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开课的设计 三个儿子公开课的教案设计
(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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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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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课的设计篇一

教学理念：

让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融入角色，体会课文的情感，使学
生产生心灵的共鸣，这是我追求的教学境界。

教学内容：

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23三个儿子

学习目标：

1、提高学生独立识字能力，认识6个生字，会写9个字。识记
字形，规范生字的书写。

2、读懂故事，理解老爷爷为什么说只看见一个儿子。

3、通过本课学习让大家体会妈妈的辛苦，懂得关心、孝顺父
母。

教学重点及难点：

识记字形，规范生字书写；通过朗读体会课文情感，理解老
爷爷为什么说只看见一个儿子。



课前准备：

小黑板，投影仪，投影片，风车转盘，录音机，歌曲《世上
只有妈妈好》

教学过程：

一、巧设悬念导入新课（引发学生好奇心，为学习本课激趣）

1、出示图片，看到几个儿子？

2、出示老爷爷说的话：三个儿子？老爷爷说：不对吧，我可
只看见一个儿子。

3、设疑：明明三个儿子，老爷爷怎么说一个儿子呢？

4、揭题：23三个儿子（齐读课题，指导轻声）

二、初读感知感受情趣

1、引导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划出生字新词，并
想办法认识它）给学生自主学习生字的空间、时间。

2、趣味检查识字情况

小黑板出示：（词语做成苹果状）

我会读

嗓子晃荡胳膊停下

拎着水桶沉甸甸

既聪明又有力气



1）同桌互读（抢摘苹果）

2）个别展示读（我能行）

3）指导难读的字，以沉甸甸一词为例。举例abb式词语。

4）单个生字认读，设计大风车游戏。

3、指导写字：胳膊重点是写好左窄右宽的字（同桌反馈）

三、创设氛围情动你我

1、课中操，（进入情境，创设氛围，引出重点句）

2、引读重点句段：一桶水可重啦！水直晃荡，三个妈妈走走
停停，胳膊都痛了，腰也酸了。

四、多样练读领悟情感

1、分层朗读

1）指导学生试读，交流情感。你感受到什么？

2）谈自己的妈妈。（说说是怎么累怎么辛苦）体会真情

3）感情朗读，读出对妈妈的感情。

2、升华情感

1）默读课文找出妈妈夸儿子的话。

1、一个妈妈说：我的的儿子既聪明又有力气，谁也比不过他。

2、又一个妈妈说：我的儿子唱起歌来好听极了，谁都没有他
那样的好嗓子。



2）儿子在妈妈的心目中是怎么样的？

3）指导理解第三个妈妈的话：有什么可说的，他没有什么特
别的地方。

4）小结：妈妈心目中的儿子：聪明能干（板书）

5）领悟升华

聪指导看字形。听师范读拎水的句子，

a、让学生用耳听，你仿佛听到什么？（妈妈喘气声，水晃荡
声等）

b、让学生用眼看，你仿佛看到什么？（妈妈流汗，弯着腰很
累的样子）

c、让学生用心体会用口说说，你此时的感受。

（再一次体会妈妈的累）全体深情朗读表演读

3）如果你看到了会怎么做？你会说些什么？（联系实际发散、
创造）

四、再读课文突破难点

1、默读课文，思考：三个儿子中谁做得最好？

2、小组交流反馈据学生回答板书：孝顺

3、重新出示老爷爷的话：三个儿子？老爷爷说：不对吧，我
可只看见一个儿子。

4、理解老爷爷的意思。



五、拓展延伸情满课堂

1、优化板书，回归整体。

2、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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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课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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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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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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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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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结：读读、议议

公开课的设计篇二

会认“滑”等9个生字，会写“报”等12个字。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领会故事中的道理和感情。

学会承担责任，学会宽容。

课前准备

实物投影仪。

句子投影片。

第一课时

板书课题，导入新课

读课题，质疑：课题中的“我”是谁？“你”又是谁？



带着问题，自由读课文

要求：a.轻声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b.
再读全文，思考刚才提出的问题。

交流

请学生指出自学过程中最容易读错的生字，全班正音。

请班上朗读最好的学生分段读课文，老师用“我为你们骄
傲”这句话来评价，请学生说说老师为什么为他们骄傲，铺垫
“骄傲”在文中的意思。

解决课题问题。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老奶奶“我”

送报的孩子“你”

默读课文，学习词句

一边默读课文，一边画出带生字的词语和由熟字组成的新词、
自己喜欢的句子。

同桌互读互听自己画出的词语和句子。

展示朗读自己喜欢的句子，师生共同评价。

自由通读全文，要求读正确，读流利

指导书写

请学生观察要写的字，说说可以用什么方法记住它们。

细看生字，说说写这些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重点指导：“璃”的右下部分是“撇折”“点”，不
是“人”。“碎”的右边要注意“十”字要写在两个人字的
下面，竖不能伸到两个“人”的中间。

“继”的笔顺是先写“纟”，再写“米”，最后写“”。

练习书写四个字、四个词。

点评反馈。

第二课时

复习巩固

用多种方法认读生字、新词。

用投影出示一些句子，指名朗读。

自读感悟

自由读课文，思考：

是什么事情，使老奶奶写了“我为你骄傲”这句话？（指导
学生有条理地说说事情的经过）

老奶奶为“我”的什么品质感到骄傲？（引导学生懂得做了
错事，要勇敢地承认并及时弥补）

分组或全班交流。

感情朗读，加深体会

分组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说说自己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是怎么解决的。



练习书写

听写生字词。

积累语言

你觉得这篇课文中哪个句子写得最好，用横线画出来。

读读抄抄课后词语。

交流评议，提高学生对文字的鉴赏水平。

公开课的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随课文识字，认识8个一类字和绿色通道里的3个字。

2、认识两个新偏旁：手字旁、走字旁；学会写：看、起。用
部件法学习：于、办、法、终。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

4、懂得遇到问题要开动脑筋，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准备：

1、烧瓶和红水、石子、遮布、托高台。

2、生字卡片（黑色纸，双面胶贴好）。吸铁石。

3、贴好课文插图。画好田字格。

教学过程：



导入：

今天，朱老师要给大家做个实验。（出示半瓶水的瓶子）看！
这是个（出示词语：瓶子）（瓶子）后鼻音（瓶子）。这瓶
子里有半瓶水。现在，朱老师要它变，注意看，水有什么变
化。（放小石子）

（水满出来了）

为什么石头放进去，水会升高呢？（指名2人）

（因为石头放了进去就会水升高）

（我们人占掉了水的位置）

实验就做到这里，下面，朱老师要给大家讲个故事，想听吗？

（想）

读读课文你就可以知道啦！（注意）

初读课文：

要读明白课文，先要认识生字，做第一件事：把一类字和绿
色通道里的字拼拼读读，读准音，看清形（开始）第二件事：
把生字放到课文里，把句子读通，课文读顺。第三件事：再
读课文，不懂的地方看看课文插图想想再读。

请你用四个字来回答。课文讲了谁？干什么？（乌鸦喝水）

（出示课题）：比一比，喝水的喝和口渴的渴，有什么不同？

（喝水的喝是口字旁，口渴的渴是三点水。）

为什么喝水的喝是口字旁？



（因为喝水是要用嘴巴的。）

那为什么口渴的渴是三点水呢？

（因为口渴了要喝水，所以是三点水。）

学习第一小节

课文中谁口渴啊？（一只乌鸦口渴了）

指名读第一节。

口渴了没有水喝是什么心情？（想喝水，着急）

（出示句子11）读读这一句，从哪个词语可以看出乌鸦着急
着想喝水呢？（到处）

到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随便哪里，每个地方。）

乌鸦每个地方都想去找，这里那里，（指读“到处”找）
（指名生2读）（它渴啊！它急啊！）找到没有？（找到了。）
你从哪里知道的？（指名读，出示前半句句子12。出示生词
卡片，读词。）找到水了，乌鸦，你心情怎样？（很开心）
请你开心地读读这段话。（生读）哦，有水了，那乌鸦，你
喝呀，你喝呀，怎么不喝呢？（指名说：瓶口小，乌鸦喝不
着。）（出示后半句。）看看书上第一幅插图，这乌鸦看到
水却喝不着，它怎么样？（很着急！急得汗都出来了。）刚
刚还很开心的呢，啊，有水喝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水喝不
着了，怎么样？（很着急）当中用一个什么词语连起来？
（可是）可是前面乌鸦很（开心）可是后面很（着急），可
是在这里起个什么作用？（转折）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要把转折的感觉读出来。）（指名2生读，齐读）喝不着么
就不喝了吧。好不好，小乌鸦？（不好，）那你要怎么样？
（要想办法）喔唷！你真是一只肯动脑筋的`小乌鸦，课文中



的乌鸦也跟你是一样的。（出示卡片：怎么办呢？）乌鸦说
这句话的时候还在干什么？（想）请你来想想。（指名2生读。
你是在全神贯注地想。）乌鸦在使劲儿地想，用力（写个力
字）地想，想得怎么样？（做动作，左右各撒汗）（满头大
汗）（写：左边一些汗，右边一些汗。）什么字？（办）
（指名2生再读句子——怎么办呢？）

小朋友们读读第二小节，看看，乌鸦想出办法来了吗？想了
什么办法？（出示第2节。）（指名回答）（出示句子2）

（看课文插图，叼起（出示词语）是个怎样的动作。）（用
嘴巴咬住）所以是什么旁？（口字旁）（指名读）

辛辛苦苦总有回报，读（出示最后一句。）

水怎样升高的啊？（渐渐，出示词语，齐读2遍）也可以说是
（慢慢）。怎么会渐渐（重音）升高的？（联系上句：一颗
一颗）它放一颗，升高一点，放一颗，升高一点。瓶子里的水
（引说：渐渐升高了。）（引说乌鸦——就喝着水了。）喝
着水的乌鸦，是什么心情？（很开心）（指名读）

乌鸦喝着水可不容易，这个好办法是怎么来的呢？（出示句
子21）（指名读）（出示句子缺少终于）（指名读）你觉得
这两句在意思上有什么不一样？（第2句有个“终于”就说明
它想办法想了很久。）你说它会怎么想呢？（它看见石子就
会想：石子放进去就可以水升起来，就可以喝水了。）还会
想什么？（挑小石子）是呀，他想啊想啊，怎么样？（终于
想出办法来了。）（出示词语：终于）这个办法想出来，怎
么样？（很不容易）花了很长时间，动了很多脑筋！（指名
读）（出示：办法）大家看办法的法怎么记？（左右结构，
左边三点水，右边是个去。）

现在请小朋友们用朗读来回答老师的问题？



一只乌鸦怎么了？他干什么？

它看见什么？可是怎么样呢？

于是它想？

乌鸦看见什么？然后怎么样？

它想的办法是？

最后？

（指黑板上的生字卡片）谁能看着黑板上的这些词语，说说
乌鸦喝水的故事？

（练习）（指名生1试）（如果多就一起来。不多就个别。）

考考你的记忆力，（出示：手）（读之）手字放到边上，就
变成手字旁（读之）看，有什么变化？（竖钩变成了撇。）
现在，手放到了眼睛上，（出示看）就是（读之：看见的看）
描红。

考考你的观察力，（出示题目比一比，再组词：于—干）
（终于的于，干活的干）看看有点像，比比不一样？哪里不
一样？（一个是竖钩，一个是竖）描红。

（出示“起”，这里有个新偏旁，走字旁。读之。）上面是个
（己），什么结构？（半包围结构）写的时候要注意，把走
字底的捺画写得长一些，（边说边示范）己写在走字底上面，
不要碰到走字底。描红。

写字本子上写。



公开课的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中的六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3、能带有感情地读好人物的对
话。

4、基本读懂课文的主要内容，5、从课文的语句中基本体会
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6、基本懂得儿女应该以实际行动为父母分担生活重担的道理。

[教学重点、教学难点]

准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带有感情地读好人物的对话。

基本懂得儿女应该以实际行动为父母分担生活重担的道理。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课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23课，请跟我一起写课题
（板书课题）

请全班齐读课题——23三个儿子

学习生字：



1、师：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师：同学们读书真认真啊。老师也没闲着，我把课文中的
生字小地雷都挖出来了。大家集中注意力，用自己最喜欢的
方式认真记一记，待会老师可要点兵点将，引爆地雷。

3师：点兵——点将（cai:生字小地雷，指名读，读好了放一个
烟花）

师：好，一炮打响！真是个出色的排雷兵。

哎呀，小地雷怎么没炸响呀！再读读看。

4、拎：做一个拎的动作给我看看。

晃：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个字？

甸：单个字读dian组成词语就读dian（这里直接告诉学生）

桶：还可以组成什么词？

5、地雷扫清了，我们的识字小火车一定能顺利开到终
点。“小小火车开起来，（轰隆轰隆快快开）”

三、学习课文：

1、自读自悟，体会三个妈妈说话的语气。

谁还能把妈妈表扬你时的表情和动作做一做？

2、师：今天，有三个妈妈也在夸奖自己的孩子，请再读读课
文，边读边把三个妈妈评价孩子的话用横线画下来。

师：你们都找到了哪几句话呀？（真不错！找得可真准！）



3、（课件：第一个妈妈的话）

师：谁来读？

还有谁读得比他更像妈妈？

好，和这位亲爱的妈妈握握手，我知道了，你的孩子力气大
所以你很自豪，是吗？那咱们就带着这种体会一起来读读。

（课件：第二个妈妈的话）

师：谁来读读第二个妈妈说的话？

你儿子歌唱得这么棒，你心情怎么样？

这位妈妈，你的感受怎样呢？

（课件：第三个妈妈的话）

师：谁来读？

好！请你来！

（1）“有什么可说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妈
妈眼里，儿子怎么样？

生1：也许是说她的儿于既不聪明，也没有力气。

生2：也许是说她的儿于既不会唱歌，嗓子也不好听。

生3：也许是她的儿子太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

生4：也许是她妈妈不愿在别人面前夸耀她的儿子，要留一手。

（2）师：那咱们就带着自己的体会一起来读读最后一个妈妈



说的话吧！

6、师：读得真棒！我有个小建议，要是你们在读的过程中还
加上一些妈妈的动作和表情，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像妈妈了。
请同学们在四人学习小组内一起来练练三个妈妈的话。

请第一个妈妈？

第二个妈妈？

第三个妈妈？

妈妈的表情和动作呢！

（二）朗读感悟，挖掘孩子内心的想法。

师：小朋友读得真好，真像一群可爱的妈妈。三个妈妈打了
水，拎着水桶回家去，请看——

出示课件（提水艰难图片）：看到这副画，你有什么感受吗？

师：是啊，水很重，三个妈妈很累！课文中有一个自然段也
写了这副画的内容，看看哪个小朋友能够找到这句话！请你
读！

4、师：哦，谢谢！那我来试试！

呵呵，我读得怎么样？

师：嘘！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读得这么好？因为我在一边读
的时候，一边想像着妈妈提水艰难的画面，一边读，一边想，
这也是读好书的窍门哦！

师：你们也想试试吗？女同学先读！男同学来！



（三）领悟文章的'深层含义的环节，拓展练习

出示课件）请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

师：下面我说上一句，请同学们来接下一句。

师：当老爷爷看到这三个儿子的表现时，他说了一句话。

师：谁来读读老爷爷说的这句话。

谁再来读。

师：听了老爷爷的话，你有什么问题？

师：老爷爷看到的究竟是哪一个儿子？

师：哦，原来老爷爷只看到一个懂事、孝顺、知道关心自己
妈妈的好儿子。

10、师：当第三个儿子接过妈妈沉甸甸的水桶时，前两个妈
妈会怎么说。

生1：瞧，您的孩子多么疼你！唉，您有一个好儿子。

生2（羡慕地）：您还说您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

（出示课件：妈妈——说：“我的儿子——。”

（出示课件：如果爸爸妈妈——，我就——）

13、师：还有那么多小手高高举着，就让我们给爸爸妈妈献
上一首爱的小诗吧！

14、师：孩子们，看到你们这么孝顺，我想此时有很多爸爸
妈妈都忍不住要来夸夸你们啦！



哪位家长愿意夸夸自己的孩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举
手示意。

6、小结

师：孩子们，今天你们的表现太出色啦，跟你们一起学习，
享受读书的乐趣，老师感到非常快乐！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相信你们是最棒的！（课件）

公开课的设计篇五

教学理念：

本文是一个小故事，贴近学生生活，根据低年级学生的学习
特点，我注重了以学生发展为本，教学中我紧紧抓住“我”
的情感变化进行教学，整个过程清晰明了。在主线教学中，
我侧重抓住了文章的几个重点句子朗读体会，让学生在读中
感悟，读中理解，读中体验，读中发现，并联系学生生活实
际，给他们个性化表达的机会，使学生感悟出小男孩是一个
诚实，敢于承担责任的孩子，课堂结尾对老奶奶的慈爱，宽
容进行总结，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在情感上得到感染和熏陶。
本课的教学还重视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通过创设生动的语
言实践情境，让他们在一系列的语文活动中，丰富语言积累，
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切实得到语文素养的提升。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领会故事中的道理和感
情。

2.知道老奶奶为什么要写“我为你骄傲”，学会承担责任，
学会宽容。

3.进行各种语言训练，提高语言实践能力。



教学重点：在朗读中体会人物的心里变化，学习人物的优秀
品质。

教学难点：进行诚实守信的教育。

教学准备：ppt课件、老奶奶和小男孩图片等。

教学流程：

课前互动：拍手歌

一、复习词语,导入新课

1.直入文题并板书，书空“骄傲”，齐读课题。

2.复习本课的词语。

3.质疑课题，“我”和“你”分别指谁？老奶奶为什么会
说“我为你骄傲”？

【设计意图】复习本课四组带有关联的词串，渗透识字方法，
提高识字能力。以老奶奶为什么说“我为你骄傲”这个问题，
引起学生的思考，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动机。

二、朗读感悟，研读小男孩的心情

1.抓住重点句，体会开心

（1）读第一自然段，说说这段的内容。

（2）指导朗读，体会小伙伴们的开心。

（3）句子仿说：___像____，又像____。

【设计意图】在充分的朗读中体会孩子们游戏过程的快乐，



训练朗读能力。进行语言训练，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2.引导想象，感受害怕和不自在

（1）通过对比句子，体会“我们”逃得快。

（2）读第3自然段，圈出描写小男孩心情的词语。

（3）交流小男孩在害怕什么？

（4）仿说句子，想象“我”的害怕。

（5）指导朗读第3自然段。

（6）理解不自在。

【设计意图】仿说句子，从扶到放，从易到难，学生想说，
会说，在语言实践中感受到“我”的做贼心虚。在读中理解，
读中感悟“我”的内心世界。

3.填补“空白”，感受轻松

（1）读第4自然段，说说小男孩怎样改错。

（2）交流小男孩写的便条。

（3）指导朗读。

【设计意图】抓住文本的“空白点”，创设说话情境，让学
生体会人物的内心，学生在说的过程中，也从学习语言到积
累语言，运用语言，读说结合，使学生得到语文素养的提升。

三、对话平台，感悟人物品质

1.老奶奶为什么对小男孩说“我为你骄傲”？



2.体会小男孩品质，夸夸小男孩。

3.读文，交流：这是一位怎样的老奶奶？

4.体会老奶奶的品质。

【设计意图】让学生将自己感悟到的用个性化语言表达出来，
结尾对老奶奶的慈爱，宽容进行总结，在思想上得到启迪，
在情感上得到熏陶。

四、拓展交流，升华主题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谈谈遇到过的类似的人或事。

【设计意图】把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延伸到生活中，有利于学
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并形成自身良好的个性品质。

五、学习成语，积累语言

【设计意图】在积累中学习语言，感受祖国语言的丰富美好。

六、布置作业，课外延伸

【设计意图】“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向学生推荐故
事，让学生有目的地读书，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

板书设计：

我为你骄傲

老奶奶图小男孩图

和蔼可亲诚实

宽容勇于认错



【设计意图】突出直观性，使知识简要，集中并体现教学内
容。

公开课的设计篇六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整个故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在学
生讨论交流时体现)

2、领悟课文的语言特点。(在学生写讨论交流时体现)

1课时

1、把课文和各个段都发送到网页上。（到时学生交流体会时
可以叫同学点击段落进行浏览了）

一、听故事，导入新课。

同学们，前面几节课我们已经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梳理了
一遍，也要求你们课后去练习合作讲故事，下面我们听听同
学们讲得怎样，好吗？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想说什么呢？
（5分钟）（板书）

二、网上学习。

1、自主探索，谈感受。

（1）接下来请同学们进入我们的崇德小学网点击“我的课
件”进入我们的课题《牛郎织女》（二），先点击“讨论交
流”，轻声地读一读。

“学完这个故事，你们有何体会大家可以从内容情节、思想
感情、写法上受到的启发、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绚烂辉煌
等论故事中的人物、文章中的情节或者对故事你们也可以有
自身的发明等。”（先在小组中进行交流，然后把你最想说



的话用最简练的语言把它写在word里。完成后请以自身的名
字为文件名保管在c盘，然后“提交作业”，再到“网上邻
居”去看看其他同学说什么。好，小组学习现在开始。

谁来说说呢？

接下来请同学们点击“阅读提示”全班读一读要求，再小组
合作学习。

（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丰衣足食、自由幸福
的理想，赞美了牛郎织女善良、老实、勤劳的品格和敢于斗
争的精神，抨击了王母娘娘代表的专制、残酷的封建统治。）

教师小结：这个故事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反映劳动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把劳动人民当时不能实现的愿望都寄托在故事
里。这也是我们民间故事吸引人的地方。

五、扩展活动。

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民间故事吗？

下面我们就上网找一些自身喜欢的民间故事，找到后请把你
喜欢的文章拷贝下来，以故事的名称保管在c盘一个以“民间
故事”为名的文件夹内。当然假如你的搜索有困难，你也可
以通过网上邻居了解一下同学搜集情况。假如他搜集到的故
事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拷贝下来。

六、安排作业。

1、课外到图书室或是自身的小书橱里搜集几篇自身喜欢的民
间故事，我们将在班队课上进行交流。

2、把你们的感受写成文章。



公开课的设计篇七

第二课时

一、巩固识字。

1、认读生字。

2、出示卡片上的生字，让学生认读。（开火车的形式，小组
比赛。）

3、扩词比赛。（扩词后，要运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帮助伙伴理
解。如：动作、实物演示等。）

二、指导写字

1、静态观察：读字

教师出示生字，学生独自观察田字格中的字，看清字形，说
说你的发现。（如：我发现女字写好第一笔很关键。）

2、动态观察：看范写（观察教师范写，注意笔顺。）

3、体验观察：临写。学生先描红，然后照样子临写，特别注
意教师提示的字。

4、对比观察：赏字。写完字后仔细端详，与田字格中的字进
行比较，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品味字的笔画美。

三、进行课堂评价性.总结。

月亮的心愿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