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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0/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50705.htm 【说教材】今天我上的

课文《雷雨》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人教版

）二年级下册的第１８课。课文用精练、自然简朴的语言，

为我们描绘了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不同的自然景象。课

文根据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分成三部分，我认为课文主要写了

雨前和雨后的景色。虽然篇幅比较短小，但文章内容生动，

课文插图优美，比较适合低段的学生，让学生以学习本文为

契机，走进生活，走进大自然，学会观察，增添生活的乐趣

。单元训练中提示，学习本组课文，可引导学生在反复诵读

中理解内容，品位美感。 以《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结合

本组教材的教学要求、本课课文内容和课型特点，以及学情

特拟定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能力目标：会认“压”等

四个生字，会写“垂”字。 加入收藏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使学生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读出感情，并且在读中有所感悟和生成。 从二年级学生的心

理特点和学习特点出发，结合教材的内容，我觉得教学的重

点是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来体会雷雨前和雷雨后的不

同景象。教学的难点在感悟雷雨前后景物的变化。 【说教法

学法】 根据上述的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我主要采用

了“情景教学”、“自主阅读”两种教学方法。 在课堂中，

创设一定的情境，能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集中注意力

，能启发学生运用多维视角去思考解决问题，拓展学生的思

维空间，丰富学生的思维方式，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的全



过程，从而满足他们的探究欲、表现欲。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和思维特点，我借助学生生活经验，以学生为主体对文本

展开自主阅读。通过读，学生与文本面对面地进行接触，品

尝着课文原汁原味的语言，培养着学生的语言的感觉；通过

读，课文规范的语言储藏在了学生的头脑中。学生学着，读

着，感悟着语言，仿佛置身与那场雷雨中。在不知不觉中，

学生理解了语言，感悟了语言，积累了语言。 设为首页 【说

过程】 一）联系生活，揭示课题 夏天的午后，常常会出现雷

雨的现象，关于雷雨你知道些什么？（老师肯定学生的体验

后，从学生的生活入手，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从课

堂开始让学生谈论自己喜欢的话题，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再

进入文本，看课文是怎样写雷雨的）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

络 要让这么小的学生说出课文是按照雷雨前、雷雨时、雷雨

后的顺序来写的，是很难的。也容易教死。几次试教以后，

我选择了给调皮的课文乱了顺序，请你给他们排排队的这种

方式，希望把这种叙事方法潜移默化到学生身上。这环节安

排指名三位学生读。与初读课文相比较，这次读的要求不但

要求学生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而且在读的同时给学生布

置了听和思考的任务，让他们思考，朗读的课文写了什么时

候的景色？我觉得读要体现层次性和目的性，扎扎实实地读

好每一遍课文，让学生在每一次朗读过程中有所收获。 三）

品读课文：本课时安排了品读雷雨前的段落。 自由读1-3自然

段：你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主要是让学生感受到雷雨

前的天气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黑沉沉的乌云像巨石一样压

下来，狂风席卷大地，闪电、雷声也不甘示弱，赶来凑热闹

，这种紧张气氛。 试教几次以后，感觉这种气氛真的很难言



传。如“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一句中，“压”字用

得很妙。但小孩子就是感觉不到闷热。我想还是得让他们进

入到情景中去。教师用语言去营造这种情景，渲染这种气氛

。“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像巨石一样向你压下来了⋯⋯”

“夏天的午后，天气非常炎热，满天的乌云向你压下来，越

压越低⋯⋯”在体会风大这个环节里，让学生角色换位，当

一当小树。有经历，才有感受。没经历，就去创造经历吧。

我就这样安慰自己。 四）拓展联系，升华情感 “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学生读得越充分，理解就越容易，学生的理解

得越好，朗读就越有感情。在品读环节我把学习的自主性交

给学生，让学生在自主地参与学习，加深理解和体验，希望

使每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能以长久保持，做到乐学

、主动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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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