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枚金币教学设计(通用8篇)
在欢迎词中，我们可以表达主办方的期待和祝福。欢迎词要
考虑到受众的特点和需要，选择合适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欢迎词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一

《一枚金币》是北师大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十单元《金
钱》中的一篇主体课文。课文讲述了一个辛勤劳动、省吃俭
用把儿子养大成人的老人，看到儿子长大后懒惰成性，花钱
如流水，万般心痛与无奈，只好打算将所有的财产送给别人，
而决不留给这种儿子的失望心情。接着讲述了母亲放纵儿子
来蒙骗老人，两次被识破，最后只好劝儿子自己去挣一枚金
币，以及老人第三次把金币扔进火炉里，验证这枚金币确实
是儿子挣来的故事。通过本单元和本课的学习，让学生懂得
要以诚实的劳动换取金钱，感悟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
珍惜的意义。

这是一篇故事性较强的课文，语言通俗，内容易懂，但要明
白其中所揭示的道理，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并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孩
子，因此在孩子的心中，金钱来的很容易，于是出现花钱无
计划，大手大脚的不良习惯，希望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能
让孩子珍惜财富，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懂得金钱的真正
价值。

教学目标：

（1）围绕两次“受不了”，抓住相关的重点词：两组意思相
反的词，辛勤、省吃俭用和懒惰、花钱如流水，感悟到这对
父子截然不同的特点，从而理解父亲“受不了”的原因。抓住
“挣、当牛做马、苦差使”，体会儿子“受不了”的心情。



（2）了解人物特点，体会人物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让学生懂得亲自创造的财富才会予以珍惜的道理。树立
正确的金钱观。

教学重难点：重点体会儿子的“受不了”。

整堂课紧紧抓住文中两次出现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
与文本对话，激发想象，从而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

首先，找出文中两个受不了后，师生共同体会父亲的心情，
在学生明确了父亲“受不了”的原因后，，进一步体会受不
了，带着伤心、愤怒心情作出的决定，并指导学生进行有感
情的朗读。

然后，引导学生体会儿子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一枚金币
不被认可而伤心气愤的“受不了”。为了深入走进儿子的内
心世界，在情感上与儿子产生共鸣，我引导学生丰富文本内
容：想象儿子在一周内都会帮人家干些什么？他会吃哪些苦？
这些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使学生感悟到儿子挣钱的艰辛，再
去体会儿子“受不了”的所作所为就显得顺理成章。最后，
孩子在朗读儿子因为受不了而质问父亲的话时，就能做到入
情入境，声情并茂。

最后，揭示文章的主旨：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懂得去珍
惜。

语文课堂是听、说、读、写的主阵地。这堂课以“读”为主
线，在自读课文的环节中，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边读边画，思
考；然后创设大量的环节，使学生走进文本，品析词句，走
进人物的内心，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用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
感受。在读中学习、积累语言、培养语感，体味情感，理解
词语，理解课文。



一枚金币

（勤劳的、省吃俭用）老人

一扔

二扔

再扔

（懒惰的、花钱如流水）儿子

一笑

又笑

抓出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二

《一枚金币》是北师大版四上第十单元的一篇主体课文。该
单元的主题是金钱，通过本单元的学习，t让学生感知金钱金
钱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懂得要以诚实的劳动换取金钱，懂得
金钱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不做金钱的奴隶。

《一枚金币》讲述了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的老人把儿子养大
成人，看到儿子长大后懒惰成性，花钱如流水，万般痛心与
无奈，只好打算将所有的财产送与别人，而决不留给这种儿
子的失望心情。接着讲述了母亲放纵儿子来蒙骗老人，两次
被识破。最后只好劝儿子自己去挣一枚金币，以及老人第三
次把金币扔进火炉里，验证这枚金币确实是儿子挣来的故事。

根据学生实际，教材特点及课标要求，确定第二课时目标为



1、阅读课文，进一步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儿子“受不了”时
的心情，使学生懂得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予以珍惜的道
理。

2、 了解人物特点，体会人物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的重点应体会儿子“受不了”时心情。感悟只有亲手创
造的财富，才会珍惜的意义，引导孩子去思索，为什么有人
花钱如流水。

1、教师、学生共同与文本对话。紧紧抓住文中两次出现
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激发想象，从而
层层深入理解本文的中心思想，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2、关注学生的感受，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加强平日的
积累与表达的训练，自始至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与
文本对话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鉴于以上分析，我打算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以读为主、读中感悟

2角色互换，体会人物心情

3读写结合，训练表达能力

4运用多媒体课件，强化语言训练

痹诮萄程中，我设计了三大板块：

1、体会老人和儿子的两次受不了；

2、体会老人要让儿子明白的道理；

3、引导学生说出感悟。



具体教学思路如下：

(1)首先，抓住两组意思相反的词语，引导学生感悟父亲和儿
子的特点。

（2）父亲把妻子叫来，会怎样说呢？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
入朗读。

文中还有一处受不了，在哪里?

读到这里，你最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质疑.儿子为什么受不
了呢？

课件展示：

第一次：

爸爸接过金币，扔进火炉里。

“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二次：

爸爸接过金币，又把它扔进火炉里。

“别骗我了，孩子，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又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三次：

老人接过金币，仍然把它扔进火炉里。



“不，孩子，这也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受不了啦，忙跑到火炉前，用手从熊熊大火里把金币抓
出来，大声叫到：“爸爸，你疯啦！我替人家当牛做马，整
整干了一个星期的苦差使，才挣来这枚金币！而你，却把它
扔到火炉里去烧！”

这时，老人说：“现在，我相信这是你自己挣来的钱了！”

问:为什么前两次儿子受得了，而后来受不了?

比较儿子和老人的两种“受不了”，可以体会到父亲当初的
痛苦、失望、伤心和无奈等复杂的感情，再朗读父亲的话。

然后，多媒体展示几位富豪父亲对待儿子和金钱的故事。让
学生说说：老人和着几位父亲一样，要让儿子懂得什么道理。

课件展示名人名言。

父亲说“现在，我相信这是你挣来的钱了”，引导学生转变
阅读角色，想一想：听了父亲的话，作为儿子会对父亲说些
什么？通过这一环节，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使学
生对“金钱”这个主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枚金币

父亲——扔、又扔、仍然扔

儿子—— 笑、又笑、受不了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三

作为一名辛苦耕耘的教育工作者，通常会被要求编写说课稿，
认真拟定说课稿，那么说课稿应该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关于一枚金币说课稿，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一枚金币》是北师大版四上第十单元的一篇主体课文。该
单元的主题是金钱，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感知金钱
金钱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懂得要以诚实的劳动换取金钱，懂
得金钱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不做金钱的奴隶。

《一枚金币》讲述了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的老人把儿子养大
成人，看到儿子长大后懒惰成性，花钱如流水，万般痛心与
无奈，只好打算将所有的财产送与别人，而决不留给这种儿
子的失望心情。接着讲述了母亲放纵儿子来蒙骗老人，两次
被识破。最后只好劝儿子自己去挣一枚金币，以及老人第三
次把金币扔进火炉里，验证这枚金币确实是儿子挣来的故事。

根据学生实际，教材特点及课标要求，确定第二课时目标为

1、阅读课文，进一步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儿子“受不了”时
的心情，使学生懂得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予以珍惜的道
理。

2、了解人物特点，体会人物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的重点应体会儿子“受不了”时？心情。感悟只有亲手
创造的财富，才会珍惜的意义，引导孩子去思索，为什么有
人花钱如流水。

1、教师、学生共同与文本对话。紧紧抓住文中两次出现
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激发想象，从而
层层深入理解本文的中心思想，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2、关注学生的感受，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加强平日
的积累与表达的训练，自始至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
与文本对话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鉴于以上分析，我打算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以读为主、读中感悟

2角色互换，体会人物心情

3读写结合，训练表达能力

4运用多媒体课件，强化语言训练

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三大板块：1、体会老人和儿子的两
次受不了；2、体会老人要让儿子明白的道理；3、引导学生
说出感悟。

具体教学思路如下：

（一）体会父亲“受不了”的心情。

（1）首先，抓住两组意思相反的词语，引导学生感悟父亲和
儿子的特点。

（2）父亲把妻子叫来，会怎样说呢？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
入朗读。

（二）着重体会儿子“受不了”的心情。

文中还有一处受不了，在哪里？

读到这里，你最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质疑。儿子为什么受
不了呢？

（三）分角色朗读，父亲和儿子的三次对话。让学生从“三
扔、两笑、一受不了”中体会父亲和儿子的受不了及儿子对
金钱态度的转变。



课件展示：

第一次：

爸爸接过金币，扔进火炉里。

“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二次：

爸爸接过金币，又把它扔进火炉里。

“别骗我了，孩子，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又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三次：

老人接过金币，仍然把它扔进火炉里。

“不，孩子，这也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受不了啦，忙跑到火炉前，用手从熊熊大火里把金币抓
出来，大声叫到：“爸爸，你疯啦！我替人家当牛做马，整
整干了一个星期的苦差使，才挣来这枚金币！而你，却把它
扔到火炉里去烧！”

这时，老人说：“现在，我相信这是你自己挣来的钱了！”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四

各位评委，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仰韶镇马岭学校的



李建华，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一枚金币》，我将要按以下
六个程序来说课：

1、说教材

2、说教学目标

3、说设计理

4、说教学方法

5、说教学流程及思路

6、说板书

《一枚金币》是北师大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十单元《金
钱》中的一篇主体课文，该单元的主题是金钱，通过本单元
的学习，让学生感知金钱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懂得要以诚实
的劳动换取金钱，懂得金钱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不做金钱的
奴隶。

《一枚金币》讲述了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的老人把儿子养大
成人，看到儿子长大后懒惰成性，花钱如流水，万般痛心与
无奈，只好打算将所有的财产送与别人，而决不留给这种儿
子的失望心情。接着讲述了母亲放纵儿子来蒙骗老人，两次
被识破。最后只好劝儿子自己去挣一枚金币，以及老人第三
次把金币扔进火炉里，验证这枚金币确实是儿子挣来的故事。

全文有两处“受不了”，前处是老人眼见长大成人的儿子不
愿意挣钱，只会花钱，是个无用的人，非常失望痛苦;后者是
儿子看见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一枚金币不被认可而被羞辱,伤
心与气愤使他难以忍受。课文的重点放在最后这层意思上,体
会儿子“受不了”时的心情，感悟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
会珍惜的意义。



简单完整，层次分明是本课的结构特点。先写老人有一个什
么样的儿子，是整个故事的起因，接着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
序记叙一枚金币的故事。课文人物对话串联了整个故事的发
展，展示人物性格。

根据学生实际，教材特点及课标要求，确定本课目标为：

1、阅读课文，进一步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儿子“受不了”时
的心情，使学生懂得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予以珍惜的道
理。

2、 了解人物特点，体会人物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本课教学的重点应体会儿子“受不了”时的心情。感悟只有
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珍惜的意义，引导孩子去思索，为什
么有人花钱如流水。

1、教师、学生共同与文本对话。紧紧抓住文中两次出现
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激发想象，从而
层层深入理解本文的中心思想，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2、关注学生的感受，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加强平日的
积累与表达的训练，自始至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与
文本对话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鉴于以上分析，我打算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以读为主、读中感悟

2角色互换，体会人物心情

3读写结合，训练表达能力

4运用多媒体课件，强化语言训练



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三大板块：

1、体会老人和儿子的两次受不了;

2、体会老人要让儿子明白的道理;

3、引导学生说出感悟。

具体教学思路如下：

一、体会父亲“受不了”的心情。

(1)首先，抓住两组意思相反的词语，引导学生感悟父亲和儿
子的特点。

(2)父亲把妻子叫来，会怎样说呢?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
朗读。

二、着重体会儿子“受不了”的心情。

文中还有一处受不了，在哪里?

读到这里，你最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质疑.儿子为什么受不
了呢?

三、分角色朗读，父亲和儿子的三次对话。

让学生从“三扔、两笑、一受不了”中体会父亲和儿子的受
不了及儿子对金钱态度的转变。

课件展示：

第一次：

爸爸接过金币，扔进火炉里。



“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二次：

爸爸接过金币，又把它扔进火炉里。

“别骗我了，孩子，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又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三次：

老人接过金币，仍然把它扔进火炉里。

“不，孩子，这也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受不了啦，忙跑到火炉前，用手从熊熊大火里把金币抓
出来，大声叫到：“爸爸，你疯啦!我替人家当牛做马，整整
干了一个星期的苦差使，才挣来这枚金币!而你，却把它扔到
火炉里去烧!”

这时，老人说：“现在，我相信这是你自己挣来的钱了!”

问:为什么前两次儿子受得了，而后来受不了?

四、体会老人要让儿子明白的道理。

比较儿子和老人的两种“受不了”，可以体会到父亲当初的
痛苦、失望、伤心和无奈等复杂的感情，再朗读父亲的话。
让学生说说：老人，要让儿子懂得什么道理。

五、引发学生说出感悟，进一步与文本对话。



父亲说“现在，我相信这是你挣来的钱了”，引导学生转变
阅读角色，想一想：听了父亲的话，作为儿子会对父亲说些
什么?通过这一环节，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使学生对
“金钱”这个主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枚金币

父亲 儿子

扔 笑

又扔 又笑

仍然扔 受不了

我的板书力求简洁精练，突出重点，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

由于自己水平所限，我的说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恳请各位
评委、同仁给予指导。谢谢!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五

本册教材是按照一个主题一个部分来编制的，本组是围
绕“金钱”这一主题来安排了几篇文章。其目的是让学生对
金钱有自己的观点，主要是正确引导学生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和高尚的人格。而《一枚金币》更是告诫人们一切获得都要
靠自己去亲手创造，靠勤劳去获得的幸福才能倍加珍惜。本
文是篇童话故事，言简意赅，道理深刻。

新大纲中规定，高年级学生要求阅读程度适合的文章，能理
解主要内容，领会有一定内涵的词句，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
感情。还要继续重视朗读、默读的训练。



1、学习本课生字，理解重点词句，领悟人物的性格特征。

2、通过本课的学习，继续培养学生观察、思维、理解、表达、
朗读、默读等能力。并从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和用心用情朗读
课文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

3、在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中，使学生明白只有亲手创造才懂
得珍惜的道理。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深入领悟人物的性
格特征，理解童话告诫人们的深刻道理。这也是本节课的教
学难点。

在教学方法上，我力求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主动发展
的思想。运用电脑辅助教学，通过自学自议的形式，展开各
种形式的朗读，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根据课文的内容和要求，我准备让学生用“读、想、演、说、
议”的方法学习本课。

依据新大纲精神和当前素质教育的要求，本课的教学过程我
是这样安排的：

一开始，我手拿一枚金币问：“同学们，这是——在学生说
完之后，接着鼓励学生：你们想得到它，就要在课堂上好好
表现自己的能力，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今天就来学习关于
这枚金币的童话故事——《一枚金币》。”这样的导言，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新大纲中要求：中年级学生要逐步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到
了高年级，检查预习已经成为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通
过检查，了解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情况。

本课我采取了“学生自读——同位互读——当众朗读”的方



法进行的。

检查字词后，我请四名同学分四部分来朗读课文，而其他同
学则带着问题去听：“课文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从整
体上感知文章大意。另外，这样做是让学生明白，每读一遍
课文都要有所目的。

在学生对文章整体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后，我再一层层引导学
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对于第一层内容，主要是引导学生理
解在“花钱如流水”的拓展之意，使学生深入了解文中的主
人公“儿子”是个怎样的人。这里需要学生展开来谈，只有
启发学生理解这个“儿子”是个贪吃懒坐，只知花钱败家
的“败家子”，才能为理解其父的思想做好铺垫。这里放手
给学生自己有感情朗读进一步体会即可。第二层内容，是安
排学生带着：“面对这样一个败家子，他的父亲与母亲的态
度各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默读课文。自学完后，采取“同
桌交流意见”的方法，让学生互相补充、充实一下，然后当
众表达。这里是文章的重点部分，我在学生发表意见的过程
中，主要引领学生通过分析“省吃俭用，辛勤劳动”“随便
给谁”、“懒鬼”等词句，理解父亲的“受不了”，领悟父
亲已经对这“败家子”失去了信心，也伤心到了极点，再来
有感情朗读体会，使学生的情感与故事中的人物的情感产生
共鸣。这样的朗读，又为理解中心打下了基础。对于第三层
内容，我是通过学生谈母亲的态度：主要是疼爱儿子到极点
了，在她的恳求下，父亲动了恻隐之心才勉强让儿子去挣钱，
而且是把要求放到了最低——只一枚金币就会把家产给他。
这样就引起了下文，此时，安排学生根据问题自己学习：儿
子几次拿回金币？每次的表现怎样？你想到了什么？学生默
读，用笔在书上简单地画一画、写一写。这是让学生用以前
学过的阅读方法来学习，既要眼睛看得快，还要脑子想得快，
并尽可能多地启用学生的多种学习器官。

组织学生小组里交流完后，鼓励学生当众发表见解。在这里
教师也发挥好“主导”作用，在学生回答完儿子前两次的表



现后，激励学生到台上表演一下“儿子笑着走开了”，紧接
着让学生看着“儿子”表情说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
情？”然后组织学生小组里分角色有感情朗读进一步体会。
这里如此处理，主要是与“第三次”形成鲜明对照。教师话
锋一转“那第三次呢？”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这部分是文章
的重中之重，因此，我是这样主导的：学生已经自学了，在
此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领会登台表演课本剧，完后马
上定格，让学生来分析儿子的几个动作，
如“跑”“抓”“大叫”等，再通过理解怎
样“跑”、“抓”、“大叫”，使学生感悟到儿子内心世界
的情感——“受不了了”！接着让学生评议如何有感情朗读
来体会。第二步是来分析儿子的大叫，理解“当牛做
马”“一个星期”等语句，再通过有感情朗读领悟：这次儿
子真得是付出了艰辛，他也明白了只有亲手创造，才会不要
命地珍惜的道理。在学生充分谈论的基础上，教师再引读这
两层意思，然后学生再分角色有感情朗读这部分，相信本课
已经达到高潮。

最后，启发学生拓展思维，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再来谈谈学
后的感受，致使思想感情得以延伸。并要求学生课后整理出
来，本课到此结束。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六

《一枚金币》是北师大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十单元《金钱》
中的一篇主体课文。课文讲述了一个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把
儿子养大成人的老人，看到儿子长大后懒惰成性，花钱如流
水，万般心痛与无奈，只好打算将所有的财产送给别人，而
决不留给这种儿子的失望心情。接着讲述了母亲放纵儿子来
蒙骗老人，两次被识破，最后只好劝儿子自己去挣一枚金币，
以及老人第三次把金币扔进火炉里，儿子受不了的故事。通
过本单元和本课的学习，让学生懂得要以诚实的劳动换取金
钱，感悟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珍惜的意义。



这是一篇故事性较强的课文，语言通俗，内容易懂，但要明
白其中所揭示的道理，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并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孩
子，因此在孩子的心中，金钱来的很容易，于是出现花钱无
计划，大手大脚的不良习惯，希望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能
让孩子珍惜财富，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

抓住文中的重点词体会文章内容是四年级阅读教学的重要要
求。第2、5、8单元的“金钥匙”中辅导过如何画出重点词语，
如何品词。本文的教学我引导学生通过画重点词品味重点句，
体会人物心情，理解课文内容。如在体会父亲的受不了时抓
住两组意思相反的词，辛勤劳动和懒惰、省吃俭用和花钱如
流水，感悟到这对父子截然不同的特点，从而理解父亲“受
不了”的原因。在体会儿子的受不了时抓住“挣”“当牛做
马”“苦差事”“整整”，体会儿子挣钱的辛苦。抓住“忙
跑”“抓”“大声叫”等动作，以及儿子大声喊出的话体会
儿子的受不了，对这枚金币的珍惜。

“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是第二
学段阅读教学的核心工程，是学生阅读能力的综合体现。学
生只有具备了“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
感情”的能力，才能顺利地进行高年级的阅读学习。所以在
教学中不可忽视对语言的理解、揣摩、积累和运用。通过对
这篇文章的深入解读，我找到了“受不了”这个切入点。通
过紧紧抓住文中两次出现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与文
本对话，激发想象，朗读感悟。通过对这个词的品析，辐射
到对整篇文章蕴含的丰富人文内涵的感悟。可以准确体会到
文本所要表达的情感。

合作学习是课表提倡的新理念之一，但由于本文课文内容浅
显易懂，没有过难的需要小组合作才能完成的问题。所以我
只是把合作学习放在了分角色朗读这个环节。小组内读，每
个人都可以获得读、评、说的机会。有助于更好的培养学生
的听、说、评的能力。



通过对课标、教材、学生的解读，我在第二课时设定了以下
目标：

1．阅读课文，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心情,
感悟文章蕴含的丰富人文内涵。

2．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儿子“受不了”的心情。

3．引领学生懂得要以诚实的劳动换取金钱，感悟只有亲手创
造的财富才会珍惜的道理。初步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通过朗读课文，了解人物特点，体会人物心情，让学生懂得
要以诚实的劳动换取金钱，感悟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珍
惜的道理。

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儿子“受不了”的心情。

整堂课紧紧抓住文中两次出现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
与文本对话，激发想象，从而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在
分析父亲、儿子个性特点学生后，很自然地得出了父亲“受
不了”的原因，紧接着找文中的另一个受不了以及他受不了
的原因、受不了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设计脉络清楚、条理
清晰。创造性地使用了教材，加上入情入境，声情并茂的朗
读，很自然地揭示了文章的主旨：要以诚实的劳动换取金钱，
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懂得去珍惜。

教学中抓住两组意思相反的词“辛勤”“省吃俭用”和“懒
惰”“花钱如流水”，使孩子们从中感悟到这对父子截然不
同的特点，从而理解到父亲受不了的原因；抓住“苦差
事”“当牛做马”体会了劳动的艰辛。抓住“忙
跑”“抓”“大声叫”等动作以及儿子大声喊出的话，体会
到了儿子的受不了，对这枚金币的珍惜。儿子做了哪些苦差
事的补充想象；根据课件中的关键词质疑，都是扎扎实实进
行语言文字的训练。



语文课堂是听、说、读、写的主阵地。这堂课以“读”为主
线，创设了大量的速读、默读、分角色读，教师引读等读书
的环节，使学生走进文本，品析词句，走进人物的内心，在
情感上产生共鸣，用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感受。在读中学习、
积累语言、培养语感，体味情感，理解词语，理解课文。引
领学生能力的发展。续写的设计为学生找到了阅读与习作的
结合点，学生因需而写，有话可说。

根据对课标的认识、依据对教材的把握，本课的教学我设计
了如下的环节：

1．学习体会父亲的受不了。

2.学习体会儿子的受不了。

（1）浏览全文找另一个“受不了”：是谁受不了？他是因为
什么而受不了？

（2）默读课文，勾画描写父亲三次扔金币，儿子不同反应的
句段。

（3）交流反馈，引领学生明确父亲三次扔金币儿子不同的反
应。

（4）引导学生质疑、释疑。知道父亲第一、二次扔进火炉的
金币都是妈妈给的所以儿子毫不珍惜，满不在乎。第三次扔
的金币是他自己挣的，所以他受不了。

（5）分角色朗读课文21---28自然段，初步体会儿子的受不
了。领悟父亲坚持让儿子自己挣一枚金币的用意。

（6）深入体会儿子的“受不了”

1.谈收获



2.赠名言

《劳动最光荣》的视频歌曲可以更形象地让学生认识到要以
诚实的劳动换取金钱，要珍惜劳动成果。

板书设计力求体现本文的主旨，而本课的主旨是通过对重点
词句的理解来获得的，重点词语的板书清晰明了地呈现了课
文中两位主人翁的特点以及他们受不了的原因。有助于学生
建立形象，认识人物，体会情感。把握文章主旨。

板书设计

一枚金币

（珍惜）

父亲儿子

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懒惰花钱如流水

受不了

扔挣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七

本册教材是按照一个主题一个部分来编制的`，本组是围
绕“金钱”这一主题来安排了几篇文章。其目的是让学生对
金钱有自己的观点，主要是正确引导学生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和高尚的人格。而《一枚金币》更是告诫人们一切获得都要
靠自己去亲手创造，靠勤劳去获得的幸福才能倍加珍惜。本
文是篇童话故事，言简意赅，道理深刻。

新大纲中规定，高年级学生要求阅读程度适合的文章，能理



解主要内容，领会有一定内涵的词句，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
感情。还要继续重视朗读、默读的训练。

1、学习本课生字，理解重点词句，领悟人物的性格特征。

2、通过本课的学习，继续培养学生观察、思维、理解、表达、
朗读、默读等能力。并从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和用心用情朗读
课文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

3、在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中，使学生明白只有亲手创造才懂
得珍惜的道理。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深入领悟人物的性
格特征，理解童话告诫人们的深刻道理。这也是本节课的教
学难点。

在教学方法上，我力求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主动发展
的思想。运用电脑辅助教学，通过自学自议的形式，展开各
种形式的朗读，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根据课文的内容和要求，我准备让学生用“读、想、演、说、
议”的方法学习本课。

依据新大纲精神和当前素质教育的要求，本课的教学过程我
是这样安排的：

一开始，我手拿一枚金币问：“同学们，这是——在学生说
完之后，接着鼓励学生：你们想得到它，就要在课堂上好好
表现自己的能力，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今天就来学习关于
这枚金币的童话故事——《一枚金币》。”这样的导言，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调动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新大纲中要求：中年级学生要逐步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到
了高年级，检查预习已经成为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通



过检查，了解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情况。

本课我采取了“学生自读——同位互读——当众朗读”的方
法进行的。

检查字词后，我请四名同学分四部分来朗读课文，而其他同
学则带着问题去听：“课文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从整
体上感知文章大意。另外，这样做是让学生明白，每读一遍
课文都要有所目的。

在学生对文章整体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后，我再一层层引导学
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对于第一层内容，主要是引导学生理
解在“花钱如流水”的拓展之意，使学生深入了解文中的主
人公“儿子”是个怎样的人。这里需要学生展开来谈，只有
启发学生理解这个“儿子”是个贪吃懒坐，只知花钱败家
的“败家子”，才能为理解其父的思想做好铺垫。这里放手
给学生自己有感情朗读进一步体会即可。第二层内容，是安
排学生带着：“面对这样一个败家子，他的父亲与母亲的态
度各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默读课文。自学完后，采取“同
桌交流意见”的方法，让学生互相补充、充实一下，然后当
众表达。这里是文章的重点部分，我在学生发表意见的过程
中，主要引领学生通过分析“省吃俭用，辛勤劳动”“随便
给谁”、“懒鬼”等词句，理解父亲的“受不了”，领悟父
亲已经对这“败家子”失去了信心，也伤心到了极点，再来
有感情朗读体会，使学生的情感与故事中的人物的情感产生
共鸣。这样的朗读，又为理解中心打下了基础。对于第三层
内容，我是通过学生谈母亲的态度：主要是疼爱儿子到极点
了，在她的恳求下，父亲动了恻隐之心才勉强让儿子去挣钱，
而且是把要求放到了最低——只一枚金币就会把家产给他。
这样就引起了下文，此时，安排学生根据问题自己学习：儿
子几次拿回金币？每次的表现怎样？你想到了什么？学生默
读，用笔在书上简单地画一画、写一写。这是让学生用以前
学过的阅读方法来学习，既要眼睛看得快，还要脑子想得快，
并尽可能多地启用学生的多种学习器官。



组织学生小组里交流完后，鼓励学生当众发表见解。在这里
教师也发挥好“主导”作用，在学生回答完儿子前两次的表
现后，激励学生到台上表演一下“儿子笑着走开了”，紧接
着让学生看着“儿子”表情说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
情？”然后组织学生小组里分角色有感情朗读进一步体会。
这里如此处理，主要是与“第三次”形成鲜明对照。教师话
锋一转“那第三次呢？”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这部分是文章
的重中之重，因此，我是这样主导的：学生已经自学了，在
此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领会登台表演课本剧，完后马
上定格，让学生来分析儿子的几个动作，
如“跑”“抓”“大叫”等，再通过理解怎
样“跑”、“抓”、“大叫”，使学生感悟到儿子内心世界
的情感——“受不了了”！接着让学生评议如何有感情朗读
来体会。第二步是来分析儿子的大叫，理解“当牛做
马”“一个星期”等语句，再通过有感情朗读领悟：这次儿
子真得是付出了艰辛，他也明白了只有亲手创造，才会不要
命地珍惜的道理。在学生充分谈论的基础上，教师再引读这
两层意思，然后学生再分角色有感情朗读这部分，相信本课
已经达到高潮。

最后，启发学生拓展思维，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再来谈谈学
后的感受，致使思想感情得以延伸。并要求学生课后整理出
来，本课到此结束。

一枚金币教学设计篇八

各位评委，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仰韶镇马岭学校的
李建华，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一枚金币》，我将要按以下
六个程序来说课：

1、说教材

2、说教学目标



3、说设计理

4、说教学方法

5、说教学流程及思路

6、说板书

《一枚金币》是北师大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十单元《金
钱》中的一篇主体课文，该单元的主题是金钱，通过本单元
的学习，让学生感知金钱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懂得要以诚实
的劳动换取金钱，懂得金钱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不做金钱的
奴隶。

《一枚金币》讲述了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的老人把儿子养大
成人，看到儿子长大后懒惰成性，花钱如流水，万般痛心与
无奈，只好打算将所有的财产送与别人，而决不留给这种儿
子的失望心情。接着讲述了母亲放纵儿子来蒙骗老人，两次
被识破。最后只好劝儿子自己去挣一枚金币，以及老人第三
次把金币扔进火炉里，验证这枚金币确实是儿子挣来的故事。

全文有两处“受不了”，前处是老人眼见长大成人的儿子不
愿意挣钱，只会花钱，是个无用的人，非常失望痛苦；后者
是儿子看见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一枚金币不被认可而被羞辱，
伤心与气愤使他难以忍受。课文的重点放在最后这层意思上，
体会儿子“受不了”时的心情，感悟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
才会珍惜的意义。

简单完整，层次分明是本课的'结构特点。先写老人有一个什
么样的儿子，是整个故事的起因，接着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
序记叙一枚金币的故事。课文人物对话串联了整个故事的发
展，展示人物性格。

根据学生实际，教材特点及课标要求，确定本课目标为：



1、阅读课文，进一步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儿子“受不了”时
的心情，使学生懂得只有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予以珍惜的道
理。

2、了解人物特点，体会人物心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本课教学的重点应体会儿子“受不了”时的心情。感悟只有
亲手创造的财富，才会珍惜的意义，引导孩子去思索，为什
么有人花钱如流水。

1、教师、学生共同与文本对话。紧紧抓住文中两次出现
的“受不了”一词，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激发想象，从而
层层深入理解本文的中心思想，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2、关注学生的感受，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加强平日的
积累与表达的训练，自始至终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与
文本对话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鉴于以上分析，我打算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以读为主、读中感悟

2角色互换，体会人物心情

3读写结合，训练表达能力

4运用多媒体课件，强化语言训练

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三大板块：

1、体会老人和儿子的两次受不了；

2、体会老人要让儿子明白的道理；

3、引导学生说出感悟。



具体教学思路如下：

一、体会父亲“受不了”的心情。

（1）首先，抓住两组意思相反的词语，引导学生感悟父亲和
儿子的特点。

（2）父亲把妻子叫来，会怎样说呢？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
入朗读。

二、着重体会儿子“受不了”的心情。

文中还有一处受不了，在哪里？

读到这里，你最想知道什么？引导学生质疑。儿子为什么受
不了呢？

三、分角色朗读，父亲和儿子的三次对话。

让学生从“三扔、两笑、一受不了”中体会父亲和儿子的受
不了及儿子对金钱态度的转变。

课件展示：

第一次：

爸爸接过金币，扔进火炉里。

“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二次：

爸爸接过金币，又把它扔进火炉里。



“别骗我了，孩子，这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又笑了起来，走开了。

第三次：

老人接过金币，仍然把它扔进火炉里。

“不，孩子，这也不是你挣来的！”

儿子受不了啦，忙跑到火炉前，用手从熊熊大火里把金币抓
出来，大声叫到：“爸爸，你疯啦！我替人家当牛做马，整
整干了一个星期的苦差使，才挣来这枚金币！而你，却把它
扔到火炉里去烧！”

这时，老人说：“现在，我相信这是你自己挣来的钱了！”

问：为什么前两次儿子受得了，而后来受不了？

四、体会老人要让儿子明白的道理。

比较儿子和老人的两种“受不了”，可以体会到父亲当初的
痛苦、失望、伤心和无奈等复杂的感情，再朗读父亲的话。
让学生说说：老人，要让儿子懂得什么道理。

五、引发学生说出感悟，进一步与文本对话。

父亲说“现在，我相信这是你挣来的钱了”，引导学生转变
阅读角色，想一想：听了父亲的话，作为儿子会对父亲说些
什么？通过这一环节，让学生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其中，使学
生对“金钱”这个主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枚金币

父亲儿子



扔笑

又扔又笑

仍然扔受不了

我的板书力求简洁精练，突出重点，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

由于自己水平所限，我的说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恳请各位
评委、同仁给予指导。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