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顶碗少年课件 顶碗少年的教学设
计(优秀12篇)

爱国标语是以激励爱国情怀、凝聚民族力量为目的的短文表
达方式。爱国标语的编写要充分运用修辞手法和艺术技巧，
使其在言简意赅的同时又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爱国标语
的魅力在于它能够激励人们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顶碗少年课件篇一

有些偶然遇到的事情，竟会难以忘怀，并且时时萦绕于心。
因为，你也许能从中不断地得到启示，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
下面是百分网小编收集整理的顶碗少年的教学设计!

1.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内容，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也
不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成功的道理。

2.指导学生学会本课“疚、胛、颓”3个会认字。

抓住课文对顶碗少年的动作、神态的描写，了解少年是怎样
从失败到获得成功的。

理解课文中耐人寻味的语言，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演示文稿。

1.指导学生学会本课“疚、胛、颓”3个会认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按文章不同内容分段并能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1.指导学生学会本课“疚、胛、颓”3个会认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按文章不同内容分段并能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请同学们齐读课题。

这是作者赵丽宏回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一个表演杂技的
顶碗少年那一夜的表演，为什么会使他常常想起?今天我们一
起来阅读《顶碗少年》这篇课文，就会找到答案。

1.自由读课文

根据课后生字表读准字音

2.检查词语理解情况

优雅惊羡颓丧迷惘座无虚席不知所措

(结合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

3.理解课文内容

(1)默读课文想一想，文章主要讲了什么事?分了几部分进行
描写的?

第一部分：(1—5)写顶碗少年不怕两次失败，第三次终于稳
住了头顶的那一叠瓷碗，赢得了所有观众的热烈掌声。

第二部分：(6—7)写那位顶碗少年给“我”的启迪。

(2)自由读第一部分

思考：顶碗少年失败了几次，失败后他是这样做的?最后怎样
了?(小组讨论学习)



(3)集体学习

画出顶碗少年两次失败后的情景，又是谁给了他成功的信心?

朗读课文，体会少年的.心理变化

1.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内容，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也
不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成功的道理。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住课文对顶碗少年的动作、神态的描写，了解少年是怎样
从失败到获得成功的。

理解课文中耐人寻味的语言，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回忆课文内容，课文可以分几部分，每部分主要讲了什么内
容?

1.顶碗少年是怎样不怕失败最终获得成功的?他为什么能这样
做?

默读，并批画，找出顶碗少年三次顶碗的动作，少年的神态
变化以及场内观众情绪的变化的语句，加以体会。

2.结合观众们的表现，你能想像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吗?

(结合课文内容理解句子的意思。)

3.这时一位老者上台向少年说了些什么，使少年重新镇定下
来，老者可能对他说了些什么呢?顶碗少年听了之后又是怎么
想的?然后把自己想到的写下来。

出示ppt：



他把手中的碗交给少年，然后抚摸着少年的肩胛，轻轻要喊
了一下，嘴里低声说_____________。少年心
想___________________，于是他镇静下来，手捧着新碗，又
深深地向观众们鞠了一躬。

4.交流讨论，思考。

5.第三次表演开始了，如果你是场下观众，你的心情是怎样
的?会怎么想?

(一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强者，他在人生和艺术之路上不
会颓丧、退却;二是：“当我迷惘、消沉，觉得前途渺茫的时
候，那一叠金边红花白瓷碗打碎的声音变会突然在我尔畔响
起”是少年在挫折与失败面前勇于拼搏的精神常常激
励“我”前进。)

出示ppt：

是的，人的一生是搏斗的一生。只有敢于搏斗的人，才可能
取得成功。在山穷水尽的绝境里，再搏一下，也许就能看到
柳暗花明;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再搏一下，一定会迎来温暖
的春天——这就是那位顶碗少年给我的启迪。

1.读完这篇文章后，能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有什么?

2.“一叠金边红花白瓷碗”在课文中出现了几次?画下来。(4
次)

3.有没有让你有重复的感觉呢?为什么?

(这是一种“反复”的写法，它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都有
不同的含义)

4.你还能在课文中找出类似的例子吗?



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顶碗少年课件篇二

教学目标：

一、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语言。

二、弄清课文内容，了解课文的表达顺序，懂得“失败乃成
功之母”的人生哲理。

三、透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
感知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

教学重点：把握主要内容，弄清顶碗少年是怎样面对失败，
坚持一次次表演，最后获得成功的。

教学难点：领悟作者看表演时受到的启示。

课时安排：一课时

一、导入课题

1、同学们，你们看过杂技表演么？在观看杂技表演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杂技是指演员靠自己身体技巧完成一系列高
难度动作的表演性节目，“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今
天我们就去了解一位顶碗少年的故事。（展示课件1）

2、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合作学习

1、我们先来学习这课得生字、词语。（展示课件2）



2、现在，让我们带着几个问题有感情地自读课文。（展示课
件3）

三、问题反馈、整体感知

1、谁来读读自己喜欢的句子？

2、课文讲述了什么？

3、你觉得这是一场怎样的杂技表演？

四、品读语句、体会感情

文中描写了顶碗少年三次表演，让我们再次快速地读文，找
出描写少年表演时情形以及描写观众的'句子。（展示课件4）

一、第一次表演

1、提问（展示课件5），你体会到了什么？带着你的感情读
一读这段话。

2、对比读（同），你又有怎样的感受？

3、指名读，全班齐读。

4、少年那原本行云流水般的表演，此时，却戛然而止，叫人
感到多么遗憾啊！在场的观众是怎样的反应呢？（展示课件6）

5、少年的反应是怎样的？（同）你体会到了什么？

6、让我们像顶碗少年那样镇定从容的读着两句话。

二、第二次表演

1、谁来说说描写顶碗少年第二次表演的句子？



2、你觉得那些词语需要重读才能体现顶碗少年的技艺高超？
谁来试试？

3、观众们耐心的等待少年的精彩表演，结果，却仍然失败了，
他们是怎样的反应呢？（课件展示7）

4、指名回答，男女读。

5、假如此时，你就是这位顶碗少年，面对在场观众各种各样
的打击，而且我

们知道，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

8、想想，老者会说什么呢？听了老者的话，少年又是怎样想
的？

三、第三次表演

2、你体会到了什么？

4、你知道哪些名言警句能用在此时此刻的？（课件展示9）

5、这位年龄和同学们相仿的少年给大家留下了什么印象？请
联系自己的实际说说！

四、最后两个自然段

1、我想，观看了这场演出的所有观众都不会忘记这位顶碗少
年在遭遇失败后，那种坚忍不拔、敢于拼搏的精神，让我们
怀着这种感情齐读最后两个自然段！

2、（展示课件10）你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谁能联系课文中
的顶碗少年说说？

五、小结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绝境，
只有被困难吓倒而绝望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丢失对生活的
信心和勇气！学了这篇课文，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感触，
把你的体会整理一下，写成一篇读后感！（展示课件11）

顶碗少年课件篇三

１、借助词典，联系上下文，理解“座无虚席、惊羡、歉疚、
惊心动魄、陶醉”等词语。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３、体会文章蕴含的哲理，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也不
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胜利的道理。

１、课前选读哲理小故事，试着从中悟出一定的道理。

２、课文最后一段的课件。

１课时。

同学们，你们喜欢看杂技扮演吗？谈谈你的感受。

是的，杂技是一项很复杂的扮演，有时一个节目经过几年的
训练，可以说是台上３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你想过没有，
当一个杂技演员在扮演时两次出现了失误，他还有信心扮演
下去吗？今天我们就来读读顶碗少年的故事，你或许你会从
中悟出一定的道理来。

板题：

顶碗少年

１、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



２、同桌互相听读，纠正字音后练习读熟。

３、默读课文分段，看看课文是分几局部写的，每局部写了
什么内容。

（第一局部：１～７自然段写顶碗少年不怕两次失败，第三
次终于稳住了头顶的那一叠瓷碗，赢得了所有观众的热烈掌
声。第二局部：８自然段写那位顶碗少年给“我”的启迪。）

出示自学考虑题，同学小组自学讨论：

１、默读课文，找一找画一画：

“一摞金边红花大瓷碗”在文中出现了几次？每一次的出现
你都有什么感受？

２、自由读课文第二局部，理解所要表达的含义。

１、指名交流讨论结果。

２、结合汇报让同学朗读相应的局部，朗读第一局部让同学
充沛地在读中去体会少年的心理变化及观众的心情。

３、青丝老者会对少年说些什么呢？引导同学发散思维。

５、有感情朗读全文。

学习课文后你有什么感受？

课文中作者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写青丝老者，但正是这位老者
的出现，使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给少年的仅仅是几
句话，但他给少年的也许是能启迪少年一生的哲理，请你按
提示改写课文：



顶碗少年课件篇四

学习目标：

1、借助词典，联系上下文，理解“座无虚席、惊羡、歉疚、
惊心动魄、陶醉”等词语。

2、理解课文的内容。

3、体会文章蕴含的哲理，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也不要
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成功的道理。

4、学习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的内容。

教学难点：体会文章蕴含的哲理，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
折也不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成功的道理。

教学过程

1、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介绍作者：赵丽宏。

3、指生自读阅读提示，指导学生根据阅读提示提出问题，明
确学习要求。

1、学生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自己喜欢
的句子画下来，多读几遍。

2、检查自学生字词的情况。

1、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在充分自主读书，独
立思考。



3、分组学习：学生进行自学后同学互相交流，教师及时参与
学生讨论，给予指导，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4、教师在学生充分交流、辩论的基础上，适时引导。

1、在学生找到课文中描写少年神情、动作的句子，教师要适
时引导学生体会少年两次失误后的心理活动。

2、指导学生朗读描写少年神情、动作的句子，感受少年的心
理活动。

3、拓展延伸。

板书：

人生感悟：偶遇之事终生难忘

杂技表演(1)失败——不失风度重新开始失败

（惊心动魄） (2)失败——不知所措镇静再来︱

（3）成功——努力拼搏惊心动魄成功

抒发感叹：每每想起总有微微激动

《顶碗少年》教学反思：

新课程标准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主
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
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
与合作的能力。《顶碗少年》是一篇略读课文，在教学过程
中，要让学生自主独立地读书，把握课文的梗概，了解课文
的表达顺序，感悟出“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生哲理。课前
我布置了学生进行了预习，通过自己动手，利用工具书，结
合课文学习生字，了解生词的意思，理清文章的思路。在教



学时我从课文前的“连接语”引入新课，让学生从“作者看
了一场杂技表演所受到的启迪”提出自己想了解的问题，发
现问题，让学生学会提问，引发学习的兴趣。检查了生字词
的预习情况后，让学生带着自己发现的问题读课文，通过自
读理解、学生讨论合作解决问题、师生互相交流等形式，解
决相关问题，理解课文的内容，了解课文的表达顺序及写作
特点，感悟出“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生哲理。但在教学时
时间安排较紧，学生还未有时间来交流学习的收获。

顶碗少年课件篇五

１、借助词典，联系上下文，理解“座无虚席、惊羡、歉疚、
惊心动魄、陶醉”等词语。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３、体会文章蕴含的哲理，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也不
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胜利的道理。

４、学习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的写作方法。

１、课前选读哲理小故事，试着从中悟出一定的道理。

２、课文最后一段的课件。

１课时。

同学们，你们喜欢看杂技扮演吗？谈谈你的感受。

是的，杂技是一项很复杂的扮演，有时一个节目经过几年的
训练，可以说是台上３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你想过没有，
当一个杂技演员在扮演时两次出现了失误，他还有信心扮演
下去吗？今天我们就来读读顶碗少年的故事，你或许你会从
中悟出一定的道理来。



板题：

顶碗少年

１、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

２、同桌互相听读，纠正字音后练习读熟。

３、默读课文分段，看看课文是分几局部写的，每局部写了
什么内容。

（第一局部：１～７自然段写顶碗少年不怕两次失败，第三
次终于稳住了头顶的那一叠瓷碗，赢得了所有观众的热烈掌
声。第二局部：８自然段写那位顶碗少年给“我”的启迪。）

出示自学考虑题，同学小组自学讨论：

１、默读课文，找一找画一画：

“一摞金边红花大瓷碗”在文中出现了几次？每一次的'出现
你都有什么感受？

２、自由读课文第二局部，理解所要表达的含义。

１、指名交流讨论结果。

２、结合汇报让同学朗读相应的局部，朗读第一局部让同学
充沛地在读中去体会少年的心理变化及观众的心情。

３、青丝老者会对少年说些什么呢？引导同学发散思维。

５、有感情朗读全文。

学习课文后你有什么感受？



总结：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失败的
考验，但是，只有敢于拼搏的人，才是胜利者。在山穷水尽
和绝境里，假如我们再搏一下，也许就能看到柳暗花明；在
冰天雪地的严寒，再搏一下，可能会迎来温暖的春风；在无
边无际的大海上，再拼搏一下，就会到达大海的此岸；在一
眼望不到顶的山脚下，再拼搏一下，就一定会登上世界最高
峰……课文学完了，但是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位顶碗少年给我
的启迪。

课文中作者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写青丝老者，但正是这位老者
的出现，使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给少年的仅仅是几
句话，但他给少年的也许是能启迪少年一生的哲理，请你按
提示改写课文：

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怎的，我经常会想起那位矮小结实的
青丝老者，想起……

顶碗少年课件篇六

课题

12顶碗少年

课型

新授

课时

一课时

设计教师

教学目标设计1.借助词典，联系上下文，理解“座无虚席、



惊羡、歉疚、惊心动魄、陶醉”等词语。2.正确、流利、有
感情的朗读课文。3.体会文章蕴含的哲理，懂得不论遇到多
少艰难曲折也不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成功的道理。
4.学习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的写作方法。

教学方法设计学生对于人物描写的各种方法比如正面描写侧
面描写，特别是细节描写都没有相关的概念，所以我喜欢通
过句段的交错品读，师生间跟读，让学生在朗读间体会这写
写法的作用，体会语言文字的力量。在他们有所体会后，再
让他们接触这些具体描写手法的概念，形成基本认识，为以
后的阅读以及写作作伏笔。

教学程序设计

教材处理设计

师生活动设计

组块一、激发兴趣，导入新课

组块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

2.同桌互相听读，纠正字音后练习读熟。

3.默读课文分段，看看课文是分几部分写的，每部分写了什
么内容。

组块三、自学感悟，理解课文

出示思考题，学生小组自学讨论：

2.自由读课文第二部分，理解所要表达的含义。



组块四、汇报交流，朗读体会

1.指名交流讨论结果。

2.结合汇报让学生朗读相应的部分，朗读第一部分让学生充
分地在读中去体会少年的心理变化及观众的心情。

3.白发老者会对少年说些什么呢？引导学生发散思维。4.反
复读，反复品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怎的，我常常会想
起这位顶碗少年，教材分析：本篇课文是一篇写人的文章，
情节简单而又一波三折，十分吸引学生；文章表述层次清楚，
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作者对人物神态，动作和外貌的描
写生动细腻，适于学生学习写人文章的方法，并作语言的积
累。文章语句优美，适于学生有感情的朗读。文章描写了顶
碗少年三次表演的过程，紧紧围绕表演的“惊心动魄”展开。
（1）抓住少年表演时的动作、神情进行描写，表现顶碗表演
动作的高难度；（2）具体描写了观众观看表演时的反应，突
出表演的扣人心弦；（3）采用了拟人的手法对“碗”进行描
写，不仅体现了表演的难度之大，还烘托了表演的紧张气氛。
作者主要抓住“少年、观众、碗”具体描写，突出表现了杂
技表演的紧张程度。这是一篇略读课文。选编这篇课文的意
图，一是弄清故事的梗概，了解课文的表达顺序；二是感
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生哲理，培养学生面对挫折应有
的信心和勇气；三是能结合生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和感悟。
教学本文的重点：是把握主要内容，弄清顶碗少年是怎样面
对失败，坚持一次次表演，最后获得成功的。难点是领悟作
者看表演时受到的启示。

激发兴趣，导入新课提出要求，进行朗读。

看看课文是分几部分写的，每部分写了什么内容。出示思考
题，让学生小组自学讨论。组织汇报交流。课前诵读自由读
课文，读准字音。默读课文分段。



默读课文，找一找画一画：“一摞金边红花大瓷碗”在文中
出现了几次？每一次的出现你都有什么感受？自由读课文第
二部分，理解所要表达的含义。小组交流。全班交流。

教学程序设计

教材处理设计

结合汇报让学生朗读相应的部分，朗读第一部分让学生充分
地在读中去体会少年的心理变化及观众的心情。总结升华。
反复品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怎的，我常常会想起这位
顶碗少年，想起那一次的演出，每每想起，我总会有一阵微
微的激动……”有感情朗读全文。

板书设计

12顶碗少年

失误——努力失误——努力　====成功

课后反思本课通过指导学生阅读顶碗少年两次失败后的表现
来感悟少年在挫折面前永不放弃的精神。为了引导学生突破
这一重点，我通过让学生对比在表演两次失败后观众的反应
和少年的表现来让学生感悟少年在连续两次失败后，在观众
的巨大压力下永不放弃的精神。当时我设计了两条线来帮助
学生理解。一条是抓两次失败后观众的反应，另一条是抓两
次失败后少年的表现。在这两条线的设计力度上很平均，致
使学生没有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少年由失败再失败直到成功这
一过程的理解上，使学生的感悟不够到位。

顶碗少年课件篇七

1、师：同学们，看过杂技表演吗？都看过哪些杂技表演呢？



2、师：同学们，我们看到的都是杂技演员在舞台上成功的表
演。但在这成功的背后，饱含着演员们多少汗水和泪水。正
可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
看一场惊心动魄的杂技表演吧，让我们认识一位顶碗少年。

3、教师板书课题。

1、检查预习效果，引导整本感知。

师：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师：作者是怎样评价这位顶碗少年的？

2、交流、反馈。

师：在文中，作者称这位顶碗少年为“强者”。作者为什么
会称他为“强者”呢？你从文中的哪些语句感受到他是一
位“强者”？自由地读课文，你可以边读边在书上圈一圈，
画一画。

（一）重点引导学生抓住以下句段，感悟哲理

1、预设（一）第一次表演

出示：“在轻松优雅的乐曲声里，只见他头上顶着高高的一
叠金边红花白瓷碗……那一大叠碗突然从他头上掉了下
来！”

（1）师：从这些句子中，你读懂了什么？你是从哪些词语中
体会到的？

教师创设情景，指导朗读：同学们，少年娴熟柔美的动作带
给了我们美的享受，可那摇摇晃晃的碗却让我们不由得紧张
起来，让我们把那份紧张读出来。



出示：“台上，却并没有慌乱……”

（1）师：此时少年的心情是怎样？（引导学生抓住神态“微
笑着，动作鞠了一躬”来体会少年歉疚的心情）

（2）师：此时此刻，少年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小结

2、预设（二）第二次表演

出示：“于是，音乐又响起来，碗又高高地顶到了少年头
上……碗，又掉了下来……”

师：你读懂了什么？从哪些词体会到的？

（引导学生抓住“很沉着”、“不慌不忙”等词体会少年的
沉着坚定，毫不气馁）

出示“台上，顶碗少年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汗珠，他有些
不知所措了。”

师：看到少年的再次失败，观众有何反应呢？观众在议论写
什么呢？

3、预设（三）第三次表演

出示：“当那叠碗又剧烈晃动起来，少年轻轻抖了一下脑袋，
终于把碗稳住了。”

（1）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这一句话。

（一方面来自老者的鼓励，另一方面是少年有坚持不懈，勇
于拼搏的精神。）



师：那位白发老者对顶碗少年说了什么呢？

（1）同学们，少年的成功容易吗？他经历了几次失败？

（2）就在你的面前，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你们从中受到了
怎样的启发呢？

（3）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少年终于获得了成功，每当作者
想起这个？

（4）顶碗少年，心里总会有微微的激动，在作者心中他是一
位真正的强者，是他给了作者人生的启迪。

“只有敢于拼搏的人，才可能取得成功。在山穷水尽的绝境
里，再搏一次，也许就能看到柳安花明！……启迪。

（5）拓展练习，补充句子

在_______________，再搏一下，也
许_____________________。

（6）此时此刻，你想对顶碗少年说些什么？

（7）再次朗读最后一段。

（1）师总结：同学们，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不经
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我们总会遇到困难和挫折，甚至失
败。

（2）老师引导再读最后一段。

（3）推荐



顶碗少年课件篇八

1、理清课文内容，了解课文表达顺序，懂得“失败乃成功之
母”的人生哲理。

2、透过对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
感知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

感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生哲理。

体会人物内心的活动，感知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

一、揭题学习链接语了解学习内容

1、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课：顶碗少年。

3、指名说。

二、整体感知，了解内容

1、读词。

异国沉着抚摸肩胛愧疚附和露天结实

2、自读课文，完成第一个问题，作者看到了一场怎样的杂技
表演。

3、哪几个自然段写少年表演的过程？（3~7）

三、合作探究

1、学生汇报交流。

2、在学生交流中，引导归纳。



如：这部分是抓住（观众的反应）来突出表演，精彩、紧张、
惊心动魄。

3、引导：刚才同学们谈到的内容，是作者抓住少年，动作、
神态及观众的反应来写表演的惊心动魄。

4、再来浏览一下课文，作者还抓住什么反应表演惊心动魄？

“头顶那摞金边红花白瓷碗”，找找句子，有何感受？

四、提升写法

1、结合板书归纳。

同学们，直接写少年的表演（正面描写）突出就行了，有必
要写观众的反应和碗吗？

板书：（侧面描写）

（观众反应烘托表演，碗牵动着观众的心，是大家关注的目
标，同样起到烘托作用）

是呀，不可小视，这种多角度交差写法，更能突出表演惊心
动魄，更吸引人，使我们心中有如身临其境，感受。）

（1）写到了，从哪儿知道的？（动作、神态））

（2）没想到，只写到什么？透过少年的动作、神态，我们能
感受到少年内心活动吗？）

3、指名说。

台上并没有慌乱，此时少年想……

场子里一片喧哗，台上顶碗少年呆呆地站着，心里想……



听了老人的话，少年镇静下来，心里想……

4、此时少年那么丰富的内心活动，可是作者为什么不写呢？
（你无法了解别人的内心活动的写作要真实。）

5、你猜想老人说了一句什么？

6、小结：是呀，在失败面前不放弃，少年沉着、拼搏使他成
功，获得全场的掌声，也令作者难以忘怀。

五、学习最后，揭示道理，总结升华

1、齐读第八自然段。

2、结合第一自然段内容，想象你从文章的省略号中读出了什
么？把你想到的内容写下来。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成功来自于拼搏”。

“成功来自于鼓励与关爱”。

3、总结升华。

4、小结：是少年面对失败的态度，是少年坚持拼搏，不轻易
放弃，使作者总有一阵激动，同时给作者启示，悟出一些人
生哲理。

那就是面对生活中的()挫折，要像少年一样，勇敢面对，勇
于拼搏，就会成功！

5、推荐赵丽宏作品：散文集《爱在人间》《玛雅之谜》《生
命草》。



顶碗少年课件篇九

1、理清课文内容，了解课文表达顺序，懂得“失败乃成功之
母”的人生哲理。

2、透过对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
感知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

感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生哲理。

体会人物内心的活动，感知作者表达情感的方式。

一、揭题学习链接语了解学习内容

1、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课：顶碗少年。

3、指名说。

二、整体感知，了解内容

1、读词。

异国 沉着 抚摸 肩胛 愧疚 附和 露天 结实

2、自读课文，完成第一个问题，作者看到了一场怎样的杂技
表演。

3、哪几个自然段写少年表演的过程？（3~7）

三、合作探究

1、学生汇报交流。

2、在学生交流中，引导归纳。



如：这部分是抓住（观众的反应）来突出表演，精彩、紧张、
惊心动魄。

3、引导：刚才同学们谈到的内容，是作者抓住少年，动作、
神态及观众的反应来写表演的惊心动魄。

4、再来浏览一下课文，作者还抓住什么反应表演惊心动魄？

“头顶那摞金边红花白瓷碗”，找找句子，有何感受？

四、提升写法

1、结合板书归纳。

同学们，直接写少年的表演（正面描写）突出就行了，有必
要写观众的反应和碗吗？

板书：（侧面描写）

（观众反应烘托表演，碗牵动着观众的心，是大家关注的目
标，同样起到烘托作用）

是呀，不可小视，这种多角度交差写法，更能突出表演惊心
动魄，更吸引人，使我们心中有如身临其境，感受。）

（1）写到了，从哪儿知道的？（动作、神态））

（2）没想到，只写到什么？透过少年的动作、神态，我们能
感受到少年内心活动吗？）

3、指名说。

台上并没有慌乱，此时少年想……

场子里一片喧哗，台上顶碗少年呆呆地站着，心里想……



听了老人的话，少年镇静下来，心里想……

4、此时少年那么丰富的内心活动，可是作者为什么不写呢？
（你无法了解别人的内心活动的写作要真实。）

5、你猜想老人说了一句什么？

6、小结：是呀，在失败面前不放弃，少年沉着、拼搏使他成
功，获得全场的掌声，也令作者难以忘怀。

五、学习最后，揭示道理，总结升华

1、齐读第八自然段。

2、结合第一自然段内容，想象你从文章的省略号中读出了什
么？把你想到的内容写下来。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成功来自于拼搏”。

“成功来自于鼓励与关爱”。

3、总结升华。

4、小结：是少年面对失败的态度，是少年坚持拼搏，不轻易
放弃，使作者总有一阵激动，同时给作者启示，悟出一些人
生哲理。

那就是面对生活中的挫折，要像少年一样，勇敢面对，勇于
拼搏，就会成功！

5、推荐赵丽宏作品：散文集《爱在人间》《玛雅之谜》《生
命草》。



顶碗少年课件篇十

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折也不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
获得成功的道理。

学习作者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作方法。

预习课文，熟读课文，自学生字词，了解作者赵丽宏。给学
生推荐赵丽宏的作品《三峡船夫曲》《雨中》《学步》《雨
中的鸽子》等。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欣赏杂技）教师谈话：同学们，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你
看了吗？还记得其中的杂技表演节目《抖杠》吗？让我们再
来回顾那精彩的一幕。

你想说什么？

是啊，杂技表演已经作为一项艺术搬上了春晚的大舞台，那
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场少年顶碗的杂技表演。（上课）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3．介绍作者（出示）：赵丽宏，1951出生，著名的诗人、散
文家，上海人。发现和表现社会生活和自然的美，是赵丽宏
散文创作的主旋律，他的作品感情真挚细腻，文风清丽典雅，
被誉为“捕捉生活色彩和芬芳的诗”。代表作有《三峡船夫
曲》、《雨中》、《学步》、《雨中的鸽子》等。

同学们课后可以去读一读。

二、初读课文，理解大意



作者说他看过的一次演出，二十年来每每想起，总会有一阵
微微的激动，那到底是一次怎样的演出呢？让我们一起打开
课本，翻到第11页。

自己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一场
杂技表演中，一位少年表演顶碗时，头顶上的碗两次失误掉
了下来，少年不气馁，第三次顶碗终于获得了成功。）

板书：一次——失败二次——失败三次——成功

同桌之间说一说主要内容。

三、品读课文，明白道理

1、读了课文，能用一个词说一说：作者看了一场（）的杂技
表演。（出示）

2、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杂技表演，那么作者是怎样描写这
三次表演的呢？默读第3-7自然段，边读边用铅笔画出你感受
最深的句子，自己读一读。

3、全班交流：

我们先来看第一次表演（出示），从哪些地方读出了惊心动
魄。

“在轻松幽雅的乐曲声里，只见他头上顶着高高的一摞金边
红花白瓷碗，柔软而又自然地舒展着肢体，做出各种各样令
人惊羡的动作，忽而卧倒，忽而跃起……碗，在他的头顶上
摇摇晃晃，却总是不掉下来。”“最后他骑在另一位演员身
上，两个人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用各种姿态转
动着身躯。”“站在别人晃动着的身体上，很难再保持平衡，
他头顶上的碗，摇晃得厉害起来。在一个大幅度转身的刹那
间，那一大摞碗突然从头上掉了下来！”“这意想不到的失



误，让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台上并没有慌乱。顶碗的少
年歉疚地微笑着，不失风度地向观众鞠了一躬。”

小结：小结：同学们，对其他人或事物的描写，可以间接衬
托出想要描写的人或事物，这样的描写方法叫侧面描写。这
一场惊心动魄的杂技表演，作者既写了少年精彩的表演，又
写了观众的反应和碗，这就是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
描写方法。我们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可以用到。接下来我们用
刚才的学习方法读第二、三次的表演，从哪些地方读出了惊
心动魄！

第二次顶碗时：“少年很沉着，不慌不忙地重复着刚才的动
作，依然是那么轻松优美……到最后关头了，又是两个人叠
在一起，又是一个接一个艰难的转身”。“碗，又在他头顶
厉害地摇晃起来。““观众们屏住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头
上的碗……眼看身体已经转过来了，几个性急的外国观众忍
不住拍响了巴掌。”“那一摞碗却仿佛故意捣乱，突然跳起
摇摆舞来。少年急忙摆动脑袋保持平衡，可是来不及了。碗，
又掉了下来。”“台上，顶碗少年呆呆地站着，脸上全是汗
珠，他有些不知所措了。”

四、拓展延伸，领悟道理

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杂技表演，所以每每想起，作者内心
总会有一阵微微的激动，他想到了什么？请你联系自己实际
写下来。

总结：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失败的
考验，但是，只有敢于拼搏的人，才是胜利者。在山穷水尽
和绝境里，如果我们再搏一下，也许就能看到柳暗花明；在
冰天雪地的严寒，再搏一下，可能会迎来温暖的春风；在无
边无际的大海上，再拼搏一下，就会到达大海的彼岸；在一
眼望不到顶的山脚下，再拼搏一下，就一定会登上世界最高
峰……课文学完了，但是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位顶碗少年给我



们的启迪。

顶碗少年

少年正面

惊心动魄观众

侧面

碗

失败乃成功之母

顶碗少年课件篇十一

文章描写了顶碗少年三次表演的过程，紧紧围绕表演的“惊
心动魄”展开，主要抓住“少年、观众、碗”具体描写，突
出表现了杂技表演的紧张程度。

本文教学要点，一是弄清故事的梗概，了解课文的表达顺序；
二是感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生哲理，培养学生面对挫
折应有的信心和勇气；三是能结合生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和
感悟。

1、重点：结合“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搏”这句话，从描
写少年三次表演“失败－失败－成功”的三大意象（少年神
态、碗、观众反应）来品读了解。

2、难点：从少年的表演过程体会文章的主旨。

本班学生在学习习惯和语文课堂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平时课
堂讨论发言热烈，但是在公开课场合却噤若寒蝉，需要花大
力气引导，激其兴趣。二是喜欢朗读课文的人比较多，但是



朗读水平不高。

请一名学生进行课前读书汇报，以预设的“林肯不畏失败”
的故事引入本文教学。

【目的：激发学生的兴趣，进行心理铺垫，为突破文章的难
点做准备。】

课前，老师已经布置大家预习《顶碗少年》这篇课文，所以
首先进行预习检查。

【ppt出示两个预习检查题，一是课文内容的整体把握，二是
部分关键词语的认读。】

将“惊心动魄”一词放在文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
搏”这个中心句去理解。

教学步骤：初步理解“惊心动魄”是什么意思、它在文中的
位置，请学生读这句话，并就这个句子质疑，然后带着提出
的疑问浏览课文，从课文中寻找答案。找到句子的答案后，
再一次品读这句话。

【目的：从“惊心动魄”这个词引发对全文重点内容的思考。
】

教学步骤：先组织研读每一次表演的经过，然后再整体地读
第二至六自然段。读完每一次表演的部分，以及全部段落读
完后，要引导学生回读“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搏”，从
一次次的分析中，读出不同的味儿。

1、学生指读第四段有关白发老人的段落。

思考：



【ppt出示首位两段。重点放在“激动”、“碎裂声”】

在设计本文教学时，最初有两条思路，一是上述的思路，二
是在开篇即抛出“表演是不是成功、精彩”的问题，然后趁
着激化的矛盾，围绕“成功”、“不成功”两大矛盾读文寻
句进行分析。按理说，第二个思路会比较精彩，容易产生高
潮。但是本班学生在有老师听课的时侯，不太愿意表现自己，
所以我担心这一预想的矛盾如果激化不起来，就容易出现问
题。故而从“稳妥”的角度考虑，选择了第一个思路，仅把
第二个思路的矛盾讨论作为补充拓展。

第一，从林肯的故事切入，抓住了“多次失败”、“最终成
功”的对比，通过这种对比，让学生形成了基本的情感态度。

第二，从复习词语入手，抓住“惊心动魄”以及相应的“这
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搏”这句话进入课文，应该说抓住了
主要问题披文入义，基本达到了由点到面，点面结合，而且
思路比较清晰的目的。

第三，设身处地，让学生进入情境。教学中不只一次让学生
换位，换成少年本身、观众和老人，从不同的角度体会当时
的情境，有利于加深对主题的感悟。

从以上三点来看，基本上体现了本次教研活动“高效”的目
的。

第一，中间对少年三次表演的有关句子的品读落实不够，对
学生预想不够，有些匆促。

第二，重点和难点突破不够。

顶碗少年课件篇十二

本篇课文是一篇写人的文章，情节简单而又一波三折，十分



吸引学生；文章表述层次清楚，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作
者对人物神态，动作和外貌的描写生动细腻，适于学生学习
写人文章的方法，并作语言的积累，新课标语文6年下《顶碗
少年》教学设计。文章语句优美，适于学生有感情的朗读。

学生在生活中有过一定的失败体验，课前又做过相关调查，
掌握了有关资料，很可能与顶碗少年在某些地方产生共鸣，
容易激发起学生向顶碗少年学习百折不挠的精神的热情。

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充分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进行激情。

·抓住人物语言，进行积累。

1．读懂课文内容，能回答课后问题。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
曲折，也不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取得成功。

2．结合课文内容以及收集到的资料信息，理解课文最后一句
话的含义。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第6、7自然段。

读懂课文内容，能回答课后问题。懂得不论遇到多少艰难曲
折，也不要退缩，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取得成功。

结合课文内容以及收集到的资料信息理解课文最后一句话的
含义。

一位普通的顶碗少年，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过去
了二十多年仍记忆犹新。我想，这位少年同样给大家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让我们一同回到上海大世界的露天剧场，去感
受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1．默读课文，想一想：顶碗少年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再次对课文进行整体感知，并对上节课内容进行回顾。]

可用以下问题进行启发：

少年两次失败，当时情况如何？观众反映怎样？

少年表现有何变化？你从中体会到什么？

2．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自学课文。

可以自己学，也可以小组学习探究，也可先自学，再小组合
作。

[用学生喜欢的方法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培养学生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在新的学期面对新的学生要教一些合作学习的方法。

强调不必把问题一一思考解答，可选择感兴趣的去品读思考。
]

3．集体交流

学生结合自己找的重点句谈想法，并注意“推己及人”想象
顶碗少年两次失败时的想法，并探讨他能够取得最后成功的
原因。

可通过以下两题进行读中想象：

（1）如果你是这位少年，面对两次表演失败会想些什么？

（2）老者可能会对我说些什么？

4．有选择的朗读：抓住印象最深的场面，反复朗读，想象当
时的情景，和同学交流感受。



１．思考：假如你在现场，你会想什么？说什么？

[引导学生认识到生活中只要坚持下去，不屈不挠就一定会取
得成功！]

２．重点理解结尾句。体会文章表达的感情。

（１）自读思考作者有哪些想法？。

（２）引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谈体会。

人生会有许多挫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丧失信心，
不要退却。要看到光明，要以极大的韧性去战胜困难，坚持
到底，就是胜利。

（3）背诵第６、７自然段。

a．朗读第６、７自然段，想主要写了什么？

第６自然段有两个意思：

（１）深信当年那位顶碗少年已成为一名称职的杂技艺术家。

（２）那一夜顶碗少年的演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７自然段用文学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深切感受。

b．选择自己喜爱的方法背诵。

c．同学互背。

d．看谁背得又多又对。

1．学习了这篇课文，对你今后做事有哪些启发？想一想用一



两句话说一说。

2．你还了解哪些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人物和事迹，给大家
讲一讲。

1．有感情朗读课文。积累词句。

２．选做：写一写读后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