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灰雀》第二课时教学设计【优秀 4篇】
 

《灰雀》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一 

一、教材分析 

《灰雀》是人教版第五册第二组关于“名人故事”主题中的第一篇课文。课文讲述的是列

宁、灰雀和一个孩子之间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名人身上的一件寻常的小事，但在整个事件中处

处可以发现列宁善于观察对方的言语、行动，既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又能使对方认识到错误

的巧妙的教育方法，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列宁对儿童人格的尊重和爱护。 

1、文章多处体现列宁对灰雀的喜爱之情。 

2、列宁和孩子的对话，耐心而又得体，体现了列宁善解人意、循循善诱和对孩子的尊重和

爱护。 

3、体现了男孩逐渐认识错误的过程。课文采用了明线和暗线相结合的写法，通过语言和行

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事件的发展进程。以对话为主。 

二、学情分析 

本文篇幅较长，难懂的句子和词语较多，文章中有几个生字是平常不常见的，很容易读错，

部分词语的意思比较抽象，给学生理解课文的内容增加了难度；列宁的循循善诱学生也不易领

会。 

学习这篇课文，一是要学生认识到列宁对儿童的爱护；二是要通过对人物语言和神态的描

写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同时，学生还可以受到爱护鸟类等动物的教育。本文的重点内容是列

宁发现灰雀消失之后，通过耐心、得体的交谈使孩子放回了灰雀的经过。教学时我将通过不同

层次、不同形式的读，使学生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

情及受到的启示，提高学生质疑、解疑的能力。 

如何使学生透过他们的言语和神态来领会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学习本文的难点。教学时我将

通过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联系上下文，读懂重点句子，领会文章的主题；通过抓住人物间

的对话，逐步引导、感悟人物心理。 

三、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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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自读、自悟是阅读的基础。”因此，

在阅读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

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因此本课的教学着力体现"以读为本，读中感悟积累"的教学理念。教学时我将通过引导学

生抓住关键词语，联系上下文，读懂重点句子，领会文章的主题；通过抓住人物间的对话，逐

步引导学生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读，使学生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理解课文内容，体会

课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及受到的启示，阅读理解文本的能力。 

四。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一、教学目标1、复习本课的11个生字，能正确认读本文的词语。 

2、能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懂得做错了事就要改正，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诵读人物对话，体会不同人物的心情和感情，体会列宁对灰雀、对

男孩的喜爱之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1、认识列宁对男孩的关爱和教育，渗透爱的教育。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诵读人物对话，体会不同人物的心情和感情。 

五、教学方法 

朗读法、引导法、合作交流法、发现法等教学环节一谈话，导题，揭题 

教学过程 

师：在二年级下学期我们学了一些名人故事，我们来回忆一下，其中哪个故事讲到了一个

名人与蜜蜂的？师：这个单元，我们继续学习名人故事。今天学习的故事是——“灰雀”，看

老师板书课题。 

（板书灰雀）指导雀的写法（雀，上面是一个变形的小，下面是一个“隹”，“隹”就是

短尾巴的鸟。） 

师：见过灰雀吗？看（出示灰雀图片）这种体形比较小，羽毛的颜色丰富，叫声悦耳的鸟，

就叫“灰雀”。为了这可爱的灰雀，列宁和一位小男孩之间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呢。让我们

先把课题美美地读一读吧。生读课题。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设计意图 

通过回顾名人与蜜蜂的故事，让学生产生熟悉感，激起学习这一课的兴趣，指导书写“雀”

这个难字，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个字义，图片让学生直观认识灰雀，为后面理解课文内容作好铺

垫。 

教学环节二复习生字词教学过程 

师：同学们，上节课咱们初步读了课文，学习了生字词，看一看，课文中的这些生字词你

们还认识吗？ 

出示：郊外散步胸脯婉转仰望面包渣或者严寒自言自语可惜生读词 

师：这些词语我重新排序后，看你能发现什么？出示：胸脯婉转欢蹦乱跳惹人喜爱 

郊外散步仰望自言自语可惜肯定诚实生：第一行全是写灰雀的。 

生：第二行写的是列宁。生读。 

设计意图 

复习巩固生字词为理解课文内容扫清障碍。教学环节三 

初读课文，感知课文主要内容教学过程 

师：《灰雀》写的又是名人列宁的故事。（板书：列宁）列宁是苏联伟大的革命领袖，他

创建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

怎么读呢 

出示自读要求：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标上自然段的顺序。 

3、想一想：课文写了一件谁和谁干什么的事？（课文写的是列宁找灰雀、小男孩放回灰雀

的事或课文写的是列宁在莫斯科郊外养病时爱护灰雀更爱孩子的事。） 

教学意图 

简介背景有助理解内容，提出自读要求，自读初步了解大意。教学环节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再读课文，理清课文层次教学过程 

1．默读课文，把表示时间的词语用“○”画出来。这篇课文好几段的开头都是表示时间的

词语，我们拿起笔圈一圈。 

2．我们把课文按照不同时间划分为三个部分。咱们这篇课文就是按照时间来写的，按时间

把课文分成了三个部分。 

过渡语：我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学习。设计意图 

动手圈圈画画，初步培养学生批注习惯和能力，理清文章脉络有助后面分层阅读。教学环

节五 

读第一部分，体会三只灰雀的可爱教学过程 

1．自由读第一自然段，你觉得灰雀“招人喜爱”吗？你从哪儿感受到的？用“——”画出

描写灰雀可爱的词语；列宁喜爱灰雀吗？你从哪儿感受到列宁喜爱灰雀的？用“”划出表现列

宁喜爱灰雀的句子，特别是哪些词语表现出列宁喜爱灰雀？用“△”标出关键词。 

2．交流汇报所学情况： 

（1）三只灰雀十分可爱；从“粉红”、“深红”、“欢蹦乱跳”等词看出。 

（2）列宁非常喜欢这三只小灰雀；从“每次”、“都要”、“仰望”、“经常”等词语中

看出。 

（3）师：知道婉转是什么意思呢？婉转有两种意思，大家想一想在课文中“婉转地歌唱”

里是哪一种意思？ 

出示两种意思： 

①（说话）温和而曲折（但不失本意）。 

②（歌声、鸣声）等抑扬动听。生：第二种 

师：异口同声，都知道是抑扬动听教学意图 

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字词理解灰雀的可爱，感受列宁对灰雀的喜爱。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

书的良好习惯。加强合作交流的引导，培养良好阅读能力。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过渡语：瞧，这样三只灰雀，给公园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列宁带来了快乐。这么可爱的

三只灰雀，会发生什么意外呢？请自由读第二部分。 

教学环节六 

读第二部分，体会列宁对灰雀的爱和对男孩的教育艺术 

教学过程 

师：列宁突然发现平日关心、照顾的三从第一部分我们知道了列宁非常喜欢这三只惹人喜

爱的灰雀，他经常在白桦树下仰望三只灰雀，一天，他来到白桦树下，发现什么了？ 

生：灰雀不见了 

只灰雀少了一只，心里会怎样啊？（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从哪些词能看出他的心情啊？

（我是从“找遍”、“问”、“自言自语”中体现出来的。） 

师：你知道灰雀去哪了吗？（被男孩抓走了） 

师：我特别不明白，课文没有写是被男孩抓走的，你们怎么那么肯定呢？不着急说，我们

来读读列宁和小男孩的对话，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学生默读课文，将列宁的话和小男孩的话分别用“——”和“～～”划出来。分析小男孩

的话（重点把握小男孩的心理变化过程）： 

⑴男孩说：“没看见，我没看见。” 

师：面对列宁的问话，男孩开始是怎么回答的？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师：哦，你们说什么

情况下说话会结结巴巴、吞吞吐吐？ 

生：在尴尬的时候。生：在心虚的时候。生：在害怕的时候。生：在撒谎的时候。 

师：小男孩为什么不告诉列宁他捉了灰雀？（男孩爱灰雀，把灰雀捉回了家。想独占灰雀，

谎称没看见。） 

⑵男孩看着列宁，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它还活着。” 

师：从这句话你能不能判断出小男孩跟灰雀有没有关系？（当听到列宁说：“那一定是飞

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色严寒，它怕冷。”看到列宁如此地怜惜、关爱这只美丽可爱的灰雀，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我”真想告诉他灰雀没有死，它被“我”捉回家了，因为“我”太喜欢它了。可是，话刚要

出口，又被“我”吞回肚里，因为，“我”怕列宁知道此事后，会严厉地批评“我”。） 

⑶“一定会飞回来！”男孩肯定地说。（可是，“我”又听到列宁自言自语地话，知道他

那么喜爱这只小灰雀，又为它的失踪而那么惋惜、伤心时，“我”再也不能不说实话了，于是，

“我”婉转地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活着。”在列宁的追问下，“我”更

加坚定了说出实话的决心。 

提问：小男孩的话中有一个怎样的改变？小男孩心里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说自己没看见灰雀，最后却说灰雀一定会飞回来。注意引导学生体会小男孩的心

理过程：吞吞吐吐──想说不敢说──决心把灰雀放回公园──肯定地说。） 

分析列宁的话（让学生体味列宁的教育艺术）： 

⑴列宁说：“那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丁。天气严寒，它怕冷。” 

列宁从小男孩的话中，已经听出来灰雀是被小男孩带走了，可他并没有指责小男孩，却顺

着小男孩的话说下去，为什么？如果你是列宁，你会怎么说？ 

（他明知道小男孩把灰雀捉走了，却故意不明说，而用自己的感情来启发男孩自己觉悟，

以情育人。） 

⑵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不会飞回来了。”列宁真的只是言自语

吗？列宁的这句话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自言自语”实际上是说给小男孩听的。“可惜”表达了列宁对灰雀的爱护和惋惜，他

用这种感情来感染男孩，使男孩知道有很多人喜爱灰雀，关心着灰雀的命运。） 

最后，分角色朗读课文，注意感情和声调，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小男孩的转变和列宁的教育

艺术。 

师：是列宁的什么话打动了男孩，让男孩把灰雀放了回来。我们列宁说的话，把有关的话

用波浪句画下来。 

生默读。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师：好！不动笔墨不读书，咱们同学边读边画。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列宁的什么话打动了

男孩。生：“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 

师：从“可惜”这个词可以看出灰雀有价值，看出列宁觉得这个灰雀很好。 

通过列宁的这几句话，男孩知道列宁很喜欢这只灰雀，这里的人们需要这只灰雀，于是下

定决心放回灰雀。 

师：恩，同学们，列宁明明知道灰雀是被男孩捉走了，可是他对男孩批评了吗生：没有 

师：指责了吗生：没有 

师：他对男孩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分组读。 

师：是呀，一定会飞回来，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时候小男孩想什么？生：我明天一定下

决心把灰放回来 

生：我明天一定 

生：我明天把他放回来，跟列宁说我不应该把灰雀捉走师：不但知错就改 

生：列宁多么喜欢这只灰雀，我一定要把灰雀放回来 

师：你们都明白了，独自藏起来是喜欢，放飞更是喜欢，列宁喜欢灰雀，男孩也是很喜欢

灰雀。他们的喜爱方式不同，占为已有是一种爱，放飞自由更是一种爱。在列宁真爱感染下，

小男孩最后改变了自己喜爱的方式 

师：一个是伟人，一个是孩子，他们在白桦树下相遇了老师旁白，学生对话。 

教学意图 

通过启发感悟，朗读理解，体会列宁对小男孩的尊重和爱护，学习他教育不着痕的高超艺

术。教学环节七 

读第三部分体会列宁对小男孩的爱护 

师：男孩真的把灰雀放回公园了吗？请读第三部分。哪个词语证明了？（果然）结合上下

文理解“果然”的用法。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生：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列宁太喜欢灰雀，他好像自言自语，实际上

是在对男孩说。师：现在明白他在树旁为什么低着头了吗？ 

生：因为他犯错误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虽然送回了灰雀，男孩仍为自己的错误

而感到惭愧。）师：是呀，你们已经读懂了。列宁看见灰雀说—— 

生：你好，灰雀 

师：灰雀又不会说话，列宁为什么问他呢？ 

（列宁不问就已经知道小男孩已经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问灰雀，既照顾了小男孩的自尊

心，又表现了列宁对知错就改的诚实行为给予无言的鼓励。） 

师：列宁为什微笑？（他为男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感到欣慰而微笑。）师：为

什么说男孩是诚实的？（因为男孩能认识错误，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生：列宁不想伤男孩

的自尊心。 

生：怕男孩说不出来话 

师：你们都感受到了，列宁是爱男孩的，列宁对男孩的爱含着理解和爱护。好，带着这样

的理解，我们再来读读这段话。 

师：爱的力量使灰雀重归大自然，男孩改正错误，这多么让人高兴！拿起书来，高高兴兴

地读读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 

生读（列宁看看男孩……你到哪去了）设计意图 

通过引导阅感悟小男孩在列宁艺术引导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错误，学习男孩知错就

改的诚实品质，感受列宁育人的高超出艺术。 

教学环节八总结 

课文以灰雀为线索，记叙了它丢失又复回的经过。表现了伟大导师列宁喜爱灰雀，更爱诚

实的孩子的崇高而伟大的爱。多么美丽的故事啊！而这一切都因一个字：爱！在我们的身边充

满了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自然之间的爱……这是一个爱的世界！ 

通过总结，大致了解文章的写法，再一次体会列宁的伟大和小男孩的可爱，懂得人与人这

间要有爱，世界才会更美好。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九作业 

如果灰雀会说话，它会怎么对列宁说呢，课后，我们用写的形式说一说。设计意图 

拓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写话能力。板书 

用爱心表达出全文的主旨，简洁明了，高度概括。 

教学反思 

《灰雀》讲的是列宁与小男孩都喜欢灰雀，但表达方式不同。列宁喜欢它的方式就是让它

自由，而小男孩却想占它为己有，但最后小男孩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了错误。通过这个

故事，让学生明白了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他不仅爱鸟更爱下一代的好品质，更让学生懂

得了做人要诚实的道理。 

在教学过程中，我先介绍了这三只灰雀的样子，让学生深切地体会到灰雀的惹人喜爱，为

下面的男孩要捉走灰雀埋下了伏笔。在教学列宁寻找灰雀的过程中，我引导学生读、议、悟，

深切地感受到列宁发现灰雀不见时的那种着急、担心、惋惜的复杂心理，唤起学生的共鸣。然

后，着重抓住重点词句，通过合作交流，引导学生发现文章表达的深意。大部分孩子在老师一

步步的引导下都能够找到答案并有理有据，思维的火花与情感的 

渲染发生了碰撞，从而真正读懂列宁对鸟的爱与男孩对鸟的爱的不同，同时，也为列宁高

超的育人艺术所折服及为男孩知错就改的思想所感动。 

《灰雀》第二课时教学设计篇二 

【设计意图】 

本着“简简单单教语文，本本分分为学生，扎扎实实求发展”的语文教学理念，采用“传

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教学手段，我设计了《灰雀》一课的教学。 

这是让孩子的心灵受到启迪、升华的一篇美文。纵览课文内容，以生动具体的语言，简短、

含义深刻的对话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语言文字训练材料。首先“认读词语”环节，目的

在于让学生进一步掌握词语的同时，整体把握文章内容。其次，聚焦对话，引导学生揣摩两个

人的神情和心理活动，通过列宁和小男孩的爱鸟之行为对比，感受列宁的善良宽容使孩子受到

震撼，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后让学生把自己想对列宁或小男孩说的话写下来，就是让孩子把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心灵美的洗礼跃然纸上。我想我们的语文教学应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激发孩子们的情感渴望，

在一次次美的升华中体验学习语文的快乐。 

【预设目标】 

１、进一步巩固“胸、婉”等5个生字，会正确读写由“散、诚”等生字组成的词语。 

２、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抓住重点语句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３、透过列宁与小男孩的对话神态描写，体悟他们的心理活动。 

４、了解列宁用爱鸟之情感染、启发孩子放鸟归园的故事，体会列宁爱鸟更爱孩子的情感，

懂得知错就改是诚实的表现。 

【课前准备】 

１、多媒体课件。 

２、词语卡片。 

【预设教程】 

一、复习字词，聚焦重点 

师：今天这节课咱们继续来学习《灰雀》，齐读课题。你能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课文中的灰

雀吗？（课件出示：“＿＿＿＿＿的灰雀”） 

（让学生自由填写，并能结合课文内容说说理由，此环节旨在引导学生回顾故事情节，谈

出不同感受，为下一步的学习作铺垫。） 

师：说得多好啊！看来大家对这个故事已经有了各自初步的感受，不错！读书就应该如此。 

（卡片逐个出示词语：惹人喜爱、白桦树、胸脯、婉转、列宁、男孩、仰望、面包渣、找

遍、欢蹦乱跳。） 

师：下面老师再考考大家，这些词语已经跟你们都见过面了，还能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

吗？１、认读“惹人喜爱”：课文从哪些方面写了灰雀很惹人喜爱？ 

２、认读“白桦树、胸脯、来回跳动、婉转歌唱”：的确，这是几只多么可爱的灰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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