，天外
有天”，其实我们还可以说“

宇宙辽阔无垠，很可能天外有人”。

4、问题三：宇宙有边疆吗?宇宙有中心吗?

讨论两分钟：

一部分同学认为“宇宙没有中心，没有边疆”因为“宇宙辽
阔无垠、茫无际涯，范围之大，难以想象”另一部分认
为“宇宙有中心”因为“80亿光年是我们已知的宇宙中心”。
还有一部分比较全面认为“宇宙有已知的中心也有一致的边
疆”根据“80亿光年是我们已知的宇宙中心”和“地球的表
面就是宇宙地汪洋之滨”。

小结：所谓边疆中心都是对宇宙探索已知范围之内，未来还
要我们这一代继续探索，那么中心边疆也会随之变化。

5、问题四：分析文章某段落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及语言特
色?

这样的段落虽然并没有体现怀疑和想象的精神，但它们为怀
疑和想象提供了一种知识的背景，或是怀疑和想象的结果。
同时运用准确而生动形象的语言使得科学知识离我们不再遥
远。

6、问题五：统观全文，我们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奥秘?



继续开拓是职责，未来取决于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寻找
我们更为美好的家园。

未来(板书)

让学生齐读最后一段，体会抒情和议论的语言，并和解说词
的特点联系起来，采用这样的语言方式会更贴近关注的心理，
引起共鸣。

7、总结文章写作的重要特色，领悟本文写作的深远意义。

8、布置作业：

任选一个你喜欢的题目，查阅资料，撰写一篇科学小品。

“宇宙群星知多少”“如果发现了生命星球”“地球的未
来”

六上电子版语文书笔记篇七

教材分析：课文以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话形式出现，通过桃子
落地的事，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向孩子们介绍了地心引力
这一科学常识，引导学生留心身边的科学，从而培养儿童爱
科学、学科学的精神。

学情分析：大部分学生(尤其是男孩子)对科普类读物有着浓
厚的兴趣，知识面较宽，因此对本课充满好奇心。另外本课
和前一课《棉花姑娘》体裁相似，内容比较简单，学生可以
通过自读感悟自学理解。

教学目标：

1、认识“俩、摘”等7个生字，会写“球、玩”等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读好有请求语气的句子。

3、初步了解地心引力这一科学常识，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
学的精神。

重点难点：理解课文，读好有请求语气的句子;了解地心引力
这一科学常识。

设计特色：自读感悟，重生活，重体验。

教学流程：

一、激趣导入。

1、教师画简笔画(一只小手)：这是什么?手有什么用?(学生
兴致勃勃地说)

2、教师再画地球：地球爷爷也有手，他的手有什么用呢?

3、教师板书课题：地球爷爷的手

(设计意图：兴趣是儿童的老师。从儿童熟知的“小手”入手，
突出地球爷爷"手"的与众不同，以此为切入点，更容易唤起
儿童探究的欲望。)

二、自读感悟。

1、学生自读课文，教师提出要求：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
实在读不好的句子做上标记，请教学习伙伴或教师。

(设计意图：带着要求读书，目的性很强，更有利于学生养成
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对于读书中的疑难要学会圈画，意在
逐步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2、检查字音掌握情况：



(1)出示带拼音的生字：俩、摘、伯、而、且、踢、引。指名
认读。

(2)不带拼音，学生自己练读，然后指名当小老师领读。

(设计意图：学生有很强的"向师性"，当小老师更能让他们体
验到成功的喜悦。)

(3)打乱顺序挑战读。(指定一人读，同学打等级，另一人如
果不服气可以向他挑战。)

(4)做游戏：同座互拿字卡比赛读。

(5)把生字送回课文的词语中，指名读词语，开火车式读词语。
(读得全对的小组可以得到地球仪模型。)

(设计意图：这几种检查形式都是遵照儿童活泼好动、爱表现
的心理特点设计的，这样既培养了他们自主参与的意识，又
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竞争意识。)

3、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读给大家听，同学互相评议，
看谁读得既正确又流利。

(设计意图：打乱教师包办代替"串讲串问"的传统讲授式，从
学生的主观愿望出发，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读书效
率。)

4、针对学生朗读中出现的问题，教师重点指导带请求语气的
句子，然后学生反复朗读小动物和地球爷爷的对话。

(设计意图：一年级的朗读指导举足轻重，教师必须要充分发
挥主导作用，点拨引导于关键处，丰富学生的内心体验，在
自主感悟中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5、投影出示第十自然段：读了地球爷爷的话，你知道了什



么?(先以4人学习小组进行组内交流，然后小组选代表在全班
讨论交流，教师相机引导。)

(设计意图：一年级的小组合作讨论，教师必须加强指导，避
免流于形式，特别要注意学生情意态度的培植，为他们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分角色朗读课文。(配乐带头饰读、自编自演课本剧)

(设计意图：表演朗读能限度的展示学生的表现力，激发他们
的学习热情。)

7、质疑问难：读了课文，你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学生可
以畅所欲言，能自己解答的就让学生自己去回答。)

(设计意图：此环节并非形式上的套话，教师一定要精心呵护
孩子饱满的好奇心，善待学生的提问。)

三、拓展延伸

1、教师演示回形针靠近磁铁的实验。学生观察，亲自感受。

教师小结;地球爷爷的手就像磁铁一样有吸引力，它能吸引地
球上的一切，这种引力就是地心引力。

(设计意图：地心引力这一科学常识比较抽象，通过演示能更
直观的让学生明白其中的奥秘，培养学生探究科学，留心身
边科学的精神。)

2、拓展：你还能举出例子说明地球爷爷是有手的吗?(学生联
系自己的生活感受，各抒己见，大家互相评议。)

(设计意图;架设生活和课本的联系，调动学生日常生活体验，
注重培养学生对周围事物正确的情感态度。)



3、总结谈话：地球爷爷的趣事说也说不完，同学们课后可以
查找一些资料，了解地球方面的有关知识。

(设计意图：语文小天地，生活大课堂。把探究的视角指向广
阔的生活天地，拓宽学生的学习渠道。)

四、指导书写：

本课要写的字都是左右结构，“球、玩、跳、桃、树”应该
写得左窄右宽，“刚”字应写得左宽右窄。“球、玩”二字，
要注意引导学生区别“王”字与王字旁的异同;“跳、桃”结
构一样，字形相似，可以结合起来指导书写，“足”字的捺
变提，“木”字的捺变点，“兆”字的笔顺及笔画“竖撇”
都要仔细指导。

1、学生仔细观察它们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2、引导学生发现写好这六个字的关键，教师范写。

3、学生描红，练写，看谁写的正确美观，写几个不限，直到
自己满意为止。

4、教师巡视，个别指导，及时展示写得好的学生作业。

五、课外建议：

1、把课文读给家长听，请他们给你写几句评语。

2、请爸爸妈妈帮忙查找有关地球方面的书刊，并在早读时
间“黄金屋”上和同学进行交流。交流后把文字和图片资料
整理好放在成长档案袋中。

3、尝试小实验：一大一小两个东西从高处落下，哪个先落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