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701  

教学实践 

部编本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和大人一起读”小兔子乖乖 
◆罗天姝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明通小学） 

 
教学目标： 
1、学习用普通话朗读《小兔子乖乖》。 
2、让学生了解“和大人一起读”这一栏目的方法。 
3、激发学生读书兴趣，让学生刚上学就喜欢语文，喜欢读

书。  
教学重点：和老师通过不同方法读《小兔子乖乖》。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读书兴趣，让学生刚上学就喜欢语文，

喜欢读书。 
一、激趣导入。 
1、孩子们爱读故事吗？你都看过哪些故事？这个教材多了

一个栏目叫——（和大人一起读） 
对，今天就和我这个大人一起读吧。 
2、我们今天要读内容的题目叫：（生齐回答）小兔子乖乖。 
设计意图：充分利用孩子已有的生活经验、学习成果，激发

孩子学习兴趣。同时让孩子明白，“和大人一起读”中的“大人”
可以是老师。 

二、学会看图。 
1、打开一本书，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图） 
2、其实故事中的插图就会告诉我们一部分故事内容，那我

们就先来看看图，看看今天要读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呀？（生看） 
3、来！我们一起看看第一幅图，你看到了些什么呀？第二

幅图呢？小兔子怎么知道是大灰狼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设计意图：儿童，尤其是低龄孩子，他们很喜欢看书中的插

图。而这些插图很多都不再是点缀，而是重要情节的再现。孩子
在“读图”的过程中获得感知，降低了理解文字的难度，因此设
计在学文之前先教会孩子们看图。 

三、多形式读。 
1、图画看完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旁边的文字，这是一

首儿歌。 
先听我读一读，听的时候用手指着书，遇到不认识的字，重

点记一下。 
2、这回你们学着我读读，注意我的节奏。 
3、想不想自己也来试一试？好，自己张开嘴来读，还有不

认识的字可以借助图片猜一猜，也可以问问老师或小声请教周围
的同学。 

4、大家读得可认真了，谁愿意起来读一读。 
5、还有谁愿意读？这么多啊，那读给同桌听听。读错的地

方同桌要及时纠正。 
设计意图：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儿歌，孩子们从小就会，即

便不认识字也可以读出来。我们正好利用这一点，让孩子们重点
记忆，学习生字，根据生活经验、已学知识猜生字，也是识字的
好办法。除此之外还可以请教他人。这个环节虽有多次“读”，
但所达到的目标却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这样的读是有层次的、
高效的。 

四、讲述故事。 
1、那我们能不能看着图，想着刚刚的儿歌编一个故事呢？ 
2、老师也来讲讲这个故事。 
3、实际上这个儿歌就是故事中小动物们——生：说的话，

我们现在来用他们的语气来读。谁愿意和我一起读？（师生配合
读） 

4、这回咱们加上动作再来读一读吧。 
设计意图：讲故事的目的是为孩子更好的读“搭桥”。孩子

们在故事中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读出来的文字更有感染
力，这也是对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讲故事也是对低段孩
子语言表达的训练。 

五、表演故事。 
1、谁愿意上前面来把这个儿歌演一演？ 
2、还有哪组想来表演，哦，这么多，那这样，其实我们每

个角色都可以尝试，老师讲故事，你们来表演。 

设计意图：进一步增强阅读趣味，体会和别人一起读书的快
乐。 

六、说说道理。 
你喜欢这只小兔子吗？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设计意图：从第二个环节到第六个环节，意在让孩子尝试不

同的阅读方法，开拓阅读思维，同时有利于孩子回家后和大人顺
利开展“和大人一起读”活动。 

七、儿歌拓展。 
1、像这样耳熟能详的儿歌还有很多，老师这里还有一首《数

鸭子》，仍然先听我来读，小手指指好，记得不认识的字要重点
记录一下。 

2、来和我一起有节奏地读读（老师领读），自己在下面用你
喜欢的方式再来读一读，还有用其他方式读的吗？ 

设计意图：用类似的孩子们熟悉的儿歌进行拓展，对当天学
到的方法及时巩固，已达到课内学习课外延伸的目标。 

八、总结。 
像这样的儿歌还有很多,回家我们可以和大人一起，先听大

人读一读，在学着大人的样子读一读，也可以唱一唱、演一演，
让我们爱上读书，在和大人读书中找到乐趣。 

板书：和大人一起读 
      小兔子乖乖 
案例分析： 
“和大人一起读”是部编教材《学习园地》中一个全新的栏

目，意在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大人”指
谁？如何“一起读”？成为了很多人的疑问。“大人”可以是父
母、祖辈、也可以是邻家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当然也可以是
老师。老师作为亲自共读活动开展的倡导者、指导者和组织者，
首先应该激发孩子阅读兴趣，教授阅读方法，通过“小手拉大手”，
达到让孩子的阅读拥有主动性。 

在教学设计中，一方面，我们通过“读一读”、“讲一讲”、
“演一演”“说一说”等多种形式开展阅读，在激发孩子阅读兴
趣的同时，渗透了阅读方法。这样调动孩子的多感官参与阅读活
动，不仅可以深化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而且让孩子的实践能力和
语言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另一方面，老师要求孩
子们听读时用手指读，将听到的字音和看到的字形一一对应起
来，这样重复多次，儿童自主学习能力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