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泉城评课稿 可贵的沉默第二课时
教案设计(模板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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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评课稿篇一

1.指导学生写好8个生字。

2.继续学习课文，拓展延伸，了解种子发芽的过程，教育学
生从小养成早趣的`习惯。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难点

1.识字、写字。

2.把种子探出地面的过程演一演。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检查复习，导入新课(8)

1.出示生字词卡片，开火车读。



2.全班认读。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继续学文，理解内容(17)

1.小朋友们，通过上节课学习，我们知道在种子妈妈的催促
下，种子钻出了地面，那么它看到了怎样的呢?请小朋友们继
续读课文。

2.种子看到了什么?

3.指导感情朗读。

4.引导想像：小朋友们，种子钻出了地面它不能看见什么呢?

5.看到这么美的景色，种子心里会想什么呢?

6.是呀，种子也认识到自己错了，太迟起来了。那么，它以
后会怎样呢?

7.出示句子：“在湿润的空气里，种子一个劲儿地往上长，
往上长。”

8.指导感情朗读。

三、总结课文，拓展延伸(10)

1.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分角色朗读。

3.教育学生向种子学习，知错就改，并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四、指导写字(7)



1.出示本课要写的生字，学生读。

2.引导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3.指名反馈生字在田字格中位置。

4.学生说一说书写的注意要点。

5.学生跟老师空写，教师强调重点。

6.学生练习写字。

五、布置作业(3)

1.抄写本课生字。

2.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5.种子

伸

打

春天到了，种子钻出地面，看到春天

揉

瞧

泉城评课稿篇二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一自然段。



2、凭借课文语言材料，领悟必须善于抓住机遇，不能东张西
望，错失良机的道理。

3、能联系实际说出自己对“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
一穗拿在手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这句话的感受。

4、联系实际谈谈学了课文的体会，并试着写写自己的人生格
言

【教学重点】

紧紧抓住苏格拉底的三段话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领悟
必须善于抓住机遇，不能东张西望，错失良机的道理。

【教学难点】

能够联系实际，理解“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一穗
拿在手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这句话的意思。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略）

第二课时

一、质疑导入：

1、同学们，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古希腊的哲学
大师苏格拉底，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时空的隧道，再次聆听
他的教诲。上文讲到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弟子们领悟了这
样的一个道理，（出示最后一段）

2、请同学们小声地读这段话，如果有疑问，请提出来与大家
一起讨论。（指名说）



过渡：弟子们是在听了老师的话后，才悟出这个道理的，要
想解决刚才提出的问题，关键在于读懂老师说的话，请同学
们细读课文1-6自然段，划出苏格拉底说的话语。

二、解读第一句话

课件演示：

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
的尽头等你们。

1、指名读，评议。

2、加上提示语读，苏格拉底严肃地对弟子们说——

3、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你听懂了老师的那些要求？指名说。

4、该怎样读，才能让弟子们听懂我的要求呢？谁来做苏格拉
底读一读？

三、解读第二句话

“你们已经到头了。”

1、苏格拉底说这话时，弟子们完成任务了吗？他们表现如何？

2、苏格拉底用苍老的如同洪钟一般的声音敲响了弟子的警钟，
带着自己的理解读，想象苏格拉底的心情。

投影出示：苏格拉底_________说：“你们已经到头了。”
（苍老的如同洪钟一般的声音）

3、弟子们如梦初醒，想想弟子们明白了什么？

4、弟子们不能完成任务，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吗？



投影出示：弟子们埋头向前走。看看这一株，摇了摇头；看
看那一株，又摇了摇头。他们总认为最大的那一穗还在前面
呢。虽然，弟子们也试着摘了几穗，但并不满意，便随手扔
掉了。他们总以为机会还很多，完全没有必要过早地定夺。

5、这段话对弟子们进行了什么描写？仔细体会弟子们的表现，
揣摩弟子们的心理，呆会儿老师要进行现场采访。

6、采访不同表现的弟子，体会抓住时机的重要。

（埋头前行的；摘了又随手扔掉的；光看光摇头的；两手空
空的）

7、随机采访麦地里的小麦，强化抓住时机的重要性。

（颗粒饱满的；比较瘦小的；准备嘲笑的；摇晃脑袋的）

9、小结

送上培根的名言：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
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四、解读第三句话

“这块麦地里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它；
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最大的一穗就
是你们刚刚摘下的。”

1、苏格拉底是怎么对弟子们说的呢？投影出示，以不同的语
气指名读

2、明确两个“最大的麦穗”不同的含义

3、醉翁之意不在酒，苏格拉底仅仅在说“麦穗”吗？还在说
什么？



如果麦地是我们的人生，麦穗是机遇的话，苏格拉底的话还
可以怎么说？投影出示：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在______
里肯定有_____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它；即使碰见了，
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_________就是你们刚
刚______的。”

4、现在你还认为弟子们走出麦地，手中空空如也吗？他们收
获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道理。这就是......

五、解读最后段落

“人的一生仿佛也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一穗。
有的.人见到了颗粒饱满的“麦穗”，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
有的人则东张西望，一再地错失良机。当然，追求应该是最
大的，但把眼前的一穗拿在手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1、齐读

2、体会分号的用法，麦穗为什么要加上引号呢？体会双引号
的作用

3、理解“最大的麦穗”、“饱满的麦穗”“眼前的一穗”不
同含义

4、再读几遍，看看这里哪句话在你心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大？

突出显示：当然，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一穗拿在
手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这样的道理苏格拉底直接跟弟子们说了吗？潜移默化间给弟
子影响，这种教育方法可以用哪一句诗形容。苏格拉底让弟
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明白道理，真是一个高明的老师！

5、老师示范理解：



我的追求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今天对我来说摘取最大
的麦穗就是认真上好这堂课，只有上好每一节课，把握住身
边的每一次机会，脚踏实地地干好每一件事，我才能离我的
追求更近！

你能联系实际，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吗？

6、指名联系实际理解。（教师点评）

7、创设情境，多反复诵读：“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
的一穗拿在手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六、欣赏创作，感悟内化。

1、欣赏有关“机遇”的名人名言，再次体会“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的道理。

2、联系生活实际，说说自己曾经有过的错失良机的事。

3、创作名言，送给那些需要提醒的人。

七、布置作业，课外延伸。

1、课外搜集有关“机遇”的名人名言。

2、背诵最后一个自然段。

板书设计：

泉城评课稿篇三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能联系实际，说出自己对“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
的一穗拿在手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这句话的感受。

3、凭借课文语言材料，领悟必须善于抓住机遇，不能东张西
望，错失良机的道理。

4、对古代西方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苏格拉底有初步的了解，
并激发学生对古代名人和文化的崇敬。

教学过程：

一、情境体验

1、走进麦地，一边看，一边选择最大的麦穗。注意：看到你
认为最大的麦穗，就马上站起来示意。看谁选得最大！

2、揭题、质疑。

二、读通课文

带着问题读课文，要求：大声读，反复读，读正确，读通顺。

三、品读对话

你从故事中，找寻到哪些答案？准备一下，通过朗读表达自
己读懂了什么。

边读边品：

1、描写弟子们行动与心理的句子。

2、突然，大家听到了苏格拉底苍老的如同洪钟一般的声
音：“你们已经到头了。”这是，他们回头望了望麦垄，无
数株小麦摇晃着脑袋，似乎在嘲笑他们。



3、这块麦地里肯定有一束麦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
它，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最大的一
束麦穗就是你们刚刚摘下的。

（1）自由读，说说读懂了什么？

（2）苏格拉底认为该怎样追求最大的麦穗？

4、听了苏格拉底的话，弟子们悟出了怎样的一番道理呢？同
学们又悟出了怎样的一番道理呢？写下来。交流、评议。

5、多元地朗读课文的.最后一段

人的一生仿佛也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麦穗。有
的人见到了颗粒饱满的“麦穗”，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有
的人则东张西望，一再地错失良机。当然，我们是应该追求
最大的麦穗，但把眼前的麦穗拿在手中，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四、感悟苏格拉底。

泉城评课稿篇四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钱塘江大潮的雄伟、壮观，激发学生
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的思想感情。

2、学习作者有顺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培养学生留心观察
周围事物的习惯。

3、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三、四自然段。

一、引入谈话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称为“天下奇观”。我们盼望着能亲眼看
到这一奇景。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22课《观潮》。上节



课，我们初读课文，了解了什么？（板书：潮来前、潮来时、
潮过后）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我们通过阅读课文，展开想像
的翅膀，来感受大自然发明的奇异景象。

二、通过预习，我们读懂了什么？提出预习中不懂的问题。

三、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1、潮来前，作者介绍了什么？（板书：笼罩白雾风平浪静）
指导朗读。

2、潮来了，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从哪感受到的？默读读课文，
进行画批。

3、小组合作学习。

（1）推荐感受，品读佳句。

（2）作者又是按怎样的顺序写潮来时的景象的？

（3）分工进行有语气地朗读。

4、反馈推荐，教师和时引导、点拨。抓住以下要点，结合学
生的生活经验，谈自身对词句独特的感悟。注意品读结合：

（1）作者按由远和近的顺序来写潮来时的景象的。（板书：
远近）

（2）远：抓住潮的声、形来写潮刚来时的景象：隆隆响声，
像闷雷滚动；水天相接处一条白线。潮虽远，但气势已现。
（板书：声如闷雷远处白线）读读描写潮的句子。

（3）近：抓住潮的形、声、色写出了潮的气势之宏伟：白线
很快移来，加长、变宽、横贯江，写出了潮水由远和近的变
化。（看图片）“白浪翻滚”、“白色城墙”写出了潮水的



浪头之高，气势越来越大：形如千万匹战马齐头并进，声如
山崩地裂。（看图片）（板书：白浪翻滚山崩地裂）（看录
像片断）指导学生有语气地朗读，读出潮的气势：先选择自
身喜欢的句子练读，再进行赛读，最后布置齐读。（读整段
时注意读出潮水形声的变化，气势由小到大。）

（4）指导学生背诵：背自身喜欢的句子。

5、课文中还从哪能看出钱塘潮的气势雄伟壮观？读第五自然
段体会。抓住要点，师适时点拨：

“霎时”时间短暂，潮头却已西去，潮水奔腾之快。余波涌
来，也使江面风号浪吼，江水平静后，江水已涨了两丈来高，
都可以看出潮来之猛，气势之大。指导学生朗读。（适时板
书：漫天卷地风号浪吼）

6、学完课文，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们称钱塘潮为“天下奇观”
了吗？学生谈自身的想法。

四、总结

2、（放录像）编导游词，然后向同学们介绍。（可以加上自
身收集的资料内容）

3、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小结

泉城评课稿篇五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往往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借助教案
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快来参考教案是怎么写的吧！以
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精彩的马戏》第二课时教案设计，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懂得“精彩”、“好奇”、“顽皮”、“笨重”、“移
动”、“哄笑”、“绝技”、“喝彩”这些词语的意思。

2.学习课文的2—4自然段。知道猴子，黑熊，山羊表演得很
精彩。

3.初步懂得一段课文中先讲什么，再讲什么，最后讲什么。

4.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通过上午的`学习，大家都知道了这篇课文向我们介绍的是小
动物们表演节目的情况。这节课，老师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这些表演。大家愿意和我一块儿去看吗？表演马上就要开始
了，请大家认真地观看。

1．回忆。大家刚才都看到了哪些节目呀？出示幻灯片。

（猴子爬竿、黑熊踩木球、山羊走钢丝）

2．说说你觉得这些马戏怎么样？你最喜欢哪个节目？

（表演得很出色、很精彩……）

3．结合投影说说自己最喜欢的马戏节目。师指导学习其中的
一个马戏节目。（“黑熊踩木球”）出示“黑熊踩木球”的
动画。

（1）自读与这个节目相对应的段落。你读懂了什么？发现了
什么？不懂的有哪些？

（2）生汇报说。

（我读懂了…………，不明白的是……）

（3）指导读精彩的词句，感悟课文。



小结：这个节目的确很精彩，可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节目，大
家想继续看吗？

（4）指明小组合作学习剩下的两个节目。（结合表格学习）

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节目名

称怎样表演

观众的反应

黑熊踩木球

爬、直立、移动、滚

紧张一阵哄笑

猴子爬竿穿

爬、倒竖蜻蜓、好奇、望顽皮大家直笑

山羊走钢丝

走来走去、小心、踩、弯稳稳当当

为它喝彩

（5）小组学习汇报，你们觉得这两个节目的精彩之处。并结
合精彩的词句读一读。

我们已经知道要把节目写具体，要有一定的顺序，下面老师
这里还有三个节目，请同学们任意选一个节目，仿照课文中
描写节目的方法，先动口说说，说给小组的其他同学听。然



后再自己动手写写。看谁也能写得具体、精彩。

泉城评课稿篇六

原创：童话剧

细节一

师：最近老师看了一部电视剧，名叫〈〈我爱我夫我爱我
子〉〉，你们看过吗？

师：里面讲到一位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吃了多少苦？

生：妈妈为他的儿子才嫁给哪个大海的。

生：妈妈每天的工作都很辛苦。

生：那个妈妈每天累得都走不动路了。

生：我喜欢那个电视里的妈妈。

生：我妈妈不给我看电视，我常常偷偷地看，我都哭了好几
回了。

师：是的，想这样的好妈妈还有很多。还会唱〈世上只有妈
妈好〉这首歌吗？

生：学生一起唱了起来。

师：这是一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里面的主题歌，也
是讲了一位妈妈和自己孩子的故事，我看得感动得眼泪是控
制不住的哗哗地流。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师：今天我们也来学习一首诗，叫〈游子吟〉出示古诗。



生：学生自由朗读古诗，指名读，老师范读，再试读，指名
读，最后齐读。

师问：这首古诗是谁写得呢？他为什么要写这首古诗呢？这
首古诗的意思是什么呢？

师：你们想知道答案吗？

师：那好，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母亲的恩情〉〉。

细节二

师：请同学们看第一幅图，图上画着什么？

生：图上画着一位老妈妈在缝衣服。

生：有一个老人在灯下缝补衣裳。

师：能不能再具体一些。

生：画着一位老母亲在给他的儿子缝补衣服。

生：夜已经很深了，这个老妈妈还没有休息，还在油灯下为
明天要去远方的儿子缝补衣裳。

生：图上画着这个老母亲都不怎么看得见了，可还在灯光下，
为出远门的儿子缝补衣服。

师：说得好！课文中哪一自然段是说得这幅图上的内容？

第一自然段。

师：好！请你默读这一段，课文中哪些句子写得是图上的内
容，那些句子是心里想的？



生：指名读。

师：从这些句子中你还可以看出什么来？

生：妈妈缝衣服，很认真。

师：你从哪个句子或者词语中看出来的？

生：一针针一线线地缝着。

师：是啊，妈妈缝得多认真多细心啊！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生：孩子们都很好奇！什么叫典故啊？

师：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民间习俗。

生：什么故事？都直愣愣地看着我。

师：就是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的人做衣服，
必须要把针脚做得戏迷，要不然出门的人回家的日期就会延
迟，母亲一针针一线线细细密密地缝着，是为了让儿子早点
回来。

生：哦，原来是这样。

师：你看妈妈这么细心这么认真地缝补衣服，心理在想什么
呢？

生：希望儿子早点回来。

师：那这里“一针针一线线”缝得仅仅是衣服吗？

生：学生茫然地看着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师：你们想想老师刚才讲得那个风俗习惯，再想象妈妈心理
最想什么？

生：妈妈最希望她的儿子能早点回来。哦妈妈缝得是希望。

生：妈妈是把自己的希望缝在衣服里。

生：妈妈是把自己的愿望缝在衣服里。

生：对，妈妈缝得是自己的期望，缝得是儿子的归期。

师：那你能把这一句话读好吗？

指导朗读

师：你还能从哪个句子或词语中看出什么来呢？

生：已经很晚了，妈妈还在缝衣服。

师：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生：从“夜深了”看出来的。

师：这夜深了，除了表示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还能看出什么？

生：可以看出妈妈再晚也要把衣服缝出来。

生：可以看出妈妈再缝着自己的心愿，也不觉得时间已经很
晚了。

生：可以看出妈妈无论多晚都会把儿子的衣服缝好的。

生：可以看出妈妈是多么的爱自己的孩子啊！

师：你们说得太好了！



师：妈妈对自己的孩子无论付出什么都愿意，更别说是时间
了。在母亲的心中，孩子是她的心肝宝贝！在母亲的心中，
孩子是她的命根！在母亲的心中，孩子就是她的一切。她愿
意无偿地为孩子做任何事情。这位妈妈把心中全部的爱，都
化做了针线缝在了衣服上，她盼望着儿子早日归来！谁能把
第一自然段的后面两句话读好呢？出示：“夜深了~~~~~回
来……”。

指导朗读。

细节三

师：请同学们再看第二幅图，图上画着什么？

生：图上画着孟郊的妈妈把孟郊送到村子外。

生：图上画着孟郊的母亲把孟郊送到村子的外面，舍不得离
开。

生：图上画着妈妈和儿子都舍不得分开，她们的手紧紧抓在
一起，谁业不愿意分开。

师：你们观察得很仔细，请再仔细看看，我觉得妈妈好象在
对他的儿子说着什么？

你们看是不是？

生：是！

师：那妈妈在对她即将要远行的儿子说什么呢？请你用妈妈
的语气来说。

生：孩子~~

师：对不起，打断一下，你可以用孟郊的妈妈喊她儿子一样



地来说。

生：郊儿，你可要早点回来啊！师：（妈妈，我记住了，我
会早点回来的！）

生：郊儿，你在外面可要注意身体啊！师：（妈妈，您也要
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生：郊儿，你在外面要保重身体啊！师：（妈妈，您也一定
要保重啊。）

生：郊儿，你在外面遇见坏人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啊！师：
（妈妈，您在家里有困难可以先找邻居帮忙，不要累坏了身
体。）

生：郊儿，你不用担心家里，你自己在外面可要当心啊！师：
（妈妈，您自己也要当心啊！）

生：郊儿，妈妈真舍不得你啊！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啊！我
在家里等你回来啊！师：（妈妈，我也舍不得您啊，我会想
念您的，我一定会早点回来的！）

师：这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儿子的行牵动着母亲的心
啊！妈妈的千言万语都化成了一句话，那就是（出示）：郊
儿，你可要早点回来啊！

师：谁能把妈妈说得这一句话给读好呢？

指导朗读。

泉城评课稿篇七

师：关于描写月光的词语你知道几个？



生1：月光融融

生2：月光皎洁

生3：月光如水

生4：《静夜思》这首诗中也写到了月光，“窗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

师板书课题。

生1：文章写了他与穷兄妺俩的一件什么事？

生2：是什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生3：贝多芬在这首曲子里要表达自己的什么感受？

生4：他的这种感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生5：作者是怎样描写的？

二、整体感知，畅谈所得

生自由读。

师：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来谈一谈？

生1：姑娘很喜欢贝多芬的曲子，很崇拜他。

生2：盲姑娘家很穷，她买不起音乐会的入场券。

生3：贝多芬是一位很善良的人，他对穷人有同情心。

生4：贝多芬演奏的曲子太好了，兄妺俩都陶醉了。



生7：老师，我知道为什么？

师：请讲。

生7：这首曲子是他现想出来的，

师：这叫即兴创作。

生8：他为什么能够即兴创作？

三、分节细读，探究贝多芬创作灵感的产生

师：请同学们先读一读文章的第二小节，仔细体会一下贝多
芬的心情。

生读。

师：从“幽静”一词能想像到什么？

生：光线不明亮，只有淡淡的月光，周围很安静。

师：对，这样的环境就叫“幽静”。能体会到贝多芬的心情
吗？

生1：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他肯定很愉快。

生3：弹得断断续续的，肯定不熟悉，有没有人教他？

师：体会得好，所以他就——

生：走近茅屋。

师：接下去读第三小节，继续体会他的感情。

生读。



师：从兄妺俩的对话中你能体会到什么？

生1：姑娘渴望能亲耳听一听贝多芬是怎么弹的。

生3：盲姑娘很善良。

[换位思考，注重人文的情怀--生命的弘扬]

生读。

生1：盲姑娘觉得只有贝多芬才能弹得这么好。

生2：从两个叹号可以看出盲姑娘听到贝多芬演奏的音乐太激
动了。

生：很激动师：此时对贝多芬来说，告诉对方自己是谁并不
重要，他只想——

生：为姑娘再弹奏一曲。

生读。

四、体会月光曲的内容

生读。

生练读，指名读，师范读，生再读。

师：同学们读这几句话，语气由轻而重，由缓而急，你能想
像到乐曲的旋律吗？

生：乐曲的旋律也应当由轻而重，由缓而急。

师：能由乐曲的旋律想像到贝多芬弹奏时的表情和动作的变
化吗？谁来表演表演。



师：演得好。能由此领会到贝多芬赋予乐曲的情感吗？

生：老师，我明白了，贝多芬表达的正是自己见到盲姑娘前
后的感情。

师：真聪明！结合贝多芬见到盲姑娘前后的情感变化再来读
一读皮鞋匠所联想到的。

生再读。

五、巧设情境，说写训练

师：月光曲多美啊！请同学们读最后一小节。（生读）

师：联系上下文想一想“陶醉”是什么意思。

（生讨论）表演过程略

六：作业 ：

1、搜集《月光曲》，认真地欣赏欣赏。

2、练习背诵最后三个自然段。

3、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读一读《贝多芬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