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咏雪诗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咏雪诗教案篇一

《盘古开天地》是一篇神话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盘古的巨
人开天辟地的故事。课文处处充满了神奇的想象,用生动准确
的语言塑造了盘古雄伟、高大的形象。赞美了他为开辟天地
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三年级学生理解能力还不是特别强,要让
学生感受到盘古开天地的伟大、勇敢、坚强,只有多读才能更
好的`理解。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我有点赶时间,给孩子们朗读
消化课文的时间太少了。

在教学第三自然段时,首先请了一个同学来朗读,让学生听并
体会盘古为了让天地成形,做了怎样的付出。接着讲解顶天蹬
地的动作时,我引读:不知过了多少年,盘古就这样顶天蹬地。
一年过去了,生接读……一百年过去了,生接读……一万年过
去了,生读……结果“盘古也累的倒了下去。虽然教学流畅,
但有点流于形式同学们有种被赶着走的感觉。整段课文没有
齐读。

在教学第四自然段时,我只采用了全班齐读一种朗读方式,这
一段有许多优美的词组,应该要多读而且读的方式要多样,通
过美读感受才会深刻。

整节课虽有设计朗读,但读的形式比较单一,大部分是齐读、
引读、指名读。如果读的形式再多一些,学生的兴致可能会更
高。还有我却忽视了让学生边读边想,没有很好地将语言文字
与画面想象结合起来。如果当时注意引导学生一边读一边想



象当时的场面,同时,激励学生把想象到的画面,用恰当的语气
读出来,可能效果会更好。

咏雪诗教案篇二

《咏雪》是《〈世说新语〉两则》中的一则，讲述的是晋朝
著名文学世家谢氏家族里的一个故事。在一次家庭聚会中，
谢道韫表现出了咏雪之才。那这一篇文章的教学重点在于，
引导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积累常见的文言词语以及学习古
人的智慧。

为了完成教学重点，我要求学生借助于课文注释以及工具书，
理解文章的基本内容。在这一环节中，学生基本上能够独立、
自主地疏通文意，初步感知。其中，对“儿
女”、“差”、“未若”、“因”这些文言字词的掌握情况
不太好，这就需要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注重每一堂
课的积累与运用。

在了解文章大概内容的基础上，再整体感知。我设计的'问题是
“同学们，你们更欣赏谁对雪景的描绘？为什么？”。旨在
指导学生品析名句“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
起”。在这一环节中，学生的思维局限于参考书时所给的赏
析内容，不能充分展开想象，自己动脑筋去思考“白雪纷
纷”是怎么样的一幅情景！这与学生平日里是否用心观察以
及用心去品味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需要教师在语文的
学习中，引导学生静下来，聆听心声，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
一件琐事。同时，教师在课堂上要做相关的训练，激发学生
的兴趣、开拓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语文，重在积累、重在细细品味。它象一杯茶，只有正浓，
才能散发出悠远的清香。若是你能够在某个日落的下午，映
着余辉，慢慢品尝，用心去感悟，定能陶醉其中！



咏雪诗教案篇三

每次在检查预习的时候，总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学生读书的
激情很高，但由于不可能全部请到，有时便流露出很扫兴的
样子；而请到的同学，也很少能一口气流利地读完。

根据课文的特点，有时我就让全班开着“火车”逐句朗读，
合格的要求是百分百的正确，十二分的流利！

有学生问：“老师，如果读错了怎么办呢？”

“呵呵，如果读错了，只好站着喽！”学生不禁瞪大了眼睛。

老师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后面的同学可以伸出你热情的
援助之手，起来再读这句话，如果能合格，那么读错的同学
也就得救了！”

学生又喜形于色了。开始读书了，那些读对的同学颇有成就
感，读错的同学无须多言，也会自惭形秽，开始暗暗努力了！
初读时频频出错的句子，往往也是课文中比较难读的句子。
于是，老师就组织大家再读，这么一来就能轻松过招，很好
地巩固了读书的效果。

接着，我又提高了要求，练习同桌共读，逐句“开火车”。
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培养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合作精神。以
后，再展开到小组朗读，内容也可以扩展到一个小节甚至全
文了。如此这般地夯实基础，还可以更为迅捷地展开阅读教
学。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在朗读中加入互助的游戏，能激发学生
读书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使学生找到朗读
的快乐；“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从中，学生定会领悟朗
读的意义。



咏雪诗教案篇四

在第8课《一粒种子》的教学中，我以种子的四次“挺一挺”
为线，找找种子怎样才能挺一挺，使学生掌握一些常识上的
知识，那就是种子发芽需要：温度、水份、空气。但作为语
文课，语言文字的训练是不可忽略的。本课中我紧紧抓住种
子与蚯蚓的对话进行朗读。在学生多次的朗读体会中，悟出：
种子的语气应该是“奇怪、好奇”的,如“外面什么声音？”、
“外面什么样了？也这么黑吗？”；而蚯蚓是“热情、亲
切”的。如：“招呼我们到外面去呢！”、“我来帮你松一
松土，你好钻出去。”应该说，这些对话的朗读不是太难，
学生自己体会后，还是能朗读出来的。

但我发现后面的课文中出现了两次“啊”，学生在朗读时总
是直着嗓子读。以前在教学中也遇到过有关“啊”的变化，
如：有时读“na”,有时读“ya”,有时读“wa”。而在这课中情况又
不同。

“啊！我要赶快出去！”表达种子急切的心情；

“啊，好个光明的世界！”表达了种子的一种惊喜。

可学生的朗读就是不到位。前者读得还好些，而后一句，就
是读不出惊喜。而我在课堂上似乎一下子也找不出个方法来。
这节课在我的遗憾中结束了。但我并没有因为课的结束而放
弃对“啊”的思考。课后，在我自己的反复诵读中，我终于
惊喜的发现了如何指导读好这个“啊”的技巧了。“眼前突
然一亮，啊，好个光明的世界！”在读了“眼前突然一亮”
之后，停顿一下，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略拖长音吐出一
个“啊”字，效果不错，很能体现出当时种子的心情。于是，
我再来指导学生朗读，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一次的成功，让我深深体会到：在低年级的朗读教学中，
除了让学生自己感悟以外，也不能忽略技巧上的指导。而作



为一名老师，也不能放弃课堂中未能解决的问题，认为课已
经上过，就不去管了。

咏雪诗教案篇五

读出高兴的语气。第二位学生说：我觉得要读出伤心的语气。
因为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却化了，小白兔觉得很伤心，
所以要读出伤心的语气。听完孩子们的诉说，我的内心为之
一震，真的不能小看这些还年幼的孩子，它们那鲜活的心灵
里有的是多么丰富的情感呀！

不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该如何选择呢，我顺势引导所
有的孩子来参与：其他小朋友呢，你们同意谁的意见？让大
家各抒已见，再根据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方式去读这段话。
这时的我绝不会，也不忍心再用自己的意见代替他们的感受。
学生的情感已经在刚刚的练读中，在理解课文的情境中得到
喷发，借机更应该让孩子们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在个别
的朗读中，我让学生的评价代替了自己的评估。让他们评评
站起来读的小朋友读出了什么语气？这时，同样也出现了两
个派系：一方认为刚刚的一位小朋友在读“很美很美”时，
读得比较慢，语调比较低，可以看出这时她很伤心。在
读“飞到了空中”时，也读得较慢，可以看出这时她很伤心。
看样子这位小朋友读的很成功，于是让全班仿读。而另一方
的代表则说另一位小朋友读的好，说她们在读的时候，读
到“很美很美”时，语调比较高，也读得比较快，读出了高
兴的语气。同样，这也是一次成功的朗读，学生们也乐意再
读一次。此时，情感的体验就像我们说的“此时无声胜有
声”的境界，最后我也只是说了一句中肯的话，发表我的意
见：我认为从“美”这个词，还能看出雪孩子的心灵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