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颗钻石教案设计第二课时 七颗钻
石课文教学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七颗钻石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这篇课文的意图在于，读关于爱心的神奇故事，体会爱心对
别人乃至对社会的意义，懂得关心别人，用爱心对待生活。

这篇课文情节比较简单，但内涵比较深，教学中应引导学生
以读为本的方式引导学生用心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感知童
话丰富的想象力。体会懂得关心别人，懂得用爱心对待生活。
现在，我将结合课堂教学环节，谈谈我的本课设计中想体现
的教学思想：

一、创《七颗钻石》教学设计及反思设情景引发情感陶醉

三年级的学生对童话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生活中也较多
的接触各种有趣的童话故事，有一定的课外阅读基础，因此，
用播放童话故事插图导入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

二、自主识字，轻松识记

新课标积极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实践能力。
于是，我努力将这一理念体现在识字教学中。我运用直观形
象的课件，进行识字教学。先通过学生自主识字来培养他们
的自主探究的能力，在鼓励他们同桌合作识字，并全班交流
识字方法，识字过程体现循序渐进，先认读带拼音的，再读



去拼音的生词，最后游戏“神奇的小水滴”，让学生趣味识
字，加强巩固。

让学生在轻松、宽松的氛围中学习自主识字，体会了主动探
究、合作探究的快乐。学生体验了成功带来的喜悦，同时识
字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学生真正“读者”的地位

在形式多样的朗读中发展语言《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
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以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
展开教学，通过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自读自悟，
在经历感知、思考、质疑、探究、发现、交流等多种学习活
动中，从而让他们在积极的思维活动中加强理解和体验，进
而有所感悟和生成。我努力将以上思想运用教学实践中。

1、读书指导具有层次性。教学中我利用自读，读通难读的长
句子，感情朗读来推进教学。而且每次读的要求不一样，层
次也不一样。

2、抓住重点语句，指导感情朗读，教于读书的方法。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学中我让学生再读通课文的基础上让
学生默读，画出学生最感动的语句，并思考是什么让你一次
又一次的感动。然后让学生再小组内交流，最后全班交流。
在全班交流的时候，我根据学生的立足之出，指导学生感情
朗读，并让学生在各种读的方式下，总结出如何将课文读得
又感情，如何去体会课文所蕴涵得情感。让学生在感情朗读
得同时习得读书得方法。

这一节课结束了，可是留给我得是深深的反思。现在回过头
来细细反思课堂，我总结出以下几点做的不完善，今后应该
改正：

1、时间分配有点不合理，造成前松后紧的课堂节奏。



2、读书指导上有点不到位，过渡型语言不简洁明了。我会用
汲取本节课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用于以后的课改之路。

七颗钻石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虽然这一节课结束了，可是留给我得是深深的反思。现在回
过头来细细反思课堂，我总结出很多地方都做的不完善，今
后应该改正：

1、原定任务：初读课文，梳理字词，在初读课文梳理字词这
一板块就已经用了二十五分钟左右，剩下的十五分钟里，本
打算在快速梳理课文结构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写字的指导，不
觉时间有浪费，遗憾的是没有好好匀讲开来，还是走得匆匆
了些。

2、课堂上，为了扎实地开展生字的教学，我设计了很多的环
节，整节课也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往下进行，往往上一个
环节没有进行到位就进入了下一环节，总觉得在赶趟儿。主
要表现在：

（1）对要求会写的生字没有让学生动笔练习；

（2）时间安排不合理，前面环节太碎，中间读书指导上不到
位，过渡型语言不简洁明了。

（3）方法的指导不够，比如：多音字“咽”学生都不知道它
还有那些读音，我为了节省时间没有让学生查字典解决，其
实字典就在学生手边，引导着翻一下也不会用很长时间，却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会用汲取本节课的`经验和教训，用于以后的课改之路上。
在这次的评课中，老师们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今后，我在
教学中一定会给学生更多的探索空间，让自己的课堂不仅成
为有效的课堂，还要成为高效的课堂。



七颗钻石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今天上了《七颗钻石》这篇课文,课堂气氛挺好，我也非常高
兴。

这篇课文是19世纪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写的一篇童话
故事,学生都非常喜欢这类带神奇色彩的文章。课文以浅显易
懂的语言和清晰有序的脉络，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小姑娘在地
球上发生了大旱灾，许多人和动物都焦渴而死的时候，为她
生病的母亲找水，爱心使水罐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着神奇的变
化，最后水罐里跳出七颗钻石，又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
新鲜的水流，而这七颗钻石升到天上，变成了七颗星星。

在教学中，“焦渴”的理解是重点之一。我在设计时，预设
了四个层次：首先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渴”的感觉？第二
层次是让学生明白，“焦渴”又是怎样的感觉？第三层次是
让学生明白，渴得很厉害是怎样的？仿佛看到了什么？第四
层次是让学生体会水的重要性。在具体操作时是这样安排的：
师：刚刚小朋友提到了“焦渴”，对于这个词，谁还有补充？
生：口渴，想喝水。师：你有过口渴的感觉吗？生：旅游的
时候会口渴。生：读课文也会口渴。师：这是“焦渴”吗？那
“焦渴”是怎样的感觉？生：不能再忍受了，非常需要喝水。
生：太阳晒得嘴唇都裂了。生：真想喝水，都快要死了。师：
水多么重要啊！此时，水就是人的命啊！（指导朗读）在具
体操作时，孩子们对焦渴的理解还是比较到位的，能从“焦
渴”看到嘴唇干裂，既而想到不喝水人就要死去，加上老师
的及时点拨，真正体会到了水的重要性。其次用同样的方法
指导学生理解“小姑娘咽了咽唾沫”这句话,从而切实体会小
姑娘美好的心灵。

最重要的是在本课教学中，我的学生成为真正的“读者”，
在形式多样的朗读中发展语言。

1.在教学中我利用自读，读通难读的长句子，感情朗读来推



进教学。而且每次读的要求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

2.抓住重点语句，指导感情朗读，教于读书的方法。教学中
我让学生再读通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默读，画出学生最感动
的语句，并思考是什么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感动。然后让学生
再小组内交流，最后全班交流。在全班交流的时候，我根据
学生的交流情况，指导学生感情朗读，并让学生在各种读的
方式下，总结出如何将课文读出感情，如何去体会课文所蕴
涵的情感。

在本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抓住课文的主线，“水罐的变
化”这一线索贯穿全文，引导学生走进文本，进行朗读、想
象与感悟，总的来说，这堂课学生的积极性很高的，我也非
常喜欢这堂课的气氛。不过在体会水罐的变化时，学生对于
妈妈关心小姑娘的那份爱理解得不够透彻，我想这与他们现
在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七颗钻石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一、创设情景、走进文本

1、在课文导入环节，我就设计这样的话语“同学们，童话世
界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你漫游在童话的王国里，什么事情都
可能遇到，什么样的生活都可能体验，什么样的人都可能看
见……”让学生明白童话善于想象的特点，为接下来在“小
姑娘累倒后会发生什么”想象说话作铺垫。

2、由于儿童生活区域的局限性，课文与我们孩子生活仍相距
甚远，怎样让引导学生感悟旱灾的严重，理解小姑娘找水的
艰辛，以及对母亲那份真挚的`爱呢？上课伊始，我利用旱灾
图片和凄凉的音乐为背景，通过直接看图，谈谈感受，使学
生有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让学生认识到水的重要性。认识
到水就是生命、就是希望，有了水，万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没有了水，等待人和万物就只有死亡。再回到文本，朗读课



文，通过品读文中重点词语“所有的河流、井水干涸、草木
丛林干枯、动物和人焦渴而死”，加深学生对灾难的理解，
对人们痛苦不堪的生活有所感悟！

二、自主识字，检测交流

对于第一课时的教学，生字是不可摈弃的重要一部分，在教
学中，我以课件直接呈现的形式，通过齐读、开火车领读，
让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掌握生字。在评价中，渗透重点字词
的理解。还有“唾沫”的读音是轻声，尤其要提醒学生。就
这样让学生在轻松、宽松的氛围中学习自主识字，体会了主
动探究、合作探究的快乐。学生体验了成功带来的喜悦，同
时识字能力进一步提高。

三、读进文本，深入探究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要
以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展开教学，通过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经历感知、思考、质疑、探
究、发现、交流等多种学习活动中，从而让他们在积极的思
维活动中加强理解和体验，进而有所感悟和生成。我努力将
以上思想运用教学实践中。

抓住重点语句，指导感情朗读，教于读书的方法。在指导学
生朗读水罐第一次变化的过程中，我请学生先找到水罐变化
的时间，是小姑娘累倒以后。感悟小姑娘的辛劳。通过这样
的感悟，学生与文中小姑娘的情感交织在一块，学生沉浸在
小姑娘找水的艰辛中。

四、自主提问，探究学习

教学中，我还注重学生对文本的整体把握。在初读课文时，
你对课文有什么疑问？通过交流，让学生自主提问自己对文
本的疑惑之处。再默读课文，理出课文中水罐的五次神奇变



化。并通过分段品读，读懂小姑娘对母亲的爱；小姑娘对小
狗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以及小姑娘对他人的爱。解答学生
心中的疑惑。

七颗钻石教案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七颗钻石》描述了地球上发生了大旱灾，使所有的河流和
水井都干涸了，使许多人和动物都焦渴而死，，一个小姑娘
抱着水罐出门为生病的母亲找水，爱心使水罐一次又一次地
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最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新
鲜的.水流，从水罐里跳出的七颗钻石升到了天上，变成了七
颗星星。这个短短的童话故事，寄寓着作者的道德期盼和某
种社会理想：无私广博的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爱心能
为世界创造美好的未来；爱心是永恒的，它像星星一样晶莹
闪烁，普照人间。从水罐的一次次变化中体会爱心的神奇力
量是本课的重点，体会爱心对别人乃至对社会的意义，懂得
关心别人，用爱心对待生活。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
篇童话。

上完本课之后自我觉得较为成功的地方有：

一、创设情景引发情感陶醉

我在复习导入的时候，以凄凉的图片为引子，铺设情境，然
后说看完之后的感受，让学生认识到水的重要性。认识到水
就是生存的希望，有了水万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没有了水，
等待人和万物就只有死亡。使学生身临其境，诱发学生的情
感。接着以词语联系课文说话导入课文，根据学生的回答板
书出文章的主线：无水―有水―银的―金的―钻石、水。然
后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

在教学中设计“母女让水”这个表演环节，老师表演母亲，
学生表演小姑娘，将学生带进了那时的环境中，通过生演、
说，其他的学生评说，达到了是小姑娘关爱之心才使水罐有



了神奇的变化这一教学目的，同时深深体会母爱的神圣与伟
大，在这一过程中，小姑娘的孝心再次感动上帝，学生的爱
心也得到了深入的感染，“他更需要喝水呀！”“小姑娘，
你肯定会越长越漂亮的”……语句中，无不包含着孩子们已
被小姑娘的爱心所熏陶与感染。

二、抓住重点语句，指导感情朗读。

小姑娘得到水后，表现出来的“喜出望外”，在解决这个词
语时，我先让学生整体感知该词――说大意，通过学生的回
答确定了词义“遇到这种出乎意料的喜事而特别高兴这就
叫‘喜出望外’”，最后将该词放到文中通过自身读――领
读――整体读来感悟情感。

通过朗读对比小狗前后的不同表现，体会此时小狗对水的需
要，“一点水，小狗把它都舔净了。”感悟出水的来之不易
与珍贵，体现小姑娘的善心。

小姑娘的善心、孝心、爱心一次次感动上帝，使水罐一次次
发生变化。都通过朗读来体现。

整节课中，通过朗读、听读来发现的问题不少，通过悟读解
决的问题更是占了很大的比例，通过读来体会课文所蕴涵得
情感。

让学生了解童话，了解托尔斯泰，在平常的习作中也要展开
想象。

这一节课结束了，可是留给我的是深深的反思。现在回过头
来细细反思课堂，我总结出以下几点做的不完善，今后应该
改正：

1.虽然“总分总”或“分总”的教学思路较为明显，但抓的
知识有些偏多。



2、过渡型语言有些不准确。

3.有的同学感悟不深，不能紧扣问题展开思路。

我会用汲取本节课经验和教训，在今后的教学中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