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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9/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49802.htm 【说教材】《雷雨》是

一篇描写大自然景物的文章。本课用精练的文字为我们描述

了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自然界的景象变化。雷雨前、雷

雨中、雷雨后的景象对于学生来说都非常熟悉。课文图文并

茂，学生们乐于接受，二年级的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自学、

朗读、表达能力。我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学生生活经验的基础

上，运用以小组探究活动学习为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创设直

观的课文情景，多形式读文，让学生通过自由读感受雷雨前

、雷雨中、雷雨后的不同特点。 加入收藏 目标是： 1、会认4

个生字，会写12个字。 2、默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感受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不同景象。 3

、有留心观察天气的兴趣，能写观察日记。 教学重点： 识字

、写字、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课前布置学生观察雷雨这一

自然现象。 设为首页 【说设计理念】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语文是母语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

不在。”二年级的学生在生活中对雷雨有丰富的感性认识。

因此，在本课的预设中，通过创设生动形象的情境，唤醒学

生的生活体验，将文本的学习和学生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感悟语言，体验情感，发展个性。【说

过程】 第一步“谈话交流，激发兴趣。”学生们都曾经历过

雷雨时节，经历过大自然中的各种天气。这些画面，这些意

境，都沉睡在他们心中。只要我们去激活，去运用，它就能

成为解化和接纳课文语言的精神同化点。在开始激趣导入时



，我以谈话的方式让学生们联系生活说一说自己看到的雨的

特点，孩子们由于对雨非常的了解，所以积极性特别的高，

说的也非常的好。这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唤醒学生对以

往感知的回忆，唤醒学生心中沉睡的生活，从而进入课文中

雷雨前的特定情境，使丰富的感知成为学生体会课文的基础

。在这步教学过程中，之所以采用这种追忆式导入，是因为

我们面对的是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的好奇心强，注意力容易

分散。我希望通过这种轻松简单的谈话，激发学生的兴趣，

直观地感受课文内容。然后再让孩子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

由的朗读课文，这时，孩子们没有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

，他们有的站在讲台上读，有的站在窗户边读，有的找小伙

伴一起读⋯⋯充分体现了孩子们的个性。激发了他们对语文

的渴求。 第二步“小组合作，自主识字。”鼓励学生互相合

作，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自主识字，如：借助拼音、字形分析

、组词⋯⋯将识字和积累语言、发展思维结合起来，提高识

字效率，培养识字能力。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了生

字，体会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在自主交流的过程中，充分展

示了自己的个性，胆大的孩子带动胆小的孩子，利用“听、

评、说”等方式在小组内进行互动。这种方式让每一个孩子

都得到了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等的、

友好的、互助的学习交流舞台。 第三步“联系生活，发展思

维。”低年级学生思维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联系生活将抽

象的语言文字化为可感的画面，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最佳

途径。为此，我利用生动的朗读让孩子们边听、边想像，再

来找一找，说一说，“作者围绕雷雨先写什么，再写什么，

最后写什么？”“文中哪些地方是描写雷雨前、雷雨中、雷



雨后的景象的？”让学生反复品读课文，再来感悟雷雨前乌

云、叶子、蝉、大风、蜘蛛、闪电、雷声是怎样的？感知后

再读课文，学生就能凭借作品语言，去神游自然美景，去聆

听狂风暴雨。最后充分的理解文本。 遗憾的是，学生的朗读

没有指导到位，对课文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另外，学

生的表达能力还有待提高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