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优秀8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写教案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
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外国诗歌特点，继续提高对现代诗歌的鉴赏能力。

2.了解《啊，船长，我的船长》的思想内容、掌握其写作特
点

教学重、难点：

1.《啊，船长，我的船长》的思路与结构是怎样的?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作者简介

法国之星》和散文《民主展望》等。这些诗歌都编在《草叶
集》中，这部优秀诗集成为美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光辉的里
程碑，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典范。

2.写作背景



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的统治独立后，国内存在着雇拥劳动
制和黑人奴隶制。

1860年11月，以反对奴隶制而著名的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
南方几个州宣布脱离联邦政府而独立，1861年4月，又首先出
兵叛乱，引发了内战。林肯总统上任不到半年，就领导联邦
政府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了四年的奋战，击败了
南方叛军，维护了美国的统一，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南北战
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
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林肯总统为美国历史写下了光
辉的一页，功勋卓著。在全国欢庆大胜利的时刻，对民主怀
有刻骨仇恨的南方奴隶主派间谍暗杀了林肯总统。在林肯总
统死后，惠特曼写下了《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诗，以
表达对林肯的痛悼与怀念之情。

(二).文本分析

1.思想内容

全诗三节，逐层深入地表达了诗人对林肯总统的热爱和深切
的悼念之情。

(1)航程结束，大船凯旋，船长却倒下了。噩耗伴随着胜利的
巨大欢乐而来，人们为船长的死而悲恸、痛惜。

诗人把美国比作“大船”，林肯比作“船长”，把林肯率领
联邦政府军战败南方叛军的过程比作是“度过了一切风险”的
“艰苦航程”。这里诗人用象征的手法把美国比做大船，把
林肯比做驾驶美国这个大船的船长，把南北战争比做艰苦的
航程，通过大船的胜利返航表现林肯的功绩，形象地赞颂林
肯，表达对他的爱。

这一节描绘了大船的形象：稳定、威严而英武;突出了航程之
艰苦，胜利的来之不易。借此来肯定船长林肯的伟大功绩。



在这一节里，在抒情方式上，诗人直称林肯为“我的船
长”“我们的船长”，表达了一个士兵，一个水手，抒发对
自己的统帅亲切爱戴之情。

(2).人民群众为大船凯旋而热情欢呼，钟声军号齐鸣，旗帜
飘扬，鲜花飞舞，但船长倒下了，人们是多么悲痛!

这一节描写的欢庆胜利的场面极为壮观，通过侧面描述人民
群众对林肯的爱戴、敬仰之情，来赞颂林肯。

在抒情方式上，这一节里，诗人称林肯为“亲爱的父亲”，
把他当作最亲近的人，这比上节只称林肯为船长感情更近一
层。对林肯直接称为“你”，这第二人称与“父亲”的称呼
相配合，直接与林肯对话，感情热切而真挚。

(3).航船下锚，大功告成，而船长永远倒下了。

这一节诗人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林肯的成绩，并表达了自己
万分悲痛之情。诗人终于从想象(梦境)中回到现实中来，明
确地知道“船长”真的是死了。在这一节里，诗人把林肯改
称为“他”，表明诗人清醒的绝望、极度的悲痛。

这首诗作者主要运用象征的手法来描述林肯这个人物的形象，
赞美林肯的业绩，表达对林肯的敬仰与爱慕之情。

2.《啊，船长，我的船长》的写作特点是什么?

分析：1.反复咏叹。诗中以“他已浑身冰凉，停止了呼吸”
为主句反复咏叹，其中又有人称上的差别，这样的手法使本
诗在表现上既保持悲怆感情抒发的一致性和沉重性，又体现
了这种情感的发展过程。

2.象征。诗人在这首诗中采用整体象征手法，把美国比作一
只大船，把林肯总统比作这只船上的船长，当这只大船凯旋



时，船长却牺牲了。诗人形象而又鲜明地表现了对林肯的敬
仰爱戴和对林肯之死的无限悲痛。

3.《啊，船长，我的船长》的思路与结构是怎样的?

分析：本诗中，诗人抒发的感情是由浅入深、层层渐进的，
表现在以下几点：

(1).对林肯卓越的功勋的赞颂。

诗人把林肯比喻成船长，把美国比喻成一只大船。在第1段中，
这只大船在船长的指引下，“艰苦航程已经终结”，“渡过
了一切风险”，“显得威严而英武”，突出大船的凯旋，借
以表现林肯的功业;在第2段中，“旗帜正为你飘扬，军号正
为你发出颤音”，“为你，送来了这些花束和花环”，“他
们为你欢呼，他们的热情的脸转朝着你”，表现了广大人民
对林肯的爱戴、拥护和敬仰;在第3段中，“这只船安安稳稳
下了锚”，“大功已经告成”，从历史意义的角度，对林肯
的功勋作出极高的评价。诗人在诗中一步步地深入表现林肯
的功勋，使人倍感诗人对林肯的推崇之情。

(2).诗人对林肯的个人感情。

在第1段中，诗人将林肯称为“我的船长”、“我们的船长”，
这时他流露的是战士对统帅、水手对船长的敬仰之情。在第2、
3段中，诗人的感情进一步深入，他深情真挚地称林肯为“亲
爱的父亲”、“我的父亲”，表现诗人深厚的父子般的感情。
这样的深入变化使诗人的感情更加浓郁深重，在第1段中只是
为失去领航人而悲伤，在第2、3段中则是为失去慈父般的亲
人而惨痛，称谓的变化体现了诗人感情上的深入。

(3).诗人对林肯的悼念之情。

在第1段中，诗人对于林肯之死，只是客观地叙述道：“甲板



上躺着我们的船长，倒下来了，冷了，死了”，林肯之死的
突然，使诗人在震惊中感情麻木而没有感到过度的悲伤，只
是当作一件客观事件来接受，来陈述;在第2段中诗人从震惊
中惊醒，悲伤涌上他的心头，但是他在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样
的现实，他不肯相信船长已经死去，他呼唤“亲爱的父亲”，
他用“手臂把”船长的“头支起”，他宁肯相信这是“在一
场梦里”，他对船长仍用“你”来称谓，表示船长和他一样，
仍是在人世间活生生的人，只是暂时“倒下来”而已;在第3
段中，诗人不得不接受这惨痛的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船长已
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船长“他已经没有知觉，也没有脉
息”，自己支起船长的头呼唤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只好放下
船长，“踏着悲哀的步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诗人忍受
“他倒下了，冷了，死了”给自己带来的悲痛。诗人用第三
人称“他”称谓船长，表示诗人已经承认船长和自己已是冥
世人间永隔了。

在第2段中诗人还觉得像“梦”，还有一丝希冀，而现在却只
有绝望了。整首诗诗人对船长由无人称到第二人称再到第三
人称称谓的变化，呈现了诗人悲痛心情的发展过程。

(4)总结：本诗中，诗人的感情抒发旋律是起伏波动的，每一
段的感情主旋律都是由欢乐的激昂转到悼念的悲痛。第1、2
段的前部分都是欢快的语调，船已经回来了，“争取的胜利
已经获得”，港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欢呼”，但是
在这两段的下半部，却都一下子跌入沉痛悲伤的气氛之中;
第3段除去前几行叙述船长的语句，也基本上和第1、2段一样，
从“大功已经告成”的欢乐中又跌入到“悲哀”之中。整首
诗这种情感上的强烈反差，更使人体会到诗人心中那种悲怆
欲绝的感受。

这首诗表达了对建立自由美国而献出生命的领袖林肯的无比
崇敬和悲悼之情，诗中的林肯是自由、平等、民主的象征，
实际上就是赞美了为追求人民的自由平等而不惜一切的奉献
精神。



反复咏叹，诗人抒发的感情是由浅入深、层层渐进。诗中
以“倒下了，冷了，死了”为主句反复咏叹，其中又有人称
上的差别，这样的手法使本诗在表现上既保持悲怆感情抒发
的一致性和沉重性，又体现了这种情感的发展过程。

6.为什么说《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诗的象征手法用得
很巧妙?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篇二

一、回顾，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自己大声地读，不通顺的多读几遍。

2、我们叙事的文章有六要素，哪六要素?

(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因、经过、结果)

根据这六个要素请你再快速地浏览全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
件什么事?

同桌交流以后老师再指名回答。

(只要学生说出自己的理解即可，老师指导学生把语言说完整、
正确。)

三、深入探究，体会重点语句

2、齐读这些句子。与鲁迅的一面之交中，根据我们找到得有
关鲁迅的外貌描写，鲁迅留给作者的印象是什么呢?你能用一
个字或一个词来形容吗?(瘦)



(第一次是在远处，在暗中，从整体上勾勒出人物的身材、年
龄，因而人物形象比较“模糊” 。第二次是在近处观察，刻
画得比较具体、细致，形神兼备地写出了人物的气质。第三
次更近了，观察更细致，鲁迅的形象也更加完整清晰。)

四、仔细品读，体会鲁迅先生对青年的关怀

(你要买这本书?——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你买这本书
吧—这本比那本好——疑惑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惊异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
是送你的——感动流涕)

2、从这些对话当中，你又能体会到什么?作为一个素不相识
的人，鲁迅向我推荐书，最后还送我书，你觉得鲁迅是怎样
的人呢?(鲁迅关心同情劳动人民)

3、当我知道了鲁迅的身份时，我是什么反应?请个别学生来
读第27段

我结结巴巴的说明我很激动很兴奋，那个名字在我心里乱蹦，
最后却没有蹦出来，为什么呢?(当时流社会黑暗，不少文人
革命工作者收到反动派的迫害，作者想要保护鲁迅，所以忍
住了自己的惊喜没有说出来)

五、总结全文，升华感情

这一面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
作者牢牢地记住了这难忘的一面。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篇三

重点难点：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诵课文。

2、学习诗歌中运用的对比手法。

3、体会诗歌的结构与表达方式方面的特点。

课时计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语。

2月5日晚8时35分，著名诗人臧克家老先生却因病离开了人间。

(出示幻灯片3)臧克家是继郭沫若之后，我国诗坛上最杰出的
大诗人之一。他早在3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烙印》和《罪恶
的黑手》等，以鲜活的生活感受和崭新的艺术风貌，引起诗
坛的瞩目。新中国诞生后，臧克家多作政治抒情诗，我们今
天要学习的《有的人》便是他这类诗的代表作。这首诗是臧
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现在我们播放朗诵带，请同学们在听的同时，注意诗歌的
朗读节奏和重音。(播放视频文件)

2、请同学们自由朗读全诗，注意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
然后齐读全诗。

3、鲁迅简介

为了更好的学习这首诗歌，我们先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的生平。

(出示幻灯片7)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
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
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
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到1926年
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
《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
《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
中，19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的不朽杰作。

同学们还能说出哪些鲁迅先生的作品?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人
民，不允许人民悼念鲁迅先生，直到1949年，先生逝世13周
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第一次公开地隆重纪念他。臧克家亲自
参加了首都的纪念活动，目睹了人民群众纪念鲁迅的盛况，
并瞻仰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他深切追忆鲁迅为人民鞠躬尽
瘁的一生，百感交集，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有的人》这首
短诗，抒发自己由纪念鲁迅所引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人生意
义的深刻思考。

4、思考讨论：这首诗可以分几部分?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学生讨论后明确：全诗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节)：
以鲜明的对比评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第二部
分(第2、3、4节)：从两种人对人民不同态度的对比中，热情
颂扬了鲁迅先生战斗而伟大的一生。第三部分(第5、6、7节)：
从人民对两种人的不同态度的对比中，抒发了作者及人民永
远怀念鲁迅的深厚感情。



二、品读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1、学习诗歌第一部分

(1)指名学生朗读第一部分。

(2)思考问题：这一节诗有两个“活”字和两个“死”字，如
何理解它们的含义?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练习给课文编提纲。

2、练习背诵你喜欢的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课，学习生字。

1、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2、齐背最后一段。

3、检查生字读音。

4、指导识记字形。

二、再读课文，概括中心。

1、提出要求：

2、自由读课文，讨论。



3、讨论交流。

4、概括中心思想。

三、练习给课文编提纲。

1、自由读课文。

想一想作者怎样安排材料的？

2、讨论交流。

（1）文章题目：养花

（2）文章中心：作者通过自己的养花实践切身体会到了养花
的种种乐趣。

（3）材料安排：

a、把养花当作一种乐趣。

b、具体讲养花的乐趣。

c、总结养花的乐趣。

四、指导“置之不理”造句。

五、指导朗读、背诵。

1、范读。

2、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

3、练习背诵你喜欢的自然段。



六、作业：

1、练习有感情朗读课文。

2、练习背诵你喜欢的自然段。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明白课文中蕴含的道理。

2、熟读、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指名读课文，思考：课文讲了件什么事?(两个人向弈秋学习
下围棋，由于学习态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二、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1、以学生自学为主，同桌合作学习，讨论每句话的意思，教
师点拨指导。学生质疑问难，全班讨论解决，老师辅导。

2、逐句理解。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弈秋，是全国下围棋最好的人。)

使弈秋诲二人弈。

(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



其一人专致志，惟弈秋之为听。

(其中一个人听得很专心，只要是弈秋说的，他都听。)

一个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

(另一个人虽然听弈秋讲着，一心认为有天鹅将要飞过来，想
象着拉开弓用箭射天鹅。)

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虽然与第一个人一起学，但是不如他了。)

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是他的智力不如前一个人吗?我说不是这样的。)

3、用自己的话连起来说一说。

三、体会文章中心

1、什么原因使得两个人学习的结果不一样呢?

(第一个人学习时专心致志，凡是弈秋说的他都记得，比较用
心，所以比第二个人学得好。)

2、请大家谈谈学习的体会。

(做什么事只有专心致志，一心一意才能成功。)

3、你能联系实际说一说吗?

(让学生充分发言，认识到不专心产生的不良结果，增强做事
专心致志的意识。)



四、背诵课文

《学弈》讲述的是弈秋教两个学习态度不同的人下围棋，学
习效果截然不同这件事，说明了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绝不可
三心二意的道理。教学中以谈话激趣，导入新课，这是学生
第一次接触古文，简单地介绍古文的特点和学习它的意义，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整体感知课外的主要内容后，以学
生自学为主，同桌合作学习，讨论每句话的意思，教师点拨
指导。学生质疑问难，全班讨论解决，老师辅导。最后在大
家谈谈学习的体会中感悟文章的中心，在联系自己的实际中
明白做什么事只有专心致志，一心一意才能成功。使学生真
正受到教育。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认读本课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开火车读达到认读本课生字与新词的目的。

2、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用比较快的速度读懂课文，感受“舞台对我有着神奇的吸引
力”，



体会作者学艺的艰辛以及不一般的勇气和毅力，感受戏剧表
演的神奇魅力。

重、难点与关键

1、引导学生感悟戏剧表演的神奇魅力。

2、体会在艺术之路上，人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以及不一
般的勇气和毅力。学法提示

在读熟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抓住课题，勾画
重点句子，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边读边想象，体会“我”
学艺的艰辛和在舞台上炼就的勇气和力量，感悟舞台艺术的
神奇魅力：

1、勾画出课文描写“舞台对我有着神奇的吸引力”的句子，
谈谈自己的感受。

2、结合生活实际，谈谈自己在学习成长的路上得到的锻炼和
力量。教具准备

文字、图片课件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问题导入

1、同学们请读出老师所写的字。(板书：舞台)你认为什么是
舞台呢?

2、本文题目是《我的舞台》，(板书：我的)面对这样的题



目你有什么要问的吗?(我的舞台是谁的舞台?我的舞台是怎样
的舞台?)

3、谁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我的舞台是本文作者吴霜的舞
台;每个地方都是她唱戏的舞台。)谁来介绍一下吴霜?(学生
介绍吴霜，课件2补充。)

吴霜，吴祖光、新凤霞之女，著名歌唱家。剧作家。早年毕
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后留美6年学习
西乐。代表作品《光明三部曲》：《别为你的相貌发愁》。
《女人漂亮》。《父女惊魂》。著有《别问我的父母是谁》。
《吴霜看人》等作品以及电视剧《新凤霞传奇》等。

二、整体感知

1、看来同学们在课下下了一凡功夫，对课文有了一定的了解。
下面谁来挑战字词。(课件3)

2、谁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3、是呀，舞台成就了吴霜，炼就她的勇气和毅力。请速读课
文思考下面两个问题：

a吴霜对舞台有着怎样的情感?找出文中的句子，用横线划出。
(舞台对我有着神奇的吸引力)

b请简要概括文中哪些事情可以表明她对舞台的感情?(板书5
件事情)(想好后在小组内交流。)

三、细读品味

课文用了5个事例展现了“舞台对我有着神奇的吸引力”，下
面我们再细读课文，找出你认为最能表现“舞台对我有着神
奇的吸引力”的相应语句加以简要分析。想好后可以在小组



内交流。

1、我还没有出生，就和舞台接下了不解之缘。

(1)你从哪里看出舞台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2)读了句子，你感受到什么?

是啊，在娘胎时，“我”就“登台唱戏”;一出世，就亮开嗓
门唱;这些精彩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我”的艺术天分。

2、一次，小花猫看得兴起，竟蹿上了床。我为赶它下“台”，
脚下没留神，一个倒栽葱，摔下床来，直摔得我眼冒金星，
半天没缓过劲儿来。

“我”刚会走路，就在小床上模仿母亲“演戏”，“我”的
观众无处不在，奶奶、爷爷，就连小花猫也成了“我”的观
众。一个活泼可爱、热爱艺术的孩童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读
者面前，“我”的家里是多么热闹，作者笔下的场景是多么
生动有趣。

3、每次演出，我一定要到台上去看，即使被挤在厚厚的幕布
里，憋闷得满头是汗，也兴味盎然。

“兴趣盎然”指我看戏的兴趣很浓，“憋闷”一词写出
了“我”热得难受。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对评剧的钟爱，不
难看出“我”的成功离不开艺术的熏陶，母亲对艺术的执着
和热爱深深地影响了“我”，小小年纪就随母亲到处奔波，
艺术的种子早已埋在了“我”的心理，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
一幕。

4、六岁的小女孩柔弱的身体成了黑脸大汉手中的一块生面团，
翻过来、过去、立起来、横过去，抻、拉、压、拽，为所欲
为，奶奶看不过我被整得满脸的泪水和汗水，每次都目不忍



视地躲到里屋。

“抻”，从一侧或一端托起沉重的物体，课文指师傅
从“我”身体的一侧托起我。“抻”，拉;扯。课文指师傅像
拉面条一样地拉“我”的身体。“目不忍视”，眼睛不忍看，
形容“我”练功的样子很可怜。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我”的成功除了家庭的熏陶，更离不开“我”
常年不懈的努力。“黑脸大汉”指的是师傅给人以威严的感
觉;“生面团”写出了“我”身体的柔弱。“为所欲为”的意
思是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大多指干坏事，这里反映了师傅
对“我”的严格要求。

作者抓住这几个动作，写出了“我”学艺的艰辛。满脸的泪
水和汗水，使奶奶心疼，但是奶奶并没有阻止师傅的“为所
欲为”，而是“目不忍视地躲到里屋”，这并不是奶奶
对“我”的无情，而是饱含着奶奶对“我”的厚望。在这里，
我们体会到了作者的用词是多么的精妙，更深刻地体会到
了“我”这个被宠坏的小公主的勇气和毅力以及对艺术的执
着追求。

5、过渡：

作者在舞台上慢慢长大，凭着她的执着坚定，吃苦耐劳，师
傅严格要求，母亲一反娇宠的常态和奶奶无情地躲进里屋，
炼就了她无比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让我们一起读最后的一
句话。出示句子：

我在舞台上慢慢长大，舞台如一炉火，炼就了我无比的勇气
和毅力。

北师大版六年级数学全册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独立学会本课生字词。

2.理清文章顺序，了解暴风雨来之前、来之时和去之后的景
物特点。能通过一些重点句子体会文章里蕴含着的哲理。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自己喜欢的部分背诵下来。

教学准备

教师：有关暴风雨的图片或影像资料。

教学设计

一、揭题质疑，激发兴趣

1谈话引入。你见过暴风雨吗?说说自己对暴风雨的印象。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学生自由读课文，读通读顺。

2课文是按什么顺序来写的?分别写了哪些内容?

引导学生知道课文按暴风雨“来之前”、“来之时”、“去
之后”以及“暴风雨的启示”的叙述顺序，理清课文脉络。
并初步了解各部分的内容。

3按课文顺序，用连接段意的方法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

4提出自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三、自主学习，独立感悟

1教师提示学生按自己的意愿再读课文，主要了解这一场暴
风雨“来之前”、“来之时”、“去之后”的景物特点。读



后交流：你读懂了什么?有什么收获?交流要点：让学生各抒
己见，教师相机引导、梳理、归纳并板书要点。

2说说课文中你最喜欢的部分。

四、入境悟情，情景交融

1指导学生学习暴风雨“去之后”的相关段落(第7~10段)。

(1)指名读这几个段。

(2)说说自己从文中看到的景象，并概括特点。有条件的可以
配上有关阿尔卑斯山春天景色的图片或多媒体影像，帮助学
生进入情境。

(3)抓住文中一些重点词句体会作者的感情，并指导感情朗读，
进一步体会暴风雨之后的绚丽华美春色和作者的赞美之情。

(4)小结：抓住重点词句，了解景物的特点，体会作者的感情。

2质疑。

(1)读句子。“昨晚，狂暴的大自然似乎要把整个人间毁灭，
而它带来的却是更加绚丽的早晨。”说说自己对句子的理解。

3读课文1~6段，勾画重点词句。

(1)通过文中描写暴风雨的词句，尤其是动词，说说暴风
雨“来之前”、“来之时”景物的特点。

(2)通过文中“宛如天神”、“激动人心的乐章”、“优柔甜
蜜的催眠曲”、“抚慰”等比喻、拟人手法，体会作者的思
想情感。

(3)指导感情朗读。



4小结。在作者看来，美是表现在不同方面的。暴风雨去之
后的黎明、碧空、朝阳，小鸟、花草、露珠，是一派绚丽多
姿的美;而暴风雨来之前、来之时的闪电、霹雳、狂风、暴雨，
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五、体会哲理，深化认识

1读最后一段。

2结合课文内容说说自己的理解。

3联系生活实际，举例说说自己的理解。

六、总结

1内容方面：看一种事物，不能受到种种局限，只看到事物
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整体的和谐的美。我们无论是看待大
自然，还是自己生活中的人和事，都应注意。

2学法方面：抓住重点词句，入境悟情。

3写法方面：情与景完美统一，水乳交融。

参考资料

阿尔卑斯山是瑞士最亮丽的一条风景线。它位于瑞士的东南
部，阿尔卑斯山区占瑞士总面积的69%。“艾格尔峰”、“明
希峰”、“少女峰”三大名山均屹立在阿尔卑斯山脉。特殊
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独特的景观：高山植物和雪绒花，湍急
的瀑布，岩洞中的石钟乳，独特的动植物等。世界著名的滑
雪胜地——圣莫里茨高山滑雪场就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中心
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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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教学要点：

秦始皇谁知道？ （公元前295一前210年），姓赢，名政，是
秦王朝的建立者：“俑”指什么？ （古代殉葬的偶像）兵马
俑又指什么？ （古代瓷制成的兵马殉葬的偶像。） “秦始
皇兵马俑”你们是怎样理解？ （秦始皇安葬时所陪兵马殉葬
的偶像）

1、初读课文，读准音，理解义。

音：膘俑铠栩

形：镌铠

义：门楣铠甲栩栩如生虎视眈眈屡建战功膘肥体壮箭囊慕名
而来包抄

2、默读全文，思考课文是从明6几个方面介绍秦始皇兵马俑
的？

（划出课文的词语或句子来回答）

兵马俑博物馆壮观的建筑物

兵马俑威武雄壮的阵容

兵马俑栩栩如生的神态

3、课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写什么？ （兵马俑博物馆的地理
位置）

结合简介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及其它情况。在陕



西省临潼县的秦始陵墓，规模宏大，今尚存高76米，
底485~515米夯土陵丘。陵园有二城，内城周长2525米，外城
周长6294米。1974年后在外城东前后发掘出三个兵马俑坑，
内有大量大小与真人相仿的彩陶兵马俑，武士俑披甲着袍，
持实战兵器，形态逼真，排列有序，再现了秦代军队的阵式、
编制。

兵马俑的出土在我国考古上的地位。

4、本文可分几段，说说每段段意。

全文分三段：一、1节、二、2—4节，三、5节。

（段意见课后第2题。）

1、学习、理解单元学习提示，理解。

2、运用单元学习提示中的方法完成课后第2题的填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