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三等奖教案:《雷雨》

意大利 陈敏华

一、使用教材：《语文》（二年级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课文题目：第十八课《雷雨》

三、教学对象：二年级学生（7-8周岁）

四、教学目标：

1.会认“压、乱、垂、虹”4个生字，会写 12个字。

2.通过看图结合学文，知道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自然界出现的不

同景象特点，激发学生观察大自然的兴趣。

3.能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有留心观察天气的兴趣，能写观察日记。

五、重点难点：

1.重点：图文结合，知道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自然景象特点。

2.难点：通过准确的用词造句来表现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自然界

出现的现象和特点。

六、教学方法：自主探究识字、朗读感悟。

七、教学准备：生字卡片、教学课件。



八、课时安排：两课时

九、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5分钟）

1.课件出示猜谜语：千条线，万条线，落河里，看不见。---雨

2.给“雨”找朋友。

3.说说描写雨的诗句。

4.导入：大自然是神奇的魔法师，就连雨也是变幻莫测，雨，到了春天，

就是绵绵细雨，十分温柔，可是一到夏天，就经常是雷雨了，景色又不同了。

回忆一下，说说你经常看到的雷雨的景象是怎样的？

5.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自读自悟，学习生字（10分钟）

1.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认识的字看课文下面

小圆圈里的生字和拼音，也可以问同桌或请老师来帮忙。

2.识记生字“压、乱、垂、虹”。

1）过渡：现在老师把课文里的生字请到屏幕上了。（课件出示生字）谁

来读一读并帮它交朋友。

2）出示卡片：压下来、乱摆、垂下来、彩虹。老师范读，学生跟读。

3）这些生字可调皮了一下子跳到课文中去了，看谁用最快的速度在课文

中找到带有这些生字的句子。

4）课件出示句子，齐读

a.压──压下来；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

b.乱──乱摆；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

c.垂──垂下来；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



d.虹──彩虹；一条彩虹挂在天空。

3.初步了解课文

1）现在老师这有三幅图画 abc，你能不能仔细地观察，哪幅图是第一幅

图，哪幅图是第二幅图，哪幅图是第三幅图？并说说为什么要这样排。

2）这篇课文就是按雷雨前中后顺序来写的，想：课文哪几个自然段是

写雷雨前的景象？哪几个自然段是写雷雨中的景象？哪几个自然段是写雷

雨后的景象？（板书：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

三、学习课文，1—3段落。（25分钟）

1.指名分别读雷雨前 1—3段落，其他同学边听边想：哪些句子告诉你，

这是要下雷雨了？

2.讨论交流：

（1）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

a读了这句，你感觉怎样？并把这种感觉读出来。（乌云黑，多，低；空

气很闷）

b（出示“压”生字卡片）请学生用手把自己的书角压一压，感受从上

往下用力就是压。

c那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又是怎样的呢？（课件出示满天乌云

压下来的画面）

这时你又有什么感觉，请用“乌云越来越密，我感到越来越＿＿＿＿＿。”

d这都是“压”带给我们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再读这句话。

e小结：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了乌云密布是要下雨了。（板书：乌云）

（2）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

a读了这句，你感觉怎样？从哪个词体会到的？

b（出示“乱”生字卡）请学生用“乱”组词，从词语中引导体会“乱”



是没有秩序的意思。

c树枝被吹得乱摆，说明什么？树枝摆得越来越乱，风就刮得越来越＿

＿＿。

d带着这种感觉再读这句话。

e小结：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了狂风大作是要下雨了。（板书：大风）

（3）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

a风刮来了，被蜘蛛知道了这个消息，它做了两个动作，请读这个句子

把它找出来。（垂、逃）

b课件播放蜘蛛从树上垂下逃走的情景，体会“垂”的意思。通过“垂”

体会蜘蛛此时的心情

c指导读描写蜘蛛的这句话。

d要下雨了，其他的小动物们都在干什么？（出示：要下雨了，——）

（4）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

a（播放雷雨前闪电雷声的动画）体会“越来越亮，越来越响”。

b如果你来给雷公公用“轰隆隆”给它配音，你会怎么读“轰隆隆”

c带着这种感觉再读这句话。

d（句式训练，出示句子）用“_____越来越______”说句子。

e小结：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了电闪雷鸣是要下雨了。（板书：闪电 雷声）

3．带着自己的感觉把 1—3段落连起来读一读

四、学习课文， 4—6段。（10分钟）

1．雷雨来了，你们看（出示文中图 1，配上雷雨声音），你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2．默读 4—6段落，体会雷雨中的情景变化。

a出示句子：哗，哗，哗，雨下起来了。为什么用 3个“哗”？该怎么读



这 3个“哗”？（板书：下起来）

b为什么“往窗外看去，树哇，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板书：越下

越大）

c“渐渐”什么意思？两个“渐渐地”说明了什么？用“渐渐地”说一

句话（板书：渐渐变小）

3．有感情的朗读。

五、课堂小结后，下课休息

第二课时

一、复习。（5分钟）

1．卡片认读生字词

2．根据板书复习雷雨前、雷雨中的景色

3．上堂课我们知道课文讲了雷雨前、雷雨中的景色，这堂课我们要去

看看雷雨后具体的景象。

二、学习课文，7—8段。（20分钟）

1．导入：夏天的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雷雨后

的美景，你们闭上眼睛听老师朗读 7—8段，你仿佛听到什么？看到什么？

闻到什么？（配乐）

2．让学生充分交流。

a出示蝉图片，简介蝉的资料，知道蝉的另外一个名称是“知了”。

b刚才逃走的蜘蛛又坐回了蜘蛛网，从“坐”这个字，你可以看出蜘蛛

此时怎样？（悠闲）

c雨后为什么会出现彩虹呢？（出示资料，请同学读）知道彩虹有哪几

种颜色吗？彩虹在天空出现文中用哪个动作词？（挂）引导学生从“挂”字

体会彩虹的美丽。



3．（播放雨后动画），看着画面，听着音乐学生齐读 7—8段落。

4．老师发现雷雨前与雷雨后大不相同。雷雨前的乌云，雷雨后（走了）；

雷雨前的大风，雷雨后（小了）；

雷雨前的闪电，雷雨后（不见了）；雷雨前的雷声，雷雨后（不响了）。

（教师板书： 走了 小了 不见了 不响了）不知不觉我们编了一首小诗

了。我们继续说，“雷雨后，什么怎么了”（如：花儿更美了，树更绿了……）

三、总结，拓展。（3分钟）

1．雨后天晴的彩虹是美，景色是那么美，让我们一起欣赏雨后大自然

的美景吧！（课件出示：雨后图片展播）

2．大自然是神奇的魔法师，他创造了五彩缤纷的世界。走进大自然，

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乐趣，发现更多的秘密。不过，只有细心的孩子才能感

受到，让我们一块用明亮的眼镜去观察吧，去发现吧。

四、生字书写指导。（10分钟）

写字指导。（生归类分析字行，说发现。）指导：“彩”字右边的“三撇”

是上下排列的，起笔处要在一条垂线上，第二撇起笔处在横中线上。“蜘”

字中的虫字旁要写得瘦长，虫字旁的“扁口”上宽下窄。“垂”字上边的撇

要写得短而平，下面的横逐渐加长，最后一横又要缩短。学生先把每个字临

写一个，对照总结之后，再临写一个，争取第二个比第一写得好。

五、 布置作业（2分钟）

1．抄写生字并组词

2．完成课后习题：读读抄抄

3．背课文

4．留心观察天气变化，写一则观察日记



板书设计：

雷雨前：乌云 大风 -闪电 雷声

18 雷雨 雷雨中：下起来--越下越大--渐渐小了

雷雨后：走了 小了 不见了 不响了

教学后记

我在国内公立小学从事语文教学十七年，深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海外从事中文教学工作中，我发现在意大利的孩子学中文，不是必须的，

中文只是他们的第二语言，甚至很多孩子是被家长强迫来学中文的。所以，

充分培养学生学中文的兴趣，维持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中为学生创

设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富有趣味的学习情境是必不可少的。在《雷雨》教

学中，多媒体课件的运用增强了学生的直观感受，撞击学生的情感，让学生

更好地去感悟，去朗读，所以在观看图画或者动画后，我及时引导学生去朗

读课文，把看图与读文有机结合起来去感受雨前、雨中和雨后的不同特点，

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联系生活实际感受“压”，图文结合增强学

生的想象感受；学生对“垂“字的理解有困难，用文字解释也比较复杂，所

以我采用多媒体直观手段，让学生一看就明白了蜘蛛是怎样垂下来快速逃走

的。课堂上学生学习兴趣很浓，能够进入角色带着自己的见解朗读句子。当

然也有不足的：朗读时，提倡个性朗读，但当时的我被自己脑中的几种读法

所限制而没有提倡和鼓励个别学生的方法，我应该更多关注学生的发现和见

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