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毽子里的铜钱教学设计一等奖 毽
子里的铜钱教学设计(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毽子里的铜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一）“生活艰辛”部分

1、根据积累人物外貌的词语齐读

2、把词语放到句子中，轻轻地品读。

重点理解“黑漆漆的手”和“满脸的风霜”

3、口述“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什么样的老人”

写二婶反衬

我们一个一个来体会一下。先来看看老人送我第一个烤山薯
的情景。谁来读读有关的语句。

1、抓关键词“笑呵呵、珍惜”等词语理解体会老人第一次送
烤山薯的内容

2、根据阅读提示学习老人第二次送烤山薯的内容

（1）学生自由读课文，大组汇报

（2）师生品读

a、品读动作的词“撕开、挖出、递到”所在的句子



b、引读

二、品味赏读，积累背诵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找出：“亮晶晶”、“热烘烘”一类
的词语，体会它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结合全文，体会句子的意
思。

3.挑选自己喜欢的段落，自由读或者背诵，体会感情。

三、拓展延伸

1.师：文中老人的两块烤山薯，使我温暖至今。我不仅得到
了两块烤山薯，而且得到了用金钱买不到的关爱。确实，金
钱有时能买到一些具体的物品，却买不到一些无形的东西，
比如钱能买到钟表，却买不到时间；钱能买到药品，但是买
不到健康……。请你想一想，钱还能买到什么却买不到什么？
小组内交流，互相启发。然后把想到的内容写下来。

2.全班交流，相互评议。

毽子里的铜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设计说明：

新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主动积
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因此在本课教学中我以“读”为本，为了让学生能读出味来，
我设计了两种语言：口语、肢体语。通过这两种语言来解读
老人生活的苍桑、感悟老人为人的善良以及我对老人的同情



与尊敬。以“情”为辅，让人物情景再现课堂，以“表演”
的形式客串故事情节，让学生想物之所想，感人物之所感，
发挥语文的人文性，使学生的情感升华：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教学过程：

一、朗读格言，情景导入。

生：勤劳、拾金不昧、善良……

师：是啊，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非常感动，不由得想起了
琦君写的一篇课文，想起了几十年前家乡那位卖烤山薯的老
人,那时的情景，同学们一定历历在目吧！请同学们打开课文
朗读2—8自然段 ，用你们的声音表现出文中人物的思想情感。

二、以作者的内心变化为主线，与文本对话，情感交流。

（1）品读第二个自然段，理解“慢慢地”、“万分珍惜”能
表现出当时生活贫困，突出老人的善良。

生：感激、难过、不安、空落落

师：看到这个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师指感激）

生：我为什么要感激老伯伯呢？

师：请你们自读第二个自然段，然后告诉老师，你从这个自
然段读懂了什么？

生：我嘴馋想吃红薯，老伯伯给我一个红薯。

师：是啊，给一个红薯还不容易，我为什么要感激呢？

生此时就不服气了，争先恐后地想发表自己的看法。



生：当时生活很艰苦，能有一块红薯已经很不容易了。

生：而且老人还靠卖红薯为生呢？

师：那你能从文中的哪些词语来说明红薯的珍贵呢？

指名生回答

师相机用红笔点出“慢慢”“万分珍惜”

生异口同声：谢谢你，老伯伯！你真善良！

师：对于这样一个老伯伯，老师也想对他说：祝您生意兴隆！

（2）研读第四自然段，评价二婶，猜测我与老伯伯此时的心
理活动。

师：后来我为什么又难过了呢？

生：因为二婶只给他九个铜板，他亏本了。

师：你觉得二婶这样做对吗？

生纷纷表示对二婶的不满。

师：二婶的这种形为，老伯伯和我的心理一定非常难过，请
你们找出描写老人和我的心理的句子，读一读。

请一位学生读出来。

师：同学们，你们觉得她读得怎么样呢？你能告诉大家你刚
才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来读的呢？（难过）

大家一起来朗读这一段好吗？



师：那么此时他们的心里都会在想什么呢？

师提出要求：先自己想，想好后跟小组们一起交流一下，让
自己的想法更完整。

学生们交流得很热烈，老师也参与其中。

学生汇报：

老伯伯想：“这下我可亏本了，今天的生意白做了。”

“是不是她家里也很穷呢？可也不应该多拿我一个呀！”

“她或许明天就会补给我呢！我别太小气了。”

……

我想：　“这个二婶太贪心了，今后不理她了。”

“我明天要把铜板还给老伯伯。”

“老伯伯太可怜了。他又要亏本了。”

……

师总结：同学们回答得真好，看来你们的心地也很善良。

（3）师生互动，共同演绎第六自然段。体会“递”所传达的
情感。

师：是啊，我想着、想着心里愈感不安了。我又会怎么做呢？

师：现在我来扮演老伯伯，谁愿意扮演文中的“我”，把手
中的铜钱递给老伯伯？



一生拿出准备好的毽子，撕开毽子、挖出铜钱，双手递给我，
我适时抓住学生的双手告诉他：谢谢你，老师从你的动作中
感受到你对老伯伯的尊重。

学生们的情绪受到得极大的波动，他们齐声说：“不，还有
我对老伯伯的尊重、还有我的心意。”

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把我对老伯伯的尊重与心
意交给老伯伯好吗？

孩子们站了起来，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

生：我可以拿来做毽子、买糖……课文用哪两个词来形容铜
钱？（亮晶晶、崭新）可见作者对它的喜爱与珍惜了。

（4） 共同朗读第八自然段，体会“空落落”，情感升华。

生：老人不但没有要我的钱，又给了我一个小山薯，老人又
要亏了。

师：不，老人走了，是带着遗憾走了，老人的背脊被生活的
重担压弯了。此时的我心里非常复杂，有对二婶行为的遗憾，
有对老伯伯的同情……所以我的心情空落落的。让我们一起
朗读第八自然段。

师：老伯伯走了,但我的口袋里还有老伯伯给的烤山薯和那热
烘烘的铜钱。我揣的仅仅是热烘烘的铜钱吗？（还有老伯伯
那颗热烘烘的心）

三、了解篇章结构，体会文章写法、深化主题。

师：是呀，这个女孩揣着这颗热烘烘的心揣了几十年，她用
笔记录下了这件事，她常常怀念这位老人。正如一位名人所
说：你一天的爱心可能带来别人一生的感谢！（请读最后一



个自然段）

师：还有哪个自然段写出了我想念老人？（第一自然段）

让生朗读。

生：更能让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善良的老人。

师：是啊，我们不能忘记他一双黑漆漆的手和一颗亮晶晶的
心。

四、以课文中老师的话作为总结，情感升华。

师：同学们，生活中比金钱更可贵的还有很多很多，如：亲
情、友情、时间、健康……让我们一起珍视我们生活中的点
滴感恩，用我们的笔把它们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生最宝贵
的财富。

我想你们一定会理解课文中老师说的一句话吧！

出示：做小贩的，栉风沐雨，都是非常辛苦的，你们长大以
后，要格外懂得体谅他们。

五、请你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一项作业，相信你会完成得很
棒！

（1）积累文中abb的词语，自己再从课外书中积累类似的词

（2）文中的句子很美，你喜欢哪一句呢？请把它摘录下来，
并背下来。

（3）（小练笔）展开想像：二婶还铜板了吗？怎么还的？
（请抓住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进行描写）

板书：



毽子里的铜钱

黑漆漆的手亮晶晶的心

笑呵呵感激

不快乐难过

笑了  不安

？ 空落落

善良怀念

教学反思：

徐初苗老师指出：字词是语文的基本元素，是语文的基础承
载，在阅读教学中“炼字”彰显的正是“语文本色”，炼出
的是语文课堂浓浓的语文味。而本课教学过程中我在这个方
面做得还不够。如：在让学生演绎第六自段时，我急于让学
生来表现这个“递”而忽略了其它的两个词：“撕
开”、“挖出”。这两个词表现我由焦急、不安的情绪升华
到对老伯伯的同情和尊敬，在这个句子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
作用。我想如果能让学生把这两个动作演绎出来，那效果会
更好。

新课念提倡教学的开放性，学生课堂主体性，充分给予学生
的质疑、反驳、争论的机会。而在这节课，我没有给足学生
质疑的机会。如果我大胆地把本课作者的情感主线抛给学生，
由学生来质疑、朗读、解决。这堂课将会更有活力，学生的
思维会更富有创造性。

点评：

（1）体现语文的工具性：细读课文不难发现，本文作者精于



用词,善于细节描写，字字句句都渗透着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如
“慢慢”、“万分珍惜”、“撕开”“挖出”“递到”因此
教者能在阅读教学中，让学生多揣摩、推敲、咀嚼语言文字，
在特定的语境中体悟“字”的“显信息、隐信息、潜信息”、
准确把握文本的语言训练点与情感催生点，提高学生的语文
素养。课文中“前后呼应”的手法，也是本文的一个特色，
教者能及时地引导学生发现，认识。并告诉学生这种手法可
以在我们今后的写作中运用。

（2）突出语文的人文性：要让学生感悟到文本中的我递给老
伯伯的不仅仅是铜钱，而且还有我对老伯伯的尊重。这个感
情的升华对于学生来说是个难点，因此教者能创造性地使用
教材，通过师生互动共同演绎“递”，让学生真真切切地感
悟到这一种情感，此时再让学生读，就能够充分地悟出语言
文字背后隐藏的意蕴。

（4）作业设计多层次，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分别是“词、
句、段”的训练，难度逐步提高。面向全体学生，给学习有
困难的学生一个机会，同时也给优等生发展的空间。

毽子里的铜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1、学习生字，会认8个字，会写7个字。

2、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

3、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找出“亮晶晶”之类的词语，体会它
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找出“亮晶晶”之类的词
语，体会它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生字卡片 小黑板



小组合作交流法

同学们知道毽子什么样子吗？ 课文围绕毽子里的铜钱。，写
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1、读课文依据课后生字表，在课文中找出生字，将课文读通
顺。

2、找同学认读生字。

3、请同学领读，开火车读。

4、小组内分段读课文。

5、集体读课文，读自己喜欢的段。

6、小组推荐同学分段读课文。

7、在文中找出如“亮晶晶”一类的词语，体会他们的意思。

8、理解词语

栉风沐雨：用风梳头，以雨洗发。形容奔波劳碌，历经艰辛。
栉：梳头，梳理

谦卑：谦虚而恭顺。

引导学生比较同义词，体会表达含义的不同。

谦虚：有自知之明，不骄傲。

谦恭：谦虚而恭敬。

谦逊：谦虚恭谨，多指态度谦让、有礼貌。



佝偻：脊背弯曲

9、组内分角色读课文，体会人物心情。

10、小组推荐读课文

1、开火车读生字

2、分叫色朗读课文。

所得。

生自由读。

过渡：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来谈一谈？

1、读第一、二小节，文中用了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笑
呵呵等词语，通过这些词语你说明了什么。作者的心情是怎
样的。

2、分角色读第三、四、五小节。

3、理解为什么愣愣的，老人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4、根据理解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

5、小组推荐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

6、默读六、七、八小节。小组讨论为什么我的心理不安？

7、老人为什么不要作者的钱？体现了什么？

8、为什么我的心理空落落的？

1、读剩下的几个小节。



2、讨论理解热烘烘、栉风沐雨在文中所表达的情感。

3、请同学分角色朗读师生间的对话，体会作者的心情。

4、小组讨论对我和卖山薯的老人来说毽子里的铜钱珍贵吗？
为什么？

5、作者从老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老人从作者那里得到了什么？

1、听写生字新词

2、预习《语文天地》

毽子里的铜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教学目标：

1.认识8个生字，能正确书写7个生字。继续练习写摘录笔记。

2.理解“栉风沐雨、辛苦、珍惜、风霜、浮现、接纳、体谅、
慈和、心肠”等词语的意思，积累找出亮晶晶、热烘烘一类
的词。

3.继续练习点画重点词语和重点句子，品味句子。正确、流
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买山薯老人和我的善良，体会
他们彼此的关爱，以及我对老人的怀念与感激之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这一单元我们围绕着金钱这一话题学习了一枚金币，
使我们懂了金钱是靠辛勤的劳动换取的。散落的钞票让我们
知道了在当今社会拾金不昧仍然是做人的美德。今天我们在



再一起来学习《减字键子里的铜钱》。

板书课题，齐读。

二、整体感知

1.快速默读课文，边读边想文章写了一件什么事？

2.生字词检查

栉风沐雨、辛苦、珍惜、风霜、浮现、接纳、体谅、慈和、
心肠

崭新、脊背、皱纹、商贩、撕开、热烘烘、佝偻

三、品读理解

2. 文中讲到老人几次送我烤山薯？（2次）

默读课文标画老人两次给我烤山薯的句子。思考老人是在什
么情况下给我的。批注自己的体会。

3.汇报交流。

（1）、谁来交流描写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的句子。（老人
一声不响，却笑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烤山薯，
往我手里一放说：“给你吃。”）

从这个句子中你体会到什么？（老人很善良）因为？（老人
没要我的钱。）

还有谁再来谈谈从这段话中的哪些词句中你体会到了老人的
善良。（从笑呵呵可以看出老人给我时很快乐。理解一声不
响）



（2）指名读，指导朗读。

其实老人见我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子猜想我都没有钱，完全
可以说：——

可老人却一声不响，笑呵呵地白给了我一个小山薯，从一声
不响、笑呵呵我们可以猜想老人心里会想什么？让我们齐读
这段再次感受老人的善良。

（3）当老人笑呵呵地送给我香喷喷的烤山薯时，我心里怎么
样？（十分感激）我感激是因为？（我想吃烤山薯时，老人
明明知道我没钱的情况下，白送了我小山薯。）

现在你就是那位小女孩，感激地读一读。读出慢慢地剥，慢
慢说明什么？还有哪些词说明我很珍惜。再珍惜地读一读。

（4）、这位慈爱、善良的老人后来又给了我一个小山薯，谁
来交流你勾画的句子并谈谈自己的体会？【我摇摇头不肯接。
他却把烤山薯塞进我的口袋里，向我笑着摆摆手，提着烘缸
走了。

课文7、8自然段都在写老人第二次送我小山薯，同学们用笔
圈出老人动作的词，看你有什么体会。 “塞”可换成哪个词？
（放）用哪个更好。（体现老人真心的给我更能说明老人善
良、纯朴。）

（5）指导朗读，体会老人的善良。

4.  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我感激地接受了，可第二次我心
里却空落落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读3-6自然段思考。

交流汇报：

【因为隔壁二婶买了烤山薯本应给十个铜板却只给了9个】



【老人说“不行啊，我要亏本啦，还很不快乐。】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只想代二婶给他那一个铜板…】

5.讨论：为什么老人对于我如此的大方，可二婶少给一个铜
板却不高兴？【小贩们做小本生意利润微薄挣钱很不容易，
他这样做也是生活所迫】。

8. 老伯伯走了,但我的口袋里还有老伯伯给的烤山薯和那热
烘烘的铜钱。我揣的仅仅是热烘烘的铜钱吗？不，还有老伯
伯那颗热烘烘的心。

这个女孩揣着这颗热烘烘的心揣了几十年，她用笔记录下了
这件事，她常常怀念这位老人。正如一位名人所说：你一天
的爱心可能带来别人一生的感谢！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还有哪个自然段写出了我想念老人？（第一自然段）

更能让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善良的老人。

四、总结拓展

这节课我们一起结识了这么善良的一老一少，那让我们再来
看看课文的题目，这毽子里的铜钱，仅仅是两枚普通的铜钱
吗？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两枚铜钱是珍贵的，因为它蕴涵着比
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心底的那份善良，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那份真诚的体谅。毽子里的铜钱对老人和我，对每
个人来讲都是万分珍贵。毽子里的铜钱可能已经找不到了，
烤山薯的余温也可能不再热了，但是老人和我之间真诚、善
良、关爱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板书：

毽子里的铜钱



黑漆漆的手   亮晶晶的心

笑呵呵 感激

不快乐 难过

笑了   不安

笑着  空落落

善良    怀念

毽子里的铜钱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1、认读8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积累词语，并体会它们在文
中表达的意思。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理解描者心情变化的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的善良、
纯朴和“我”对老人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体会作者的情感，感受老人栉风沐雨的辛苦和善良、纯朴的
美好心灵。

课前去市场、集市上观察、接触小贩，尤其是卖东西的老人，
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内心世界。

2课时

1、请同学们大声地把课文读一读，要求：注意读准字音，认
准字型；

2、想一想文章围绕毽子里的铜钱讲了一件什么事。



3、刚才我们读过课文了，谁来说说这位老人给你留下了怎样
的印象。

感受老人形象

1、学生细读课文，思考：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小气的老人呢？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

（1）老人的“小气”主要体现在对待“二婶”的态度上。学
生读相关的语句。

老人为什么会连一个铜板也那么在乎呢？（引导学生联系时
代背景和老人小贩的身份，体会到老人做的是小本生意，这样
“少一个铜板也不行”是生活所迫。）

a、老人一声不响，却笑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的
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说：“给你吃。”（抓住关键词“一
声不响”“笑呵呵”等，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谈谈自己的体
会，再指导学生朗读。）

b、老人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马上把铜钱放回我的口袋里，
摸摸我的头说：“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不过你的
好心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又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山
薯给我说：“再给你一个。”（抓住“半天才明白”“永远
不会忘记”，引导学生体会，再指导学生朗读。）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找出：“亮晶晶”、“热烘烘”一类
的词语，体会它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结合全文，体会句子的意
思。



3、挑选自己喜欢的段落，自由读或者背诵，体会感情。

1、师：文中老人的两块烤山薯，使我温暖至今。我不仅得到
了两块烤山薯，而且得到了用金钱买不到的关爱。确实，金
钱有时能买到一些具体的物品，却买不到一些无形的东西，
比如钱能买到钟表，却买不到时间；钱能买到药品，但是买
不到健康……。请你想一想，钱还能买到什么却买不到什么？
小组内交流，互相启发。然后把想到的内容写下来。

2、全班交流，相互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