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下雨了教案 要下雨了教学设计(实用6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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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雨了教案篇一

设计意图：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识字是1-2年级的教学重点，因此我
把本课的教学重点定位在借课文为载体让学生学会认字。

学生在具体语境中学习，在动手实践中学习，往往会身心愉
悦，较好地完成学习目标，因此在课堂上应努力为学生营造
和谐、平等、愉悦的学习氛围，积极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参
与学习，通过让学生听一听、演一演等活动来拉近学生与文
本的距离，让学生与文本产生共鸣，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形
成学习能力。

学习目标：

1、学习“坡”“割”等生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识记，会
写“吗”、“吧”、“虫”三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1-3自然段。

3、初步了解燕子低飞与要下雨了的关系。

课前准备：课件、情景图、字卡



教学流程：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一）小朋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四专题——美丽的夏天。

（二）在夏天的午后呀，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点击课件：
打雷、闪电、乌云密布）看到这些，你们知道将会怎样？
（要下雨了）你们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听到了雷声；因为
我看到乌云密布；因为我看到闪电了）

（三）小朋友既动耳、又动眼，还会思考，真能干！

（四）还有哪些现象也能让我们知道要下雨了呢？今天我们
就来学习第16课——要下雨了，（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

（一）请小朋友又轻又快地把书翻到68页，自由读读课文，
不认识的字拼拼音，读准字音，并且可以连成词多读几遍。

三、朗读课文1~3段，随文识字

（一）学习第一段

1、小朋友这么能干，有只小白兔很想和大家交朋友了，它在
哪儿呢？读了这一句你就明白了。快去读读吧。（课件打出
第一句内容）

3、一起读读第一句。

5、把第一自然段连起来读一读。

（二）学习第二段



1、正在这时，谁来啦？（出示燕子，贴上黑板）

2、自由读读第二段话。

3、这回我来当当小白兔，你们评评我当得好不好。（老师故
意轻声说）为什么不好？

4、那你们能给我当当老师吗？指名读，师再读。男女同学读。

5、小朋友都张大了嘴巴在喊，难怪“喊”字是——口字旁。
出示字卡“喊”齐读。

（三）学习第三段

1、燕子怎么回答小白兔的呢？指名读。正音。学习“潮
湿”“虫”。给虫字扩词。

2、燕子的话真长，要多读几遍才能读流利。我们看看谁读得
最认真，就请谁来当燕子来读这句话。自由读，指名读。

1、读了燕子的话，你有不懂的地方吗？赶快问问小燕子吧。
看哪位小朋友最会提问题！

（1）为什么要下雨了，空气会很潮湿？

你真会提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课文中可找不到，不过我
们可以从《十万个为什么》中找到答案，小朋友课外再去读
读这些书吧。

（2）为什么空气很潮湿？

（3）为什么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

（4）为什么虫子飞不高？



（5）为什么还没下雨，虫子的翅膀就会沾了小水珠呢？

如果学生不能直接回答，就请小朋友再去读读燕子说的话。

（四）刚才我们和小白兔、燕子一起懂得了燕子低飞要下雨
了，下雨前还有现象呢？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和小白兔一起去
观察。现在我们拿好书，把1-3自然段连起来读读。

五、巩固生字，指导写字

（二）玩之前，再记记这些字宝宝的名字，不认识的可以请
教旁边的同学，要不然找到了又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多难为
情！自由读。

（三）游戏开始了！你瞧，字宝宝都躲到了笑脸的后面，你
想先找出几号字宝宝，和它交朋友呢？指名玩；分小组玩；
男女同学玩。

（四）指导写字。

要下雨了教案篇二

教材分析：

?要下雨了》是一篇生动有趣的科学小故事，通过小白兔与燕
子、小鱼、蚂蚁的对话，让学生了解大自然中的小动物是如
何预报天气的，激发了学生对大自然的探究兴趣。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练习分角色朗读。

2、认识“腰、坡”等13个生字，能正确美观地书写“直、
呀”等七个汉字，理解“阴沉沉”等词语的意思。



3、结合课文内容，了解小燕子、小鱼、蚂蚁在下雨前的表现。

4、让学生体会大自然的神奇，激发学生探究自然的兴趣。

重难点：

识字写字，分角色朗读课文。

教具准备:

词语卡片

课时划分：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激趣导入。

1、出示词语卡片，指名认读。

2、指名交流课文出现了哪些小动物？

二、创设情境，品词析句。

1、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说说从课文中知道哪些信息？

（2）理解“阴沉沉”。

2、学习第2、3自然段。体会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什么？

3、课件出第4、5、6自然段，学习小白兔和小鱼的对话。



4、学习第7自然段小白兔和蚂蚁的对话。

5、学习第8、9自然段，交流从中读懂了什么？

6、总结全文，拓展知识。

三、练习分角色朗读课文。

四、课堂小结。

五、布置作业。

板书设计：

要下雨了

小燕子：低飞捉虫

天气预报员小鱼：水面透气

蚂蚁：忙着搬家

要下雨了教案篇三

《要下雨了》一课是人教版第二册第四单元的一篇阅读课文。
这是一篇知识童话，讲的是生活中的气象常识。具体的学习
目标有三点：

1、认识“坡、割”等12个生字，会写“吗、吧”等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自身喜欢的局部。

3、初步了解“燕子低飞、鱼游出水面、蚂蚁搬家”与下雨的
关系。



本课分两课时，我所展示的是第一课时的内容。指导学生认
真朗读，感受语言的韵律美。重点抓好识字教学。在开放性
的随文识字活动中始终以学生为主体，变单调的读、重复的
写、机械的识记为有情有趣地看，有滋有味地思，有感有触
地实践；变浅层次的识字认知活动为深层次的思维探究活动。
教学难点：要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朗读，感知下雨前的变化，
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在教学中采用词图对照、诵
读词串、展开联想、进入情境、品味欣赏等方式，引导学生
在生活中学习语文，主动参与语文活动。在交往与互动中学
习生字，积累词语，提高认识，发展能力。通过合作学习，
互帮互助，互相促进，让小孩在课堂上都有展示自身的机会，
感受学习的乐趣。

要下雨了教案篇四

学习目标：

教学重点：

1、理解雨天情趣的内涵2、体味作者怀旧抒怀中蕴涵的对真
善美的讴歌

教学难点：

1、掌握文章结构特点2、体味作者怀旧抒怀中蕴涵的'对真善
美的讴歌

教学设想：

教师通过课前播放童声歌曲《小雨点》创设情境，进而营造
氛围，然后让学生在与文本对话中感知内容要点，在与同学、
与老师之间的对话合作中领悟文章主旨，最后请学生积累有
关怀旧思乡的诗句或名言，拓展文学视野。



教学方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为主

教学用具：ppt音乐音频资料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课件播放童声歌曲《小雨点》，一曲“小雨点”把我们带到了
“下雨”的世界。小雨点是多情的，它总是敲打着我们的窗
户，奏出婉转的旋律，小雨点像一泓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走进琦君的《下雨天，真好》，和作者一起感受下雨天的那
份美好与温馨。

二、展示学习目标

1、抓住文眼，梳理文章结构

2、理解雨天情趣的内涵，体悟主旨

3、体味作者怀旧抒怀中蕴涵的对真善美的讴歌

4、体会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三、检测预习

我会读

湿漉漉()魂牵梦萦()熹微()黏溻溻()紫檀木()静谧()摇曳（）

四、众人拾柴火焰高（研读赏析，合作探究）

（一）与文本对话（整体感知，自主学习）

感悟作者说的“好像雨天总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



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
会到了亲人和朋友，游遍了魂牵梦萦的好地方。悠游、自在，
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
手腕上。”

提问：作者用雨珠的链子串起了哪些“好时光”？哪些有趣
的事情？

（学生结合预习完成自主评估作业，然后各抒己见，教师归
纳总结）

（二）与同学对话(深入学习，合作探究)

2、从文中所记述的哪些事情，可以看出作者的母亲性情慈善？

（三）梳理文章结构

下雨天，真好

形

下雨

人乡情事

神

（四）与生活对话

请说说你自己关于雨天的趣事。

（五）情感激发：教师激情朗诵雨天感悟

我喜欢下雨天!下雨的夜晚，独自撑一把伞，走在无人的旷野，
任凭雨水冲刷自己，把自己多天来染上的习俗之气完全冲散，



两旁的大树似乎成了我的伙伴，在雨中尽情的享受着这天赐
的甘露，听着雨珠落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四
周寂静，喧嚣的尘世中，只有这声音是属于我的，也只有在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属于我自己。扔掉伞，让自己在雨中
尽情的放纵，感谢这大自然的恩赐！

我喜欢下雨，喜欢在这朦胧的雨季中享受着那份恬淡。

下雨天，真好。

五、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作业）

请将你平时积累的有关“思乡”的古诗名句或文学作品拿来
与同学们分享一下。

要下雨了教案篇五

这篇知识童话讲的是生活中的气象常识，《要下雨了》教学
设计之七。通过学习学生进一步了解下雨前一些小动物的异
常表现。课前教师可以布置学生留心观察下雨前的天气及物
候变化，并做好记录。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的能
力。

由于以前教学始终把识字和朗读放在重点，所以学生在这方
面能力有所提高。本课合体字居多，教师可引导学生利用形
声字规律或熟字带偏旁的方法自主识字。对于朗读也可以让
学生进行方法迁移，在读中感悟，培养语感。

1．认识“坡、割”等12个生字，会写“吗、吧”等6个字。

2．体会小白兔的情感变化，读好对话语气，做到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并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初步了解“燕子低飞、鱼游水面、蚂蚁搬家”与下雨的关
系。

识记生字，读好对话语气，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1．课件或挂图、生字卡片、动物头饰。

2．学生课前收集一些能预测天气变化的资料。

两课时

（采用儿歌形式呈现，选取儿童知晓的生活常识，贴近学生
生活和认知水平，既有利于激发兴趣，将学生引入情境，又
能引出课题，为后面的教学做好铺垫。）

2．演示课件。（乌云密布、狂风四起、雷电交加的情景）请
学生说说看到的情景。

师：还有哪些现象也能预示要下雨了？（板书）

自学（有目的读书，体现了识字和阅读的整合）

1．自由读课文，自己想办法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小学一年
级语文教案《《要下雨了》教学设计之七》。

2．学生互相检查字音，读不准的可以互相提醒、指正。

识字（由易到难认读生字，意在反复强化，寻找规律。）

1．出示带拼音词，学生认读，教师正音。

2．去掉拼音指名当小教师领读、齐读。

3．打乱生字顺序竞赛读。



朗读（创设情境体会角色语气，提高学生朗读水平。）

1．指名读文，思考：你读懂了什么？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
阅读实践，与文本直接对话，让学生获得独特的体验和感受，
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此环节需要注意：学生能说多少是
多少，不设定统一感知目标。）

2．图文结合，感悟读文。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读文，教师相机创设情境指导读文。
重点指导：“燕子，燕子，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强调
“这么”，突出低的程度。）“小心淋着雨”（突出小鱼的
关心）

表演（换位思考，体会感情，培养学生合作参与的意识）

学生自选角色在组内演读，然后让学生戴头饰上台表演，大
家互相评议。

（如果出现一个角色多人争演时，教师要灵活机智地处理，
向学生渗透协作教育。）

练习（延伸课文内容，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课后“读读说说”，出示句子：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

让学生用“正……呢”进行扩展说话训练。

（此练习学生可能会模仿他人说句子，教师要及时表扬那些
说得与众不同的学生，鼓励学生的求异思维。）

写字（有针对性指导，体会汉字结构之美，提高书写质量。）



1．记字型。出示“吗、吧、虫”，学生选择最熟悉的'字说
说自己是怎样记住它的。

2．学写字。教师重点指导“口”的写法，互相评议。

朗读（感悟读文利于培养语感）

1．自由读7—9自然段，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

2．比较体会“大雨下起来了”和“大雨真的下起来了”，指
名读。

3．引导学生总结下雨前的征兆，燕子低飞、鱼游水面、蚂蚁
搬家

背诵（自主选择激发学生积累语言的积极性。）

1．自由背诵。学生挑选自己喜欢的部分背诵。

---------------------------

2．指名背诵。开展背诵竞赛。

1．学生谈谈还有哪些动物活动与天气变化有关。

学做小小气象员：观察燕子，小鱼和蚂蚁如何预报下雨的。
有条件的还可以观察能预报下雨的其他事物。每次预报后做
好记录。并评出最佳气象员。

（此活动还可能邀请自然教师做场外指导，突出学科知识的
融合性。）

一年级学生收集能力不太强，仍需家长帮忙。教师根据班级
实际可做适当指导，如查找哪些课外书，如何上网搜索等等。



要下雨了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认识“坡、割”等12个生字，会写“吗、吧”等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初步了解“燕子低飞、鱼游出水面、蚂蚁搬家”与下雨的
关系。

教学重点：认字和练习朗读。

教学难点：要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朗读，感知下雨前的变化，
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教学准备：课件、生字卡片、词卡、录音磁带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故事激趣

今天老师呀，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白兔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一天，天气很好，小白兔挎着竹篮，拿着镰上山去割草，它
刚刚来到长满青草的山坡上，突然，天气发生了变化，发生
了什么变化呢？你们看！

二、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1、放课件1

2、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3、板书课题：要下雨了

在下雨之前，小白兔啊，碰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你们想知
道吗？（翻开书68面）

三、初读课文，随文识字

2、 检查反馈.

四、反复以不同形式读课文，熟悉课文内容

1、喜欢读第一自然段的同学请举手，点一个人读，其他人认
真听，

2、喜欢读第二自然段的同学点一名，你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
一起读。

3、喜欢读第三自然段的同学站起来读。

4、后面的段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

五、理解课文，指导朗读

1、读完课文了，你知道下雨前小白兔碰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呢？

板书：          燕子    低飞

小鱼    游出水面

蚂蚁    搬家

2、看课件2

小白兔看到谁了？它是怎么问的？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3、两人分别扮演小白兔和燕子表演读。

用“正”说话，看谁说得好。

4、燕子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潮湿”是什么意思？

5、比较两个句式。

（1）要下雨了。

（2）是要下雨了吗？

6、小白兔相信要下雨了呢？你是怎么发现的？比较？告诉学
生标点符号也会说话。

师：小白兔还不怎么相信要下雨了，它又去问谁了呢？

7、看课件3、4

8、请三个人分别当小白兔、小鱼、蚂蚁 分角色
读4、5、6、7段，

（1）问：你听了小鱼的话有什么要问的吗？

（2）小白兔是怎样把消息告诉的？谁来帮小白兔说一说。

2、 书写指导 

3、学生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