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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教材： 《汉语》第一册第六课（暨南大学出版社） 

二、课文题目：《我叫王小华》   

三、教学对象： 小学一年级毕加索班 

四、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词的读音、写法和意思。 

2.能根据情境用“„„叫什么名字”和“„„去哪儿”两个句

式提问和回答。 

五、教学重点： 



1.重点生词：“叫”、“名字”、“教室”、“去”、“公园”、

“哪儿”、“哪里”。 

2.重点句式：“„„叫„„”、“„„去„„” 

六、教学难点：“叫”、“去”、“哪儿”、“哪里”意思的

理解。 

七、教学方法：图画法、情境法、语境法 

八、教学用具：图片、生词卡、拼音卡、计算机(powerpoint

课件) 

九、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3 分钟） 

    口令: 

师：一二三， 生：要安静。 

师：二四六， 生：挺起胸。 

师：一三五， 生：神集中。 

（二）复习旧课（5 分钟） 

    教师起头，学生齐背《我爱爸爸，我爱妈妈》 

“大地时小花的家。 

大海是小鱼的家。 



这是我的家。 

小花爱大地。 

小鱼爱大海。 

我爱爸爸，我爱妈妈。” 

（三）新课讲练（62 分钟） 

1.生词和语法学习： 

“六、叫、名字、教室、去、公园、哪儿、哪里/„„叫什么名

字？„„去„„” 

（1）掌握读音（10 分钟） 

 A.出示生字卡和拼音卡，教师领读三遍，全班齐读三遍，每个

小组齐读两遍，指名读，纠正个别发音不到位的地方。每个生词的

教学循此顺序，逐一进行。每教完一个生词，就把这个生词的字形

卡和拼音卡贴在黑板上。 

  B.做游戏看效果：教师拿一小皮球，依次抛给七名学生。教师

将黑板上的七个词的拼音卡打乱顺序，分给七名同学，让他们把拼

音卡放在黑板上对应的词语上方，并大声读出这个词语。 

  C.教师拿掉拼音卡，全班齐读生词，小组齐读，教师指名读。 

（2）理解意义及重点句式学习（25 分钟） 



 A. 六 课件出示阿拉伯数字 6 和六个人的图画，学生读“六”；

依次显示阿拉伯数字 1、2、3、4、5 和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四个人、五个人的图画，使用动画效果，突出数目的变化。让学生

在复习“一二三四五”的基础上，悟得“六”的数目意义。 

  B. 叫、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教师拓展领读：叫——我叫王小华。——我的名字叫王小华。

——我哥哥叫王大华。 

师师问答——教师指自己，说：“我叫吕茂峰。吕茂峰是我的

名字。我的名字叫吕茂峰。”然后指着一名学生说：“丽仁是她的

名字。她叫什么？她叫丽仁。她的名字叫丽仁。” 

 师生问答——师：我叫什么名字？生：你叫吕茂峰。师：她叫

什么名字？生：她叫丽仁。师：她叫什么？生：她叫丽仁。 

 生生问答——教师先组织两个学生示范，用“你叫什么？”和“你

叫什么名字？”互相问答。然后全班两人一组练习问答。最后让学

生两人一组上台问答表演。 

 C.教室、公园、去、哪儿、哪里/„„去哪儿（哪里）？„„

去„„ 



 展示一般的教室图片，和词卡“教室”放在一起，学生读“教

室”，然后课件显示教师自拍的学生教室照片，领读：这是教室。

这是我们的教室。 

扩展领读：去——去教室——我们去教室。 

小组轮读：去——去教室——我们去教室。 

指名读：去——去教室——我们去教室。 

展示公园图片，和词卡“公园”放在一起，学生读“公园”，

教师领读：公园——这是公园。 

扩展领读：去——去公园——他们去公园。 

 小组轮读：去——去公园——他们去公园。 

 指名读：去——去公园——我们去公园。 

展示课件动画：一边是公园，一边是教室，两学生在公园和教

室的中间，先是不断转向，不知往哪个方向走的样子；然后面朝教

室走去。配合动画， 

 教师领读：我们去哪儿？我们去教室。 

 全班齐读：我们去哪儿？我们去教室。 

 指名读：我们去哪儿？我们去教室。 

 全班分成两组互相问答：我们去哪儿？我们去教室。 



 展示课件动画：一边是公园，一边是教室，两学生在公园和教

室的中间，先是不断转向，不知往哪个方向走的样子；然后面朝公

园走去。配合动画， 

 教师领读：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公园。 

 全班齐读：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公园。 

 指名读：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公园。 

全班分成两组互相问答：他们去哪里？他们去公园。 

再次展示“我们去教室”的动画，师问：我们去哪里？生答：

我们去教室。教师板书：哪儿=哪里。 

（3）掌握字形（15 分钟） 

课件动画显示生字笔顺，学生起立空写（空写：用手指跟着动

画运动的方向做动作），然后在方格本上书写这十二个生字，每个

生字写 3 遍。教室巡回指导书写不到位的地方。 

2.课文情境练习（12 分钟） 

         “我叫王小华。 

         他是我哥哥。 

         他的名字叫王大华。 

         我们去学校。” 



（1）熟悉课文 

 教师逐句领读——全班齐读——小组轮读，每组一句——教师

指名读。 

（2）情境问答 

 教师把课文配图指示给学生。教师指着后面的弟弟问：他叫什

么？学生答：他叫王小华。教师变换语气再问：他叫什么名字？学

生答：他叫王小华。教师再问：他的名字叫什么？学生答：他的名

字叫王小华。 

 板书：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 

教师指着前面的哥哥问：他叫什么？学生答：他叫王大华。教

师变换语气再问：他叫什么名字？学生答：他叫王大华。教师再问：

他的名字叫什么？学生答：他的名字叫王大华。 

教师问：他们去哪儿？学生答：他们去学校。 

（四）巩固练习（6 分钟） 

 1.读生词：全班读——小组读——个别读 

2.读句子：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王小华。你去哪儿？我

去教室。他去哪里？他去公园。 



3.做游戏读课本“学词学句”部分。全班分成三组，第一组读

“叫”，第二组读“我叫王小华。”第三组读“我的名字叫王小华。”

以下句子拓展教学循此法。 

（五）课堂作业（4 分钟）  

 学生以课文为据，以王大华的口吻说话填写： 

 他叫 （   ）。我的名字叫（  ）。我们去（   ）。                

               

教学后记 

将编辑意图情境化。 

 在华语教学实践中，教师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直接用华语教

华语；一是将教学活动交际化。第一个问题解决不好，教师就会迁

就学生，用媒介语翻译。这样做从一堂课的教学看起来很有效，但

长此以往，学生会养成依赖心理，不能形成直接用华语思维的习惯，

而且学生在媒介语和目的语之间跳来跳去，很容易混淆两种语言的

表达习惯。第二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照本宣科，不能将教材作为

活的教学材料。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老师让学生背课文背得很熟，但

学生只是记住了发音而已，并没有真正理解意思。基于以上两个原

因，本人的教学设计并没有按照课文的顺序呆板地走程式，而是深



入理解教材编者的编辑意图，并将编辑意图化作情境化的交际，此

举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如，“学词学句”中的“叫——我叫王小华——我的名字叫

王小华”，如果直接教学生反复读，除了学生已经学过的“我”，

其它像“叫”、“名字”学生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将这

个设计看作是编者的自我介绍，我们的设计就会贴近学生。学生知

道他的老师和同学的名字，本人就把“王小华”换成本人和班内的

学生，学生结合情境立马就悟出了“叫”和“名字”的意思。理解

意思之后再组织学生展开多方位的对话操练，这样就把教材教活了。 

 从形式上看，本人并没有按教材的顺序，先“学词学句”，再朗

读课文，教材内容似乎只是本人组织学生进行练习的材料。但本人

的设计自感深得编者精髓。正因为如此，教学主要内容完成后，让

学生做游戏读“学词学句”和课文，他们感到十分顺畅，从而因有

成就感而满怀信心。用课文进行练习的时候，通过人称变换操练，

再次体现了本人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的教学理念。 

 稍显不足的是，操练的形式有程式化之嫌。但这套程式学生熟

悉之后，也有益于他们跟上教学节奏。再就是游戏成分应该再多些，

这样方能增强趣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