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分析：
本文节选自秦文君的小说《开心男孩》，课

文讲述了“我”给表弟小沙剃头的故事，情节有

趣，展现了童年生活的纯真与趣味。课文以“剃

头大师”为题，而文中的“我”其实并没有剃头的
经验，只是小沙为了摆脱“害人精”的折磨，病急
乱投医，才使“我”有机会成为“剃头大师”。“我”

剃头的水平与“大师”这一称号形成了强烈反

差，从而产生了戏剧性的表达效果。
学情分析：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

懂的句子”。学生在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学习
过“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这为“理解
难懂的句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一些方法

可以迁移运用，如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

同时课文与孩子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在

教学中可以结合孩子的经历，让他们感受生活
的美好、童年时光的珍贵。
教学目标：
1.认识“剃、执”等 10 个生字，会写“表、胆”

等 13 个字，会写“大师、表弟”等 14 个词语，理

解“剃头大师、害人精”等词语的意思。
2.默读课文，能说出老剃头师傅和“我”剃

头过程的不同。
3.能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
4.能说出课文以“剃头大师”为题的理由。

重点难点：

理解课文，知道“剃头大师”“害人精”分别
指的是谁，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知道理解难

懂句子的方法。

教学环节：
任务一、明确称号

1、设置情境：评选大赛，学生们做评委。
2、赛前谈话：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大师？

举例：有国画大师、书法大师、钢琴大师
……引出本次大赛的获胜者称号—剃头大师。

【设计意图：设置情景，引发学生阅读期待。

由生活中的大师引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明
确了“大师”的含义，也对“剃头大师”这个称号

有了初步的认识。】

任务二、设计评价表

设计评价标准：出示网购常见事物的评价
页面，了解评价从哪几方面考虑。

那么对于剃头水平，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

方面来考量：所用的工具、剃头匠的技术、客户

的感受、最终的效果、收费多少。
【设计意图：明确本节课程要求，设定框架，

让学生知道要做什么。】
任务三、做做小评委

一、过渡：
请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找一找今天有几

位参赛选手。
今天还有一位重要嘉宾———天生胆小、怕

吃药、怕做噩梦、还怕剃头的小沙，来做今天的

客户。

二、理解不同的剃头过程
现在请同学们边默读边用横线分别画出老

师傅和“我”给小沙剃头的句子。
1.老师傅
（1）指名说老师傅给小沙的剃头过程

（2）找关键词

出示评分表
现在请同学们对照评价表，勾画出关键词。

【设计意图：锻炼学生从文章中提取关键信

息的能力。】

（3）理解“规规矩矩”“一会儿痛一会儿痒”

“受刑”

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体会。

（4）总结：在这里，我们发现联系生活实

际，可以很好的理解难懂的句子。（板贴：联系

生活实际）

（5）总结方法：在勾画关键词的过程中，我

们可以用圈、画横线、波浪线等等方法。

2 .从“我”给小沙剃头的句子中找出

关键词。

（1）出示评分表

（2）从小沙的体验上引导出以下句子：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优秀的顾客了。（出

示）交流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3）总结：这里我们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理
解了这个难懂的句子。（板贴：联系上下文）
（4）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一眼望去，整个头上坑坑洼洼，耳朵边剪
得小心，却像层层梯田。）

理解“坑坑洼洼”“层层梯田”。
（5）总结：这里我们用理解关键词的方法理解

了这个难懂的句子。（板贴：理解关键词）

【设计意图：本环节创设了从多角度评价剃

头水平这一活动，并借助“剃头大师评价表”，紧紧围

绕课后习题，落实了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又让学生在

情境活动中体会了文章语言中的童真童趣。同时在

评价中感受剃头过程的不同，思维充分展开。】

任务四、评选大结局

1、引导学生思考：小沙觉得谁是“害人精”？
为什么？

为什么“我”自称“剃头大师”呢？“我”是真

的剃头大师吗？
2、思考：为什么用“剃头大师”来做题目？《理

发师》《一次有趣的理发》哪个题目你更想读？

预设：调侃，这样的题目也让读者更有兴趣。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很多像这样充满
童真童趣的事情，虽然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好，可

过程却是童年生活中一种不同的体验，不妨大

胆尝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设计意图：通过小沙的评价让学生感受文

章中的童真童趣，紧扣课后题，理解题目含义。】

教学反思：
一、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学习任务群为语文课

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挖掘出更多新的可能性。

《剃头大师》折射出童年生活的纯真与有趣。通过
此课，可以感知多样的文学样式，获得丰富的情
感体验。在本课教学中我通过朗读课文，感受语

言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了文章中的童真童趣。同

时，本学习任务群在学段目标上，主要对接“阅读

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类语文实践活动。
二、语文素养分析
学生在三年级上册已经学习了理解难懂词

语的方法。而理解难懂句子的方法与其比较相
近。对学生来说，本单元语文要素的学习是在

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因此，本课的教学

目标主要聚焦在“能运用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

经验、理解关键词语等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
子。”同时联系课后题，通过梳理文章内容，感受
人物特点，品味课文语言的幽默风趣及童年生

活的快乐。句子读明白了，对课文的内容和情

意便能有适切的体会。
教学中在“表达与交流”这一方面有些欠

缺，在最后的环节中，如果能更多的让学生分享

自己的童年趣事，一定会让学生更好的融入阅
读感受和生活体验，感受文章所带给我们的美
好童年生活。

三、教学评一体
“教学评”一体化的语文课堂应以发挥语文

学习任务群的优势来进行教学。我在教学中创

设真实而富有情趣的学习情境，让学生成为课

堂的主体，作为评委对两位剃头匠进行了评价。

让学生在阅读和勾画中理解老师傅和“我”给小

沙剃头的过程的不同，在比较中点拨学生对难
懂句子的理解，推进学生对人物、故事的整体感
知，从而学习运用多种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的
方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促进
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不足之处在于对学生的

评价有些单薄，应在教学中进行及时反馈。

《剃头大师》教学案例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史月

一、内容分析
《地球 我们的家园》是小学道德与法治六

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爱护地球 共同责任”的第
一课。本课教学内容主要讲述了人与自然的关
系，让学生在环环相扣的活动中，通过交流、体
验、感悟，发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要保护
大自然，敬畏大自然。
本课程主要围绕“地球，我们的家园”这一

主题展开，内容涵盖了地球的基本知识、地球资
源、环境问题以及人类如何保护地球等多个方
面。通过引导学生从自己身边可触可感的资源
出发，理解地球的独特性和脆弱性，培养学生的
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本课程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培养

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通过引导学生从身
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学生将逐渐认
识到保护地球的重要性，形成爱护地球、保护环
境的良好习惯。同时，课程还强调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和
价值观。
二、学情分析
六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初级的抽象思考能力，他们能够理解较为复
杂的生态系统原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大多
数六年级的学生对于地球和环境都抱有一定的
热爱和关心，他们愿意了解和学习相关的知识。
然而，由于他们的年龄和认知水平限制，他们可
能难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环保行动，或
者对于环保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
此年龄段的学生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对社会问题表现出初步的关注和担忧。可
以通过媒体、家庭或学校活动接触到环保知识
的经历，比如参与过垃圾分类、植树造林等实践
活动。
三、教学目标
1. 懂得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与自

然万物共生共存，和谐相处。
2. 初步认识到人类离不开大自然，要热

爱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
3. 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通过自己的努

力，为保护大自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四、教学流程
（一）神州———志在航天向天歌
1.英雄归来 见证辉煌
2024年 4月 30日 17时 46分神舟十七号

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 17 返
航现场视频）
2.星海扬帆 航天逐梦
航天梦，中国梦，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向

着梦想不断远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中国人
探索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这也激励着星空下

的人们追梦不止、奋斗不息。为了我国航天事
业的发展，航天局向青少年发来了邀请函，诚邀
各位同学为我们的航天梦献计献策，成为我们
航天梦的宣传员。（以神州 17纪念徽章作为本
节课的奖励）
3.逐梦星辰 共赴星河
小时候，我们仰望星空，经常会产生这样的

疑问，“星空以外的景象会是什么样呢？”四年级
我们学了科学课，懂了宇宙中除了地球还有好
多星球，我们又好奇地问“其他星球有人类居住
吗”“有外星人吗”“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星球居
住呢”？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人类真的离不开地球吗？就让我们一起走

进新领域探索计划，新领域探索计划分为两个
计划：一是移居计划，二是创造计划，地球居民
们，该选择哪个计划呢？
（二）唯一———感知地球的珍贵
1.探索宇宙 寻找答案
探讨为什么人类要探索宇宙。
预设：好奇心、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了解更

多宇宙规律、寻找地外家园。
我们对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比如探月计

划、火星探测等，都希望可以在其他星球找到生
命体，从而找到另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星球。
从神州十七航天员返回地面时携带的装

备，具有特殊的作用。
为什么要给航天员们配备如此笨重的装备？
原因 1：地球以外的太空，不适合人类生

存。这些航天服之所以重达 240斤，是因为其
设计了多重保护装备，以保证航天员能够在极
端的环境中生存。
原因 2：除了它本身的复杂结构之外，或许

还因为它承载了人类过去的梦想和未来的命运。
2.地外世界 无法生存
播放视频“人类在太阳系其他行星能活多

久”结合八大行星氧气水温度对比图，谈感受。
进一步感知地球是我们唯一家园。移居计划宣
告失败。
请两位同学进行配音表演“地球上最伟大

的表演”，感受地球家园的生机勃发。
小结：地球是我们人类美好的家园，大自然

是我们的母亲。她生产充足的食物，供我们果
腹充饥；她奉献丰富的土石和森林，供我们建房
造屋；那牧场上的羊群、蓝花的亚麻田和中国的

桑蚕编织物，让人类的抵挡住酷暑严寒。
3.模拟生态 感受环境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一个透明容器中模

拟人类生存环境，将需要放置的资源环境等部
分的模型，放入适合的位置，通过自己的设
计，看看是否可以实现正常的生态圈运转。该
活动在课前一个月开始安排实施，课上进行成
果汇报。
要用生态箱模拟地球的生态环境，我们需

要尽量还原地球上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和环境
因素。
4.生物 2号 惨遭失败
美国也做了一个模拟生态圈的实验，命名

为生态圈 2号。观看视频了解生物圈 2号实验，
回答其带来的启示，目的，结果，内部结构，说明
等相关内容。随着该实验的失败，宣告创造计
划的终止。
结论：适宜的温度、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淡

水、脚下的土地、入口的粮食、恰当的重力等等，
都是地球生态系统赐予我们的，以目前的认知，
这个系统独一无二，无法替代。
（三）和谐———感悟其相处之道
1.山河着色 自然为名
《地球不能没有这些颜色》熔岩玄黑、森林

苍绿、湿地朱红、沙漠灿黄、冰川莹白、深海蔚
蓝、湖水渌青、山脉凝紫……这些都是地球的本
色。俯瞰地球了解不同的地形，明白不同颜色
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人类暂时无法
移居其他星球，也没有办法创造另一个宜居环
境。地球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该如何与
地球相处呢？
2.古老智慧 哈尼梯田
以哈尼梯田为例，哪里有梯田、河流、森林

以及村寨，它们会分布在山的什么位置？小组
合作，在教师准备的梯田示意图上，将房屋、鸭
子、稻米等的模型摆在合理位置。小组讨论 2
分钟，摆一摆，并说明理由。
3.观看视频 总结分布
同学们的想法都富有新意，哈尼族人是如

何做的呢？通过视频，我们了解了从高到低的
依次顺序为森林、村寨、梯田、河流。这是哈尼族
人因地制宜建构的“高山森林，中山村落，低山
梯田，底部河流”的四度同构循环系统，这个古
老的智慧，生生不息，延续 1300?多年。

正因为哈尼人懂得顺应自然，在 2013年 6
月 22日，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 45处世界文化遗产。
4.和谐相处 自然之道
请学生举出其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事例。
（四）守护———争做地球小卫士
图示生态被破坏的相关数据，以及环境问

题带来的危害。
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问题，它是

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环境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那种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人
类使用生态资源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地球自然生
态系统的更新速度，地球，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
已不堪重负。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
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家园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1.角色扮演 亲身实践
A.分组讨论：我们的地球现状
B.角色扮演：保护地球的行动者
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如科学家、政策制定

者、企业家或普通公民，讨论他们在环境保护中
的责任和作用。
C.实践活动：校园清洁行动，减少、重用、回

收（3R原则），减少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种植植物活动；能源节约竞赛；创意环保实践，
课下学生选择一项或多项进行。可以选择与本

班同学合作，也可以进行亲子活动。两周后，课

堂呈现活动记录。

2.生态之基 绿色之

人类与环境息息相关，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的

辩证关系。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对环境产生影

响，反之，环境的任何改变也直接影响到人类的

生存与发展。人类与环境是和谐共处的关系。

呼唤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仰望夜空，繁星闪烁。

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

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

绿色发展之路！”

为了守护绿水青山，我们中国已经将生

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

体布局。

新时代的好少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我

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

美好。

《地球 我们的家园》教学设计
姻太原市万柏林区公园路小学 李文华 郭文亮 刘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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