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教学内容：1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情感与价值目标：培养独立意识，明白自主选择课余生活是我们的权利，

也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发展的能力。 

2、能力目标：能够自主选择，合理选择课余生活，参考别人的意见。 

3、知识目标：了解课余生活自主选择的重要性和作用，学会自主选择课余

生活。 

教学重点： 

1、培养独立意识，明白自主选择课余生活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成长过程中

需要发展的能力。 

2、能够自主选择，合理选择课余生活，参考别人的意见。 

教学难点： 

了解课余生活自主选择的重要性和作用，学会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教具学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批注 

 

导 入

新课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缤纷多彩的课余生活给你们的学

习生涯增添了许多乐趣，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

最喜欢的课余生活是什么吗？ 

（学生发言） 

2、原来大家的课余生活这么丰富多彩，课余

生活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并且深受大家喜爱。其

实课余时间安排的学问非常大呢，今天这节课，我

们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的课余生活。 

3、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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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一：课余生活我选择 

1、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经验的增多，我

们对一些事情有了自己的看法。五（1）班的同学

们针对“课余生活难选择”的话题，纷纷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2、（出示课本第 2 页的插图），请看一看，

读一读旁边的文字，看看同学们对课余生活有什么

看法吧！ 

3、指生读旁白，全班交流：当你的选择和父

母意见不一致，你会怎么办呢？ 

4、学生分小组讨论，在小组中发表自己的看

法，然后推选代表在全班交流。 

 

 

 

 

 

 

 

 

 

 

 

 

 



教师小结：自主选择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

成长过程中需要发展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知

识经验的增多，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课余生活做出自

己的决定。 

5、活动园 

（1）面对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我们有时候

会遇到一些困惑，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合理选择。

例如，不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选择与学校活动安排

的冲突。李玉红同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 

（2）出示活动园表格，学生读一读李红玉的

困惑。李玉红在选择课余生活时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给他什么建议呢？ 

（3）学生分小组讨论，针对李玉红遇到的问

题，提出自己的建议，然后填写好书中的表格。 

全班交流讨论。 

问题 1：我想参加少年宫的舞蹈班，可是与学

校的乐队排练冲突了,怎么办？ 

问题 2：可选择的课余生活太多了，我应该选

择什么呢？ 

问题 3：如果爸妈不同意我的选择，我就只能

放弃吗？ 

（4）指生选择一个题目，提出解决办法。 

例如：业余时间冲突可以调整时间，课余生活活动

太多可以只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爸妈不同意要好好

沟通，说明理由。 

6、大家在选择课余生活时遇到过哪些问题

呢？你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7、学生分小组讨论交流，推选代表在全班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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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二：课余生活助我成长 

1、一些好的课余生活将会给我们的学习带来

很大的帮助，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很多的乐趣。我们

先来看一看一些同学的课余生活。 

出示课本第 4页和第 5页三个片段，引导学生

读一读，了解这三位同学选择了怎样的课余生活，

这些课余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收获。 

全班交流，了解三位同学的课余生活及他们的

收获。 

预设； 

王鹤铭：参加学校开设的跳蚤市场，清理了闲

置文具，节约了费用。 

吴跃东：利用课余时间集邮，增长了知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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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课余生活，培养了兴趣。 

赵欣瑜：针对农村焚烧秸秆问题，发动宣传、

倡导活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村民焚烧秸秆的行

为。 

2、教师小结：这三位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做

了感兴趣的事情并有所收获。那么，我们究竟可以

参加哪些课余活动呢？ 

出示课本第 4页上面的一段文字，引导学生读

一读，了解校内、校外课余生活的活动内容。 

板书： 

校内课余生活——跳绳  拔河  合唱  剪纸  

书法  植物栽培  机器人制作等。 

校外课余生活——和家人一起购物、游玩、读

书、做家务，和同学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 

3、同学们，我们在课余生活中参加过哪些活

动呢？这些活动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收获呢？ 

学生先分小组交流，说一说自己参加过的课余

活动，以及收获，然后推选代表在全班进行交流。 

 

 

 

 

 

 

 

 

 

 

 

 

 

 

 

教 师

小结 

 

四、教师总结 

1、丰富的课余生活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提

高动手能力，培养创新意识；让我们有机会与不同

的人交流；学会合作，体会亲情的温暖，友情的宝

贵，学习待人接物接物的文明礼仪；能激发我们爱

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体现我们作为社会小主人的

责任与担当。 

2、课后，请同学们继续观察自己身边的小伙

伴们参加了哪些课余活动。 

 

 

完 成

作业。 

板书设计：                 

1、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课余生活我选择      自己选择很重要 

课余生活助我成长    课余生活有好处 

 

教学反思： 

 

 

 

 

 

 

 

授课日期：   月  日 



1 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教学内容：1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培养独立意识，明白自主选择课余生活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成长过程中

需要发展的能力。 

2、在课余生活中，选择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丰富课余生活。 

3、树立服务社会的意识，用课余生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激发作为社会

小主人的责任与担当。 

教学重点： 

在课余生活中，选择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丰富课余生活。 

教学难点： 

树立服务社会的意识，用课余生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激发作为社会小主

人的责任与担当。 

教具学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批注 

 

 

 

谈话

导入 

 

 

一、谈话导入 

1、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在选择课

余生活时，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多听听父

母的意见。请同学们看看下面这位同学的课余生

活，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2、课件出示王鹤铭的课余生活： 

我们学校定期开设跳蚤市场。同学们可以拿自

己闲置的文具或书籍进行交换有一次,我带了一些

铅笔和卷笔刀来到跳蚤市场,经过几番挑选,换到

了圆规。这样,我不仅可以清理闲置文具,还节约了

一笔费用。逛学校开设的跳蚤市场是我很喜欢的一

项活动。 

3、小组交流，你觉得他的课余生活有意义

吗？ 

4、教师小结：其实，课余活动不仅包括学校

开展的跳绳、拔河、合唱、剪纸、书法、植物栽培

和机器人制作等活动。和家人一起购物、游玩、读

书或做家务,和同学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 ,也

是我们校外课余生活的丰富内容。  这节课，我们

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将课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些。 

 

 

 

 

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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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自己的课余生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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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儿童杂志刊登的几位同学的课余生活

片段 

（1）读片段 2、3，谈一谈对吴悦东、赵欣瑜

课余生活的看法。 

（2）他们的课余生活是不是很有意义呢？一

个将精美的邮票集成册，另一个为焚烧秸秆做出自

己小小的贡献。 

2、出示课本第 6 页的《我该我给外国人当讲

解员》和第 7页《课余生活掠影》，指生读一读。 

3、教师小结：给外国客人当讲解员、参加小

学生交通文明岗、植树节参加植树这一类的课余生

活，我们不一定感兴趣，但是它们有意义、有价值，

所以这一类课余活动我们应该积极参加。 

4、在你的生活中，你参加过哪些有意义的社

会实践活动呢，你又有哪些收获？什么样的活动才

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 

（指生回答，比如到敬老院看望老人、关心留

守儿童等等） 

教师小结：丰富的课余生活有助于我们开阔视

野,提高动手能力，培养创新意识;让我们有机会与

不同的人交流，学会合作，体会亲情的温暖、友情

的宝贵，学习待人接物的文明礼仪；能激发我们爱

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体现我们作为社会小主人的责

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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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好我们的课余生活 

1、在课余生活中，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活动。这些活动能够激起求知欲望，磨砺意志，

开发潜能，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发展。 

出示课本中的几幅插图，看一看，读一读相关

的文字，了解这些同学是如何选择他们的的课余生

活的。 

1、你最感兴趣的事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兴

趣，你安排了什么课外活动呢？ 

指生交流，预设： 

因为喜欢跳舞，所以在课余生活中参加了舞蹈

培训。 

因为喜欢运动，所以在课余生活中一有时间就

练习羽毛球。 

2、有一位同学有说他对电子游戏感兴趣，玩

电子游戏就是他的课余生活，你怎么看待这位同学

的选择？ 

3、指生交流。 

预设：把玩电子游戏作为他的课余生活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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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 

预设：沉迷电子游戏，不仅会影响学习，而且

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发展尤为不利。 

预设：选择课余生活要选择健康、有益的活动，

要以不影响学习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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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余

生活。 

四、合理安排课余生活 

合理规划课余生活,要做到个体活动与群体活

动结合、室内活动与室外活动互补,处理好课内学

习与课余生活的关系。为了达到预期目标,我们可

以制订详细的计划,还可以请长辈监督。  

1、既然我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课余生活，就

要认真的进行这些课余活动，那怎样才能安排好我

们的课余生活呢？让我们先来听听五（2）班同学

的意见。 

2、出示课本第 8页的插图,引导学生看一看，

并读一读旁边的文字，了解五（2）班的同学对合

理安排课余生活有着怎样的意见？ 

（1）放学后，我喜欢先打球，再做功课。 

（2）放学后，我会先做完功课，再安排自己

喜欢的活动。 

…… 

3、学生分小组讨论，说一说这些意见中，哪

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说一说自己的看

法。 

4、活动园 

（1）出示课本练习题：结合图片，为我们的

课余生活做一个温馨提示。 

（2）学生讨论交流。 

（3）全班交流，预设： 

在图书馆或阅览室，不大声喧哗，保持安静的

阅读环境。 

外出游玩时，不随手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

木。 

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安全，不做危险的动作。 

到朋友家时，不大叫大嚷，影响他人工作和休

息。 

在参加课余活动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注

意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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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小结 

 

五、课堂总结 

同学们，这两堂课我们讨论了课余生活这个话

题。通过学习，我们懂得了我们要自主选择课余生

 

 



活，并且选择时既要注重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又要

注重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这样，课余生活才能

促进我们健康成长。 

 

板书设计：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自主选择课余生活 

参加有意义有价值的课余活动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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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会沟通交流 

教学内容：2 学会沟通交流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正确对待不同看法正确对待同一件事情中的不同看法，理性对待分歧，

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 

2、对于不同的看法，采取真诚坦率的沟通，尝试平和地解决矛盾。 

教学重点。 

正确对待不同看法正确对待同一件事情中的不同看法，理性对待分歧，学会

尊重别人的意见。 

教学难点： 

正确对待待同一件事情中的不同看法，理性对待分歧，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 

教具学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批注 

 

谈 话

导入 

 

 

一、谈话导入 

1、我们生活在班级、学校、社区中,希望自己

得到他人和群体的认同与接纳。但是,不同的成长

环境使人们在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看待问题的立

场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某些问题可能有不同

的看法。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这节课就让我们

一起来学习吧！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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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一：正确对待不同看法 

（一）一场比赛 

1、教师引导：同学们，在一场年级篮球联赛

上，五(3)班输掉了比赛。班上几个同学放学后说

起了各自的看法。请同学们打开书本第 10 页的活

动园，读一读他们的看法。 

2、出示五三班同学的观点： 

(1)我们明明没有犯规，裁判却吹我们犯规。

我觉得输球是裁判不公造成的。 

    (2)作为观众,我觉得咱们班的配合不好, 

我们技不如人。 

    (3)球员拿到球只想着自己如果我们技高一

筹,投篮再准一些,也许比赛不会输。 

    3、从他们的观点中，你发现了什么信息？ 

预设：有人觉得不公平，是裁判不公造成了比

赛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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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预设：有人觉得自己班级的球员技不如人。 

预设：有人觉得班级配合不够好。 

4、思考：针对同一场篮球赛,同班同学的 

看法为什么不一致呢?  

（1）分小组讨论交流。 

（2）指生回答。 

5、教师总结： 

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成长环境也不同，所

以对待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交往中要尊

重别人的意见，即使别人的想法与我们不同。 

（二）不同的看法是珍贵的 

1、讲一则小故事： 

（1）一瓶打开瓶盖的酒倒在了地上，一人看见

了说：哎呀，真可惜，洒了那么多，真是气死我了！

另一人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他却说：真幸运，还

能剩下一点，我还可以好好享受下。 

（2）听了这个小故事，你有什么启发？ 

预设：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惠普不一样的心

情。 

2、看，这就是别人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往

往会给我们小惊喜和大启发。 

3、出示活动园 

（1）梁毅和吴云飞是好朋友,周末经常一起下

象棋。有一次,发生了下面一幕。 

（2）出示图片，展示梁毅和吴云飞的对话 

“下棋就是娱乐,你总是想来想去,磨磨蹭蹭,

耽误时间。” 

    “下棋就有输赢。我只有走一步想三步, 

才能赢棋呀!“” 

（3）假如你是梁毅或吴云飞,请依照下面的问

题深入思考。 

    你会对这种分歧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你的态度会对朋友关态度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你的态度会对自己的心情产生什么影响? 

你的态度会对自己的棋艺产生什么影响?  
   （4）指生交流。 

预设：如果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听别人的意

见：自己的心情肯定非常糟糕。 

如果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听别人的意见：我

和朋友的友谊会破裂。 

这样下去肯定也下不好琪…… 

教师小结：是呀，有不同看法时,只坚持自己

的观点而不考虑他人,就容易产生矛盾或冲突。理

性对待分歧,会让我们有合情合理的看法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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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诚坦率很重要 

1、对于不同看法,采取“简单拒绝”或“一

味接受”的态度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真诚坦率的

沟通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2、活动园 

   有一个学校马上就要召开秋季运动会了。他们

班级的王老师说同学们进入高年级了,这次运动会

开幕式的班级展示就由他们自己决定。 

在入场式服装问题上,有的同学提出不穿校

服,因为全校都一样,无法突出班级的特点;有的同

学认为,运动会不同于艺术节,整齐最重要…… 

这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出现时，应该如何

处理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指生说一说自己的做法和想法。 

（2）说说自己做法的后果和自己的心情。   

3、教师引导：其实呀，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

常常见的，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出示：换位三部

曲 

    第一步：稳定情绪  

观点不一致没关系,但各执已见容易引发矛

盾。 

    第二步：冷静思考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第三步：寻找合理点 

    站在他的角度看,觉得他的看法也有道理。 

4、思考： 

  在“换位三部曲”的引导下,现在你想出的解决

方法是什么?可能有怎样的结果?  
（1）指生交流。 

（2）预设：这样可能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商

量出最好的办法。 

        这样我们的班级会更加团结、和睦…… 

 

 

 

 

 

了 解

换 位

三 部

曲。 

 

 

 

 

 

 

 

 

 

 

 

 

 

 

 

 

 

 

 

 

 

 

 

 

课 堂

总结 

 

 

四、课堂总结 

同学们，真诚的交流需要尊重他人表达自己观

点的权利。对待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不赞同,但

是,要让他人自由而完整地表达,这样有助于我们

了解他人的意见。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

还能促进班级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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