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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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2、 学会本课 10 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 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了解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独有的风俗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体会、领悟傣族人民过节的欢乐心情。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课时目标： 

1、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 学会本课 10 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了解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独有的风俗习惯。 

教具准备： 

教法、学法： 

幻灯、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自我加减 

一、导入 

1、 同学们，你们听过“泼水节”吗? 

2、 简介泼水解 

3、 傣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这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课文，齐

读课题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二、 初读课文 

1、 自己小声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不添字 

2、 出示 

泼水节 木桶 互相 湿淋淋 

吉祥 幸福 不肯离去 凤凰花 

西双版纳 赛龙舟 

A 自由读 

B 这课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字的读音。 

C 开火车读，指名读、齐读 

D 去拼音读 

E 教学生字字形 

F 把书翻到生字表，按笔顺描红 

3、 全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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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开火车读，师生评议 

5、 默读课文，勾画出文中不理解的词语 

6、 讨论交流 

A 西双版纳：傣族主要聚居之一，在云南省南部。 

B 傣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1、 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2、 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3、 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傣族人民过节时的欢乐心情。 

教具准备： 

幻灯 

教学过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教学过程 自我加减 

一、导入 

春意盎然，草长莺飞，当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遍翡翠般绿的西双版纳时， 

傣族人民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泼水节。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 21 课《欢乐的泼

水节》，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去感受一下泼水节时那热闹欢快的场面吧! 

二、指名 3人分小节读课文，评议。 

三、学文 

(一)、第一小节 

1、指名读。 

2、理解“一年一度”。放到句子中读一读。 

3、小朋友知道了，泼水节就是傣族人民的新年，也是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这个让大家期盼已久的节日到来的时候，傣族人民会是怎样的心情? 

4、指导读出高兴激动的语气。 

(二)、第二小节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1、这一年一度的泼水节人们是怎样欢度的?自由读第二小节,说说泼水节给你的感觉是

什么? 

2、交流：你从哪些地方感觉泼水节很热闹，很欢乐的? 

3、指导朗读。 

4、你想亲眼看看泼水节时那热闹的场面吗?观看图片：欢乐的泼水节 

5、带入情境：如果这一天，你和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师同学一起来到了大街

上，参加泼水节，你会怎样泼水呢? 

6、质疑：为什么大家浑身湿淋淋的，脸上却笑开了花呢? 

7、小结。小朋友说得真好。是呀，这吉祥的水，祝福的水呀，大家尽情地泼，尽情地

浇，不论是泼水者还是被泼者，虽然从头到脚全身湿淋淋的，但大家的心里都是那样高兴，

脸上也都笑开了花。大街上，欢乐的人们互相泼洒，一朵朵水花在人群中盛开，在阳光的

映射下 

形成了一道道彩虹，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大街成了水的世界，欢乐的海洋。 

8、齐读第二小节。 

(三)、第三小节 

1、引读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2、欢乐的泼水节这天，人们还举行了很多其他活动呢!你能从文中找出一句话来读一

读吗? 

3、出示。读一读。 

4、练习：大家唱着( 的)歌，跳着( 的)舞，赛起了( 的)龙舟，放起了( 的)烟火，直到

深夜还不肯离去。 

5、指导朗读。 

6、泼水节这天，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尽情地泼，尽情地浇，尽情地唱，尽情地跳，

他们互相庆贺，互相祝福，是多么快乐啊!学到这里，你有什么话想大声地说出来吗? 

四、指导背诵。 

五、作业： 

1、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 个民族 56 支花，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

族风俗和最盛大的节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和几个小朋友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对此

进行研究。 

2、我国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节?请你说一说或画一画节日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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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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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人们的动作、表情等感受泼水节的欢乐气氛。热爱祖国多

样的民族文化。 

2、正确、规范地书写“吉、祥”两个字。 

学习任务： 

任务一：感受泼水节的欢乐气氛 

学习提示 1：轻声读课文第二自然段，把你认为描写人们泼水节前、泼水节时欢乐心

情的词句画下来，和组内同学交流你的感受，准备班级展示。 

学习提示 2：自由读第三自然段，用圆圈圈出泼水节里的其它活动，用心品读，感受

人们的欢乐。 

任务二：正确规范地书写“吉、祥”两个字 

学习提示：仔细观察吉、祥两个字，注意字的结构、易错点、占格要求。 

温馨提示：先自学，然后在小组内交流互学，准备班级展示。 

检测工具： 

在括号内填入恰当得动词。 

（ ）着桶 （ ）香水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 ）着盆 （ ）花瓣 

（ ）着歌 （ ）龙舟 

（ ）着舞 （ ）烟火 

过程设计： 

一、激情导课 

上节课我们一同走进了迷人的西双版纳，初步感受了傣族人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

——泼水节。你能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你的感受吗？ 

（学生自由说。欢乐、兴奋……） 

这节课我们再次走进课文，细细品读，透过语言文字感受泼水节的欢乐，感受文字背

后传达的浓浓的情感！ 

二、民主导学 

任务一：感受泼水节的欢乐气氛 

学习提示：1、轻声读课文第二自然段，把你认为描写人们泼水节前、泼水节时欢乐心

情的词句画下来，和组内同学交流你的感受，准备班级展示。 

自主学习：自主读书批注，然后组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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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展示交流： 

A 组： 

1、交流泼水节前的快乐。 

请大家随我看第二自然段的 1 句。从“早早、早已”两个词我体会到了人们……（盼

望已久、迫不及待、万分期待……）可见他们按耐不住的喜悦。 

第 2 句：人们准备了清水，还滴上香水，撒上花瓣，可以看出泼水节在人们心中是多

么美好，多么隆重，多么讲究！ 

2、体验泼水节的快乐 

（请大家随我看 3 句：） 

我们小组想表演泼水节的活动，理解“互相追赶”“灌” “泼”。 

瞧瞧，没有水的表演都是这么欢乐，想看看真实的泼水节的情景吗？（播放泼水节图

片。） 

此时，你想用那些词形容泼水的情景？ 

你往我头上（ ），我向你身上（ ）； 

你往我衣领里（ ），我向你脸上（ ）……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师：泼的多开心！灌的多痛快！ 

同学们请随我看第四句。“人人脸上笑开了花，直接写他们的欢乐，”大家看图，瞧！

他们多高兴呢！ 

我们组想痛痛快快地读一读泼水的过程！（读） 

学生质疑：老师，为什么他们身上湿淋淋的，人人脸上却笑开了花？ 

这个问题好，谁来帮助他？ 

（学生自由说，教师适时点拨。） 

导语：是啊！泼出去的水越多，给人们带来的幸福也越多；身上浇得越湿，得到得祝

福就越多。怪不得老人、孩子、姑娘、小伙儿都来了，这里面还有你的亲人、朋友、老师、

同学，你最想把这象征着吉祥如意的水泼在谁身上呢？ 

出示： 

我想把吉祥如意的清水泼在 身上，祝愿 。 

老师想把这吉祥如意的清水泼向同学们，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天天快乐！ 

导语：感受着水的馨香，送出自己的祝福，同时收到别人的祝福！真是尽情尽兴！让

我们随着欢乐的音乐，再次美美地读读这一自然段。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配乐齐读第二自然段。） 

任务一：感受泼水节的欢乐气氛 

学习提示 2：自由读第三自然段，用圆圈圈出泼水节里的其它活动，用心品读，感受

人们的欢乐。 

1、交流： 

B 组：读了这一段，……我们组想通过朗读来表达我们的感受！（1 读） 

C 组：对 B 组进行评价，我们组愿意和他们 PK。 

D 组：对 C 组进行评价，我们组的读相信大家更能体会到欢乐！ 

老师评价：同学们真棒！你们的朗读仿佛把我们置身于傣家，亲历了泼水节，我们也

停留在泼水节的欢乐中，迟迟不愿离去……此情此景，你能用词串来描述泼水节的活动吗？ 

那位小作家来？ 

2、说话训练。 

3、拓展： 

我们祖国有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你还知道哪些少数民族的传

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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