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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睡了》说课稿 1 

  一．说教材： 

  《大海睡了》是苏教版国标本第一册第 9 课的一篇课文，她

是一首优美的儿童诗，写喧闹了一天的大海在夜晚渐趋宁静，向

大家展示了风平浪静、明月高悬的夜晚大海的美丽景象，表现了

大海的温柔和可爱。诗文虽短小，字里行间却充满童趣，充满美

感，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朗读能力的好教材。这篇课文的教学

用时为两课时，本课的设计为第一课时的内容。根据文本自身特

点结合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本班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

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具体定位为以下三个方面：  

  （1）学会本课的生字，理解生词，体会大海的温柔和可爱，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观察、想像、比较、赏读、讨论、评价等方式来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朗读能力。 

  （3）借助多媒体，让学生有兴趣的读儿童化的诗文，初步

体会大海夜色的意境美，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二、说教法和学法 



  （一）教法： 

  多媒体辅助教学法：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采用多媒体辅

助教学，给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调动学生的兴趣，诱发学

生的情感，帮助他们更深地投入课文所设置的情境中。  

  （二）学法： 

  以“读”“看”“听”“说”“悟”为主要训练方式，把“读”

的训练贯穿在整个教学中，师生对话、生生对话进行提问、思考、

讨论、交流、体会、练读逐步实现教学目标，让学生在具体的阅

读实践中得到锻炼。 

  三、说教学过程教学 

  首先，创设情境，学习字词。这一环节，我利用多媒体展现

了白天和夜晚大海的景象，白天，大海翻滚起层层波浪，浪花飞

溅，涛声阵阵。在柔美的音乐声中，天渐渐黑了，晚霞灿烂。夜

晚，月亮和星星挂在天空中，四周一片静谧。通过画面的对比，

使学生感受大海不同形态的美，白天的大海风儿追逐着浪儿，就

像个顽皮的孩子，夜晚的大海就像个慈祥的母亲，哄着自己的孩

子睡着了，自己也发出了轻轻的鼾声。美丽的画面把学生的情感

激发起来了，这样收到了“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良好效果。同时，

我在设计时将本课的生字词加入图片中，以“芝麻开门”的形式

让学生边读边欣赏大海美景。变枯燥的学习生字词于享受美景之



中，为读好课文初步奠定基础。其次，指导朗读，入情入境。这

一环节，我也是将课文内容载入图片中，指导学生看图、理解、

想像诗歌描绘的情境。全诗就两句，浅显易懂，我通过范读，表

演读，配乐朗诵等形式指导学生读好这首诗。再次，句式迁移，

拓展延伸。这一环节，是在熟读课文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观看“大

海醒了”的录像，直观感受大海的动态美。当学生的脑海中有了

丰富的表象，才能把画面转化为语言。同时，将课文内容作为参

考，学学生的思维力、想象力、创新力得到了培养。有几位小朋

友特别喜欢创作诗句，下课后他们就马上写了起来。最后，学习

生字，指导书写。这一环节视时间而定，后来在下一课时教学。 

  这样，有机地将课堂与课外相结合，进一步拓展教材，激发

学生的想像思维和语文实践能力。将文本引向深远。  

《大海睡了》说课稿 2 

  一、说活动背景 

  大海对幼儿来说比较熟悉 

  ,很多孩子都去过海边玩,在电视上,图书上也都见过,他们

对大海充满了好奇和喜爱之情.诗歌《大海睡了》以独特的视角,

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深夜里大海恬静、柔美的形象,这样神秘的大

海对幼儿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激发了幼儿想去了解大海,亲近大

海。诗歌中拟人、比喻等修辞的运用,营造了一种温馨甜美的气



氛,于是,我设计了这一活动方案,旨在于让幼儿感受文学作品恬

静、柔美的基调,能充分展开想象的空间,此活动既贴近幼儿的生

活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视野,充分体现了《纲要》中提倡

的内容选择精神。 

  二、说活动目标 

  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起着导向作

用。随着经验的丰富，抽象思维的相应发展，大班幼儿的词汇、

语句逐渐丰富，对语言的理解力进一步增强，连贯性语言得到较

好的发展，口语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已能运用语言大胆

与人交往。他们喜爱欣赏文学作品，并乐意创造性地运用文学作

品的语言和表现文学的内容，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根据此年龄

特点及实际情况为依据,确立了认知、能力、情感方面的目标,

因此,此活动的目标为: 

  1、感受文学作品恬静、柔美的基调,想象大海入睡的意境。 

  2、为诗歌选择合适的音乐,进行匹配,并能有感情的朗诵诗

歌。 

  3、乐意亲近大海,对大海表示出喜爱的情感。 

  根据目标,我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反复感知文学作品,体验恬

静、柔美的意境上,而活动的难点是能根据诗歌来匹配音乐及有

感情地朗诵诗歌。 



  三、说活动准备 

  为了较好地实现目标,促进每一位幼儿的发展,使活动能开

展得有声有色,我做了以下的准备: 

  1、白天大海的录像和夜晚大海的课件。 

  2、三首对比音乐。(乒乓之恋、摇篮曲、喜洋洋) 

  3、诗歌朗诵和配乐诗朗诵。 

  四、说教法与学法 

  《纲要》中指出:“教师应成为学习活动的支持者、鼓励者

和引导者”。应力求“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生互动,为了在教

学过程中让幼儿更好地掌握活动的重点和难点,我在活动采用了

适宜的教法有: 

  1、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针对幼儿好奇心强的年龄特点,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旨在

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调动幼儿的兴趣,诱发幼儿的情感。 

  2、反复感知教学法 

  根据大班幼儿爱学,好问的学习心理特点,采用反复感知教

学,有利于幼儿记住诗歌与理解诗歌内容,体验恬静、柔美的意

境。 



  3、赏识激励法 

  教师及时的赏识和激励,主要是激励幼儿充分展示才能,满

足他们希望得到赞许,体会成功的心理特点,激发幼儿学习的欲

x, 增强信心。 

  幼儿采用的学法是: 

  1、多通道参与法:在整个活动中,我引导幼儿,想一想、说一

说、看一看、听一听、比一比、选一选、学一学等多种通道不知

不觉中感受到大海睡了的意境及对大海的喜爱。  

  2、比较法:在匹配音乐这一环节中,我让幼儿分别对三首音

乐进行比较,选一选哪首适合于诗歌中恬静的意境。 

  3、体验法:心理学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与体验过的活动,

人的记忆效果会明显提高”为了让幼儿充分体会到恬静的意境,

我在幼儿学习朗读诗歌时采用了体验法。 

  五、说活动过程 

  为了体现《纲要》精神,整个活动的程序分为两个环节来进

行。 

  1、紧扣生活,引入课题 

  幼儿的已知经验是其思维的源泉。首先我问幼儿:“你们喜

欢大海吗?谁能说说你看到的大海是怎么样的?你在海边都玩了



些什么?”在幼儿说出了对大海的回忆后,出示多煤体课件,展现

了白天和夜晚大海的景象。白天的大海很热闹,风很大,浪很高,

帆船在海面上行驶,人们在海边玩耍。我随着画面的展示娓娓道

来,使幼儿强烈的感受到白天大海的吵闹。然后再让幼儿观看夜

晚大海的景象,通过两个画面的对比,孩子更加感受到了,夜晚的

大海是多么的宁静,多么的祥和,从而激起幼儿的好奇感和对大

海的喜爱之情,以及欣赏诗歌的兴趣。 

  2、多通道感知,体验诗歌意境 

  为了让幼儿能充分体验这首诗歌“恬静、柔美”的意境,我

设计了几个步骤层层推进。 

  ①反复倾听诗歌 

  为了让幼儿体会诗歌中的美感,我让幼儿对诗歌进行了四次

欣赏。第一次欣赏后,让幼儿记住这首诗歌的名称,初步感知这首

诗歌,然后让幼儿带着“诗歌里面讲大海睡觉时是什么样子的?”

的问题欣赏第二遍。 

  帮助幼儿学习诗歌,首先要帮助幼儿理解诗歌中的语言,排

除语言障碍,引导幼儿步入诗歌的想象境界.第二遍欣赏后我通

过引读诗歌句子的方式帮助幼儿初步理解诗歌内容;第三次欣赏

后再深入理解,这里是以提问的方式组织幼儿重点理解诗歌里面

的:“它抱着明月,它背着星星”以及“鼾声”两个难点,幼儿各



自发言,充分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培养幼儿的发散性思维;第四次

由我来朗读,幼儿进行评价,引导幼儿把握语调,语速,然后让幼

儿跟我一起朗读,从而使他们更加体会到诗歌柔美的意境。 

  ②诗歌与音乐匹配 

  经过反复倾听与朗读,幼儿已经体会到了大海睡了恬静的意

境.如果能配上一首合适的,好听的音乐会更完美.因为诗孕育着,

音乐滋养着诗。配上一首与诗歌相呼应的乐曲,常常能把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情感、意境和诗歌中蕴含的情愫淋漓尽致地传达

给幼儿。 

  此时,我为幼儿提供了三首对比音乐,让幼儿比较,每欣赏一

首曲子时,先让幼儿说出以及用动作表现出对此首音乐的感受,

然后再让幼儿说说此首音乐配诗歌合不合适?为什么?通过讨论

过后,再配上诗歌试听,最后再小结.选出最适合的音乐。 

  ③学习配乐朗读诗歌 

  使用配乐朗诵,不但使诗歌内容再现,也能使幼儿在先上乐

曲的同时,将大脑的记忆的效率发挥得更好。我趁铁打热,给时间

给幼儿学习跟音乐朗读,先让幼儿尝试小声的跟着音乐来,体验

诗歌与音乐的节奏,再让幼儿大胆表现,我给予暗示和引导。让幼

儿在朗读时所获得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总之,这首诗歌的诗文虽短小,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童趣,充满

美感, 

  幼儿容易接受与喜欢。而且此活动是将课堂与音乐相结合,

将课堂与课外相结合,不局限于课堂,不局限于教材,这应该是我

们新时期教师的奋斗目标吧。 

《大海睡了》说课稿 3 

  第一部分说教材 

  一、教材简析 

  《大海睡了》是一首儿童诗，写喧闹了一天的大海在夜晚渐

趋宁静，表现了大海的温柔和可爱。诗文虽短小，字里行间却充

满童趣，充满美感，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朗读能力的好教材。 

  二、教学目标 

  １、知识目标：学会生字，理解生词，体会大海的温柔和可

爱，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２、能力目标：通过观察、练读、讨论、评价、欣赏、背诵

等方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朗读能力和评价能力。  

  第二部分说教法和学法 

  这一课需用两个课时完成。下面，我着重讲第二课时的教学。 



 一、教学 

  １、指导观察法 

  遵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发挥文中插图的作用，以图带文、

图文并茂，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自然地加深了对课文的学习。 

  ２、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旨在创设良

好的学习环境，调动学生的兴趣，诱发学生的情感，使他们投入

课文所设置的情境中。 

  ３、鼓励欣赏法 

  教师及时的点评，甚至学生之间的互评，都是以鼓励、欣赏

为主，主要是激励学生充分地展示才能，满足他们希望得到赞许，

体会成功的心理特点，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增强朗读的信心。 

  二、学法 

  １、合作学习法 

  在学生自读自悟的基础上，注重讨论、交流、合作、体会。

让学生抓住课文主要内容的同时，能联想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 

  ２、美读训练法 



 以“看”“听”“说”“读”“悟”为主要训练方式，把“读”

的训练贯穿在整个教学中，通过师与生、生与生面对面地提高、

思考、讨论、交流、体会、练读逐步实现教学目标，让学生在具

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锻炼。 

  第三部分说教学过程 

  一、紧扣生活，引入新课 

  １、学生的已知经验是其思维的源泉。首先，我问学生：“同

学们，你们都喜欢旅游，有谁见过大海？”“你见过的大海是什

么样的？”在一部分学生骄傲地说出了自己对大海的感受后，我

及时邀请大家到大海去旅游，进一步调动起学生的兴趣，学习的

欲望被初步激发。 

  ２、出示多媒体课件。随着画面的展示，大海时而风平浪静、

时而波澜起伏、时而惊涛拍岸……千姿百态，尽显眼前。教师  

  和着音乐娓娓道来，强烈的感受，使学习欲望被再次激发。 

  二、指导看图，整体感知 

  出示课文中插图的课件，在学生观察插图时，相机引导他们

从上到下说明图意。在体会月亮、星空、海鸥、大海多个个体美

的同时，感受整个画面的和谐。这样做，可培养学生有条理地观

察事物的能力，创设情境，进行整体感知。 



 三、读中感悟，悟中生情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精读课文的好处是：学生读得越

充分，理解就越容易；学生理解得越好，朗读就越有感情。因此，

我的教学重点就放在如何采用多种方法，让学生将精读训练落到

实处。在这个环节，我设计了几个步骤层层推进： 

  １、教师配乐范读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进入课文，体会文中的美感，我采取了配

乐范读的形式。和着节拍，细细品味。 

  ２、抓住重点指导第一句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重在自悟。教学过程中，我抓住

“大海睡觉了”这一部分，提出“你从哪里读出大海睡觉了？”

“此时大海为什么能睡觉？”由此展开学习，引发出大海的“睡”

与风儿、浪儿的“不闹”“不知”有关，进而了解风吹浪打、风

平浪静的内在联系。 

  ３、合作体会练读第二句 

  有了第一句作为基础，第二句的学习可以立足于学生自己体

会感悟，充分发挥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教师适当进行点拨指导。

先让学生边看图边自由读第二句，说说大海睡着了是什么样的？

再在小组内讨论，说出自己的体会。在学生充分合作的基础上进

行全班交流，教师适当点拨，就能较好地突破“大海抱着明月，



加了趣读性。 

  ４、配乐背诵，理解感悟 

  结尾，教师趁热打铁，给时间让学生当堂背诵，既积累了语

言，又进一步深化对课文的理解。 

  四、欣赏音乐，总结延伸 

  “军港之夜”中的师生共舞，拓展训练中的“大海打着香香

的鼾，做着甜甜的梦，她会梦见什么呢？”这些，也会给学生们

带来深远的影响。将课堂与音乐相结合，将课堂与课外相结合，

不局限于课堂，不拘泥于教材，这也应该是新时期教师的奋斗目

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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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说教材 

  一、教材简析 

  《大海睡了》是一首儿童诗，写喧闹了一天的大海在夜晚渐

趋宁静，表现了大海的温柔和可爱。诗文虽短小，字里行间却充

满童趣，充满美感，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朗读能力的好教材。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学会生字，理解生词，体会大海的温柔和可爱，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能力目标：通过观察、练读、讨论、评价、欣赏、背诵等

方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朗读能力和评价能力。  

  第二部分 说教法和学法 

  这一课需用两个课时完成。下面，我着重讲第二课时的教学。 

  一、教学 

  1.指导观察法 

  遵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发挥文中插图的作用，以图带文、

图文并茂，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自然地加深了对课文的学习。 

  2.多媒体辅助教学法 

  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旨在创设良

好的学习环境，调动学生的兴趣，诱发学生的情感，使他们投入

课文所设置的情境中。 

  3.鼓励欣赏法 

  教师及时的点评，甚至学生之间的互评，都是以鼓励、欣赏

为主，主要是激励学生充分地展示才能，满足他们希望得到赞许，

体会成功的心理特点，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增强朗读的信心。 



 二、学法 

  1.合作学习法 

  在学生自读自悟的基础上，注重讨论、交流、合作、体会。

让学生抓住课文主要内容的同时，能联想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 

  2.美读训练法 

  以“看”“听”“说”“读”“悟”为主要训练方式，把“读”

的训练贯穿在整个教学中，通过师与生、生与生面对面地提高、

思考、讨论、交流、体会、练读逐步实现教学目标，让学生在具

体的阅读实践中得到锻炼。 

  第三部分 说教学过程 

  一、紧扣生活，引入新课 

  1.学生的已知经验是其思维的源泉。首先，我问学生：“同

学们，你们都喜欢旅游，有谁见过大海?”“你见过的大海是什

么样的?”在一部分学生骄傲地说出了自己对大海的感受后，我

及时邀请大家到大海去旅游，进一步调动起学生的兴趣，学习的

欲望被初步激发。 

  2.出示多媒体课件。随着画面的展示，大海时而风平浪静、

时而波澜起伏、时而惊涛拍岸……千姿百态，尽显眼前。教师和

着音乐娓娓道来，强烈的感受，使学习欲望被再次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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