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能用自己喜欢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生字，能工整、整洁地书写课后的字。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抓住人物语言、神态，体会人物情感。

3. 联系生活实际体会妮妮对奶奶的关心，学会关心长辈、关心他人。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语卡片，风铃。

教材简析

本课讲了妈妈给妮妮买回一串紫色风铃，它的声音非常动听。妮妮把风铃挂在奶奶的床头，替奶奶

消除寂寞，受到了妈妈的赞扬。通过本文的学习，让学生学会关心长辈、关心他人。

课文围绕孩子们的生活选材，贴近生活，是对孩子们进行亲情教育的好材料。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学习生字，朗读课文。本课的难点是在读中体会人物的情感。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开课时，可创设情景，激趣导入。可以出示一个风铃，让学生在欣赏一番后，引入本课学习。

＊“等一会儿挂”为妮妮把紫风铃挂到奶奶床头埋下了伏笔。



＊ 引导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结合生活实际去体会、理解词语的意思。比如: 理解“愣住”，让孩子想

想当自己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回不过神时的样子。理解“摇晃”，可以通过做动作来理解。理解词语，

可采用换词法、联系生活实际、做动作等方法，要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重在感悟。“在阳光照耀下，

铃儿一闪一闪的”，暗示了妮妮有一颗敬老、关心老人的美好心灵。

＊ 从“布满皱纹的脸舒展开了”中体会奶奶愉快的心情。

＊ 可以从“不住地点头”去体会妈妈的心情。从“你做得真好！”好在哪里去思考。

＊ 引导学生结合插图，读最后一段话，想象风铃在唱什么。学生如果想到紫风铃在给妮妮唱赞歌, 给奶奶

唱祝福歌，老师都应肯定，注意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

＊ 认识生字以后，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检测巩固。要注意“铃”“愣”是边音，“舒”“展”“照”“皱”是翘舌

音。“铃”“愣”是后鼻音，启发学生根据字形特点，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识记，对同一个字可以用多种方法去

记。如：“铃”可以用形声字的规律识记，也可以用熟字换偏旁的方法识记。

＊ 让学生在熟读、读懂的基础上回答此题，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

＊ 此题是让学生扩词，积累语言，鼓励学生多想一些词语，亦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词语进行说话练习。

＊ 写字要引导学生做整体观察，把字的间架结构印在脑子里，再动笔书写。

“舒、皱”左右均等，注意摆放好各部件。注意“耀”第六笔是竖提。“舒”右边部分是“予” 。“身”作偏



旁时，那一撇不出头。

鼓励学生写自己想写的词语或句子。

教学设计参考

一、出示实物，激趣导入

孩子们，认识老师手里的东西吗？（教师摇晃风铃）好听吗？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有这么一串风

铃，会把它挂在哪里？咱们今天学习的课文里有个叫妮妮的孩子也有一串风铃，猜猜她把风铃挂在哪里的。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 先借助拼音轻声自由读课文，读准每个字的音；再同桌互助读、听，纠正错误的读音。

2. 利用生字卡片接龙读，检查学生掌握生字的情况。提醒学生注意边音、翘舌音、后鼻韵母的字的读音，

重点读好“铃”、“愣”的发音。

3. 指名分段读课文，读后评议，练习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三、以读代讲，体会情感

1. 刚才同学们初读了课文，想想你知道了些什么，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同桌交流。

2. 谁愿意把自己喜欢的或觉得自己读得最有感情的地方读给大家听一听？（可以先同桌练习读，要求人人

动口，再自愿在全班读，读后评议。）



3. 通过组内交流和感情朗读，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4. 对比读描写风铃声音的两句话，体会对事物实实在在的描写和拟人化描写的异同。展开想象，想想风铃

会唱些什么。

5. 美美地读一读最后一段，想想自己喜欢妮妮吗，为什么？

四、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1. 用生字口头自由组词或说话。

2. 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找出生字中难记的字，选择适合自己的记字方法，记住生字字形。

3. 指导书写生字，注意“耀”字的笔顺笔画。

4. 完成课后第 2题，填写完后，还可以口头再扩一扩词。

五、拓展迁移，升华情感

妮妮是个关心长辈的好孩子，咱们班的同学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尊敬、关心长辈从古至今是中华民

族的美德。让我们再来好好读一读，感受妮妮那颗美好的心吧。

（李远志 肖羽 高霞）





教学目标

1. 能用自己喜欢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生字，会写课后的字。做到书写端正、整洁。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自己喜欢的词句。

3. 了解课文内容，学会保护环境，懂得给别人快乐，自己才会得到快乐的道理。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卡片。

学生：搜集有关互敬互爱、保护环境的童话、小故事。

教材简析

本课是一篇情节生动的童话故事: 小松鼠为了过生日，想摘一些花草打扮自己，听了花草的话后，

他不忍心采摘花草，决定爱护花木，最后在萤火虫的帮助下，漂亮的小松鼠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通过本

课的学习，学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善良和爱的熏陶，从中领悟到只有你给别人一份爱，最终你才会有更

多的爱，才会有快乐。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认写生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明白只有你给别人一份爱，你才会有更多的爱。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课文题目可让学生质疑：耳朵上怎么会有绿星星？激发读书的愿望。

＊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理解“打扮”的意思。

＊ 可以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分角色读对话。



＊ 从“没摘……也没摘……空着手……”这些词语中引导学生体会小松鼠此时的心情：失望、伤心。

＊ 从“啊！”一词可以体会小动物见到小松鼠时发自内心的赞叹，凸显了小松鼠的美丽。

＊ 从“惊讶地发现”体会小松鼠惊喜的心情。

＊ 组织讨论: 小松鼠美丽吗?你从文章哪些词句看出来的?

＊ 引导学生质疑：为什么小松鼠什么也没打扮却变得如此美丽呢？

＊ 可引导学生讨论：如果小松鼠带上小草制成的帽子，摘一朵玫瑰花别在胸前，是不是很美呢？

＊ “是小草……心地善良的好松鼠”凸现本课的主题：只有你给别人一份爱，最终你才会获得更多的爱。

＊ 从“甜滋滋”一词能体会到善良的小松鼠给了小草、玫瑰花的爱，最终得到了回报，获得了快乐。＊ 生

字以学生自主认识为主，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巩固练习。在读时要注意“善”“祝”是翘舌音，“滋”是平舌音，

“萤”是后鼻音。

注意“贺”“瑰”读音与方言的区别。

＊ 让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祝贺”“善良”，并运用它们造句。



＊ 第三题应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

＊ “戴”字的书写应作重点指导。

＊ 可让学生按规律写好字。如: “玫”“祝”“胸”“瑰”“镜”都是左窄右宽。“善”字的前三横短，第四横要写

长，才能使整个字显得协调美观。

注意：“祝”右边是“礻”。

教学设计参考

一、齐读课题，质疑导入

1. 齐读课题。

2. 对课题质疑。

孩子们，《耳朵上的绿星星》，多美的题目呀，课文的内容也是同样美丽呢！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 学生借助拼音，自己读课文，读准字音，圈出生字。



2. 利用生字卡片，认读生字、新词，可采用抽读、轮读、齐读等多种形式进行，重点读好“瑰”“萤”“善”“滋”

的读音。

3. 同桌互相抽读，检查自读情况。

三、再读课文，体会情感

1. 孩子们，通过自读，你们知道耳朵上的绿星星是什么吗？请用“—”勾出句子，并读一读。

2. 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绿星星的样子吗？

3. 学生自读自悟。

（1）联系生活实际谈谈自己怎样理解“祝贺”“善良”“甜滋滋”等词语的意思，结合课后第 2题用“祝贺”“善

良”说话。

（2）你觉得小松鼠漂亮吗？为什么？

（3）现在你明白课题的意思了吗？说一说自己对最后一段的理解。

四、感情朗读，升华情感

引导学生做一个善良的孩子，把课文美美地再读一读。



五、自主实践，拓展迁移

1. 分角色朗读课文，注意表达出不同人物的感情和语气。

2. 老师参与其中并适时评价、指导。

六、指导写字，把握结构

学生书写生字，老师适时点拨。重点指导：“胸”“善”“瑰”“戴”等字。

板书参考

参考资料

★格言四则

1. 善人者，人亦善之。

2. 情感真才美，情感美才善，情感美才高尚。



3. 你待我一尺，我待你一丈。

4. 人情一把锯，你不来，我不去。



教学目标

1. 识记本课生字，会写课后的字。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好人物的对话，体会不同的语气。

3. 了解课文内容，学会与人相处，多替别人着想，邻里间要和睦、友好。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语卡片。

学生：了解身边邻里友好和睦的小故事。

教材简析

本课是一篇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主要讲新楼房盖好了，动物们围绕着“谁住顶楼”这个问题展开激

烈的讨论。从动物们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邻里间的和睦友好、互相谦让的气氛，并从中学会与人相处，

多替别人着想。

全文一共有 10个段，以小马、小兔、小猴、小狗的对话为主要形式进行描写，从对话中体会小动物

们的无私、处处替他人着想的品质。以“谁住顶楼”这条线索贯穿全文。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识字、写字。了解课文内容，学会与人相处。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引导学生根据课题质疑，学生会提出：到底最后谁住顶楼?为什么要提出谁住顶楼？…… 然后带着问题

深入学习。

＊ 引导学生用多种形式读书，如默读、对读、分角色读，在读中找出体现动物们相互体谅、和睦相处的词

句细细体会，如“自告奋勇”“我连蹦带跳，脚步也轻”“和睦相处”……



＊ 从动物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过程中，感悟小动物们相互谦让、为别人着想的好品质。

＊ 要把动物的发言与它们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思考。

＊ 把学生分成四人小组，练习分角色朗读对话，注意体会动物们时时为他人着想的思想感情。

＊“看”是多音字，：看门、看家；：看见、好看。

＊ 引导学生思考：动物们为什么能和睦相处、十分友好？

和睦：相处融洽友爱；不争吵。

＊ 在读时要注意，“挠”的声母是鼻音，“绳”“捎”“哧”是翘舌音。

“绳”“蹦”的韵母是“”。

＊ 分角色朗读可以先在小组进行，也可以分角色上台表演。

＊ 结合课后第二题，进行反义词巩固训练。让学生在这段话中找出有几组反义词，然后可让学生再说说他

们知道的几组反义词，拓展训练，不止局限在这篇文章中。

＊ 通过读、记、积累词语，在理解词义的基础上，练习造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学生愿意多选多造应

当鼓励。

＊ “挠”“捎”“绳”“溜”是左窄右宽的字。“挠”字不要在头上加点。“影”字注意右边三撇的均匀摆放。

教学设计参考

一、 讲故事，质疑引入

1. 讲故事。

在一个小山村里住着许多动物，有勤劳的牛爷爷，有热心助人的小马，有走路蹦蹦跳跳的小兔，有负



责任的小狗，有顽皮的小猴……别看成员多，它们却能和睦相处，十分友好。（板书：和睦相处）

2. 引导质疑：故事听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吗？

3. 为什么能和睦相处呢？请读故事《谁住顶楼》。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 借助拼音自读课文，看看哪些字不认识，哪些词句不明白，请做上记号。

2. 通读全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 同桌互相交替读、听，纠正读音。

4. 用自己喜欢的办法识记字形，利用生字卡片抽读，检查掌握生字的情况，重点读好“蹦”“挠”“绳”的字

音。



三、再读课文，感悟体会

1. 朗读课文，想想课文中写了几个小动物，做上记号。

2.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小动物们能为别人着想、关心别人？最后谁住了顶楼？

3. 引导学生在朗读中了解“自告奋勇”“连蹦带跳，脚步也轻”等词语的意思，体会为他人着想的情感。

4. 结合教学，完成课后 2题。

5. 有感情地朗读对话，体会动物们和睦、友好的气氛，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品质。

6. 分角色朗读课文，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指导。

四、指导写字，掌握字形



重点关注“房”“勇”“挠”“影”的间架结构和笔画。

参考资料

★ 好邻居

常瑞

小湖边，一座崭新的小楼矗立起来，这是动物玩具们的新家。这不，今天一大早他们就开始搬家啦。

木马说：“我挑二楼，不高不矮正好。”布熊说：“我选三楼，气温不冷也不热。”泥猴说：“我住四楼，

全城的风光能一览无余。”只有一楼没人愿住，塑料猪夹着他的气筒兄弟，悄悄搬了进去。他在屋里架起铁

床，铺上厚厚的毛毯，盖上暖和的棉被，舒舒服服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气晴朗，三楼的布熊开始洗衣服。哗，哗，哗，她洗了一盆又一盆，湿淋淋的衣服挂了整

整一阳台。滴答滴答，水滴正好落在小猪晒的棉被上。

小猪见状忙说：“布熊姐姐，请你把衣服拧干再晾吧！” 布熊说：“那还不把我的漂亮衣服拧出褶子啦。”

小猪没办法，只好把棉被又悄悄抱进了屋。

到了晚上，木马在二楼举办舞会，“咚咚”的脚步声，嘈杂的音乐声，搞得小猪无法入睡。他从窗口探

出脑袋，对二楼的木马说：“木马大哥，夜深了，明天再跳吧！”

木马说：“我在自己家里跳，关你什么事！”小猪没办法，只好拿把大蒲扇跑到湖边乘凉去了。直到天

快亮了，才回来睡觉。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四楼的泥猴用望远镜看风景，正在这时，一楼飘来小猪愉快的歌声，我干

吗不吓唬吓唬小猪呢？于是，他点燃一个鞭炮，站在阳台上朝一楼扔去。谁知，鞭炮却掉到二楼阳台木马

吃的草堆上。鞭炮嗤嗤冒着烟，爆炸之后，不一会儿工夫，阳台就烧起了熊熊大火。



木马吓坏了，“咚咚咚”，一口气跑上三楼，去找布熊。火势越烧越旺，很快蔓延到了三楼，布熊晾在

阳台上的衣服开始着火了。两人慌了手脚，又连滚带爬跑上了四楼。

泥猴见自己闯了祸，吓呆了。眼看大火就要蹿上四楼，三人一齐喊起来：“救命啊，救命啊！”小猪听

见呼救声，跑出来一看，火已经烧到四楼楼梯口。泥猴、布熊、木马呆在上面，谁也下不来。

仗着自己是个塑料吹气玩具，小猪朝楼上大喊一声：“别害怕，我来救你们！”说完，他一步跨进屋，

拔出屁股上的塞子，对墙角的气筒兄弟说：“赶紧给我打气，越多越好。”气筒听了，“噌”地跳起来，对准

小猪屁股上的气门，“嗤嗤”地往里灌了好多气。小猪立刻变成了一个圆滚滚的气球，“呼”的一声离开了地

面。

小猪飞到四楼，木马抱住小猪的脖子，布熊拽住小猪的一条腿，泥猴一伸手，揪住小猪的尾巴，四个

伙伴一起离开了着火的大楼，向天上飞去。

飞呀飞呀，不知怎的，小猪突然全身无力，带着大家一点儿一点往下掉，越落越快，越落越快，眨眼

间就落到了草坪上。原来，往上飞的时候，几颗火星溅到了小猪身上，小猪被烧了几个小洞，气都漏光了，

他全身发软，一头栽倒在地，怎么也站不起来。大家连忙把他送进了医院。

过了两天，布熊、泥猴、木马一起动手，将房子重新修补一新，然后到医院接小猪回家，医生已将小

猪身体上的小洞补好了。木马说：“小猪兄弟，你住二楼吧，不高也不矮。”布熊说：“小猪兄弟，你住三

楼吧，气温不冷也不热。”泥猴说：“小猪兄弟，你住四楼吧，那里能将全城的风光尽收眼底。”

小猪笑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又悄悄地住进了一楼，铺上厚厚的毛毯，盖上暖和的棉被，呼呼地睡觉

了。

（李远志 田益 高霞）



教学目标

1.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的生字，整洁地书写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读中体会主人公纯真、善良的美好心灵。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语卡片，动画片《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片断。

学生：阅读《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故事，读后有自己的感想。

教材简析

这是一首围绕儿童生活选材、易于引起学生共鸣的现代诗。诗中描写的“我”把蛋糕、棉衣、歌片放在

枕头边，托梦给卖火柴的小女孩送去，希望小女孩不再饥饿，不再寒冷，并且能在一起快乐地歌唱。一位

纯真、善良，具有同情心的孩子跃然纸上。

全诗共六节。第一节讲早晨，“我”把妈妈给的蛋糕悄悄留了一个。第二节讲中午，爸

爸给“我”穿上棉衣，“我”一定不会弄破。第三节讲下午，“我”从哥哥送的一盒歌片中

选出最美丽的一页。第四节讲晚上，“我”把蛋糕、棉衣、歌片放在枕头边，让梦儿快些飞

出被窝。在这四节里都没说明“我”这么做的原因，引发了读者的好奇心，激发读者往下阅

读的愿望。第五节讲“我”送蛋糕给她吃，把棉衣给她挡风雪，和她一块儿歌唱。作者在这

一节巧设悬念，引发读者的兴趣：“她”究竟是谁呢？第六节揭开“谜底”：原来“我”所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徒生爷爷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全诗感情真挚，巧设悬念抓住读者的心，

引人入胜，富有艺术感染力。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在朗读时，可采用范读、轮读、比赛读等方式，把读和悟融为一体，让学生展开想象的

翅膀，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每一小节的意思。

＊第一节写早晨，“我”把妈妈给我的蛋糕悄悄留下了一个。

＊第二节写中午，“我”一定不会把爸爸给我穿上的棉衣弄破。

＊第三节写下午，我从哥哥送我的一盒歌片中选出最美丽的一页。

＊第四节写晚上，我把蛋糕、棉衣、歌片放在枕头边，让梦儿赶快飞出我的被窝。

＊ 1～4节的最后一句都是“你别问，这是为什么”。引发读者想探个究竟。

＊师生都来讲一讲，读一读，说一说《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在学生深受感动之时完

成课后第三题，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想给卖火柴的小姐姐送点什么，再写下来。

＊学生借助拼音自主识字，然后请“小老师”帮助正音。

＊第二题是三组同音字组的词语。教师不必多讲解，由学生以多种形式朗读后，自己发现

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第三题主要是口头回答，也可以鼓励学生把自己说的写下来。

＊第四题指导书写，可先让学生仔细观察字的结构，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再让学生仔细观

察每个字在田字格里的位置。注意要给学生留足观察的时间。学生写好后，可进行自评、小

组互评、师生共评等，及时对有进步和写得好的同学进行鼓励。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出示多媒体课件（《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燃火柴的片断）。孩子们，你们看过这部动画

片吗？知道它的名字吗？安徒生爷爷笔下这个让人怜爱的小姑娘，引起了一个小孩格外的关

注，想知道这个孩子是怎样关心她的吗？

引出课题，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由小声读课文，数一数这首诗共有几节。勾出生字、新词，多读几遍。

2.再读课文，争取读正确、通顺。

3.同桌抽读，并互相评议。

4.出示生字卡片，认读生字新词，检查自读情况。

三、读悟结合，体会情感

1.学习第一节。

（1）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一节。思考:你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老师注意
指导、释疑。

（2）指导朗读。

（3）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2.用学第一节的方法学第二、三、四节。

3.第一至四节在描述时有什么特点？这样写有什么作用？（用时间词语开头，说明作者一天
到晚都牵挂着小姐姐。）

4.学习第五节。

（1）自由读，看看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2）引导学生完成课后第三题。

（3）指导朗读。

（4）有感情地朗读，感悟主人公的情感，受到高尚品质的感染。

5.学习第六节。

（1）齐读第六节，思考：你明白了什么？

（2）交流：你想对诗歌中的“我”说点什么？

（3）指导朗读，注意读好设问句。

（4）有感情地朗读。

四、展开想象，品读全诗

1.想象诗中的情境，朗诵全诗。

2.指名朗诵，学生评议。

五、扩展延伸，激发情感

你想对卖火柴的小女孩说点什么？写一写，好吗？

六、指导写字，完成作业

1.练习生字。

2.读一读课后第 2题，想一想这些字的读音、字形、意思有什么异同。

参考资料

★安徒生（1805—1875）：丹麦人，在世界童话王国中，他是最伟大、最杰出的作家
之一，是举世无双的童话大师，终其一生，一共发表了 168篇童话和故事，而且每一篇都是
情节曲折、富有哲理、引人入胜的佳作。读安徒生的童话，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当我们

陶醉于他那诗一样的语言，流连于他那曲折多变、充满浪漫神奇色彩的故事中时，我们对生

活、对人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追求。



★我国 9岁儿童刘倩倩创作的诗歌《你别问这是什么》，在联合国去年举办的“世界
儿童诗歌比赛”中荣获“菲利亚”金质奖章。



教学目标

1.自主认识本课生字，工整书写田字格中的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中，体会人物的情感。

3.理解课文内容，联系生活实际，说说自己的感受。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语卡片（或课件）。

学生：了解自己家人的生日。

教材简析

《天蓝色的纽扣》是一篇内容生动、贴近儿童生活的童话故事，主要讲了胖胖熊用

自己省下的零花钱——一块硬币，买下一枚天蓝色的纽扣作为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妈妈穿

上钉着天蓝色纽扣的新外套，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课文通过对人物心理活动、语言的描写，

刻画出人物的特点，突出文章的主题：可爱的胖胖熊对妈妈的一片真情。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认写生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引导学生用自学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细读课文，理解内容。可先设问:你读懂了什么?



还有哪些不明白?

＊胖胖熊的“秘密”，是“给妈妈买最好的生日礼物”。

＊胖胖熊从“松软的草地”想到要给妈妈买双软拖鞋，使妈妈走路舒服。

＊当太阳照得胖胖熊“睁不开眼”的时候，他想到要给妈妈买把遮阳挡雨的花伞。

＊当胖胖熊看见房顶上冒出的炊烟时，他想到要给妈妈买条做饭时用的大围裙。

＊抓住这个“哇”字，让学生体会胖胖熊看到价格后感到意外的心情。＊从“转来转去”

“小心地拿着”等词语能体会到胖胖熊对礼物的珍爱，以及他对妈妈的孝敬。

＊从“呀”这个词，让学生体会熊妈妈看到礼物时那高兴、惊讶的心情。

＊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熊妈妈说“真是太棒了”？从中可体会到熊妈妈收到生日礼物时

的高兴心情。

＊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胖胖熊也过了最快乐的一天”？体会胖胖熊对妈妈的一片真情。

＊生字以学生自主认识为主，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巩固。在读时要注意“硬”“零”“睁”

“棒”是后鼻韵;“镇”是前鼻韵。

＊第二题旨在通过想一想，填一填，感知词语的正确搭配。可先让学生同桌交流，再在全

班汇报。

＊这道题是把学习内容引向生活，让学生学会关心家人，可在学校试着让学生填一填，也

可让学生回家询问家人后完成，还可以让学生为家人生日写一两句祝福语。

＊书写时要注意：“省”是上下结构的字，可分为“少、目”。生字书写后注意引导学生

自评，整体感受、欣赏自己的字，从而进一步感知汉字的形体美。



教学设计参考

一、齐读课题，质疑导入

1.齐读课题。

2.课题质疑：

孩子们，读了《天蓝色的纽扣》这个题目，你会有哪些想法？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自由读课文，圈出生字多读几遍。

2.多种形式读准生字字音。重点指导“硬”“省”“零”“鞋”“睁”“镇”等字的读音。

3.检查自读情况，可采用分段读、指名读、同桌互读互评等形式。

4.再读，想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细读课文，体会感情

1.细读课文，想想：你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2.找出胖胖熊想给妈妈买哪几种礼物的句子，指导读好这些句子。



3.引导学生结合课文或生活实际了解“舒服”“很好”“又干净又漂亮”“最快乐”等词句，
体会其在课文中所表现的情感。

4.你有过胖胖熊这样的秘密吗？

5.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创设情景，角色表演

老师提供头饰，投影仪出示插图，学生分角色表演。

五、拓展延伸，激发情感

1.完成课后第 3题，老师表扬填得多的孩子。

2.给妈妈（或爸爸、爷爷、奶奶……）写一句生日的祝福语。

六、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1.让学生用自己习惯或喜欢的方式记忆字形。

2.全班交流汇报识记字形方法，老师点拨。

3.学生练习，自评、互评。

4.书写生字注意“冒”“睁”“零”字的字形。

（李远志肖羽陈方祺）





教学目标

1.能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生字，工整地书写田字格里的字。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生字、词语卡片，教学录音带以及表现春景的乐曲磁带。

学生：搜集有关描写、赞美春天的古诗。

教材简析

《村居》是清朝文人高鼎的诗作，诗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春光明媚，风和日丽，

儿童沐浴着春光，呼吸着新鲜空气，奔跑着放风筝。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写初春景色，描绘了

孩子们放风筝的活动背景。作者抓住“草长”“莺飞”“杨柳”“春烟”这些初春时的主要

景物，通过“长”“飞”“拂”“醉”这些词，写出了景物的动态，非常形象生动。尤其是

“醉”字，把杨柳拟人化了，写活了。诗的后两句主要写孩子们放风筝的活动场面，为美丽

的春天增添了欢乐气氛。句中的“忙”字，反映出孩子们急于放风筝的迫切心情，也从侧面

反映出了风筝放上天空以后的欢乐心情。天真活泼的童心跃然纸上。全诗语言明白流畅，把

浓醉的春意和人们的欢乐形象地表达了出来，充满了浓浓的初春农村生活气息，字里行间透

出诗人对春天来临的喜悦和赞美。

本课教学重点是朗读、背诵和识字、写字。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可利用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草长”“拂堤”“纸鸢”的意思。草长：春草生长。拂堤：

杨柳长长的枝条在春风吹动下轻拂着堤岸。纸鸢：老鹰式的风筝。

＊诗句的意思是：早春二月的天气，春草生长莺儿飞。烟雾里，杨柳舒展枝条轻拂着长堤，

似乎陶醉了。孩子们放学早早回来，趁着东风，赶忙放起了风筝。

＊指导朗读时，要注意节奏。可以二、二、三音步，也可以四、三音步。

二、二、三音步：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四、三音步：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村居》较为明快，朗读时可适当将情绪外露，读得轻快、流畅，体现环境的优美和儿

童生活的快乐。注意读好韵脚“天、烟、鸢”。

＊可采用“提示法”引导学生背诵，也可以用“图文结合法”背诵。

＊在背诵的基础上，让学生填完练习，然后同桌相互检查、订正。

＊这几个字的笔画较多，重点指导“趁”和“醉”字的书写。“趁”要注意写紧凑点，不

要写散了; “醉”的“酉”里不要少写了一横。

教学设计参考

一、看图引入，整体感知

1.（出示挂图或插图投影）图上画的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你能看出图上画的是什么季节的景
象吗？为什么？

2.板书课题，读题、解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放一段轻快活泼、表现春景的乐曲，教师配乐范读全诗，学生感知诗歌内容。

2.学生借助拼音试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三、借助插图，了解诗意



1.自己边看图边逐句读诗。想一想：通过读，还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同桌或小组合作学习，
对不明白或有争议的地方质疑。

2.教师针对学生的质疑，根据插图，指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讨论不明白的地方，疏通大致
意思。根据学生理解，老师点拨，适时板书。

3.再读全文，体会意思。

四、熟读成诵，体会意境

1.指导读好节奏、韵律。

2.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朗读，边读边想象诗句描绘的景象。

3.小组合作学习，交流自己对诗句的理解。

4.学生配乐朗诵。

5.用激励的方式引导学生背诵，如：同桌赛背、小组赛背等形式。

五、进行识字、写字教学

1.学生借助拼音自主识字，提示学生运用“利用熟字学生字”的方法自学生字。

2.用卡片检查生字的识记，并用字扩词。注意“莺”“堤”“趁”字的读音。

3.观察要求会写的字在田字格内如何占格。重点关注“醉”“莺”“趁”字的笔画和间架结
构。

4.教师示范写字。



5.学生练习写字。

六、扩展迁移，扩大视野

在课外结合春游活动，合作制作风筝，开展放风筝活动。

参考资料

★高鼎，清朝诗人，字像一，拙吾，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他的诗善于描

写自然景物。

★描写春天的诗有《咏柳》、《春晓》、《春日》、《早春》、《草》、《忆江南》……

★风筝简介：风筝源于我国，又名风鸢、纸鹞，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

鲁班曾“削竹为鹊，成而飞之”，算是风筝之祖了。五代时李邺在宫中，以线放风筝为游戏。

并在鸢头上挂竹哨，当风筝升空，风吹竹哨，发出动听的筝鸣，“风筝”一名便由此而来。

到了唐宋，放风筝十分盛行，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诗中写道：“西楼一夜风筝急。”北宋张择

端的《清明上河图》、南宋苏汉臣的《北事通》都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放风筝的场面。明清时

风筝渐趋全盛，制作精巧。慈禧太后曾叫民间风筝艺人魏之泰做“女寿星骑仙鹤”的风筝。

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描述了一群天真活泼放学归来的儿童在春风、春光中放风筝的场

面，读后令人叫绝。



教学目标

1.愿意用普通话与人交流自己参加过的生日聚会是怎样的，并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与别人交流时，态度自然大方、有礼貌。

3.能认真听别人讲话，了解讲话的主要内容。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或过生日的场景录像。

学生：过生日的照片或纪念物。

教材简析

每个人年年都要过生日。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过生日”更是他们感兴趣的话

题。过生日时，孩子们最想干什么？是在家里吃可口的点心和丰盛的菜肴；是拉着妈妈的

手，上街买时尚的玩具和新派的服装；还是和亲人朋友欢聚一堂，分享快乐？应该说每一个

孩子都有话可讲，因此引导学生开口说，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大家是本次口语交际的重

点。还要注意培养学生认真听别人讲话的习惯。

建议本课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这是一幅学生在讨论过生日的画面，用以激发学生谈话的兴趣，为学生谈话打开思路。

＊要为学生营造一个口头交流的氛围。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让学生在说、问、评



中互相交流，让孩子们分享不同方式过生日的快乐，也可以让学生商量设计一些愉快又有意

义的生日。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景，引出话题

1.播放《生日快乐》的音乐。孩子们，会唱吗？知道这首歌一般在什么时候唱吗？

2.对话引出话题。过生日时，你们最想干什么？是在家里吃可口的点心和丰盛的菜肴；是拉
着妈妈的手，上街买时尚的玩具和新派的服装；还是和亲人朋友欢聚一堂，分享快乐？

二、小组交流，发表感想

1.交流自己参加过的生日聚会，并发表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注意倾听别人的发言。

2.讨论：怎样过生日才有意思。

三、创设交流，培养能力

1.在班上交流自己的想法。声音要洪亮，态度要自然大方。

2.大家进行评议，要把别人的优点评足，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别人。提建议时，要有礼貌，
把意思表达清楚，让人乐于接受。

3.老师也可以谈谈自己参加过的生日聚会，并说说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达到师生互动的目的。

四、深化交流，升华认识



1.孩子们，通过交流，你认为怎样的生日聚会才是有意义的？

2.总结：过生日，有亲人的牵挂和祝福是幸福，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是红火，做有益社会的
事是难忘。

五、实践操作，难忘今宵

分小组，为最近过生日的同学设计一个生日聚会方案。

板书参考

口语交际

过生日

（李远志祝升陈方祺）



教学目标

1. 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字母表，记住大、小写对应的汉语拼音字母。

2. 诵读古诗，积累优美词句，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

3. 学写留言条。

4. 自主识字，巩固本单元所学的生字。

教学准备

教师：汉语拼音字母表。

学生：大、小写字母卡片。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 6个方面的训练内容：一是“比一比，记一记”，培养学生观察、比较分

析的能力，找到大、小字母异同的规律，巧记字母。二是“你还认识我吗”，帮助学生复习巩固本单元所

认识的字，同时积累词语。三是“读一读，写一写”，让学生认识语序变化而句子意义不变这一语言现象。

四是“读读背背”，旨在培养学生语感，积累语言。五是“学写留言条”，图文结合，让学生在有趣的故

事中，轻松地掌握留言条的写法，练习写留言条。六是“自主识字园地”，给学生创设了自主学习的空间，

激发学生主动识字、乐于识字的愿望。

建议本课用 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引导学生观察字母表中每组字母的色块变化，找出大、小写字母样子不同的各组字母，然后自己

想办法记住它们。



＊ 通过大、小写字母的对应比较，我们会发现基本相同的有：Cc Kk Oo Pp Ss Vv Ww Xx

Zz; 变化较大的有：Aa Bb Dd Ee Gg Hh Qq Rr;变化较小的有：Ff Ii Jj Nn Tt Uu Yy。

可采用自读、抽读、轮读、小组赛读等形式反复朗读，既复习学过的生字，又积累了词语。

＊ 以第一组为例子，通过对比，让学生自己找出两个句子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即：语序不同，

但句子意思相同。第二组让学生自己练习。

＊ 借助拼音，利用自读、齐读、抽读等形式，让学生熟读成诵。不要做细致地讲解分析。 可让学生

仔细观察图画，联系诗句，了解诗句的大概意思。老师可简约讲述一下诗句的意思和作者的概况，以帮助

学生记忆。诗句的意思是: 离家来到洛阳已经很久，今天又看到刮起了瑟瑟秋风。想写一封家信，千言万

语怎么说得清？捎信人刚要出发，我又把贴好的信打开，只怕下笔匆匆，丢了什么话，忘了什么嘱咐。

＊ 学写“留言条”分三步进行练习:

第一步，看一看。让学生看情景短文，在阅读短文之后，初步感知留言条的作用。

第二步，想一想。让学生讨论留言条的内容要求，即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以及格式

要求。

第三步，写一写。学生在知道留言条的格式后，替胖胖熊给熊妈妈写一张留言条。

写好后，同学之间互相检查，修改。

＊ 引导学生借助字典，用部首查字法把不认识的字的音节找出来，然后借助拼音识记生字。熟读诗

歌，让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独立学会生字。

＊ 教师要检查学生学习生字的效果。

教学设计参考

一、比一比，记一记

1. 引导读题，弄清要求。

2. 仔细观察字母表中的字母，你发现了什么吗？

3. 根据每组字母的色块变化，找出大、小写字母样子不同的各组字母，自己想办法记住它们。

4. 自主选择学习伙伴，交流巧记方法。

5. 识记字母表。

二、你还认识我吗



1. 齐读词语。

2. “开火车”抽读，注意正音。

3. 同桌互读。

4. 请大家仔细看，这些词都是由本单元的生字组成的。再读读，选择自己最喜爱的词记一记，哪些

词不太明白，又很想知道，可以请教一下同学和老师。

5. 小组赛读。

6. 引导背、记。

三、读一读，写一写

1. 读第一组句子，想一想这两句话的意思相同吗。

2. 比一比，第一组句子中的两句话有什么不同？让学生体会在一句话中语序发生变化，句子的意思

可以不变。

3. 读第二组句子，试着将这个句子变换语序，但句子意思不变。

4. 读一读这两组句子，并正确、工整地书写。

四、读读背背

1. 借助拼音，自读古诗。

2. 朗读全诗，了解诗意。

（1）听：听老师范读，整体感知。

（2）悟：一边听老师描述古诗内容，一边展开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

（3）读：通过自由读、齐读、比赛读等多种形式朗读全诗，在反复朗读中体会这首诗的意思。

3. 自由试背，同桌互背，指名背诵，全班齐背。

五、学写留言条

1. 读一读，让学生读情景短文，初步感知留言条的作用、格式。

2. 想一想，让学生自由讨论写留言条的要求，即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3. 写一写，学生在知道写留言条的要求后，替胖胖熊给妈妈写一张留言条。



4. 老师了解学生所写留言的条后，适当给予指导。

六、自主识字园地

1. 引导学生借助字典，用部首查字法把不认识的字的音节查出来，并抄下来。

2. 借助拼音识记生字。

3. 熟读诗歌，让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学会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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