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插秧活动完成情况 插秧教学设
计(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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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一

1.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了解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热爱、亲近大自然的情感。

2.认识生字6个，学写生字4个。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1.识字教学。

2.通过学习课文，对学生进行发散思维的训练。

理解：水田、插秧。

自制课件、教师用生字卡片、学生用生字卡片、音乐(小白
船)。

一、引入。

同学们都喜欢猜谜语，下面听老师说一则谜语：“你笑他也
笑，你哭他也哭。你问他是谁，他说你知道。”(学生猜。)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与镜子有关的文章，看看作者在文中
把什么写成了镜子?(板书课题：插秧)



看到这个题目，你有问题要问吗?

解释：把水稻的秧苗插到水田里的活动就叫插秧。(课件)

二、朗读课文，理解内容。

1.自由读课文，边读边圈出自己不认识的字。

同学们找出了自己不认识的字，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集体的
力量大无比”的游戏好不好?

2.这个游戏需要小组合作完成两件事：

第一件：每个同学说一说自己不认识的字，组内同学想办法
解决这些字的读音。

第二件：组长带领组员用你们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教师小结合作情况。

3.小组汇报读课文。

要求：听的同学边听边想：你要向他们学什么?你能给他提一
些好的建议吗?

4.教师配乐朗读，学生评议。

老师为什么能读得这么好呢?因为我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一
边读课文一边用脑子想象美丽的图画。比如：我读到映照着
蓝天，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蓝天的图画，这样就能读得有语
气了。不信，你们也试试。

5.齐读课文。

6.背诵课文。



(1)指名背。

(2)会背的站起来背。

向同学们介绍，你是怎么背会这篇课文的?

7.发散思维

同学们的办法可真多，看来你们都是爱学习的'好孩子，看这
句话，你会填吗?

课件：水田是镜子，映照着蓝天，农民在插秧，插在( )
上。(你照镜子，镜子里就会出现你，镜子里出现蓝天，农民
就会在哪儿插秧呢?)

齐读，这句话写得多美呀!你能想象水田还映照着什么吗?

水田是镜子，映照着( )，农民在插秧，插在( )上。

现在，让我们也做个小诗人，自己做几句诗。

水田是棋盘，农民在棋盘上( )。

水田是地毯，农民在地毯上( )。

水田是( )，( )。

过渡：同学们真聪明，你们也成了小诗人了。据老师上网查
资料，我发现农民伯伯也非常聪明，他们已研制出“七彩水
稻”，你们想和农民伯伯比一比，种出咱们的多彩水稻吗?教
师出示水田图：上面标上小组号，每个小组发五棵稻秧，小
组合作讨论热烈的，教师奖励一棵稻秧。

三、学习生字，游戏：多彩水稻我来插。



1.小组合作学习。

教师出示：插、秧、镜、映、农、民。

组长带领组员用学过的方法记字。

2.讨论：你们是怎样记字的?

说得好的到黑板前插一棵稻秧。

学生说哪个字，教师就往黑板上粘哪个字，说完后带领学生
齐读。

将学生分为九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块稻田，哪个小组的同
学回答问题正确就可在自己小组的稻田里插一棵稻秧，哪个
小组插的稻秧多哪个小组就获胜。

3.游戏：照镜子

方法：教师举生字卡片，学生读出来并举出生字卡片。

4.同学们，看，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插上了多彩稻秧，虽
然有的小组多有的小组少，但这都是我们积极学习换来的，
看到你们那么爱学习，老师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四、写字。

1.出示“农”。

2.描描书上“农“的笔顺，边说边描。

3.自己描描书上的“农”，说一说怎么写才好看。

4.教师指导写。



5.大家评议。

6.自己写“民“的笔顺，描红，写字，同桌评议。

7.在生字本上写字。

插秧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二

五一假期，爸爸妈妈带我去乡下奶奶家。我看到农民伯伯开
始插秧了，那一排排的`秧苗就像一个个战士矗立着，一动也
不动地守护着无边无际的田野。

来到奶奶家，只见锄头、簸箕摆满一地，奶奶正准备去插秧。
我感到十分新鲜，就跟着一块儿去了。

来到田边，我看到叔叔、伯伯、阿姨们都光着脚、弯着腰，
在田里劳作。唉，真是的，没想到插个秧还要脱鞋子，我不
由埋怨起来。我模仿大人的样子，把鞋子脱了，高高卷起裤
腿，下到水田，里。刚进去，我就觉得自己像是_个真正的小
农夫，脚踩烂泥巴，手持秧苗，在田里辛勤劳动，心里油然
生出一种自豪。

奶奶告诉我，秧苗一定要插整齐，这样才能多收粮食。我来
不及听完，就迫不及待地插起来。插完后，我看了看我插的，
又看了看别人插的，只见一边是弯弯曲曲的，一边却是排列
得整整齐齐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不能再插得歪歪斜斜的了！于是，我央求奶奶手把手、一步
一步地教我。奶奶说：“眼睛要注视前方，插一蔸秧，再提
脚后退一步，插好的秧，横排、竖排都成一条直线，四蔸秧
看着威一个正方形。”听奶奶说完，我心里想着奶奶讲的方
法，认真地插起来。反反复复试了多次，我终于掌握了其中



的窍门，逐渐熟练起来，最后终于学会插秧了。

太阳落山时，我看了看自己的成果，虽然没有别人的整齐好
看，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插秧。揉着酸痛的腰腿，我欣慰地
笑了。这次，我不仅学会了如何插秧，更体会到了农业劳动
的辛苦和粮食的来之不易。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后，我不仅要爱惜粮食，
更要动员大家热爱劳动，珍惜一切劳动成果。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三

梯田上，什么声响和着老农的.喘气声，在光秃秃的梯田上掠
过？一声重，一声轻，忽重忽轻，那么匀速，那么轻快。

乡下梯田上，到处是插秧的农民。黄竹大斗笠，沙布小短袖。
那一双双灵巧的手，飞快地移动，犹如一台台不知疲倦的插
秧机。

前几天，我来乡下玩儿。正好立春，叔公叫我去观赏梯田，
说那儿水满田畴，如串串银链山间挂。我信以为真，期待着
领略那自然田园之美。

来到田间，发现那层层叠叠的梯田并没有叔公所说的那般美
丽，而是好多农民在地头忙着插秧。我猛然明白了，原来是
想让我来帮干活的！我撒腿想跑，一头撞上妈妈：“来都来
了，干点活呗。”没办法，我只好穿上水鞋，套上围裙，戴
起了手套，准备上田。

上田感觉还可以，至少泥不稀烂。手感，脚感都没有那种松
软粘乎乎的感觉。要是那样我可受不了。我试着插了几根秧
苗，可全都倒在了泥里，立不起来。叔公喊道：“用力插！
不用力它怎么扎根呢？”我使出力气，用力一插，立起来了！
可我还没插几排秧便腰酸背痛。忽见身傍一老农，蹬、蹬、
蹬，几下子，好几排秧苗浮现眼前。真是兵贵神速啊！最后



我帮叔公家插了十八排秧苗。耶！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四

暑假，我来到了爷爷奶奶家。

一天上午，我跟着爷爷到田里看爷爷插秧。我见爷爷几下就
插完了十根秧苗，心里很是佩服他，便挽起袖子和裤腿，也
学着爷爷的样子插了起来。半个小时好不容易过去了，累得
我腰酸背痛。我刚想休息一会儿，不料爷爷却说：“怎么，
这么快就想休息了？还没我这把老骨头硬呢！”我听了爷爷
的话，心里很不服气，便又插了起来。

终于到中午了，我们回家吃午饭。吃完午饭后，爷爷
说：“娜娜，等会儿我们再把剩下的几十把秧苗插完好不
好？”“好。”我很不情愿地说。

到了下午，我们又开始插起秧来。插了一会儿后，爷爷
说：“爷爷年纪大了，没力气了。你一个人插一会儿吧！”
虽然这时我也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了，但我还是关切地对爷爷
说：“那您就坐在田边休息一会儿吧，反正也只剩下几把秧
苗啦！”又过了半个小时，我高兴地说：“我终于插完了
耶！”这时我发现周围的人都望着我笑嘻嘻的。

回到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泥猴。这时，我才
真正明白了农民伯伯的辛苦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五

这天，我们全体四年级来到惠州市的观音阁镇进行农耕体验。
这次开展的活动很多：种花生、植树、摘圣女果、滚铁
环……但让我感受最多的还是插秧。

下田插秧是农耕体验中的最后一个活动。我们来到插秧的地



方。我呆呆地看着那映着蓝天白云的水田，有一点控制不住
自己想要跳下田的冲动。但由于我先前在跑步时不小心肌肉
拉伤，而导致不能下田，而且，下田要换短裤，但这么冷谁
受得了啊！现在我不下去也罢。

下田之前，导游打着鼓，为他们打着气。导游给我们讲插秧
要注意的事项后，就让我们下田了。同学们下田插秧了，我
开始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们。只见同学们先拿一小把秧苗，然
后小心翼翼地下到田里。站稳，弯腰，左手拿秧，右手开始
把秧苗插到田里。插一株退一步，没有人会向前走，这样才
不会把刚插下去的秧苗踩倒。后退的时候，要注意身后有没
有人，不然两个人就会撞在一起，摔到田里去。看他们玩得
那么欢，我真想下去。

终于，有人已经把手里的秧苗插完了，上来到田埂。我迎了
上去，对他们说：“你们终于上来了，真羡慕你们，可以下
田插秧。”“这辈子我也不想再下田了！”“我是不会再碰
泥土了！”“哇！你看！兆隆一身泥，听说他在田里摔了一
跤。我估计他不会再看泥一眼了！”“下面有好多红色的东
西，还很长！闯到我脚下来，好恶心！”“文静，你还好没
下去！要不然你的脚会遭殃的！”一句句的抱怨声跑进了我
的耳朵里，仿佛要掀翻整片天空。

导游见了，对我们说：“不要抱怨了！如果每个人包括农民
伯伯都这样抱怨的话，那我们的饭菜从哪来？”大家沉默了
下来。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六

放暑假了，我来到乡下老家，碰巧爷爷奶奶要去插秧，我带
着好奇也跟着去了。

来到田边，一眼望去，田里全是泥巴和浑浊的泥水，可走进
一看，田里面居然有很多田螺。当时我傻眼了，秧苗种在这



种地方还能活吗？当我心里产生各种想法的时候，听见奶奶
喊了声：“快下来啊！”我才回过神来，奶奶卷起裤腿下田
了，其他比我小几岁的弟弟妹妹也都在田里，我也卷起裤腿
跟着下田了。

我的脚刚踩到田里，顿觉得脚在慢慢往下陷，直至陷到膝盖
的位置，陷的幅度才没那么大。这时我开始走动，可是泥土
却把我的腿吸得死死的，我使出吃奶的劲才把脚拔起来，一
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来到奶奶的位置，奶奶给了我一把秧苗
教我插秧，首先将秧苗分出两三根，用中指和食指夹着那几
根秧苗，把它插入烂泥里。刚开始插进泥土的秧苗，总是无
法直立。我再试几次，掌握了窍门，插的秧苗有点像样了，
经过反复实践，插下去的秧苗终于能直直地竖起腰板在田里
向我招手。

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学习和疲惫中过去了，秧苗也插完了。上
岸后，回望田地，发现有的秧苗插得很整齐，有些歪歪扭扭
地排列着。爷爷奶奶笑了，我也笑了，因为那些弯弯扭扭排
列的就是我插的。

今天虽然很辛苦，可是收获了很多的乐趣，还让我感受到农
民的辛苦，知道了在优越的生活中，更应该懂得珍惜粮食。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七

八岁那年，我到乡下老家过暑假。一天，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他们都要到田里去插秧，我觉得很新奇，也换上旧衣服，
戴上帽子，光着脚丫跟着爷爷一起来到田里。

爷爷见了，走过来对我说:“看花容易绣花难啊，你的秧苗插
的太浅了，要用劲插，插到泥里去就不会浮起来了。插秧不
光要注意深浅，而且还要注意秧苗与秧苗之间的距离。插秧
要讲究横行和竖行，就像你们写字要注意格式一样。插秧的
时候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指头，把秧苗拿着插进泥里，



这样才能插好。”爷爷边说边示范给我看，我按照爷爷教的
方法去插，果然，一颗秧苗就亭亭玉立地站在我的面前了。

插了不一会儿我就感觉腰酸背痛，累的热汗直流。正在这时，
吹来了一阵凉风，下起了蒙蒙细雨，在一阵阵微风的吹拂下
一颗颗小秧苗在向我们点头致意。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
又觉得开心极了。

哎！原来粮食是这么来之不易呀，是农民伯伯用一滴滴汗水
换来的，以后我一定要珍惜粮食。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八

秋风吹乱了稻穗的金发，也吹开了我第一次插秧的记忆闸门。
那天，路边的野花开得格外漂亮。我跟着爸爸，一路哼着歌。
来到田间时，那里已经有好多的人了。我有点手痒痒，没管
爸爸同不同意就把鞋一脱，跳进了田里。 “爸爸，快把秧扔
给我！”“好嘞！”话音还没落，爸爸就把秧苗扔给了我。
我没接住，稻秧落到了田里，溅起的水花把我弄的活像一只
大花猫。

我抹了一把脸，拿着秧就干活。第一次干这活儿，没有经验，
有的秧被我没了整个身子，有的还未站稳脚跟就倒了下来，
我急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无奈，我只得向爸爸请教。爸爸手
把手教我：“秧苗不能插的`太深，也不要太浅；眼要看前面，
不能歪了…”

经爸爸这么一指点，我真的就插得像模像样了。可我就要换
行时，脚陷进了泥里，“啪嗒”一声，摔倒在水田里。爸爸
急忙地跑过来扶起我，看到我一副狼狈相，忍不住笑了起来。

傍晚，我走出田里，看着自己的“成果”，心里美滋滋的。

秋风将我从回忆里吹醒，现在我才真正的意识到：脚踏实地



做事，才会有成绩。

插秧活动完成情况篇九

稻田里的风景线

福建省安溪县湖头中心尚贤小学六（2）班李彬彬

久居闹市的我困于城市的喧嚣，乍到乡村体验宁静的田园生
活，站在田埂上欣赏那一轮西坠的金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端午节时，我来到乡村的田埂上借着落日的余晖，看到一位
老奶奶正在水田里拔着什么，便走上前去一探究竟。她正麻
利地拔起一把把秧苗，然后捆成垛儿，就这样反复地拔着捆
着……一块不大的水田都快拔光了。我笑着问：“奶奶，您
在干什么呢？”老奶奶说她在拔秧。我发现她坐着的凳子很
奇妙，能在水田里滑行自如。老奶奶看我好奇地盯着她的凳
子，就主动拎起来给我细看，并且介绍说：“这个叫秧凳子，
也叫秧马，是拔秧时坐的'，你们城里娃根本就没见过。”我
仔细一看，那个小木头凳下面是一块木板，木板头呈“八”
字形还微微翘起，可以像滑板一样在泥水中滑行自如。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田埂上，看到这里摆放着许多捆得
整整齐齐的秧垛子，很像韭菜，那些农妇把秧垛子提前布好
在水田里，可以防止插完了手中的秧苗，再去田埂上取，否
则会很麻烦，也容易踩坏事先插好的秧苗。我仔细观察，发
现田埂上还拉着几根直线――这是为了防止插斜了，怪不得
秧苗插出来齐刷刷的一大片呢！这些农妇插秧的速度很快，
短短几分钟，一片秧田就插好了，我注意到她们快速插秧时，
右手食指先在泥水中戳一下，随即秧苗便插进去了，这“一
戳一插”不到半秒，不仔细看就是一插一棵秧苗，其实在用
力插进去时还是有窍门的，否则会伤及秧苗根部。要是我来
插，肯定没这么娴熟，这真是“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



水中天”.不一会儿，整个黄汪汪的水田，就变成了一片绿茵
茵的稻田。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一首古诗：“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
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初夏的
稻田就是这样一派忙碌的风景，让我感到那么新奇，有趣。

（指导教师李淑惠）

【点评】

小作者观察得非常仔细，用生动的笔触为我们描写了城里孩
子完全陌生的“拔秧”“插秧”的场景，读来让人恍若身临
其境，由此可见仔细观察才能写好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