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二等奖教案：《哥哥去学校》

意大利 沈雨琳

教材：《汉语》第一册第六课 《哥哥去学校》

教学对象：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学校小学一年级学生（7-9

岁）

课型：综合课

课时：90 分钟

学情分析：

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一年级的孩子多为浙江温州华裔，他

们虽然是华人，但是在学校说意大利语，在家又往往说的是

温州方言，因而接触普通话的机会并不多。此外，他们汉语

学习明显的特点就是口语水平明显高于书写水平，因而老师

在课堂上应该花一定的时间来给孩子练习汉字的书写，为今

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面对这样一群年幼

而活泼好动的孩子，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吸引他们的



注意力，尤其是经常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使课堂变得趣味

十足，这对于老师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教案设计

第一部分 总体设计

一、 教学内容

1.10 个生词

2.句式：①XX+去哪儿？ ②XX+（不）去+地方

3.5 个句子和一篇课文

4.汉字书写笔画“横折钩”和“提”

二、 教学要求

1.正确拼读并理解生词、课文

2.辨析“早上”与“上午”

3.“横折钩”笔势的变化；“提”与“横”的辨析

4.掌握句式“XX+去哪儿？”和“XX+（不）去+地方”

的用法，以及时间状语的位置，能够用这两种句式完成简单

的交际任务。

三、 教学方法

讲授法、演示法、讨论法、游戏法

四、 教具与多媒体运用

PPT、板书、词语卡片、迷宫图纸

五、 教学设计流程

本课基本教学步骤分为“你画我猜，初识生词”、“迷宫



探险，学习新课”、“要点总结，复习巩固”、“课后操练，创

意无限”这四个关节。其中重点环节为“迷宫历险，学习新

课”部分。在学习新课时，老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学生带

入“龙骑士迷宫历险”的情境中来，带领孩子首先认识生词、

掌握语法，进而在理解句子、课文的同时进一步巩固语法和

词义，最终实现能读、能写、会用的学习目标。

第二部分 教学过程

一、 你画我猜，初识生词（10 分钟）

游戏：请一位学生上台，根据其他学生的表演从“爸爸”、

“妈妈”、“哥哥”、“姐姐”、“老师”、“学生”等词（标注拼

音、图片）中挑选相应的词，表演的学生不能直接说出这个

词，但可以用汉语辅助动作。

设计意图：本课的生词在意义的理解上没有难度，同时

加入前课所学词汇，又起到复习巩固的效果。一个简单的游

戏不仅能够迅速的使孩子兴奋起来，进入学习状态，更重要

的是让他们在“你画我猜”的过程中加深对生词的印象，完

成词义与字形的初步联结。

二、 迷宫历险，学习新课（60 分钟）

故事背景：遥远的雷尔山上住着一条邪恶的巨龙，它常

常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来到山脚下的村庄，喷出火焰烧毁村民

们的庄稼和屋子。勇敢的龙骑士决定打败恶龙，但他必须集



齐 3颗魔法水晶石才能够拥有打败恶龙的力量。而恶龙的手

下邪恶巫师将龙骑士骗到了危险的迷宫里，请你帮助龙骑士

走出迷宫，拿到魔法水晶石吧！

1.第一关：“初遇生词，挑战语法”（35分钟）

①用图片讲解“学校”、“厕所”、“教室”、“爷爷”、“公

园”、“医院”、“幼儿园”

②辨析“早上”与“上午”：“早上好！”（天亮以后到 9

点前） “上午好！”（9点到 12 点）

③讲解“去”

板书： 哥哥去教室。

爷爷去厕所。

我去幼儿园。

老师不去公园。

老师去 。（展示学校图片）

姐姐去 。（展示医院图片）

总结：XX+（不）去+地方。请学生使用此句式造句。

游戏：完成课本 24 页的迷宫，看谁走得最快，并且用“XX

去 XX”的句式说出来。

④讲解“哪儿”

老师蒙住前面例句中的地点，问：“现在我们不知道这

些地方，应该怎么问呢？”可以提示学生使用生词“去”、“哪

儿”。



板书： 哥哥去哪儿？哥哥去教室。

爷爷去哪儿？爷爷去厕所。

你去哪儿？ 我去幼儿园。（注意：此处人称变

化）

PPT 补充：

明天老师去哪儿？ 明天老师去学校。

早上老师去哪儿了？早上老师没有去公园，老师去学校了。

总结：在表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时，句子的最后要加上语气词

“了”，并且否定词要从“不”改为“没有”。

游戏：请学生用学过的句型编一个小故事，比比谁编得更有

趣。

设计意图：对于一年级孩子来说，语法的直接讲解必定

难以理解，而老师列举大量例句的意图，就是让学生自然习

得“去”这个动词的基本用法。请学生造句时要强调“去”

后面加上表示处所的名词，避免产生“爸爸去上班”、“姐姐

去学习”这样的例句，此处“去”的意义虚化，表趋向，且

用法比较复杂。

2.第二关：“偶遇句子，认识课文”（10 分钟）

①句子：老师带读句子，同时展示“学校”、“厕所”、“教

室”“公园”的图片巩固记忆。然后学生个别朗读。

②课文：先听老师读，学生跟着浏览课文；然后老师逐

句带读、学生个别朗读；最后请学生抢答提问：“妈妈去哪



儿？”“我去哪儿？”“哥哥去哪儿？”

设计意图：句子的理解对孩子来说不难，因而反复朗读句子

的目的在于老师可以通过卡片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于生词的

记忆。而在阅读课文时，老师则通过简单的问答来初步培养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检验学生对于生词的记忆是否牢

固。

3.第三关：“汉字求援，下笔有神”（15 分钟）

老师示范书写，学生随着老师的书写边写边报出相应的

笔画名称，然后自己在田字格中临摹，注意汉字在田字格中

的整体位置。

①强调“她”中“横折钩”笔势的变化，请学生对比感

受笔势变化前后的“她”哪一个更美。

②强调“提”与“横”的区别及书写方向。

③利用口诀、字形特点帮助学生记忆汉字，如“哪儿开

口问”、“厕所顶上搭凉棚”、“医院不关门”等等。

设计意图：一年级的孩子初学汉字，对于字形的整体把

握较差，老师尤其要注意个别笔画的书写细节，打好汉字基

础。此外，有趣形象的口诀可以帮助孩子记忆汉字字形。

故事背景：龙骑士在小朋友们的帮助下，成功拿到了 3

颗魔法水晶石，打败了恶龙！

三、 当课小结，复习巩固（15 分钟）

复习生词，强调“去”和“哪儿”的用法，并带读例句、



课文。

四、 课后操练，创意无限（5分钟）

用“去 XX”、“不/没有去 XX”的句式说一说龙骑士勇闯

迷宫，挑战恶龙的故事。

教学后记：

一年级的课文只有寥寥几句，十分简单。然而如何将这

简单的课文上得有层次感、有节奏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这堂课在学习新课的过程中加入故事情节，对我来说是

个不小的挑战。自己编纂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要让学生有身

临其境之感，就少不了老师讲述时生动而富有感情的语言，

少不了一份精心制作的 PPT。事实上，课堂的实际效果也基

本达到了我的预期。“龙骑士勇闯迷宫”的故事，让一些平

时比较调皮，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男孩子也能够被故事情节吸

引，专注于课堂，这令我十分欣慰。

在认知与能力目标的完成上，学生也基本都能够领悟到

“去”的基本用法。在造句过程中，的确有学生说出了“我

去上学”这样的句子，我的处理方法是首先肯定这句话的正

确性，然后提出：“可不可以换一个表示地方的词呢？”通

过这样的引导，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目标。

汉字书写方面，“提”与“横”这两个笔画的辨识一直

就是个难点，如果将经常写错的同学叫到黑板上来写，再进



行纠正，这样能够一定程度上加深学生的印象。中华汉字之

博大精深，字音、字形、笔画、笔顺……在教学方法上也着

实存在着许多待填补的空缺。浅薄之见，望与各位老师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