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的水墨画说课稿第二课时(优
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童年的水墨画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一

本课由《我想》和《童年的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一
首写了儿童神奇的幻想，一首正如题目一样，如水墨画般勾
勒了三个典型的儿童生活的剪影。本文是略读课文，所以所
以教学的时候我引导学生通过自主独立的读书，把课文读正
确，读流利，读出感情。引导学生充分注意到课文的体裁特
点，让学生读诗要边读边想象，要重视形象感悟、整体把握。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练习写儿童诗，学生的.积极性挺高的，所
写的儿童诗歌也不错。基本仿写儿童诗教案上能够体现出儿
童诗歌的特点。

童年的水墨画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二

本课由三首内容浅显、行文简短且有趣味的小诗组成，极富
画面感。在教学本课时，学生对于诗中画面内容的感知并不
是难点，但是，现在的小学生的生活环境充拆着电子产品，
课余时间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游戏，日常的谈话内容都离不开
游戏的角色或动画片的情节，要想真正感受课文画面中的景
物美、人物欢却并非易事。为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适时利
用多媒体课件直观展现画面，让学生将图、文联系起来进行
体会、感悟，自然在脑海中将文字进行了形象的转化，并在
小组中进行讨论，说说自己在读课文时，脑海中所程现的景
象。同时，还引导学生在品读感悟的过程中适时进行横向拓
展，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从中获得了对画面中人物情感的'
准确认知，巧妙实现了与画面人物的情感共鸣，感受童年的



各种乐趣，进而实现了对诗歌情感主旨的深化感知。

童年的水墨画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三

本课由《我想》和《童年的水墨画》这两首儿童诗组成。一
首写了儿童神奇的幻想，一首正如题目一样，如水墨画般勾
勒了三个典型的儿童生活的剪影。本文是略读课文，所以所
以教学的时候我引导学生通过自主独立的读书，把课文读正
确，读流利，读出感情。引导学生充分注意到课文的体裁特
点，让学生读诗要边读边想象，要重视形象感悟、整体把握。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练习写儿童诗，学生的积极性挺高的'，所
写的儿童诗歌也不错。基本仿写儿童诗教案上能够体现出儿
童诗歌的特点。

童年的水墨画说课稿第二课时篇四

4月24日，执教《童年的水墨画》，参加宜秀区小学语文优质
课比赛。课前谈话，以一首《秋千歌》引入，在朗朗的诗歌
声中开始了我的教学，此暖场环节，因为没有对学生进行充
分的了解，后来听徐老师说是第一次来这里上课，（其实他
们在这样陌生的环境是很有压力的），这又让我不禁想起了，
两年前执教《瑞雪图》，学生也是非常紧张，也和这个有关！
接下来，就经历了初读、认读生字、练读句子，最后品读诗
句，总结学法！总体感觉：1．课堂偏冷，互动性不
够！2．在细读文本时，象很多老师说的那样，还是稍微碎了
一些，应该采取整体把握的策略。3．课堂上讲得过多，把握
好要讲什么，怎么讲！4．心理素质，急待改进，学生回答问
题时，急于讲出正确答案，缺乏等待！

上好一节课，其实真的'不简单，好好总结原因，为了下一次
的出发！



童年的水墨画说课稿第二课时篇五

童年就像一幅水墨画，画里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到处鸟语
花香。而此时此刻的我迎着春日暖阳，和着缕缕清风，情不
自禁地牵出了那段骑自行车的记忆。

为了让我多一项小本领，爸爸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乐得
蹦着，跳着，如何珍宝一样抚摸着那辆自行车，并缠着老爸
教我骑自行车。老爸见我如此欢喜，便欣然答应了。

天空蓝如海，白云自由自在地漂浮着，时而变幻成小猫形状，
时而变幻成小狗模样，时而变幻成棉花糖，甜得醉人，美得
迷人！春风姐姐轻抚着杨柳妹妹的头发。我推着自行车跟随
老爸奔向广场。

一到广场，老爸就调好了座位。我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给老
爸比了个“ok”的手势，示意老爸可以骑了。老爸点点头，我
便两手握紧车把手，两脚踩着踏板，老爸推着我向前骑。我
并不知道马上会有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我头上，也没
注意老本站爸那诡异的“笑容”，原来他为了考验我，专门
在拐弯处松开了手，自行车立马就像脱缰的野马，失去了平
衡，左冲右突，立马“人仰车翻”——摔下了半米远的田野。

老天待我“不薄”：我直接飞出了自行车，比自行车先落地，
自行车刚好不偏不倚地砸在我腿上，瞬间像电钻刺在我的腿
上。老爸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严肃地说：“站起来，从哪
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轻微的伤哪能吓倒你呢？”听了老
爸的话，我暗自想：老爸说得对，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
虹？”

于是，我鼓起勇气，和老爸一起，再次练习了起来。我忍着
痛，骑上车，虽然车子一开始东倒西歪，但练了几次后，车
子逐渐平稳起来，我暗喜：任你这‘小魔兽’如何难缠，我
依然驯服了你。



我骑着车，想拐弯便拐弯，想直行就直行，直到夕阳的最后
一缕余辉洒向大地，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广场。

童年的水墨画说课稿第二课时篇六

《童年的水墨画》这组诗歌摄取了童年生活的三组画面，生
动表现了孩子们童年生活的快乐。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引导学生独立阅读课文，体会儿童丰富
的想象力，感受儿童生活的快乐，激发学生热爱生活。

一、教学效果

围绕本课教学教学目标，我取得了以下教学效果：

1．情趣是儿童诗的灵魂，是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写照，是勾
勒儿童内心世界的图画，是诗人在充分了解儿童生活的基础
上精心寻来的神来之笔，也是儿童诗审美教育的闪光点。因
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而要引导孩子走到诗的境界中去，
细细品味，轻轻咀嚼，充分领略其中的妙趣，感受其中的美。
在动听的乐声中，教师让学生在熟读之后，选择其中的一首
细细品味，与全班交流自己最喜欢的句子，并谈自己的感受
和体会。比如，“书页轻轻翻动，嘴角漾着丝丝摸不掉的
笑……”“忽然扑腾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
声……”“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
花两对虎牙……”使学生想象出了孩童在街头沉浸在读书乐
趣中、在溪边垂钓欢笑阵阵、在江中戏水玩闹的一个个生动
画面。

2．好的儿童诗，字字句句都蕴藏着作者的匠心，包含着作者
浓烈的情感，我们要尽可能地帮助孩子们在情感的带动下，
体会诗中的妙趣，走进诗的意境，由此带孩子们进入诗的美
妙境界，一堂大讲堂，很好的补充了空白，真正产生心灵上
的共鸣。



3．读读写写：安排学生选取其中一首诗歌，仿写一段。既丰
富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对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写作能力都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二、成功之处

在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大的成功之处是：课堂中，我在学
生读通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再拓展学
生的思路，交流自己童年生活的快乐的事。课后让学生模仿
《童年的水墨画》写出自己美妙的想象，或画出童年生活时
的图画。这样做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积累，激发读写儿童诗的
兴趣。

三、不足之处

通过这次的尝试放手，我发现自己从前的忧虑有些杞人忧天，
学生们其实是可以做到并做好的，我不应该过度担心以及怀
疑他们的潜力跟能力。接下来，我应该更勇敢更放心地把课
堂教学还给学生，让他们更大更多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向课堂要效益，学好知识，用好知识。

四、改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