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草的教学设计 阅读指导课教
案(模板7篇)

明天的地球，从今天的行动开始。环保标语的创作要注重表
达的简练性和传递的力度，做到言简意赅。“生活所需不浪
费，大地才能更美丽”，这是一句呼吁节约资源的环保标语。

草的教学设计篇一

1、指导学生归纳阅读方法，并实际运用到课外阅读中。

2、指导学生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从课内知识运用到课外阅
读，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3、让学生在好书推介活动中认识更多有益的课外书籍，从而
进一步提高课外阅读的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归纳整理人物描写的方法，从课内知识运用到课外阅读，提
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学生从自己课外阅读的书籍中，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人物的描
写，仔细阅读。

一课时

（一）导语设计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描
写，无一不是为表现人物性格，突出文章中心服务的。通过
对这些描写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人物形象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二）人物描写方法归纳



1、通过语言描写看人物。语言描写又叫对话描写，它既能显
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又能表现人物品质，还能反映人物的身
份、年龄、职业特点及文化修养。生动的语言描写能给读
者“闻其言，见其人”的感觉。如《孙权劝学》中“蒙
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一句，就形象地写出了
吕蒙的自得和对赞叹受之无愧的坦然。

2、通过外貌描写看人物。如《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从“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的描写，
我们能看出闻先生作为学者潜心学术的兀兀穷年；从“他走
到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的描写，我们又能
看出闻先生作为民主战士的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3、通过神态、动作看人物。俗话说的好“出门看天色，进门
看脸色”，“言为心声”，神态动作就是无声的语言了。在
《最后一课》中，都德只让韩麦先生作了一个手势，就把韩
麦尔先生的爱国热情和他即将离开课堂的极大痛苦表现出得
淋漓尽致。

4、通过心理描写看人物。如果说语言、外貌、神态、动作是从
“外在”的描写看人物，有时难免会有“雾里看花”、“水
中望月”之“隔”的话，那么心理描写就是“拨云见
日”、“一览无余”地看人了。从心理描写中看到的人是完
全真实的人！看《鲁宾孙漂流记》中的一段吧：“我认为自
己前途很暗淡……当我们遇到坏事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到
其中包含的好事，同时也应当考虑到更坏的情况。”鲁宾孙
之所以成了鲁宾孙，是这堂无声的“心理课”的结果。“阳
光总在风雨后”，是心灵的较量让鲁宾孙从一个怨天忧人的
人变成了真正的“硬汉”。

（三）课内人物描写对比阅读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
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
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
的。”

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而又好喝懒做四肢不
勤的孔乙己。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
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
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
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
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
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
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
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
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反映了范进几十年来追求功名富贵达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四）课外名著人物描写赏析

“于是三人乘马引从者往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
马步行，正遇诸葛均。玄德忙施礼，问曰：“令兄在庄
否？”均曰：“昨暮方归。将军今日可与相见。”言罢，飘
然自去。玄德曰：“今番侥幸得见先生矣！”张飞曰：“此
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
曰：“彼各有事，岂可相强。”三人来到庄前叩门，童子开
门出问。玄德曰：“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童子曰：“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玄
德曰：“既如此，且休通报。”分付关、张二人，只在门首
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
立阶下。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
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
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



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
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
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
口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
日迟迟。”孔明吟罢，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童
子曰：“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孔明乃起身曰：“何不
早报！尚容更衣。”遂转入后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
迎。”

通过语段中的人物描写分析人物性格。

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有政治抱负。关羽：稳重、顾
全大局。张飞：鲁莽、直爽、粗暴。

（五）赏析名著，分析人物

1、学生分组讨论，在自己喜欢的名著中找出人物描写的语段，
并做出赏析。

2、学生汇报阅读体会。

（六）总结

让我们置身于文学艺术殿堂，漫步于文学艺术长廊，与这些
鲜活的人物交朋友，感悟人生魅力，提升文学修养。

草的教学设计篇二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构建内部
心理表征的过程，不是把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
验为基础，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构建新的理解。”

为了培养学生自主探索的能力，我们在数字网络平台中建立了
“学习苑”栏目，当学生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时，



只要点击“帮助”按钮，就可获取丰富的学习信息。如，学
生进入第一个问题的帮助区，便可看到教师的提示语：“想
想作者把小艇比作什么？这样的比喻，使你感受到了什
么？”、“看看图，想想小艇还像什么？”、“如果你就坐
在小艇里，有什么感觉？会做什么？”……这些提示语给学
生提供了自主阅读探究的途径。当反馈交流的时候，学生都
能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学生交流一：作者
抓住小艇的长短、宽窄、深浅写出了小艇与众不同的外形特
点；把小艇比作一弯新月，让人感受到小艇的美观；把小艇
比作水蛇，形象地写出小艇行动起来灵活轻快。学生交流二：
假如我坐在小艇里，仿佛坐在弯弯的月船里，在太空遨游呢！
学生交流三：我会在小艇里闭上眼欣赏音乐，美美地休息，
那一定很惬意。学生交流四：我会把四周的古老建筑拍下来、
画下来，让威尼斯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永远地留在我脑海里。
学生交流五：我会在小艇里喝喝茶，聊聊天，那真有乐趣！

学生在研究第二个问题时，教师在网页上的提示语是填空式
的：在（）时候，船夫（）；在（）地方，船夫（）；在（）
时，船夫（）。学生在完成填空练习时，便能真切感受到船
夫那高超的驾驶技术。交流时，教师适时播放相应的录像，
引发了学生的情绪，他们对船夫精湛的驾船技术赞叹不已，
教师因势利导进行语言训练，让学生赞赞威尼斯的船
夫：“假如小艇是威尼斯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没有船
夫的驾驶，威尼斯就会失去一半的美丽。”“了不起的船夫，
你们精湛的驾驶技术令人佩服！”“威尼斯船夫，你们是威
尼斯的骄傲！”这些发自学生内心由衷的赞叹，表明了他们
对课文内容的正确理解。

草的教学设计篇三

1、带领学生走进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通过阅读了解、感受童
话故事的丰富多彩增强学生朗读童话的兴趣。

2、感悟安徒生及其作品中呈现的对真、善、美不懈追求的精



神。

3、通过阅读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对学生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课外阅读习惯。

2、教学难点：指导学生阅读的方法。

【教学步骤】

一、谈话激趣，导入主题

1、阅读童话故事可以开启思想,发展想象，培养美感，愉悦
童心。那么怎样才能更好的阅读童话故事呢？本节课我带领
大家一起去寻找安徒生童话的金钥匙。

【设计意图】：通过谈话，激活学生对安徒生童话的热情，
初步感知童话的魅力，并为本节课创设童话的诗意气氛。

二、知晓作者

课前搜集资料，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并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收
获，初尝到阅读的甜蜜果实。老师补充资料介绍安徒生，让
学生明白自己看的书是非常经典的，对这个著名的童话大师
更加崇敬，更加喜爱读他的童话故事。点燃学生们的阅读激
情。

三、目录取舍

叶圣陶先生说：“读书先看目录，看一遍至少对于全书有了
概括印象，进而能对阅读材料作出取舍。”不管是读哪种版
本的童话书，首先要学会看目录，目录一般在正文之前。它



一般包括篇目和页码两部分。形式有多种，有的页码在篇目
的前面，有的则在篇目的后面，同学们要根据目录快速地查
找喜欢的阅读内容。

帮助学生进行阅读。

四．看题质疑

看题质疑就是看到题目自己给自己提问。著名物理学家爱因
斯坦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所以会提问是
一种很重要的本领哦。

3.拇指姑娘经历了什么事情？结果怎么样？

五．美读解疑

美读解疑就是美美地读故事，边读边在阅读中寻找问题的答
案，找到了就在旁边做上记号。

六、总结延伸：

今天，我们穿越百年的历史，在“安徒生童话王国”一起沉
静在纯真美丽的童话世界里，重温了那些带给我们欢乐和忧
伤的童话。课后，我们还要经常读更多的安徒生童话，让安
徒生童话成为照耀我们一生的阿拉丁神灯！

【板书设计】

安徒生童话

阅读四部曲：

1.知晓作者

2.目录取舍



3.看题质疑

4.美读解疑

草的教学设计篇四

1、歌曲唱童话。(我唱你猜)

2、图片，影片忆童话。(我画你猜)

3、关键词语聊童话。(我说你猜)

二、读书印象——走进童话《龟兔赛跑》

1、谈话导入

2、推荐童话作品《龟兔赛跑》。

1)介绍目录。

2)、谈读书印象。能说说拿到这本书时，给你的第一印象吗?

三、欣赏性阅读——我的表情我做主

1、归纳常用的读书方法。课件出示

2、介绍创意读书方法：表情符号，表达阅读时的心情。

3、学生尝试，边读边画。

4、我读你猜。

5、同桌练习。

四、自主性阅读——我的感受我来谈



1、引出话题。

(1)兔子为什么邀请乌龟和它赛跑?

(2)兔子为什么会在比赛时睡着?

(3)乌龟为什么累得不行了，还要坚持继续爬行?

(4)为什么最后乌龟跑赢了兔子。

2、小组讨论，指名回答，其他同学补充。

3、辩论:假如你是这只乌龟，你会接受兔子地邀请参加比赛
吗?

4、师小结。读了这个故事，你收获了什么?或者说你知道了
些什么?

6、移情想象。

五、拓展阅读——开启阅读途径

1、推荐同类美文。

2、了解阅读途径。

3、口号：读书让我快乐，读书让我增添力量。

人们常用以下几句话来说明书的重要性.。谁来读读?(课件展
示谚语)

读书名言：

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3、书籍是朋友，虽然没有热情，但是非常忠实——雨果

4、对于每一本书，都必须学会阅读——帕斯卡

师:孩子们，我们的读书还只是刚刚起步,希望大家把读书当
着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一位可以陪伴终身的伙伴.
愿大家能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成为博览群书的小博士。最
后响起我们的读书口号：读书让我快乐，读书让我增添力量。

六，课后延伸——升华情感

制作书签

课后收集读书名言制作成自己喜欢的书签，送给你的好朋友
好吗?

相约名著

活动目的：

1、了解祖国文化的悠久历史，鼓励学生走进名著世界，激发
学生品赏名著的读书情趣;

2、教会学生在合作学习中汲取思想养料，感受美的熏陶，积
淀文化底蕴;

3、让学生在体验读名著、赏名著、演名著的快慰中，增强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展现自我的意识。

活动准备：

1、调查学生的名著阅读情况表

2、提前给学生布置好阅读内容和方向，指导阅读方法;



3、准备自编自演小品《皇帝的新装》和《伊索寓言》。

活动步骤：

(名著，是“具有推崇价值的有名的作品”。经典名著的价值
在于典范语言的熏陶，在于心灵的滋养，在于对人类精神的
终极关怀。今天，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的殿堂里徜徉,去领
略名著的魅力,汲取智慧，净化心灵，丰富精神，愉悦人
生。)

一、走近名著，亲近经典

1说一说，我心目中的名著经典

过渡：一提到文学名著，每个同学都能如数家珍地罗列出许
多：

学生2：我喜欢在阵雨后的夏日，翻一翻《红楼梦》，不仅宝
黛的爱情故事令我悲叹不已，书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教会了
我认识纷繁杂的大千世界，世事的沉浮，让我有了一份平淡
的心境。

学生3：我很喜欢看《安徒生童话》，里面的没一个故事都深
深地吸引着我。尤其是那篇《卖火柴的小女孩》，我到现在
还是记忆犹新。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历尽了人世沧桑，终于在
合家团圆之夜离开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在她有生之年，她只
能拥有美丽的梦，但梦终究是梦，永远不会成为现
实······我心中不禁充满了对小女孩的深切同情，也
为她摆脱这种黑暗的生活高兴。

学生4：长假里，我读了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
佛游记》，小说以辛辣的讽刺与幽默、离奇的想象与夸张，
描述了酷爱航海冒险的格列佛，四度周游世界，经历了大大
小小惊险而有趣的奇遇。游记中小人国、大人国里光怪陆离



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具有仁慈、
诚实和友谊美德的慧因，我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也像慧
因国，孩子们的眼中不再有疑虑，教育与现实是统一的。我
愿为此付出努力，也希望大家与我一道，从自己做起，从现
在开始做起，让这个社会多一点真诚、少一点虚伪。

过渡：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对自己心目中的名著经典也有很
多的话想要说。

2想一想，我记忆里的名著逸事

学生5：公元1605年,西班牙王宫院墙外的街道上,一个年轻人
正手捧一本书边走边读,不时地手舞足蹈,并哈哈大笑。西班
牙国王菲力浦三世站在王宫阳台上看着这一情景,对身边的大
臣说:“你们看那个青年,如果不是有神经病的话,那他一定是
在读《堂吉诃德》。”大臣们忙派人去问,那青年果然在读
《堂吉诃德》。这个故事说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经
出版,就震动朝野,十分受人欢迎。事实上像《鲁滨逊漂流
记》、《格列佛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外
文学名著都名震中外,影响深远,它们都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甘
露,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学生6：瑞典一所乡村中学，一个老师是这样向学生解释《西
游记》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国和尚去西方旅游的经历，这
种旅游的性质实质是一种探险。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马，带着
一位名叫沙僧的仆人。为了打发旅游途中的寂寞，他还带了
一只宠物猴和一头宠物猪。路上，这个和尚经过许多高山，
渡过一些大河大川，受到许多惊吓，艳遇过一个只有女孩的
女儿国。据说他带的猴子本领很大，一路上替他扫除了很多
障碍，其实不过是一只蝎子、两只蜈蚣、五只黄鼠狼、七只
等而已，大的动物有一头牛、两头狮子和三只狼。猴子还有
一些让人不解的行为，比如一发火就烧，一路上烧了几个山
洞、一棵柳树和几座漂亮的宫殿，还围着一堆白骨狠打许多
遍才罢手。和尚带的宠物猪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充当



旅游的解闷工具罢了，据说他一口气吃了四个西瓜，把和尚、
用人、猴子的一份都吃了，还说他调戏了七只，被们狠咬了
一口。那个仆人却什么用也没有，整天挑着一副破行李，听
任摆布。和尚花了13年才到印度，寻了一些印度佛经，象得
了宝贝一样凯旋了。学生们听罢非常惊讶：一个是想不到中
国人这么热衷于冒险，二是想不到一千年前中国人就喜欢宠
物猪了。

学生7：名著内容浓缩成一句话。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
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荷马史诗》;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哈姆雷特》;善良人在追求
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浮士德》;你
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
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
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
平等的。——《简?爱》;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
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海明威《老人
与海》;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安徒生童话》;盲目可以增加你的勇气，因为你无法
看到危险。———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3夸一夸，我喜欢的名作家

学生8：名著的作者在我们的心中，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
个理想的化身、神秘的偶像。我喜欢在明净的秋阳下，倾听
泰戈尔的诉说、走近徐志摩的康桥，那悠悠的文字，或酣畅
淋漓，或行云流水，总会让我有太多的泪水与感动。也喜欢
在初雪的冬日，读林语堂、读钱钟书、读刘墉，大师们豁达
的胸怀、睿知的灵性，使我的头脑更灵活、心灵更善感，生
活也因此而变得五彩缤纷，充盈、生动而美丽。

学生9：读了冰心的《繁星》、《春水》，她这两本含蓄隽永、
富于哲理的小诗集，竟会使我久已沉默的心弦受到拨动，从
而在她的影响下，我读懂了人世间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我



坠入了凉静的安闲的境界，我会想到人生是多么有意义呀。
她的诗，常将自己从生活里获得的新鲜感受，生动形象地表
现出来;自然含蕾，又富有哲理，给人以无尽的回味和思想的
启迪。

学生10：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家，他的高超的，无与伦比的
写作技巧，他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对社会丑恶的毫不
留情的批判态度与变革思想最终成就了〈〈复活〉〉这不惊
世骇俗之作。他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虽然大量引用
〈〈圣经〉〉章节反映了托尔斯泰的不彻底的宗教观与精神
苦闷，看不到更新更远的社会前进之路，但毕竟反映了他的
世界观已在巨大的转变之中，反映了他对旧制度的否定与极
力思变的革命精神。

过渡：藏克家说过：“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歌德更是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此
话在这儿得到了验证。

4议一议，我喜欢的名主角

学生11：名著和名著中的人物是相映生辉的，没有《西游记》
当然不会有孙悟空，因为孙悟空的横空出世，《西游记》更
加熠熠生辉。孙悟空其实是一个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
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它的一切斗争也
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
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

学生12：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
国演义》。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
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
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
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功。

过渡：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



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
膀。”

过渡：下面我们去看看由我们自己根据课本自编自演的名著
精彩片段。

三、走向舞台，演绎名著

5续读名篇拓展延伸

学生按照要求写好课本剧剧本。

学生14：《皇帝的新装》课本剧。

学生15：《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课本剧。

6、活学活用自编自演

学生小品表演名著经典片段。

学生组1：表演滑稽剧《皇帝的新装》。

过渡：古希腊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宝贵的珍宝是知识，这些
知识大部分是来自书籍，今天我们更能把这种知识用剧本表
演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看《伊索寓言》里的一个经典故事。

学生组2：表演故事剧《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

一起朗读的内容屏幕展示：(人的道路上有书相伴，成长会多
一份睿智;走进名著世界，你才能享受精神富有。中外名著斗
奇争艳，灿若星河，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创的个人
风格，有利于开拓视野，领略古今世界的五光十色，一览中
外各国风土人情的生活画卷，吟味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理
解作家对人生深邃剖析的思想哲理。让我们都能静下心来品
味揣摩一下那韵味隽永的经典名著，让名家名篇真正叩开我



们窥探心灵的窗扉，去掀开我们触摸人生的金页，去引领我
们走进更高的人生境界。

草的教学设计篇五

1、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现在小老鼠该睡着了吧？我们接着往
下读。

2、这次小老鼠有没有睡着呢？是什么原因呀？

3、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他是怎么做的？

4、他一边撑伞，一边又叫了起来：（指名读）

“大老鼠，大老鼠！不好了，屋里下雨了！”

5、屋里会下雨吗？那是什么让小老鼠觉得屋子里在下雨呢？
你们猜那是什么呢？

6、是啊，那是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小老鼠对大老鼠说——
（学生齐读）

草的教学设计篇六

1、通过认识阅读课外书的作用，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

2、指导学生回顾总结课堂上学到的阅读方法，并实际运用到
课外阅读中。

3、利用阅读卡，让学生把自己阅读的收获积累下来，从而提
高写作能力。

指导学生如何选择积累好词妙句。



《北大荒的秋天》

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爱上阅读

哪些同学看过课外书？请举手。你们都看过哪些课外书？
（《十万个为什么》、《自然探秘》、《安徒生童话》、
《弟子规》、《笠翁对韵》……）看来你们都是爱看书的好
孩子。老师也很喜欢看课外书。

师：哪些同学从幼儿园开始就喜欢看书？你真厉害，还没识
字就开始看书了，你真是个

爱看书的孩子。你能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那么爱看书吗？
（生回答）师：当你们看了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以后，通常
会怎么做呢？（生谈自己的做法）

师：是啊，当我们看了有趣的故事以后，都想把这个故事讲
给好朋友听，和朋友一起分享，这样也起到了看书的作用。

师：你们上小学以后，语文老师常常会布置你们看课外书，
那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吗？（生谈自己的想法）

师：对，看课外书不仅让我们了解很多有趣的故事、科学，
还能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师：你们知道怎样读书才能使我们有更多的收获吗？（生答）

师根据回答总结：把文章中的好词好句摘录下来，以后运用
到自己的习作中。

看了故事以后，自己一定会有一些深刻的体会，从中明白一
些道理，我们可以把这些感受写下来。



（二）课内得法概括读书的方法

师：那么，大家回顾一下，平时在课堂上老师是怎样指导大
家读书的？

生答：先把课文读一遍。（板书：读）

生：遇到不认识的字问同学、老师或者查字典，遇到不理解
的词语结合上下文来理解。

（板书：查）

生：还要把优美词语和句子划下来。（板书：划）

生：老师还要求我们把这些优美词语、句子摘抄到阅读笔记
上。（板书：摘）

生：读完之后要想一想有什么收获，写出自己的感受。（板
书：想）

生：比较优美的段落我们还要记住，会背下来。（板书：记）

（课件出示：阅读方法（1）读。读内容，知其概要。（2）
查。碰到不懂的字词查字典，结合上下文理解它的意思。（3）
划。给优美的、含义深刻的句子加点划线。（4）摘。摘抄好
词佳句。（5）想。读后思考所得所感。（6）记。背诵精彩
片断、优美范文。）

（三）课外活用运用方法进行阅读

师：原来我们班同学都这么会读书。我们回忆一下，教材第
三单元的主题是什么？（美丽的秋天）现在呢，老师向你们
推荐一篇非常美的文章《北大荒的秋天》，请大家运用你自
己喜欢的读书方法来读一读这篇文章。



（课件出示：快乐阅读）

1、生进行第一次阅读（快速默读，不认识的字，问老师或者
查字典。）

师问：“榛、绛”的读音，“五彩斑斓”的意思。

2、师：要想有更多的收获，我们还要把文章中用得好的词语
和描写生动的句子摘录下来，现在用我们平时学到的读书方
法来细细品读吧，可以自己读，也可以和你的同桌一起读，
边读边完成阅读卡的前七题。

5、生进行第二次阅读。（精读）

6、阅读反馈：检查阅读卡前七题的的完成情况。

7、检查快乐阅读卡第8题。

师：师我们来看第8小题，找个同学读一读。（指名读第8题）

师：在描写你心中的秋天之前，我先来感受一下秋天。（课
件出示：秋天图片）

好，同学们，拿出钢笔，在阅读卡上写下你心中的秋天，可
以写秋天的果园，也可以写秋天的菜园、公园、或者是秋天
的田野。两三句话就行，开始吧。（师巡视）

（四）激情总结阅读相伴：今天同学们通过平时学会的阅读
方法，自己阅读了《北大荒的秋天》这篇文章，今后希望你
们能运用这种读书方法，多读一些有益的课外书。最后，老
师送给大家一些读书格言。（课件出示）同学们，让我们爱
上阅读吧，让阅读伴我们快乐成长！

阅读方法：读、查、划、摘、想、记



草的教学设计篇七

五年级学生经过前四年的学习，已经初步具备了自主阅读理
解的能力，敢于质疑，乐于解疑，学会了搜集并筛选资料。
学生学习本课有几个困难：一是具体事例叙述简略，不能满
足学生探索的兴趣，不能触动学生的内心世界。二是离学生
生活距离远，学生不是很感兴趣。三是要抓的词语很多且不
够通俗。因此，课前要求学生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简要了
解时代背景，了解徐霞客的生平，为课堂学习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