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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圆圆》教案 篇 1 

  教材分析 

  《荷叶圆圆》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教版）

一年级下册第14 课。诗中描写了圆圆的、绿绿的荷叶。荷叶是

小水珠的摇篮；是小蜻蜓的停机坪；是小青蛙的歌台；是小鱼儿

的凉伞……课文洋溢着童真、童趣，有利于启迪学生的智慧，激

发想像；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引导学生在实践

中学会学习，让他们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到夏天、大自然

的.美好。 

  课文共有 5 个自然段，语言生动优美。课文的插图形象地反

映了课文内容。课文第 2～5 自然段是__的重点部分，教师要注

意对学生进行朗读指导和词语训练。课后“我会认”中的 12 个

生字是本课要求会认的生字；“我会写”田字格中的 6 个范字是

本课要求会写的熟字。课后练习是“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练

习的安排体现了对语言积累和感悟的重视。 

  学生分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夏天是孩子们的，欢乐是孩子们的，梦想是孩子们的。孩子

们对夏天有一定的感性认识：知道夏天是炎热的，知了在树上唱

起歌；荷花展开了笑脸；小伙伴们穿上了汗衫和花衣裙，吃上了

西瓜和冰淇淋……一年级的学生，已经初步认识了许多客观事

物，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和一些现象，还能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但是，那仅仅是一些零碎的、不规范的语言。为了使他们正确理

解和运用语言，在课堂上必须联系他们的生活实际，创设他们熟

悉的生活情景，帮助他们学习、积累、感悟语言。  

  我所执教班级的学生喜欢阅读，对周围事物有好奇心，大部

分学生能就感兴趣的内容提出简单的问题。部分学生有表达的自

信心，能积极参加讨论，发表自己稚嫩的见解。个别学生则缺乏

自信，较为胆怯，学习的主动意识不够，对意愿的表达较为模糊。 

  设计理念 

  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

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教师应努力为

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朗读，让他们在感

兴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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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真正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 

  教学目标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1.能认识“荷、珠”等 12 个生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 

  2.能借助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能根据生活实际，运用多种方式初步了解文中词句的意

思，在阅读中积累语言。 

  4.在朗读中，初步感受夏天的美好，激发对大自然、对美的

向往，从而树立保护大自然的意识。 

  教学流程 

  一、情境导入，揭示课题。 

  1.播放。课件：配乐出现一池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的荷叶

美景的动态画面。学生欣赏。 

  2.（画面定格在特写的荷叶上。）教师引导：“这是怎样的

荷叶？”学生观察得出课题“荷叶圆圆”。 

  3.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利用直观形象的多媒体。课件资源，

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像世界，将学生带入荷花池这一优

美的情境中。在揭示课题的同时，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继续探究的欲望。】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再把生字连成词，多读几遍。 

  2.检查学生认识生字的情况。 

  具体操作：指名让愿意当小老师的同学带领大家认读自己喜

欢的、读得准的词语。（。课件出示带拼音的生字词。） 

  3.及时表扬。（。课件出示去掉拼音的生字词。）让学生观

察，说出自己的发现。学生以开火车的形式个人按顺序读不带拼

音的生字词。 

  4.师生做“我指你说”的识字游戏：教师随机指出屏幕上不

注音的词语，学生齐读。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应重视学生主动积极

的参予过程，充分调动学生想学的愿望，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

大家都可以当老师，以师生角色的互换来激发学习兴趣，培植自

信心，使学生在主动参予中释放出巨大的学习潜能，从而让语文

教学成为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数一数，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2.再将课文完整自由地读一遍，读后将自己喜欢的段落多读

一读。注意把字音读准，课文读通顺。 

  3.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个别读。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4.学生评议。（评出读得好的和读得有进步的同学。） 

  5.齐读课文。 

  【对于一年级学生而言，语文教学应培养他们喜欢阅读、敢

于阅读、乐于阅读的愿望，读通课文，整体感知的教学设计可以

实现这一目的。另外，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老师的

指派来代替学生的阅读，从一开始就要有意识地鼓励学生自主选

择阅读，并逐步培养起对课文的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 

  四、细读课文，感悟体会。 

  1.播放动画。课件：小水珠躺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小蜻蜓

展开翅膀立在荷叶上；小青蛙蹲在荷叶上放声歌唱；小鱼儿在荷

叶下游来游去。 

  学生在音乐声中欣赏，自由说出小水珠、小蜻蜓、小青蛙、

小鱼儿这四个小伙伴。 

  教师引导：他们在这一池荷叶中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课件出示课文第 2～5 自然段内容。） 

  2.自主探究，合作学习课文第 2～5 自然段。 

  （1）自由读 2～5 自然段，看看你知道了什么？ 

  （2）学生读后自由汇报知道的内容。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3）再自由读一读，想想还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 

  （4）学生充分质疑。 

  （5）由 4 人学习小组合作学习，讨论解疑。（教师参与讨

论。） 

  （6）汇报交流。（教师适时利用。课件、体态语、动作、

联系生活实际……辅助解疑，加深理解。） 

  （7）指导朗读：形式可为指名读、挑战读、分角色读、戴

头饰集体读、个人表演读，等等。 

  （8）小结表扬。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新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接受式学习之

外，学会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精神

和合作精神。这样做，就使得学生的认知不断得到完善和升华，

最后对课文内容形成初步的自我理解。】  

  五、拓展课文，实践感知。 

  1.（课件出示小鸟和小乌龟。）他俩会对荷叶说些什么？ 

  2.学生自由说。 

  3.小组讨论：还有哪些小伙伴会来，他们会对荷叶说什么？ 

  4.个别自由说。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5.你们要对荷叶说些什么呢？做些什么？（自由说。） 

  【学生在阅读课文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教师及时地提供展示

的机会。让学生从现实中、从与同伴的交流中，生发出形形色色

的设想。这样的话题，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生活积累，发展他们的

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也沟通了语文与生活，语文与其他学科的

联系，培养了他们综合应用的能力。】 

  六、。总结课文，回味欣赏。（略） 

  评析（杨晓恬） 

  本教学设计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精神。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新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接受学习之

外，学会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精

神和合作精神。本教学设计努力遵循这一理念，在教学过程中，

当学生自由读 2～5 自然段时，引导学生说出自己学习过程中的

独特体验，让学生自我发现，鼓励他们进行探究性学习。随后，

教师又鼓励学生大胆质疑，组织学生进行小组交流，在合作学习

中国共产党同探究，解决疑难。 

  二、尊重学生的意愿，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让他们

当学习的主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为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教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多次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式来进行学习。例如，在教学中，老师常说：“谁愿意当小

老师带着大家读一读生字词，你愿意读哪个词就读哪个词。”“谁

愿意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读给大家听。”等等。这些话，表达了“以

人为本”的教学思想，留给学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大大激发了学

生的求知欲，在课堂上开辟了学生展示自己的天地。有意识的自

主学习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一年级起教师有意突出学生学习的

主体地位，培养自主的、主动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对学生将来的

发展非常有意义。 

  三、以读为主，重视读的实践过程。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

读和默读……有些诗文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培养

语感。” 

  本教学设计十分重视读的训练，始终以读为主。朗读的形式

多样，并在读后给予鼓励性评价，逐步引导学生由读通到读懂，

再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落实了读的训练目标，重视读的实践过

程，使阅读真正成为学生主动的个性化的行为。在琅琅的读书声

中，学生获得了初步的情感体验，激发起对美、对大自然的向往，

也充分感受到语言的美。 

  四、扩展思维，激发想像，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在本教学设计中，教师设计了对课文的拓展这一环节：在教

师的启迪下，学生纷纷打开了思维的窗口，展开了想像的翅膀，

不仅使学生在语文实践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语文能力，同时也沟

通了语文与生活、语文与其他学科 

《荷叶圆圆》教案 篇 2 

  教学目标： 

  1．复习巩固生字词。 

  2．感知课文内容，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并尝试借助重点词语背诵； 

  3．在阅读中积累语言，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激发对大自然

的热爱。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1、复习生字小朋友们，昨天我们认识的词语宝宝累了一直

在休息，现在我们能大声地喊着它们的名字叫它们起床么？齐

说，指名说（课件出示：荷叶） 

  2、看来小朋友们对词语宝宝都很熟悉了，那么我们这些生

字宝宝单独出来的时候你能叫出它们的名字么？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二、欣赏过渡。 

  1、（全班表扬）小朋友们都读得很棒，王老师啊奖励大家

几幅漂亮的画。出示荷叶的图片。请你静静地看，细细地观察，

用心欣赏。 

  2、欣赏了这些荷叶，你想说什么？（指名 2-3 名学生自由

说）指导读第一自然段，要求读出圆、绿的感觉。 

  三、感情朗读课文。 

  1、过渡：看来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荷叶，还有一些小动物也

很喜欢荷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谁？ 

  2、教师范读课文。你听到了谁？随机在黑板上贴上词语。

个别词语正音。 

  3、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是啊，小水珠、小蜻蜓、小青蛙、

小鱼儿都喜欢荷叶，请你自己把课文读一读，边读边找小动物们

把荷叶当作了什么，把它圈一圈。 

  出示相应的词卡（四个调皮的小伙伴分别把荷叶当作了摇

篮、停机坪、歌台、凉伞。） 

  四、探究学习，感受荷叶之绿。那么你又最喜欢哪个自然段

呢？把你最喜欢的一个自然段找出来，多读几遍，想想、说说你

为什么喜欢这个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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