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实用8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一

虽然这不算我担任教师的第一年，可是毕业以来，作为临聘
教师，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接受过语文教学专业的训练与打磨，
大学刚刚毕业，只有教学理论的我参加“大学生支教”行动，
成为了一名镇区的初中语文老师，学校各方面条件都不是很
完善，没有人教你如何备课、上课，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摸
索、借鉴。但是我一直坚信我要有自己的风格，虽然孩子们
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可是时间是无情的，我心里清楚
这里不是我的归属地，我如浮萍般飘飘落落，不知道我能落
到哪里？20××年9月，我参加了中山市教师招聘考试，成为
了烟洲小学的一名正式老师，满怀信心决定在这里“生根、
发芽”，来到这里我真的见识到了烟洲小学优秀的语文团队，
尤其经历了那种蜕皮式的磨课后，我犹如破茧而出的蝴蝶，
获得重生。下面是经过这次磨课后我的几点反思：

这次执教的《落花生》一课，作为《落花生》一课的拓展，
在设计教案之初，我并没有选择《落花生》而是选择学生学
过的《竹石》、《梅花》、《石灰吟》作为拓展内容，但是
经过几次试教后，学生们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对这些学过的诗
有新鲜感，而且似乎时间相隔有些长，孩子们忘记了那些古
诗运用的写作手法，这样课堂上嵌入经典内容，就没有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似乎这样的嵌入是不成功的，我有些灰心，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带着疑问我咨询了那些听课的老师，他
们给我的意见是：试试孩子们没有学过的经典古诗词。那我
想是否可以引用一些他们没有学过的诗词，并且要同样运用



借物喻人的写作手法，就这样我选择了初中教材中的《爱莲
说》一文。试教之后，问题又来了，听课的老师提出
来：“是否《爱莲说》的选择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要求？”这
样的问题我其实在选择时也想了很久，我认为：“可不可以
将古今中外那些名传千古的语句或文章学段下放，抓住小学
生记忆的黄金年龄时期，将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初中背诵篇
目移到小学阶段背诵？”因为大家都曾经历过初高中，了解
到初中时课业负担相对于小学阶段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想
如果孩子在小学阶段能够背诵初中的篇目，相比较同龄孩子，
他曾记忆过，就会为他减轻负担的同时，增加一份自豪感，
那么是不是就不会因为课业负担而丧失对语文的学习兴趣，。
所以我认为初中阶段的背诵篇目，如果小学有时间和精力的
话，可以移到小学阶段背诵，不过要注意如果这些初中的古
诗词篇目在小学学习，请不要追求过细过深的讲解，只求让
孩子们记忆即可。

曾经与一位音乐教师聊天，她的一句话启发了我，她
说：“如果语文课堂上除了书声琅琅，也能听见孩子们的歌
声多好，将语文与音乐结合起来教学，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今年杨再隋教授将再一次莅临烟洲小学指导教学，
作为新教师的我接受了出一节课的任务，我欣喜若狂，这种
专家指导的机会是不多的，我倍加珍惜，但是作为新教师，
可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毕竟经验不足，但是也有出生
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于是经过斟酌，我选择了《落花生》第
二课时的教学，当我设计完自认为挺好的教案，并且在三角镇
“实战演练”了一节后，我认为课堂气氛很活跃，可是评课
时问题出现了，认真的听着每一位老师的建议，晚上回家，
我按照意见对教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想着这回应该可以
了吧，可是又一次试教结束后，问题仍层出不穷，到底该怎
样改？都按你们意见修改了，可是怎么还不行？夜里我辗转
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梁丽莹科长找我谈话，她
说：“一堂好课需要老师从失败中积累经验，再融合其他老
师的精髓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展现属于自
己风格的课堂”她帮我修改教案，梁洁娴主任告诉我：“一



节课要有亮点，有和别人不同的东西才是一节优秀课。”学
校有很多工作，各位语文老师就利用课间时间，跟我提建议，
帮我修改，我很感动，距离杨教授到校的日子越来越近，可
是灰心丧气的我，拿什么呈现一堂精彩的课？莫惠冰校长看
出了我的失落，她鼓励我说：“你每一次都有进步，只要在
讲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自己，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教学之路。
”一席话重新点燃了我的勇气，害怕就意味着失败，有挑战
才会有进步与成长，莫校长让陈丽红主任帮我改教案，每天
为了学校的事情，陈主任很忙碌，她就牺牲自己的下班时间
陪我磨课，修改教案，我看在眼里，暗暗下定决心：“决不
能给陈主任丢人，决不能给烟洲小学丢人。”就这样在陈丽
红主任的帮助下，我的教案思路清晰，亮点也凸显出来，在
杨再隋教授来学校的那天，我的课收获了各位老师的赞赏与
好评，虽杨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看法，虽然有不足，
但是不足就是进步的空间，这次课基本得到了杨再隋教授的
认可。

通过这次磨课，我学会了如何去讲课，怎样才是高效的语文
课堂，更清楚了如何讲属于自己的课！同时我也真正明
白“教师劳动方式的个体性和劳动成果的群体性”的真正含
义，作为教师，应该懂得与人合作，教师的个体劳动最终都
要融汇于教师的集体劳动中，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感谢
烟洲小学这个大家庭给我成长的机会和平台，感谢各位老师
的帮助与支持，相信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会走出属于自己的教
学之路。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二

通过学习本课，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吩咐、茅亭、
榨油、价钱、石榴、爱慕”的等词语；分角色朗读课文，背
诵自己喜欢的段落；理解“父亲”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懂得
“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
人”的道理；初步学习分清文章的主次，加深对文章思想内
容的理解；学习作者主次分明的表达方法。



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懂得做人“要做有用的
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初步学习
分清文章的主次，加深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

课前，让学生了解花生的生长特点及有关花生的常识。教学
时，先结合课题，组织学生交流对“落花生”这个名字由来
的了解。然后从内容入手，引导学生了解课文围绕落花生写
了几件事。要保证学生充分阅读、思考和小组交流讨论。

多媒体课件

二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质疑问
难。

学生学习过程

1、指名学生上台写下自己的名字，并说出名字的含义。

2、教师板书作者笔名“落花生”，并请学生猜想它的含义。

3、教师把“落华生”改写为“落花生”，并介绍作者许地山。
许地山为什么把自己的笔名叫做“落华生”呢？读了本课，
我们就清楚了。

1、学生自读课文，读准字音，理解词义。

2、同位互读，相互订正。

3、小组讨论：课文围绕“落花生”写了哪些内容？



4、回报交流，理清脉络。

1、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自学第一部分，提出不懂的问题。

2、学生可能提出以下问题：

（2）文中为什么只用“买种”“播种”“浇水”这几个词写
种花生？这些词能颠倒吗？

（3）母亲为什么提议过“收获节”，还吩咐在后花园的茅亭
里过这个节？

（4）“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
一句中，“天色不大好”父亲为什么也来了？父亲对孩子们
一起吃饭是很平常的事，为什么是“难得”、“很难
得”“实在很难得”？父亲很难得回来吃饭，就是为了品尝
我们中的新花生吗？诸如上述问题，让学生在小组内充分讨
论、释疑，更好的理解课文内容。

查找关于花生成长的资料。

17、落花生

种花生

收花生

尝花生

议花生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进一步学习课文，抓住课文的重点内容，进行精读，并领悟
其中蕴含的道理。

学生学习过程

1、分角色朗读众人议花生一段。

2、投影出示父亲介绍落花生特点的一段话。

3、指名读这段话，思考：落花生和石榴、苹果有哪些不同呢？
课件演示介绍这几种植物生长特点。

4、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这段话。

5、指名读、齐读父亲说的第二段话。在第一段话的基础上，
进一步体会父亲的话是由落花生的特点进而阐明做人的道理。

6、背诵父亲说的这段话。

7、学习重点句：“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
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2）小组讨论，举例说明。

（3）这段话，父亲没有直接讲出来，而有“我”讲，为什么？

8、反复读以上几段文字，直至背诵，感悟做人的道理。

针对有的同学会提出：苹果、石榴、桃子既好看，又好吃，
既善于展示自己，推销自己，又很有用处，愿做苹果那样的
人。教师要充分肯定这种认识很有道理，并组织辩论。

1、在现代社会，你愿做像落花生那样的人，还是愿做苹果那
样的人？为什么？请各小组讨论，各抒己见。



2、请“落花生”“苹果”分为两派，展开辩论，教师做主持
人。

3、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完成练习。以“我要做（、）那样
的人”为题，写一段话。

作业设计

1、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进一步感悟做人的道理。

2、观察一个事物，学习本课的写法，写一篇短文，说明一个
道理。

板书设计

17、落花生

味美

好处、榨油、不好看，但有用

价钱便宜

做有用的人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1、分角色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爱的段落。

2、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一段话，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不
要做伟大、体面的人。”的深刻含义。

3、初步学习“借物喻人”的表现手法。



教学重点：

1、紧扣爸爸说的一段话展开朗读体会，让学生认识到本文借
物喻人的写作及其所喻的道理。

2、学习本文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的写作方法，学习本课借物
喻人的写作方法。试着选择一种事物写一写。

教学难点：

初步了解借物喻人的写作方法。

教学准备：

花生生长示意图;石榴、苹果图片;生字卡片。

教法学法：

小组合作交流法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讨论课题，简介作者。

1、师板书课题《落花生》。

2、师：“落花生”就是大家熟悉的花生，为什么叫它“落花
生”呢?

(出示花生开花结果的示意图，加以说明：花生是一年一生草
本植物，花黄色，花受粉后垂落到地上才生出花生，所以也叫
“落花生”。)



3、师：同学们喜欢吃花生吗?喜欢什么口味的?(让生畅谈。)

4、简介作者许地山。作者也喜欢吃花生，而且在自家的空地
上种花生。居然收获了，他们一家人高兴地聚在一起过收获
节。同学们愿不愿意和作者一起来分享他的喜悦呢?让我们一
起来学习《落花生》。

二、初读感知，自主学习。

1、出示小黑板，指名认读，并联系上下文理解词意。

开辟：本课指把荒地开垦成可以种植的土地。

茅亭：用草一类的东西盖的亭子。

爱慕：由于喜欢或尊敬而愿意接近。

吩咐：口头指派或命令。

体面：(相貌、样子或穿着)好看;有气派。

榨油：用力压出物体里的汁液。

实用：本课指有实际使用价值。

居然：表示出乎意料，竟然。

2、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3、读了课文，你有哪些收获?还有什么疑问?

三、分角色朗读，理清文章的脉络。

1、分角色朗读，边读边思考课后第一题，说一说课文围绕落
花生讲了哪些内容?



3、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第一自然段)，先写种花生、收花生。

第二段(第二自然段)，写母亲提议过一个收获节，并为过收
获节做了准备。

第三段(第三自然段到最后)，写我们和父亲边吃花生边议论
花生，爸爸对于花生的品格的赞扬，使我们对普普通通的花
生产生了敬佩之心。

4、小组讨论后汇报，在4个方面的内容上，“种、收、尝”
写得很简略，而“议花生”写得具体。因为作者写作的重点
放在“议”上，想从“议花生”中引出如何做人的道理，所以
“种、收、尝”写得很简略。

5、师小结：全文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二、再读课文，理清思路。(要求：默读课文，边读边做批
注)

1、你对哪一部分最感兴趣?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入课文的学习。

2、集体读第一段，了解种花生、收花生。重点体会“居然”
一词。

(1)读出花生收获后一家人的意外、惊喜。联系生活，用“居
然”造句。



(2)种了就是想收的，为什么收了却又说没想到?没想到什么?
为什么没想到?感悟、体会花生顽强的生命力。

三、朗读感悟，体会情感

再次分角色朗读“吃花生、议花生”的内容。

师过渡：兄妹们所说的花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父亲指
出的却是花生容易被人忽视的特点，而这容易被人忽视的恰
恰是花生最可贵的好处。

3、默读父亲的话(小黑板出示父亲说的一段话：花生的好处
很多，……)

(1)要求：读这段话，你能读懂什么?还有没有不懂的?

(2)抓重点词展开对比理解(师相机板书)

花生 桃子、石榴、苹果

矮矮地 埋在地里 高高地 挂在枝头

挖起来才知道可贵 一见就生爱慕之心

(3)明确花生的可贵之处：有用却默默无闻。

(4)生谈自己的看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

4、反复读一读“我”说的话：“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
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联系生活，深入体会父亲对我们的
期望。

四、深化主题，拓展延伸。

朗读最后一段，找一找从哪一个词可以看出父亲的话



给“我”很深的印象?体会“印”字用得准确，体会父亲的话对
“我”一生的影响。

五、指导课后练笔。

1、明确练笔要求。

2、师生共同开拓思路。

(1)扫帚：它拥有默默无言，宁可自己一身脏，换来环境干净
清洁的特点，表现不为名利的精神。

(2)蚕：它拥有“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特点，写它的献身精神。

(3)粉笔：它拥有一再掏出心来工作的特点，写一心一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

3、选择以上或其他生活中的事物写一个小练笔(模仿本文，
写清该物寓含的道理)

七、作业。

1、继续完成小练笔。

2、背诵你喜欢的段落。

3、注意观察生活中像花生这样的人并向他们学习。

板书设计：

种花生：买种—翻地—播种—浇水

落 收花生：居然收获了

花 尝花生： 做成好几样食品



生 好处：味美、榨油、便宜

议花生

特点：埋在地里，不好看，但很有用。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四

1、理解课文思想内容，学习花生不求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
使学生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
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2、概括课文中心思想，练习分清课文主次。

3、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练习用“居然”“成熟”造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1、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

2、练习根据课文的中心，分清主次。

1、老师出个谜语，看看谁能猜出它是哪种植物。

“根根胡须入泥沙，自造房屋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果，地
下结果不开花。”

(花生)

2、出示花生的投影片，教师解题：花生又叫落花生，因为花
生的花落了，子房柄就钻到士里长成花生荚，所以叫落花生。

3、简介作者(板书：15、落花生)

1、认读生字词。



2、查字典并结合课文内容解释词语。

解释词语要依据“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
联系上下文准确地理解词

语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意思。

可惜、开辟、翻地、居然、收获、吩咐、成熟、分辨、体面

1、在理解生字、新词的基础上，默读课文。联系课文加强对
生字、新词的记忆与理解。

2、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思考：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
围绕题目写了哪些内容。

(落花生是本文议论的中心事物，因此以落花生为题。全文写
了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议花生，都是围绕题目来写的)

(板书：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议花生)

1、抄写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指名三名学生有感情地分段朗读课文。普普通通的花生引出
了一家人的许多话题，使我们对花生也生出了几分敬佩之心，
带着这份敬佩之情，我们来学习课文。

1、各自轻声读第一段，思考：这一段先写了什么?再写什
么?(先写种花生，再写收花生)(板书：(一)种花生收花生)

2、课文中哪些词语写种花生的经过?这些词语能颠倒吗?为什
么?

(买种、翻地、播种、浇水;”这些词语是按种花生的顺序排



列的，不能颠倒位置)

3、“居然”写出了什么?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4、练习用“居然”造句。

这一部分写得很简略，也容易理解，教师可用简练的语言一
带而过。

花生居然收获了，一家人准备过一个收获节。

(板书：(二)母亲的建议)

1、默读第三段，思考：一家人是怎样议论花生的好处的?

(板书：(三)尝花生议花生)

2、分角色朗读课文，讨论回答思考题。

(姐姐说味美，哥哥说可以榨油，“我”说便宜，大家都喜欢
吃，父亲说花生最可贵的是它的果实理在地里。)

(板书：兄妹们议花生父亲议花生)

(两次。第一次把花生与桃子、石榴、苹果作比较;第二次由
花生的特点进而说明做人的道理。)

(板书：花生桃子石榴苹果)

(1)齐读父亲的第一次议论。思考：父亲是怎样通过比较说明
花生最可贵之处的?)

(父亲把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相比较。通过果实的样子、
果实结出时的位发的比较说明花生最可贵之处的)



教师帮助学中抓住关键词语“埋在地里”“鲜红嫩绿”“高
高地挂在枝头上”“矮矮地长在地上”等进行分析，体会出
花生的默默无闻，朴实无华。

(板书：果实理在地里鲜红嫩绿的果实矮矮地长在地上高高地
挂在枝上)

(这是它们各自的生长特点)

(不求虚名，默默奉献，朴实无华)

(4)练习用“成熟”造句。

“成熟”有两个义项。一是泛指生物由发育到完备阶段;一是
指发展到完善的程度。教师据此指导学生造句。

(5)齐读父亲的第二次议论，思考：父亲借花生来教育孩子们
做什么样的人?

(谦虚朴实，不计名利，不会炫耀自己，对别人有用的人)

(6)出示投影片，填空，指导学生背诵。

“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可是，不是而的东西。”

(板书：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

4、作者对父亲的话理解了吗?你从哪里看出的?读出有关的句
子。

(1)出示投影片，填空，指导背诵。

“人要做的人，不要做，而的人。”

(2)你对作者的话理解了吗?什么叫有用的人?什么叫只讲外表



体面而对人没有好处的人?结合实际，举例说明。

(3)小结：作者受父亲的启发，所说的这段话是全文的中心所
在。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做人的道理，赞扬了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谦逊朴实、不计名利、有真才实学而不炫耀自己
的人;赞扬了一切默默无闻，为人民多做好事，对社会作出贡
献的人。批判了那些只求表面，贪图虚名，不学无术，对社
会没有用的人。父亲的教导深深印在作者的心上，“落花
生”的精神贯彻在他一生的做人、写作和教学之中。

(4)齐读全文最后一节。思考：这一节对全篇文章和突出文章
中心起了什么作用?

(第一句讲过收获节的谈话一直到深夜，交待了时间，把事情
叙述完整。第二句说明了父亲的话给“我”的印象之深，说
明了作者在收获节上的收获之大，也可见母亲安排这一活动
约用意和父亲参加这一活动的目的。这样的结尾深化了主题。
)

5、背诵课文最后四个自然段。

1、结合“我”的一段话，概括课文的中心思想。

(课文通过收获节上一家人对花生好处的议论，说明要做对别
人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使学生对文章的`主次有具体的感受，
对文章主次与中心思想的关系有比较具体的体会。

(板书：略写详写)

3、这篇课文的重点是过收获节，议花生是主要的，父亲的议
论是着重写的，这样可以突出文章的中心。其它内容略写，



但它为文章的主要内容起说明交待的作用，不能不写。我们
在写作时也要确定重点，做到重点突出，主次分明。

1、用“居然”“成熟”造句。

2、背诵课文。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五

1、指名三位学生上台写下自己的姓名并说出名字的含义。

2、教师板书作者笔名“落华生”并请学生猜想它的含义。

3、教师把“落华生”改写为“落花生”并介绍作者许地山。

设问：许地山为什么把自己的笔名叫作“落华生”呢？以此
导入新课。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正确，不添字，不漏字，不读破句
子。

2．同桌互读，相互指正。

3．指名串读，全班交流，说长论短。

1、学生自由读课文思考：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围
绕题目写了哪些资料。（联系课后练习1）（板书：种花生收
花生尝花生议花生）

2、根据板书给课文分段。

1．默读第三段，思考：一家人是怎样议论花生的好处的？
（姐姐说味美，哥哥说能够榨油，“我”说便宜，大家都喜
欢吃，父亲说花生最可贵的是它的果实埋在地里。）



把三姐妹说的花生的好处用上关联词说上一句话。

（两次。第一次把花生与桃子、石榴、苹果作比较；第二次
由花生的特点进而说明做人的道理。）

（板书：花生桃子石榴苹果）

（1）读一读第一处议论，你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学习小组
讨论。

（2）你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四人小组讨论。

（3）学生交流。

适时理解：a、花生好，桃子、石榴、苹果不好。

b、凡是埋在地里的东西都是好的，高高挂在枝头的东西都是
不好的。

c、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果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d、父亲认为桃子、石榴、苹果相比，花生最可贵的一点是什
么？你能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吗？（板书：藏而不露）

（4）让我们带着赞美的语气来读读父亲的话。

（5）父亲向我们将花生藏而不露的品质是为了什么？出示父
亲的第二句话。

“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但是很有用，不是
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出示“我”的话：“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
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了。”



理解“体面”、“讲体面”“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
人”是怎样的人？。

（6）你对作者的话理解了吗？什么叫有用的人？什么叫只讲
外表体面而对人没有好处的人？结合实际，举例说明。

1、在现代社会，你想做落花生那样的人，还是想做苹果那样
的人？为什么？请各小组讨论，各抒己见，实话实说。

2、请想做落花生那样的人上台，想做苹果那样的人坐在下面，
分成两个阵营展开辩论，教师做主持人。

3、在充分辩议的基础上完成练习。

以“我要做那样的人”为题写一二段话，要求实话实说，有
真情实感。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六

1、学习本课生字“辟、茅、榨、慕”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语“居然”、“爱慕之心”。

2、理解课文思想感情，学习花生不求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重点、难点、关键

重点、难点：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

关键：通过讨论，有感情地朗读，突破重、难点。

教具：小黑板

教学过程：



谜面：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着个白胖子（花生）

板书课题、落花生

1、读课文划出文中的生字词

2、找出文中不理解的地方

1、认识生字新词

2、指名读课文，纠正学生读音。

3、本文主要内容及理清课文的叙述顺序。

1、讲读父亲的话

（1）什么是“爱慕之心”，“之”什么意思？“生爱慕之
心”什么意思？

（2）、父亲对什么产生爱慕之心？你从哪个词看出来的？

（3）、“可贵”是什么意思？父亲为什么认为花生最可贵？

1、花生好，桃子、石榴、苹果不好。

2、凡是埋在地里的东西都是好的，高高挂在枝头上的东西都
是不好的。

3、我们不需要外表美。

1、什么叫只讲体面？

2、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3、我们要做怎样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这种默默奉献的人？请



说一说。

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板书设计：

落花生

谈花生——论花生（要……不要……）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七

围绕“落花生”写了哪些内容?重点写议花生。兄弟姐妹们怎
么议论花生的好处?

二、体会落花生的“可贵”

1.父亲怎么说?出示父亲的话。指读。

2.父亲拿花生和什么作比较?它们和落花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

评价：你真会读书一下子就出示：点红

(出示图)看见苹果它们把自己鲜红嫩绿的果实悬在枝头，你
有什么感受?(多问几个)

炫耀自己怎么评?它们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引到：外表很好看，
很引人注目。

看到它们，作者有什么感受?为什么羡慕?(出示实物苹果)颜
色多鲜艳，多引人注目，能把这种令人羡慕的感觉读出来吗?
说出什么读出这感觉。

3.苹果它们外表很好看，很引人注目。那落花生呢?



点红：埋在地底、偶然、瑟缩：评：不是一眼就看到了，它
的果实要挖出来才看到。

想不想看看落花生挖出来的样子?出示实物，看完有什么感
觉?

出示实物苹落花生对比，和红彤彤的苹果比，有什么感觉?

3.落花生外表一点儿也不好看，但为什么父亲说花生很可贵
呢?放大。

a.读书要联系上下文，联系上文5-8小节，想一想?

出示填空：虽然落花生(外表不好看)，但它()。有用，对人
们有帮助。

毫不炫耀，默默地为人们付出，这就是它可贵之处。

谁来填一填：出示填空：落花生的好处很多，它()，()，()，
它虽然没有()，但可贵的是()。

4.让我们一起读读父亲的这段话，体会落花生的可贵之处。

1.指名读第10小节父亲接下去说——。他们从落花生又讲到
了什么?(做人)

如回答道理，引导：关于什么的道理?(做人)

2.父亲希望我们做什么样的人?动笔划一划。

交流出示：“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

齐读，这句话怎么理解?

(1)贴板书：有用。什么样的人是有用的人?贴板书：有用



对谁有用，对自己吗?

(2)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是伟大、体面的呢?你知道哪些伟大的
人?

有名的人(名气很大，名声在外)

相机理解“体面”，什么样的人是体面的人呢?很有面子的
人(大老板穿得很好看，很气派)

(2)结合实际，举例说明。

父亲希望我们做有用的人，哪怕像落花生一样外表不好看，
但是很有用，有默默奉献的精神。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像落花
生那样的人呢?举例说明(出示图片)

像清洁工一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有很多，
还想到什么人?

他们就是落花生那样的人。

小结：看，有时借助生活中具体的事例，也能帮我们理解句
子的含义。

收获节上，我们不仅收获了花生，还收获了做人的道理，就
是，出示齐读：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
课文通过写落花生告诉一个道理，这种写法就叫“借物喻
理”。贴板书。作者许地山始终没有忘记他父亲的教诲和希
望，后来把落花生的花改为“华”，板书“华”以“落华
生”作为自己的笔名，。时刻激励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
终于成为一个著名作家。

出示：著名作家郭沫若评价他说，他有献身精神，对于名利
竞逐，极其恬淡。他曾说：我要做花生一样淳朴的人，有用



的人，我要为中华而付出，为中华而奉献。

2.作业：课后同学间聊一聊：在现代社会，你想做什么样的
人?做落花生这样的人，还是做苹果、石榴那样的人?说说你
的理由。

表现好的同学请吃花生。

落花生教案设计教案篇八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8个生字,正确读写"吩咐,茅亭,榨油,价钱,石榴,
爱慕"等词语.

2.分角色朗读,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理解"父亲"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不
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4.初步掌握分清文章的主次,加深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学
习作者主次分明的表达方式.

教学重点:

理解"父亲"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
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的道理.

教学难点:

如何把花生的品格与做人的道理联系起来进而悟出做人的道
理.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简介作者.

1.由谜语"根根胡须入泥沙,自造房屋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果,
地下结果不开花."

2.出示花生的投影片,教师解题:花生又叫落花生,因为花生的
花落了,子房柄就钻到士里长成花生荚,所以叫落花生.

3.简介作者:这篇课文的作者许地山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因
为小时候父亲关于落花生的一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决心要像花生那样,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所以常用的笔名
是"落华生".那么,他的父亲关于花生谈了些什么,是怎样谈的
呢 我们来看课文.

二,理清段落,概括段意.

1.在理解生字,新词的基础上,默读课文.联系课文加强对生字,
新词的记忆与理解.

2.听读课文,学生思考: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围绕题目
写了哪些内容.

3.给课文划分段落,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段(第1自然段)写种花生,收花生.

第二段(第2自然段)写母亲提议过一个收获节,并为过收获节
做了准备.

第三段(第3自然段到最后)写吃花生时的议论.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

四,作业.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围绕题目写了哪些
内容.

二,学习重点,理解话语,明白道理

1.默读第三段,思考:一家人是怎样议论花生的好处的

把三姐妹说的花生的好处用上关联词说上一句话.

(1)读一读第一处议论,你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学习小组讨论.

(2)你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 四人小组讨论.

(3)学生交流.

适时理解:a花生好,桃子,石榴,苹果不好.

b凡是埋在地里的东西都是好的,高高挂在枝头的东西都是不
好的.

c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果实的区别是什么

d父亲认为桃子,石榴,苹果相比,花生最可贵的一点是什么 你
能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吗 (板书:藏而不露)

(4)让我们带着赞美的语气来读读父亲的话.

(5)父亲向我们讲花生藏而不露的品质是为了什么 出示父亲



的第二句话.

"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
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出示"我"的话:

"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
的人了."

理解"体面","讲体面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是怎样
的人.

(6)你对作者的话理解了吗 什么叫有用的人 什么叫只讲外表
体面而对人没有好处的人 结合实际,举例说明.

三,《落花生》一文借物喻理,包含了深刻的做人道理.但这些
道理的领悟要得法地引导,从而使学生大胆思维,各抒己见.

四,提供辩题练口才

1.在现代社会,你想做落花生那样的人,还是想做苹果那样的
人 为什么 请各小组讨论,各抒己见,实话实说.

2.在充分辩议的基础上完成练习.

以"我要做那样的人"为题写一二段话,要求实话实说,有真情
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