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点教学设计一等奖 雨点儿第二课时教
学案例(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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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点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教学过程紧扣一条“线”。本文以课题为文眼，本课教学
遵循文路，形成教学板块，把认识蜻蜓和感悟人物作为教学
重点，并以课题为媒，将二者融为一体。

2、课堂拓展突出一个“悟”。立足文本实况，联系学生实际，
将学生的观、读、听、说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蜻蜓
的同时，感悟语言的美和文本的核心价值。

雨点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整体考虑知
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过程与方法的综合，提倡启发式教
学。”“要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本教学，学生走进文本
自读、自悟，产生多姿多彩的独特感受与阅读体验。

一、动画激趣，吸引学生阅读课文。

一上课，教师便出示一幅动画：天空中飘着几朵乌云，云层
里陆陆续续向下飘落雨点。老师指着画面说：滴答，滴答，
下雨啦！下雨啦！一滴滴可爱的小雨点从天上落下来了。它
们落到哪儿去了？在那儿干什么？小朋友们想知道吗？答案
就在第2课《雨点》中，小朋友们愿不愿意去找？小朋友都被
吸引住了，齐声回答：愿意！然后画面推出整篇课文内容，



不等老师发令，学生都抢着去自由读课文了。

二、动画释疑，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让学生观察。第一幅：美丽的田野间有个明镜般的池塘，雨
点儿落下来，水面荡起一点儿涟漪，马上又平静如镜了。可
爱的小雨点安详地在水中睡觉。第二幅：一条小溪伴着柔和
的音乐，在山间慢慢向前流淌。几滴雨点儿落下来，随着水
流的速度缓缓地向前散步。第三幅：山间一条宽阔的大河，
大河里的水正哗哗向东流去，雨点儿一落到河里，就在水流
冲击下奔跑起来。第四幅：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雨点儿落下
来，被波浪冲得一会儿飞上半空，一会儿跌入浪谷，一会儿
又冲上浪尖。波涛的声音像惊雷滚动。通过声、像的渲染，
学生人人都找到了答案，而且形象深刻地记住了池塘、小溪、
江河、海洋四种自然事物的不同特征，对课文内容全都心神
领会了。

三、动画设境，指导学生朗读、背诵

课文内容理解后，为了让学生有感情地把课文读好、背好，
老师把上述四幅画面连成一个整体，并在每幅画面上方出示
相应的课文句子，让学生根据画面内容，再自己试读课文，
并思考：你觉得怎样才能把这篇课文读好。

在学生齐背课文时，教师又将黑板上诗歌中每句的后半句调
换，变成：

雨点落进池塘里，在池塘里。

雨点落进小溪里，在小溪里。

雨点落进江河里，在江河里。

雨点落进海洋里，在海洋里。



生：老师，黑板上少了几个字。

师：是啊，真少了几个字，可能是趁我们背书的时候偷偷地
溜出去玩了，没关系，我们请小雨点来帮忙。

教师从挂图上取下小雨点睡觉、散步、奔跑、跳跃图，教师
贴图，故意贴错，变成：

雨点落进池塘里，在池塘里散步。

雨点落进小溪里，在小溪里奔跑。

雨点落进江河里，在江河里跳跃。

雨点落进海洋里，在海洋里睡觉。

生：老师，你贴错了。

师：错在哪里呢？

生1：雨点落进池塘里，不是在池塘里散步，应该在池塘里睡
觉。

生2：雨点落进小溪里，不是在小溪里奔跑，应该在小溪里散
步。

生3：雨点落进江河里，不是在江河里跳跃，应该在江河里奔
跑。

生4：雨点落进海洋里，不是在海洋里睡觉，应该在海洋里跳
跃。

雨点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今天的课跟平时的课不太一样，因为我的学生变了。今天，



在中心校领导的帮助下，我有幸到了镇上另一所学校为孩子
们上课。说心里话，我的心里是压根没谱。且不说一年级的
学生活泼、好动，课堂上突发事件多，就拿我这个老师来说，
本人可从来没有带过一年级的小娃娃。所有的一切，对我来
说都是空白，完全凭借自己的琢磨。此时此刻只有心中默念：
老天爷，帮我！帮我！

“叮铃铃”上课了！由于有了课前的十多分钟交流，孩子们
对我已熟悉了几分，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看着他们的精
彩表现，我的信心也蹭蹭蹭地倍增，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眼
看时间已过去了大半，我的心中窃喜：总算老天有眼呀！

可正当我跟同学们交流的当口，一个洪亮的声音叫道：“老
师，某某某在吃东西！”顿时，全班哄堂大笑。仔细一看，
坐在最前排的一个小男生嘴巴正在嚼着什么东西。当时的我
那个急呀！怎么办？批评他吧，我的教学思路将会被打乱；
不理睬呢，那怎么行？毕竟学生犯了错呀！再望望台下的十
几位老师，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有些老师也被孩子
们给逗乐了，他们此时正等着我出招呢。怎么办？怎么办？
一个个问号瞬间闪过。稍吸一口气，我努力让孩子们安静了
下来。手摸着吃零食的男孩的头说：“怎么了？是不是还没
来得及吃早饭呀？”男孩咽了咽唾沫，睁大了眼睛望着我没
有说话，我的心中有了答案。我大声对孩子们说：“同学们，
咱们肚子饿了是不是应该吃饱了再来上学
呀？”“是！”“那我们这位同学没有吃饱肚子就坚持到校
上课，这种行为是不是值得大家表扬呢？”“值得！”回答
又是肯定的，一致的。“可是，”我话锋一转，“这位同学
由于坚持不住而在课堂上吃东西，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呢？”“叫他收起来，下课的时候再吃吧！”几个胆大的同
学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到。“非常好！相信你们会原谅他这
一次的，对不对呀？”见有了老师的软话，孩子们似乎都明
白了，他们点点头。话完，我又摸了摸男孩的头，笑眯眯地
说：“听见了吗，课堂上是不能吃东西的，大家已经原谅了
你，赶快把东西收起来，我们下课再填饱肚子好吗？”男孩



红着脸，冲我点点头，收起了食物，坐得更端正了。

就这样，虽然耽误了几分钟，我没能按计划完成我的教学任
务，让这节课显得不是那么完美，但我的心里却是甜蜜蜜的。
因为我真正懂得了如何关爱学生，教育学生！让孩子们在潜
移默化中明白道理。

法国教育家卢梭说：“凡是缺乏师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
智慧都不能充分自由地发展，只有真心实意地去爱学生，才
能够精雕细刻地去塑造他们的灵魂。”在教育过程中，师爱
既是教育成功的关键，又是衡量一位教师素质的重要内容。
师爱不只是对学生的关爱、爱护，它还包括一个“严”字，
爱而不严不是真正的爱。师爱的准确含义是“严在当严处，
爱在细微中。”大家瞧，我课堂中遇到的男孩不正是一个生
动的例子吗？说实话，看着孩子饿肚子我也于心不忍，可他
毕竟不该在那种场合吃呀，所以我当机立断，让孩子受饿也
要明白道理。孩子是纯洁的、可爱的，他的心灵是美好的。
请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促进孩子进步、成长。请用我们的爱，
去感染一群群天真的孩子；用我们的爱，去洗刷出一片明净
的天空！

雨点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一、导入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雨点儿》。

2、.课件动态出示课题：雨点儿

3、齐读，再读。

二、复习

1、听音标号。



数、清、飘、落、彩

2、这些字回到课文第一自然段了，你还能读好它们吗？

.课件出示，指名读―师点拨再读―齐读

三、学习对话

1、.课件展示下雨的场景。

师：你看！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飘落下来。半空中，雨
点儿还聊起天儿来了，你听！（大小雨的纯对话录音）

2、这是谁和谁在说话？（.课件：动态出现大小雨点儿的特
写）

3、让我们再来仔细听听，这次听，你可得听清楚哪些是大雨
点儿说的，哪些是小雨点儿说的。

4、他们说的话这张纸上也有，请你读一读，想一想是谁说的.
，然后选合适的雨点儿涂成实线，先涂好的小朋友再多读几
次，要读到能够非常正确、通顺。

5、校对：这三句话分别是谁说的，我们来看看提示语。

.课件出示：

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

小雨点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

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

生读提示语，师读对话。（.课件逐句把提示语改成：雨点儿
图+问、回答、说）



6、指导朗读

（1）.课件出示：

大雨点儿（图）问：“你要到哪里去？”

小雨点儿（图）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

（2）老师先来当小雨点儿，谁当大雨点儿来问我？

（3）.课件出示：

小雨点儿（图）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

大雨点儿（图）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

（4）课文小雨点儿光是回答了大雨点儿的问题吗？小雨点儿
是怎样问的？现在你们就是小雨点儿了。

（3）连起来请两个小朋友试试。（带上头饰）

8、（.课件出示只有嘴巴在动没有表情的大小雨点儿）你发
现了什么？师：是呀，这是两颗没有表情的雨点儿，谁能够
加上表情来说它们的话，那他就可以获得优秀配音演员奖。

（1）同桌准备。

（2）带头饰配音。（随机提问：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

四、学习第5自然段

师：雨点们，在你们的帮助下，这幅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课件：雨前影像）

1、配乐自由读第5自然段。



师：这次读老师有个有趣的要求，一边读一边要在脑子里画
画。

2、你看到了什么？

随机指导朗读第5自然段中的句子。

3、想看看你们说的这些景色吗？（.课件动态展示雨后影像）

4、美吗？这时，如果你就是雨点儿，你想说什么？

想象说话：

如果我是（），我想说：“（）”。

5、配乐朗读最后一段。

《雨点儿》第二课时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雨点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一、激趣导入

1、猜谜语。喜欢猜谜语吗？一起来猜一则谜语，看谁听的认
真，猜的准确。（千条线，万条线，落入水中都不见。）

板画小雨点）

4、看，多么可爱的小雨点，能把它读的可爱些吗？（齐读课
题）

（设计意图）

谜语是学生喜欢的游戏，谜语导入，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学习生字

1、过渡：

就按照自己的学习方法去读吧。

2、检查自学情况  

可爱的小雨点见大家读得这么带劲，他们迫不及待的赶来了。
（幻灯出示带有拼音的生字。）它们说谁能叫出生字宝宝的
名字，谁就能成为它们的好朋友，谁想？都想！那就先同桌
合作一起读读吧，一个指，一个读，然后再交换过来。

3、学习生字   谁来和它们交朋友？不过小雨点又提出一
个要求：小朋友叫出它们的名字后，还要带着其他小朋友再
读两遍。

（设计意图）把学习课文当做一次旅行，更容易使学生尽快
投如学习。

三、理解课文

1、学生说到“从云彩里”师板画“  云  ”  

2、学生说到“数不清” 

4、请小组长分分工，小组长合作读一读。   

5、展示。哪个小组愿意展示给大家看。（指一个小组进行展
示）   

（师板画）再问小雨点你们要到哪里去？（板画）

四、过渡。大雨点和小雨点去了它们想去的地方，那里会发
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请小朋友读一读第五自然段，看你能不



能从中找到答案。

1、你找到答案了吗？    老师板画

（幻灯出示雨后的图片）

3、你能把这么美丽的景色读出来吗？请小朋友自己试着读一
读。（指生读，齐读）

五、你们听，在沙沙的雨中，种子也高兴的唱歌，你们听听，
它们在说什么？（播放《小雨沙沙》）

1、种子在说什么呢？

2、小朋友，如果你是这些小花小草，小种子，你会对小雨点
说些什么？啊！小雨点的本领可真大呀！让我们去真诚地读
一读全文，来感谢小雨点吧。

六、拓展延伸

雨点又要去旅行了，它们还会去哪里呢？那里又会发生什么
变化呢？课下，请小朋友把你想到的画出来，并说给你们的
爸爸妈妈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