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冬阳童年骆驼队教学设计(通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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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学设计篇一

《冬阳童年骆驼队》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五年级上册第二组课文中的一篇，本文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林
海音为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写的序言。“冬阳”为文章
创设了一种感伤与温暖交织的情绪基调，“童年”揭示了本
文的内容主旨，而“骆驼队”则是贯穿全文的一条线索，三
个词语的结合，富有意境。全文语言平实质朴，通过回忆童
年四件趣事，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眷恋、不舍之
情。学习这篇课文，不仅要引导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进
一步感受童年生活的乐趣，懂得珍惜童年、珍惜时光，同时
还要学会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文章传达的思想感情；领悟作
者围绕“骆驼队”，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方法。

【学情分析】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能基本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但抓重点词句
领会文章中深刻的含义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应鼓励学生自主
阅读、自由表达，在与他人的交流讨论中加深感受和体会；
学生对于课文的一些表达方式有所了解，但不熟悉，不能学
以致用，习作谋篇布局、材料的编排上缺少新意。

【设计理念】

本单元的主要训练重点是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感受童年生活的



情趣，品读重点词句，体会课文在语言表达方面的特点，因
此我利用课文中重点句段，通过多形式的品读，体会语言的
表达特点。另外，教学中运用情景教学法，创设一种天真无
邪的诗意童年世界，让孩子在作者的诗意语言中体会童年的
纯真与美好，教学初始，就从课题入手，抓“冬阳”“童
年”“骆驼队”三个词，让学生想象画面，进入感伤而又温
暖的情境，营造情感基调；精读课文过程中注重“抓重点词
句进行品读感悟”，逐渐加深对文本的情感体验；同时，结
合生活实际，回忆自己曾做过的傻事、趣事，曾有过的奇思、
妙想，充分体验作者的思想情感，与作者产生共鸣，感受童
年生活的美好。

【教学目标】

1、认识3个生字，会写9个生字。正确读写“毡帽、卸煤、咀
嚼、交错、幼稚、沙漠、寂寞、棉袄、驼绒、袍子、傻事”
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结合重点词句体会作者怀念童年的思想感情，
并揣摩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

4、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抄写喜欢的句子。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领悟作者围
绕关于“骆驼队”的回忆来表现童年生活的表达方法。

【教学难点】

在读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
的，并积累语言。



【教学准备】

了解作者林海音及作品《城南旧事》。

【教学过程】

（一）初解课题，走近林海音

1、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六课《冬阳·童年·骆驼队》。这个
题目把三种事物编织在一起，充满诗情画意，会令我们产生
许多遐想。每个人都有美好的.童年，童年发生的事往往充满
稚趣，又很有意思，它们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收藏在我们的
记忆里，今天就让我们和作者一起回忆他那充满稚气的童年
往事吧，齐读课题。

2、刚才大家在头脑中想象的画面，其实也是本文作者林海音
女士无数次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这一幅画面成为作者关于
童年生活的最为清晰的记忆。请同学们打开书第三十页，读
读课后“资料袋”中有关林海音和这篇课文的介绍。林海音
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她原籍台湾，19出生于日本，童年时
随父母回国住在北京城南，1948年举家迁回台湾。林海音女
士根据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写成了《城南旧事》一书，深
受读者喜爱。《冬阳童年骆驼队》一文正是《城南旧事》这
本书的序言。

设计意图：利用课后资料袋，走进作者和《城南旧事》，从
而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拓宽学生的阅读面。

（二）解构文本，历数童年事

1、《冬阳童年骆驼队》就是林海音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
的序言。文中的主人公小英子其实就是林海音，那么，今天
就让我们走进林海音的回忆，随着她的思绪去感受小英子的
童年生活。



2、检测课前预习生词掌握情况。强调“嚼”字读音。

3、浏览课文，想想课文回忆了童年哪几个生活片段？分别在
课文哪几自然段？

板书：学骆驼咀嚼谈驼铃作用想替骆驼剪毛询问骆驼去处

4、谁注意到作者是按什么顺序记叙这几个片段的？（季节顺
序）

设计意图：初读课文后有一个初步的感知，考察学生把握文
章的主要内容和揣摩文章表达顺序的能力。

（三）沉浸往事，解读林海音

1、我们从这些往事中能读到一个怎样的小英子呢？请同学们
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片段读一读，并做上读书记号，可以划
出自己喜欢的句子，可以标注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写下
自己读时的感受。（学生自学）

设计意图：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课堂上应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鼓励自主学习，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在品读文本的过程中一次次地与文本与作者做着心灵上的
对话，一次次地感受着童年那份遥远美好的童真童趣，更有
效更个性地体会作者的语言，避免了教学时容易出现的串讲。

2、谁愿意分享一下你刚才的读书收获？“学骆驼咀嚼”这一
片段

预设b：学生从“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
度”体会到小英子观察的仔细。指导读好关于骆驼的描写，
体会“那样”中饱含的情感色彩。

五六岁的年龄，正是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的时候，看到从



没看到的骆驼，怎能不看呆呢？可是三四十年过去，如今她
还会因为骆驼而看呆吗？她还会在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吗？
这种专注，这种好奇只属于孩子。就让我们带着对往事的怀
恋，再来读这第四自然段吧。

设计意图：教师的反问目的在引发学生的思考，体会这种只
有童年才有的好奇专注，领会作者要表达的情感。

片段一、

1、学生交流“谈驼铃作用”、“询问骆驼去处”的阅读感受。

2、分角色读读小英子和爸爸的对话。

3、你更喜欢爸爸的观点还是小英子的观点？为什么？

设计意图：讨论环节的设计，引导学生将作者童年的浪漫与
诗意，与爸爸成人世界的现实与理性，进行鲜明的对比，从
而更深刻地体会作者对童年浪漫纯真、藏着无穷无尽想象的
怀念与不舍。

片段二：“想剪驼毛”

1、读“想剪驼毛”片段，读出小英子的天真、可爱、充满童
趣。

2、多么天真可爱的小英子呀！可是成年后的小英子还有想给
骆驼剪旧毛皮的想法吗？这种童趣只属于孩子，这多少让我
们有些遗憾。

你有做过像小英子“学骆驼咀嚼”这样的傻事或有过“想剪
驼毛”这样的傻念头吗？跟大家说说。

设计意图：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缩短学生与文本与作者的距
离，让学生在相同的生活情境中激发表达的欲望，并能自觉



运用文本表述的方法进行口头语言运用，提高学生口语表达
能力，更有效地走进作者内心，与文本与作者产生共鸣。

3、刚才我们一起随着林海音回忆了小时候的四个生活片段，
这四个片段都和骆驼有关，可见骆驼是林海音童年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使她的童年变得妙不可言。

（四）升华情感，体会对童年的怀念与留恋。

1、可人总是要长大的，童年也必将一去不返。我们一起读读
课文最后两个自然段。

温馨的四合院，这里曾回荡着她儿时爽朗的笑声，她思念着
热闹的街市，这里能买到好吃的北京糖葫芦，她思念着儿时
的玩伴——妞儿以及北京城南生活的点点滴滴。就这样，作
者把对童年思念和和留恋之情倾注于笔端，写了一本书，就
叫做——《城南旧事》。

4、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作者会想什么？写什么？下面让
我们边听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送别》边将作者想的写
在这一段的空白处。生交流。

5、小结：童年就像一首歌，一首充满快乐旋律的歌，童年更
像一个梦，一个充满想像和憧憬的梦。这样的日子怎能不让
人怀念呢？同学们，在你们记忆深处一定有着很多美好的回
忆，请你将最有趣的镜头写下来。

【练习设计】

1、摘抄文中你感受最深的句子。

2、写一段自己的童年中最有情趣的事情。

3、推荐阅读小说《城南旧事》。



【板书设计】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感受童年生活的美好，初步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之
情。

2.读通、读懂课文，理清课文的内容，掌握生字词。

教学重点：

研读童年生活中的两个片段，感受童趣与童真，初步体会作
者的怀念之情。

教学难点：

作者童年时代与学生童年时代的生活差异，作者故乡老北京
与学生故乡的地域差异。

教学准备：

师：搜集老北京、骆驼队相关资料

生：预习课文，了解林海音的生平，尤其是童年时的生活背
景。

教学过程：

第一板块：揭题，检测预习

1.情境导入，揭示课题，品味课题。

2.交流课前搜集的资料，简介作者及作品。



3.说说课文与《城南旧事》的联系。

4.出示课文片段，理解作者想法。

第二板块： 初读，感知全文

1.书写生字：傻  咀嚼

2.默读全文，整体感知

3.找到写“学骆驼咀嚼”的段落

第三板块：研读片段，感受童真

（一）“细”学咀嚼

1.指名读，读正确。

2.自己读，﹋划出描写骆驼咀嚼的句子。

3.指名交流，随机归纳。

4.圈出重点词，再读。

5.指名读，评价提升。

6.骆驼在咀嚼，小英子呢？指名读。

7.她为什么会这样的表现？ 交流，指导读。

8.想象画面，整段连读。

9.补充“看金鱼”片段：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小英子？（天
真、可爱）



10.回到课文，学着老师的样子读一读，读出你脑海中的小英
子。自由练读。

11.指名填读。一起背诵。

（二）“趣”谈铃铛

1.文中作者还回忆了哪些事？交流小结。是不是傻事呢？

3.指名交流。

4.你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小英子？（充满情趣）

5.分角色朗读。

6.其实，“想剪驼毛”和“追问去向”这两件事也透
着“傻”，“傻”中有小英子的善良与爱心。

第四板块：整体回顾，感情升华

1.整体回顾。

2.感情升华。

3.总结结课。

板书：              冬阳•童年•骆驼队  

学咀嚼               天真

议驼铃               美好

怀念         想剪毛      傻    ?

问去向



《冬阳•童年•骆驼队》作业纸

姓名：     

练习一：填一填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         ）的样子：
那样(    )的脸，那样(     )的牙，那
样(      )的态度。它们（        ）的时候，
上牙和下牙交错地(            )，大鼻孔
里(     )热气，白沫子(      )在胡须上。我看
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

练习二：写一写

《冬阳•童年•骆驼队》（第一课时） 教案来自本站。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学设计篇三

当我读到“看骆驼……咀嚼的样子……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
来”的时候，实在按捺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我闭上眼睛
想象着当时的场景，上牙和下牙竟也不自觉地磨来磨去，骆
驼的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粘在胡须上，好像我一抬头，
那白沫子就会粘在我脸上，急忙睁开眼睛，又是一阵大笑。
简直是太有趣了，难怪过了这么多年，作者依然回味无穷!

这时，我也不禁想起三四岁时在姥爷家发生的一些趣事。一
次姥爷出去买菜，我趁姥姥打电话，去“禁地”——厨房转
悠。当我转到微波炉前时，不禁眼前一亮。饭菜放进去是生
的，拿出来怎么就是熟的呢?于是怀着好奇心，将我的童话书
放进了微波炉，转动按钮，期待我的“菜”出炉。过了几分
钟，微波炉里“轰”的一声闷响，“菜”居然着火了。我害
怕极了，连忙关上厨房的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依偎在
姥姥身旁，姥姥依然在煲电话粥。就在这时，姥爷回来了，



看到厨房门缝里冒出的烟尘，急忙切断了电源。我慢慢长大
了，用微波炉烧“菜”的傻事，也不会再做了。但每每回想
起来，依然觉得又惊险又好笑。

在姥爷家时的趣事还有好多好多值得回味。我想，童年真的
是太美好了，我要珍惜这美好的光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为长大以后的我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文档为doc格式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学设计篇四

1.时光悄悄流逝，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藏在我们每个人的
记忆深处。你还记得小时候哪些有趣的事呢?(《送别》的音
乐轻轻响起)

2.看来，幸福的童年真是各有各的幸福。这节课，我们再一
起走进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童年。(出示课题，生齐读课
题。)

就让我们和作者一起回忆他那充满稚气的童年往事吧。

二、交流信息，了解作者与背景

1.交流课前收集的相关信息。

2.结合“资料袋”，总结出示。

三、初读课文，理清文章思.

1.自由朗读课文，要求：

(1)借助文中注音和工具书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2)思考：作者回忆了童年生活中的哪几个片断，分别在课文
的哪些自然段?

2.汇报、交流(教师及时板书)

(1)注意“嚼”字的读音和写法。

(2)作者回忆了童年生活中的这四个片断。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学设计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基本读懂课文，感受作者对童年的怀念之情。

3、根据注释，理解课文大意，体会文章语言的精妙之处。

4、能主动在生活中搜集、发现、积累、运用精妙的语言。从
作者忆童年生活的几个片断中体会童趣，感受作者的怀念之
情。

一、【教学过程】

（一）歌曲激情，解释课题

1．上课前，咱们先一起来听一支歌，会唱的跟着一起唱，认
真听注意歌词。（课件播放歌曲：《童年》）

2．谁能说说歌词都写了什么？（生自由说，师板书题目）

3．这个题目与我们平时学过的课文题目有何不同？（题目的
三个词语中间有两个间隔符号）。

老师读题目，请同学们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在你的脑海中浮
现出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在温暖的冬阳下，一群骆驼队从



远处走来，驼铃声悦耳动听，童年的“我”站在旁边静静地
看着。）

4、简介作者与背景

二、预习学案

【预习目标】

1、会写9个生字，会认3个生字。

2、读熟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预习内容】

（一）、我会读，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1）毡卸咀嚼漠寞袄袍傻

（2）我会读，引导学生读准停顿、读通课文。

那样——（骆驼咀嚼的样子的句子）

（二）、我知道

《冬阳童年骆驼队》选自的这是一部（）的小说。本文讲的
是主人公在（）经历的童年往事。

（三）、我不解

通过对课文的预习，你还有那些不明白的问题，写在下面。

根据注释，理解课文大意，体会文章语言的精妙之处。

【小组合作探究】



1、课文以什么顺序记叙了作者的童年生活2

2、作者回忆了童年生活中的哪几个片断，分别在课文中的哪
些自然段

3、汇报交流

课文以季节的推移为顺序记叙了作者的童年生活。作者回忆
了童年生活中的这几个片断：先讲冬天“我”看骆驼咀嚼（4
自然段）；再讲了“我”关于骆驼系铃铛的想象（5—9自然
段）；然后讲冬春之交骆驼脱毛的情景（10自然段）；最后
讲夏天不见骆驼的影子（11—14自然段）

【深入探究】

理解了课文意思，你现在有什么感受？这个故事最精彩、最
吸引人的是哪句话？为什么？

【积累提高】

1、请说说人物语言的巧妙性，你更喜欢哪个人物的语言？为
什么？

2、妈妈那样的回答，你觉得好不好？

3、生活中还有没有这样说话的例子，说一说。

【想象情境，感情朗读】

1.朗读课文，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出示句子：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
走，慢慢地嚼；总会到的，总会吃饱的。骆驼队伍过来时，



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一个铃铛，
走起来，“铛、铛、铛”地响。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
带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
就不敢侵犯了。“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
沙漠上，没有一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
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
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
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从“想象铃铛
用处”片断中体会“我”大胆丰富的想象力及童心的天真、
幼稚和爸爸的认同）

结合自己的想象和理解，试着有感情的朗读这两句话，要读
出不同的'语气。

四【课堂检测】

1、我会读

毡帽缷煤咀嚼沙漠袍子

2、我会填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地暧和，暖得让人想把
（）。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啦！它的毛皮（）地
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
剪，因为（）。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
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铃铛
在轻松的步伐里（）。

五【主题学习】

2、交流《金色的花瓣》《青青橄榄》等读后的感受与体会



（小组交流）。

3、集体交流，小组推荐优秀小组成员，主要谈读后的感悟。

4、教师小结。

【课后作业】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阅读《城南旧事》中的其他小故事，大体了解内容。

3、收集整理一些生活中童年趣事。

4、读《金色童年》剩余的文章，写感悟。

六【板书设计】

6、冬阳·童年·骆驼队

咀嚼深深的怀念

铃铛剪驼绒找骆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