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凡卡的教学设计(大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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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卡的教学设计篇一

?凡卡》篇幅特别长，内容更是错综复杂，写信，回忆交织在
一起。作者采用了对比、衬托、插叙的写法，使课文的内容
显得更加生动有趣。这样的课文该怎么教?思索了很久，最后
我决定把握教学目标，简单教，简单学!本课的教学目标是：

1.会写15个生字。能正确读写“饥饿、礼拜、生锈、揉皱、
昏暗、眯缝、耸肩、一缕、稀粥、撇嘴、起伏、匣子、冻僵、
逗笑、窜过、逮住、孤儿、打搅、甜蜜、暖炕、耷拉、火柴
梗、圣诞树、黑糊糊、笑眯眯、孤零零”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整体把握主要内容，了解凡卡悲惨的
学徒生活，体会他极度痛苦的心情。

3.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体会作者叙述、信的内容和回忆插
叙结合来写的表达效果，体会课文结尾中“梦”的含义。

第一课时，让学生初读课文，弄清生字新词的读音写法。随
后带着孩子们把文章中的人名反复读了几遍，这样以减轻学
生在朗读课文中的难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读外
国作品，原因让人有点啼笑皆非，就是我觉得人名太长，有
障碍。以小孩子的眼光看课文，然后指导他们学习。

接着，我让孩子们谈谈对这课的看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好多同学都纷纷表示不喜欢，原因就是“小凡卡的生活太苦
了。”他们不喜欢悲剧。原本我设计这一环节就是为了让学
生喜欢上课文。只有少数几个孩子说喜欢课文。于是我顺势



对孩子们说：“同学们，你们通过朗读课文，已经知道凡卡
过的日子非常苦，你们都产生了对这个孩子深深的同情。为
什么你们能在瞬间产生这么复杂深厚的感情呢?这就是普普通
通的文字组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巨大的魅力，造成了我们感情
的变化。孩子们，在我们这个和平的社会里，也有许多悲剧，
比如昨天青海省发生了7。1级的地震，比如，前不久，山西
煤矿发生了矿难……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用文字来记录这
些悲剧，来激发人们的同情，来引起人们的重视，让人们引
以为戒，让悲剧远离我们!孩子们，如何应用文字是一门很深
的文字，今天，我们来好好学习《凡卡》这篇课文，去体味
文字带给我们的精彩!”

察言观色，孩子们对这篇课文有兴趣!

最后一个环节，我让孩子们浏览课文，弄清课文的脉络，课
文是按“准备写信——写信——寄信”的顺序来写的。

第二课时，我先引导孩子们迅速找出“信的内容”，通过体
味重点的句子，去体会凡卡学徒生活的苦。孩子们的朗读很
到位。然后引导孩子们朗读凡卡要求爷爷接他回家的自然段，
体味回家之情切。这部分的教学也是我的重点教学内容。

随后让孩子们找出凡卡回忆的自然段指导学习。凡卡的回忆
是甜蜜的，让孩子们读出凡卡内心的快乐。接着引导学生分
析，凡卡的乡下生活真的很甜蜜吗?为什么在凡卡看来这么甜
蜜呢?并告诉孩子们这一部分的写法叫“插叙”，这里插写的
内容更加烘托了凡卡学徒生活的艰苦。

凡卡的教学设计篇二

?凡卡》一文，作者契诃夫写于1886年，当时正是沙皇统治最
黑暗的时期，作者所写的时代和学生有一定的距离，在理解
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开课时通过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关
于作者和写作背景的交流，奠定了学习课文的基础，进行交



流之后，就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距离，降低了学
习难度。

凡卡的教学设计篇三

在第一课时的教学中，让学生初读课文，弄清生字新词的读
音写法。随后带着孩子们把文章中的人名反复读了几遍，这
样以减轻学生在朗读课文中的难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
不喜欢读外国作品，原因让人有点啼笑皆非，就是我觉得人
名太长，有障碍。以小孩子的眼光看课文，然后指导他们学
习。初读课文，让孩子们浏览，弄清课文的脉络，课文是
按“准备写信——写信——寄信”的顺序来写的。然后让学
生找出信的内容，以及最能表现凡卡痛苦学徒生活的段落，
最后落脚点在“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这句
话上，引导学生精读15自然段。

凡卡的教学设计篇四

《凡卡》这篇文章特别长，内容更是错综复杂，写信，回忆，
现实交织在一起。作者采用了对比、衬托、插叙的写法，使
课文的内容显得更加生动有趣。

课程结束后，我回顾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有许多的不满意，
和失望。在准备课程时，我设计了许多的环节和活动，想将
阅读课的教学变得丰富一些，但是由于自己的紧张和经验的
缺乏，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计划好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完全的
充分的展现。

首先，为了使学生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在教学中教者可以
注意穿插猜一猜、想一想、演一演、做一做等活动，用激励
性的语言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学习交流中用多种形式进行互
动，这样师生之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民主、和谐、融洽的关
系，形成愉快的气氛。而愉快和谐的课堂氛围可以有效地提
高教学质量。



这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课文，所以在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自
主阅读、合作探究的方法来学习。让学生在读和议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但是当时的课堂纪律没有调控好，所以效果
大打折扣。

在实施教学中因学生有些回答没达到预期效果，引导显得有
些过急，并因此挤掉了大量的自读体会、分角色朗读表演的
时间，而这又导致下面的深入理解没达到预期的精彩，我感
觉自己牵的过多，没放开手充分教给学生，今后应加强对课
堂和学生的调控能力。一节课下来，收效甚微。我感觉今后
在挖掘教材的深度广度上还要多下功夫，应时时注意把学生
的得放在备课、上课的首位。不能广而不精，深而不透的驾
空教材了，更不能刻意的去效法别人而丢失了自己，不能再
为了预先的设计程序而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了。

凡卡的教学设计篇五

《凡卡》教学反思

我在教学《凡卡》一文时，为了使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凡卡的
悲惨遭遇，激起他们对凡卡的同情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痛恨。
除了引导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外，我还引导学生将课文的插
图与相关内容联系起来。通过对比，发现矛盾，产生疑问，
然后讨论解决，这样做对深入理解文章中心起到了意想不到
的作用。

《凡卡》一文的插图主要描绘了在圣诞节前夜，凡卡等老板，
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之时，在鞋店偷偷给爷爷写
信的情景。在凡卡的身后，是一个高大的鞋架，架子上摆满
了各种楦头和皮靴……而文章的第十自然段中却有这样一句
话：“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
冷……”



当学到这段内容时，与插图对照，学生很快就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鞋店有那么多鞋，而凡卡却说没鞋穿呢？围绕这个问
题，学生展开了讨论。有的说：“鞋是卖钱的，他那样穿，
哪能买得起，只有有钱人才能穿上鞋”；有的说：“课文中
莫斯科是个大城市，房子会是老爷们的，自然，鞋店也是有
钱人光临的地方”……接着我又问：“当老板看到大冷天凡
卡不穿鞋时，为什么不送他双鞋穿呢？”经过讨论，学生很
快就明白了，那些有钱人是不会可怜、同情、帮助穷孩子的，
有的只是对他们凶残的虐待，可见这个社会是多么的黑暗。

凡卡的教学设计篇六

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最怕学生插嘴，提一些不在自己
课前教学设计中的疑问，因为没在自己的预设中，怕掌控不
住整个课堂，特别是一些公开课更是如此。可是学生的一个
发现、一处质疑、一句插嘴……这些微小的细节，有时就会
隐藏着一个个教学的生成点。关注这些细节，就是捕捉住了
课堂动态生成。在《凡卡》一课的教学中，我及时关注了课
堂中的细节，使整个课堂充满了生成的活力。

生1：老师，凡卡没有读过书，他根本不识字，为什么会写信？

师：这个问题提得好，你怎么知道凡卡没有读过书呢？

师：那凡卡为什么会写信呢？同学们能从文中找出答案吗？

生2：我知道，凡卡会写信，是他爷爷教的。

师：是吗？请你说说理由。

生2：因为从文章的最后，对凡卡梦境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凡
卡的爷爷识字，说不定爷爷在平时生活中曾经教过凡卡。



师：说得很好！还有谁认为凡卡会写信是爷爷教的呢？

生3：从文中“砍圣诞树”一节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小时候在
乡下，家里虽然穷，但爷爷很疼爱凡卡，闲暇的时候，爷爷
一定会教小凡卡识字的。

师：为什么你认为疼爱凡卡，爷爷就会教他识字呢？

生4：老师我赞成x同学的说法，我也有一个非常疼爱我的爷
爷，小时候，爷爷常常教我背古诗，给我讲故事，教我写字。
我想凡卡的爷爷既然那么疼爱他，也一定会这么做吧！

师：说得多好啊！原来凡卡会写信是爷爷教他的。谁还有不
同的解释？

师：哦！没有了吗？可是我认为凡卡会写信，还与另外一个
人有关。

师：小说的原文中说凡卡的母亲在世时曾在席瓦列维父老爷
家里当女佣，老爷的女儿很喜欢聪明的小凡卡，教他念书、
写字、数数，还教他跳四组舞。由此可以看出，凡卡之所以
能写信，是老爷家小姐教他念书、写字的结果。看来，即使
凡卡真的没有上过学，他能够给爷爷写信也是合情合理的。

师：读书贵在有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我们的
课堂大家积极提问、主动探索才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希望
在以后的学习中同学们也像今天这样大大的质疑。

新课程强调：教学过程应该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
过程”，而课堂互动往往是通过教学细节来实现的。

上述片段中，学生情绪高涨，思维活跃。“凡卡为什么会写
信？”对于学生的问题，我采取了“冷处理”，没有马上给
出答案，而是将问题再度抛给学生，让学生去思考、去感悟，



为学生思维的飞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一石激起千层
浪”，学生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互相探讨，不断闪现出思维
的火花，最终问题便在师生的共同互动中迎刃而解了。

作为教师，我们除了要用开放的胸怀去预设理想的教学情境，
还应更多地关注课堂中的教学细节，关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
生成，从而创造精彩互动的课堂。

凡卡的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凡卡》（第十二册）一文，如果通篇串讲，不但使文
章特色荡然无存，学生感到索然无味，其效果也会事倍功半。
因为文章篇幅较长，内容纵横交错，它交织着写信、回忆、
侧面烘托三条线索，多层次、多角度地突出文章的中心。如
此错综复杂的事件关系，便构成了本文的教学难点。为了实
现长文短教、化难为易，我在教学中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从整体入手，直奔中心，扣住学生的情感世界。

其次，有意识地把文章按线索破为三大块：找出凡卡给爷爷
写信的内容，旨在让学生抓住文章的主线。再采用以点带面、
发散思维的方法进行引导：“凡卡给爷爷写信的内容，哪一
点最让你感动？”此第一大版块。“凡卡苦苦地哀求爷爷带
他回去，这一内容信中多处出现，请大家有感情地朗读，体
会凡卡痛苦的心情。”这样一来，原来一封长信，就浓缩在
一个重点段上，教学的第二板块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