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模板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一

郭风《松坊溪的冬天》着力描绘松坊溪冬天美丽动人的景象，
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冬日之美。

松坊溪的冬天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章紧扣题眼“松坊溪的
冬天”，着力描绘松坊溪冬天美丽动人的景象。松坊溪最迷
人的是雪景，写下雪，作者连用三个贴切的比喻，说明雪花
之白，之美。山上的松树林、枫树、野柿树的枝干上披着白
雪，远山、石桥、溪石和整个山村都披着白雪，真是“银装
素裹，分外妖娆”。

与此同时，作者在时，写到了一群群游动着的鱼儿。这静中
有动的写法，显示出即使是寒冬，松坊溪仍蕴藏着无限的生
机。在冬天的众多特点中，我最难忘的要数冬天的雪。冬天
的雪是淘气的，也是一位伟大的奉献家。它走过万水千山，
跨越大江南北，凡是它路过的地方，都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
银装，但它并不满意，继续向前走着。

它，让孩子们尽情地玩耍、嬉戏;也让庄稼们来年能有个好收
成，免遭害虫的侵扰，冬天的雪也是美丽的。它为大家带来
了许多快乐，也把大地重新装扮了一番。看，整个大地都是
银色的，还有雪花从天上慢慢地飘下来，飘到地上，就与大
地融为一体了。冬天的雪，把小溪、河流都冻住了。晶莹剔
透，洁白无暇的冰层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好像在等待，等待
春的到来，好活动活动僵硬的身子。



冬天的雪也是让人激动的。冬天的雪伴随着人们听着新一年
的钟声敲响;聆听着新一年的新气象;看着新一年的新事物;感
受着新一年的新空气，冬天的雪是最美好的。它让人们更加
快乐，也迎接了春的第一个小苗破土而出，迎接了春的第一
场雷雨。每当这时，它总会满足地离开，默默地化作水去滋
润干燥的土地。冬天，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冬天，更是孕育
春的摇篮。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二

一、教学目标：

1、巩固、复习生字。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准人物说话时的语气。

3、欣赏课文的内容，懂得要孝敬父母的道理。

二、教学过程：

（一）、复习生字：出示：游戏：小猫走迷宫；

（夸奖小朋友）哎哟！小朋友你们真能干！你们真厉害！你
们真棒！

（二）、生活情景导入：

小朋友，你看老师是这样夸奖你的，你的妈妈是怎么样夸奖
你的呀？（指名说）

你还能加上你妈妈的表情、动作，来说说吗？

（三）、朗读指导：



这里，还有几个妈妈也在夸奖自己的`孩子呢，

1、三个妈妈是怎样夸自己的儿子的？请你找出夸奖孩子的话，
去读读，读出妈妈的语气来。

交流：你们都找到了哪几句话呀？说一说。

2、分组练习：如果你是妈妈，你会怎么夸奖你的儿子？会是
怎么样的语气呀？

在小组里面和你的小伙伴先练一练。

3、出示：第一个妈妈的话。（指名几生读）

生读后访问：这位妈妈，您说这句话的时候在想什么呀？

你能不能说得再自豪（骄傲）一点？

4、出示（另一个妈妈的话）：另一个妈妈是怎么样说自己的
儿子的？（指名生读）

大家听听，他这个妈妈读得怎么样？有没有读出骄傲、自豪
的语气来？

交流读，评价，提高。

6、三个妈妈打完了水，走回家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请小朋
友去读7、8小节，想一想，你有什么发现。（生朗读）

指名回答，（水很重）你是从哪里看出水很重的呀？能用你
的朗读来表现吗？

7、这时候，三个儿子看到自己的妈妈在提水，他们是怎么做
的？



请小朋友再去读课文，用笔找出三个儿子的做法。（自由朗
读）

l 交流展示：

看了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小朋友你体会到了什么/想说什么？

9、师生共同探究：奇怪了，为什么老爷爷说只有一个儿子呀？
（学生讨论）

10、这个妈妈和老爷爷还会说什么呀？你能继续把故事编下
去吗？（和同桌一起表演）

11、展示表演的结果：请两组小朋友来表演对话，随机点拨
升华主题。

（五）、小结：读读、议议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三

设计理念

这是一篇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常识性课文，我们通常
见到的桥都是江河湖海之上的，而兰兰跟着爷爷一起却看到
了新奇美观的潜水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同时，也让我们
了解了迅速发展的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
科学、爱科学的兴趣。

本课的教学，特别注重学生的朗读训练。让学生在读中感悟
知识。通过读，对学生进行了语感训练。在教学终，设计实
践活动：“未来的桥”以此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学习目标：



1、认识“梁、程”等12个生字。会写“兰、各”等6个字。

2、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3、简单了解课文中介绍的两种桥，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
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学生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两种桥，在学习中激
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

教学准备：课文挂图

教学时间：三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揭题导入

1、同学们，你们都见过什么样的桥？

2、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有趣的课文（板书课题）课文里所讲
的桥会让大家大开眼界。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老师范读课文

2、学生借助拼音自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的音。

3、同桌互读，相互纠正音。

4、出示生字卡，检查生字读音。



三、再读课文，深入感悟

1、师生共同读课文（其他学生做好评价）

2、兰兰跟爷爷过了几种桥？（潜水桥、塑料桥）

3、你喜欢哪种桥，请把自己喜欢的部分读一读。

4、比赛读,把你最喜欢的部分读给大家听。

四、教师小节（略）

第二课时

一、直接导入：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认真地读了32课，回记一下，兰兰过了
哪两种桥，？（潜水桥、塑料桥）

二、小组合作学习：

1、你们喜欢哪种桥？(以小组为单位)

2、根据学生的选择，自由读相关部分。

3、小组探究，你喜欢的桥。

4、集体交流：

a喜欢潜水桥的小组请谈一下你们的探究，（教师随机引导潜
水桥特点在潜水桥里看到了什么？）

b选择探究“塑料桥”的小组同学请谈一下你们的收获。

（教师随机引导学生说出塑料桥的特点）



三、课内升华，课外延伸。

1、爷爷真会变魔术吗？（引导学生说出科学的重要性）

2、看看这如此新奇美观的两座桥，你想说些什么？

让我们好好学习，拥有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制造出更新奇
的桥。

第三课时

一、复习引入：

1、朗读全文塑料桥

2、说说课文中兰兰过了哪两种桥，潜水桥和塑料桥各有什么
特点？

二、识字：

2、集思广益，启发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认记生字。

三、写字指导：

2、请学生认真观察田字格里的范字，动手动脑数一数，它有
几画，占田字格的什么位置。

3、教师范写，学生空划。

4、学生进行描红、临写。

5、用词说话、造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字的认识理解。

四、趣味作业：



引导学生想像：如果你是桥梁专家，你能造出什么样的桥？
根据同学所说，画出一幅你想象中最美好的桥，等到口语交
际课上交流。

五、资料袋

当今世界先进桥梁图（8幅）：

西樵斜拉桥：（中国）位于广东南海县西樵山

特殊桥梁：（日本）悬臂钢桁梁，大阪的港大桥。

特殊桥梁：（中国）新菏线长（垣）东（明）黄河大桥

拱桥：（英国）世界首座旋转式桥梁

中国廊桥：灞陵桥（明朝建）

悬索桥：（中国）江阴长江公路大桥

斜拉桥：中国重庆石门

斜拉桥：中国武汉长江公路桥作者邮箱：zbhtlijun-@

[兰兰过桥(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四

一、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武松打虎的经过。

2．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3．有感情地朗读武松打虎的部分。



二、教学重点

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三、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写有“思考，练习”2的小黑板及绘有武松打虎场
景的挂图。

四、教学时间：

二课时。

第一课时第1课时总第1个教案

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武松打虎的经过。

2．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3．有感情地朗读武松打虎的部分。

教学内容：

初步理解课文内容；理清课文条理；重点理解武松打虎部分。

教学过程：

一、听写词语

抵御、推辞。侮辱、拒绝、和氏壁、绝口不提

（听写后，同座同学相互检查批改）



二、启发谈话，导人新课

前面学过的两篇课文，讲的都是我国古代的事情，今天我们
要学的“景阳冈”讲的也是我国古代的故事。课文是根据明
代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片段改写的。（板书：景阳冈）

提问：哪位同学能把《水浒传》向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景阳冈》讲的是谁的事？

三、初步理解课文内容，理清课文条理

1提出自学要求：：用比较快的速度把课文默读一遍，按照事
情经过把课文分成四段，再做“思考练习”1的填空题。

2．学生按要求自学。

3．讨论交流。

（1）请学生说说是怎样分段的，每段讲的是什么。

（2）请学生说说是怎样填写“思考练习”1的。

四、抓住重点，进一步理解课文

1．各自朗读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部分，想象武松是怎样
打死猛虎的，

2．抓住重点语句，理解打虎的经过。

（1）、原来大虫抓人，只有一扑、二掀、一剪，三般都抓不
着，劲儿就泄了一半。

在学生理解语句意思的基础上，（适当演示一下，以加深理
解。）



五、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武松是怎样打死猛虎的。

六、布置作业

练习有感情地朗读武松打死猛虎这一部分。

第二课时第2课时总第2个教案

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武松打虎的经过。

2．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3．有感情地朗读武松打虎的部分。

教学内容：

说说课文各段大意；分清事情前后果；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

教学过程：

一、指名按自然段朗读课文，每人读一个自然段

二、指名说说每段的大意

三、练习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1．挂出写有“思考练习2”的小黑板。

2．同座互相讨论题目中列出的事情的前因后果。

3．全班讨论交流。



（1）“店家只给武松筛三碗酒”的原因和结果。

（原因：“三碗不过冈”。）

（2）武松不听劝告上景阳冈的原因和结果。

（原因：“这条景阳冈少也走过一二十遭，几时听说有大
虫！”--不相信有大虫。

“就真的有虎，我也不怕。”--不怕老虎。

结果：打死了猛虎。）

（3）、武松提不动那只被他打死的老虎、的原因和结果。

（原因：原来武松使尽了力气，手脚都酥软了。“--打虎时
用尽了力气。

结果：“先下冈去，明早再来理会。”）

四、指导有感情朗读

1．挂出绘有武松打虎情景的挂图，说说这一部分该怎样读。
（要读出老虎的凶猛和垂死挣扎，读出武松的勇敢、机智、
沉着，节奏稍快些，反映当时的紧张气氛。）

2．学生自己练习。

3．鼓励学生当众朗读，对读得好的进行表扬。

五、布置作业

预习读写例话《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板书：



一、进店（详）喝酒谈虎--神态

二、上冈（略）心理活动

老虎扑掀剪性格

三、过冈（详）武松闪闪闪豪放

劈跳掀无畏

按踢打

四、下冈（略）

[景阳冈(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体会老麻雀为了保护小麻雀表现
出的那种强大的力量。

2．通过对重点段落的教学，进一步学习、掌握具体记叙和表
达真实思想感情的方法。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着重理解第4、5两个自然段，认真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具体
描写来表现老麻雀掩护小麻雀的那种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所支配的精神。通过对重点段落的教学，进一步学习、掌握



具体记叙和表达真实思想感情的方法。

教学时间三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初读课文，让学生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二）给课文分段，归纳各段段意。

二、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2．给课文分段，归纳各段的段落大意。

三、教学过程

（一）按“预习”要求初读课文，通过查工具书，联系上下
文理解新出现词语，正音正字。

1．课文第4自然段出现了两个多音字，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
正确读音。如“露（l^u）出”的“露”，有“l^u”和“l)”两种
读音，在课文里应读“l^u”，不读“l)”，意思是显出来，现出来。
一般读“l^u”时用于口语。又如：“像一块石头似（sh@）的”
中的“似”，有“sh@”和“s@”两种读音，在课文中应
读“sh@”，不读“s@”，意思是跟某种事物或情况相似。

2．课文第5自然段出现的生字，其
中“躯”、“搏”、“浑”，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与“驱”、



“博”、“混”几个同音字的区别。可以一边对照字形和字
义，一边板书在黑板上，指导学生正确组成词语。

例：躯（身躯）

搏（搏斗）

浑（浑身）

驱（驱使）

博（博物馆）

混（混水摸鱼）

另外，生字中“巢”和“拯”都是翘舌音。“拯”不要读
成“ch7ng”。

3．指导学生分析字形结构，讨论识记重点字的方法。

本课有12个生字。教师可引导学生给生字按结构分类。如：
上下结构的字有“奈、巢、煞”，左右结构的字有“撼、躯、
拯、幼、浑、哑、搏、愣”，半包围结构的字有“庞”。其
中，“撼、躯、幼、浑、哑、庞”六个字，可以用部首表义
类的方法识记。如：“哑”字，是一个“亚”字，加上一
个“口”部，意思是由于生理缺陷或疾病而不能说话。联系
课文中出现的“嘶哑”，应理解为声音沙哑。

4．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如：“拯”字，在课文中组成的词语是“拯救”，学生理解
起来比较困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拯”作为带点字，通
过查字典，找出“拯救”一词在字典中的解释是援救，救助
的意思。接着，再让学生从课文中找出带有“拯救”一词的



句子。联系上下文读一读，使学生明白老麻雀用自己的身躯
掩护着小麻雀，想不顾一切地援救自己的幼儿，使小麻雀脱
离危难。

5．出示重点词语，让学生巩固练习。

摇撼（h4n）：摇动。

无可奈（n4i）何：没有办法，无法可想。

扎煞（sh1）：（手、头发、树枝）张开，伸开。

庞（p2ng）大：很大。本文是就猎狗的身躯同麻雀相比较而
言的。

（二）引导学生归纳各段的段落大意，给课文分段。

1．让学生读课文，了解课文讲述了一个怎样动人的故事。教
师可以让学生在课文里找出故事中被描述的是哪三个角色，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明确的基础上，说说课文讲了一件
什么事。

（故事中被描述的人物有猎狗、小麻雀和老麻雀。它们之间，
小麻雀是老麻雀的孩子，猎狗想吃掉小麻雀，老麻雀奋不顾
身地保护小麻雀。这篇课文叙述了一只老麻雀在猎狗面前奋
不顾身地保护小麻雀的故事。）

2．在了解了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的基础上，让学生看一看课
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课文哪几段是描述老麻雀奋不顾身保
护小麻雀的。由此，找出课文的重点段落，划出结构段。

（课文一共有7个自然段。第4、5自然段是故事的发展和高潮，
讲了老麻雀在庞然大物--猎狗面前，奋不顾身地掩护小麻雀
的故事。这两个自然段是课文的重点段。其它课文部



分，1、2、3自然段是故事的开端，讲述猎狗随我打猎归来途
中，看到从巢里掉下来一只小麻雀的经过。6、7自然段是故
事的结局，讲述了小麻雀得救，猎狗被带走的情形。）

3．在进一步读课文的基础上，归纳出各段的段落大意。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用不同方法进行归纳。如：第一段（1、2、3自
然段），教师可教给学生用分清主次内容的方法进行归纳。
段意是：我打猎归来途中，看到从巢里掉下来一只小麻雀。
第二段（4、5自然段），教师可教给学生用合并自然段段意
的方法进行归纳。段意是：老麻雀在庞然大物--猎狗面前，
奋不顾身地保护小麻雀。第三段（6、7自然段），用合并自
然段段意的方法进行归纳。段意是：小麻雀得救，我带走了
猎狗。

[《麻雀》参考教案（第一课时）教案教学设计]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六

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11个生字。会认7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了解新型大桥的神奇，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勇于创新、乐
于发明的兴趣与愿望

教学重点

学习生字新词；激发学生勇于创新的愿望。

课前准备

1、生字卡片、朗读录音磁带。



2、汽车在潜水桥上行驶的投影片或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课文、识记生字

一、激趣导入新课

借助图画或多媒体课件，让学生观赏兰兰过桥的片断，激发
兴趣，引出课题。

板书课题：兰兰过桥

二、初读课文，引导思考

1、师：我想：好多同学都过过桥，而兰兰过的桥跟我们过的
可不一样。究竟哪点不一样呢？我们读了课文就会知道。

2、学生小声读课文。

要求：

（1）画出文中的生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把自己认为难读
的字多读几遍。

（2）想一想，兰兰过了哪几座桥？

3、检查认读生字的情况。



出示生字卡片，用指名读、集体读、开火车读等形式，检查
学习生字、生词的情况

4、回答“兰兰过了哪几座桥？”（潜水桥和塑料桥）

三、师：好。让我们先来过一过潜水桥

1、清大家先找到写“潜水桥”的段落，认真地读一读。想想
这座桥与我们平常过的桥有什么不同。

2、再读一读，让我们像兰兰那样过一过这座桥，体会体会走
在这座桥上的感受。

四、检查学生自读的情况

师：谁能说说这座桥与我们平常过的桥有什么不同？（实际
上是说“潜水桥”的特点）

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引导学生归纳“潜水桥”的特点：

1、架在水面上。

2、用玻璃砖造的。

3、像一座长长的透明的房子。

师：说说你走过这座桥的感受好吗？

学生可以说课文中兰兰的感受（鱼在周围游，船在桥顶上驶
来驶去），也可以说自己通过想象的感受。

出示生字：兰桥座特结实

1、说说你们用什么方法记住这几个生字。



让学生交流自己记住生字的方法，教师加以肯定。

2、这几个生字中哪个最不好写？

根据多数学生的意见教师进行书写指导

3、学生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完成课后练习第2题的一部分

课堂订正。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课文、识记生字

一、谈话导入

二、学习“塑料桥”这一部分的内容

1、提示学习方法。

师：上节课，我们已经有了过“潜水桥”的经验。大家回忆
回忆，“潜水桥”是怎么过的？

（1）找出这座桥的特点（与平常的桥不一样的地方）。

（2）说说我们走在这座桥上的感受。

2、学生自读课文，教师巡视指导。

3、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1）在教师的引导下找出“塑料桥”的特点：



轻巧，便于携带，塑料做成，空气做填充材料。

（2）说说走在上面的感觉。

“又平又稳”。学生说出自己想象出来的感觉也可以。

4、走过了两座神奇的桥，你有什么想法？

让学生畅所欲言，激发他们创造的愿望，对他们合理的新想
法要热情鼓励。如果有时间，可让学生把自己的设计画下来，
再相互交流。

三、书写本课余下的生字

出示生字：顶野取提术

1、说说你用什么方法记住这几个生字

让学生交流自己记住生字的方法，教师加以肯定。

2、这几个生字中哪个最不好写？

根据多数学生的意见教师进行书写指导

提示：“野”左边的“里”字，最后一笔是“提”不
是“横”。

“取”左边的“耳”字，最后一笔是“提”不是“横”。

3、学生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四、完成课后练习第2题余下的部分

五、完成课后练习第3题



用“顶、提、特、轻、奇”口头组词语

六、完成课后练习第4题

比较句子，让学生说体会。（第二句比第一句具体、形象）

[兰兰过桥(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七

一、教学目标

（一）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了解武松豪放倔强、勇敢无畏
的性格。

（二）能在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三）重点朗读文中描写武松打虎的部分。

二、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武松打虎的经过和所表现出来的豪放倔强、机智勇敢的
性格。

三、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

1．课文根据什么分的段？是怎样分的？

2．课文主要写了哪两件事？

（二）学习第一大段。

1．默读课文，理清层次。



武松在店家喝酒时与店家的对话，主要谈了几方面的内容？

这段主要谈了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关于酒的，这部分要抓
住人物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关于虎的，这部分也要抓住人物
的语言。

2．精读课文，思考作者的写作意图。

写酒，主要是想表现武松性格的豪放。写虎，是突出武松倔
强无畏的性格。

3．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作了哪些细致的描写？请你们用笔
画出有关词句。

这道题是想让学生找出描写人物神态动作的词，从而体会武
松的性格。

4．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作者是怎样抓住要点具体描述的。

（三）学习课文第二大段。

1．默读这一段，画出描写武松语言和心理活动的句子，想一
想从这些地方看出武松的性格有什么特点。

在这一大段当中，教师要着重指导学生抓武松的三次思想活
动。第一次：想转身回去又怕人耻笑，决定不回去。第二次：
怕什么，只管上去。第三次：哪儿有大虫，是人自己害怕。
这些心理活动突出表现了武松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2．指导朗读，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

（四）自学课文第三大段。

1．提示学生运用前面的学习方法，理清层次，抓住要点。



这段是写武松打虎的过程，武松先是躲过老虎的一扑、一掀、
一剪，接着用哨棒打虎，最后拳打脚踢打死老虎。

2．勾画出表现老虎凶猛及表现武松打虎时勇敢、机智的有关
动词，体会这样写的作用。

写虎是为了突出人物的特点，用虎的“猛”衬托了人
的“勇”。

3．交流自学情况，概括本段的内容。

（五）读最后一段，想一想“第二段”和“第四段”可否不
写为什么？

通过学习，同学们知道，这两段写了上冈和下冈，这是武松
打虎这件事的起因和结果，不能不写。而且第二段通过人物
心理活动描写，反映了人物倔强、无畏的性格。结果的心理
活动：如再来一只大虫，怎么斗？让人觉得“下冈”合情合
理。

完成书后思考练习第2题。

（1）店家只给武松筛三碗酒。

这件事的原因是喝了三碗酒就醉了，有三碗不过冈之说，所
以店家只给武松筛三碗酒，结果武松喝了十八碗。

（2）武松不听劝告上景阳冈。

这是因为官家有榜文，店家劝武松不要上冈，而武松不听，
走上景阳冈，果真遇上了吊睛白额大虫。

（3）武松提不动那只被他打死的老虎。

因为武松打虎使尽了气力，提不动那只被他打死的老虎，只



好一步步换下冈来。

（六）总结全文，归纳中心。

（七）有感情地朗读武松打虎这一部分。

提供者：卞磊

主页：

[《景阳冈》参考教案（第二课时）教案教学设计]

羿射九日教案逐字稿篇八

1．理解课文思想内容，激起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贫苦儿童悲惨
生活的同情。

2．领悟作者由现实生活所展开的合理想象的表达方法。。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从理解重点词句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从小女孩一次次擦火柴所看到的种种幻象中体会她的悲惨
生活和作者想象的'合理。

2．从最后三个自然段的含义深刻的语句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光着头

一、悲惨生活大年夜又冷又饿

赤着脚



火炉——温暖

二、抱回孩子烤鹅——食物

圣诞树——欢乐

奶奶——爱抚

三、冻死街头：坐、捏、微笑

课内：抄写词语组织近义词填空

课外：朗读课文

3课时

第一课时

1．掌握本课生字新词。

2．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能理清文章脉络。

3．学习第一部分，了解小女孩的家庭情况。

一、出示课题，简介作者

1．板书课题，作者“安徒生”

2．简介作者

安徒生是十九世纪丹麦著名的作家，被称为“世界童话之
王”。安徒生出生在丹麦中部的一个小镇上，祖父是个农民，
父亲是个鞋匠，他们常给幼年的安徒生讲故事，这对他后来
的创作影响很大。1835年初，安徒生决心为孩子.写作童话。
自此，每年圣诞节，他都献出一本“给儿童们看的童话”。



你们看过安徒生写的哪些童话？（《皇帝的新装》、《拇指
姑娘》、《丑小鸭》等）

3．利用插图，导入新课。

请大家看课文插图，这个坐在雪地里的小女孩就是大年夜还
在卖火柴的小女孩。请大家根据图想象这个小女孩在干什么，
这篇故事会告诉我们什么，请大家都来关心这个小女孩的命
运。

二、按“预习”要求初读课文

1．读“预习”，理解“预习”要求。

2．边自学，边把每次擦燃火柴的起止位置画出来，注明每次
擦燃火柴所看到的内容。

3．检查预习，让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三、指导理清脉络

1．卖火柴的小女孩所看到的五次幻象，课文中从哪里到哪里？

四、学习第一段

1．自由轻声读，想想你读了知道对小女孩有了哪些了解？

2．指名说说

3．找出这一段的中心句，用“”在课文中注明。（可怜的小
女孩）

4．围绕中心句展开讨论

（1）这一段怎样写小女孩“可怜”？



（2）小女孩的确可怜，主要是因为她家里很穷，书上是怎样
写她的家的？

（3）朗读体会。

5．小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呢，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