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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教案 篇 1（约 4469 字）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掌握六个生字；通过朗读课文以及查资料、了解词语的意思。 

  2．能分角色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的重点句，正确抄写第十自然段，会用“居

然”造句。 

  3．抓住关键词句，体会这些词句的含义及表达效果，初步感悟“借物喻人”

“托物言志”的表达手法，借以关注此类写作方法的 __。 

  4．通过学习花生最可贵之处，领会作者从生活中得到的做人道理。学习感

悟身边的事物，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尝试着写一写。  

  过程与方法： 

  以读为本，重感悟，悟其情、悟其意、悟其法；重实践，在实践中运用语言

体会表达。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感悟身边的事物，从中得到一些生活中的启示，逐步培养边观察边感悟

的习惯。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1．通过学习花生最可贵之处，领会作者从生活中得到的做人道理。学习感

悟身边的事物，从中得到一些生活中的启示，尝试着写一写。 

  2．抓住关键词句，体会这些词句的含义及表达效果，初步感悟“借物喻人”

“托物言志”的表达手法，借以关注此类写作方法的 __。 

  教学难点： 

  1．通过学习花生最可贵之处，领会作者从生活中得到的做人道理。学习感

悟身边的事物，从中得到一些生活中的启示，尝试着写一写。 

  2．抓住关键词句，体会这些词句的含义及表达效果，初步感悟“借物喻人”

“托物言志”的表达手法，借以关注此类写作方法的 __。 

  三、教学策略 

  1．品读与感悟相结合，在读中悟，悟后促读。 

  2．自主学习与集体交流相结合，通过生生、师生之间的交流悟其情、悟其

意、悟其法。 

  3．设置不同角度的问题，激发学生多向思维。引导、鼓励学生大胆交流，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 

  4．结合生活实际学习多种表达手法，学会观察即生活、思考即表达。 

  四、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初步感知 

  1．启发谈话：同学们，大家都吃过花生吗？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关于写

花生的课文。“落花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常吃的花生，可为什么叫它“落花生”

呢？我们来听听这个谜语：“根根胡须入泥沙，自造房屋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



果，地下结果不开花。”是否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课前同学们都查阅了资料，谁

来谈一谈？我们了解一下它是如何“落花生”的。  

  2．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阅读资料袋了解许地山，带着问题学习

课文后大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落花生”的含义。出示课件：有关许地山照片及

筛选整理的情况资料。 

  3．过渡：课文围绕花生讲了一些什么事？同学们读读课文就知道了。  

  【设计意图】激趣导入，在初步感知的基础上了解作者与“落花生”的联系，

进而继续学习。 

  （二）整体感知，把握内容 

  1．在预习的基础上，同桌互读互查，纠正读错或读破句的地方。  

  2．用生字词卡片检查认读生字词情况，可指名读、齐读、分行、分组比赛

读；检查学生读课文情况，指名读，评议读的情况。  

  3．默读课文，思考：课文围绕落花生讲了哪些事？  

  ①种花生、收花生。②准备收获节。③尝花生和议花生。  

  按照课文讲的这三件事，我们把课文分成三部分来理解。我们家的后园有半

亩空地，在母亲的建议下，我们开辟出来种花生。经过买种，翻地，播种，浇水，

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一天晚上，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叫上父亲

办了个收获节。我们一边品尝花生，一边讨论花生的可贵之处。最后，父亲说到

让我们要像花生，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出示课件：全家人过收获节的图片。 

  4．默读第一、二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不懂的地

方？ 



  5．细读课文时，同学们哪些想一起深入探讨的问题。 

  预设：为什么要拿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相比较呢？桃子、石榴、苹果不

是也挺好吃的，为什么让他的孩子们要像花生一样？为什么不要做只讲体面，而

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当年爸爸的教诲，给许地山后来的影响是什么？他是如何

勉励自己做一个具有落花生品格的人？这篇 __为什么这样安排详略，有什么好

处？什么是借物喻人的写法？同学们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第三部分的内容，那就让

我们仔细品味。 

  【设计意图】在学生初读的基础上教师适时点拨，帮助学生理清课文结构，

了解课文大意，培养学生概括能力。 

  （三）深入品味，感悟表达 

  1．默读课文，想一想“议花生”这部分内容讲了几层意思？  

  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三至十一自然段）议论花生的好处；第二层（十二

至十五自然段）从谈花生到论做人。 

  2．自读课文，画出父亲说的话，谈谈你的理解，体会文中对花生好处的议

论以及怎样从谈花生到论做人的。 

  3．小组讨论交流。 

  4．全班交流，教师引导。 

  （1）体会第一层意思。（重点理解父亲的话。）  

  ①课件出示父亲的话。 

  ②指名读父亲的话，然后完成师生对读的填空。  

  ③读读父亲的话，学生讨论有关的问题，教师点拨。  

  a．“爱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爱慕之心”？  



  b．谁能读读描写桃子、石榴和苹果的句子，表达出“爱慕之心”。 

  c．父亲认为花生的哪一样最可贵？为什么是“最可贵”的呢？ 

  引导学生理解苹果、桃子、石榴高挂枝头，爱炫耀；而花生踏踏实实、默默

无闻地奉献自己，具有藏而不露的美德。）  

  d．对比着读一读，再次感受花生的可贵之处。  

  ④同学们之前提出的问题，查看一下解决了吗？  

  原来父亲把花生同桃子、石榴、苹果相比，就果实是否露在外面这一点来比

较，突出花生不炫耀自己、默默奉献的品格。  

  ⑤生活中有没有具有花生品质的其他事物呢？大家观察过吗？  

  （2）体会第二层意思。 

  过渡：父亲给我们指出了花生有别于桃子、石榴、苹果的可贵之处，我们都

知道这不仅仅是在说花生，而是要说到做人，父亲是怎样说的？  

  ①学生自读，谈理解。 

  父亲引导孩子谈花生的目的是为了论做人，他赞美花生默默奉献的品格也是

为了说明应该做这样人；父亲教育孩子们要学习花生的优秀品格，不炫耀自己，

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  

  ②教师：对于父亲的话，孩子们听明白了吗？从哪儿看出来？  

  ③理解“我”说的话。 

  a．齐读。 

  b．讨论交流。“体面”什么意思？什么叫“只讲体面”？什么是“有用的

人”？“有用的人”和花生有什么联系？ 



  c．你身边有没有这种默默奉献的人？请说一说。 

  d．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师生对读。 

  5．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第三部分，感受借物喻人的表达手法。 

  由于落花生的特点就是“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

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这跟社会上那些甘于寂寞、默默无闻的人

有着内在精神的契合。作者许地山就是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从落花生的可贵之

处延伸到做人的品格，从而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做人道理，这种表达的手法显

而易见，特点鲜明，值得学习。 

  今天向大家推荐此类表达手法的__，有袁鹰的《白杨》；茅盾的《白杨礼赞》；

杨朔的《荔枝蜜》。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作者从生活中得到的做人道理。进一步学

习感悟身边的人和事，从中得到生活中的启示，在反复回读中，领悟__的表达方

式和表达效果。 

  （四）布局谋篇，突出中心 

  1．按课文叙述的顺序填空，再说说其中哪部分是主要的。 

  种花生→（ ）→（ ）→（ ） 

  2．思考：从种花生到收花生经历了多少时间，在课文中占了多少篇幅？从

吃花生到谈花生、从谈花生到论做人又经历了多少时间，在课文中占了多少篇

幅？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样详略得当的安排，就是为了重点突出作者最想

表达的内容学习落花生的品格。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作者言之有序、言之有物表达观点的方法。 

  （五）总结全文，延伸拓展 



  1．分角色朗读课文。 

  2．学习了这篇课文，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了吗？谈谈你的收获。 

  3．总结：课文讲了一家人过花生收获节的经过，通过收获节上对花生好处

的谈论，教导子女要做对别人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课文在讲述的时候详略得当。正是由于主次分明，所以__篇幅虽短，却给人以清

晰鲜明的印象，使人从平凡的事物中悟出了耐人寻味的哲理。今后我们在写__

的时候也要注意详略得当，突出中心。 

  4．延伸拓展。 

  （1）人们常常从某种事物的特点上，体会到一些做人的道理。你能以一些

常见的事物为例，说说你得到的启示吗？ 

  （2）许地山当年真的记住了父亲的话，读读__的结尾部分。 

  出示课件：许地山生平简介。 

  后人的评价：许地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他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因劳累过度而病逝。在许地山的文字

当中走一个来回，就是和一个高尚的人在谈话。  

  5．让我们一起记住许地山的话，齐读。 

  【设计意图】一是帮助学生了解课文详略得当的描写方法以及这样表达的目

的。二是学以致用，学习感悟身边的事物，把学到的借物喻人和托物言志的表达

方法运用到学生的习作中，培养学生关注此类写作方法的 __。 

  6．布置作业。 

  小练笔：作者由落花生领悟到了做人的道理，你从身边的事物中领悟到了什

么？试着选择一种事物写一写。 

 



《落花生》教案 篇 2（约 4032 字） 

  教学目标 ： 

  1 、学习本课生字“辟、茅、榨、慕”联系上下文理解“居然”、“爱慕之

心”等词语。 

  2、读句子，理解爸爸与“我”的对话的含义，学习花生不求虚名，默默奉

献的品格。使学生懂得“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

处的人”的道理。 

  3、概括课文中心思想，学习课文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和借物喻人的写作方

法，。 

  4、练习用“居然”“成熟”造句。 

  5、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四个自然段。  

  6、让每一个学生在通过合作学习、汇报展示、课堂互动交流中，都体验到

学习带来的喜悦，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和学习能力。  

  教学重点 

  1、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 

  2、练习根据课文的中心，分清主次。 

  教学难点 

  理解父亲赞美花生的话的深刻含义。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课文插图  

  课时划分：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提出学习目标 

  1、谈话导入，板书课题 

  ①谜面：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着个白胖子（花生） 

  ②教师解题：花生又叫落花生，因为花生的花落了，子房柄就钻到士里长成

花生荚，所以叫落花生。 

  ③简介作者：这篇课文的作者许地山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因为小时候父

亲关于落花生的一番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心要像花生那样，做一个对

别人有用的人，所以常用的笔名是“落华生”。那么，他的父亲关于花生谈了些

什么，是怎样谈的呢？我们来看课文。 

  （板书课题 15 、落花生 ） 

  2、引导学生（结合单元导读及课文提示）提出学习目标。  

  ①把课文读通读顺。了解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难懂的字词和句子

多读几遍。 

  ②抓住重点词句，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在书中留下你思考的痕迹，批批

划划，并在旁边做上读书笔记。） 

  ③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④能结合对课文的理解，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二、展示学习成果 

  （给学生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时间约 8分钟。） 

  要求：1、小组内按学困生——中等生——优等生的顺序进行展示。 

  2、别人展示时，其他同学要学会倾听，并做好点评。 



 （一）基础知识展示（小组内） 

  1、这节课，我学会了开辟、分辨、翻地、收获、成熟等词语，明白了爱慕

之心、实用、体面的意思。 

  2、我会用居然、吩咐等词语说一句话。 

  3、我会流利地朗读第 10 自然段。 

  4、我会解答（课后思考题、每课一练的题目）。 

  （教师及时到学生之中指导展示） 

  （二）学文悟情展示（小组内或全班） 

  1、理清课文段落，概括段落大意。 

  ①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思考：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围绕题目写了

哪些内容。 

  落花生是__议论的中心事物，因此以落花生为题。全文写了种花生、收花生、

尝花生、议花生，都是围绕题目来写的） 

  （板书：种花生收花生尝花生议花生） 

  围绕落花生写了哪些内容，学生可能总结不全，教师指导学生读有关句段来

帮助学生概括总结。 

  ②给课文划分段落，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段（第 1自然段）写种花生、收花生。 

  第二段（第 2自然段）写母亲提议过一个收获节，并为过收获节做了准备。 

  第三段（第 3自然段到最后）写吃花生时的议论。 



 分段时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将第 1自然段分作第一段，学生不会有什

么分歧；对第二段的划分，学生会产生分歧。有些学生会将第 2自然段到最后都

分作第二段，依据是这一大段是讲一家人过收获节。对学生的这种分段方法教师

应予以肯定。 

  2、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我知道这篇__，通过这篇课文着重讲了一家人过花生收获节的经过，通过对

花生好处的谈论，揭示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也告诉我们，做人就

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  

  （三）创造性展示（以小组形式全班展示） 

  1、小组朗读课文的生字词语。 

  2、小组朗读课文的第 10 自然段。 

  3、小组分角色个性朗读。 

  （小组展示的形式多种多样） 

  三、激发知识冲突（结合课时而变） 

  四、知识拓展延伸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 4个自然段。 

  2、搜集、摘抄关于借物喻人的句子。 

  五、作业布置 

  1．抄写生字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回顾课文，提出新的目标 

  1、复习检查。 

  听写生字词语。 

  2、引入新课。 

  指名三名学生有感情地分段朗读课文。普普通通的花生引出了一家人的许多

话题，使我们对花生也生出了几分敬佩之心，带着这份敬佩之情，我们来学习课

文。 

  3、引导学生（结合单元导读及课文提示）提出学习目标。 

  ⑴再次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想想课文为什么以落花生为题。 

  ⑵课文围绕了落花生讲了哪些内容。 

  ⑶背诵第 10 自然段，说说花生最可贵的是什么。 

  ⑷从__的借物喻人的表达方法上，哪 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⑸课外资料搜集展示。 

  ⑹结合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展示自己的个性创作。 

  二、展示学习成果 

  (一)学文悟情展示（小组内或全班）（此环节有时可与“创造性展示”合为

一体） 

  1、学生从重点词句中体会情感，感受写法。 



 （1）齐读父亲的第一次议论。思考：父亲是怎样通过比较说明花生最可贵

之处的？ 

  （父亲把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相比较。通过果实的样子、果实结出时的

位发的比较说明花生最可贵之处的） 

  教师帮助学中抓住关键词语“埋在地里”“鲜红嫩绿”“高高地挂在枝头上”

“矮矮地长在地上”等进行分析，体会出花生的默默无闻，朴实无华。 

  （2）齐读父亲的第二次议论，思考：父亲借花生来教育孩子们做什么样的

人？ 

  （谦虚朴实，不计名利，不会炫耀自己，对别人有用的人） 

  （3）作者对父亲的话理解了吗？你从哪里看出的？读出有关的句子。 

  ①出示填空，指导背诵。 

  “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②你对作者的话理解了吗？什么叫有用的人？什么叫只讲外表体面而对人

没有好处的人？结合实际，举例说明。 

  ③小结：作者受父亲的启发，所说的这段话是全文的中心所在。它从正反两

方面说明了做人的道理，赞扬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谦逊朴实、不计名利、有

真才实学而不炫耀自己的人；赞扬了一切默默无闻，为人民多做好事，对社会作

出贡献的人。批判了那些只求表面，贪图虚名，不学无术，对社会没有用的人。

父亲的教导深深印在作者的心上，“落花生”的精神贯彻在他一生的做人、写作

和教学之中。 

  2、学生展示朗读能力。 

  小组内共同来练读，个人读；把自己找出来的语段读给大家听；可以邀请其

他同学和你一起读。 



 3、练习根据课文的中心，分清主次。 

  ①结合“我”的一段话，概括课文的中心思想。 

  （课文通过收获节上一家人对花生好处的议论，说明要做对别人有用的人，

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②从种花生到收花生经历了多少时间，在课文中占了多少篇幅？从吃花生到

谈花生、从谈花生到论人生经历了多少时间，在课文中占了多少篇幅？作者为什

么这样安排？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使学生对__的主次有具体的感受，对__主次与中心思

想的关系有比较具体的体会。 

  （板书：略写详写） 

  （二）创造性展示（以小组形式全班展示） 

  1、小组分角色朗读课文。 

  2、小组展示自己仿写的一段话。 

  3、小组通过朗读自己创作的诗歌来表现个性。 

  （小组展示的形式多种多样） 

  三、激发知识冲突（适时进行） 

  1、课文围绕了落花生讲了哪些内容？ 

  2、课文为什么要以“落花生”为题？ 

  （此环节有时与“学习成果展示”合为一体） 

  四、知识的拓展与延伸 



 1、搜集资料的展示 

  学生展示搜集的借物喻人的__。 

  2、个性创作展示。 

  以扫帚、蚕、橡皮、钢笔等为例，谈谈从中你悟到了什么人生道理？ 

  五、作业 

  1、背诵课文最后四个自然段。 

  2、以扫帚、蚕、橡皮、钢笔等为例模仿__写一个小练笔。 

 篇 3（约 2083 字） 

  学习目标 

  1.学会本课 7个生字. 

  2.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父亲的话的含义，明白花生最可贵的品质，懂得做人应该做一个对他

人有好处的人，不要做只求外表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课前准备 

  学生搜集作者和有关落花生的资料，教师准备关于落花生的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解题导入 

  齐读课题，你知道“落花生”是什么意思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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