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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陈倩

课型：新授课

课时：1 课时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认识“糕”“誊”等生字，理解并积累“腼腆”、“得意洋洋”、“歧途”等词语；

积累文中关于人物动作、语言、心理活动描写的佳句；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

课文主要内容，理解父亲母亲对于巴迪的诗为何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合作探究，体会作者理解父爱母爱表达方式不同的心路历程，提升移情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对课文的学习，能够理解父母表达爱意的不同方式，体会母爱的宽容、父爱的严苛。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说父母两种不同的评价包含的都是爱。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体会巴笛的成长过程中为什么需要两种爱的声音。

教学工具(或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析题设疑，导入新课

教师板书课题，请学生大声朗读课题，并设疑导入课文：“‘精彩极了’是什么意思？

‘糟糕透了’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们上面都有引号，引号一般是引用别人的话，到底是谁

有这样完全相反的评价呢？又是关于什么的评价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文《“精彩极了”

和“糟糕透了”》”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一）解决字词

1.自主探究：学生自读，读准字音，找出生词，借助工具书自主学习生字，如“腼”“腆”

“誊”等，教师巡视指导。

2.检查反馈：教师根据交流情况正音、析字形，对比记忆字形，如“拳”与“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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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内容

1.提问：课文讲述了一件什么事？

要求：学生自主阅读，教师点名学生概括文章内容，个别学生补充完整，注意事件的

完整。

明确：巴迪童年时写了一首诗，得到了父母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这两种评价都对他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迪长大成为一名作家后，慢慢明白了父母的极端评价其

实是两种不同方式的爱。

三、研读课文，深入分析

（一）母亲的“精彩极了”

1.提问：母亲读过“我”的诗后，是什么反应？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明确：①“眼睛亮亮地、兴奋地嚷着”（神态）

②“巴迪，真是你写的吗？多美的诗啊！精彩极了！”（语言）

③“她搂住了我”“她再次抱住我”（动作）

2.提问：母亲的心情如何？“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反应如何？

明确：兴奋；既腼腆又得意洋洋

（二）父亲的“糟糕透了”

1.提问：听完母亲的评价，“我”对父亲的评价又有什么期待？为什么？从哪些表现可

以开出我的期待？

明确：“他一定会比母亲更加赞赏我这首精彩的诗”；母亲的评价给了我自信心，我

敬仰父亲，他写过好多剧本；“迫不及待”、“立刻”“整个下午”......

2.提问：父亲对“我”的这首诗的反应是什么？从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明确：“对不起，我自己会判断的”“我看这首诗糟糕透了”......（语言、动作、

神态）；父亲认真读了“我”写的诗，但是他认为这首诗很糟糕。从中体会到

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

3.提问：听到父亲的评价时，“我”又有什么表现？表明了我怎样的心情？

明确：“我的眼睛湿润了，头也沉重地抬不起来”......（动作、心理）;失望、伤心

（三）成年后的体会

1.提问：几年后成长的巴迪是如何对待父母的评价的？说明了什么？

明确：8 岁时他认为妈妈的评价是赞扬，爸爸的评价是批评。到 12 岁时他认为妈妈的

评价是鼓励，爸爸的评价可以帮助他改进。说明母亲自始至终都是在包容“我”、

鼓励“我”，父亲对“我”的评价是否定中有肯定，批评中有鼓励。

2.提问：理解最后一段话的含义

明确：母亲的赞扬和父亲的批评都是他们爱我的方式，正是由于这两种爱的保驾护航，

“我”才能收获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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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归纳小结，深入理解

分小组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说自己的收获。

五、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1.读读课文，积累你认为写得好的语句

2.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你感受的父爱母爱的不同。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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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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