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卖木雕的少年说课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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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卖木雕的少年说课稿篇一

本课是人教版第六册第七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目的是让学
生通过学习了解非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课文的内容并
不复杂，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针对这些特点，我在教学思路
设计上主要把重点放在和学生一起积累四字词组和通过人物
动作和语言体会人物内心活动这两方面。下面就教学中的败
笔谈几点感受。

一、虽然抛开细节，想突破重点，但是却在指导中不能很好
地深入，有蜻蜓点水之嫌。尤其是在对学生自主学习后同学
生一起体验课文人物的言行举止所反映的内心活动时，只做
笼统的朗读指导，采用齐读的方式让学生体验，限制了学生
获得情感体验的机会。

二、虽然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效果差
强人意。在解决“我为什么要放弃买木雕？”这个问题时，
我是在提出自读要求后让学生自主学习，同桌交流。可从教
学中可以看出，大多学生更倾向于自我学习，不擅交流。但
好在学生基本上还能初步理解“我为什么放弃买木雕”。

总得来说，在新课改的教学中，虽然我们能接受和理解新的
教学理念，也尽可能地适时地运用到教学中，但主要还是自
身学习不够，教学能力不强。有待努力钻研，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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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木雕的少年说课稿篇二

《卖木雕的少年》讲的是一位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
谊。“我”到非洲旅行时，想买一个非洲木雕作纪念，又担
心路途遥远，木雕沉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为了不让我
带着遗憾离开非洲，卖木雕的少年等待在宾馆前，送给我一
个方便携带的木雕小象墩。本课的重点和难点：一是了解非
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二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揣摩人
物内心活动;三是积累一些四字词组，并学会恰当地运用。

今天上完课，回过头反思自己这节课，我觉得我很认真地设
计了各个环节，我在教学时努力体现了以下教学理念：

本文的人物语言描写很多，这些语言不仅丰富，更重要是在
这些语言描写中蕴含了少年的美好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我
不仅充分让学生朗读，还让学生转换角色去读，切身体会课
文人物的思想感情。读出自己的理解、读出自己独特的体验、
读出语感，也是我在这节课上所要追求的。在学习送木雕部
分，以读代讲的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读
中感悟非洲少年的情感，同时创造性地进行朗读，如：少年
连连摆手，说：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在一次次的导读中，
让学生更好的感受少年的那份友爱。



学习语言是语文课的主要任务，也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本质
区别。因此在教学中我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感悟、积累、
运用语言，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学习木雕这一段时，
我让学生欣赏非洲木雕的各种图片，请大家欣赏后发言，在
这里学生能用上课文中的四字词语，落实了积累四字词组的
目的。再让学生结合上下文、前后词语，反复朗读感受，真
正地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乃至在全篇中的作用。学生
感悟了语言，更重要的是还逐步体会到如何正确的运用语言。
这样做，不仅对学生进行了语言文字训练，还提高了学生的
表达能力。

课文讲的是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旨在让学生感
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但由于文中内容距学生生活
实际较远，为学生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在本课设计中，我
课前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查找相关的资料进行阅
读，如中非友好往来、中国援助非洲等相关历史资料，在上
课时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援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的资料：20世
纪70年代，中国无利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给非洲国家。中
国帮助非洲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个国家建造长达1860公里
的铁路。其施工间，中国派遣了5万人左右的工程技术人员去。
其中有64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这是中国帮助非洲国家的一件
真实且重大的事。这项工程在非洲深得人心。这样为深入理
解课文内容、领悟思想感情奠定基础。

卖木雕的少年说课稿篇三

教学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论，提高理论的水平，下面是关于
《卖木雕的少年》教学反思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第七单元的课文充满爱，充满真情，充满温馨，一篇篇课文
学习下来，总能让人的心灵得到一次洗礼，情感得到升华。
《卖木雕的少年》就是这样一篇课文，中非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文中让人感动不已，那少年是那样淳朴，是那么可爱。
当“我”因为那象墩子太大而无法带回中国而无限遗憾时，



那卖木雕的少年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情谊出现了。

我上的是第二课时，我觉得我很认真地设计了各个环节，我
在教学时努力体现了以下教学理念：

本文的人物语言描写很多，这些语言不仅丰富，更重要是在
这些语言描写中蕴含了少年的美好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我从
“这是一个怎样的少年?”提问出发，抓住少年和“我”的两
次对话，不仅充分让学生朗读，还让学生转换角色去读，切
身体会课文人物的思想感情。在课文中，有很多语气词的提
示，例如，“夫人，您买一个吧!”要读出诚恳的语气;“您
是中国人吧?”是猜测，要读得比较轻。读出自己的理解、读
出自己独特的体验、读出语感，也是我在这节课上所要追求
的。在学习送木雕部分，以读代讲的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让学生在读中感悟非洲少年的情感，同时创造性地
进行朗读，如：少年连连摆手，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
说：“不，不要钱。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在看完补充资
料后，学生的朗读感悟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也能
更好地感受少年的那份友爱。

学习语言是语文课的主要任务，也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本质
区别。因此在教学中我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感悟、积累、
运用语言，努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理解内容之前复习
时，让学生认读本课课文中比较有特色的四字词语，并拓展、
运用。让学生把词语放入课文内容，放进具体语境中，使学
生真正地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学生感悟了语言，更重
要的是还逐步体会到如何正确的运用语言。这样做，不仅对
学生进行了语言文字训练，还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课文讲的是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旨在让学生感
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但由于文中内容距学生生活
实际较远，为学生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在上课时向大家介
绍了中国援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的资料：20世纪70年代，中
国支持非洲独立，援建了坦赞铁路。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



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
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中方有64人为之献
出了宝贵生命。赞比亚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
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
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这样为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领悟思想感情奠定基础。

今天我在指导学生读好对话时，给学生列出了四个读好对话
的法宝：关注提示语;标点藏感情;表情会说话;用心去感受。
可是课堂上学生的反应是不知道什么是提示语，这样的要求
对于三年级的学生偏高，他们不能形象地进行感知。因此在
体会读少年诚恳、猜测的语气时，有些学生还是不太明白。
其实只要简单地引导“少年说了什么?他是怎么说的?”，学
生马上就能找到“诚恳、猜测”，并且能感悟朗读。

课文讲的是一位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到非洲
旅行时，想买一个非洲木雕做纪念，又担心路途遥远，木雕
沉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为了不让我带着遗憾离开非洲，
卖木雕的少年等待在宾馆前，送给我一个方便携带的木雕小
象墩，从中可以看到少年的美好心灵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情谊。课文不能定位在感恩，但是只让学生说出这个少年很
善良，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也不够，一定要让学生感受到少年
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你对我好、我对你好，非常朴实的友好情
谊。

板书内容一定要体现课文的精华所在，字迹端正，精简实在，
节约课堂上的时间。

为什么要写这个小练笔的目标不明确，再加上前面朗读理解
不够深入，因此学生在写话时内容比较单一，范围也比较狭
隘。



卖木雕的少年说课稿篇四

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
训练，并尽可能发掘来自学生、教师、社会的各种资源，扩
展课程资源的范围，并以教科书为依托进行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本篇教学设计针对教材的特
点，设计了一定的语言场的语言实践，过程中关注了三维目
标的整合，使得学生在语言实践中理解、积累、运用，同时
收集整理了大量背景信息，以期帮助学生挖掘教材丰富的人
文内涵，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受到心灵的震撼，落实
“爱是相互”的主题。

课文讲的是一位非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到非洲
旅行时，想买一个非洲木雕做纪念，又担心路途遥远，木雕
沉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为了不让“我”带着遗憾离开
非洲，卖木雕的少年等待在宾馆前，送给我一个方便携带的
木雕小象墩。通过事情的叙述，勾勒出一个纯朴而又美好的
非洲少年形象，折射出爱是相互的主题，正因为中国人对非
洲人的爱，所以让非洲少年把我们当朋友。课文准确而得体
地运用了许多四字词组，极尽能事反映了非洲木雕的美，教
学时要注意让学生积累并学会运用。文章中两处少年
和“我”的对话，也是反映全文主题的重点部分，需教师引
导学生在读中感悟，在交流中体会非洲少年的内心，感受非
洲少年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此外，三年级学生对于非洲了解
甚少，它可以说是第一篇让学生了解非洲的文章，因此在课
前需让学生了解有关背景，课时教师也要提供有关感性的资
料才能让学生加深对主题的感悟。

卖木雕的少年说课稿篇五

一、教学设计流程清晰，但内容过多。

以至于还有一些环节没有上完。第一课时，我本是想安排生
字学习及部分成语的理解及了解课文大意。然后第二块内容



是学习2―9自然段，这是精读课文，这部分内容要掌握五个
成语，其中四个是形容木雕的。

课堂上，在设计初，对学情不够了解，本以为很快能过去的
内定，学生竟然答非所问。后来静下心来思考，发现是我教
学时不够注意教师语言的引导，以至于学生不知道做什么，
回答什么？我觉得以后教学的时候，问题设计要简洁，语言
要干练。

二、注意引导学生学会积累和运用。

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积累性学习策略，
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词句的积累是最常见的。《卖
木雕的少年》课文中出现了许多四字词语，像“名不虚传、
游人如织、构思新奇、爱不释手”等，很多词语是学生第一
次接触到的语言材料。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把它们从文中找
出来，积累下来。

适当开发资源也是一种积累。为了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
我出示瀑布的画面，让学生有直观形象的感受，那样掌握的
词语便更深刻。还有，为了让学生了解本文的写作背景，了
解中非之间的友谊，除了布置学生搜集中非交往的资料外，
我还制作一个短片来增进学生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丰富了学
生的人文积累。值得一提的是，短片的制作匠心独运，每一
张幻灯片都是图文并茂：“穷困潦倒、瘦骨嶙峋、病魔缠身、
食不果腹？”学生在看图感受的同时也丰富了词汇的积累。

为了节省时间，我就把这部分内容放在课前谈话的时候进行。

“积累最终的目的是运用。”我们并没有止于积累，而是努
力创设条件让学生运用。学习完这些内容，我还设计小练笔，
也来写一写木雕，并学习课本中的方法。

三、注意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渗透学习方法。



词方法。比如，教学“游人如织”一词，我通过让学生看织
布机，让学生对织字更了解。从而了解整个词语的意思。

这和本课的背景有关，作者游览的非洲国家是赞比亚（莫西
奥图尼亚大瀑布位于赞比亚境内），中国曾经在20世
纪60、70年代援助过非洲，给非洲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学生并不知道这一历史背景，我能在课前请同学们搜集有关
中国和非洲密切交往的资料，并告诉他们搜集和文章相关的
资料能帮助更好地理解课文意思，强调这一方法在学习语文
中的重要性。

3、进入三年级，每篇课文掌握的生字就更多了，如何让学生
更好地掌生字，我让学生掌握学习生字的方法，比如说，加
一加，减一减，比一比，换一换，而学习生字有法，但无定
法，有很多生字可以用几种方法的时候，就让学生选择自己
容易记忆的方法来学习生字。

在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的时候，我也重视学生方法的指导，以
前学习的段意串联法，还有问题解答法，还有事件要素汇总
法，根据这篇课文，我让学生学习找关键词“木雕”。

本文学会可以分四部分，想买木雕――挑选木雕――放弃木
雕――赠送木雕，然后添加一些词语把这些词串联起来，便
成了本课的主要内容。教学时，引导学生添字，我也有法，
比如说，谁想买木雕，为什么要放弃木雕，谁赠送木雕等，
这样就更完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