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吆喝教学设计一等奖(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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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吆喝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这篇课离孩子们生活很近，默读预习之后，我让学生交流初
读课文的感受，不做任何限制，让学生忠于最真实的阅读感
受。大多数学生能说出文中写了多种吆喝，如卖花的、卖馄
饨的、买硬面饽饽的、卖烤白薯的等。我就顺势追问：这么
多的吆喝，作者是怎样做到娓娓道来一点也不芜杂的呢？一
些学生就明白了老师问题的意图，说是因为文章是按时间顺
序写的。我故作惊讶：“是吗？请从文中找出一句依据
来！”一部分学生先找到了找到第四自然段，我就让这些同
学按顺序说出要喝的内容，学生就很快做到了整体把握了文
章。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从简单问题入手，让学生轻松
上路应该是激活语文课堂的基础吧。

吆喝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吆喝》这篇文章很适于朗读，并适于口头表演，是提高学
生的口语能力和表演能力好材料，为了利用好这一材料也为
了对课文更深入的理解，我先引导品味吆喝词，再引导学生
学习吆喝调，在学生表演前，我先抛砖引玉起个头，这样就
是学生会“吆喝”敢“吆喝”，并大胆有声有调的“吆喝”，
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体验生活，在体验生活的过程当中
学习。

纵观这一节课，既有成功之处，但也有许多的不足。如:作为
一种本土文化，其实，我们当地也有许多富有特色的吆喝声，



完全可以让学生说一说学一学我们当地的吆喝声，但由于自
己课前考虑不足，忽视了这样有价值的锻炼学生的机会。还
有课后学生的练笔有的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挖掘一
种文化现象的内涵，这可能是由于教师引导不够而造成的，
所以还应加强写作方面的指导。

总之，上一节公开课，对于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是很有帮助
的。无论是备课、试讲、还是试讲后的重新调整，都使得自
己对于教材的理解和课标的理解都更加深入了，这对于以后
的教学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吆喝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语文教学中对文章思路的整体感知把握和对语言的品读体悟
应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处理《吆喝》一文时，重在激发和培
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所以虽对文章整体的结构有所把握，
但却没有过多地细品语言;但却由于时间的不允许，轻语言品
读。对此类生活化的文章，舍弃任何一方都是不可的.，所以，
学疱丁式解牛，尚有必要。先引导学生把准骨胳精脉，以熟
探生，才能有效把握结构和语言两个层次的脉络，培养学生
提炼信息和语言鉴赏能力。

语文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语文课程的目标主要指向于学
生的语文实践能力，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吆喝》取源
于生活且有浓厚生活味的文章，包括其中的一些个性化的人
物以及个性话的语言，都能够激发学生思维，直接地联系到
自身的生活实践中去体悟文章情感，而这一体悟归根到底是
为了让学生能驾驭语言，灵活地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身情
感。创作源于生活，这篇文章就是很好的典型。所以，教师
仍应引导学生将课堂所悟外化为生活实践，引导学生学会观
注生活，感悟生活，那么，这两堂课的学生练笔、表述环节
就显得有必要了。



吆喝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吆喝》是新课标语文第八册第四单元第四课，本节课主要
介绍了旧北京街市上动人的一景，缓缓的追忆语调中流露出
的是愉悦和怀思，引人体味生活中的蕴含的浓郁的情趣。有
利于学生了解生活、关注生活体味生活。

因此，在本节课的设计上，我先采用录音播放相声，激起学
生对吆喝的关注，把学生带到课堂的问真实环境中去，继而
引导学生学习本课。同时运用多媒体这种手段，即加大了课
堂容量，又使文字图像相补充，相得益彰，启发学生联想，
更深刻的体会了作者记忆深处的美好回忆，突破了文章的难
点。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采用以学生为主的学习方法，通
过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让学生动脑去分析，解决问题，
这样就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体现
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作用。

在问题设计中，由于本节课内容比较难于理解，我设计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上，在拓展延伸和作业设
计上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能够摸得着、看得见。

这堂课虽然获得了一点成功，但仍存在着学多疏漏之处，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由于学生预习不到位，存在胆怯心理，课堂上比较拘谨，气
氛不够活跃。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者对学情的分析不够到位。

吆喝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教学《吆喝》一文时，我在设计上，明确以下两点：

（一）掌握学生认知规律，由熟入生，将生“炒”熟。小事
情，小人物本就引不起旁人的注意，更何况是稀松平常的口
头吆喝。加之以地域文化的差异，要理解作者包蕴于文中的



浓情厚意，实非易事。而课堂上我避难就易，用学生所熟悉的
“问题阅读法”导入，简单的三个问题“谁在吆喝？怎样吆
喝？吆喝什么？”很快就让学生进入了状态，沉入文本解读
中。

（二）想学生所想，简单的细节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对于
这节课的生成，印象最深的当属“找吆喝”和“现吆喝”两
个环节的处理。学生在这两个环节中有独立思考，也有合作
学习的过程，正是当前新课标所推崇的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把课堂交给学生，
给予学生充分的创作与表现空间。但这两个环节之所以能有
序进行，跟杨老师在教学环节中的细节处理是分不开的。
在“找吆喝”之后，我有意让学生“亮嗓子”，并且运用多
媒体课件播放道地的京腔“吆喝声”，营造气氛，预热情绪，
这一细节看似平常，但却至关重要。简单的处理却开出了绚
烂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