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画故事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精
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画故事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一

一、我会读

1、指导学生明确题意。

2、指导学生用不同方法练读。

二、我会写

1、指导学生区别形近字母。

2、开动脑筋，说说每组字母的'样子用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3、自己写一写。

4、展览。

三、看看读读

1、观察图画。

2、抽读音节词。

3、用词说话。



活动：看图编故事。

第二课时

一、我会连

1、看图说话。

2、看图读音节。

3、看图连线。

4、看着连好的图画练习说一、两句话。

二、我会认

1、指名开片上的字、词。

2、比赛读。

3、用“大、土、米、我、马、地”组词或说话；用“爸爸、
妈妈”说话。

画故事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二

人们靠着手上锋利的斧头，将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建造房子、
制造工具、打造家具，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但是由于过
度的砍伐树木，致使土地裸露，极大地削弱了森林的防洪能
力。终于在一场连续的大雨之后，咆哮的洪水将小村庄卷走
了。

课文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小村庄的变迁，更主要的是揭示村
民们的错误行为以及所引发的严重的后果——不爱护自然，
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课文通过这个故事呼吁人们应该爱
护树木，保护周围的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言简意深”是课文的主要特点。整篇课文篇幅短小，语言
朴实，然而其隐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全文没有一处谴责人
们乱砍滥伐树木的行为，但在读完课文之后，对人们错误行
为的惋惜和谴责之情会油然而生。

第二单元的训练目标是继续练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课文
篇幅不长，长句难词不多，语言浅显易懂。通过预习，学生
都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大致了解小村庄的变迁，对于文
章所蕴含的保护环境这个道理也有初步的认识。

然而课文看似简单，但含义非常深刻，文中可抓来细细品味
的关键词句相当多。由于学生刚由二年级升入三年级，处于
过渡阶段，因此在教学中如要引导学生品词析句，不管在数
量方面，还是程度方面都应把握好一个“度”，做到适切，
以符合年段特征和学生认知规律。

1、在阅读中，学习本课生字10个，重点掌握“润、黎”的写
法。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3、在语言环境中，运用多种方法理解一些词语的意思，积累
描写景色的词语。

4、领会爱护树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道理。

在语言环境中，运用多种方法理解一些词语的意思，积累描
写景色的词语。

2课时

1、学生预习课文

2、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读一个故事(板书：故事)，这个故
事讲述了一个小村庄的变迁(板书：一个小村庄的)。

齐读课题

2、 (出示图片)谁能看看图，结合自己的预习，说说这个小
村庄的变迁。

指名回答

1、 (出示图片)引读第一节。

指名回答(词语变色)

郁郁葱葱：树木茂盛。

湛蓝深远：天空很蓝，高高的，一望无边。

清澈见底：水清得能看见河底。

清新甜润：空气新鲜湿润，充满草木散发出的芬芳。

“润”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意思是什么?

3、 宁静的山林，美丽的村庄，多么优美的环境啊!让我们一
起带着赞美的语气读一读。

齐读第一节。

4、 (出示图片)可是后来，小村庄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到了
何处，什么都没有了。(出示说话练习)谁能用上这些词语说
一说。



5、 (板书：消失)美丽的小村庄消失了，优美的环境被破坏
了，真令人惋惜。那究竟是什么毁灭这一切呢?我们一起来读
课文。

1、 指名分节读课文，用“~~~~~”划出写小村庄为什么消失
的句子。

指名回答(出示句子)

“黎”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2、 理解句中词语的意思。

(1)那年的八月雨水奇多(板书：雨水奇多)，我们可以查字典
理解“奇”的意思。

(出示表格)指名回答(出示答案)

“雨水奇多”就是雨水非常多。

(2)你从句中哪些词语看出雨水非常多?

指名回答，随机讲解。

没喘气儿：指雨没有停歇。(“喘气儿”原来是用在人身上的。
人一直干活，干得很累了，就需要停下喘口气儿。那么“大
雨没喘气儿”是什么意思呢?)

一连：对，雨一直连着下。 五天五夜：哎呀，雨下的时间好
长啊!

(3)这么多的雨水汇合到一起，形成了凶猛的洪水。你从哪些
词感受到了洪水的凶猛?(板书：洪水凶猛)

指名回答



咆哮：读词语，观察字形，你发现什么?两个字都是口字旁，
那么词语的意思是?

对，“咆哮”的原本是指野兽怒吼，这里用来说洪水，使你
感受到什么?

的确，洪水就像野兽那样一边跑一边张着大嘴吼叫，把一切
都吞没了。

(4)(出示句子)看看图，再读一读两句话，你觉得哪个词用得
好?为什么?

指名回答

看，洪水力量非常大，不但把东西冲垮，还翻转了起来，真
是太可怕了。

3、 有感情地朗读句子，读出雨水奇多，洪水凶猛。

自由读、指名读、齐读。

1、 除了洪水外，还有什么情况也是小村庄消失的原因呢?请
你仔细读一读课文二、三、四节，找出一句话。

画故事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三

１、指导学生明确题意。

２、指导学生用不同方法练读。

１、指导学生区别形近字母。

２、开动脑筋，说说每组字母的样子用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３、自己写一写。

４、展览。

１、观察图画。

２、抽读音节词。

３、用词说话。

活动：看图编故事。

１、看图说话。

２、看图读音节。

３、看图连线。

４、看着连好的图画练习说一、两句话。

１、指名开片上的字、词。

２、比赛读。

３、用“大、土、米、我、马、地”组词或说话；用“爸爸、
妈妈”说话。

画故事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四

克州乌恰县巴音库鲁提乡小学 托热巴衣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学会自选图形的精确调整、选择多个图形。



2、掌握为自选图形组合与取消组合。

3、掌握为自选图形添加阴影及阴影设置。

情感目标：在学习和探索过程中体会word自选图形的神奇，
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

过程与方法：创设情境，任务驱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精神
与探索实践的能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为自选图形添加特殊效果（阴影），学会自选图
形的旋转和翻转。

难点：多个自选图形的组合与取消组合。教学过程：

1、情境引入，确定主题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已经接触到了自选图形，学会在文
档中插入自选图形，给插入的图形添加简单的颜色，本节课
我们来学习如何让这些自选图形变得更漂亮，也就是自选图
形的设置。

师：有谁知道，现在在我们国家的广州市正在举行一个非常
大的活动，是什么？

生：亚运会

师：老师和他一样，最喜欢看升国旗了，升国旗代表我国的
运动员又取得了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大家都喜欢看国
旗，本节课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绘制一个自己的国旗。

2、任务驱动，探索新知：



任务一：绘制五星红旗

师：如果要绘制一面国旗需要用到哪些工具？ 生：矩形和五
角星工具。

师：好，下面我们就动手绘制属于自己的国旗，看谁画得最
快。

师：巡视指导，提醒学生注意图形的边线。师：展示学生的
作品。

问：同学们仔细观察，他画的五星红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生：四颗小星都有一个角对着大星。

师：正确，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生：旋转下小
星，师：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吗？ 生：小星摆放位置超前。

师：用ctrl键与方向键组合调整。

师：下面同学们动手，把你们绘制的五星红旗进行一下调整
吧。任务二：绘制飘扬的五星红旗。

师：星形与旗帜里面的双波形。其他的星星都一样。既然一
样老师不想画了，应该怎么做？

生：复制。

师：对，选择多个图形，用ctrl键选择，我们把星星直接复制，
再粘贴就可以了。然后调整这些星星的位置。

生：快捷菜单里的组合。师：对，谁给大家演示一下。

师：下面大家快速完成自己的第二个国旗。展示学生作品。



师：对，阴影设置就在绘图工具栏上，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
师：对，在我们绘图工具栏的倒数第二个，这样我们的第二
个国旗就绘制完成了。

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学会了什么？（自选图形的
旋转与翻转、给自选图形添加阴影效果）那么，如果我们
在word文档或电子报刊中插入这些自选图形，一定会使我们
的文档更加丰富、美观。下节课我们就是以“我是亚运小记
者”为题目，用上我们今天所学的自选图形，编一份电子报
刊。

画故事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1、体会本文所表现出的天真烂漫的童真、童趣,领
会艺术和美蕴含在童稚的活动中。

2、初步了解中国画和西洋画的不同特点。

教学重点:体会文章表现的童真、童趣,领会艺术和美蕴含在
童稚的活动中。

教学难点：体会中国画与西洋画的不同。

教学方法:

借助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手段,采用“激趣一感知一品读一欣赏
一迁移”的教学模式,课前让学生查找收集资料。倡导教师必
要的牵引到放手,到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的转变,构建师生间和谐平等互动的语文课堂。

教学过程:

〈一〉谜语激趣,导入新课:(多媒体演示)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关于影子的文章一一-《竹影》,希
望今天的学习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二)作者介绍：

学生交流收集的丰子饱的资料,讲述有关作者生活中的发现,
进行艺术美的创作的故事。

师：丰子饱是一位在多方面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在绘画、散
文创作方面成就颇丰,这些成就与他从小就爱在生活中去发现、
思考分不开的。下面,就让我们从阅读作者的文章开始,走近
丰子恺,走进《竹影》。

〈三〉自由朗读,整体感知：

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课文内容。

配以轻音乐,学生轻声朗读,

(学生回答有难教师可提示:文题是/"竹影/",它是写景为主,
还是以写人物活动为主.)

明确:叙述几个少年描竹影的充满童真、童趣的游戏,引出对
中国画的艺术体验,获得了艺术美的发现.

(四〉品味朗读,体验童趣:

童心是天真烂漫的,童趣是发自天性的,一次平凡的游戏,却有
了艺术美的发现,那么,你觉得文中哪些描写最生动的表现了
童趣?找出来,有感情的朗读。

(学生找到后小组内朗读,然后教师点名朗读水平好的学生示
范朗读,也可鼓励学生自告奋勇来朗读.)

〈五〉拓展欣赏:



一次童稚的游戏,在一位独具慧心的艺术启蒙人/"爸爸/"的引
领下,/"我/"和伙伴们从一次无意的游戏,走进了艺术的殿堂,
并领略了中国画与西洋画各自的魅力,下面让我们借这次语文
课,也来简单欣赏一下东西方文化不同的艺术魅力。

(多媒体展示,配音乐)

(六)口语交流：

〈七〉课堂小结: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能用一句话来归纳一下
你的感受、收获吗?

(学生回答,教师归纳演示板书)

艺术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它就蕴含在孩子们童稚的游戏中,
一去不返的童年是美好的,只要你拥有一颗童心,你就能拥有
阳光般的快乐;只要你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你就会发现平凡
的生活中美无处不在。罗丹也曾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
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希望同学们能
走进生活这个语文大课堂,用你们的慧眼去发现、去描绘、去
赞美生活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