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窦桂梅课堂教学实录点评 窦桂梅教学设计
(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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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窦桂梅课堂教学实录点评篇一

幸福天堂——窦桂梅《卖火柴的小女孩》第二课时教学实录

一、引出“幸福”

生：（一位同学配乐有感情的朗诵）——寒冷的夜晚，最冷，
不是呼啸的北风。饥饿的小女孩，怎能承受生命的沉重。

生：谁的爸爸不爱自己女儿？为什么，爸爸要打她？

生：为什么？连大年夜，她竟然连烤鹅也吃不上？

生：为什么？那个小男孩要欺负她？

师：读罢此句，你一定也要问个为什么——

生：刚才我们感受到小女孩是那么的不幸，可文中为什么又
说她是幸福的呢？

生：在我们看来，明明是悲惨地死去，为什么嘴角还带着幸
福的微笑呢？师：所以，一个最大的“为什么”需要我们好
好的来梳理、来回答。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课文里去，再细细
地品读。正像刚才那位同学所说，小女孩获得的幸福是因为
她曾经看到过这么多美丽的东西，哪一个给你印象最深，你
就找出来，读给我们听。



二、解读“幸福”

（一）满足（第二次憧憬）

生：“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肚子里
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更妙的是，这只鹅从
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
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我仿佛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师：瞧瞧安徒生，是太有意思了。把这烤鹅写得就仿佛走到
了我们面前，我们仿佛闻到了香气。

师：是啊，烤鹅明明是不会动的，可它却从盘子里跳下来，
摇摇摆摆走来，多么富有童话趣味！它要带给小女孩什么呢？
（直接问刚才朗读的学生。

生：有了食物，小女孩就不必再忍受饥饿了，而是获得了满
足。

师：小女孩尽管不再饥饿，也是烤鹅主动奉献自己的身体呀。
谢谢你们，让我们分享了小女孩此时的幸福一刻。她好满足
哦。

（二）温暖（第一次憧憬）

生：“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支小小的蜡烛。

师：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了小女孩这一刻的温暖。

生：开头一个温暖对应后面的“暖烘烘的”；明亮对应后面的
“旺旺的”。

师：多美的对称语言。你看，阅读批注的时候，不仅注意句
子的对立的一面，还要注意句子照应的一面，体会得会更丰
富。



（三）安宁（第三次憧憬）

生：“这棵圣诞树，比她去年圣诞节透过富商家的玻璃门看
到的还要大，还要美。翠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支明晃晃的蜡
烛，许多幅美丽的彩色画片，跟挂在商店橱窗里的一个样，
在向她眨眼睛。小女孩向画片伸出手去。

师：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大、这么美的圣诞树。生：比
她去年圣诞节透过富商家的玻璃门看到的还要大！（朗读得
很美。）生：翠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支明晃晃的蜡烛，许多
幅美丽的彩色画片，跟挂在商店橱窗里的一个样，在向她眨
眼睛。

生：小女孩，现实太残酷了，愿我们的祝福能给你送去一些
温暖。

师：（采访刚才的“小女孩”）小女孩，听了他们的祝福，
你的感受如何呢？

生：我很感动。我不仅感到了温暖和满足，而且更感受到了
他们对我的关爱，此刻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温馨、美好。

（四）疼爱（第四次憧憬）

师：小女孩不仅要获得这些物质上的满足，她还要追求更大
的精神上的满足。所以，她第四次、第五次点燃火柴就看到
了奶奶。（出示句子，生读）生：“她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
火柴。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奶奶出现在亮光里，
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

师：小女孩得到了温暖，不再寒冷，该怎样的呼喊？（指导
朗读。

师：为了和奶奶一起走，小女孩该怎样请求——



师：就这样，她向奶奶慢慢地诉说着把她带走的原因——

生：“我知道，火柴一灭，您就会不见的，像那暖和的火炉，
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个样，就会不见的！”

师：此刻，想象看到了奶奶的小女孩的泪，还是伤心的泪吗？

师：如果说原来的“啊”是 一种抽泣，那么这里的“啊”应
该是怎样的语气？

生：应该是高兴地感叹，或者是舒了一口气。

生：（这里指导出了学生朗读“啊”的不同感叹，体会不同
的语境下，不同的语气，就是不同的感情。创造性的朗读，
引起听课老师们的掌声。

生：奶奶，在这个世界上，我充满了寒冷、饥饿，只要我卖
不出火柴，爸爸就会打我。

生：奶奶，请您把我带走吧。

师：亲爱的同学们，其实我们怎么想象、怎么朗读也无法完
全再现小女孩当时幸福快乐的时刻，那就让我们把双手放在
胸口，静静倾听这心灵的呼唤吧！生：（配乐静听，课件显
示这段文字）“奶奶！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五）快乐
（第五次憧憬）

生：“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丽。奶奶把小
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

三、梳理“幸福”

师：故事又结束了。生：大大的火炉、大大的圣诞树、大大
的烤鹅，还有高大的奶奶。



师：瞧，透过这些看得见的“大”的阅读中，批注出了这么
多看不见的“大”——

生：无限的温暖，无比的满足，永久的安宁，永远的慈爱和
永恒的快乐。

四、“幸福”来源

师：那么是什么让女孩从黑暗与痛苦的世界，获得了这些光
明与快乐？生：是火柴。

（出示课文描写的五次擦燃的句子——“她敢从成把的火柴
里抽出一根??她又擦了一根??她又擦着了一根火柴??她在墙
上又擦着了一根火柴??她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

生：这样都罗列起来写也没有意思，读起来没有感情，不能
引人入胜。

四、四而五，说明她在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可见小女孩内
心的渴望多么强烈。（指导学生批注，并板书“渴望”。

生：小女孩在火柴的亮光中看到的美好的景象，我们是根据
自己的兴趣随意聊的，作者却是有意的安排呢！

生：越是因为孤独，她就越是渴望慈爱；越是因为痛苦，就
越是渴望得到快乐。

师：（对比左右概括总结）弱小与强大，黑暗与光明，寂灭
与狂欢，痛苦与欢乐——感谢同学们发现了课文的内在结构，
让我们懂得了小女孩的渴望源于内心，并获得一次次升华。
就在这样的阅读对比的批注中，我们竟然发现了文章的结构。

师：你也许会批注这样的问题：这份幸福的获得，难道仅仅
是因为小女孩对梦想的渴望吗？



生：我觉得小女孩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没有经历过小女孩寒
冷、饥饿、恐惧、孤独的痛苦，也就没有强烈的渴望去追求
那些美好的东西。

（出示上节课梳理出的体现第一课时五句小女孩不幸的句子，
这里略）。

生：我特别的伤心，心太酸了。

窦桂梅《落叶》教学设计

导入：

小鱼小鱼快来呀！

(1)正当你一言我一语时，谁来了(老师画燕子.)树叶落在院
子里，燕子看见了，低声说：„„你也低声告诉大家吧.(训练
朗读，可以进行离着远喊着催；面对面中等距离催，挨着近
催)(2)电报上会写些什么大胆想象.(例：落叶：天凉了，请
你快飞到南方去吧.(3)落叶给小虫当屋子，给蚂蚁当小船，
给小鱼当雨伞，给燕子发电报，还给其他小动物写信呢，我
们快来看看还给谁写的信吧(学生读《秋姑娘的信》).(4)听
了大家的话，小燕子真高兴，它们临走时，有个想法，想让
我们再把这里的景象描述下来，记在脑子里，留做美好的回
忆.(看板书背诵)我们快来帮帮它们吧.(此段灵活运用)(5)小
燕子听了大家的话，就高高兴兴地飞到南方去了.(擦燕
子)(最后部分)1，就这样，秋风起，天气凉，树叶落，落在
大地一片火红，落在大地一片金黄，给小动物们带来了情趣，
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快乐.此时，你一定要对落叶说你的心里
话，那就尽情地夸夸落叶吧.愿意借有个小朋友写的诗表达感
情也可以.2.落叶的歌(1)树叶黄了，落上山坡.捡起落叶，我
问外婆：

树叶为何干枯



树叶为何变色

带着微笑

飞上树梢

风吹过，哗啦啦

我们舞蹈

风住了

静悄悄

我们思考

放假了

乘着风儿

带上奖状 回到大地的怀抱

小虫的屋子

蚂蚁的小船

鱼儿的大伞

燕子的电报 啊

大地

亲爱的妈妈

在你的怀里



我们好好睡觉

补充课文——秋姑娘的信

《我爸爸》课堂实录 窦桂梅

师：三月八 日，是一个什么节日？

生说，并让生朗读有关母爱的诗。提到了《游子吟》。（能
提一提冰心的诗会更好。

师：出示一幅画，让学生说说对爸爸的印象。（爸爸坐着喝
茶的肖像画，后面有一个太阳。

并在课堂中，对每一个方面都进行引导。让学生产生对爸爸
的敬佩，觉得爸爸了不起。

生：这是一个勇敢的爸爸

师：得出结论：我的爸爸好酷啊！

师：再出现后面的画面，爸爸变了。

生：爸爸变成马了

师：爸爸变成了什么？

生：爸爸很能吃，像马

师：出示画面：爸爸变成鱼

师：变成了举重的猩猩，共同出现第二幅画面像河马

生：爸爸像大猩猩一样强壮



生：爸爸真开心，是个开心果

生：爸爸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师：请学生继续看，先猜一猜，下面可能画什么？

生：爸爸像蜜蜂一样勤劳

生：爸爸像鳄鱼一样游得快

生：像猫头鹰一样博学，智慧，聪明

师：到现在，我请同学用一个字来写爸爸

师：一齐来说我爸爸酷的表现

生：勇敢、强壮、温柔、聪明

师：再看最后几幅图

生：是一个歌手，是一个伟大的舞蹈家，是一个足球大将，
是一个逗我哈哈大笑的爸爸。师：教师描述生动，让学生进
入情境。

生：我的爸爸好酷啊！

生：我喜欢强壮

生：我喜欢聪明 ?? 师：那我们一起来重点看一看同学们说
的画面

生：我还发现画面里有其它的画面，画里有画

师：出示示赶走大尾的狼，里面有三个小猪，有个故事



师：爸爸来了，他只有站到后面，听爸爸的表演

生：我的爸爸像老鹰一样自由地飞翔

生：我的爸爸像狮子一样在单位称霸

师：出示两句话：

师：回过头来，看最先出示的画面，想对爸爸说什么？

生：爸爸，请你原谅，我错怪你了，师：你想画一画你的爸
爸，并加上一句话吗？先出示自己班级，像猪一样睡懒觉，
还画上打呼噜的圆圈，还出示了四周都是雨点，爸爸在里面
的画，说爸爸温柔，不会写可以加上拼音。生：开始画一画。

教师巡回指导

师：谁到前面展示一下

生：我的爸爸像经贸大厦高

生：我的爸爸像免子灵敏 生：我的爸爸像灯一样明亮

生：我爸爸知识像大树一样茂盛

生：我爸爸像长毛猴一样多毛

师：说也说不完，创也创不完，再来看几幅

生：我爸爸抽的焑像火车装的货一样多

生：爱

师：原来我们画的画，里面藏着一个字：爱。因为他是我的
爸爸，他在我的眼里好伟大，所以我这样表达。再出示第一



幅图，喝茶，极普通的样子，极平凡的样子。画后面的太阳，
在我们心中是一幅太阳。

出现音乐，教师朗读：爸爸唱歌是给我听的，爸爸搞笑也是
为我的，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的。原来所有的书都可以反
过来读，我爱爸爸，我也爱爸爸。

窦桂梅课堂教学实录点评篇二

第一段：引言（100字）

窦桂梅是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他以写作风格独特、思想深入
人心而广为人知。最近，我读了他的一部作品，深受触动，
让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
认为窦桂梅的写作深入浅出，探究人性，并为读者带来了深
刻的思考。

第二段：作品概述（200字）

窦桂梅的作品多以现实人生为主题，通过生动的语言和丰富
的细节，描绘出各种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他的作品涉及
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小村庄到大城市，从家庭生活
到社会问题，展示了独特的人文关怀。他的小说容易引起读
者的共鸣，因为他描绘的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物。同时，
他也经常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让读者在阅读中会心一笑，
也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

第三段：思想深度（300字）

作为一位学者，窦桂梅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他通过
对人性的探索和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揭示出人类内心的复杂
和社会的不完美。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文字的堆砌，更是
一种深入思考和思想的表达。他的作品中展现出对人的关怀
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描述，他试图唤起人



们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关注。读他的作品，我不仅仅可以享受
精彩的故事，还可以获得对生活和世界的更深刻的理解。

第四段：人文关怀（300字）

窦桂梅的作品贯穿了对人的关怀和人文关怀，他关注每个普
通人的命运，通过作品中的细节，传达了对人性的探究和思
考。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有时是普通劳动者，有时是留守儿
童，有时是受社会压力困扰的年轻人，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
的独特之处和感人的经历。通过这些人物，窦桂梅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美丽，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关心
和被传颂。

第五段：个人感悟（300字）

通过阅读窦桂梅的作品，我深受启发和思考。他的作品让我
更加关注周围的人和事，让我体会到人性的复杂和社会问题
的严重性。在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和努力，也
看到了他对人性的审视和对社会的批判。这让我更加明白了
作家的责任和作品的深刻意义。我相信，通过读窦桂梅的作
品，可以传承人文精神，唤醒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结尾（100字）

总之，读窦桂梅的作品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和启示。他的作品
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
考。通过他的作品，我看到了世界的独特之处和每个人的价
值。我相信，读这样的作品可以让人更加睿智和善良，也会
让社会更加美好。

窦桂梅课堂教学实录点评篇三

这次说课的内容是小学语文第六册的20课《寓言两则》之一
《亡羊补牢》。我准备从教材，教法和学法，教学设计和板



书设计四个方面来说。

《亡羊补牢》这篇课文选自人教版第六册《寓言二则》中的
一则。这个寓言故事内容浅显易懂，故事情节简明有趣，但
寓意深刻。选这篇课文的主要意图是让学生了解寓言表达上
的特点，把握故事内容，结合生活实际体会故事蕴含的道理。
同时，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积累，引导他们喜欢寓言，学
习读懂寓言的方法。

基于对教材的理解，结合本组课文的'训练意图和我们班学生
的实际情况，我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注意多音字“圈”的读音。

2、朗读课文，能用自己的话说说“亡羊补牢”，以及这个成
语的意思。

3、理解《亡羊补牢》这则寓言故事的内容，体会寓言所蕴含
的道理，懂得做错了事要及时纠正。

根据教学目标和本课的内容、特点，我确定了本课的重难点
为：引导学生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体会寓意，并能联系
学习、生活实际，谈一谈感想。

教学重难点的确定，我的教学思路就清晰了，教学与学法的
选择也就水到渠成了。下面我来说说本课的教法和学法。

1、选择教法，明确思路

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以及自主合作精神，
创新精神，是新课标的重要的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体
现新课标的三维目标，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构建开放而富有活动的语文课堂。教学本课，我采用了情景
教学法和点拨法。

2、学法指导，形成能力

自读自悟，读悟结合，以读促悟，以悟生情。

抓重点词语，品读赏析，积累和丰富语言，运用语言。

3、理念指导，精心设计

抓住语文本色，体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引导学生学习
寓言，发展语言，是阅读教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本课内容浅
显易懂，故事情节简明有趣，但意义深远。在本课教学中，
我力求在赏析语言中让学生懂得做错了事要及时纠正，在理
解懂得做错了事要及时纠正的过程中习得语言，提高语文素
养。

窦桂梅课堂教学实录点评篇四

生：满脸笑容、高兴、开心。

师：是啊!老师今天给同学们上课，心理非常高兴，非常开心。
那么同学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没有开心、快乐地事呢?(板书：
快乐)

生：学生交流

师：同学们在平时生活中有这么多快乐的事，有乐于助人的
快乐，有别人给你的快乐。但有一种快乐不是物质获得，而
是表现在心灵的感应，如春风拂面，涟漪荡开，给人精神上
的愉悦和享受，这种快乐便是给予，(板书：给予)今天带着
你们这份感动，一起来学习《给予是快乐的》。



师：同学们齐读课题《给予是快乐的》

师：同学们注意这个词(给予)怎么读?

生：读

师：给还可以怎么读?

生：给(gei)

生：选择

师：点击课件(出示正确答案)

师：同学们真是有一双慧眼，是啊!给予就是付出。付出就是
一种快乐，让我们把这种快乐读出来吧!

生：读题。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为什么说给予、付出是一种快乐呢?让我们走课文，走进
主人翁的内心世界，感知这种与众不同的快乐!请同学们自由
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
事?(教师巡视)

生：读

师：谁来告诉老师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生：课文讲述了圣诞节前夜，保罗偶然结识了一个生活贫困
的小男孩，在短暂的相处中，小男孩的言行强烈地震撼了保
罗的心灵，使他深深体会到“给予是快乐的”。

师：说得真完整，你真是一个会学习的孩子



四、品读课文词句，评析两次错误：

师：同学们，初读了课文，课文中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深
深地打动了我们，强烈震撼了保罗的心灵。面对保罗的新车，
小男孩的表现让保罗的判断一错——。

生:再错

师：课文中告诉了我们保罗判断出现了几次错误呢?

生：两次错误

师：谁能尽量简洁地说说保罗犯了哪两次错?

生：第一次，当小男孩看到保罗的新车时，保罗认为小男孩
会夸耀自己的车漂亮。但是小男孩却想当这样的哥哥。

生：第二次，当小男孩做保罗的新车回家时，保罗认为小男
孩是炫耀自己。可是小男孩是为了让弟弟看看这辆新车，对
弟弟许下承诺。

师：所有的错都是因为有了那辆新车。想看看保罗的这辆新
车吗?

(课件出示1，汽车图片)

生1：哇，你哥哥真好!

生2：保罗你真是幸运，能拥有这样一个哥哥!

生3：保罗，你哥哥竟然会送你那么好的一辆车，我真是羡慕
你!

师：当保罗听到这番话后，猜一猜保罗我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生1：你肯定是很兴奋的，因为别人都羡慕你有这样一辆新车
还有这样的一个哥哥哥。

师：知音!兴奋、快乐、自豪。所以保罗以为——

(课件出示齐读2：“保罗以为男孩希望也有一个这样的哥哥。
”)

师：事实上，保罗——错了。你能从文中找到让保罗产生错
误的原因吗?拿起笔找找划划标上序号，看看你能找到几个理
由。(生默读课文找依据)

生1：(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从衣着来看，他的家庭显然
不宽裕。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买这样一辆车，所以会希望不花
一分钱得到这样的礼物。

师：有个哥哥就万事大吉了，对吧?

生1：第二个是男孩“满脸羡慕”的神情，说明他也希望有这
样的车子。

生2：我从男孩睁大了眼睛，可以看出他没有这样的哥哥，所
以他希望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哥哥。

师：这么多理由，都让保罗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的确，小男
孩见到这辆车，满脸羡慕。

窦桂梅课堂教学实录点评篇五

初见窦老师就被她深深地感染了，得了《窦桂梅与主题教学》
这本书，满怀虔诚地拜读起来。透过这本书，我感受到了窦
老师的敏锐，执著和勇气。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对于阅读教学的独特构建



从最初的直觉型的课程构建开始，窦老师对于阅读教学的探
寻走过了10多年的路程。一开始，在教好原有教材的基础上，
由一篇带多篇，带着孩子们读美文，读名著，诵古诗文，开
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

主题教学的构建则是一次自觉的追求，她在“三个超越”的
基础上把“主题”看做是组合教材的一种方式，认真领会教
材编排的意图，并且围绕连接着学生精神世界的“触发点”、
“共振点”等多维主题重新编排选编内容，用这些“主题”
作为实施教学、改革课堂、建设语文新课程的一把钥匙。

在窦老师的主题教学单元里，我们看到的是打破了两节语文
课折腾一篇小课文的定势――“听说读写”如何训练，“人
文性与工具性”如何统一等“技术性”操作都用主题这条线
把散落的“珍珠”串络起来。因此我发现她的课堂有很多新
颖的开拓：

1、容量大，密度高、综合强。建设了大信息容量的语文课堂。
窦老师充分利用主题教学的整合功能，自然高效地让学生接
触了更多的文本，在关注学生阅读质量的同时，努力扩大学
生的阅读量。

2、既当“设计师”，又当“建筑师”。有效地充当了母语课
程资源的实施者和开发者的双重角色。无论是《朋友》中
的“实话实说”、现场采访，还是在《亲人》中精彩地收
进“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的“颁奖词”，还是在《圆明园》
中巧妙地引导讨论“该不该重建圆明园”，都反映了她对于
生活、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

3、既建构课堂，也解构课堂。她的主题教学不仅着力提高学
生的语文素养，而且积极地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学生自
我精神世界的构建，积极为学生的生命和成长奠基，体现了
母语教育的文化性。



在窦老师的教学追求中，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有偏重对语言
文化层面的探索，不断走向深沉，而忽视儿童文学和儿童心
理的研究倾向，这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