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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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１.独立学会要求掌握的17 个生字，会写 9 个生字；学习运

用工具书及联系上下文，理解“自由、含苞待放、居然”等词语。 

  2.初步了解冒号的一般用法。 

  3.能正确、流利、分角色朗读课文。 

  4.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在学习、生活中只有善于观察、勤于

思考、大胆想象、勇于创新，才能体验尝试后的喜悦。  

  教学重点、难点： 

  1.注意“帮”的结构；“待”是多音字； 

  2.能正确、流利、分角色朗读课文。 

  3.体会文中融洽的师生关系，懂得：只有善于思考，勤于观

察，大胆想象，勇于创新，才能体验到尝试后的喜悦。  

  学习冒号的用法。 

  教法：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引导通过朗读，学习本课生字、词以及课文 

  教具准备： 

  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两课时 

  第一课时 

  1、激情导趣。 

  1.你逛过动物园吗？谁能说说你见到的马有什么特点？ 

  2.你见过红马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篇故事，故事的

题目是—— 

  板书并指名读课题——《玲玲的画》 

  3.读了课题，你有什么问题想问？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标：标出自然段。 

  2.记：画出生字、新词及不认识的字词，问一问，记一记。 

  3.画：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4.问：不懂的问题。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三、师生交流。 

  1.课文写的是一件什么事？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课后延伸：边读书边想象并动手画一画小作者的画上画了

些什么？ 

  四、写字指导。 

  1.自主观察“我会写”中的字，说说你的发现：你会用什么

方法记住哪个生字？ 

  2.重点示范写以下几个字：老、师、由、画、妙 

  3.学生练笔，教师巡视指导。 

  4.展示交流。强调：左右结构的字不能太分开等等。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听写生字，用“瓶”组词。 

  二、创设情境，抓住关键词句。 

  1.平常你最喜欢什么老师上课，为什么？ 

  2.读了红马的故事，说说文中的老师你喜欢吗？为什么？ 

  3.从课文哪些词句中可以看出这位老师不仅你们喜欢，他的

学生们更喜欢？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4.喜欢他什么？从哪些词句读出来？ 

  三、朗读指导，读中品文。 

  1.引导学生读不同的段落，想象不同的心情，试用不同的语

气读出来。 

  2.分小组分角色朗读，读出对老师的喜爱、敬佩、感激，为

我大胆创作得到肯定而惊喜、自豪。 

  四：引导学生说出冒号的作用 

  出示句子： 

  1.老师走到我旁边，笑着问：“画好啦？这是什么马？”（表

示提起下文） 

  2.花瓶里有三朵百合：一朵盛开，一朵含苞待放，一朵掉了

一片叶瓣在桌面上。用于总说后面，表示分说。）  

  五、拓展想象： 

  其他的同学看到了我的画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  

  六、教学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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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1、学会 10 个生字，会认 9 个生字（其中待为多音字）。结

合上下文或运用工具书理解“自由、含苞待放、居然”等词语。 

  2、正确流利地分角色朗读课文。 

  3、初步了解冒号的一般用法。 

  4、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在学习、生活中只有善于思考、勤

于观察、大胆想象、勇于创新，才能体验尝试后的喜悦。  

  教学重难点： 

  1、识字和理解课文内容，指导分角色朗读课文。 

  2、感受小作者的心情和快乐，初步了解冒号的一般用法。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学习课文 1-3 自然段，学习生字：故、事、级、粉、板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课《红马的故事》谁来读一读课题？点

读、齐读 

  板书课题，学习生字“故、事”书写，事的笔画。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二、预习交流（15 分钟） 

  师：昨天大家已经预习了，都读了几遍课文了，也都认读了

字词了，那老师再给你一个时间大家再去把课文读一读，准备准

备，我们来交流一下我们的预习收获。老师想听你们读课文，听

你们怎么教大家字词。（预习准备：我会认会写，自己学习字词，

在家勾画勾画，你要嘱咐大家哪些字音、哪些字形，教一教大家。

我会读会说，提问：为什么同学们都喜欢美术课啊？老师的画妙

在哪里啊？规定课文读几遍，读熟，读流畅，最后一遍读给家长

听） 

  1、你们想嘱咐同学们什么字需要注意什么啊？ 

  我想提醒大家…………….（学生读字） 

  教师强调重难点 

  2、这篇课文大家都预习了，都读了几遍，你们读懂了什么

啊？你预习有什么收获，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学生自由讲） 

  3、读这篇课文时，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学生自由讲） 

  三、学习课文第 1-3 自然段 

  1、学生提的问题，老师拢一拢。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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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喜欢上美术课呢？老师的画画得很

妙，画得非常好，那好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读读第 1-3 自然段。 

  2、教师提出问题，学生找。 

  师：老师的画画得怎么妙？为什么我们都这么喜欢上她的

课？他的画到底画得有多好啊？大家先自学，先去找一找关键的

词句。学生寻找圈画， 

  3、小组交流：同学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上美术课啊？老师的

画画得有多妙啊？妙在哪里啊？小组里面读一读，说一说，分享

一下自己找到的句子。 

  4、全班交流，小组自由起来说。 

  师：你们本小组还有没有人补充啊？你们都说得这么好，小

组里有没有人愿意读一读啊？其它组有没有为他们补充的啊？

其它组有没有也想读一读的啊？（评：这一组的同学都在举手，

其他组也要加油啊！） 

  最佳状态：小组全体汇报，我们觉得老师的画画得非常的妙，

我们是这样讨论的，我先读一读“一头浸在水里洗澡的牛，尾巴

上还停着一只苍蝇”老师竟然把尾巴上的苍蝇都画出来了，我们

觉得……….，我现在想请某某同学来读一读。乙：我觉得还有

一个地方也很妙………（平时要加大训练，如果有孩子结结巴巴，

师就可以说：你们小组还有谁来为他补充补充的？帮一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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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5、呈现学生说的句群（课件出示） 

  “一头侵在水里洗澡的牛，尾巴上还停着一只苍蝇；花瓶里

有三朵百合：一朵盛开，一朵含苞待放，一朵掉了一片叶瓣在桌

面上。” 

  师：哎呀，这真是画得妙啊，谁来读一读啊？ 

  学生读时，教师推波助澜：哎呀，这尾巴上还停着一只苍蝇，

怎么会画到尾巴上的苍蝇去了呢，观察的多仔细啊！看这百合每

一朵都有每一朵的姿态啊！各个时期的百合花的样子都画出来

了，完全盛开了，还将要盛开，还有的都已经要谢了。  

  6、比较句子（课件出示，改后的句子） 

  （一只在水里洗澡的牛；花瓶里有三朵百合花）  

  师：同学们读一读，如果句子这样写，你觉得他精彩吗？你

觉得老师画得妙吗？（学生回答）哦，那还是因为他这样写，写

出了细节，观察的仔细，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样，生活中本是

如此啊，本来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善于观察

的眼睛。作者这样写就写出了他的妙，老师是这样画的，作者是

这样写的，老师画得真妙啊。 

  7、学生想象回答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师：如果你就是这个故事里的学生，你看到了这么妙的画，

你想对老师说什么呢？(学生自由说)作者和你们一样发出这样

的感概（课件出示：他画得真妙啊！）学生点读“他画得真妙啊！”

（读出赞叹的语气） 

  8、进行总分教学（出示第 2 自然段 3、4 句） 

  “他画得真妙啊！”这一句总的写了老师画得真妙，下面就

分别的写了怎么妙，来我们一起读这一句，男同学读画牛的句子，

女同学读画百合花的句子，看有没有同学能发现这是一种什么写

法？是一种什么结构？（学生回答）我们三年级开始就要越来越

多的学到这样的段落结构，它叫总分结构，先总的讲一句我们可

以叫它“总起句”也可以叫它“中心句”，下面就分别的说，分

两个方面说也好，分三个方面说也好，就是为了围绕着“他画得

真妙”写出它说怎么妙，要具体的写了，我们把它叫做“总分结

构”，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再来体会一下。  

  9、课件出现“花瓶里有三朵百合；一朵盛开，一朵含苞待

放，一朵掉了一 

  片叶瓣在桌面上。” 

  师：说到这个总分结构啊，“花瓶里有…….”诶~聪明的孩

子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也是什么写法啊？（先总起后分说）  

  10、冒号的教学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师：你看这个总起句，它要起个头，它要引出下文，它就用

上了什么标点啊？对，冒号，冒号就是引起下文，来我们一起读

这一句“我瓶里有….” 

  教师可以引读“一朵~一朵~一朵~”。我们把这样的写法叫

做？总分结构。那说到冒号的用法，说到总分的结构，文中还有

一处，也是写老师画的很妙的，你找到了吗？ 

  11、第三自然段教学（课件出示） 

  师：引读“老师还画漫画。画~（女生读）画~（男生读）画

~（大家一 

  起读） 

  师：椅子会走路吗？看来老师画画有个什么特点啊？（想怎

么画就怎么 

  画，高兴怎么画就怎么画，非常自由的画，很有想象力，怎

么好玩怎么 

  画） 

  12、小结 

  师：怪不得同学们喜欢上这位美术老师的课了，因为他的画

画得？妙！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四、学生作业 

  1、总分仿写：下课十分钟真热闹：有的'…….，有的…….，

有的……….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课文 4—14 自然段，学习生字：尾、标、帮、

补、居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师：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学习第六课《红马的故事》谁来读读

课题？点读，齐读。 

  师：生字词还记得吗？我们来复习复习吧 

  课件出示“字词”开火车读，齐读。 

  二、回顾上节课内容 

  师：上节课我们通过学习 1-3 自然段，知道同学们喜欢上美

术课是因为（课件出示“第二三段的内容”）老师的画画得？妙！

我们再一起读读课文第二三段体会老师画画得妙。能读就读，能

背就背。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师：看着老师的画大家都兴奋极了，吵着，嚷着？（课件出

示，学生读）：“老师画，老师画！” 

  三、学习 4-6 自然段 

  1.师：欣赏完老师的画，现在该学生画了。请同学们读读

4-6 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一想，为什么同学们这么喜欢上这位

美术老师的课呢？把你觉得是原因的地方划出来，然后到小组里

跟同学们一起去讨论讨论，一起读一读，说到哪里你就读给大家

听。 

  2、全班交流 

  预设：因为老师让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让我们用眼睛

看…. 

  师：你们说的真好啊，还有其他小组有补充的吗？老师让同

学们高兴画什么就画什么，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鼓

励学生自由创新）老师不但画得妙，还是个大胆创新鼓励学生自

由画画的好老师啊！哪个小组想来读一读，老师和我们的对话？ 

  （加上第三自然段最后一句话） 

  3、分角色朗读，男生女生读，师生读，读出语气的不同。

（同桌读）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8532403102

2011041

https://d.book118.com/385324031022011041
https://d.book118.com/385324031022011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