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 语文蚕
姑娘教案设计(汇总8篇)

初三教案需要不断更新和改进，以适应社会变革和教育改革
的需要。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高三教案范文，希望
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教学的参考和启发，促进教学改革和创新。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一

1．循文明像:细读课文，了解蚕得胜藏过程及生长特点。

2．体情悟道: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激发学生
的对昆虫的研究兴趣。

重点:了解蚕姑娘的生长过程。背诵课文教学

难点：辨析课文中相似段落的不同。

对策：朗读，比较，理解内容，理清线索。

图片卡片

一、复习导入

二、学习课文

（一）学习第一小节

1、指名读

2、体会“暖洋洋”比较温暖

3、这一自然段告诉我们什么？



4、解释：蚕卵又黑又小的是蚕的籽

5、齐读这一小节

（二）学习2—5节

1．学习第二小节

刚从蚕卵里钻出的蚕是什么样子？指名读

板书又黑又小看图理解又黑又小

以后它怎么样？

它睡眠后有什么变化？

小结：学了这一节，我们知道了蚕在生长中开始阶段的情况。

2．学习3—5自然段

自由轻声读，看看蚕姑娘发生了什么变化？检查：

又（）又（）的蚕姑娘——又（）又（）的蚕姑娘——又（）
又（）的蚕姑娘。

3．根据填空自由背诵

（三）学习第6节

蚕姑娘又吃了桑叶它干什么去了？

上蚕山——结茧

看图理解



“蚕茧”

（四）学习第7节

最后，蚕茧里飞出了什么？

它是什么样的'？

学生看图理解说说

（五）小结

1．课文向我们介绍蚕的生长过程，谁来说说介绍一下。

学生介绍蚕的生长过程。

2．你觉得蚕怎么样？

学生根据已有知识回答。

（师根据课文内容概括介绍蚕的作用，蚕丝可以做丝绸。）

三、指导书写

1、认读生字

2、学写生字：旧、换、胖、盖、响

3、范写，学生描红。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二

1.能正确认读13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认识一个偏旁。

2.能正确通顺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学习，让学生树立保护益虫和益鸟的意识。

识字写字，感悟文意。

朗读课文，感悟情感。

生字卡片、课件

两课时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做好铺垫

同学们，今天老师为你们带来了一位新朋友，看看她是谁呀？
(出示图片)你们瞧，棉花姑娘长得多漂亮啊！谁来夸一夸她？
是呀，棉花姑娘长得白白嫩嫩的，穿着绿裙子，多么美丽呀！
让我们一起亲切地叫一叫她的名字吧！(板书题目：棉花姑
娘)

二、激趣学文，整体感知

1.同学们，请看这两幅图，说说棉花姑娘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出示棉花姑娘伤心的图片和开心的图片。)

2.是呀，第一幅图棉花姑娘愁眉苦脸的，很伤心。第二幅图
棉花姑娘开心地笑了。棉花姑娘从伤心到开心，这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呢？让我们到课文里去找找答案吧。

3.交流：你知道了什么？

出示词卡：治病、燕子、别人、树干、忽然、惊奇、七颗、
瓢虫、碧绿、吐出、笑啦。



(1)学生认读。

(2)同桌你指我读合作学习生字“治、燕、别、干、然、奇、
颗、瓢、碧、吐、啦”，自主发现最合适的识字方法。

4.自由读课文。

三、读通课文，识记生字

1.遇到不认识的字要请教他人，难读的句子要多读几遍，不
添字不落字，注意停顿……)

2.刚才你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第1自然段：本段有几句话？大家能读好吗？

第二句：认读词语“治病”，识记“治”。

齐读第1自然段。

(2)还有难读的句子吗？

“我们身上有七个斑点，就像七颗星星，大家都叫我们七星
瓢虫。”(指名读，齐读)

3.课文中还有许多重点的句子，你们会读吗？

出示句子：

(1)“请你帮我捉害虫吧！”

(2)“对不起，我只会捉空中飞的害虫，你还是请别人帮忙
吧！”(指名读)

4.你们真了不起，难读的句子都会读了，重点的句子也会读



了，把课文连起来读有问题吗？现在就读一读吧，老师相信
这一次你们会读得更好！

5.指名按照自然段读课文。

四、多种方法，巩固生字

1.识记“燕”和“瓢”。

(2)学生小组内分析。

词语：棉花、姑娘、治病、燕子、别人、树干、忽然、惊奇、
七颗、瓢虫、碧绿碧绿、吐出、笑啦。

五、仔细观察，认真写字

1.今天我们还要学会写七个生字：病、医、别、干、奇、星、
七。

2.请同学们看看，注意每个字的占格位置。

3.下面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些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4.师范写、强调“病”的笔顺。

5.请同学们描一个，写一个。

6.展示学生作品，及时评价鼓励。

第二课时

一、认读生字，复习导入

1、出示生字卡片，开火车读一读，并组词。



2.指名认读生词，选择喜欢的词语说一句话。

3.指名读全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

二、创设情境，激趣引入

1.你们掌握得可真快，棉花姑娘看到这么能干的同学们可高
兴了。大家看，(出示笑脸棉花图片。)棉花姑娘笑得多开心
啊！

3.你能用“生病、可恶、蚜虫、盼望、治病”这些词语来说
一说吗？能用几个就用几个。

4.真了不起，你把棉花姑娘不幸的遭遇都说出来了。(出示课
文第1自然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学生读课文)

三、以读为本，理解感悟

(一)问题入手，整体感知。

出示第一幅插图：多可怜的棉花姑娘啊！

大家联系自己生病的经历，想想棉花姑娘的身上长了许多的
蚜虫，她的感觉会如何？有一个词最能体现棉花姑娘现在的
心情，它是哪个词语？(盼望)谁能读出棉花姑娘此时的心情？
(学生读)

1.指导读描写棉花姑娘心理的话。

2.在句意不变的情况下，你能把“盼望”换成另一个词语吗？

3.你们也有过最盼望的事吧，谁能用“盼望”说一句话呢？

(二)图文结合，角色朗读。



1.哪些医生来给棉花姑娘治病了？读一读课文第2～4自然段，
指名回答。

语言训练：(引导学生用“棉花姑娘
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来给她治病”的句式练习
说话。)

2.通过图片简介燕子、啄木鸟和青蛙及其对人类的'贡献。

3.指导朗读棉花姑娘和燕子的对话。

4.小组合作练习，分角色朗读棉花姑娘和啄木鸟、青蛙的对
话。

5.教师情景导读。

(指两名学生分别读棉花姑娘和燕子的话。)

(指两名学生分别读棉花姑娘和啄木鸟的话。)

(指两名学生分别读棉花姑娘和青蛙的话。)

6.指导朗读棉花姑娘和七星瓢虫的对话。

7.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四、课堂总结，合作表演

1.以小组为单位推选朗读好的同学，戴头饰进行角色表演。

2.小结：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的益虫益鸟，
它们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我们要好好地爱护它们！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三

1、学会10个生字（读准音、认清形、记住意、写美观），4
个只识字；

2、读通课文，了解蚕生长的自然常识；

3、熟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蚕生长的不容易，以及它对人
类的贡献，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

生字卡片、课外资料

2课时

一、谈话导人，解读课题

认识“蚕”（出示图片）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1、自由认读生字词；

2、指名读，指导正音；

3、齐读生字词（词语分类），齐读古诗。

蚕姑娘又黑又小换上

蚕卵又黄又瘦旧衣裳

蚕叶又白又嫩漂亮

蚕床又白又胖

蚕茧



盖新房

蛾姑娘

4、分段读课文

三、解读课文，读通课文

1、自读课文，理清条理——“蚕卵、蚕、蚕茧、蛾”怎样排
序？

2、引读全文：蚕卵——1自然段

蚕——2-5自然段

蚕茧——6自然段

蛾——7自然段

3、读通全文——认清蚕各个生长时期的`身体特点（贴词语
游戏

词语：又黑又小

又黄又瘦

又白又嫩

又白又胖）

4、齐读全文

第二课时

四、认读生字，齐读全文，巩固复习



五、游戏表演——“蚕的一生”

六、指导朗读——了解蚕的每次蜕变都不容易，最后却把自
己奉献给了人类

七、引导背诵

八、学习生字

1、认读生字，巩固字音

2、自学生字，主动记字

3、老师重点指导：桑、盖的书写

4、学生临描，老师巡视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四

1、听写词语：病人医生别人树干奇怪七个人

2、导入新课。

棉花姑娘生病了，她焦急万分，请来了燕子、啄木鸟、青蛙
帮忙治病，可是他们对棉花姑娘的病症都束手无策。最后，
一群“医生”来帮她治好了病，这群医生是谁呢？让我们打
开课本，一探究竟吧！

1、棉花姑娘遇到了一件什么麻烦事？

明确：棉花姑娘生病了，叶子上有许多可恶的蚜虫。

2、想象一下，美丽的棉花姑娘发现自己的叶子上长了蚜虫，
内心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明确：哎呀，这些可恶的蚜虫真讨厌！把我的“衣服”都咬
破了，我还要吐棉花、结棉籽呢！要是这时有医生来帮我看
病，捉走蚜虫就好了！

3、这时候，棉花姑娘多么盼望医生来给她治病啊，她向哪
些“医生“寻求过帮助呢？

明确：棉花姑娘向小燕子、啄木鸟、青蛙、七星瓢虫寻求了
帮助。

4、燕子、啄木鸟、青蛙治好了棉花姑娘的病吗？这是为什么
呢？

明确：他们都没有治好棉花姑娘的病。因为燕子只会捉空中
飞的害虫；啄木鸟只会捉树干里的害虫；青蛙只会捉田野里
的害虫，他们都帮不了棉花姑娘。

5、燕子、青蛙、啄木鸟都帮不上棉花姑娘的忙，那么是谁治
好了棉花姑娘的”病“呢？

明确：是一群七星瓢虫。

6、棉花姑娘的病被治好了，她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你从哪里
看出来的呢？

明确：棉花姑娘很开心，从文中”她咧开嘴笑啦“可以看出
来。

仿照示例给出的abab式短语，在横线上填空。

示例：碧绿碧绿的叶子

雪白雪白的棉花



我会填：瓦蓝瓦蓝的__________

火红火红的__________

答案示例：天空太阳

1、设置试题，回顾本课所学内容。

（1)棉花姑娘生病了，因为叶子上长了（），她很焦急，于
是向（）（）（）寻求帮助，可是他们都没能帮上忙，最后，
是(）医治了棉花姑娘。

明确：蚜虫燕子啄木鸟青蛙七星瓢虫

2、总结。

通过学习，我知道燕子、啄木鸟、青蛙、七星瓢虫都对人类
有益。我们以后再看到这些益鸟、益虫就不能捉来玩了！我
们要好好保护它们，让它们好好保护环境。

请完成本课对应训练。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五

1、认识“姑、娘”等7个字。会写“只、星”等6个字。

2、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请求的语气。

3、认识一些对人类有用的鸟类和益虫。

识字写字。

知道这里的益虫吃哪些的害虫。

小组合作学习



课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出棉花图）同学们，这是什么？它就是我们这节课中的主
人公！

1、师范读课文，学生整体感知。

2、学生自读课文。

a读通课文。

b边读边想，棉花姑娘请哪些动物给它治病？最后是谁治好了
它的病？

1、学习第一自然段。

a（出课文第一幅图）棉花姑娘身上有什么？

b棉花姑娘身上的小黑点是什么呢？自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c这时棉花姑娘的心情怎样？哪句写出了她的心情？

d你能读出棉花姑娘难受急切的心情来吗？

2、学习第二自然段

a（出课文第二幅图）棉花姑娘正在盼望医生来给她治病时，
谁来了？

b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呢？



c知道朗读。分角色朗读：男女读、师生读、前后桌读。

3、学习三到五自然段

a啄木鸟、青蛙、七星瓢虫飞来了，他们和棉花姑娘之间说了
些什么？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

b汇报交流，指导朗读。

4、学习第六自然段

a棉花姑娘的病治好了，她的心情又如何呢？自己读读，读出
高兴的语气。

b这段中有你喜欢的词语吗？画出来，读一读。

c扩展练习：

碧绿碧绿的————

雪白雪白的————

四、有感情的朗读全文

第二课时

1、指名读课文。

2、分角色表演。

1、出生字小黑板，自读边读边记。

2、和周围同学交流你能记住哪些字，是怎样记的。



3、说说这些字中哪些最难记。

1、出示要写的字。提示：

“雪”“帮”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2、观察每个字在田字格的位置，以及它各部分的大小宽窄。

3、学生临摹，描红练习，师巡视辅导。

展示写得好的同学的作业。

板书设计；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六

课型：新授

课次2

教具：生字卡、挂图

教学目标

1、认识“姑娘”等7个字，会写8个字。

2、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请求的语气。

3、认识一些对人类有用的鸟类和益虫。

重点难点

1、识字、写字和朗读。

2、读好请示的语气。



教学方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请同学们借助拼音，自己试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做上记
号，以小组为单位解决这些字。

2、接力朗读课文，学生评价。

3、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读出生字卡上的生字。

4、找“小老师”领读生字。

5、识字游戏：找朋友把和一家子的拼音朋友贴在一起，全班
齐读，介绍识字方法。

6、给生字组成词语。说一句话，学生交流。

三、朗读感悟

1、生字都认识了，再来读课文，同学们就会觉得很轻松了，
快来试试吧。

2、读了课文，你想说什么？（学生自由发言）

3、小组讨论交流。棉花姑娘都请谁来帮忙？结果怎样？

4、趣味对读

（1）、分组、分排、分角色朗读对话。



（2）、小组朗读表演。师指导朗读方法。

5、谁治好了“棉花姑娘”的病。

6、师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四、扩展练习

2、学生自由发言，全班交流。

五、合作总结

燕子、啄木鸟、青蛙不是不想帮助棉花姑娘而是他们确实帮
不上忙，如：棉花姑娘向你请求帮助的话，你打算怎么说？
怎么做？现在设想好的`同学把你的想法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说
给它们听听。

附板书设计：30、棉花姑娘

生病的棉花病好了的棉花

燕子——————空中

啄木鸟——－——树干

青蛙——————田里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七

1、能在语言环境中正确认读10个生字；能正确描写“吐、叶、
盼、快、许、棉”；积累词语“棉花、许多、可恶、盼望、
害虫、帮忙、忽然、碧绿碧绿、吐出”；能结合课文内容，
用找近义词的方法理解“可恶、盼望、惊奇”的词义。

2、学生能正确朗读要求的句子；读出不同的语气。



3、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知道燕子捉空中的害虫、啄木鸟捉树
上的害虫，青蛙捉稻田里的害虫，七星瓢虫吃棉花叶子上的
蚜虫。

多媒体、ppt

1、同学们，在上课前老师给你们猜一个谜语。

2、教学“棉”

（1）读准字音

（2）你用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个字？

（棉花是植物，所以是木字旁，棉花的颜色是白的，所以右
上是个白字，棉花可用来做毛巾，所以右下是个巾字）

3、出示答案，简单介绍瓢虫。

4、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关于棉花和七星瓢虫的故事。出示
课题。

5、学生齐读课题

（板书课题）

6、师：棉花健康生长的时候，长出的叶子是碧绿碧绿的，可
是当他受到害虫的侵害，也会生病。

学生自由朗读，要求：看拼音读准字音，遇到生字看拼音多
读几遍，并给课文标上小节号。

（一）学习第一节

（1）、出示第一节课件，仔细看动画，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2）是呀，上面有许多蚜虫，什么是蚜虫呢？介绍蚜虫。出
示ppt.

（3）教学生字“许、恶、盼”

（4）蚜虫很小，浑身长满蚜虫是一件痛苦的事，哪句话最能
体现棉花姑娘当时的心情怎样、指导读句：她多么盼望有医
生来为她治病啊！（抓住盼望一词读出棉花姑娘迫切想要医
病的心情）

师：“盼望”你能换个词语说说吗？（希望）

师：“盼望”比“希望”的程度更加强烈。

（5）教师范读，学生领悟感情，自由读，指名读。

（6）齐读第一节

（二）学习第6、7节

1、棉花姑娘病得那么重到底是谁帮她只好了病？哪两节告诉
了我们，自由读一读。

2、七星瓢虫本领大吗？你从哪里知道的？

3、教学生字“忽”

4、你还能向同学介绍一下瓢虫吗？

（展示学生收集的有关资料。）

5、介绍瓢虫家族。

6、七星瓢虫本领这么大，棉花姑娘感到怎样？你从哪个词语
可以看出？（惊奇）找一个近义词；你表演一下这个神态。



7、棉花姑娘的病治好了，她的心情怎样？你能读好第7节吗？

8、学生读第七小节。

9、教学生字：“碧”

10、棉花姑娘会怎样称赞七星瓢虫？

（三）学习2……5节

1、自主、探究、合作学习2……5小结。

（1）小组合作，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学习，读出恰当的语气。

自学提示：a

分角色朗读对话

b

反复读读、想想，感受棉花姑娘说话的语气

c

小动物想帮棉花姑娘治病吗？为什么？

（2）小组合作学习，相互交流。

（3）汇报。

a、教学生字

b、学生交流：棉花姑娘分别向燕子、啄木鸟和青蚌求救，但
是这些小动物没能帮助它。



师：谁能来读一读棉花姑娘说的这句话？

学生读并评价

师：那它们为什么没有帮助棉花姑娘呢？

（4）指导学生朗读这几个自然段。分小组合作朗读。

（5）学生小组读。大家评价。

2、比比哪个小组读的好，相机指导读出请求的语气。

3、汇报学习收获

（小动物不是不想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4

师小结：现在我们知道了燕子捉空中的害虫，啄木鸟捉树上
的害虫，青蛙捉稻田里的害虫，七星瓢虫吃棉花叶子上的蚜
虫。

5

读有关句子

学生交流自己收集到的资料。

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本领，它们是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们可要好好爱护它们呀！

51、棉花姑娘

燕子



空中飞

啄木鸟

捉树干里害虫

青蛙

稻田里

七星瓢虫

叶子上

教学反思：

本课通过棉花姑娘请求燕子、啄木鸟等给自己治病的故事，
告诉我们燕子、啄木鸟、青蛙和七星瓢虫分别吃什么地方害
虫的科学常识。

内容概括：这篇介绍了关于《棉花姑娘》教学设计六，棉花
姑娘，希望对你有帮助！

秋姑娘的信语文教案及反思篇八

本单元的主题是“我们身边的科学”。《棉花姑娘》一文是
一篇充满童趣童真的童话故事，课文主要讲了棉花姑娘病了，
它请求燕子、啄木鸟等给自己治病，可它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当蚜虫们得以的吸食棉花姑娘的汁液时，七星瓢虫把它们
一扫而光。棉花姑娘又快乐地生长着，吐出了雪白的棉花。
这篇课文寓生物常识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语言符合儿童
特点，对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有较强的启发作用。同时，四幅
插图色彩明丽，形象生动，便于学生观察，有助于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学习了本文，能让学生对科学常识产生浓厚的兴



趣，有留心观察、探索和发现身边的科学常识的欲望。树立
起保护益虫和益鸟的意识。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认识7个生字，会写“雪、帮”两个字。理
解课文内容，知道七星瓢虫是益虫。

2、过程和方法：在各种方式的朗读中主动体验故事中角色的
心灵世界。在读读议议中了解益虫等一些科学知识。在资料
的收集和展示交流中知道更多的益虫以及一些科学知识。

3、情感、态度、价值观：从内心喜欢阅读、朗读童话故事。
对科学常识产生浓厚的兴趣，有留心观察、探索和发现身边
的科学常识的欲望。树立保护益虫的意识。

三、教学重难点：

认识7个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读课文。让学生通过认识
“七星瓢虫”和“蚜虫”，了解益虫和害虫的概念，并树立
保护益虫的意识。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

四、教学理念

1、“以人为本”，积极倡导自主合作的学习方式。重视让学
生在自主地参与和学习中加深理解和体验，受到情感熏陶。

2、“以读为本”，加强读书实践。《课标》指出：“阅读教
学是学生、教师和文本三者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首先是
读书实践，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
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3、推进综合性学习，努力实现学科间的沟通，课内课外的紧
密结合。



五、教学过程（略）

六、反思得失

[《棉花姑娘》说课设计教学教案设计(一年级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