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麻雀公开课教学设计第一课时(优
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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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麻雀公开课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1.抓住描写老麻雀动作、神态的语句，体会老麻雀的爱子之
情。

2.通过对四、五自然段的学习，了解具体叙述与表达思想感
情的方法。

3.让学生明白写事的文章要按一定顺序叙述。知道麻雀这篇
文章的起因、经过、结果！

通过对四、五自然段的学习，掌握具体叙述与表达思想感情
的方法。

了解写一叙述事件文章按一定顺序，（起因，经过，结果）。

一、导入

生答：

既然这是一件事，那么肯定会有起因经过结果，你能告诉我
这件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吗？

师板书起因经过结果（或者贴在鱼骨图中间）



二、感悟方法

1.读了课文，你认为这是一只怎样的麻雀？，

生自由说！

2.同学们，那你知道在屠格涅夫心里这是个什么样的老麻雀
呢？

出示原文（英勇的鸟那句）

3.在作者心中这是一只英勇的鸟，请同学默读四五自然段，
看看哪些词句能体现出老麻雀的英勇。完成任务单一。

要求：

1.读四五自然段，勾画描写老麻雀的句子。

2.找出能体现老麻雀英勇的词句。

4.生汇报

随机板书动作外貌声音（或者贴）看到听到

课文中怎么说的，请同学们一起读。

板书:想到的！

6.出示原文

7.升华感情

三、实践运用

看看作者是怎么写猎狗和小麻雀的，请按照刚才提炼关键词



的方法找出来，读一读。

四、作业布置：

课下阅读《猎人笔记》

板书设计：

鱼骨图

麻雀公开课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1、联系课文学习、理解“摇撼”“扎煞”“无可奈何”等词
语，练习抓住故事中的角色及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来概
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2、抓住描写老麻雀及描写猎狗的重点词句感悟老麻雀强烈的
护子之爱，体会母（父）爱的力量。

3、品味描写老麻雀、小麻雀及猎狗样子、神态的语言，初步
感受屠格涅夫作品的魅力。

透过作者对猎狗、老麻雀样子的描写，体会文中各角色的品
质特点，真切感受爱的力量，感悟语言的表现力。

请小朋友们看到这句名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幻灯
片出示）

请大家读读。听过吗？知道这句名言的意思吗？也许里面
的“俱全”一词不知道什么意思是吧？俱――都的意思；
全――齐全的意思。这句名言讲的是麻雀虽然个儿小，但它
的心、肝、脾、肺、肾这五样内脏却样样齐全；比喻某样事
物虽然小，但什么也不缺，该有的东西都具备。明白了吗？
请大家记住这句名言，有一天你会用上它的。



由这句名言，你感受到麻雀个儿怎样呀？认识麻雀吗？（交
流）（相机出示麻雀图）

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麻雀，留给人们印象不怎么特别的
小麻雀，却有一个特别的故事，震撼过一位俄国大作家的心，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麻雀》。

【设计意图】将一些经典语言“植入”学生的大脑，是语文
教学的使命之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句在人们口
头上广为流传、在许多著作中常被引用的经典名言。在这节
描写麻雀的语文课之初谈起这句名言，对名言的学习来讲，
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对课文学习的铺垫――了解麻雀来
讲，又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口――学生通过名言中的信息很
快感知到麻雀个儿小的特性。聊名言――聊麻雀――揭课题，
衔接自然，教学不单调，一个环节里揉合了几个教育目的，
体现了语文教育的综合性，让课堂更为高效。

1、请小朋友们自由地放声朗读课文，想想课文写的是关于麻
雀的什么故事，感动作者的是什么。

2、这儿有几个生词（出示幻灯片），看看大家是否能读正确，
是否理解：

嗅；摇撼；无可奈何；扎煞

1）指名读词，注意正音

2）多种方法解词

嗅（做个嗅的动作）摇撼（师生合作演示风摇撼树的动作）

无可奈何（联系课文理解：讲谁做什么无可奈何？）

扎煞（联系文中语句、看插图理解）



【设计意图】自读自学后的读词解词，是扫清阅读与理解障
碍的需要，也是语文课固有的任务之一；灵活采用不同的方
式理解词语，即教给方法，又让学生学有乐趣。

3、检查读课文情况（开火车分节读）。

4、课文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同桌互说后指名说，老
师帮助修正表达）

板书关键词：小麻雀；猎狗；老麻雀；掉；咬；救

5、引导看着板书说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并练习将起因、
经过、结果连起来说故事的主要内容。

【设计意图】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对小学生来说是个难点，
经过“同桌互说互评”――“指名试说，老师帮助理顺表
达”――“根据课文特点抓住主要角色及故事的发展顺序来
说”这么几个步骤的练习，化解了难点，让学生从说不好到
人人都能抓住要点概括好。

这个故事新鲜吗？你对故事的结果感到奇怪吗？看看故事的
结果怎么写的。（读故事的结尾部分）

【设计意图】从出人意料的故事结果切入，追溯导致结果的
原因，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也为下面的教学
找到一条统领全课、步步深入的思路。

那这是一只怎样的猎狗？请找出有关语句说说，感受猎狗的
训练有素、凶猛、庞大。（有三处语段，点击课件出示）让
学生扣重点词理解：

突然，我的猎狗放慢脚步，悄悄地向前走，好像嗅到了前面
有什么野物。



猎狗慢慢地走近小麻雀，嗅了嗅，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
齿。

在它看来，猎狗是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哇！

1、“放慢”“悄悄”“嗅到”――通过形象演示来体会猎狗
的老练；

2、“张开大嘴”“锋利的牙齿”――读、演，感受猎狗的凶
残。

3、“庞大”“怪物”――站在麻雀的角度感受猎狗的庞大。

【设计意图】猎狗的老练和凶猛是突出老麻雀勇敢、无私的
一个反衬，品读对猎狗动作、样子的描写，可以促进学生对
课文中心的领悟及对作者所作对比描写的感知。

过渡语：既然不是因为猎狗的懦弱，那就是老麻雀有奇特的
本事了？

用波浪线画出写老麻雀表现的语句。（学生交流后点击投影）

突然，一只老麻雀从一棵树上飞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
猎狗面前。它扎煞起全身的羽毛，绝望地尖叫着。

老麻雀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小麻雀，想拯救自己的幼儿。

儿，可是因为紧张，它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呆立
着不动，准备着一场搏斗。

看看老麻雀是不是神鸟，是不是用了特异功能把猎狗吓走的？
（不是）从哪儿看出它也是一只一般的、没有特殊本领的鸟？
（它很紧张，很恐惧，很绝望，因为它看到孩子处境极其危
险，自己又根本不是猎狗的对手）（相机感受小麻雀的幼稚
和无奈）



3、但我们又老觉得老麻雀是一只不一般的鸟，它把凶猛、庞
大的猎狗吓退了，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再读读写老麻
雀的语句，看看它的不一般表现在哪儿，它是凭什么吓退猎
狗的？小组讨论讨论。

随着交流，扣住重点词体会老麻雀对小麻雀无私的、强烈的、
奋不顾身的爱：

（1）“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这个比喻特别吗？这样写
突出了什么？（形容老麻雀奋不顾身地飞下来，速度快，有
力量。）

（2）“扎煞起全身的.羽毛”“绝望地尖叫”说明它虽然感
觉到了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毫无希望的决斗，非常紧张，但
却毫不犹豫地去斗猎狗，全力以赴，不顾一切。

（3）“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音”“呆立着不动”――
非常紧张，全心应对强大的敌人，有再大的危险也不管了，
才会这个样子。

（4）假如老麻雀会说话，它“尖叫”“发出嘶哑的声音”时
会喊些什么话呢？

【设计意图】对这部分正面描写老麻雀勇斗猎狗的文字，先从
“它也是一般的鸟”的角度去品读，深切感受它外表弱小、
处于劣势的一面；再从“它的不一般的表现”去赏析，则体
悟到它的力量，它的内心的强大。这种平凡与不平凡交织在
一起，老麻雀的形象才更深刻地留在了学生心中，作者描写
事物真实合理的文法也留在了学生心中。然后通过想象老麻
雀叫的声音和它当时的内心活动，真切地感悟到老麻雀对幼
儿无私的爱。

5、看到老麻雀感人的表现，作者也想到老麻雀内心去了：



在它看来，猎狗是个多么庞大的怪物啊！可是它不能安然地
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它飞了下
来。

“一种强大的力量”指的是什么力量？读读作者的体会，进
一步感受老麻雀对孩子深厚的爱。

6、概括：这是一只怎样的老麻雀？

【设计意图】通过前面的品读感悟及体会作者的感慨，思考
作者的概括，此时再来概括老麻雀的品质特点，抓课文中心，
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2、参入原作作者最后抒发感触的话（投影）。体会作者对麻
雀的敬佩之情。

是的，请不要见笑。对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对它的爱
的激情，我是怀着虔敬之情的。我想，爱比死，比死的恐惧
更强大――只有它，只有爱，才维系着生命，并使它充满活
力。

――摘自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3、拓展：你还体验过类似的母爱或父爱的力量吗？听过类似
的感人故事吗？（交流）

【设计意图】回顾结果，反观“老麻雀为何能吓退猎狗”，
课始悬着的疑问至此有了明确的答案，学生对课文的学习
也“回到整体”，对课文旨意的把握由含糊到明晰，提升了
一个层次。接下来参入作者原著中抒发感慨的话，既能从侧
面强化对中心的认识，又让“吃不饱”的学生引发更深入、
更广阔的联想。后面的拓展，意在使学生超越课文，拓宽联
想，将学习与生活联系起来。



今天，我们学习了《麻雀》一课，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都
跟作者一样，被文中老麻雀爱孩子的力量和勇气震撼了。的
确，这个世界上，父爱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
懂得了这一点，面对父母，我相信大家能更加懂得感恩。

【设计意图】简单结课，引导学生“由人及己”，看到父爱
母爱的伟大，懂得感恩，学习做人。

1、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里人听。

2、摘抄并背诵两三句歌颂母爱或父爱的诗句或名言。

3、爱阅读的你可以找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来读读。

麻雀公开课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小麻雀关爱同伴的美好情感，
助别人的真正快乐。

2.胆表演小动物们的对话，理解词语“又”、“继续”。

3.让幼儿快乐地参与故事表演中。

自制图书、故事录音、头饰。

1.引出活动，提高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1)出示图书，展示用树做的封面，并介绍故事名称。

(2)引导幼儿通过故事名称猜测故事可能会讲些什么?

2.理解故事内容。

(1)老师有声有色地讲述故事。



(2)提问：“谁住在树的最上面?”“谁住在小麻雀的下
面?”“谁住在树的最下面?”

(3)提问：“谁不让小麻雀唱歌?”“为什么呢?”

3.师生合作讲述故事。

(1)老师一边放慢速与幼儿合作讲述故事，一边欣赏图书。

(2)幼儿有表情的模仿小动物的对话，并初步理解词语“又”、
“继续”。

(3)分析讨论：小麻雀可喜欢唱歌了，现在不能唱，谁能它想
个好办法!

4.听录音进行故事表演。

(1)自由选择角色，进行故事表演。

(2)小麻雀告诉家：朋友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助。别人得到快
乐，自己更快乐!

5.延伸活动：小麻雀为家唱歌，家为它伴舞。

6.小麻雀依依不舍地向家告别。

麻雀公开课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1、学唱歌曲《小麻雀》

2、动脑为歌曲创编歌词、动作

1、学会歌曲《小麻雀》，并能边演边唱

2、动脑为歌词创编歌词动作



1、律动《早上好》

2、同学们，今天通往这节课的大门需要你们自己来开启啦。
看看你们打开的什么样的世界。（打节奏）

3、我们再拍拍这个神秘的暗号，看看会出现什么？（出现青
蛙，兔子，鸭子，鸽子,并且来和他们打打招呼，做做动作）

4、听，这个什么声音？

5、老师：今天老师就要介绍这只非常热情的小麻雀给大家认
识。 同学们仔细听，我是一只怎么样的小麻雀呢？（录音机
放歌曲ppt展示相应歌谱）

7、小麻雀很高兴能够认识大家，初次见面，他给大家带来了
两份礼物，

8、让我们一起来夸一夸小麻雀吧。（按节奏读歌词，在读的
过程中注意节奏）

10、学唱：

a、学唱第一乐句跟唱

b、师生合作唱谱

c、请学生找一找第一句相同处

d、请学生在相同处一起唱

e、加入赞美的歌词

11、再次用可爱的声音演唱，并为自信的小朋友带上小鸟头
饰



12、此时若小鸟已经飞远了些，我们的歌声应该是怎样的

13、若小年都快看不见了，我们的歌声又该怎样

15、编创：小麻雀带了他的一个小伙伴，听，是谁

16、开动脑经，模仿小麻雀夸一夸小花猫

17、用歌声来赞美可爱的小花猫

18、分角色演唱，比比看是小麻雀更可爱还是小花猫更可爱

19、加入串铃伴奏，丰富演唱

20、今天动物们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以后要爱护这些小动
物，和他们做朋友

麻雀公开课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1.认识本课要求会认的“蹈、瞪、舔、懊”4个生字。会
写“摔、纠、蹲、扯、蹈、莹、瞪、舔、懊、秃”等10个字，
掌握“纠正、手舞足蹈、绿莹莹、懊恼、光秃秃”等词语。

2.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初步认识小麻雀与麻雀妈妈是怎
么样的。

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教具准备]词语卡片

一、导入。

学生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错字，不添不
漏字。

开火车读后全班齐读。

c.指名读难读句。

2、默读。标出段落序号，整体把握，捋出线索，感受小麻雀
成长过程。

a.思考：普季克在成长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找出
文中相应的概括性语句，划出来，读一读。

b.根据成长阶段分段：

(1—13)小普季克不会飞，对外界很好奇，又不相信妈妈的话，
不听妈妈的劝告。

(14—18)小普季克不小心掉在一只大花猫的旁边，妈妈奋不
顾身保护他，他又急又怕，竟然飞到窗台上，妈妈的尾巴却
被大花猫咬掉了。

(19)小普季克会飞了，心情既高兴又难过。

默读思考：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学习1——13自然段。

1、默读，你从哪里看出普季克天真幼稚，从哪里看出麻雀妈
妈的罗嗦，在旁边备注。

2、指名回答。

师：你从哪里看出麻雀妈妈的罗嗦?



师：是呀，麻雀妈妈可真有点罗嗦，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
妈妈这么罗嗦，是为了什么呢?

生试用慈爱的语气读妈妈的话语。

3、你从哪里看出普季克的天真幼稚?

学生回答。

a.指名用天真的语气读：摔下去会怎么样呢?

b.指名用幼稚的语气读：

树为什么要摇来摇去呢?树不摇，风就没了.....

不对!谁都该有翅膀。我长大了，要让所有东西都能飞。

c.用好奇的语气读：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指名回答。

4、分角色读小麻雀与妈妈的对话。

四、作业。

1、书写生字、生词。

1、熟读课文。

一、导入。

1、读一读。

东张西望 手舞足蹈 自作聪明 不听劝告 惊慌失措 欢天喜地
绿莹莹 懊恼 光秃秃



2、导入语。

二、学习14——18自然段。

1、学生默读，思考：普季克遇到了什么危险?麻雀妈妈是怎
么做的?

2、学生回答。

(1)自作聪明又不听劝告的普季克遇到了什么危险?

指名读第十四自然段。

a.出示：(学生齐读)

普季克不相信妈妈的话。他还不知道，自作聪明，不听劝告
是要吃亏的。

b.这只天真幼稚的小麻雀，不知道自作聪明不听劝告是要吃
亏的，还在那里自得其乐呢。

学生读一读它自得其乐的句子。

品：手舞足蹈

c.师：普季克掉到窝下边去了，大花猫正瞪着——

师：如果你是那只大花猫，那绿莹莹的眼睛里，透露的是一
个怎样的信息?(充满了喜悦，啊!可以饱吃一顿了。)

学生尝试用喜悦的心情读句子：一只大花猫，眼睛绿莹莹的，
正好蹲在那里。

指名读。



师：如果你是小麻雀，大花猫绿莹莹的大眼睛透露的又是一
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危险!大花猫想吃掉我!)

师：这个时候，普季克的表现是怎样的?找出相关的词。

解释：惊慌失措

你还有表示心里害怕的词语吗?(惊恐万分，大惊失色)

学生尝试用惊慌失措的心情读句子：一只大花猫，眼睛绿莹
莹的，正好蹲在那里。

指名读。

齐读：一只大花猫，眼睛绿莹莹的，正好蹲在那里。普季克
惊慌失措，拼命扇动着翅膀。

(2)普季克遇到了危险了，麻雀妈妈是怎么做的?

a.齐读第十五自然段。

b.问：读完后，你觉得这个时候的麻雀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妈
妈?从那些词语看出来?

自由读第十五自然段，把体现麻雀妈妈的词语读出勇敢无畏
的语气来。

指名读：妈从树上扑下来。她把普季克推到一边，浑身的毛
竖起来，张大了嘴巴，双眼直瞪着大花猫。

把体现麻雀妈妈的词语读出勇敢无畏的语气来。

c.品词：扑



生齐读句子。

师：“扑”字除了体现了麻雀妈妈的勇敢无畏，你还读出了
麻雀妈妈的什么心情?

再读，读出勇敢无畏与急切的心情。

如果把“扑”字改成“飞”字，同学们读一读，看有什么不
同的感受?

(预设)生：“扑”字改成“飞”体现不出麻雀妈妈心中那种
急切，为了孩子奋不顾身的深深母爱。

生再读，读出勇敢无畏与急切的心情：妈妈从树上扑下来。

(衔接语：妈妈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普季克，在这紧急时刻，
普季克——)

(3)指名读第十六自然段。

a.普季克又害怕又着急，一下子竟从地上飞了起来，落到了
窗台上。

师：在第十四自然段里，普季克害怕得拼命扇动翅膀，而这
里却加上了着急，它为什么着急?(因为为了它，妈妈正面临
着危险。)

b.出示句子：紧跟着，妈妈也飞了起来，可尾巴上的羽毛却
被扑上来的大花猫咬掉了。不过，她好象一点儿也不在乎，
蹲在普季克身边，啄啄他的后脑勺，欢天喜地地问：“怎么
样?怎么样?”

学生读后，师问：你从哪些词语看出麻雀妈妈的心情?



师：麻雀妈妈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吗?

师：所以“它蹲在普季克身边，啄啄他的后脑勺”还欢天喜
地地问。

体会：欢天喜地

学生尝试用欢天喜地的语气读：“怎么样?怎么样?”

师：两个怎么样，你体会到了什么?

齐读一遍句子。

师：麻雀妈妈为什么欢天喜地?(普季克没有被猫吃了，安全
了，并且还会飞了)

c.师生分角色对话。

师：“怎么样?怎么样?”

生(普季克)：“恩，没什么!总得一样一样学嘛!”

生答。

d.普季克和妈妈都安全了，大花猫呢?

品：懊恼

三、学习第十九自然段。

a.出示全段：普季克终于会飞了，他感到十分高兴;可看着妈
妈那光秃秃的尾巴，他又觉得鼻子酸酸的。

学生齐读。



b.师读“普季克终于会飞了”生接“他感到十分高兴”师
读“可看着妈妈那光秃秃的尾巴”生接“他又觉得鼻子酸酸
的”

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这段比较好呢?

c.学生自由读，尝试读出高兴又有一点难过的语气。

师：用关联词”既......又......“来说一说普季克的心情，
好吗?

d。从“觉得鼻子酸酸的。”你体会到了普季克什么变化?

生答。

四、拓展：

师：普季克终于会飞了，他感到十分高兴;可看着妈妈那光秃
秃的尾巴，他又觉得鼻子酸酸的。于是，小麻雀张开翅膀，
绕着屋檐飞了两圈，突然，觉得有一些话想对妈妈说......

小麻雀想对妈妈说什么呢?请大家动笔写一写。

学生练笔。

全班交流。

五、总结全课。

小普季克小时候是那么天真幼稚，就好象同学们小时候一样，
什么都好奇又自以为是，不听妈妈告诫，但是有一天小普季
克终于长大一点了，知道许多不明白的事情总得一样一样学，
还能体察到妈妈的爱，希望同学们也快一点长大，细心体会
爸爸妈妈给自己的爱，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爸爸妈妈。



六、作业超市：(任选其中一题)

1、你和爸爸妈妈发生过争执吗?写一写或与同学们说一说争
执的原因、经过、结果。

2、用心读几遍《小麻雀》，看自己还能读出什么不同的感受
呢?

3、学习用爱的眼光对待爸爸妈妈的罗嗦，看看自己的心情会
有什么变化，把自己的心情变化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