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大全8篇)
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通过教案的编写和使用，
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如果你需要一份完美的小学教案范文，
可以参考一下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范文，相信会对你的教学有
所帮助。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一

1、认识10个字，会写“不、开、四、五”4个字。认识1种笔画
“”和5个偏旁“父、刂、冫、人、灬”。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懂得树木是人类的朋友，人人都要爱护它。

课文以图中孩子的口吻讲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的事情：冬天，
爷爷为小树御寒；夏天，小树为爷爷遮阳，表现出人与树之
间的关系多么亲密、和谐。

教学重点是认记生字、理解重点语句和练习朗读。

(一)课前准备

1、可拼成本课合体字的偏旁、部件卡片，爷爷和小树两个头
饰，“棵、穿”的猜字图。

2、要求学生观察校园、路边、生活小区的树木，了解人们为
保护树木做了哪些事情。

(二)认字、写字

1、认字



生字中，注意读准“穿、伞、暖、冷”的字音。要认识的10
个生字多为单音节词，适宜随课文分散认字。从字形上看形
声字居多，本课要随生字认识“父、刂、冫、人、灬”5个偏
旁。根据生字的特点，也可从偏旁入手，相对集中认字。如，
先复习、日、纟、”4个偏旁，再认本课5个新偏旁，并适当
说明“冫、灬、刂、父”所表示的意思。然后让学生到生字
表里找找9个偏旁分别藏在什么字里，借助拼音，看看课文，
想想怎样记住它。在学生议论中会发现有的用熟字换部件，
有的用事物的样子(伞)就可以记住字形。教师在讨论中可提
示学生：

(1)看图猜字。“棵”(左边画棵树，右边画个果
子)。“穿”(上面一个洞口，下面一排牙齿)。(2)记个大概
印象。对难字如“暖、热”可以不一步到位，先记个大概，
随着阅读、复现，逐渐巩固。为了精确辨认生字，可安排两
项练习。

(1)选偏旁、部件卡片组成字读一读。

(2)比一比，组词：爷――爸、棵――课、穿――窗。

2、写字

本课要认识笔画“”，巩固先里头后封口的笔顺规则。教学
时重点指导两个字：“四、五”。

四：第一笔“竖”在左半格，行笔向下略向右斜；第二
笔“横折钩”起笔处和“竖”的顶部相连，横行至右上格折
转向下，略向左斜至右下格向左略微钩出。第三笔“短撇”
和第四笔“竖弯”，都从横上起笔在框内均匀分布。写“竖
弯”时，竖要直，转弯要圆，不要写成“竖折”。最后一
笔“横”与第一、第二笔的收笔处相连。

五：第一笔“短横”在上半格；第二笔“竖”从“横”中点



起笔，行笔略向左斜；第三笔“横折”起笔超过“短横”，
向右行笔至右半格与“短横”上下对齐处折笔向下，收笔
与“竖”对齐；第四笔“长横”托连第二、三笔，起笔、收
笔处超过第三笔。

(三)词句

本课要求理解“暖和的衣裳”和“绿色的小伞”各指的是什
么。教学中可运用插图让学生明白：“暖和的衣裳”指包扎
在树干上的稻草或草帘；“绿色的小伞”指枝叶茂密的树冠。
还要联系上下文，从它们的作用：预防小树被冻坏、遮挡夏
日炎热的阳光，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文中有一对反义词：冷――热，可在阅读中点一点。

本课首次出现自然段，可先从另起一行、开头空两格这样的
行文方式上让学生感知，再通过一段一段地读，逐步知道一
个自然段说一个意思。

(四)朗读

朗读时要提示学生，读完一个自然段要停顿一会，停顿的时
间比句号长一些。

本课重点指导第二、三自然段。句中要适当停顿，如：爷爷
给小树/穿上/暖和的衣裳。小树/不冷了。语气中要表达出互
相关心的喜悦之情。

(五)实践活动

1、课后“读读说说”是引导学生学习和积累词汇。练习时可
先读读左边的部分，感知四个短语的结构特点，再仿照说说。
指导的重点是扩大积累，运用恰当。可先同座或四人小组练
说，再用四张填空卡片变换顺序开火车口头填空，比比哪一



组说得恰当而不重复。

2、演课本剧。加上爷爷与小树的动作、对话把第二、三段的
内容演一演。这是第一次演，如学生有困难，就教师帮助编，
由两个同学演给大家看，意在激发兴趣。经常演演，学生也
就会自编自演了。

(六)教学时间

教学本课可用2―3课时。

(一)谈话引入

1、启发谈话：人们为保护树木做了哪些事?

2、揭示课题。

(二)自读课文

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思考：爷爷为小树做了什么?

(三)检查朗读

1、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2、认识自然段。

(四)学习第一、二自然段

1、认识其中的7个生字；



2、理解“暖和的衣裳”指的是什么。

3、指导朗读。

(五)学习第三自然段

回忆第二段的内容、学习过程，学习第三段。

1、认识其中的3个生字；

2、理解“绿色的小伞”指的是什么。

3、指导朗读。先读第三段，再读全文。

(六)巩固练习

1、认记生字(选部件拼字)。

2、完成课后的“读读说说”。

(七)指导写字

(八)扩展活动

演课本剧。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二

１、认识10个字，会写不、开、四、五4个字。认识1种笔画
和5个偏旁父、刂、冫、人、灬。

２、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３、懂得树木是人类的朋友，人人都要爱护它。



课文以图中孩子的口吻讲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的事情：冬天，
爷爷为小树御寒；夏天，小树为爷爷遮阳，表现出人与树之
间的关系多么亲密、和谐。

认记生字、理解重点语句和练习朗读。

１、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位熟悉的朋友。你们听，他在说
什么了？（课件出示：小朋友们好，我是小树，你知道我能
给人类带来哪些好处？人们为保护我做了哪些事情了？）

２、小朋友们知道的可真不少，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5课〈爷爷和小树〉。

３、读了课题，小朋友们想知道什么？

１、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一起到课文中去找找答案吧，
小朋友们快快行动起来，翻开书６９页，借助拼音读读课文
吧，遇到生字宝宝可要和他打个招呼哦！

２、大家看，生字宝宝都到老师这里集合了，谁愿意跟他们
打个招呼啊？（出示生字卡片）

３、他们和别的生字宝宝站到了一起，你还认识他吗？（带
拼音读词）

４、小朋友们真聪明，可是生字宝宝还想考考大家，他们重
新站了队，谁还认识他们？（去掉拼音读单个生字）

５、小朋友们真棒，谁能给你喜欢的字组组词，说说话？

１、小朋友们真是识字的小能手，现在我们再来读读课文，
注意读通读顺，觉得自己读好了就读给小组里的小伙伴听听，
互相提提意见。谁愿意读给大家听听？这个小朋友在读的时
候，其他的小朋友应该干什么啊？咱们就比比，谁是最细心



的.孩子。

２、大家发现了吗？这篇课文和我们前面学课文有什么不一
样？

另起一行，开头空两格就表示一个自然段。大家找找，哪是
第一自然段？像老师这样给这个自然段，戴上一顶小帽子。

１、小朋友们找的真准，谁能读读第一段？

２、读的真好，再读读第二自然段？

谁知道可以说暖和的什么？（暖和的）

这么冷的冬天，小树穿上了衣服，多暖和啊！谁再来读读？
（指名读）

大家想想，小树是什么心情？谁来读读这一段？（自读、指
名读、齐读）

３、小朋友们读的真好，我也想读，谁愿意教我读第三自然
段？请小朋友们先自己读一读吧，想想应该怎么读，然后来
教我，好不好？（学生自己练读）

理解绿色的小伞：绿色的小伞指什么？（课件出示）为什么
说树冠是绿色的小伞了？

那你为什么要教老师这样读啊？

５、小朋友们不但生字学的好，课文也读的好，现在，我们
来举行一个朗读比赛。请大家分小组准备，然后我们请每个
小组派一个代表来参加比赛。

６、请小评委们听仔细了，你最喜欢谁读的？



７、表情朗读。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三

１、认识10个字，会写4个，认识笔画竖弯和“刂、冫、人、灬
“４个偏旁。

２、正确、流利地朗读课。

３、懂得树木是人类的朋友，人人都要爱护它。

识字、写字、理解重点词语和练习朗读。

１、学生预习课文。

２、制作课件

认真看图，说一说这两幅图说了一个什么样的小故事？

自由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画上着重号。

小朋友们看，生字宝宝都到老师这里集合了，我们先来和他
们打个招呼吧。

１、出示课件（本课的生字），给你喜欢的生字组一个词。

２、生答

３、老师给每一个生字都组了一个词，看你认识他们吗？

４、老师领读

５、学生做小老师领读，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但一定向小
朋友说清楚怎样读。



生字宝宝还要考考我们，接下来我们开火车读生字，看看今
天的火车能不能从头开到尾。（课件随机演示）

同学们都是识字的能手，哪个小朋友能说一说，你是怎么样
和这些生字宝宝交上朋友的'呢？（在学生回答过程中，教学
偏旁“刂”、“灬”、“人”、“冫”。）

告诉学生什么是自然段，学生分自然段读课文。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四

学习目标：

1.认识生字，会写生字。

2.初步学习把词放在句子中，把句子放在课文中理解意思的
方法。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4、了解课文内容，教育学生要爱护小树，从小要为绿化祖国
出力。

学习重点：

1、知道课文中的“衣裳”“绿伞”指的是什么?

2、认记生字，练习朗读。

知识链接：

树木能够改善人类赖依生存的环境质量。树木和绿色植物不
断地进行光合作用，消耗二氧化碳、制造新鲜氧气;空气
中60%以上的氧气来自陆地上的树木和绿色植物，因而人们把



树木和绿色植物比喻为“氧气的制造厂”、“新鲜空气的加
工厂”。树木中还有很多树木能够分泌杀菌素以杀灭空气中
的各种病菌;并且还能够吸收工业化生产排放的有毒气体、滞
留污染大气的烟尘粉尘和消除对人类有害的噪声污染等。

预习任务：

1.根据拼音认识生字。

2.根据拼音读懂课文内容，能正确朗读课文。

自主、合作、探究：

1.在文中找一找，画一画本课的生字。

2.看书中的插图，向同学说一说你看到的和想到的。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给同学听。

4.爷爷是怎样保护小树的?

我来闯关：

一、我会读课文。

爷爷和小树

1、我家门口有一棵小树。

2、冬天到了，爷爷给小树穿上暖和的衣裳。小树不冷了。

3、夏天到了，小树给爷爷撑开绿色的小伞。爷爷不热了。

二.我会给生字宝宝戴帽子。



()()()()()()()()()()

爷棵到给穿暖冷开伞热

三、我这样记住这些新朋友。(各组自主合作认读识记生字)

(我来画一画)

四、识字比拼。

1、先标声调，再连一连。

keyedaogeichuannuanlengkaisan

爷棵穿暖给到给伞冷

2、认读生字，分析字形。

爷：()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棵：()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到：()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给：()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穿：()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暖：()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热：()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伞：()结构，偏旁()，音节()，组词()

五、我会填。



一件()一棵()一把()

六、我会照样子补充短语。

例：暖和的衣裳

暖和的()漂亮的()

绿色的()雪白的()

七、我会说。

例：我家门前有一棵小树。我桌上有一本书。

————————————有————————————。

(什么地方?)(什么)

八、我知道。

1、暖和的衣裳指的是()

2、绿色的小伞指的是()

九、我会背。

_拓展延伸

2、我会演。

3、儿歌一首：爷爷和小树

冬天到，大雪飘。

小树冷得受不了。



爷爷送它“小棉袄”，

小树乐淘淘……

夏天到，天太热。

我们热得想跳河，

爷爷树下把茶喝。

为什么爷爷他不热?

小树撑伞把阳遮。

爷爷了呵呵……

以上就是人教社教师之家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爷爷和小树导学
案的内容。如有更好的建议请加微信(志远网络)告之我们!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五

1、认识10个字，会写“不、开、四、五”4个字。认识1种笔画
“”和5个偏旁“父、刂、冫、人、灬”。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懂得树木是人类的朋友，人人都要爱护它。

二、教材说明

课文以图中孩子的口吻讲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的事情：冬天，
爷爷为小树御寒;夏天，小树为爷爷遮阳，表现出人与树之间
的关系多么亲密、和谐。

教学重点是认记生字、理解重点语句和练习朗读。



三、教学建议

(一)课前准备

1、可拼成本课合体字的偏旁、部件卡片，爷爷和小树两个头
饰，“棵、穿”的猜字图。

2、要求学生观察校园、路边、生活小区的树木，了解人们为
保护树木做了哪些事情。

(二)认字、写字

1认字

生字中，注意读准“穿、伞、暖、冷”的字音。要认识的10
个生字多为单音节词，适宜随课文分散认字。从字形上看形
声字居多，本课要随生字认识“父、刂、冫、人、灬”5个偏
旁。根据生字的特点，也可从偏旁入手，相对集中认字。如，
先复习“、日、纟、”4个偏旁，再认本课5个新偏旁，并适
当说明“冫、灬、刂、父”所表示的意思。然后让学生到生
字表里找找9个偏旁分别藏在什么字里，借助拼音，看看课文，
想想怎样记住它。在学生议论中会发现有的用熟字换部件，
有的用事物的样子(伞)就可以记住字形。教师在讨论中可提
示学生：

(1)看图猜字。“棵”(左边画棵树，右边画个果
子)。“穿”(上面一个洞口，下面一排牙齿)。(2)记个大概
印象。对难字如“暖、热”可以不一步到位，先记个大概，
随着阅读、复现，逐渐巩固。为了精确辨认生字，可安排两
项练习。(1)选偏旁、部件卡片组成字读一读。

(2)比一比，组词：爷——爸、棵——课、穿——窗。

2、写字



本课要认识笔画“”，巩固先里头后封口的笔顺规则。教学
时重点指导两个字：“四、五”。

四：第一笔“竖”在左半格，行笔向下略向右斜;第二笔“横
折钩”起笔处和“竖”的顶部相连，横行至右上格折转向下，
略向左斜至右下格向左略微钩出。第三笔“短撇”和第四
笔“竖弯”，都从横上起笔在框内均匀分布。写“竖弯”时，
竖要直，转弯要圆，不要写成“竖折”。最后一笔“横”与
第一、第二笔的收笔处相连。

五：第一笔“短横”在上半格;第二笔“竖”从“横”中点起
笔，行笔略向左斜;第三笔“横折”起笔超过“短横”，向右
行笔至右半格与“短横”上下对齐处折笔向下，收笔
与“竖”对齐;第四笔“长横”托连第二、三笔，起笔、收笔
处超过第三笔。

(三)词句

本课要求理解“暖和的衣裳”和“绿色的小伞”各指的是什
么。教学中可运用插图让学生明白：“暖和的衣裳”指包扎
在树干上的稻草或草帘;“绿色的小伞”指枝叶茂密的树冠。
还要联系上下文，从它们的作用：预防小树被冻坏、遮挡夏
日炎热的阳光，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文中有一对反义词：冷——热，可在阅读中点一点。

本课首次出现自然段，可先从另起一行、开头空两格这样的
行文方式上让学生感知，再通过一段一段地读，逐步知道一
个自然段说一个意思。

(四)朗读

朗读时要提示学生，读完一个自然段要停顿一会，停顿的时
间比句号长一些。



本课重点指导第二、三自然段。句中要适当停顿，如：爷爷
给小树/穿上/暖和的衣裳。小树/不冷了。语气中要表达出互
相关心的喜悦之情。

(五)实践活动

1、课后“读读说说”是引导学生学习和积累词汇。练习时可
先读读左边的部分，感知四个短语的结构特点，再仿照说说。
指导的重点是扩大积累，运用恰当。可先同座或四人小组练
说，再用四张填空卡片变换顺序开火车口头填空，比比哪一
组说得恰当而不重复。

2、演课本剧。加上爷爷与小树的动作、对话把第二、三段的
内容演一演。这是第一次演，如学生有困难，就教师帮助编，
由两个同学演给大家看，意在激发兴趣。经常演演，学生也
就会自编自演了。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六

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不、开、四、五”四个字。认识1

笔画“乚”和五个偏旁“父、刂、冫、人、灬”。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情感目标：

(1)培养合作互爱的情感，学会与人共处。

(2)懂得树木是人类的朋友，人人都要爱护花木。



教学重点：

学习生字、词语。

教学难点：

理解“暖和的衣裳”、“绿色的小伞”，了解人和植物的关
系。

课前准备：

1、可拼成本课合体字的偏旁、部件卡片，爷爷和小树的头饰。
“棵、穿、伞”的猜字图。

2、学唱歌曲《小松树》

教学过程：

一、由图片引出课题

1、贴“小树”

请学生用“小树”一词说一句完整的话。

2、贴“爷爷”出示词语“爷爷”

教学生字“爷”(1)比较爷——爸(2)教“父”字头

3、在两幅图中贴上“和”，齐读课题。

你们想编一个爷爷和小树之间的故事吗?

4、出示图一、二，让学生说。(什么时候，谁在干什么?)

(1)自由说



(2)指名说

看课文是怎么写的。

二、读通课文

1、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把课文读正确。

2、同桌互读，检查。

3、出示词语(请学生读准“和”两种读音，以及“不”的变
调)

爷爷和小树暖和不冷了不热了

4、齐读课文。

三、学习生字

1、在课文中找到生字，圈出来，读读字音，看看你能记住它
吗?你是怎么记住的?

2、四人一组合作

(1)拿出生字卡片互相读。

(2)说说用什么办法记住生字

3、教师把生字贴在黑板上，指名上台说说你认识哪个字?是
怎么记住的?领读(组词读)

4、师随机出示新偏旁“刂、冫、人、灬”让学生认认、读读、
记记

四、再读课文



1、四人合作一起读。

2、比赛，指名小组读

五、游戏“当小小啄木鸟”

1、师在黑板上帖一棵“流着泪”的小树，告诉学生，小树上
有许多虫子，让学生当啄木鸟医生给小树捉虫。

2、学生拿出信封里的画，树上的“小虫”上都有一个生字或
偏旁，读给同桌听，读对了，就划去一条小虫，看谁捉的小
虫多。

3、最后老师在黑板上贴出“有笑脸”的小树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七

一、学习目标

（一）、认识“爷”、“棵”等十个生字，认
识“父”“人”等5个偏旁，会写“不、开、四、五”4个字。

（二）、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能读出一定的语气。

（三）、结合上下文了解“暖和的衣裳”、“绿色的小伞”
指的是什么，初步知道人与树的关系，知道人与自然应该和
谐发展。

二、重点难点

（一）、激发同学主动识字的兴趣，引导同学发现识字规律。

（二）、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能读出一定的语气。

（三）、结合上下文了解“暖和的衣裳”、“绿色的小伞”



指的是什么，初步懂得人与树的关系，知道人与自然应该和
谐发展。

（四）、会写“不”，能有正确的写字姿势，养成良好的书
写习惯。

三、教学准备

同学：

1、观察生活环境中的树木，把喜欢的树画下来，准备张贴。

2、结合自身的观察，向爸爸妈妈了解人们为维护树木做了哪
些事。

教师：

1、查找有关树木的资料，以和人类维护树木的各种方法。

2、制作课件。

四、教学过程

教学程序

（一）、谈话导入：

1、师：昨天你们去观察小树了吗？

师：把你喜欢的树画下来了吗？谁愿把你的画贴到黑板上？
（同学上讲台贴画。）

师：大家画得都很美，说明大家都很喜欢小树。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一篇与小树有关的课文，相信学完这篇课文后同学们
会更加喜欢小树的。



2、（出示课件：5爷爷和小树）

师：请你借助拼音读读课题。

3、师指“ye”问：大家看，这两个音节有什么不一样？

生：这两个音节一个有声调，一个没有声调。

生：没有声调的'应该读轻声。（同学齐读课题）

（二）、自主识字：

1、师：自身先读读课文。

2、（点击课件)

师：大家看，在这一片绿色的大森林里，生长着许多小树，
小树上的这些字，你认识了吗？自身借助拼音读读这些字，
看看你能认识多少。

师：下面请大家自身读读，想想怎样记住这些字。

3、（点击课件）

师：你看，小树上的字没有拼音了，现在还能读出来吗？自
身再读读。

4、师：请同学们拿出字卡，同位互相检查一下，看看都认识
了吗？不认识的同位互相教一教。

5、师：咱们做个猜字游戏好吗？老师来指这十个生字中的一
个，由一位在台上的小朋友通过问台下的同学从而猜出老师
指的是哪个字。咱们试试看。（找两个同学分别上台做猜字
游戏，猜“开”“穿”两个字）



6、（点击课件）

师：同学们再看汽球上的五个字，谁愿来读。

师：你知道这五个字的偏旁是什么吗？（同学认识哪个说哪
个，老师相机指导认识同学不知道的偏旁。）生分别说
出“父字头”“立刀旁”“四点”“两点水”“人字头”。

7、师：小朋友们可真聪明，下面我要给大家猜个字谜，请小
朋友猜猜看是哪个字。（树上--结果子。）

生：是“棵”这个字。

师：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生：“棵”这个字左边是个“木”，右边是个“果”，果子
都长在树木上，所以我猜是“棵”这个字。

师：对，老师就是根据这个字的字形编的谜语。谁也能根
据“暖”“爷”这两个字的字形编个谜语或者儿歌，老师看
看谁最聪明。

生：编谜语、儿歌。

生：太阳出来暖融融。(暖）

生：爸爸老了，拄拐杖。（爷）

8、师：大家可真聪明，生字和偏旁全认识了，还能编出谜语
和儿歌。（点击课件）同学们看，远处开来一辆辆汽车，汽
车上的这些词语你会读吗？（指导同学认读词语，另外解
决“暖和”和“衣裳”的轻声读法和多音字“和”，词语还
应读的连贯、有情。）

（三）、朗读、理解课文：



师：范读课文；自身试着读读课文。学习第一自然段：

师：谁愿意读第1句话？

师：（教师引读）同学齐读第一自然段。学习第二自然段：

生：自读第二自然段。（出示图）师：小朋友们看，老爷爷
在干什么？

生：老爷爷在给小树穿暖和衣裳，给它围上稻草。

师：请小朋友听，这时候小树说什么呢？（点击课件，出画
外音：“好暖和、好舒服呀！”）你听见了吗？它说什么呢？
生：小树在说：“好暖和、好舒服呀！”

师：小树还会说什么呀？

生：小树还会说：“老爷爷，你给我穿上了暖和的衣裳，让
我冬天不冷了，谢谢您，老爷爷！”

师：指读第二自然段。

师：分角色读第二自然段。学习第三自然段：

生：自读第三自然段

师：谁愿意读？（指读）

师：同学们听见了吗，他不但把句子读得真通顺，也把语气
读出来了。大家像他这样也把句子读通顺，读出语气来。
（自读、指读）

师：听着你们读课文，老师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你们愿意帮
我解决吗？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小树是一把“撑开的绿色小
伞”呢？谁愿帮帮我？（点击课件，同学回答）



师：哦，通过这俩位同学的回答，老师明白了原来小树长着
又多又绿的叶子，而且小树散开的树冠和笔直的树干看起来
样子像绿色的小伞。所以才说小树是一把“撑开的绿色小
伞”，我明白了，谢谢你。希望同学们也像老师这样，以后
有了不明白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让大家帮你解决。

师：在这把撑开的绿色小伞下假如你是老爷爷、小朋友、小
鸟或者是小树，你会说什么呀？请四人小组讨论一下。（同
学讨论，扮演）

师：大家都感谢小树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咱们也带着这样的
语气读读第三自然段！

分角色朗读全文。

（四）、拓展延伸：

师：同学们，老爷爷为小树穿上了暖和的衣裳，使小树能防
寒，愉快地渡过寒冷的冬天，那么你想为小树做些什么事呢，
请大家像你们说的这样回去试着做做。

爷爷和小树语文教案中班篇八

今天有幸在滩子口小学听了罗婵老师执教的《爷爷和小树》，
收获颇多，现谈谈自己对这两节课的一些看法。

首先谈谈罗婵老师执教的《爷爷和小树》一课。《爷爷和小
树》是一年级上册的一篇课文，罗老师的教学主要分为四个
版块：一、谈话导入、二、生字复习、三、感知理解课文、
四、总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教师的设计思路清晰，目标明
确，整堂课最大的闪光点是老师亲切的教态和对学生的关注。
但就细节上我想提出自己一点看法与罗老师商榷。

1、这篇课文是以孩子的口吻讲述爷爷和小树之间的故事，非



常适宜孩子的朗读，那么我个人觉得朗读是本课的重点，也
是理解课文，感悟课文的根基。

2、罗老师在理解课文上提出让学生就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
问，

这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对于一年级
的孩子，对于刚刚接触到课文的孩子，似乎拔高了要求，我
们可以看到学生提问仅仅停留在字音上，最终的学生提问变
成了老师提问，而一年级的孩子又不认识字，要学生就大屏
幕上一下出现的几个问题讨论交流，最终导致大多数学生不
清楚到底讨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