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 少年的责任
的教学设计(汇总8篇)

企业标语应该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紧密结合，有助于提升品
牌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通过分析竞争对手的标语，可以获取
一些灵感来设计独特的企业标语。团结协作，追求卓越。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一

认知目标：认识个人行为与后果的关系。

能力目标：懂得人在少年阶段的基本责任。

思想觉悟目标：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懂得关心和爱护他人，
为集体贡献力量，关爱社会，奉献社会，培养对自己、对他
人、对集体、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做一个有益于他人，有
益于社会的人。

对自己负责

对社会负责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二

1、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诗，能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
一片深情。

2、通过朗读，加深对这首诗的体会

重点：了解诗的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难点：朗读，加深对诗歌的体会。

一课时

1、读通课文，整体把握。

（1）自由朗读，大声读，把诗读流畅，初步了解文只一些词
句的含义，整体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

（2）同桌交流朗读。

（3）分角色朗读，可四人合作读，也可全班分角色朗读。

（4）教师适时纠正指导。

（1）自由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诗歌的情境，说说自己
最喜欢读哪一节。

（2）指名朗读自己喜欢的段落，教师适当指导与点拨。

（3）读后谈体会。

第一节：中华少年的飒爽英姿通过哪些词语表现出来？你由
这些词语产生哪些联想？

第二节：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哪些给你人生的启迪，借助诗
歌的表达来说一说。分角色浪读第二节。

第三。四节：这两节诗中，出现了哪些你熟悉的先人与先烈？
你最想给同学们介绍的是哪一位？注意诗歌的用典。

第5~8节：涉及到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感情的朗读，理解
诗句。

3、朗读升华。



（1）自由朗读全诗，用一两句简洁扼要的话，说说读这首诗
的体会。

（2）分角色朗读。推荐四位同学表演朗读，入情入境地感受
诗句的情感。

（3）组合。排练诗朗诵。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三

教学目标：

1、积累“名不虚传、游人如织、五官端正、清晰可辨、掏钱、
一模一样”等四字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学习通过人物的言行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感受卖木雕的
少年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教学重点：

读懂本课内容，明白少年为什么送木雕给“我”，感受他对
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教学难点：

读懂本课内容，明白少年为什么送木雕给“我”，感受他对
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教学过程：

一、直入课题。

二、整体感知。



2、指名回答

品读第一部分

2、指名回答

3、画出描写少年语言和动作的语句，用心去体会，看看又能
体会出什么？

4、指名回答：

5、师生配合读文。

品读第二部分

1、自由的读一读课文剩下的部分，找到让你感动的部分体
会“我”和少年当时的心情，在小组内说一说。

2、汇报。

3、在小组内分角色读一读这部分课文

4、汇报读

三、总结

课文在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时，很多是直接表现，我们在写
作文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写，课文中还有很多词语，课后可以
积累下来，相信对你的阅读和写作也会有所帮助。那么，短
短的四十分钟时间里，我们走进了景色壮观的瀑布，栩栩如
生的木雕，凉风轻拂的夜晚，黑人少年美丽的心灵，愿这份
美好，这份友谊永在我们心间。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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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五

《中华少年》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小学语
文第十一册第二单元中的一篇略读课文，是一首现代诗。本



诗作者以新时代中华少年的视觉激情赞美了祖国，抒发了作
为中华少年的由衷自豪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中华少年建设中
华的坚强决心。

这是一首现代诗。此前，虽然学生学过不少诗歌，但因为课
程标准中第一、二学段中对诗歌的阅读只提出了“诵读体会
情感，大体领悟诗意”的粗略要求，学生对于“如何阅读篇
幅较长的诗歌”并无经验可循。因此，我们在《中华少年》
一课的教学中，所要着力的，就是要帮助学生建构篇幅较长
的现代诗歌的阅读方法。

本单元的主题是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对祖国的热爱，我们
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本文是一首诗歌，这里就以朗诵为
主要手段设计教学，通过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读出对祖
国的一片深情。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理解诗歌语言和吟诵诗句，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培养审美情趣。

教学重点

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

教学难点

通过各种形式的读，加深对这首诗的体会。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准备

1、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2、学生:预习课文，查找收集与本文有关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课件展示:祖国风光。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

2、板书课题:8*中华少年

二、导读提示，明确目标

1、读读提示，想想这节课的学习任务是什么？

2、指名回答。

三、展示资料，交流汇报

1、学生展示课前收集的资料。

2、学生交流汇报。

四、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指名朗读。

3、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懂的词语，可以在小组内互相交流。

五、读文感悟，加深理解



1、自由朗读课文。

2、说一说，你读懂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每一节诗分别讲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指名学生说说。）

3、 朗读课文，体会自豪之情。

（1）读第1节，想一想:“雪莲”“乳燕”“雏鹰”“山丹
丹”各喻指什么？

（2）默读第2.3.4节，想一想，是什么哺育滋养了中华少年？
（锦绣山川，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适当地展开对诗句中
人物或事件的交流。

（3）读第7节，感受四个“不”句和四个“要”句的鲜明对
比，它们表达了怎样的情感？（中华少年建设中华的坚强决
心。）

（4）齐读第8节，体会诗歌首尾照应的表达方法。

（5）读了这首诗，你有什么感受？

（交流对诗句含义的理解，诗句的表达方法及内心情感体验。
）

六、表演朗诵，升华情感

1、分角色练习朗诵。

指导朗诵:第一段我们该怎样读，哪些词提示了你？

（从高原走来要读得有气概，因为是“巍峨峻拔的高原”；
从宝岛走来要读得柔和一些，因为是“海风中的一只乳
燕”。）



2、分角色表演朗诵，读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3、评一评，谁读得好。

（要朗诵好一首诗，必须掌握朗诵技巧，如音调的高低、音
量的大小、声音的强弱、速度的快慢。朗诵诗歌时，要注意
节奏鲜明，该轻快的要朗诵得轻快些，该沉重的要朗诵得沉
稳、稍慢些。就一首诗来说，朗诵速度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要根据表现作品内容的需要来决定，并具有一定的变化。
）

七、课外延伸

收集朗诵诗歌，课外开展诗歌朗诵会。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六

教学目标：

一、知识能力：

认识“尼、驮”等11个生字，会写“卖、售”等14个生字，
正确读写“游览、工艺品”等词语，每个小组自制一套字词
卡片。

二、过程方法：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请学生搜集有关世界各国风景名胜的文字及图片资料，教
师准备一段介绍非洲莫西奥图尼亚大瀑布的录像及课文配乐
录音。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受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资料共享。

2、老师找到了一段非洲南部莫西奥图尼亚大瀑布的图片（张
贴在黑板上），请大家一同观赏。看过之后请你用一个词语
或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3、学生自由表达。

4、在这个大瀑布的不远处，有许多出售木雕工艺品的人，下
面让我们来结识一位卖木雕的少年。（板书课题）

二、初读感知。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画出不认识的字词。
想一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2、学习生字新词。

（1）利用课件认读生字，并想办法快速记住字形。

（2）认读生词，讨论词语意思。

（3）轮读课文，互相纠正字音。

（4）说一说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3、朗读展示：谁愿意读哪段便站起来朗读。

4、引导学生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研读感悟。

1、自主阅读思考：

想想卖木雕的少年是一个怎样的人。

画出描写卖木雕少年言行、神情的语句反复读读，结合上下
文想象他当时是怎样想的？

2、同桌交流，谈谈自己的探究结果，相互启发，一起再来深
入探究。

3、集体交流。根据学生的汇报，相机出示描写卖木雕少年言
行、神情的语句，引导学生感悟少年的`思想感情，相机指导
朗读。

4、说说卖木雕的少年是怎样一个人。

第二课时

一、品读入情。

1、激情导入：同学们已被卖木雕的少年那诚恳的态度、一心
一意为他人着想的美好品质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深深
打动了。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那动人的情景。（播放课文录
音）

2、请同学们睁开眼睛，此时此刻你最想说什么？请大家畅谈
自己的感受。

3、把你们深切的感受带到朗读中去吧！请同学们自由组合，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全文也行，读自己喜欢的段落也可以；
自己读也行，与别人分角色读也可以。

4、朗读展示，教师引导学生评议。



二、学习发现。

1、请同学们再认真读读课文，看看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跟
小组内的同学说一说。教师巡视，了解学生的“新发现”。

2、每位同学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下面请大家大胆公布
自己的“新发现”。教师启发学生从文章的遣词造句等方面
进行探究、发现。如课文里有许多四个字组成的词语，请学
生写在黑板上。

三、总结收获。

1、想一想学习了这篇文章，你有哪些收获？

2、交流自己的读书收获。

四、读读写写。

1、出示生字卡片，开火车快速认读。

2、观察田字格中生字的字形，想一想怎样把这些字写美观。

3、教师范写个别生字，如“掏、辨、齿”等。

4、学生练习书写，同桌互评。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七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8个生字及新词,认读10个字,学习一个多音
字“恶”.

2.理解“你们侮辱我的祖国!我不要你们的钱”这句话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并学习意大利的爱国少年热爱祖国的好
品质.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是理解最后两个自然段,体会少年当时的动作及表情,理解
“热那亚少年很需要钱,为什么又把那些钱扔回去?”

难点是感受并理解热那亚少年捡钱和扔钱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具准备:

易错生字,新词卡片;.课件一:反映少年“衣衫褴褛”及“大
义凛然时”的图片;.课件二:第四自然段的文字.课件;.课件
三:最后两个自然段的文字.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熟读课文,学习生字,标出自然段,初步了解课文讲
的是一件什么事.(略)

一.复习巩固易错字:

1.出示卡片:“卖”和“买”,齐读后区分字音和字形.

2.出示“可恶”和“凶恶”,齐读后指名区分音和义的不同.

3.出示“侮辱”,巩固正确读音.

点评:此环节的设计意在加强字词的巩固,夯实基础知识的教
学.对于易错易混字教师要有意识地进行强化训练.进一步提
高学生的识字能力及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二．齐读课题,激发情趣:

1.谈话:课前我们初读了课文,认识了一位少年朋友,他就
是:(指板书)

2.齐读课题:意大利的爱国少年.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2.自由谈感受:你对文中的少年产生了怎样的情感,并把有关
词语板书出来.(老师根据学生说的不同方面的感受,让学生把
感觉少年可怜和可敬的词语分别写在黑板两侧作为副板书,再
进行归类.)

3.教师板书:同情敬佩

点评:把邀请同学,分配读书任务和板书的权利下放给学生,使
学生切实成为学习的主人,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自由谈感受使
学生免去举手等待的约束,既可以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也可培
养学生的谦让合作意识..

4.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思考:有什么不懂的问题?画上问号.

5.利用工具书或问周围的同学试着解决所提问题,如果还解决
不了一会儿向全班提出.

点评:让学生在读,思过程中积极主动发现问题,(任何方面的
问题都可以)主动提出问题(向谁提出都可以)并寻求解决的方法
(可用字典,问同桌或下座位问自认为有能力解决的同学).尝
试提问,解答和合作的快乐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增强和创造
能力的提高.分层提出和解决问题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

6.再次质疑,老师板书学生问题:



(1)少年那么需要钱,为什么还把它扔回去?

(2)那些人好心给少年钱,他却用钱砸那些人,是不是没有礼
貌?

四、品读课文,感悟文中描写少年穷困,悲惨的语句,有感情地
朗读有关语句.

1.导入,引发思考:根据我们对课文的了解，这个少年需要钱。

2.投影:少年()需要钱.问:他不仅需要,而且是怎样的需
要?(极为)(特别)(万分).

3.你从哪些地方感受到的?默读课文,用曲线画出有关语句.

4.指名读自己所画出的语句,谈感受.有感情地读出来.

点评:以读为本。自读自悟,读中感悟,悟中生情,情至读中。
教师在学生读的过程中可在学生读句或谈体会时(不固定顺序,
学生随意说和读)适时引导学生重点从少年的遭遇、衣着及船
上的人的态度等三方面使学生感受其贫困和无助.引发学生的
同情心并理解少年对金钱的急切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朗读训
练。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教师根据学生所读的语句可采取以下方法导读：

(1).课件出示“衣衫褴褛”的少年形象,理解词义.激发情感.

问:看到这样的一位少年你想到什么呀?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好
吗?

(2).课件出示文字:他的衣服太破了,他还想给父母买点什么,
这两年他没有赚到一分钱.:

问:读到这里你心里又想到什么?(学生可能会说:真可怜!真不



容易!)读出你的心情.

负,重活,实在,终于,搭)使其变色.指导学生朗读.

(学生提问时,或引发思考时点击“低
声”,“捡”,“躺”,“拉”等使其变色)

引导学生结合“那些人”的做法理解“低声”,
捡”,“躺”,“拉”等做法,感受少年的心情.(虽然钱是被人
扔过来的,虽然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顾不得了,他太需要钱
了)

（6）板书：扔

愿意读读吗?

(8)板书:钱

(9)有了钱就可以怎样?

五、研读表现少年爱国的部分.抓住词语,展开想象,感悟少年
的内心,读出感受.

1.导入:少年如此需要钱,但他得到钱后为什么又扔回去了?

2.板书:扔

3.文中哪句话告诉了我们原因？浏览课文，读出找到的语句
（最后一句）

4..课件出示：虽然，但是（），所以（）。

5.引导学生用关联词语回答问题。也可以用其他的关联词语
（尽管――可是――因此――。）[点评]:教师要善于利用教
材中的可训练点适时适度地加强语言训练，提高学生运用语



言的能力。

6.你觉得最令你敬佩的是这个少年的哪些做法?自由读.画出
有关词语.

7.自由结合,小组讨论,交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汇
报.(谈看法,抓词语,朗读,表演等.)

点评:自愿组成合作伙伴,自由选择合作方式,给学生设立充分
的自主学习时间和空间,也给了他们表现的时机和舞台,使他
们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8.引发争论:少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不礼貌呢?(引导学生感
悟“那些人”的做法.再次感受少年对祖国的热爱.)

点评:引发争论,促进思维,尊重个性.教师不统一认识,只要学
生说得有理就充分肯定,允许保持个性差异.

.课件出示几种图像，启发学生想象，从而树立起人物在学生
心中的形象。

8．引导学生看黑板词语作诗、写几句话、分角色朗读等。
（可以自愿组合，也可独自完成）

点评:再学习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生，尽可能地给学生以选择
的权利，使学生自主、自愿、自觉地进行语言实践活动，并
通过语言实践活动在合作意识的增强及合作能力的提高、情
感的积累与表达等方面都得到一定的发展发展。

9．自己给自己留作业。《意大利的爱国少年》第二课时教学
设计

《意大利的爱国少年》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由本站会员分享，,
请注明出处!



于少年的教学设计少年教学篇八

由于我们班这一学期的师生共读的书是《爱的教育》，这本
书里有提到意大利的爱国少年。所以孩子们或多或少的对这
个故事内容都有点了解。新课开始，我让孩子们齐读课题，
再找里面的关键词（孩子读完课题之后，基本上都能说出关
键词是爱国。）接着让孩子们抓住关键词，围绕课题去质疑，
孩子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王婧提的问题最有价值：这
位少年是怎样爱国的？随后我又让孩子们带着自己的疑问去
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主要训练孩子概
括课文内容的能力、捕捉课文主要信息的`能力和语言组织的
能力，为今后更好的写作做铺垫。）当明白课文讲了一件什
么事情之后，引导孩子们理清课文的写作思路：身世-捡硬
币-扔硬币。最后，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孩子解读课文内
容：1.读完课文之后，你觉得少年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爱
国、有自尊心、懂事儿……）2.课文哪些地方地方体现了他
是一个爱国有尊严的孩子？3.少年的自尊心很强，为什么还
要捡起扔给他的硬币呢？4.既然少年那么需要钱，为什么又
把那些钱都扔了出去？！随着问题一步一步的深入，孩子们
能体会出意大利少年那种大义凛然的爱国行为，也就是进入
了课文的高潮，我趁热打铁，让孩子们带着这种爱国之情，
大声的去读课文，在一遍又一遍的读中体会意大利少年热爱
祖国，维护祖国尊严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