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分析：
本课以学生熟悉的笔筒为题

材，引导学生了解笔筒蕴含的历史

和文化，学习利用废旧材料，通过

剪、贴等方法，设计新颖实用的笔

筒，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实

践能力。在本课的学习中，通过了

解梅兰竹菊的特殊寓意，向学生渗

透清廉的含义。

学情分析：
由于低年级学生对于清廉的含

义只停留在表面的认知，所以本节

课旨在带领学生探究对于古代文

人而言笔筒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

更是他们对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

了解竹笔筒在文人眼中有着谦虚

正直的寓意，逐步向学生渗透清

廉的含义。

教学目标：
1.学习如何利用废旧材料，运

用剪、贴等方法进行设计制作活

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制作一个实

用美观的笔筒。

2.通过对梅兰竹菊等纹样的寓

意探究，激发学生对美术学习活动

的兴趣，提高学生对清廉含义的理

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学重点：
感受笔筒蕴含的文化，学习如

何用废旧材料设计制作实用、美观

的笔筒。

教学难点：
筒身的设计与装饰手法。

教学准备：
PPT课件，教具

教学环节：
一、课前感知初了解

1.课前准备

让学生收集与清廉相关的植

物，了解梅兰竹菊的特殊寓意。

2.导入新课

同学们桌上的文具摆放得很整

齐，特别棒！

那大家知道古代文人用什么文

具吗？

预设：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引出第五宝———笔筒

3.出示课题

《做笔筒》

二、课中欣赏知寓意

1.直观欣赏

古代的文人墨客非常喜爱笔

筒，并把它们做成了艺术品，我们

一起来欣赏一下。（视频展示）

没想到一只小小的笔筒竟有如

此高的艺术价值。

2.回归课本

课本中展示了三件具有代表性

的清代笔筒，请同学们说说你最喜

欢哪一件，它有什么特点？

小结： 《黄杨梅竹笔筒》，在

我国古代竹笔筒深受文人喜爱，

“竹”寓意着正直、谦虚，笔直的

线条和中空的结构，代表着虚心谦

逊的品德。因此，苏东坡写下诗句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代

文人家中，即使没有栽竹子的地

方，至少也得有件竹雕艺术品。因

此，看出文人十分喜爱竹子。

《象牙黑漆地雕梅花形笔筒》

以五瓣梅花为造型，筒身五面饰以

梅花、莲花等纹样，梅花、莲花有

什么特殊寓意呢？

小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

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歌咏了梅花自强不息的精神，告诉

我们，不论受了怎样的磨难，都要

顶天立地，不能低头折节。莲花同

样象征着清廉高洁“出淤泥而不染

浊，濯清涟而不妖。”在古代，清

官一般都会佩戴青莲，所以在古人

眼中，笔筒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

更是他们对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

【设计意图：通过跨学科融合

的方式，对古代笔筒进行欣赏，并

且了解竹子、梅花等纹样的寓意，

在古人眼中，笔筒不仅是精美的艺

术品，更是他们对精神境界的一种

追求，让学生初步了解清廉的含

义。】

3.教具展示

老师也非常敬佩这样的精神追

求，所以制作了一些具有特殊寓意

的笔筒作品。

三、古今对比创新意

1.对比分析

观察现代笔筒与古代笔筒的不

同之处。

问题 1：这些笔筒适合谁使用？

小结：现代笔筒会根据人们不

同的需求设计。

2.小组讨论

接下来探究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 1：说说你在笔筒作品中

发现了哪些材料？

问题 2：笔筒的高度与什么有

关？（游戏实践）

老师准备了不同的笔，请将这

些笔放入合适的笔筒。

小结：笔筒的高度与笔的长度

有关，设计要具有实用性。

问题 3：同学们用了哪些花纹

装饰笔筒？

预设：人物、动物、植物；

点、线、面等。

小结：笔筒要进行美化装饰。

【设计意图：通过古代笔筒和

现代笔筒的对比，引导学生了解制

作材料和造型的变化与发展，并且

通过游戏环节，让学生能够从实践

中感知笔筒的特点，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

3.技法探究

老师这里还有几个笔筒，但是

有一点小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助。

问题 1：有一只漂亮的孔雀，

觉得它的尾巴不好看，请大家想想

办法，让它的尾巴变得漂亮一些

吧！

预设：可以将尾巴涂上漂亮的

颜色。

问题 2：还有一只海绵宝宝，

它想要一双灵巧的双手，谁来帮帮

它呢？

预设：可用弹簧折的方式将它

灵巧的双手制作出来。

小结：制作笔筒时，我们可以

运用折、剪、贴多种技法。

【设计意图：在完善教师作品

的过程中，从中探究出设计制作笔

筒的技法，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孩子们互相帮助的优秀品质。】

四、制作笔筒表心意

1.艺术实践

请大家为家人或朋友制作一个

精美又实用的笔筒。

2.评价展示

学生作品展示，讲解设计

意图。

预设 1：我做了一个梅花笔筒

送给妈妈，因为妈妈有梅花一样不

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品质。

预设 2：我制作了一个竹子笔

筒送给我的朋友，因为他身上具有

竹子谦虚的品质。

3.课后拓展

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废弃物

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希望

大家可以用巧妙的双手将它们变废

为宝，利用各种废旧材料来制作精

美的艺术品，美化我们的生活。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发现废

旧材料的利用价值，培养学生热爱

生活的情感。】

教学反思：
本节课教学实现了跨学科融

合，对学生进行了艺术教育。通过

本节课学生了解了古代的笔筒，对

于竹子、梅花等纹样的寓意有了深

刻的认识。弘扬清廉的正气之风，

渗透变废为宝的思想，引导学生感

受利用废弃物美化生活，美术课堂

也可以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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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在阅

读实践中学习运用“读想———圈

画———批注”的读书方法。

2.能理解课文内容，体会老麻

雀为了保护小麻雀而表现出的强大

力量，感受爱的伟大，进而萌生对

爱与生命的歌颂。

3.理解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写

事，把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交代清楚，是写清楚一件事的关

键方法。

4.理解把看到的、听到的、想

到的写下来，清楚展现事情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内容，是写清楚一件事

的另一关键方法。

5.理解把事情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内容写清楚，可以通过具体的动

作、神态、心理的描写展现角色情

感的变化，进而体现文章思想感

情，是写清楚一件事的巧妙方法。

教学重点：
1.理解、感受老麻雀保护小麻

雀的过程，感受母爱的伟大。

2.知道如何把事情写清楚的基

本方法。

教学难点：
通过语言文字阅读实践，感悟

把事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写清

楚，通过具体的动作、神态、心理

的描写展现角色情感变化的巧妙方

法。

教学准备：PPT课件。

教学过程：
一、活动一感知“爱”

【视频：《天亮了》 背后的故

事】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

什么，想到了什么？

【设计意图：“心灵与情境的

自由交往与融合”。在不经意的音

画浸润中，进入情境，从而开启生

命的成长之旅。】

二、活动二 接近“爱”

导入课题，单元整体把握，回

顾旧知，明确学习重点。

1. 【幻灯：图】 结合单元导

语可以知道，今天的课堂学习的

重点了解作者是怎样把事情写清

楚的。

2. 【幻灯：文本】 回顾旧知，

大家认为写清楚一件事需要注意哪

几点呢？

让我们深入学习 《麻雀》，进

一步了解作者把事写清楚的具体方

法。【板书 麻雀】

【设计意图：把握单元学习历

程主线，使得学有所依，进而为深

入理解文章，为高效学习设立了

“扶手”。】

三、活动三 理解“爱”

赏析课文，领悟写作方法。

（一）领悟方法一

1.回忆说说文章围绕“麻雀”

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2.参考内容脉络图，按照“起

因……经过……结果……”的顺序

说一说。

3.写法点拨：作者按照事情发

展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明

白；让文章思路很清晰。

（二）领悟方法二

1、 【幻灯： （ ） 的小麻

雀 （ ）的猎狗 （ ）的老

麻雀】

试着用恰当的词语概括一下故

事中的三个角色给你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

带着理解读好这些词语。

作者是怎样对它们进行观察描

写的呢？

2、体会作者是怎样描写小麻

雀的“弱小无助”的？

A、【幻灯：一只小麻雀呆呆

地站在地上，无可奈何地拍打着小

翅膀。它嘴角嫩黄，头上长着绒

毛，分明是刚出生不久，从巢里掉

下来的。】

学生自读，谈体会。

B、【幻灯：第 4、6自然段】

a.哪些是看到的，哪些是作者

想到的？在相应位置批注。

b.边读边想，圈画出重点词

句，把体会批注在空白处。

c.对比着读一读，看看你还能

发现什么？

d.有感情地朗读。

C、 【幻灯：描写老麻雀语

段】

a.请读一读描写老麻雀的语

段，并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

用你自己的方式标画在书上 。朗

读，交流。

b.继续用“边读边想，圈画，

批注”的方法，体会老麻雀的情感

变化。交流分享。

小结：就这样，老麻雀无私无

畏、勇敢果断的形象已印刻在我们

心中。

有感情地朗读。

c.【幻灯：

它挓挲起全身的羽毛，绝望地

尖叫着：“ ， ！”

它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

音：“ ， ！”】

d.【幻灯：它不能安然地站在

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一种强

大的力量使它飞了下来。】

创设语境朗读：

思路点拨：这“强大的力量”

是什么？

D、小结并写法梳理：

【设计意图：

本环节将教学重、难点有层次

地分成三个步骤，依次推进习作方

法指导，逐步深入理解弱小生命在

危急关头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这

个过程不是单方输入，而是在师生

形成学习共同体之后的关注学生的

心灵，实现内心世界人文精神的回

归。同时，本环节落实了关于听、

说、读、写、思等方面的具体学习

技能的训练。】

四、活动四升华“爱”

相应拓展，深化主题 。

【幻灯：

是的，请别发笑，我对那只小

小的、英雄般的鸟儿，对它的爱的

冲动肃然起敬。

爱，我想，比死的恐惧更强

大。只是靠了它，只是靠了爱，生

命才得以维持、得以发展啊！

1878年 4月】

升华点拨：同学们，题目的麻

雀，或者是指这一对麻雀母子；也

或者是泛指一切的生命，我们每一

个人都可能会是这只小麻雀，或是

这只老麻雀，当生命在遭遇苦难、

危险的时候，爱，是得以顽强、生

存、维持、发展的最大力量！【板

书 生命 爱】

【设计意图：将文章置于原著，

将社会现实恰当投射。课堂不仅仅

是课堂，而是生活的认知，更是生

命品位的提升。】

五、梳理重点，提炼写法。

【幻灯：

我手写我心，彩笔绘生活。

事件要素交代清，前因后果脉

络明；

看：外形、动作、神情；

听：声音、语气、情绪；

想：心理、情感、力量；

观察细致深入，描写入木三

分；

用心发现真善美，笔底波澜暖

人心！】

【设计意图：理性的回归，实

现认知与情意的和谐统一。】

六、课后作业，表达“爱”

【设计意图：为学习语文有优

势的孩子提供了学以致用的契机，

将实现学习成果最大化。】

板书设计：
16 麻雀

爱 生命

《麻雀》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王丽勇

清廉进课堂，廉洁润心田
———《做笔筒》教学设计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郭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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