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 绝招教学
设计(优秀8篇)

发言稿的语言应当贴近实际，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同时也
要避免一些过于专业化或难以理解的术语。在写发言稿之前，
我们需要明确演讲的主题和目标。接下来是一些优秀领导者
的发言稿，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和帮助。

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本篇文章选自人教版三下语文教科书，课文充满了童心童趣，
人物形象鲜明，正是这一阶段孩子的真实写照，学生很容易
产生共鸣。

【学情分析】

小学三年级学生正处于一个逐渐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个性活
跃，自强，好胜，极其期望获取知识和认可的阶段，容易对
自己身边的事情产生好奇心，透过引导，很容易激发浓厚的
兴趣。具备必须的自学与互学潜力，能借助拼音朗读课文，
透过交流简单的了解文章大意。

【教学目标】

1、借助拼音，认读“憋、腮、攥”等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

3、理解课文大意，体会童年生活的快乐，感受童真童趣。

4、激发努力学习本领，刻苦求知的愿望。

【教学重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

2、理解课文大意，明白各个小伙伴都有什么绝招，绝招是怎
样获得的。

【教学难点】

1、透过了解和评价每个小伙伴的绝招，分析小领子的绝招为
什么引起大家的赞叹，从中体会小柱子的人物性格和精神品
质。

2、从绝招的评比中，体会到童年生活的快乐。

【教学准备】

制作简单课件

【教学流程】

一、导学

1、课件出示课文插图，师生问答引入课题

2、课件出示自学提示，指导自学方法

（借助拼音读通课文；想一想课文讲了哪几个人物；课文中
讲了哪几种绝招；动笔画一画）

3、透过精彩的插图导入课题，小伙伴的“绝招”很容易勾起
学生的兴趣

4、自学提示告诉学生们要从哪里去学，要怎样学，起到指导
作用。

二、自学



1、学生根据自学提示进行自学。

三、互学

1、课件出示“我会评”，学生根据评价标准，讨论交流之后，
评一评几位小伙伴的绝招

2、出示评价标准，能够合理的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提示学
习要点

四、展示

1、课件出示“我最喜欢___”

学生根据评价结果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哪位人物，并说出理由。

2、透过对人物的比较，体会各个人物，个性是小柱子的人物
特征，从比较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五、创设情境

假如“我”也是小伙伴中的一员，在下一次比赛中，“我
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1、透过学生想象下一次比赛的情境，检测学生是否理解了课
文中“绝招是练出来的，要练就要练有用的绝招的道理”

2、透过这一环节将本课与接下来的“教你学一招”口语交际
联系起来。

【教学反思】

《绝招》是一篇略读课文。课文描述的是几个小伙伴之间发
生的趣事。讲的是小柱子和小伙伴比本领，第一次输了，感
到很羞愧，于是他暗自练习绝招。结果，在他的努力下，实



现了自己的愿望。大家对他的绝招赞不绝口。这篇课文富有
童心童趣，文中细致刻画的小柱子这个人物形象鲜活欲出，
跃然纸上。能够说，他是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典型代表，很
多学生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自尊，好强，不服
输。

课文资料简单易懂，学生完全能够自学学通，因此将课堂交
给学生自己是这节课的主要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我用心践行
“535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整个教学过程力求突出学生，突
出学习，突出合作，突出探究，突出情感态度价值观。授课
时严格划分为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反馈测评三个板块，
精心设计导学、自学、互学、展示、测评五个学习阶段，真
正让课堂回归学生手中。

在本课的教学中，为了更好的教学效果，我在没有网络资源
能够利用的状况下，尽自己最大努力制作了简单的演示文稿
来配合教学的实施，每一张演示文稿，就是一个教学板块的
呈现，每一张演示文稿，也是一个学习要素的提示。

首先利用上节课的数学课，结合课文中小柱子的绝招——心
算，再配合课文插图的展示，透过对话导入本课的课题，很
快地调动了学生的用心性，听到孩子们响亮的回答声，我明
白这节课必须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然后是学生根据自学提示进行自学，自学后出示“我会读”和
“我会填”进行自学效果评估，并由评估结果决定下一步的
互学进度。经过实际的课堂验证，我觉得在课前的阅读提示
中有一部分和自学提示有重叠部分，一部分资料能够在学生
完成自学测评后透过交流归纳出来会更好，直接给出稍显突
兀。

学生的互学和展示是“535高效课堂”的一个重要点，在那里
我创设了两个比较容易调动气氛的情境：“我会评”和“我
最期望是___”，透过交流评价对于文中人物和他们绝招的看



法，评出自己最喜欢的人物和绝招，使学生在互动探究中体
会到童年的乐趣，以及绝招的来之不易。本环节有一处需要
改善的地方就是在小评委投票环节耗费的时间比预设的要多
出了几分钟，稍显拖沓。

反馈测评环节的设计和实施都围绕着引入第四组课文的口语
交际来进行，学生讨论“如果自己也是小伙伴中的一员，在
下一次比赛中，要展示什么绝招呢？”。这一环节突出了由
课文延伸出去的理念，而学生们的表现也十分活跃，话音刚
落，他们就迫不及待的交流起了自己的“绝招”，这样接下
来的口语交际和习作都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总的来说，这节课课堂结构鲜明，对于学生的评价和反馈比
较用心和及时。不足之处是时间上的处理还有待加强，对于
放手给学生去总结还有些底气不足。

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一、谈话导入课题

1、师：你们都喜欢看动画片吗？

喜欢谁啊？他有什么本领呀？

生：我喜欢……，他有……

2、师：同学们，这些都是他们的绝招。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
吧。

3、师板书课题：《绝招》，齐读

4、提问：什么叫绝招？

是一个人怎样的`本领呢？能具体说说吗？



（师小结：绝招是一个人很难练成的，了不起的本领。）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过渡语：课文中有一群小孩子也有自己的绝招。想不想去看
看？那就赶快打开课文64页，自由读读课文，注意把课文读
通顺，遇到难读的字词，多读几次。现在开始吧。

1、学生自由读。

2、读准下列字音：

憋气

腮帮子

蔫蔫

铲馅

攥饺子

攥得快

尴尬

撇到

下巴颏

咧开

羡慕

握拳



生自读——指名读——齐读

三、再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1、请同学们再来读读课文，这回你可以快速地读了。边读边
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胖、二福、小柱子等小伙伴比试绝招的故事。）

2、这些小朋友几次比绝招啊？

3、第一次三个小朋友分别表演了什么绝招啊？第二次呢？

4、用上“尴尬”和“羡慕”这两个词来说一说。

（第一次比绝招，三胖表演憋气，二福表演武术，小柱子没
有绝招，很尴尬；第二次，小柱子表演了口算，大家都很羡
慕。）

绝招(教学设计).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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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1、正确认读生字词，理解“腮帮子、下巴颏、脱口而出”等
词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对重点句的品析，
感悟绝招是苦练出来的。

3、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本领，刻苦求知的愿望。

本设计力求使学生通过对绝招的感知、感悟，培养学生独立
阅读的能力，产生情感的共鸣，悟得绝招是苦练出来的.。通
过想象小柱子是如何苦练绝招的过程，经历语言文字的“再
创造”，明白课文中所蕴含的道理，又融语言文字训练在其
中，以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出示图片：他们是谁？有什么本领？

1、自由读

2、要求：把课文读通顺，遇到难读的字词多读几遍。

3、学习生字词

4、再读课文

找一找孩子们都表演了什么绝招？

你最佩服谁的绝招？为什么？

1、三胖的绝招

（1）指名读

（2）表演三胖的绝招，觉得他的绝招怎么样？



（3）指导朗读

2、二福的绝招

（1）指名读，为什么佩服他的绝招？

（2）指导朗读

3、小柱子的绝招

（1）创设情境指导朗读

（2）觉得小柱子的绝招怎么样？

1、品读奶奶的话

同桌讨论：到底谁的绝招最值得佩服？为什么？

2、小柱子的绝招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想象小柱子苦练绝招。

4、拓展：简介特奥会冠军——刘思雅

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一、设计理念：

合理创设多种情境，让学生在欢乐的气氛中自主学习，愉快
交流，获取知识。

二、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选自义务教育阶段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语文教科
书第四组第16课，围绕着单元主题——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
展开，讲述了几个小伙伴之间互比本领，主人公小柱子开始
丢了面子，于是下决心苦练绝招，最后在不懈努力下出奇制



胜，获得小伙伴们称赞的故事。课文充满着童心童趣，人物
形象鲜明，正是这一阶段孩子的真实写照，学生很容易产生
共鸣。

三、、教学目标：

1、借助拼音，认读“憋、腮、攥”等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

3、理解课文大意，体会童年生活的快乐，感受童真童趣。

4、激发努力学习本领，刻苦求知的愿望。

四、教学重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

2、理解课文大意，明白各个小伙伴都有什么绝招，绝招是怎
样获得的。

五、教学难点：

1、透过了解和评价每个小伙伴的绝招，分析小领子的绝招为
什么引起大家的赞叹，从中体会小柱子的人物性格和精神品
质。

2、从绝招的评比中，体会到童年生活的快乐。

六、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七、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课件出示课文插图，师生问答引入课题

2、借助拼音读通课文；想一想课文讲了哪几个人物；课文中
讲了哪几种绝招；动笔画一画。

3、自学提示告诉学生们要从哪里去学，要怎样学，起到指导
作用。

4、自学：

（1）、学生根据自学提示进行自学。

（2）、课件出示“我会读”、“我会填”，指名点读，填空，
检查自学效果。（三年级学生具备必须的自学潜力，合理的
设计检查自学效果是防止学生不知重点的有效手段）

互学：

（2）、出示评价标准，能够合理的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提
示学习要点

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绝招》这篇课文是新课标人教版第六册第四组的略读课文，
讲的是几个小伙伴之间发生的趣事。这篇课文富有童心童趣，
文中细致刻画的小柱子这个人物形象鲜活欲出，跃然纸上。
可以说，他是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典型代表，很多学生都可
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自尊，好强，不服输。因此，
学生在阅读课文时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略读课文是人教版教材的新类型，本课教学我进行了大胆尝
试，根据略读课文的教学特点和本课的选编意图，力求突出
以下四点：



1、自读自悟：

新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时让学生在
教师的引导，点拨，组织下，运用自己感兴趣，最擅长的学
习方法进行充分的自主阅读，自主学习，并在自主学习的基
础上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全班讨论，互相交流自己的阅读感
受。整个教学环节中，实践着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既
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享受了阅读的乐趣;又发挥了教
师的主导作用，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通过这样的教学，
学生感受深刻而丰富。

2、学法指导：

重点内容精读，次要内容略读，这是略读课文主要的教学方
法。因为这篇课文内容浅显易懂，根本不用老师去讲解，分
析，所以这节课我基本选用“全放”的教学方法。以一个学
习伙伴的身份给学生加油，并作适当的引导。根据本组课文
内容和本课“阅读提示”，我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与训
练，培养学习能力与学习习惯。引导学生读书时先想一想课
文中讲了几个小伙伴，涉及了哪几种绝招。建议学生动笔在
文中画出来，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其次，让学
生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在小组里质疑并互问互答，合作学
习。接着组织学生各抒己见，全班解决，如“小柱子为什么
要练绝招?他练了什么绝招?为什么小伙伴羡慕地竖起大拇
指?”这样的课堂既能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的目标，又达到合
作探究，互动学习的效果。

3、角色互换：

本次教学中，我注意与学生互换角色，让学生过过“教师
瘾”，自己退而成为指导者，组织者，听评者，让课堂教学
充分走向民主和开放。如：请学生当小老师指导大家分析课
文题目;向大家介绍课文里的生字;用自己的话说说小柱子怎
样练绝招等。学生在这样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中学习语文思



维敏捷，兴致高昂，争当下次的小老师。

4、珍视感受：

别看学生的年龄小，却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绝招。学生阅
读这篇课文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通过个性化的自由阅读，
很快能说出课文中小伙伴之间发生的趣事，并这些事发表自
己的看法。孩子们纷纷发言，说得合情合理，切合实际。课
堂上，我引导学生在熟读并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表演自己的绝
招。表演使学生大脑想象处于积极的兴奋状态，学习情绪也
达到了高潮。如：张宇同学为大家表演口技——学动物叫;林
毅同学为大家表演一笔画等。在这种民主开放，别开生面的
课堂教学中，台上台下学生都能主动积极地进行创造性学习，
教学效果良好。

当然由于本人对新课程学习还不够，有许多精髓的内涵还领
会不深，在教学中难免含有偏颇，请同行们给予指正。

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合理创设多种情境，让学生在欢乐的气氛中自主学习，愉快
交流，获取知识。

这篇课文选自义务教育阶段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语文教科
书第四组第16课，围绕着单元主题――丰富多彩的儿童生活
展开，讲述了几个小伙伴之间互比本领，主人公小柱子开始
丢了面子，于是下决心苦练绝招，最后在不懈努力下出奇制
胜，获得小伙伴们称赞的故事。课文充满着童心童趣，人物
形象鲜明，正是这一阶段孩子的真实写照，学生很容易产生
共鸣。

1、借助拼音，认读“憋、腮、攥”等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



3、理解课文大意，体会童年生活的快乐，感受童真童趣。

4、激发努力学习本领，刻苦求知的愿望。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有感情地朗读人物对话。

2、理解课文大意，明白各个小伙伴都有什么绝招，绝招是怎
样获得的。

1、通过了解和评价每个小伙伴的绝招，分析小领子的绝招为
什么引起大家的赞叹，从中体会小柱子的人物性格和精神品
质。

2、从绝招的评比中，体会到童年生活的快乐。

多媒体课件

1、导入新课：课件出示课文插图，师生问答引入课题

2、借助拼音读通课文；想一想课文讲了哪几个人物；课文中
讲了哪几种绝招；动笔画一画。

3、自学提示告诉学生们要从哪里去学，要怎样学，起到指导
作用。

4、自学：

（1）、学生根据自学提示进行自学。

（2）、课件出示“我会读”、“我会填”，指名点读，填空，
检查自学效果。（三年级学生具备必须的自学潜力，合理的
设计检查自学效果是防止学生不知重点的有效手段）

互学：



（2）、出示评价标准，能够合理的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提
示学习要点

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绝招是练出来的，要练有用的绝招的
道理。

3、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1、“绝招”的意思。(可以通过或同桌议论理解题意)

2、通过课题，你还理解了什么。

1、自由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画下来。

2、分段指名读课文，纠正读错的字音。

1、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2、小组讨论：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几个孩子都比赛了哪些绝招？你最佩服谁的绝招？

(3)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小柱子是怎样练绝招的？

1、引导用比较简练的语言，概括全文内容。

2、重点引导想象小柱子是怎样练绝招的。学生可各抒己见，
想象他在练的过程中是怎样克服困难，虚心求教，持之以恒
的，想象他在取得成功后的喜悦。



3、通过两次比绝招的阅读，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收获。

课文中有很多处描写了人物的动作和对话，要通过这些动作
和对话体会人物的内心和感情，并把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读出
来。

说说自己有哪些绝招，平时有过像课文描写的那样的比赛吗？
有兴趣的可以写一写。

绝招的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懂得绝招是练出来的，要练有用的绝招的
道理。

3.培养独立阅读能力。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童年生活的快乐，感受童真童趣。

教学难点：

激发努力学习本领、刻苦求知的愿望。

教学工具：

课件

教学过程：

一、理解课题，导入新课



1.“绝招”的意思。（可以通过查字典或同桌议论理解题意）

2.通过课题，你还理解了什么。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1.自由读课文，把不认识的字画下来。

2.分段指名读课文，纠正读错的字音。

三、根据阅读提示，再读课文

1.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2.小组讨论：

（1）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几个孩子都比赛了哪些绝招？你最佩服谁的绝招？

（3）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小柱子是怎样练绝招的？

四、全班讨论交流围绕上面提出的问题，组织全班同学讨论

1.引导用比较简练的语言，概括全文内容。

2.重点引导想象小柱子是怎样练绝招的。学生可各抒己见，
想象他在练的过程中是怎样克服困难，虚心求教，持之以恒
的，想象他在取得成功后的喜悦。

3.通过两次比绝招的阅读，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收获。

五、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