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汇总8篇)
通过安全教案的实施，学校和家庭可以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在这里，小编为大
家汇集了一些优秀的三年级教案，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教
学设计的思路。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一

1、 通过看动画、听故事理解故事的内容，学习欣赏民间文
学作品。

2、大胆用语言进行表述，积极体验小主人公的行为与情感。

1、多媒体课件;

2、作画纸、笔人手一份。

1、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谁?是什么时候的小朋友?你是怎么
看出来的?

(一)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流传在民间的故事
《神笔马良》。

“从前……他见到什么就画什么。”(看动画)

2、对于马良的做法，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马良是个什么样
的孩子?

(二)继续讲故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原来老爷爷给他的是一支神笔。”

1、马良终于有了一支笔，这个愿望是怎么实现的?



2、这是一支什么笔?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3、马良有了这样一支神笔，他要去给谁画画?

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画小羊)发生了什么事?猜猜马良会怎么做?

2、(画耕牛)同上

3、(画水车)同上

4、马良用神笔帮助了谁?你觉得马良做得怎么样?

5、小结：马良用自己的本领和神笔帮助了有困难的人，真是
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孩子。

(四)幼儿画画续编故事结局

2、幼儿作画

现在请你们把自己刚才想的东西，像马良一样，把它画下来，
让大家看看你都想出了什么好办法。

3、幼儿讲述

2、好，现在老师请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有那些本领，可以用
它怎样帮助别人呢?

3、让我们一起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吧!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二

孤儿马良，从小喜欢学画。他没有钱买笔，就用树枝、草根
在地上、石壁上练画。



村里的财主知道了，就把马良抓来给他画金元宝。马良不肯
画，财主把他关在了马棚里。夜里，马良画了一个梯子和一
匹骏马，翻墙骑马跑了。财主发现了，骑着马追来。马良不
慌不忙，用神笔画了一张弓，一支箭，把财主射死了。

皇帝知道了，让马良给他画一棵摇钱树。马良画了大海，在
海中的小岛上画了一棵摇钱树。当皇帝乘船到小岛上去的时
候，他又画起了大风。大风吹翻了小船，皇帝掉进大海淹死
了。

1、认识9个生字，理解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学讲这个神话故事。

3、通过阅读课文，体会和学习神笔马良的聪慧、善良、正直
和勇敢。并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会讲这个故事，感悟课文内容，用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最
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读中感悟，读中表达。

一、激趣导入，板书课题。

同学们，你们每天都在用手中的笔记录着你们成长的足迹。
假如今天你手中的笔变成了一支神笔，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神话故事《神笔马良》中的主人公马良就
用他手中的神笔做了他想做的事。

二、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1、拼音汉字对照着读课文，要读得正确、流利、有感情。

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有不懂的问题记下来。



2、讨论、交流，教师适时点拨（重点指导学困生）。

三、品读感悟，个性表达，训练语言。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1、2自然段，读后思考：马良

怎样用神笔帮助穷人？画出相关词句，然后练说。（要求：
语言简洁、明了。）

马良用神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良用神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良用神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赏析课文，说说马良是个怎样的人？喜欢哪一段，就读哪
一段，读后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教师随
机板书：善良，聪慧，正直，勇敢。

3、试讲这个故事。

先在小组内讲，再选出代表在全班讲。

四、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师：如果你也拥有这样一支神笔，你会做些什么？

（充分发挥想象，说出自己的想法。注：由于每个学生生活
的环境和价值观的不同，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此时，教
师要及时做出正确的引导和评价）

五、总结收获。

1、说说学了这篇课文，你有哪些收获？



2、把你最想说的话写在练笔本上

（参考题目：1、马良，我想对你说……2、假如我有这样一
只神笔……）

《神笔马良》是一篇深受儿童喜爱、脍炙人口的故事。讲述
了贫苦人家的孩子马良历经坎坷，最后用自己的画笔战胜邪
恶，得到穷苦人民爱戴的故事。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对美好
事物和理想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

全文故事情节生动，通过设计自由讨论的环节让学生走近主
人公马良。问：“你们读了这个故事认为马良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学生的回答是多元的，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看来之前的'发散
思维训练对学生来说奏效了。

学生能够抓住文章的主要故事情节表达自己的想法，如通过
马良不直接给官员画金山，而是先画汪洋大海能够体会到马
良是个聪明智慧的孩子。他在牢里等看守睡熟后在墙上画门
解救无辜百姓、官兵追击，马良迅速在岩石上画马机智逃脱，
这些都能表现他的聪明和智慧。学生抓住马良没有笔在沙地
上画画，在河滩上画画体会到马良做事执着，热爱绘画，持
之以恒。通过他只为穷人画画，毫不考虑自己体会他的大公
无私和善良，以及诚实守信。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三

1、理解课文内容，培养丰富的想象能力。

2、从马良用神笔帮助老百姓惩罚坏官中，受到启发。

3、把故事讲给家人听听。



两课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你喜欢童话故事吗?你知道童话故事的特点吗?童话故事是通
过非常丰富的想象、强烈的夸张、神奇的幻想等手法来塑造
形象、反映生活的.儿童故事。(板书课题)

二、学习课文。

(一)检查预习情况。(小组里准备)

1、小声读或默读，进一步扫清预习时未解决的生字。

2、段序是否标出。

3、《神笔马良》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用自已的话概括一
下)

4、阅读提示中：马良用神笔做了哪些事情?哪件事最让你感
兴趣?

(二)全班交流(请准备好的小组起来回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
平，适时出示课件，理解重点词句。)

三、师范读，生思考：如果你得到了这支神笔，会做些什么
呢?(生各自发表自已的意见。)

四、读故事，想故事，准备讲故事。

第二课时



讲故事比赛，并评出故事大王。(《神笔马良》)

附：练习设计

一、比一比，组成词语。

娃( )记( )逃( )爪( )史( )孟( )

哇( )纪( )桃( )抓( )驶( )猛( )

二、在括号里填上恰当的量词。

一( )神笔一( )田地一( )大门一( )公鸡

一( )快马一( )水车一( )金山一( )图画

三、按要求写词语。

abab:

abac:

abcc:

aabc:

四、读句子，在空白处点上标点符号。

1、马良恨透了大官站着一动不动大声说我不会画

2、大官恼怒了说谁叫你画海快画金山

3、公鸡从墙上飞下来跳到窗口喔喔喔地叫起来

4、一位老艺人在捏面人瞧那形态各异的面人孙悟空猪八戒多



招人喜欢啊

五、给下边的句子加上适当的词语，再读一读。

1、马良画( )耕牛。

2、我( )吃着水煎包。

3、我和爸爸( )去逛书市。

4、小明( )敲电脑。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四

你喜欢故事吗？你读过或听过哪些故事？

这篇课文很长，课前，大家都已认真地预习了课文，现在请
同学们再快速地读一遍，读准生字，读通课文，感兴趣的地
方可以多读读。

1．检查认读难读的词语：

耕地 往颈上一套 干旱 监牢 桅杆 咆哮

拉着犁 吆喝 疙瘩 衙门（小老师领读）

衙门指哪里？旧时官员办公的机关。

2、能用自己的话简单地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吗？

用心画画 得到神笔 帮助穷人 惩治大官

学生回答第一部分内容之后教师适时提醒：你刚才说的这么
长长的一段话老师可以用这么四个字来概括，出示“用心画
画”，谁能学着老师的样也用四个字概括着往下说。



词卡全部贴好后，告知学生作者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把故事
写清楚的。副板书：有序

能用上这几个词再来简单地说说吗？

你们真能干，这么长的一篇课文你们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主
要内容。（边说边大括号标注）

师：我们来看课题，顾名思义，神笔就是……？神奇的，有
灵性的笔。

1．找出总起句：“要什么就画什么，画什么就有什么。”
（你们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找到了）指导朗读。

2．感受神笔“画什么有什么”之神：

师：马良都用神笔画了些什么？请同学们快速地默读课文，
用圆圈圈画出来。（生圈画，师巡视，提醒：细心的同学把
数量词也一起圈起来了）

能用“画 就有 ”的句式来回答吗？（师示范时神奇的语气
强烈些）

（学着老师的样读出神奇的感觉来）

马良用神笔画了很多很多，出示“……”，难怪课文里说
是——引读“要什么就画什么，画什么就有什么”。

这些神奇的画，给了穷人哪些帮助呢？请同学们迅速地浏览
课文，用横线划出来。

画公鸡就有公鸡，公鸡喔喔地叫起来，给人们报晓。 课文没
讲的的内容你做了补充。说出了公鸡的作用。

画耕牛就有耕牛，耕牛下地拉犁了。



你从哪个小节看出来的，请生读该小节。

（师：你看，穷人需要什么，马良就画什么，画什么就有什
么，作者按这样的顺序把马良用神笔帮助穷人的事写得清清
楚楚，这不，画了大耕牛，就能帮老人和小孩——下地拉犁
了。）

画牢门就有牢门，监牢里的穷人都跟着马良逃出去了。（大
家不用再受牢狱之灾了！）

画快马就有快马，马良骑上马跑远了，官兵们哪里还追得着。
（神笔帮马良成功逃脱了）

画水车就有水车， 农民们有了水车，都很高兴，农民就不用
用木桶背水了。

（水车可帮了农民们一个大忙啊。）

师：这真是——要什么就画什么，画什么就有什么。（板书：
画什么有什么。）这马良的神笔真是出神入化啊！

3．感受神笔“画什么没有什么”之神。

师：神笔在马良手上是如此的神奇，那在大官手上呢？

根据学生回答随机出示：“大官欢喜得很，急忙跑过去摇，
不料头撞在墙上，额角上起了个大疙瘩，画仍旧是画，没变
成真的摇钱树。” （引读）看，大官的画——画仍旧是画，
没变成真的摇钱树（板书：画什么没什么）

师：（指板书）为什么马良“画什么就有什么”，而大官
却“画什么没什么”呢？

师：哦，原来大官是用神笔为己谋利，而马良是用神笔为民
造福啊！（根据学生回答，随机板书：为民造福 为己谋利）



这笔还能辨别好坏，这又是神笔的另一大神奇之处呀！

那马良是怎样用神笔惩治大官，为民造福的呢？这可是故事
最精彩的地方，请同学们好好地读读课文20—28小节，想想
马良是怎样一步一步用神笔惩治大官的。（巡视时提醒：不
动笔墨不读书，边读边做记号，这个读书习惯可真好。）

师：马良是怎样一步一步用神笔惩治大官的呢？

根据回答，幻灯相机出示：

1、马良用神笔在墙上画了个无边无际的大海。

2、马良用笔点了几点，海中央出现了一座金山，金光闪闪，
满山是金子。

3、马良就画了一只大船。

4、马良画了几笔风。

5、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笔风。

6、马良不理他，还是画风。

7、大船翻了，大官他们沉到海底去了。

作者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把马良一步一步惩治大官的过程写
清楚的。

马良画什么就有什么，画风就有风，出示幻灯：

1、马良画了几笔风，桅杆上的帆鼓起来，船直向海中央驶去。

2、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笔风，大海涌起滚滚的波涛，大船有
点儿倾斜了。



3、马良不理他，还是画风。风更猛了，海水咆哮起来，山一
样的海浪不断地向大船驶去。

引读：有了风……（直：直向海中央驶去，分明是说船——
行驶得很快。可大官还嫌船慢）于是，马良又加上粗粗的几
笔风……这下大官害怕了，可马良不理他，还是画风……咆哮
（关注两个口）的意思就是——课文里是指——（海水发出
了猛兽怒吼般的声音）是啊，我们听到了海水的咆哮，我们
还看到了——山一样的海浪不断地向大船驶去。

听你们的朗读，老师知道这风已经画到你们心里去了。

引导背诵。出示前半句，生背后半句。

读着读着，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马良啊？（聪明、善良、
勇敢、为民造福、智谋超群……）

是的，用大官自己要的东西来惩治大官，这是多么巧妙地惩
治，这又是多么聪明的马良啊，想不想当一回这样的马良。

师（大官）生（马良）20—27小节分角色朗读。

师：大船翻了，大官他们沉到海底去了。马良又回到村里，
给穷人画画了。

马良又会为穷人们画哪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带来哪些帮助呢？
请动笔写一写。写在书本空白处。

是啊，马良就一直用手中的神笔为穷人们画画，为他们造福，
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读课题。

布置作业：按照“用心画画、得到神笔、帮助穷人、惩治大
官”的顺序给父母讲一讲这个神奇的故事。

神笔马良



｛用心画画

马良 画什么有什么 为民造福 得到神笔

大官 画什么没什么 为己谋利 帮助穷人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五

《神笔马良》是长春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11版块第三课的内
容，本版块的主题是奇思妙想。我们都知道想象是创造的开
始，可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多么重要。本文充满了童趣和想
象，是一篇深受儿童喜爱、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主要讲述
了穷苦人家的孩子马良历经坎坷、最后用画笔战胜邪恶，得
到穷苦人民爱戴的故事。全篇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内容浅显
易懂，可读性强，是训练学生想象能力、语言能力的好教材。

由于本篇课文篇幅较长，学生年龄又小，并且三年级是由识
字教学向阅读教学转变的转折期。况且农村的学生在素质方
面也与城里的学生有一定的差别，给予本班实际情况，以及
教材的特色，我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以下几点：

1、能有感情、分角色朗读课文，能根据提示复述马良巧惩大
官的过程。

2、能抓住重点词句理解文章的内容。

过程与方法： 借助语言文字训练学生的想象力，语言表达能
力。

情感价值观：学习马良不畏威胁诱惑，一心为穷苦人民做好
事的品质，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渗透爱憎分明的情感。

1、能有感情、分角色朗读课文，能根据提示复述马良巧惩大
官德过程。



2、能抓住重点词句理解文章的内容。

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渗透爱憎分明的情感。

说教法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能使教学效果事
半功倍，达到教与学的完美统一。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
了不教。”本着这一教学思想，我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教学。

（1）情境教学法：运用多媒体课件创设情境和运用音乐渲染
情境，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感悟能力。

（2）以读促悟法：采用多种形式的读，感悟文章内容。

学法：我贯彻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的指导思想，本着教
是为了学服务，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方法。《语文
课标》也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不应以教师
的讲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所以本课学法主要以读为主，
引导学生在读中学，思中悟。

在课的伊始。我播放《神笔马良》的动画片，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且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动画
片，做到学有目的。这一环节设计，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受
本文的语言美，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唤起心中美
好的情感，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这也充分体现了情境教学
法的恰到好处。

这一环节通过复习，让学生获得整体感知，分清层次。

首先让学生分角色读文，然后用：“因为——所以——”句
式回答：白胡子老爷爷为什么将神笔送给马良。目的在于训
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归纳概括能力。然后用笔分别画出
马良喜欢画画的句子和用心画画的句子，通过多种形式的读



来感受马良的刻苦学习的精神，培养学生的理解感悟能力，
从而为下文马良学画目的做了良好铺垫，也为突破重难点做
了准备。

首先让学生默读课文，想：马良的神笔神在哪？他用神笔为
人民做了那些事情？这样让学生携疑读文，有目的读文，目
的在训练学生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根据学生的回答我顺势
提出问题：这么神奇的笔，大官早就垂涎三尺，想法设法想
得到神笔，那么马良是怎样巧妙惩罚大官的呢？请同学用：
马良“先——然后——接着—— 最后——终于——”说一说
马良巧惩大官的过程。这样的设计，既降低了难度，也培养
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使学生说话有条理性。

在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说说：“假如你有
一支马良的神笔，你会用它做什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
的想象能力，在学生说的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学习马良的思想
品质，而不是羡慕那支神笔。然后出示诗歌，让学生仿写诗
歌，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想象能力。

通过学习，希望同学们在以后做人做事时，要明辨是非、爱
憎分明。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收到别人的喜爱。

1、让学生阅读我给他们事先搜集的故事，从故事中感悟人物
美好心灵。

2、让学生课后搜集表现人物美好心灵的童话故事和神话故事，
为下周故事会做准备。

通过这两个作业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好的板书是一个微型教案，在教学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此板书设计清晰直观，力求全面而简明地将授课内容传递给
学生，便于学生理解记忆，理清文章脉络。



神笔马良

为穷人（1）画耕牛 （2）画牢门 （3）画水牛（爱穷人）

为大官（4）画大海 画 船 画 风 （憎恶人） 爱憎分明

以上是我从教材、教法学法、教学流程、板书设计等几个方
面做的说明，总之本节课我力求让学生在读中感悟，放飞学
生想象的翅膀，让学生有本可依，训练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渗透爱憎分明的情
感。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六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神笔马良》的故事吗？谁来讲给同
学们听？师：假如你有一枝马良的神笔，一定会画出你最想
实现的愿望。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诗《假如》。

（板书课题：假如并读读课。）现在，我们就一起看看作者
最想实现的愿望吧！

1、自读课文师：请小朋友借助枫叶和苹果上的`拼音读准字
音，读准句子。

2、出示带拼音的生字卡，学生认读后讨论：哪些字容易记。
（反馈时，学生想读哪个就读哪个，读对了的，其他学生就
跟着将这个字读3遍。）

3、出示没有拼音的生字卡片，学生以小组比赛的形式读（小
组开火车读生字，读得全对的小组能得到5颗星）

5、师：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作者愿望是什么吗？（引导学生用
“我用马良的神笔画——”说话，师随机板书）



6、师：你能把刚才3位小朋友谈的话并成一句话来说吗？
（引导用我用马良的神笔画——、——和——说话），小学
二年级语文教案《《假如》教学设计》。

1、出示句子。“我要给小树画一个个红红的太阳”“我要给
小鸟画，许多好吃的从粒”“我要给西西画一双好腿”“我
要给西西画一双好腿”假如你是小树，小鸟、西西，你怎么
读这三个句子，体会情感上的不同。（指导学生分别读
出“兴奋——喜悦——沉重”的语气）

2、借助板书，诵读课文[朗读训练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
一项语言训练。它既是理解语言训练。它既是理解语言的有
效手段，也有助于增强语感，发展语感。创设情境将学生带
入课文，产生真切的情感体验，读好课文。诵读课文这一环
节不仅可以积累语言材料，增长知识，同时可以全方位地积
淀语感经验。

小树太阳我用马良的神笔给小鸟谷粒西西双腿育人眼睛山树
学校沙漠绿洲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七

1、认识9个生字，理解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学讲这个神话故事。

3、通过阅读课文，体会和学习神笔马良的聪慧、善良、正直
和勇敢。并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会讲这个故事，感悟课文内容，用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最
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读中感悟，读中表达。



一、激趣导入，板书课题。

同学们，你们每天都在用手中的笔记录着你们成长的足迹。
假如今天你手中的笔变成了一支神笔，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神话故事《神笔马良》中的主人公马良就
用他手中的神笔做了他想做的事。

二、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1、拼音汉字对照着读课文，要读得正确、流利、有感情。

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有不懂的问题记下来。

2、讨论、交流，教师适时点拨（重点指导学困生）。

三、品读感悟，个性表达，训练语言。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1、2自然段，读后思考：马良

2、赏析课文，说说马良是个怎样的人？喜欢哪一段，就读哪
一段，读后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教师随
机板书：善良，聪慧，正直，勇敢。

3、试讲这个故事。

先在小组内讲，再选出代表在全班讲。

四、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师：如果你也拥有这样一支神笔，你会做些什么？

（充分发挥想象，说出自己的想法。注：由于每个学生生活
的环境和价值观的不同，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此时，教
师要及时做出正确的引导和评价）



五、总结收获。

1、说说学了这篇课文，你有哪些收获？

2、把你最想说的话写在练笔本上

（参考题目：1、马良，我想对你说……2、假如我有这样一
只神笔……）

《神笔马良》是一篇深受儿童喜爱、脍炙人口的故事。讲述
了贫苦人家的孩子马良历经坎坷，最后用自己的画笔战胜邪
恶，得到穷苦人民爱戴的故事。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对美好
事物和理想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

全文故事情节生动，通过设计自由讨论的环节让学生走近主
人公马良。问：“你们读了这个故事认为马良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学生的回答是多元的，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看来之前的'发散
思维训练对学生来说奏效了。

学生能够抓住文章的主要故事情节表达自己的想法，如通过
马良不直接给官员画金山，而是先画汪洋大海能够体会到马
良是个聪明智慧的孩子。他在牢里等看守睡熟后在墙上画门
解救无辜百姓、官兵追击，马良迅速在岩石上画马机智逃脱，
这些都能表现他的聪明和智慧。学生抓住马良没有笔在沙地
上画画，在河滩上画画体会到马良做事执着，热爱绘画，持
之以恒。通过他只为穷人画画，毫不考虑自己体会他的大公
无私和善良，以及诚实守信。

幼儿故事神笔马良教案篇八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神笔马良》的故事吗？谁来讲给同
学们听？ 师：假如你有一枝马良的神笔，一定会画出你最想



实现的愿望。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诗《假如》。

（板书课题：假如 并读读课。） 现在，我们就一起看看作
者最想实现的愿望吧！

1、 自读课文 师：请小朋友借助枫叶和苹果上的拼音读准字
音，读准句子。

2、 出示带拼音的生字卡，学生认读后讨论：哪些字容易记。
（反馈时，学生想读哪个就读哪个，读对了的，其他学生就
跟着将这个字读3遍。）

3、 出示没有拼音的生字卡片，学生以小组比赛的形式读
（小组开火车读生字，读得全对的小组能得到5颗星）

5、 师：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作者愿望是什么吗？（引导学
生用“我用马良的神笔画——”说话，师随机板书）

6、 师：你能把刚才3位小朋友谈的话并成一句话来说吗？
（引导用我用马良的神笔画——、——和——说话）。

1、 出示句子。“我要给小树画一个个红红的太阳” “我要
给小鸟画，许多好吃的从粒” “我要给西西画一双好腿”
“我要给西西画一双好腿” 假如你是小树，小鸟、西西，你
怎么读这三个句子，体会情感上的不同。 （指导学生分别读出
“兴奋——喜悦——沉重”的语气）

2、 借助板书，诵读课文 [朗读训练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
的一项语言训练。它既是理解语言训练。它既是理解语言的
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增强语感，发展语感。创设情境将学生
带入课文，产生真切的情感体验，读好课文。诵读课文这一
环节不仅可以积累语言材料，增长知识，同时可以全方位地
积淀语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