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优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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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上册“过年单元”的一篇主体课文，
这篇文章是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作品，文章以平实洗炼
的语言将老北京春节热闹景象和风俗习惯娓娓道来，也映出
老北京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展现了一幅醇厚悠远、极具
特色的民俗风情图。编排此文，旨在丰富学生的见识，让学
生在领略老北京新春独特风情民俗，领略老舍先生简洁生动
的语言特色的同时，激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

学情分析

我所要执教三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乐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经过前两年的学习，具有初步的识字能力和阅读能力。对于
春节这一传统民俗节日，学生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然而对
于老北京人怎样过春节，学生了解得不多，也因此有了浓厚
的学习兴趣。

教学目标

1、学生自主识字，学认本课生字及相关词语。

2、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感知老北京过春节的习俗，感受春
节的热闹气氛。

3、有感情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热爱北京，热爱生活的思想感



情。

4、指导学生深入感知课文内容，在不断的思考交流中，感受
读书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阅读抓重点词句的理解来了解老北京的民俗，
感受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

教学难点：通过反复读书，从字里行间感受老北京春节的热
闹。结合上下文和生活经验理解“截然不同”、“日夜不
绝”“守岁”等词语的意思。

教学过程

一、体验激趣、导入新课

1、放录像：同学们，今天老师带给大家一段精彩的画面，一
起来看看吧！

（课件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的钟声响起，大家一片欢腾的片
断）

2、板书春节：看完画面，你想到了什么，一起来说一下！板
书：春节

3、说春节：喜欢过春节，你想到了哪些有趣开心的事？

4、小结补充板书：提起春节，咱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今天我
们跟著名作家老舍爷爷到老北京的春节去看看，看看那时候
的人是怎样过春节的。

师：这是哪里的春节？



生：老北京（再读课题）

二、整体感知，自主浅悟

1、学生初读课文，要求：自己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
句子

2、检查生字掌握情况

3、初识课文

（1）老北京的春节到底怎样呢？请同学来读读课文。

（2）老北京的春节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板书：腊月热闹正月初九）

（3）、请同学们快速默读一下课文，找一找，画一画，春节
有哪些重要的日子？

（4）、老师把重要的日子做成了日历，咱们来看一下，齐读
一下吧。

（课件：日历。学生齐读）

三、入境学文，精读品味

（一）学生自主学习

1、春节有这么多重要的日子，你最喜欢哪个日子呢？请同学
从课文中找出那一段，多读几遍，想想你为什么喜欢。

2、学生自读课文

3、读后交流



（二）精读描写除夕的段落

1、预设：我喜欢除夕这个自然段，启发，你为什么喜欢？
（热闹）

3、学生自由读

（三）精读描写大年初一的段落。

1、指名读。刚才谁选的这一段？请你来读一下。

2、大年初一的景象与除夕截然不同。“截然不同”什么意思？
自己读一读，联系着上一段的内容，体会体会，大年初一与
除夕的景象有什么不同。

3、学生交流。

4、师小结：除夕晚上，人们赶着回家，赶做年菜，贴对联，
贴年画，灯火通明，鞭炮声日夜不绝。人们走出家门，到亲
戚朋友家去拜年。同时，城内城外的庙会也开放了，小孩子
们特别热心热闹而忙碌。

（四）精读描写元宵节的段落

2、学生自读讨论

3、教师随机指导朗读，

6、老北京的春节就要结束了，谁来读一读最后一段？

学生读课文的最后一段。

四、总结全文

作业设计



1、写写你们家是怎样过春节的

2、搜集春节有趣的民俗，传说故事

板书设计

老北京的春节

腊月热闹正月初九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二

1、本课的生字新词，理解“灯火通宵、日夜不绝、截然不同、
万不得已、各形各色”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
节的热闹、喜庆气氛，理解节日习俗中的民族文明和传统文
化。

3、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详写、略写的好处。

了解老北京风俗习惯，感受老北京过春节的隆重和热闹，感
受传统年文化的独特魅力。

品味老舍的语言风格，学习有顺序、详略得当的写作方法。

一、创设情境，谈话导入

1、同学们，喜欢过春节吗？看（课件），“锣鼓喧天辞旧岁，
爆竹声中迎新春”，中国的传统节日数春节最热闹了，但在
我国，各地过春节的习俗还不一样呢！今天，我们就跟随作
家老舍，走进老北京，重温那京味十足的春节，感受那独特
的民俗文化。

2、齐读课题。



二、检查预习

1、课文预习了吗？自由读课文，结合预习说说，你读懂了什
么？

预设：1、课文的作者是老舍。（介绍作者）、词语

2、北京的春节十分热闹。

三、整体感知

1、作者写了了春节中哪些重要日子的活动？把这些日子快速
找出来并做上记号。

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
一————元宵节————正月十九

2、不愧是大作家，抓住这几个特殊的日子来写，就使北京人
过春节的习俗展现在读者眼前了。哪些日子给你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为什么？（这些日子很热闹，写得很详细。）

3、品读体味，感受年味

一、回顾导入

二、精读课文，重点突破

1、热闹的除夕

从除夕这个日子中，你体会到北京的春节是热闹、团圆的

除夕。抓住总起句“除夕真热闹”来体会。课文从哪些方面
具体分述“热闹”？

从“味、色、音、情”的角度来体会。“到处是酒肉的香



味”“红红的对联”“各色的年画”“家家灯火通宵”“鞭
炮声日夜不绝”，老舍从香味，到色彩，到声音，进行了全
方位描写，充分表现了除夕的“热闹”，足见老舍先生描写
的细腻。

写香味的是哪一句？

（1）指名读：你能把这香味读出来吗？

（2）评价：你们闻到这酒肉的香味了吗？

（3）再读—男生齐读师：这就是浓浓的年的香味呀！

写颜色的是哪一句？写了哪些颜色？这色彩、这景象让人一
下感受到过年的—喜庆

（1）指名读：能通过朗读把喜庆传递出来好吗？

（2）多喜庆呀！女生一起读

写声音的是：引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
鞭炮声日夜不绝”。

联系你们的除夕夜，在这灯火通宵的夜晚除了鞭炮声还可能
有什么声音？（歌声、笑声、谈话声等）这个晚上大家不能
睡觉，要痛痛快快地玩一宿。这就叫——守岁。知道守岁意
义吗？（守岁有两重意义：岁数大的人在除夕之夜守岁有珍
惜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则是为了给父母延寿。）

除夕也是团圆之时呀，引读——“在外面做事的人，除非万
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团圆饭，守岁这就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年的情味儿。

闭上眼，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热闹团圆的除夕之夜吧！



除夕真热闹啊！让我们再来体会体会。

这是一种普天同庆的热闹，看屏幕，读——

这是一种通宵达旦的热闹，读

这还是一种团团圆圆的热闹，读

一句话一番景，老舍的语言就是简炼。

2、正月初一

过渡：如果说除夕是繁忙、热闹的，那么正月初一就是——
悠闲、快乐的，所以文中说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
同）

（出示课件）一起逛逛庙会吧！庙会是小孩儿和年轻人的快
乐世界。可买一大串的糖葫芦和棉花糖，可以欣赏无数的彩
色风车，可以看各式各样的表演。

多么快乐的日子呀，齐读第九自然段，一起再感受一下初一
的快乐。

3、元宵节

灯的数量多：从“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
事”“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家中也有灯”
等词句就可以感受到。

灯的种类多：从“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家中
也有灯”可以感受到。

（出示课文插图）引读——同学们看课文的插图，正月十五，
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再读读
这些句子，读出元宵的红火、美丽，读出这浓浓的年味。



在这红火而美丽的元宵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观灯赏月品
元宵，心情多么舒畅，怪不得老舍先生由衷赞叹这的确
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四、阅读练笔，课外拓展

2、拓展阅读：其实不同的人感受的春节是不一样的，梁实秋
就不特别喜欢过年，斯妤又觉得过年是大忙特忙。课后请大
家读一读“阅读链接”。

3、小练笔：你眼中的春节又是什么样的呢？写下来。可以学
习老舍先生按时间顺序写的方法，注意详略得当。

北京的春节

热闹喜庆团圆祥和

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正
月十九

时间为序详略得当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自学本课的生字新词。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
春节的热闹气氛。

2、通过阅读，能找出春节“开始”“高潮”和“结束”的日
子。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热爱北京，热爱生活的思想
感情。



4、能仿照课文说说自己家乡过年的习俗，培养学生热爱家乡，
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节的热闹
气氛。知道春节“开始、高潮、结束”的日子。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 一 课 时

一、了解单元内容，导入新课

（1）本组课文主要是讲不同地区的民风民俗。

（2）我们可以结合课文的学习开展调查活动，去了解节日、
服饰、饮食、民居等方面的民风民俗。

3.学生回忆过春节的情景。

可以让学生先回忆：我们是怎么过春节的？借此引导学生感
受春节是喜庆的节日，是团圆的节日！从而引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解答疑问

请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北京的春节》，把自然段标出来，
同时想一想：北京的春节从整体上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如
果有不理解的地方，等会儿提出来。

1.整体感知。说说北京的春节从整体上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交流读懂的地方和不懂的地方。



（1）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读懂了哪些地方？如：

腊月：农历的十二月。腊月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说的除夕。
除夕的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年。

初旬：一个月分上中下三旬，一旬是十天。初旬就是一个月
的开头十天。

（2）还有哪些地方没有读懂，提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如：

空竹：可以看看录像或图片，了解空竹有不同种类，玩法很
多，还能发出哨声，很好玩。

逛天桥：不是逛我们平常说的人行天桥。天桥是老北京一个
非常热闹的地方，当时有河也有桥，所以叫天桥。天桥是一
个非常大的市场，有很多民间艺人在卖艺，有很多北京小吃，
还有很多说书的，还可以买卖各种东西等。

残灯末庙：结合注释，联系课文内容，可以知道是指春节结
束的时候。

三、默读填表，了解春节的时间和风俗习惯

1.了解北京的春节有多长时间。

北京的春节是从哪一天开始，到哪一天结束？（课文在第一
自然段开头写了“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从腊月初旬
就开始了”，在最后一段又写了“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
可见北京的春节时间特别长，有一个多月。）

2.默读课文，合作填表。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老舍先生写到了哪些天的事情呢？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把老舍先生写到的时间画出来，填在表
格的左边；再看看在这些时间里具体有哪些风俗习惯，填在



表格的右边。填表的时候可以同桌合作，一会儿再向大家汇
报。

时间　风俗习惯

3.汇报交流，了解写作的顺序和春节的习俗。

（1）请同学们一边听一边对照自己填写的表格看看，有哪些
地方不一样，做上记号，等会儿一起讨论讨论。（“风俗习
惯”一栏不强求填得全面细致，表格内容供参考。）

（2）根据表格的提示，同学们发现了课文是按怎样的顺序写
的吗？（时间顺序）

四、自由朗读，练习难读的句段

1.自由练读：通过阅读填表，互相交流，我们对北京春节的
习俗了解得更清楚了。现在自由练习朗读课文。如果有觉得
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争取读好。

2.展示朗读：刚才自己着重练读了哪些难读的地方，读给大
家听听。

五、结束语与作业布置

第 二 课 时

一、听写新词，对照课文，检查改错

初旬、蒜瓣、翡翠、色味双美、饺子、杂拌儿、榛子、栗子、
鞭炮、风筝、截然、寺院、逛庙会、张灯结彩。

二、回顾写作顺序和主要内容

1.写作顺序：时间顺序。



2.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北京的春节从腊月初旬开始，直到
正月十九才结束。人们在腊八那天要熬腊八粥和泡腊八蒜，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除夕非常热闹，初一的光景却截然不同，
到元宵节是春节的又一个高潮。直到正月十九，春节结束。

三、分清详略，练习朗读

1.分清详略：文中哪些部分写得详细，哪些部分写得简略？

（1）默读思考：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把详写的部分做上记号。

（2）集体交流：明确作者详写的是“腊八、除夕、正月初一、
元宵”四个部分。

2.练习朗读：朗读详写的四个部分，注意读得正确、流利。

（1）自由练读。

（2）展示朗读：你觉得自己哪部分读得好，就读哪个部分。
在朗读、评价、集体练习中达到把课文读得正确流利的目标。

四、深入详写片段，感受北京春节的热闹，体会作者的表达
方法

在老舍先生详写的四天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天呢？深入地读
一读，勾画出自己印象最深的地方，结合自己过年的感受，
做一些批注，准备和大家交流交流。

整个交流过程要注意读悟结合，在深入了解北京春节的习俗
的同时，感受北京春节的热闹氛围，体会老舍先生语言的魅
力。交流重点如：

1.腊八：熬腊八粥，泡腊八蒜。

（1）熬腊八粥：“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



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体会到老舍先生
语言的通俗和有趣。

（2）泡腊八蒜：“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
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着重突
出“色如翡翠”和“色味双美”两个词，体会到老舍先生语
言简练，给我们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画面，这也是老舍先生语
言的魅力。

2.除夕。抓住总起句“除夕真热闹”来体会。

（1）从人们活动的角度来体会。“家家赶做年菜”“男女老
少都穿起新衣”“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
回家来吃团圆饭”，还有“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
觉”，足以看出人们差不多全都在庆祝除夕，当然热闹了。

（2）从“味、色、音”的角度来体会。“到处是酒肉的香
味”“红红的对联”“各色的年画”“家家灯火通宵”“鞭
炮声日夜不绝”，老舍从香味，到色彩，到声音，进行了全
方位描写，充分表现了除夕的“热闹”，足见老舍先生描写
的细腻。

3.正月初一。主要通过人们的活动来体会。

（1）与除夕“截然不同”：全城都在休息，多数铺户要到初
六才开张。

（2）人们的活动：男人们在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
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小贩们在寺庙外边摆摊，小孩子们则
爱逛庙会，还有很多人参加赛马赛骆驼的比赛呢！总之，每
个人都没闲着，或者走亲访友，或者逛街、比赛，可谓轻松
自在。

4.元宵。主要通过对灯的描写来体会。



（1）勾画出写灯的语句，自由朗读体会。

（2）谈谈自己的体会。

灯的数量多：从“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
事”“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家中也有灯”
等词句就可以感受到。

灯的种类多：从“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家中
也有灯”可以感受到。

（3）老舍先生着力描写灯的数量多，种类多，目的是什么？

为了突出“元宵是春节的又一个高潮”，突出“元宵的确是
美好快乐的日子”。这也是写元宵的总起句和总结句，作者
采用的是总—分—总的段落结构。

五、回顾全文，体会详写略写的好处

引导学生经过讨论懂得：老舍在整体介绍春节习俗的同时，
着力突出“腊八、除夕、正月初一和元宵”这四天，让春节
的风俗习惯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也是详略得当写法
的好处。

六、学习“阅读链接”

引导学生体会到老舍爷爷在《北京的春节》里写“做年饭”和
“吃团圆饭”都只写了一句话。但梁实秋和斯妤却写得很详
细。同时懂得，同样写除夕，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在以后的
习作中，我们也要善于灵活运用不同的写法，写出个性，写
出特色。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四

1．学会本课的14个生字，正确读写和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
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3．学习课文。

了解老北京风俗习惯，感受传统年文化的独特魅力。

品味老舍的语言风格，学习有顺序、详略得当的写作方法。

2课时

关于童谣的课件；歌曲《恭喜》

一、创设情境，提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喜欢过春节吗？说说理由。（唤起学生对春
节时热闹喜庆气氛的回忆。）

2．让我们来看看老北京的孩子是怎样过春节的。（播放动漫
童谣：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
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
二满街走。）说说你的感受。

3．现在，我们就跟随作家老舍，走进老北京，过一个京味十
足的春节，感受独特的民风民俗和魅力十足的年文化。

二、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自由读通课文，把生字读正确、句子读通顺，并同桌间互



读检查。

2．请13名学生按自然段轮读课文，其他同学边听边画出：作
者写了春节中哪些重要日子的活动。

3．交流汇报，老师相机板书：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
－-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正月十九（明确老北京的春节从
腊月初旬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九结束）

4．说说老北京的春节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引导学生结合
阅读说出热闹、忙乱、喜庆、团圆等初步感受。）

三、交流探讨，感受年味

1．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北京人过得是这样热闹、
开心，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浓的年味。选择春节中你印象最
深的一个日子，反复读一读，能品出年的什么味道，在空白
中批注。

2．小组内交流。

3．全班交流汇报

（1）年的味道是爆竹的味道

a．爆竹的声音，是春节特有的声音，文中都有哪些地方写到？
（孩子们准备过年，第二件大事就是买爆竹；腊月二十三过
小年，天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除夕鞭炮声日夜不绝；正
月初一，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正月初一元宵节，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在家有声有光地玩耍。）

b．整个春节都弥漫着爆竹的味道、烟火的味道，过年的热闹、
火爆气氛尽在其中，已经与传说中恐吓叫年的怪兽无关了。



（2）年的味道是香甜的味道

a．找读文中描写有关饮食的语句（腊八粥、腊八蒜；杂拦儿；
二十三，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准备充足；除
夕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在北京，家家过年时
都吃饺子；正月十五，这一天，大家必须吃元宵啊。），说
说体会（充足、丰盛）。

b．人们一年辛苦劳动之后，对自己劳动所得的展示与享用，
洋溢着幸福感与满足感。在香味四溢中，将年过得有滋有味。

（3）年的味道是开心的味道

a．正月初一逛庙会，元宵节的灯会。体会人们的轻闲、娱乐、
高兴的心态。

b．结合自己的实际，说说文中大人、小孩的快乐。

（4）总结，在整个春节的系列活动中，虽然有些繁文缛节，
但地道的民俗中所包括的五味杂陈，蕴涵着最丰富的传统，
是耐得住咀嚼的味道。

四、品读体味，感受民俗

1．快速浏览课文，找出春节中最热闹、喜庆的日子。（除夕
和正月十五）

2．认真读第七自然段，联系你过年时的感觉，说说怎样理解
除夕真热闹。

（是一种普天同庆的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
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
好了各色的年画；是一种通宵达旦的热闹－-家家灯火通宵，
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



睡觉，都要守岁；是一种团团圆圆的热闹－在外边的做事的
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

3．除夕夜可以说是春节中的高潮，在热闹、喜庆、团圆的气
氛中，有多少人今夜无眠。试着用你的朗读来把它表现出来。

4．配《恭喜》乐曲朗读，体现除夕真热闹。

五、作业：抄写词语

色味双美

零七八碎

万象更新

男女老少

灯火通宵

日夜不绝

万不得已

截然不同

张灯结彩

各形各色

一、复习导入，重温过年的热闹气氛

1．听歌曲《恭喜》，回顾除夕。

2．除夕过后，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元宵节到了。元宵节最主要



的活动，当然是赏灯。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满城灯火
耀街红，弦管笙歌到处同。真是升平良夜景，万家楼阁月明
中。

二、走进元宵节，赏万家灯火

1．如果说除夕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热闹，那么元宵节的灯会则
是全民同庆的狂欢。认真默读第11．12自然段，你能从哪些
词句中感受到灯特别的多。

（灯的数量多：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办喜事；有名的
老铺子要挂出几百盏灯来。

灯的种类多：有的有的有的有的还有）

2．想象一下，如果你走进了老北京的元宵灯市，都会看到什
么灯。（请学生结合已有经验，尽可能展开想像，如牛角灯、
纱灯、玻璃灯、彩绘灯、走马灯、纸灯、冰灯等，来体会老
北京处处张灯结彩，灯市如昼的热闹景象。）

3．通过朗读，把灯的多和人的高兴表现出来。

三、领悟表达特点

1．快速浏览课文，从哪儿能体会到作者对年文化的热爱。

（引导学生从具体语句中，感受老舍将自己的情感融于平易
简约而又颇有些幽默的口语化语言之中，如这不是粥，而是
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整
条大街都像办喜事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
灯末庙等。）

2．作者是怎样使春节这一民俗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一是按时间顺序来有条理地写春节，二是有详有略，对于



春节中的高潮部分进行详细描写，而其他部分则简略介绍，
使我们对通宵达旦的除夕和张灯结彩的元宵节，留下了非常
深刻地的印象。）

3．对比写法

阅读课后的《阅读链接》中两段关于春节习俗的描写，与课
文的相关部分比较一下，看看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对你的
习作有什么启发。（第一段落采用了反话的写法，淋漓尽致
地写出了年的忙碌与热闹，将各种风俗习惯融于其中。第二
段则以较浓的抒情色彩写出的喜庆与热闹的气氛。）

四、拓展总结，布置作业

1．拓展阅读

春节各地的习俗

春节是我国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人们相信在此时吃些传
统饮食，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

东北地区的人进入腊月后会先杀一头猪，请村里人吃一顿，
以示庆祝。然后再包粘豆包、做豆腐。粘豆包多则上百斤，
少的也有几十斤，可以吃上一个冬天。大年初一和初五吃饺
子。

西北不少地方的人吃饺子时，饺子皮不是一个一个擀出来的，
而是将面擀成一个大片后用碗扣成的。

豫南一带除夕的年夜饭吃到午夜，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
再端上一盘鱼，以示年年有余。初一早上，又将饺子和面条
同煮着吃，面条代表钱串子，为发财之意。

上海人大年初一吃汤圆、年糕、蜂糕、米糕、云片糕等，寓



言年年高、步步登高。另外，吃黄豆芽（也叫如意菜）象征
万事如意，吃发芽菜（用蚕豆泡发的）寓意发财。

四川除夕时，四川人一般都吃火锅，初一早上吃汤圆，意为
团团圆圆。

湖南人除夕会吃鸡、肉、鱼三样。鸡要求是雄鸡，将其整只
清炖，装盘时要让其头昂起；鱼要选用白鲢，将其炖好后再
在上面撒满红红的辣椒粉，象征年年有余、五谷丰登。

2．过年，讲究的就是热闹、火爆、祥和。这是中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凝聚。除夕之夜，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都会吃团圆饭、守岁、
拜年，带着美好的心愿去辞旧迎新。但年的味道却越来越淡，
正在变成电视机前对一场春节晚会的观看。请你结合《北京
的春节》和自己所过的春节，写一篇短文，谈谈感受或希望。

北京的春节独特的民俗文化

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正月
十九

热闹

喜庆

团圆

祥和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五

1、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节的热闹气氛。



2、通过阅读，能找出春节开始高潮和结束的日子。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热爱北京、热爱生活的思想
感情。

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节的热闹。

一、激趣导入。

录像再现现在人过春节的情景，激发兴趣。

1、喜欢过春节吗？谈谈自己的想法。

2、老北京的春节是怎样的？

二、整体感知，初识大意。

1、自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圈
出来。

2、检查生字读音情况：出示课件

（1）放鞭炮检查。

（2）对这些生字你有没有想提醒大家的地方？解决重点难点。

3、解决遇到的困难或问题。

你在读文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提出来。

4、小结。

三、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一）自己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老北京的春节给你留下了



什么印象？（热闹）

快速读一读课文，看春节热闹，作者都写了哪些重要日子？
按顺序说一说。

板书：腊月正月十九

（二）学习过年这一节。

1、默读课文，找出喜欢的一个段，划出表现热闹的句子，谈
谈为什么说这些句子能表现出热闹。

2、全班交流。根据学生喜欢的段落交流，喜欢同一个段落先
交流。交流时注意抓住重点的词句说。

3、指导学生读出热闹来。读完之后，师生评议。

（三）学习元宵节这一节。

1、默读这一节，过元宵节热闹表现在哪些方面？

2、小组合作讨论。重点引导学生了解灯的数量多、种类多、
亮等特点。数量多可引导学生抓住处处、整条街、几百街上
有灯，家中有灯等；种类多可引导学生抓住玻璃的、牛角的、
纱灯、冰灯、长龙、走马灯、宫灯、纸灯等等。

3、合班交流。出示录像看灯，让学生感受灯的世界灯的美丽。

4、读出喜欢的'心情。指名读。

5、合作读。

（四）感受咱的春节与老北京的春节有什么不同。

1、学生联系自己过春节的情况谈一谈。



2、交流自己搜集的与春节有关的不同资料。（图片、文字资
料、录像、幻灯片等都可以）

教师小结。

四、作业超市（自选一个）

1、写一写自己过春节时最有意思的情景。

2、搜集不同地方的人过春节的不同习俗，办一期手抄报。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六

1．学会本课的14个生字，正确读写和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把课文读流利，理清文章层次，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
习惯，感受春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能把课文读流利，理清文章层次，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
惯，感受春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搜集关于春节的资料。

1．交流自己搜集到的关于春节的资料：

2．假如请你来写春节，你打算写些什么？

1、自学要求：

（1）自由读课文，遇到难读的`词语、句子多读几次，把课
文读通顺。

时间风俗习惯

（3）作者按什么顺序来写的？主要写了什么？



1、自由练读：

2、展示朗读。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七

1、本课的生字新词，理解“灯火通宵、日夜不绝、截然不同、
万不得已、各形各色”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
节的热闹、喜庆气氛，理解节日习俗中的民族文明和传统文
化。

3．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详写、略写的好处。

了解老北京风俗习惯，感受老北京过春节的隆重和热闹，感
受传统年文化的独特魅力。

品味老舍的语言风格，学习有顺序、详略得当的写作方法。

一、创设情境，谈话导入

1、同学们，喜欢过春节吗？看（课件），“锣鼓喧天辞旧岁，
爆竹声中迎新春”，中国的传统节日数春节最热闹了，但在
我国，各地过春节的习俗还不一样呢！今天，我们就跟随作
家老舍，走进老北京，重温那京味十足的春节，感受那独特
的民俗文化。

2、齐读课题。

二、检查预习

1、课文预习了吗？自由读课文，结合预习说说，你读懂了什
么？



预设：1、课文的作者是老舍。（介绍作者）、词语

2、北京的春节十分热闹。

三、整体感知

1、作者写了了春节中哪些重要日子的活动？把这些日子快速
找出来并做上记号。

2、不愧是大作家，抓住这几个特殊的日子来写，就使北京人
过春节的习俗展现在读者眼前了。哪些日子给你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为什么？（这些日子很热闹，写得很详细。）

3、品读体味，感受年味

一、回顾导入

二、精读课文，重点突破

1、热闹的除夕

从除夕这个日子中，你体会到北京的春节是热闹、团圆的

除夕。抓住总起句“除夕真热闹”来体会。课文从哪些方面
具体分述“热闹”？

从“味、色、音、情”的角度来体会。“到处是酒肉的香
味”“红红的对联”“各色的年画”“家家灯火通宵”“鞭
炮声日夜不绝”，老舍从香味，到色彩，到声音，进行了全
方位描写，充分表现了除夕的“热闹”，足见老舍先生描写
的细腻。

写香味的是哪一句？

（1）指名读：你能把这香味读出来吗？



（2）评价：你们闻到这酒肉的香味了吗？

（3）再读-男生齐读师：这就是浓浓的年的香味呀！

写颜色的是哪一句？写了哪些颜色？这色彩、这景象让人一
下感受到过年的—喜庆

（1）指名读：能通过朗读把喜庆传递出来好吗？

（2）多喜庆呀！女生一起读

写声音的是：引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
鞭炮声日夜不绝”。

联系你们的除夕夜，在这灯火通宵的'夜晚除了鞭炮声还可能
有什么声音？（歌声、笑声、谈话声等）这个晚上大家不能
睡觉，要痛痛快快地玩一宿。这就叫——守岁。知道守岁意
义吗？（守岁有两重意义：岁数大的人在除夕之夜守岁有珍
惜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则是为了给父母延寿。）

除夕也是团圆之时呀，引读——“在外面做事的人，除非万
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团圆饭，守岁这就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年的情味儿。

闭上眼，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热闹团圆的除夕之夜吧！

除夕真热闹啊！让我们再来体会体会。

这是一种普天同庆的热闹，看屏幕，读——

这是一种通宵达旦的热闹，读

这还是一种团团圆圆的热闹，读

一句话一番景，老舍的语言就是简炼。



2、正月初一

过渡：如果说除夕是繁忙、热闹的，那么正月初一就是——
悠闲、快乐的，所以文中说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
同）

（出示课件）一起逛逛庙会吧！庙会是小孩儿和年轻人的快
乐世界。可买一大串的糖葫芦和棉花糖，可以欣赏无数的彩
色风车，可以看各式各样的表演。

多么快乐的日子呀，齐读第九自然段，一起再感受一下初一
的快乐。

3、元宵节

灯的数量多：从“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
事”“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家中也有灯”
等词句就可以感受到。

灯的种类多：从“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家中
也有灯”可以感受到。

（出示课文插图）引读——同学们看课文的插图，正月十五，
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再读读
这些句子，读出元宵的红火、美丽，读出这浓浓的年味。

在这红火而美丽的元宵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观灯赏月品
元宵，心情多么舒畅，怪不得老舍先生由衷赞叹这的确
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四、阅读练笔，课外拓展

2、拓展阅读：其实不同的人感受的春节是不一样的，梁实秋
就不特别喜欢过年，斯妤又觉得过年是大忙特忙。课后请大



家读一读“阅读链接”。

3、小练笔：你眼中的春节又是什么样的呢？写下来。可以学
习老舍先生按时间顺序写的方法，注意详略得当。

北京的春节

热闹喜庆团圆祥和

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正月十九

时间为序详略得当

老北京的春节教学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14个生字，正确读写和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能把课文读流利，理清文章层次，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
习惯，感受春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教学重难点：

能把课文读流利，理清文章层次，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
惯，感受春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教学准备

搜集关于春节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共话春节



1．交流自己搜集到的关于春节的资料：

2．假如请你来写春节，你打算写些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学要求：

（1）自由读课文，遇到难读的词语、句子多读几次，把课文
读通顺。

时间风俗习惯

（3）作者按什么顺序来写的？主要写了什么？

三、自由朗读，练习难读的句段。

1、自由练读：

2、展示朗读。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
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2．学习课文有顺序、详略得当的写法。

教学重难点：

1、了解老北京风俗习惯，感受传统年文化的独特魅力；

2、品味老舍的语言风格，学习有顺序、详略得当的写作方法。



教学准备：歌曲《恭喜》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二、分清详略，练习朗读，领悟写法

1、课文哪些部分写得详细，哪些部分写得简略?

2、在老舍先生详写的四天中，你最喜欢哪天呢？深入地读一
读那一段，力争读出感情，结合自己过年的感受，做好批注。

3、合作交流。

4、体会详写、略写的好处：

三、课内拓展：“阅读链接”

阅读“阅读链接”中的两篇短文，比较：同是写过年、除夕，
作者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

四、课外拓展。

以“郧西人的春节”为主题，借鉴本文的表达方式与写作方
法写一篇文章：

要求：

1．写出郧西人春节的特点。

2．表达出你对节日的迷恋之情。

3．要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