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字二

俗 语

设计理念

以创新精神为理念,以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为中心,以生为本,充
分利用多媒体创设情景,营造宽松、平等、民主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

师生互动、生生合作、自主探究中识字、解词、悟句,从而感悟祖国文

字的优美和人民智慧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

感。

教学目标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识本课15个生字,会写10个字,感受汉

字的形体美。

2.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初步认识俗语,懂得团结力量大的道

理。

3.在朗读中感受汉字的音韵之美,产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

感,能主动吸收民族优秀的文化营养。

教学重点

认识15个生字,会写10个字。

教学难点

让学生初步认识俗语这种语言形式,感悟它所讲述的道理,牢记

这几条俗语,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
·431·



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课件、生字卡、词卡、录音机、磁带《众人划桨开大

船》。
学生:11根小棒、生字卡。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课件展示:孙悟空在花果山的画面。

师:孩子们,快看! 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了,他要带我们去游览美

丽的花果山,可每个景区都设了关卡的,过了关才能进去。孩子们,
还去吗? (去)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老师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

的! 板书:“人心齐,泰山移。”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课件展示:花果山大门“我会认”。

师:瞧,第一关到了。孩子们,开始我们的闯关行动吧!
请打开课本93页,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一读课文,遇到带红色

小帽的字多读两遍。

2.谁愿意读读课文? 其余孩子认真听他是否做到了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评议)。谁来和他比一比?

3.读得真棒! 连调皮的小猴子也被吸引来了。瞧! (课件:15
个小猴,身上写着本课生字)你认识吗? 认识哪个就叫哪个的名字,
还不认识的请小老师教一教。

4.拿出生字卡,同桌伙伴互相考考,不认识的,互相帮帮,看谁

记得牢。

5.用开火车读,分组读,齐读的形式认读生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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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这么多生字,全被攻下了。可哪些音

难读? 哪些字难记? 请与同桌交流,看看同伴的想法是否与你相同。

7.比一比哪个孩子最能干:能用“××告诉我××字音或字形

容易错”的句式向大家说说,提个醒。

8.交流识字经验:孩子们真能干,不但看得仔细,听得认真,还
说得这么清楚,谁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识字方法。

(运用加一加、减一减、比一比、换一换、编儿歌、形象记忆等识字

方法)

9.这么好的识字方法,让一向自以为聪明绝顶的齐天大圣都自

叹不如! 唉,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大圣也只好把花果山的大门打

开了。
(1)读词(课件出示:满山的果树,果树上有生词)这是花果山的

果园,想摘果子的孩子听好了,请拉着你的小伙伴一同来摘。读得好

的奖励带有生字的苹果。再让他们当小老师教读,师贴苹果词。(齐
认读)

(2)理解词———说话。
为了奖励大家,请欣赏几幅优美的画面,但老师有个要求:边看

边想,用画面上的词来说一句话。
出示课件:

①泰山风景———泰山。②柴块燃烧的熊熊火焰———拾柴、火焰。

③诸葛亮(伴以人物介绍)———诸葛亮。④小棒折断———折断。

⑤小船在蓝色汪洋大海里航行———竹篙、划桨。
三、再读课文,理解俗语

恭喜孩子们,你们闯过了第一关,继续往前行吧!

1.课件出示:美丽的花园,园门上“我会读,我会背”。
展示课文内容。

2.生自由练习读,比一比谁读得正确又流利。

3.你喜欢哪句俗语? 先读一读,再说说为什么喜欢。
相机引导理解:“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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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用准备的学具小棒做实验。

4.揭题:孩子们,从刚才的读中,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短句有

什么相同的地方?
学生自主发现,教师归纳,像这种通俗易懂,读起来琅琅上口,蕴

含一定道理的语句就叫俗语。板书课题:俗语。

5.刚才孩子们说到了我们今天所学的俗语都讲的是“团结力量

大”,那在我们生活中,哪些事情体现了团结力量大? 学生自由畅谈

课前搜集的资料。

6.男女生小组比赛读,对读。

7.试着背诵:师提示每句俗语的第一个词,生接背。
四、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闯过了第二关,你们可以尽情地观赏五彩的鲜花。

1.课件出示:花园里群花争艳的美景。图标“我会写”。

2.学生认读10朵鲜花上要求书写的生字。

3.按结构重新给生字排队。
左右结构:划、折、拾、顶、移、断、船。
上下结构:柴、齐。
品字形结构:众。

4.哪个字最难写? 想看着老师写一写吗? 师范写生字,学生书空。
重点:众、柴、断。(注意“断”的笔顺)

5.学生自主描红书写。

6.展示学生作业,评一评。
五、自主实践,知识拓展

1.孙大圣祝你们闯关获得全胜,请你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名叫《众人划桨开大船》,歌中有我们今天学的俗语,会唱的孩子可以

跟着唱,不会的请拍起你的手。

2.课件出示其他俗语,学生读一读。

3.学生交流课前搜集的俗语(也可单独列为一节活动课)。
(唐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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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成语

设计理念

本课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以及认知水

平,把“创设情境—自主识字—自主写字—熟读成诵—拓展积累”这
几个教学环节融于闯关活动中,极大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抓住“趣”字,让学生在读中悟,读中积累,培养学生学习成语的兴

趣。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6个生字,会写10个字。

2.通过朗读,记住12条成语,了解成语的意思。

3.感受自主识字的乐趣,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教学重、难点

识记生字,积累成语。

教学准备

1.学生:搜集以数字开头的成语及相关的成语故事。

2.教师:多媒体课件一组,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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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出示蓝猫]配音:嗨! 小朋友们好! 我是蓝猫! 今天,我将和

大家一起学习《有趣的成语》。成语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文字中的瑰

宝,大家想和成语交上好朋友吗? 只要你们在学习中能顺利闯过三

关,你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2.闯关行动现在开始,首先进入第一关:我会认。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想不想去读一读这些成语? 如果在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认

识的生字,你打算怎么办呢?

2.现在请你们用这些方法自己试着读一读成语,遇到红拼音的

生字多读几遍。

3.同桌合作读一读这些成语。

4.看着大家这么团结友爱,成语里的生字娃娃急着要和大家见

个面,你们看,他们全部都跑出来了。现在请大家自由拼读这些音

节,检查是不是叫准了每个字娃娃的名字。

5.现在字娃娃摘掉了拼音小帽,你还能认识他们吗? 请抢读生

字。

6.老师交给小组长一个任务,想办法利用生字卡片让每个组员

都认识这些生字。

7.游戏:蓝猫钓鱼(将每个生字写在鱼身上,学生每读对一个

字,那条小鱼就被钓起来,甩进桶里,同时发出“咚”的声音)。

8.现在我郑重宣布:你们已经顺利闯过第一关了,爱学习的孩

子们,让我们向第二关“我会写”前进吧!

三、指导写字

1.请认真观察这些字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左右结构,左窄右

宽)

2.(出示“神”字,“礻”红色)这个部首叫什么名字? 你能再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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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带“礻”的字吗?

3.要写好“神”字,你还想给大家提个什么醒?

4.咱们来比比看,谁能把这个字写得既正确又漂亮。

5.同桌都写完的孩子交换书,互相欣赏一下对方的字。如果你

觉得他哪个字写得好,就在这个字的头上画一朵小红花,并告诉他好

在哪里。
四、精读成语,领会感悟

1.请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再来读读成语,边读边想你知道了哪

些成语的意思?

2.请把你读懂的成语的意思说给小组内的伙伴听一听。

3.谁来说给大伙听听? 你是怎么知道的?

4.老师也想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个成语朋友,请看大屏幕。

5.还有几个成语大家不了解,就请你们选择最喜欢的方法去了

解一下它们的意思吧。

6.知道了成语的意思,我们再来读一遍成语,你肯定会发现自

己比刚才有进步!

7.出示蓝猫:祝贺你们顺利闯过三关! 请接受我送给大家的礼

物吧!
五、拓展积累

孩子们,除了今天我们认识的以数字开头的成语外,成语王国里

还有许许多多的成语,你们想去认识它们吗? 老师给大家推荐几本

课外阅读资料,并提供有关成语的网址,希望你们能和成语交上好朋

友,学好成语,用好成语!
(龚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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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联

设计理念

本设计意在使朗读成为学生学习和探究的重要手段,让学生在

自主、民主的氛围中学习。通过读读、想想、猜猜、联系生活实际等形

式多样的方法识字、学词,引导学生体验、感悟语言文字,受到中华文

化的熏陶。

教学目标

1.初步认识对联这种文学形式,诵读对联,积累词语,丰富语

言。

2.在诵读对联中认识13个生字;会正确、规范书写10个生字。

3.在识字写字过程中,进一步了解汉字的间架结构,通过书写

表达汉字的形体美。

教学重点

读文识字,会认13个生字,会写10个字。

教学难点

初步理解对联所表达的意思。

教学准备

老师:在黑板张贴一副完整的对联,课件一套,红纸,黑色彩色笔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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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前搜集对联。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揭示课题

1.请学生观看课件,感受过春节的热闹气氛。

2.谈话揭示课题。
孩子们,过年了,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对联

(教师指向张贴在黑板上的对联),学生齐读课题。

3.以形象的对联入手,初识对联。
(1)抽学生读:“春回大地,春风吹出千山绿,春雨洒来万家新”。

读了对联,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学生自由回答)
(2)教师讲解,指导学生认识对联。(师:每逢过年,家家户户的

门上都要张贴用红纸书写的对联,一副完整的对联包括横联、上联、
下联,别看简简单单的对联,它包含的内容可丰富了。)

二、初读课文,识字学词

1.借助汉语拼音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生字、词
多读几遍。

2.同桌互读互评。

3.检查识字、学词情况。
(1)将生字放在五颜六色的气球中逐一让学生认识。
“联”、“六畜”、“财”、“茂盛”、“风调雨顺”,指导学生读准这些字

的字音。
“爆”、“财”:指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扩词。(当学生说到“爆炸”

时,老师相机教育学生注意安全,远离爆炸,渗透安全教育。)
“稻米”、“六畜”,指导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想想猜猜进行理解:“稻

米”还可以叫什么? “六畜”指农民伯伯饲养的六种牲口,请孩子们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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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猜有哪些。(通过这一形式的教学,学生学习积极性骤然高涨,轻
松理解了难点词的意思)

“茂盛”:结合窗外的那棵高大的黄桷树进行说话练习。
(2)词语(四字词、三字词教学)。
过渡:对联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词语,藏在灯笼里,孩子们,想和它

们交朋友吗? (将四字词、三字词分别放入灯笼里让学生认读,在读

中体会含义)
“爆竹声声”、“梅花点点”,读了这两个词语,结合课文插图看看

你仿佛听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生:我仿佛看到了过年的热闹场

面,听到了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看到了朵朵梅花在寒冷的冬天展示

它的美丽,散发着它的芳香)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组词语是农民伯伯给我们送来的,

在读中体会农民伯伯给我们送来了什么? (丰收的粮食、肥壮的牛

羊)
“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读好了这些词语,你想把它们送给谁?

(生:我想把它们送给做生意的人,祝他们生意红红火火)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边读边体会,你感受到了什么? (对学

生的理解加以鼓励,教师不作具体讲解)
“三字词”教学,在朗读中记忆、积累。

三、朗读指导

过渡:学好了生字词,下面老师把它们送回到对联的家中,老师

相信你们会把对联读得更好。

1.配乐朗读。
(配上喜庆吉祥的音乐,给学生营造一个和谐愉悦的读文氛围,

学生很容易入情入景地读好对联)
(1)配乐自由读。
(2)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对联进行朗读,并读给小伙伴听听,小

伙伴读得好的,给他画上一面小红旗进行奖励。
(3)抽学生读、评读、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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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男女生以对对子的方式朗读对联。

2.按节奏朗读。
过渡:读好了对联,请孩子们仔细观察一下对联有什么特点。
(1)学生汇报:两两相对,每句字数相等,根据前面的词语教学,

学生很容易观察出对联中都藏有四个字的词语和三个字的词语。
(2)教师相机点击课件,将对联分成“××××/×××”的节奏

指导朗读。(师:我们读对联时,不仅要有感情地朗读,还应像古诗那

样,读出对联的节奏,读出韵味)
(3)教师引读,学生再读,读出节奏,读出韵味。
(4)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诵课文,积累词句。

3.游戏———对对联。
(1)指导学生认真观察书中的对联与黑板张贴的对联有什么不

同。(缺少横联)教师相机出示四句横联(辞旧迎新、欣欣向荣、恭喜

发财、普天同庆),让学生在小组讨论后,将横联添加在课文中的对联

上。
(2)学生汇报并简单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对对联。

四、拓展交流

1.学生交流在课前搜集的对联。

2.教师出示搜集的对联让学生朗读,进行拓展迁移。

五、书写指导

过渡:孩子们,读了那么多对联,又增长了不少知识,那你们想把

这些对联送到红纸上去吗? 但对联中有两个调皮的汉字娃娃,想让

你们把它俩写得漂漂亮亮的,它们才愿意回去,教师相机出示生字

“顺”和“盛”。

1.指导学生认真观察,写好这两个字应该注意什么? (教师将

生字的重点笔画用不同的颜色填写,利于学生观察)

2.教师范写,在书写过程中强调这两个字间架结构的摆放应紧

凑,这样写出来的字才美观。

3.学生独立书写,教师巡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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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写生字过渡到书写对联(将课前准备的红纸、黑色笔分

发到各小组,小组合作书写一副完整的对联,包括横联,学生可以写

书上的对联,也可以写在课外搜集的对联)。
附:板书设计

对 联

春回大地

春
风
吹
出
千
山
绿


顺

盛

春
雨
洒
来
万
家
新

(周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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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名家

设计理念

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用多种

方法自主识字,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思维能力,熏陶、培养学生热爱祖

国传统文化的情感。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6个生字,会写10个字。

2.在识字写字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汉字的笔画笔顺,进一步

体会和表现汉字的形体美。

3.初步接触我国著名的诗词曲名家,产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

情感。

教学重点

认识本课16个生字,会写10个字。

教学准备

师:生字卡,生词卡,教学课件,古诗词曲配画的小书签做奖品。

生:生字卡。

教学时间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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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营造氛围,揭示课文内容

(课前在教室里挂几幅孩子们熟知的古诗条幅或诗配画)

谈话:孩子们发现今天咱们教室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吗?
想不想去看看?
(学生离座自由观看2分钟左右,边看边吟诵)
师:孩子们有什么发现? (生各抒己见)
小结:诗是我国古代的文学形式,读起来琅琅上口。诗盛行于我

国的唐代,孩子们刚才看到的大部分是唐代诗人写的诗,后人把它叫

做唐诗(板书:唐诗)。词和散曲也分别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学形式。
词盛行于宋代,后人把它叫做宋词(板书:宋词);散曲盛行于元代,后
人把它叫做元散曲(板书:元散曲)。

1.有没有孩子会读这几个词? 抽生读,师生共同正音。(注意

“诗”、“词”、“宋”、“散”的读音)

2.你能给这些生字再找一找朋友吗? (生字组词)

二、创设识字情景,自主合作学习

1.师:孩子们,我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个瑰丽的

文学宝库。唐诗、宋词、元散曲只是其中几颗璀璨的明珠。孩子们,
你们想去宝库看看吗?

(课件出示:“文学宝库”点击出现“唐诗”、“宋词”、“元散曲”几
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在这几颗明珠里,分别藏有它们各自的代表作家,就是我们今天

要认识的诗词曲名家(板书课题:诗词曲名家)。生齐读课题。
他们有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有的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朋友。

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小组内比一比,看谁最先认完! 不但在宝库里

能认识,离开宝库也要能认识,这才算交了新朋友。全班同学比一

比,哪个小组的同学最先和这些诗词曲名家交上朋友。优秀的孩子

将获得精美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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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进行自主学习。师检查自学情况,相
机指导。启发学生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识字。

3.小组内交流,组长用生字卡检测组员的学习情况。

4.全班交流,评比。(师发奖)

5.生活中你还在哪些地方见过这些字?

6.你认识或知道姓李,姓白,或姓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朋友的姓

的人吗? 他们叫什么名字? (将识字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加深对生

字的印象,培养学生“生活处处皆语文”的意识)

7.你知道这些诗词曲名家有哪些作品吗? 你能背一背吗? (让
能干的孩子背一背诗词曲名家相应的作品)

三、课堂练习

1.游戏:找朋友。(完成课后第二题)

2.指导书写(完成课后第三题)。引导学生用学过的方法(如:
加一加、减一减、合一合等)记忆字形。重点指导“曲”、“散”两个字的

书写。
四、拓展延伸

师:孩子们,在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还有很多的名诗名家,你还

知道哪些? (鼓励能干的孩子背一背其他作家的作品)
请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搜集更多的名诗名家,咱们开一个诗歌

交流会。
附:板书设计

诗词曲名家

唐诗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宋词   苏轼   陆游   辛弃疾

元散曲  白朴   马致远  关汉卿

ì

î

í

ïï

ïï

(马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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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学习:字典老师

设计理念

引导学生学习部首查字法,拓宽学生学习汉字的途径,让学生兴

趣盎然、轻松愉快地掌握部首查字法。

教学目标

认识字典,了解字典的作用,掌握部首查字法的步骤。

教学重、难点

部首查字法的步骤。

教学准备

每个学生准备一本《新华字典》。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谜语激趣,揭示新课

1.谜语:“学问大,不说话,你要学知识,一定要找它。”谜底是什

么?

2.揭示课题:今天,我们要认识字典老师,和它交朋友,让它帮

助我们认识汉字。请翻开书101~102页读一读,看汉字娃娃是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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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
二、认识字典,了解字典的作用

老师把字典放在展示平台上作示范,引导学生在自己的字典中

找出“部首目录”、“检字表”、“正文”,告诉学生应怎样看正文中的注

音及解释,让学生明白,查字典必须按一定步骤进行,才能查到要查

的字。
三、练习查字典,感悟部首查字法

1.从“部首目录”中查部首在检字表的哪一页,上面有哪些常用

部首。

2.老师将字典放展示平台上作示范,引导学生按课本103页上

的步骤查“源”字。

3.让学生在懂得的基础上记住部首查字的程序。

4.引导学生读和分析课本104页内容,边查字典边填空,完成

104页练习题,进一步熟悉部首查字方法。

5.让学生说说,部首查字法的步骤是怎样的? (也可用自编的

儿歌来讲步骤)
四、巩固练习,培养查字能力

1.在字典的“部首目录”中,查出下面的部首在“检字表”的第几

页。
扌( )  心( )  氵( )  宀( )  虫( )

2.数一数,下面的字除去部首有几画。
态( )  渔( )  帘( )  码( )  缓( )

3.用部首查字法查下面的字。

要查的字 部首 除去部首有几画 在字典正文哪一页 读音

枝

懒

窝

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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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几个自己想查的字,弄不懂的地方向同桌的小朋友请教。

5.玩玩比谁查得快的游戏,看哪10位同学最早查出小黑板上老

师规定的几个字的读音。
五、教师总结

今天,同学们学会了部首查字的方法,真能干。今后你们在阅读

中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可以用部首查字法识字了。下课后,大家可查

查自己名字里的字,看看这些字有什么含义,再向爸爸妈妈汇报一

下。
(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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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五)

教学目标

1.读准字的读音,说好普通话。

2.分清字形,辨字组词语。

3.背诵古诗,进行语言积累。

4.用部首查字法自主识字。

5.看图,根据图意写话,练习运用语言。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是复习生字、读准字音、分清字形、理解字义和用部首查字

法自主学习生字读短文。看图写话是本课的教学难点。

教学准备

生字、词语卡片,《天净沙·秋》的配图,《天净沙·秋》的范读录

音带,用来看图写话的图片。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老师:我们又学习了一个单元,认识了不少的汉字娃娃,现在同

学们还能正确地读出它们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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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导学生复习生字词

1.学生认读生字卡片(第一题)。读准字音。抽读,比赛读,开
火车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等多种形式结合。(老师提醒易出错的

字音。)

2.学生读词语卡片(第二题)。试一试,你还能读哪些词语?

3.读形近字卡片(第三题)。说说它们不同在什么地方,再扩

词。看看谁能用同一个汉字娃娃找几个不同的朋友。

4.读一、二、三题的生字、词语卡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读,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达到巩固旧知识的目的。

三、指导学生看图写话

1.出示第一幅图。教师引导学生看图,说说图意,再用一句话

把图意写下来。教师在黑板上示范写话。

2.出示第二幅图。教师放手让学生尝试看图写话,教师通过评

价予以引导,对存在的问题逐一纠正。

3.出示第三、四幅图。学生自由练习。
四、读读背背《天净沙·秋》
老师:学习了《诗词曲名家》这课,我们知道了好几位诗词曲名

家,你还记得谁? 今天,我们来读读白朴的一首词《天净沙·秋》。

1.首先播放范读带,让学生感受诗的节奏。

2.谁能朗诵这首词? 抽学生读。

3.你知道这首词写了哪些景物吗? 在图上能找出来吗? 你能

从诗中找出来吗?

4.读读记忆,看图想古诗背诵。
五、猜猜玩玩

1.老师用很神秘的表情读谜语,让学生产生兴趣,当学生猜出

给予及时表扬。

2.让学生在猜猜玩玩中学到新的知识,了解新事物的特点。
六、自学生字读短文

1.读短文,勾出你不认识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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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什么办法可以认识这些不认识的字呢? (小朋友讨论)

3.复习部首查字法。

4.用部首查字法自学生字。

5.交流自学生字的方法。

6.再自己读读短文。

9.找一个小朋友来读给大家听一听,带动其他学生对短文的熟

悉程度。
七、自主识字园地

1.在认识的汉字旁边作上记号,数一数有多少个。

2.同桌互相识字,小组内互相学习,全班交流。

3.通过多次认读,你和哪些汉字娃娃交上了朋友? 请再读一

读,填上自己认识的个数。
(查常敏)

·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