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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了 13篇教学设计，总体来说，大部分老师能够围绕语文要

素，准确制定教学目标，并围绕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环节。但也有一部

分教师的教学设计需要改进。在改进的环节中，希望老师们进一步明

晰研修主题，抓住问题中的关键词“教学目标的设计与达成”；学习

《2022 年版课标》，加强课标与教材的关联。

善龙辉：聚焦单元目标，引导学生发现这个单元的特殊性。由“搭”

字入手，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提出自己的疑问，形成认知上的矛盾、

冲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紧扣单元语文要素展开教学，引导学生

想象翠鸟捕鱼的情景，初步体会作者观察的细致。播放翠鸟捕鱼的视

频，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感受观察的乐趣，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时进奇：新课标指出，诵读古代诗歌，要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

用中提高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本环节朗

读，先学生自读正音，后由老师示范读，学生画出节奏后不断尝试朗

读，指名读，全班配乐读，多种形式的读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语

感，读出“文言之味”。通过自主合作、探究性的学习让孩子理解课

文并结合注释说诗意。说诗意的过程中由易到难，层层递进，进一步

体会诗人的心情。课外延伸，学以致用，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方法自

主学习。



丁雅丽：本课的教学设计体现了老师在课堂上的引领、导航作用，但

课堂内容略显单薄，以后要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丰富学生

知识面，老师在课堂上应适当增加互动环节，让学生更积极参与课堂，

对于后进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创造机会让他们多展示增加自信。

庞玉霞：《精卫填海》优点：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有效地辅助了

课堂教学；学习生字词时能够注意方法指导。不足：理解关键字词和

句子意思时，老师直接给出和课件展示出答案；单个学生回答问题机

会较少。建议：让学生尝试运用学过的方法理解课文内容；老师语速

不能太快要给学生留出思考的时间；老师语言要有感染力，教师有激

情才能给学生带来积极影响；最后一个环节可以再拓展一个神话故事，

比如：让学生读«夸父逐日»，让学生用学过的方法了解“夸父逐日”

故事大意，再组织交流“夸父”和“精卫”各自行为的动机,引导学

生思考：精卫与夸父相比，她的动机并不伟大，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

还要写«精卫填海»的故事呢？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组织交流讨论。

白海华：本节课重点学习了观测翠鸟的外形，在学习翠鸟捕鱼时的动

作时，聚焦动词，观看翠鸟捕鱼视频。继而引导学生体会观测事物不

仅仅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要认真去感受。建议：本堂课中读写

结合环节没有很好体现，老师讲解比较多，学生主体地位没有表现出

来，只读不写，没有进行写作训练，这是环节设计可安排在课堂开始

对本课生字进行听写，学习完翠鸟捕鱼一自然段后，写写生活中学生

曾观察到的动物行为，用不同动词表现出来，达到口语交际和写作目

的。



陈玉玲：目标定位贴合单元语文要素，凸显习作单元的特点。教学设

计侧重引导学生体会表达上的特点，关注了写作方法。建议：作业设

计给出具体的观察任务、仿写句段，达到训练目的。李海霞：建议：

古诗教学教学应该采取品读感知法，让学生通过朗读诗歌，抓重点词

语进行赏析，反复读达到能体会诗歌所描绘的景色之美，在此基础上

了解诗的大概意思，劲儿感悟诗的意境和诗人的情感。段合生：建议：

教学设计尽量自己独立完成，这样自己在课堂上运用起来才得心应手。

本单元是习作单元，一定要把读写结合运用到课堂之中。

林新俊：教学设计有雷同。.教师先回顾导入新课，让学生自渎课文，

但缺少阅读反馈，讲解课文时，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第二自然段后，

说说课文讲了什么内容？连线学生回答问题。突出翠鸟的“彩色”的

美丽外表，课文还用鹦鹉和翠鸟相比较，突出翠鸟外形更漂亮。接着，

作者对翠鸟的到来很好奇，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也表现出作者的

天真可爱。请学生默读课文第四自然段后，提问学生，反馈阅读结果。

提问：从这一段中，找出描写鸟的动作的词，通过这些动词，让人感

受到翠鸟飞行速度之快，动作之敏捷!老师讲课时，对课文重点把握

准确，提问和阅读结合，让学生对课文的每一个自然段的内容理解到

位，并对全文的脉络进行梳理，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同步进行。本单

元的语文要素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

刘艳霞：建议：本堂课中读写结合环节没有很好体现，老师讲解比较

多，学生主体地位没有表现出来，只读不写，没有进行写作训练，这

是环节设计中很重要的一环，可安排在课堂开始对本课生字进行听写，



学习完翠鸟捕鱼一自然段后，写写生活中学生曾观察到的动物行为，

用不同动词表现出来，达到口语交际和写作目的。张艳玲：四年级学

生对于学习古诗已初步掌握了基本步骤，即：读――解――悟。而本

诗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较难掌握，需要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才能

理解得更透彻。

代芳建议：1. 可以更加多样化地进行教学，增强课堂趣味性。2. 对

于低年级的学生，可以更多地鼓励他们开口表达。3. 注意纠正学生

在朗读过程中的发音错误。4 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在读本课文时，留心

观察这个世界，能引发思考，通过细心观察，还会不断发生生活带给

我们的惊喜。在指导书写时先让学生通过字源认识“翠”，而后对比

理解“翠”字。在理解“翠”原义基础之上，扩展为生活中见到的与

“翠”相关的事物，将课内与课外进行迁移整合。

刘玲：优点：说明了一道理：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这篇文章让同学们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让同学

们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而这篇课文意在引导学生体会作者

观察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观察，为接下来的习作打好基础不足之处：

课文目标确定不清晰； 教学目标表述不规范；教学过程不能突出习

作单元的特色。

让美好永恒：老师的教学设计《秋天的雨》全部是复制粘贴，不做评

价。

秦炎炎《精卫填海》优点：在教学中，能将生活与教学紧密相连，赋

予教材时代的活力，想方设法激活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形成乐于探究，



敢于发问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让他们能思考、

会思考，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建议:教师设计教学设计时，自己

多动脑思考多准备些学生独立思考、自读自悟、质疑解疑的时间，多

根据学生的需求及实际设定教学环节，这样学生乐学，教师轻松。

王会芳老师：我们的教学不能止于内容，止于观察方法，更重要的是

要让学生能够初步运用这些观察方法，进行浅层的迁移运用。这样就

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解、分析、朗读、口头的层面，而是进入到语言的

实践层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前面内容的学习得到了一个有效的

检测和反馈，如果说前面一部分的学习是观察方法的习得，那后面一

部分就是观察方法的迁移和运用。翻阅这一单元的习作，就是写眼中

的缤纷世界，习作要求就是用各种感官去观察，我想，今天老师的这

种课型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习作单元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