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欢乐的泼水节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欢
乐的泼水节第二课时教学设计(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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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的泼水节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一

教材分析：

《欢乐的泼水节》是苏教版第四册的一篇描写民族风情的文
章。本文记叙了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情
景，表现了傣族人民无比欢乐的心情，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
的喜庆之意和深深的民俗风情。

学情分析：

因民族差异，学生对泼水节了解较少，难以与课文产生情感
共鸣。学生年龄小，有强烈的好奇心，思维较活跃。所以搜
集一些泼水节的资料，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拉近学生与
文本的距离。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学会生字，感受课文用词的精当。

2.培养学生边读边思，边读边想，体验感悟的能力。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过程与方法

创设情境，情感体验，学生参与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师生与文本产生情感共鸣，领悟傣族人民过节的欢乐心情。

四、重难点：

1．感悟用词的精当

2．融情于文，与文产生情感共鸣

板书设计：

欢乐的泼水节

清水吉祥如意

教学过程设计：

第二课时

一、导入

1．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迷人的西双版纳，跟傣族人民一起过
一个泼水节。板书：泼水节

（齐读）

2．还等什么，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吧！



二、精读第一自然段

1．相机出示迷人的西双版纳的图片。看,浓绿的椰树、高高
的佛塔、宁静的村寨，还有那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又是一个春
风习习、春暖花开的美丽时节，傣族人民的泼水节又来了。
请小朋友们打开书本自读第一自然段。

2．听了朗读你知道了什么？

3．凤凰花开的时候傣族人民迎来了泼水节，小朋友，从这
个“迎”字中你能体会到什么呢？请你再读读句子。（生交
流）

4．想了又想，盼了又盼，终于迎来了。让我们与傣族人民一
起迎接泼水节的到来吧！齐读第一自然段。

三、精读第二自然段

1．泼水就要开始了，走到大街上，你们会看到些什么？快去
读读课文第二节1、2两句吧！（生自读）

2．你看见了什么？（交流）

（1）屏幕出示：这一天，人们提着桶，端着盆，早早地来到
了大街上。

a.来，让我们提着桶，端着盆，到大街上去吧！谁想去？请
你来读读这句话。

b.老师感觉你是在九、十点钟才来到大街上的，一点都不早！
谁能通过朗读，告诉大家你是来得最早的。（指名读）

（2）有人来得还要早呢！你来做什么的呀？（生答）



a.屏幕出示：大街的两旁早已准备好了清水，清水里有的滴
上香水，有的撒上花瓣。

b.泼水节用的水也是很有讲究的。滴上点点香水，撒上片片
花瓣，闻一闻，怎么样？这水真香啊！

c.谁能读好第二句话。

d．泼水活动还没开始呢！你为什么来那么早啊？（生答）

e.是啊，泼水节是一年一度的，很难得，不能错过的。虽然
泼水活动还没有开始，但是人们早早地做好准备了，焦急地
等待着欢乐时刻的到来，就让我们一起用读表达出此刻的心
情吧！（齐读1、2两句）

3.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看，泼
水开始了（看录像）

（1）刚才看见了什么？

（2）我也看见了，看见了“大家互相追赶……

出示：开始泼水了，大家互相追赶，你拿着瓢往我衣领里灌，
我端盆向你身子上泼。）

（3）谁能来做做动作，怎样是灌？怎样是泼？

说得好！演得好！相信大家能读得更好！指名读好这句话。

（4）这一大瓢一大瓢地灌，这一大盆一大盆地泼，（出示句
子：第四句）这老人、这孩子、姑娘、小伙儿，个个身
上——，人人脸上——，这衣服呀全湿透了，直滴水，文中
用了一个什么词呀？点击“湿淋淋”指导读好。谁愿意来读
读这句话。



（5）我不明白了，为什么身上湿淋淋，他们个个脸上却笑开
了花？

（6）过渡：请小朋友接着往下读找找答案。

a.出示：清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谁身上泼的水多，就意味
着谁得到的幸福多，怎么能不高兴呢！

b.能把你的快乐通过朗读来告诉大家吗？（男、女生读）

c.那你最想把这象征着吉祥如意的水泼在谁身上呢？想送出
你的什么祝福？

句式：我想把吉祥如意的水泼在——身上，祝——

d.在你送出祝福的同时，你也收到了很多祝福。这吉祥的水，
祝福的水，大家尽情地泼，尽情地灌，让我们打开书本带着
欢乐的心情齐读第二小节。

四、精读第三自然段

1.在这欢乐的节日里，人们还举行了很多有趣的活动呢！自
己读读课文第三自然段，再到大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别忘
了带好相机拍下那些美好的瞬间与大家分享哦！

a.你拍了一张怎样的照片？

根据生答相机出示图片。

c.老爷爷，累了一天了，您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啊？

2.你能把你的快乐，你的依依不舍读出来吗？（指名读最后
一节）



五、总结

1．参加了傣族的泼水节，现在你的心情怎样？

2．相机板书：欢乐的

带着这样的心情读读课题。

3．让我们把这美好的瞬间、把这欢乐的时光留在心中，捧起
书本，齐读课文

六、学习生字

1．小朋友，这些老朋友你还记得吗？我们来叫叫他们吧！

2．小朋友读得那么棒！相信你们写的字一定很漂亮。（出示：
幸）

3．生交流记忆方法，师范写。

4．下面请大家打开《习字册》，认真地描红、临写生字。

欢乐的泼水节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二

（一）、学习第一节

每年四月，云南的傣族人民就迎来了他们一年中最盛大的节
日，泼水节，很遗憾，我们没赶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学
习20课欢乐的泼水节，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欢快，来一次心
灵之旅。

指导朗读“一年一度”

师：听出来了，泼水节一年只有一次！凤凰花开的时候傣族
人民迎来了泼水节，小朋友，从这个“迎”字中你能体会到



什么呢？（说明人们是很高兴、人们对泼水节是盼望已久了）

师：想了又想，盼了又盼，终于迎来了。就带着这样的心情
齐读句子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盼望以久的泼水节终于来了，开心吧！那么参加泼水节要
准备哪些工具呢？快去读读课文第二自然段，找一找。

2、准备什么？（这一天，人们提着桶，端着盆，早早地来到
了大街上。）

3、你来的还不够早；你来的真早！

4、来，让我们也提着桶，端着盆，到大街上去吧！（齐读）

5、还有更早的呢！（读第二句）从哪儿看出更早？（早已）

6、真香啊！清水里为什么要滴上香水，撒上花瓣呢？

讨论，出示句子：清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

7、吉祥、如意，多幸福的两个词语呀，让我们一起写下来。

8、正因为清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所以人们要很讲究的，细
心地滴上点点香水，虔诚地撒上片片花瓣，再来读一读。

（真是香飘万里啊！）

9、我们都已早早地做好准备，桶碗飘盆，红花清水，暗香浮
动，焦急地等等着欢乐时刻的到来，让我们一起表达出此刻
激动的心情吧！齐读1-2句。

10、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看，



孔雀舞跳起来了，象脚鼓点敲起来了，开始泼水了！（演示
课件）

11、课文中哪句话写了刚才的情景？

（出示句子：开始泼水了，大家互相追赶，你拿瓢……泼。）

12、这是一个泼水的广场，来，把你们的桶提起来，盆端起
来，瓢拿起来，一齐喊着：“水，水，水！”快来泼吧！

（自由泼水)

13、说说你还用了哪些泼水的动作？（浇、洒、冲、倒……）

（你向我，我向你。）

14、高兴吗？欢乐吗？用朗读让大家感受你的欢乐。再读句
子。

15、你向谁泼的？

你还想向谁泼？

为什么向他泼？

（出示句子：清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谁身上泼的水多，就
意味着谁得到的幸福多。）

16、是呀，清水就是吉祥，就是如意，水多幸福就多，我们
分男女生来赛读，看看谁泼的带劲儿，泼的水多。

18、老人、孩子笑得合不扰嘴，姑娘、小伙子乐的笑眯了眼，
个个身上（引读）

19、这是为什么呢？



（出示句子：清水是……，怎么能不高兴呢！）

20小小的感叹号传递着人们无比欢乐的心情。

21、这吉祥的水，祝福的水呀，大家尽情地泼，尽情地洒，
不论是泼水者还是被泼的，虽然从头到脚全身湿淋淋的，但
大家心里都是那样高兴，大街上，欢乐的人们互相泼洒，一
朵朵水花在人群中盛开，在阳光的映射下形成了一道道彩虹，
到外充满了欢声，大街成了水的世界，欢乐的海洋。

把这欢乐、热闹再重现一次吧！（齐读第2节）

（三）学习第三小节

1、引读第3节，地上铺满了--，空中回响着--，大家--，直
到--。

2、在这欢乐的节日里，泼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节目，还有哪
些精彩的节目呢？

3、快乐与兴奋让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时间，沐浴在欢乐的
气氛中，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吧！

齐读全文。（配乐）

（四）拓展。

1、今天，我们经历了一次欢乐的心灵之旅，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泼水节，在每个傣族人的心里都铭记着一个难忘的泼水节，
那就是1961年的春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人们一起欢度了
一个泼水节。瞧，周总理在人群中笑得多么亲切，多么慈祥！

2、我们伟大的祖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
你知道哪些呢？



3、演示课件。（各少数民族欢度节日）

作者邮箱：jl_df@

[《欢乐的泼水节》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
计]

欢乐的泼水节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三

1。学习并掌握本课的生字新词。

2。理解课文能容，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了解泼水解
是傣族人民独有的风俗习惯。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难点

1识字写字

2.体会、领悟傣族人民过节的欢乐心情。

三、教学过程

（一）谈话揭题

1.在我国的东南部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西双版纳，让我们乘
上飞机到那儿去看一看吧！

2.看多媒体，你看了之后，此时你最想说什么？指名说

3.美丽的西双版纳每年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叫泼水节。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第29课欢乐的泼水节）这是一个怎样的泼水节？
（欢乐的）指名读。



（二）初读课文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词语

泼水节  凤凰花  提着桶

意味    幸福    互相    瓢

西双版纳   吉祥如意   不肯离去

（三）讲读课文

第一节：

1.指名读，边读边思考：泼水节是哪个民族的节日？（傣族）

2.理解词语“一年一度”，指导读。

3.你还从哪个词语看出了的傣族人民很高兴？（迎）

4.指导读。指名读、齐读。

第二节：

第一句：

1.引读。

3.指导朗读。

第二句：

1.引读。



2.大街两旁准备的请水与我们平时的水一样吗？指导读“有
的……有的……”

3.指导朗读。

第三句：

1.看多媒体。

2.此时你最想说什么？

3.出示，指名读

4.理解词语“互相追赶”，

5.你还看到了哪些泼水的动作？动作演示“泼、灌”。

6.知道朗读。

第四句：

1.引读。

2.理解词语“湿淋淋”。

3.指导朗读。

第五句：

1.引读，因为……。

2.看课文后面是一个什么符号？（！）这小小的感叹号传递
着人们怎样的心情？（高兴）指导朗读。

3.如果你也在泼水，此时你最想把水泼给谁呢？



出示：我要把清水泼在（      ）身上，祝
（       ）。

4.指导朗读第二节。

第三节：

2.看多媒体。

3.引读，地上铺满了……，空中回荡着……，大家……，赛
起了……，放起了……。

4.人们早早地来到了街上，为什么知道深夜还不肯离去？

5.指导朗读。

（四）点题总结

1.今天我们和傣族人民度过了一个（点题：欢乐的泼水节）

2.齐读课文，配上音乐。

（五）课后延伸

1.你还知道哪些民族的节日？指名说

2.欣赏多媒体

（六）学习生字

吉、祥

欢乐的泼水节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四

第四册《欢乐的泼水节》资料



（一）欢乐泼水节

【感谢您浏览第一范文！您可以搜索课题关键字查找更多资
料！】

傣族是个爱水、恋水、惜水、敬水的民族，以水表示洁净，
每年傣历六月中旬是傣历的新年（傣语称“桑勘比迈”，今
年为1364年），也叫“泼水节”，期间人们互相泼水祝福，
主要活动有浴佛、龙舟比赛、燃放孔明灯、放焰火、高升、
丢包、跳孔雀舞等等。泼水节的水代表着吉祥、幸福和健康，
因此被泼得越多越预示着新年的好运。

泼水节的具体日期每年都要按傣历计算，大致在公历4月14日、
15日、16日这3天。第一天傣语叫“麦日”，与农历的除夕相
似；第二天傣语叫“恼日”（空日），是新旧年交替中的过
渡日子；第三天才是新年，叫“叭网玛，意为岁首，人们把
这一天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节日清晨，傣族男女老
少就穿上节日盛装，挑着清水，先到佛寺浴佛，然后就开始
互相泼水，互祝吉祥、幸福、健康。人们一边翩翩起舞，一
边呼喊：“水！水！水！”，鼓锣之声响彻云霄，祝福的水
花到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

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影响
面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现在的“泼水节”已演化成
群众性的狂欢活动，街市里、广场上到处见人们在相互追逐
泼浇。主要的活动地点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及其
它各地，昆明的云南民族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泼水节的神话来历

关于泼水节的来历，傣族民间有一个动人的神话。

相传，创世初期，天地不分季节，世间不分冷暖，人类难以
生存。创世神见此情景，委派天神捧麻点腊（又名混桑或帕



雅桑）把一年划分为旱、雨、冷三季，为人间规定了农时，
让他按时降雨、放热、降温，使冷热、雨水与人间的农时相
符，为人间造福。捧麻点腊自恃法术高明，神通广大，既不
关心人类，又不遵守天规，乱显神通，为所欲为，想降雨就
降雨,想升温就升温，弄得人间雨旱失调，冷热不分，秧苗枯
死，人畜遭殃，各种灾难接踵而来。

捧麻点腊死后，英达提拉便开始掌管风雨冷暖大权。从此人
类又过上了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后来，人们把捧麻点腊死的
这天定为全年之首--新年。为了纪念七位为民除害的仙女，
过新年时，人们都要互相泼水为她们洗去身上的污血，扑灭
她们身上的火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泼水习俗。

（三）多彩的节日活动

除了场面壮观的泼水狂欢活动，泼水节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
传统活动，主要有浴佛、堆沙、龙舟比赛、燃放孔明灯、放
焰火、高升、丢包、跳孔雀舞等等。

赕佛（又叫浴佛）：是指在节日的第一天，人们从寺庙把佛
像搬出来用香水清洗，把从佛身上滴下来的水收集起来，带
回去为朋友、亲戚清洗和净化，求吉。

堆沙：就是大家在一起把沙子堆成一堆，烧上香火，诵经念
佛，求佛佑人。

龙舟比赛：节日期间，在宽阔的澜沧江上，会举行划龙船的
比赛。把木船扎上彩花，装扮成龙、孔雀、大鱼等形象，由
数十男女青年奋力划桨前进。两岸观众如云，锣鼓声、喝彩
声响彻云霄，把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吸引到澜沧江边，为节
日增添了许多紧张和欢乐的气氛。比赛结束后，优胜者来到
主席台前领奖并喝庆功酒。

放高升：夜晚，各村寨都要燃放高升。这是傣族人民自制的



烟火，用一根数丈长的竹子，在根部填以火药等配料，置于
竹子搭成的高架上。点燃引线，火药燃烧，竹子即如火箭一
般射入云天，在空中喷放出绚丽的烟火，犹如花团锦簇，群
星闪耀，光彩夺目，把节日的夜空装点得特别美丽。高升放
得最高者受到人们的赞赏，并获得奖励。

放孔明灯：入夜，人们在广场空地上将灯烛点燃，放到自制
的大气球内，利用热空气的浮力，把一盏盏“孔明灯”放飞
上天，以此来纪念古代的圣贤孔明。

丢包：泼水节期间，傣族青年喜欢到林间空地做丢包游戏，
青年男女通过丢包寻求伴侣，表达爱慕之情。花包用漂亮的
花布做成，内装棉纸、棉籽等，四角和中心缀以五条花穗，
是爱情的信物，青年男女通过丢包、接包，互相结识。等姑
娘有意识地让小伙子接不着输了以后，小伙子便将准备好的
礼物送给姑娘，双双离开众人到僻静处谈情说爱去了。

歌舞活动：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娃娃，穿上
节日盛装，来到村中广场，男女老少围成一圈，合着芒锣象
脚鼓点翩翩起舞。有的跳“孔雀舞”，有的跳“玉腊呵”，
有的即兴而作，边唱边跳，动作优美，节奏鲜明，歌声动人。
跳到兴高采烈时，或爆发“水、水、水”的欢呼，或以“玉
腊呵、玉腊呵”的歌声结尾。有的男子边跳边饮酒，如醉如
狂，通宵达旦，甚至醉倒在舞场上。

此外，放河船、斗鸡等，也是泼水节期间的活动内容。近几
年来，还增加了民俗考察、经贸洽谈等内容，使泼水节的活
动更加丰富多彩。

（四）周总理与泼水节

西双版纳泼水节的声名远播与一个共和国伟人的名字--周恩
来密不可分。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吴努总理来西双
版纳，正遇傣族一年一度的新年。他便和边疆各族人民共同



欢庆了这个富有情趣的民族节日。当年景洪交通闭塞。周总
理乘飞机到达思茅后改乘汽车。澜沧江大桥正在建设中，只
能乘渡船过江。共和国总理的到来，使整个小城沸腾了，人
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怀抱鲜花涌向街道，拥向码头，用
民族的最高礼节来迎接人民的总理。

【感谢您浏览第一范文！您可以搜索课题关键字查找更多资
料！】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欢乐的泼水节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细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3、感受泼水节的欢乐气氛，了解泼水所表示的象征意义，初
步了散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教学重点：

教学描写泼水的欢乐场面的§2，体会泼水的情景和人们欢乐
的心情。

教学难点：

懂得泼水的象征意义

教学准备：

词卡多媒体课件《太阳出来喜洋洋》乐曲云南风光之泼水节



实况vcd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1、字2、词3、指名背诵

二、细读2、3

1、观看泼水节实况录像

2、教学2

（1）轻读，要求：标一下共几句？

（2）（示句一）指名读，体会“早早地”，再读。

（3）（示句二）女生读，说说读后的感觉。做动作齐读（先
同桌练）

（4）（示句三）男生读，指名做“灌”、“泼”的动作。指
导读。

（5）引读句四，交流：读了这一句，知道了什么？

对照图理解人们的欢乐之情，笑容满面地读句四，读后质疑，
引入句五，生自读。

（6）（示句五）范读，指名给“怎么能不高兴呢”换一种说
法，体会书上句子所表达的强烈的感情。

（7）引读2。

3、教学3



（1）导入：泼水节的场面真是欢乐，大家想不想与傣族人民
一起欢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傣族的泼水节除了泼水以
外，还有其它活动呢！自读§3，用笔画画还有哪些活动？
（交流）

（2）畅谈：如果你去和傣族人民过泼水节，你最想干什么？

（3）朗读比赛：分四人小组选自己喜欢的方式读§3，读出
泼水节的热闹和欢乐。

（4）配乐齐读3

三、创设情境，总结课文。

1、生演泼水节场面，师进行采访：

（1）我是苏州电视台的记者，请问这位老大爷，你们的水中
为什么要滴香水、撒花瓣？

（2）这位小朋友，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你感到不高兴吗？

（3）老妈妈，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还想参加什
么节目？

2、怀着欢乐的心情齐读课文。

四、练写祝愿的话。

4月14日就是傣族的泼水节，你怎么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傣族人
民祝贺呢？请把对傣族人民的祝愿写在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