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通用8篇)
经典作品常常具有深层的内涵和智慧，能引发人们的思考与
共鸣；如何善于运用背景知识和历史背景来理解经典作品中
的文化内涵，是我们拓展思维的重要方法。小编为大家搜集
了一些经典总结文献，希望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学习和参考的
材料。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1.会写8个生字，正确读写并理解“清爽、吟诵、唱和、陡峭、
挺拔、精致、蕴含、奥秘、侠客、德高望重、津津乐道、别
有深意”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感受作者描写的境界，激发学生类似体验，培养学生热爱
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情感。

4.学习作者运用比喻、拟人、想象等手法来抒发情感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想象文中的情境，揣摩作者的写
作意图。

难点：学习本文栩栩如生的景物描写，感悟作者充满诗意的
画面。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预习课文并熟读；搜集古桥的图片。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有风声、雨声、鸟叫声、溪流声等



声响。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一、预习探究

（一）谈话导入。

1.导语：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江南之春如诗如画，扣动过多少
人的心弦；老舍先生笔下的《济南的冬天》又是那么美好可
爱、温暖如春，真是个理想的境界。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
的李汉荣先生的《山中访友》又怎样呢？古人有梅妻鹤子之
高雅，今人有草木为友之境界。那是一个神奇而美妙的童话
世界！物随心变、景随情迁，让我们带着好心情走进去吧！
去领略一下作者那寄情山水，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并质疑。

（二）预习探究

1.作者去山中拜访的朋友到底是谁呢？自由轻声读课文。
（用笔做上记号）

二、合作交流

1.交流生字词的读法，汇报好词，集体品读。

3.从哪些描写中可以看出“我”和山里的“朋友”有着深厚
的感情？找出有关的语句，读一读，组织交流。

三、品读体验



请同学们再一次跟随作者去探访他的那些特殊的朋友。认真
读读第三自然段到文章的最后，想想从哪些句子可以看出作
者跟这些朋友有深厚的感情，可以把你的理解写在句子的旁
边，再和同学交流划出的句子。

(一)古桥

课件出示：那座古桥，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啊，老
桥，你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这涧水上站了几百年了吧？
你把多少人马渡过对岸，滚滚河水流向远方，你弓着腰，俯
身凝望着那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岁月悠悠，波光明灭，
泡沫聚散，唯有你依然如旧。

1.作者为什么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是老桥？（因为在作者的
眼中老桥就如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2.老桥的“德高望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时间长，望重。从“岁月悠悠”这个词可以理解到也许
老桥站的时间不止几百年也许时间更长，所以它在人们心中
有很高的名望。

（2）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你把多少人马渡过对岸，你弓
着腰，俯身凝望着那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唯有你依然
如旧。”

（3）总结：这一弓腰、一俯身就是几百年啊，这几百年中，
桥上的人（悲欢离合），水中的鱼（由小鱼长成大鱼），空
中的月（有阴晴圆缺），都不断地变化着、更新着。只有老
桥这样坚韧不拔地弓着腰、俯着身为人类服务着，像这样才
称得上“德高望重”。

3.自由读,想象并说说这座古桥的模样。



课件出示古桥图片，思考：作者面对这样一座古老的石桥他
联想到了什么？体会这样写的好处。（形象地写出石桥的古
老沧桑，暗示了古桥所发挥的作用，指出了作者对于古桥的
一片情深）

5.谈谈你对“岁月悠悠，波光明灭，泡沫聚散，唯有你依然
如旧”这句话的理解。

（二）树林里

课件出示：

1.走进这片树林，鸟儿呼唤我的名字，露珠与我交换眼神。
每一棵树都是我的知己，它们迎面送来无边的青翠，每一棵
树都在望着我。

2.我靠在一棵树上，静静地，仿佛自己也是一棵树。我脚下
长出的根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头发长成树冠，胳膊变
成树枝，血液变成树的汁液，在年轮里旋转、流淌。

（1）作者在这里用了什么表达方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2）默读，想象作者描写的情景。

（3）同桌互读，交流对这段话的体会。

（4）指名汇报对这段话的理解。（丰富的想象；写出了融入
大自然的感受）

小结：树为人友，人为树友，人和树已融为一体。这是多么
美妙的一种情境啊！从这种奇特的想象中，我们真切地感受
到了那种“知己”情谊。让我们带着这种感受，一起再来读
一读吧！

(三)山中的一切



1.课件出示：第五自然段内容。

（1）“哪个不是我的朋友”言外之意是什么？用具体的朋友
替换掉“这山中的朋友”，可以怎么说？（这山中的山泉溪
流就是我的朋友；这山中的瀑布、悬崖、溪流，哪个不是我
的朋友？……）

（2）作者将山中的景物都联想成什么了？

（3）通过朗读感受山泉的清明、溪流的欢快、瀑布的雄浑、
悬崖的挺拔和巍峨、白云的洁白和宁静、云雀的欣喜和欢乐。
（播放课件，通过声响带给学生最真切的感受，促进学生的
朗读感悟。）

（4）面对着我们热情的招呼，我们这些朋友可能会怎样回答
呢？请选择其中一位朋友，将它的回答写下来。

如：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我重新梳妆
吗？

山泉回答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随意读某一位朋友的话，指学生作答。

（5）有感情地朗读整段话：同桌对读，师生轮读。

2.读第六、七自然段。

（1）细读，思考：作者看到落花与落叶联想到了什么？

（2）如何理解“谁能说这不是天地给我的恩泽？”。

3.学习首尾，体会写法

（1）再读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你们又感受到了什么？



作者清晨进山，到“带回一路月色”，从这儿看出他在山中
整整一天，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那份亲密无间。

四、巩固延伸

1.选自己喜欢的句子或段落背下来。

2.推荐阅读：《绿山墙的安妮》和《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板书

出门访友

山中访友 拜访老友（古桥、鸟儿、露珠、树、山泉、溪流等）

告别朋友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自读课。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了解作者所访
之“友”。

2、抓住重点词语，理清思路，理解本文新奇的构思。

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培养学生有感情朗读课文的能力。

1、理清思路，感知内容。

2、反复诵读，体会作者的感情。

1、理清思路，感知内容。



2、反复诵读，体会作者的感情。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展开丰富的想象，感受作者的心境，
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感情。在分析课文时要抓住重点词语，理
清思路，理解本文新奇的构思，感知内容。

多媒体课件。

一课时。

【板书设计】

山中访友

李汉荣

一、朋友

二、作者得到的启示：

三、作者表达出的感情：

【教学流程设计】

环节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导入设置情境，导入新课。根据情境，
进入本课学习。过程一检查预习，学习生字词：

1、需要掌握字音字形的字。

2、需掌握字意的词。

1、同学讨论交流字音。

2、解释字意。



过程二整体感知课文：

1、朗读课文，思考：作者在山中拜访了哪些“朋友”?

2、这些朋友，分别有哪些特点?作者分别从山中的朋友身上
感悟到什么?

3、作者从这些朋友身上得到了怎样的启示?表现了作者什么
样的感情?

1、朗读课文，作好笔记，和同学讨论后得出作者要访的自然
景物。

2、认真思考和同学讨论，归纳。

3、得到出这样的启示：做人要有持久而不变的坚韧的灵魂;
要扎根于人民大众当中;要爱护大自然，保护人类的朋友;要
淳朴善良用爱心待人，不搬弄是非;愉快的投身于工作和生活。
表达了作者与山中朋友之间亲切的感情和对大自然的热爱之
情。

过程三深入研读课文：

作者为什么把进山看景说成“山中访友”?

丰富新奇的想象，充满童心童趣，构思新奇。感到亲切，容
易被打动。小结作业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学习目标：

1、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整体感知内容。



2、  品味重点语句，理清思路，了解文章的新奇的构思；

3、  展开想象，感受作者情感，体味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学习重点：

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感受作者心境，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
想感情。

教学设计：

导入  新课：

阅读标题，揣测文章内容，猜测作者创作内容。

教师总结：

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带着丰富的想象，跟随着作
者，走进山林，走到山涧边，去感受作者的心，去会晤作
者“山中的众朋友”，去感受作者用动情的话语描绘的那童
话般的世界。

查阅资料，扫清文字障碍

一、   整体感知：

听配乐朗读课文，思考问题：

1、  作者在山中拜访了那些“朋友”？他们有些什么特点？

2、  本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二、   自主合作探究：

【设计说明】此题旨在培养学生认真阅读文章的好习惯，一



步步深入课文，体会作者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心情，
适时地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万物皆有灵性，美无处不在，只
要你用心去体验，一棵树，一片云，一座古桥，甚至是一只
小蚂蚁都可能触动你的情思，拨动你的心弦。使学生体会作
者是如何满怀激情，满怀喜悦，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感悟大自
然，赞美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

三、合作探究：

四、回忆课文内容，并说说你对这篇文章感触最深的一点，
带着感情朗读这些句子，去体会那“童话般的世界”。

【设计说明】此题旨在使学生在理解文章，掌握文章的基础
上从整体上去感知课文，体会作者融入大自然，领悟大自然
的奥妙，接受大自然的恩赐。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美的熏
陶，使学生同作者一起领悟大自然，热爱生命，感悟生活的
真谛。

五、   拓展延伸

假设你是某一景物，实际上景物已经成为游人的朋友了，请
你以景物为角色，与游人互诉心声，学习小组合作，进行创
造性对话。

【设计说明】以问题的形式使内容一步步深入，学生的思想
也一步步地在发展。意在使学生明白作者是怎样抓住不同景
物的特点，进行细致的对话式描写（充满深情），在写作中
要注意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事物，掌握写作技巧，提高自己的
写作水平。

六、   作业 布置“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教学内容：

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课

教材分析：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童心和好
奇心的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
访“山中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
如诗如画的童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这是一
篇能打动学生们的文章，在讲课过程中应着重调动起他们对
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优美的语言的体验和感悟，让他们进入
作者用文字营造的优美的自然世界中。本文讲课中的最大问
题可能是对景物的描写过于繁多和零散，如果逐一分析，难
免会显得零乱，而且逐一讲解的后果是课文给学生的感觉会
支离破碎。如何使学生既能细致地体味课文，又保持着课文
的整体感、一气呵成的美，这是教材处理中的一个难点。

在教材处理中尽量注意给学生空间和时间去与文本进行充分
的接触，在与文本的直接接触中产生个性化的阅读感受，进
行交流。注重对文本的体会和感悟。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a、感知课文内容，了解作者所访之“友”。

b、品味优美语言，体会作者表达的感情及文章的写法。

2.过程与方法：



a、通过自主阅读与合作交流来整体感知课文。

b、通过自主阅读来积累词语和品味优美语言，学习作者运用
比喻、拟人、排比、想象来表达感情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
情感。

教学重点：

欣赏品味文章的语言，在欣赏和品味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思
想的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教学难点：

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体会文章写景状物的技巧（细心观察、
用心领悟、细腻的描写），学习运用。

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导读法、点拨法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师：我们非常地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优美、恬淡安宁
的小山村。相信我们同学都有过走入山林，到山林中去游玩
的经历，可以说说你走进山林时有些什么感受，有些什么收
获吗？（学生自由发言）

师：和我们的同学一样，作家李汉荣也非常地喜欢爬山，而
且对他来说，爬山还有另一种乐趣，那就是可以拜访山中的
朋友。这些好朋友将会让他忘却疲乏，带回满怀的好心情、
好记忆。在山里他究竟拜访了哪些朋友呢？这些朋友又各有
什么魅力呢？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脚步，一起开始我们难忘



的山中之旅。（同时板书课题）

二、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首先请大家通过欣赏课文朗读来进行这次特殊的山中旅
行，在作者李汉荣的带领下、描述中我们会依次发现作者许
许多多的藏在山中的好朋友，那么这些好朋友都有谁呢？请
大家在山中之旅的过程中把这些好朋友找出来，我们一起来
认识一下这些山中好友。

（1）学生欣赏课文朗读，明确文章写作内容、表现对象。解
决字词问题。（3-5分钟）

（2）全班交流：作者在山里依次见到了哪些朋友？（1-2分
钟）生：古桥、大树、山泉、瀑布、溪流、白云、悬崖、老
柏树。云雀、小花、石头、雷阵雨、归鸟。

三、精读课文，品悟感情

师：同学们真聪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作者要拜访的朋友
找了出来，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走进大山。请同学们
认真阅读课文第1-2自然段，并和大家分享你读过之后的感受。

生：好心情（从哪些词语可以描述作者的好心情呢？喜悦、
高兴。。）

师：谁能把这种心情通过朗读表达出来？（师指名生朗读）
师：作者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首先拜访的是哪一位好朋友，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三自然段。（古桥---老朋友）

问：在作者心中，古桥是什么样的朋友？请用文中的一个词
来表达。（德高望重）那么，为什么说古桥是一位德高望重
的老人？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古桥具有怎样的品质？（无私
奉献）（作者对老桥的感情：怀念、无比崇敬、感激）



师：是啊，在作者的心中古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默
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作者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拜访古桥，
谁来读一读，感受一下作者的感情。

师：拜别了老桥，作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这片树林??树林
中的鸟儿不是在鸣叫，而是在＿＿＿＿＿＿＿＿＿＿＿露珠
也不是在晨光中闪亮，而是在＿＿＿＿＿＿＿＿＿＿＿师：
再读一读这两句话，你感受到了什么？（将露珠和鸟儿赋予
了人的情感和行为，表达出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情谊）

师：那么树林在他的心目中又是什么呢？（知己）

提问：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相互称为知己？（师生互动，交流
知己的含义）

树林是作者的知己，他们之间情谊深厚，他们彼此倾诉着心
声。被友情包围着，静静地，作者甚至也变成了一棵树??就
这样树为人友，人为树友，物我相融，多么美好的境界啊。

四、课堂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感受到了作者与山中
友人之间的情谊了吗？

五、布置作业：作者明明是去山中观景，为什么要说成
是“山中访友”？你有什么想法，把自己的独特见解写出来。

六、板书设计：

1.山中访友

老桥

德高望重

树林



亲密无间

......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1、引导学生品味美的语言,领略美的景色,体会美的情感;学
会欣赏美,创造美.

2、引领学生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1、变换人称的写法

2、拟人、比喻之美

3、丰富、新奇的想像

1、朗读

2、评议

3、练习

《山中访友》访什么样的朋友？为何访友？

1.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哼着小曲，踏着幽径，进入山中
依次访问了哪些朋友？

2.怎么称呼这些朋友？

1.朗读训练

1)示范朗读，抛砖引玉

读好节奏、重音、语气、语调、感情。



2)练习朗读，体会琢磨

把握内容，读出感情。

3)表演朗读，评议欣赏。

2.领略人称变换之美

对比阅读，思考：用第二人称写有什么好处？

3.领略拟人比喻之美

1)自由朗读第5节，说说你最喜欢哪句，并谈谈理由。

2)角色朗读，读出情感，读出个性。

4、仿写句子

仿照本节的写法，（调动想像和联想，运用第二人称）再写
一位山中朋友。

5、关于题

将题目改为“山中观景”行吗？为什么？

课后作业

一课三练

1、快乐晋阶：6、9、10

2、生活拓展：春草散章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本文教学定位在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品味语言，以陶治学生
心灵，使学生得到美的教育和生活观的教育。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同学们，假如你没读过《山中访友》这篇课文，请展开你想
像的翅膀，猜一猜李汉荣先生到山中去访问一位怎样的朋友
访问的情形会是怎样的 （学生可能回答：作者可能去访问一
位德高望重，曾经与自己同呼吸共患难的山中隐士;我想作者
可能去访问一位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朋友，他们约好了对
酒吟诗;作者访问的朋友是一位丹青妙手，他经常在山中实地
写生。访一位多年不见的住在山中的武林高手切磋武艺;访一
位隐居山中的诗人煮茶论诗;访一位得道的僧人禅悟人生; 访
山中的动物要保护动物等）可李汉荣先生到底去山中拜访了
怎样的朋友 让我们闭上眼睛，去听听作者给我们讲述他山中
访友的经历。

整体感知

教师配乐朗读《山中访友》，学生听读并思考：李汉荣先生
到底去山中拜访了哪些朋友

交流探讨

1、 谁能说说李汉荣先生去山中拜访了哪些朋友呢

明确：作者拜访了古桥，树林，山泉，小溪，蚂蚁，白云，
瀑布，悬崖，云雀，石头，落叶，小花，老柏树等。

2、 可是李汉荣先生为什么把进山看景说成"山中访友"

学生讨论后明确：把进山看景说成"山中访友"透露出作者与



山中朋友之间的亲切，表达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3、 李汉荣先生是那么地热爱大自然，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好
心情，带着丰富的想象，跟他走进山中，去会晤他山中的众
朋友，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去找找你最喜欢的山中朋友，
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它 用"我喜欢 ，是因为 "的句式说一句话。

学生可能有以下回答：

（1）喜欢白云大嫂。作者把白云的纯洁比喻成白衣天使，使
人感到生动亲切，并且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白云用自
己的身躯为天空增添活力，使人仿佛感到白云有了思想，有
了生命，而且是一位热情的大嫂，有无私奉献的秉性。

（3）喜欢悬崖爷爷。因为悬崖爷爷虽然没有花仙子们美丽，
没有溪流妹妹清澈，但他那种无杂念的心境深深印在人的脑
海里，他是那么的高大，充满着智慧，他使我们明白了做人
要如悬崖一样，永远保持平和良好的心态。

（3）喜欢老桥。老桥的特点在于一个"老"字，它像慈祥的老
爷爷，无言地唱着历史的歌。世间万物在转瞬间都是千变万
化的，惟有它仍矗立在滚滚流水上，散发着古老而坚韧的气
息，世间的一切都改变不了它那庄严的姿态，岁月使它渐渐
衰老，不再富有往日的活力，可它总是永远保持同一种姿态
去默默地为人们服务，在它身上洋溢着一种让人钦佩的坚韧
与豁达。

4、既然是山中访友，那么李汉荣先生跟自己的好朋友交流了
吗 他们又是怎样交流的

明确：李汉荣先生在文章中，已经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景
物的美在他眼里已经成了一个个玄奥而善良的思想，他对大
自然的喜爱程度已经远远不是只用眼睛去观赏他们的外表，
而是用心在冥想，用心在与大自然的朋友们交谈。然后美读



课文。

5、 在美妙绝伦如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中，你有哪些美妙的想
象

（学生自由谈）

（1）我仿佛看到阳光，它射进了树林，大树爷爷们用翠绿的
叶子剪刀，将阳光裁成许多块，送给小鸟们，送给小草们，
送给每天陪伴树爷爷的小蘑菇们，鸟儿们收到了树爷爷的阳
光片，歌声更宛转，小草收到了阳光片，把阳光当作被子，
暖暖和和地盖在身上，伸伸懒腰，渐渐入睡。

（2）我仿佛听到了风精灵带着一阵花香飞来了，在树林间穿
梭，回旋，每一株树都被这奇异的味道陶醉了，翠绿的双手
有节奏地摆动着，白云见了忍不住要与他们共舞，呼唤着她
们的女儿—雾来完成这个心愿。

（3）我仿佛感受到：潺潺的溪水，平静而柔和，忽然，一块
巨大的岩石挡住了溪水的去路，这下小溪急了，用整个明镜
般的身躯与岩石搏斗，一块碧蓝的翡翠霎时间就碎了，在阳
光下晶莹剔透，咚咚的回声漾出连绵悠长的旋律，此时此刻，
似乎我也化作一颗水珠，在溪水中欢跳，在岩石上留下可爱
的脚印。

（4）我仿佛觉得自己真的生了一对翅膀，拍打着飞向那葱郁
的白桦林，宝蓝石一样的天空中漂浮着雪一样的白云，它们
无忧无虑地飘动，或浓或淡，或聚或散，还时不时地变换形
态。在这样的天空中飞翔真舒服，喳喳的云雀在空中微微荡
漾，似乎在对我说：小鸟小鸟，我的好妹妹，你在城市生活
的好吗快点回来吧，湛蓝的天空依然等着你……。

教师结束语：当你怀着一个好心情看这个世界时，你会发现
世界原来如此妙不可言，大自然原来如此神奇，令人陶醉，



不禁想做大自然的一员，去亲身感受大自然脉搏的跳动，用
大自然的语言去跟游人进行一次心灵的交谈。李汉荣先生把
自然景物当作自己的朋友，感觉那么美好，那么亲切。孔子
曰："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而我说："有朋自山中来，
不亦乐乎 有朋自大自然中来，不亦乐乎 "同学们，让我们敞
开心扉，走进大自然，去拥抱大自然，广交大自然中的朋友
吧！下课。

布置作业

把在体会课文美妙绝伦如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时的美妙想象写
下来，课下交流。

执教感言：

骄傲一点说，我觉得我真正抓住了本文教学的要害！我真心
希望我能开心的度过一节语文课，同学们也能开心的度过一
节语文课，或许，他们并没有掌握太多的朗读与写作的技巧，
可是我知道，在这堂课里，他们是真正喜欢语文的。我想，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尽管教不了太多的东西给我的学生，
那么，就让我教给我的学生喜欢语文吧！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文章主要内容，背诵自己喜欢的
部分。

2、掌握本课8个生字，理解新词的意思，摘录好词好句。

二、方法与过程目标



学习作者善于运用比喻、拟人、想象等手法来抒发情感的方
法。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感受作者所描写的境界，激发学生类似体验，培养学生热爱
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情感。

课前准备：

多媒体课件：古桥的图片；录有风声、雨声、鸟叫声、溪流
声等声响的课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悬念，揭示课题

1、同学们平时都有哪些朋友？会去探访你的好朋友吗？

3、出示课题《山中访友》，学生读题。

4、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探访他的好朋友。

二、读通课文，掌握字词

1、初读课文，读准生字的字音，圈出你认为优美的词语并多
读几遍。读通课文，了解大概内容。

2、交流生字词的读法，汇报好词，集体品读。

清爽 吟诵 唱和 陡峭 挺拔 精致 奥秘 德高望重 津津乐道
别有深意



谁来简单地说说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

三、学习“出门”，感受心情

1、作者轻装上路，读读课文的一、二自然段，感受他当时的
心情。（心情好；高兴）

2、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作者当时心情很好？

出了门，就与微风撞了个满怀，风中含着露水和栀子花的气
息。早晨，好清爽！

（1）自由地读读这句话，感受话中所包蕴着的情意与心情。

（2）理解“与微风撞了个满怀”的写法及所包含的韵味。

（3） 带着轻松愉悦激动的心情有感情地朗读句子。

不坐车，不邀游伴，也不带什么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
踏一条幽径，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

（1）读读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最能看出作者的好心情？

“满怀”是什么意思？与上一句的“满怀”意思一样吗？平
时还可以说什么东西是满怀的？用“满怀______”练习说话。

（2）带着满怀的好心情朗读这句话。

四、再读课文，捕获感知

2、交流讨论。（友好的；他们是真朋挚友；作者是带着欣赏
的眼光在与他的朋友在交流；他们之间感情很真挚……）

五、精读课文，感悟深情



1、请同学们再一次跟随着作者去探访他的那些特殊的朋友。
认真读读第三自然段到文章的最后，想想从哪些句子可以看
出作者跟这些朋友有深厚的感情，可以把你的理解写在句子
的旁边。

2、交流同学们划出的句子。

那座古桥，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啊，老桥，你如一
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这涧水上站了几百年了吧？你把多少
人马渡过对岸，滚滚河水流向远方，你弓着腰，俯身凝望着
那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岁月悠悠，波光明灭，泡沫聚
散，唯有你依然如旧。

（1）自由读读第三自然段，想象并说说这座古桥的模样。出
示古桥图片，思考：作者面对这样一座古老的石桥他联想到
了什么？体会这样写的好处。（形象地写出石桥的古老沧桑，
暗示了古桥所发挥的作用，指出了作者对于古桥的一片情深）

（3）谈谈你对“岁月悠悠，波光明灭，泡沫聚散，唯有你依
然如旧”这句话的理解。

（4）自由朗读；指名朗读；师生共读。

六、抄写词语，自主背诵

1、抄写含有要写的字的词语。

瀑布 陡峭 身躯 津津乐道 蕴含 侠客

2、有能力的同学将第三自然段熟读至诵。

第二课时

一、回顾“朋友”，引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跟随着作者去访问了他的一个老朋友，那座古老
的石桥。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走入深山去探望我们那些特殊的
朋友！

二、朋友相见，感受情意

1、除了“古桥”这位老朋友以外，还探访了哪些好朋友呢？
他们之间情谊如何，你是从哪些语句中感知的？请你们拿起
书本，快速地浏览一遍。

2、交流探究，品评赏读

有侧重地品析下列语句。

走进这片树林，鸟儿呼唤我的名字，露珠与我交换眼神。每
一棵树都是我的知己，它们迎面送来无边的青翠，每一棵树
都在望着我。

（1）作者在这里用了什么表达方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用
朗读来加深自己的体会。

（2）有感情地朗读。

我靠在一棵树上，静静地，仿佛自己也是一棵树。我脚下长
出的根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头发长成树冠，胳膊变成
树枝，血液变成树的汁液，在年轮里旋转、流淌。

（1）默读，想象作者描写的情景。

（2）同桌互读，交流对这段话的体会。

（3）指名汇报对这段话的理解。（丰富的想象；写出了融入
大自然的感受）

（4）带着自己的体会多读几遍。



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

（1）指哪些朋友呢？请熟读第五自然段。

（2）“哪个不是我的朋友”言外之意是什么？用具体的朋友
替换掉“这山中的朋友”，可以怎么说？（这山中的山泉溪
流就是我的朋友；这山中的瀑布、悬崖、溪流，哪个不是我
的朋友？……）

我热切地跟他们打招呼：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
镜，是要我重新梳妆吗？你好，汩汩的溪流！你吟诵着一首
小诗，是邀我与你唱和吗？你好，飞流的瀑布！你天生的金
嗓子，雄浑的男高音多么有气势。你好，陡峭的悬崖！深深
的峡谷衬托着你挺拔的身躯，你高高的额头上，仿佛刻满了
智慧。你好，悠悠的白云！你洁白的身影，让天空充满宁静，
变得更加湛蓝。喂，淘气的云雀，叽叽喳喳地在谈些什么呢？
我猜你们津津乐道的，是飞行中看到的好风景。

（1）作者将山中的景物都联想成什么了？

（2）通过朗读感受山泉的清明、溪流的欢快、瀑布的雄浑、
悬崖的挺拔和巍峨、白云的洁白和宁静、云雀的欣喜和欢乐。
（播放磁带，通过声响带给学生最真切的感受，促进学生的
朗读感悟。）

（3）面对这我们热情的招呼，我们这些朋友可能会怎样回答
呢？请选择一位朋友，将他的回答写下来。

如：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我重新梳妆
吗？

山泉回答道：“________________”

教师随意读某一位朋友的话，指学生作答。



（4）有感情地朗读整段话：同桌对读，师生轮读。

捡起一朵落花，捧在手中，我嗅到了大自然的芬芳清香；拾
一片落叶，细数精致的纹理，看到了它蕴含的生命的奥秘。
在它们走向泥土的途中，我加入了这短暂而别有深意的仪式。
捧起一块石头，轻轻敲击，我听见远古火山爆发的声浪，我
听见时间的隆隆回声。

（1）细读，思考：作者看到落花与落叶联想到了什么？

（2）引导讨论：作者从落花、落叶、石头中体会到了什么？

（3）有感情地朗读这段文字。

（1）默读，提出不懂的问题，互相交流。

（2）雨大吗？下雨时的情景什么样子？用一个或几个词语来
概括一下。（电闪雷鸣、瓢泼大雨等）

（3）如何理解“谁能说这不是天地给我的恩泽”。

（4）齐读一遍。

三、作别朋友，临行寄语

1、读读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交流发现。（作者在山中呆
了整整一天；首尾呼应等。）

2、带着“好心情”，有感情地读课文。

四、升华感情，背诵结课

1、通读全文，交流：课文为什么以“山中访友”为题。

2、选择自己喜欢的一到三个部分，背诵下来。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1.学习作者独具匠心的叙述方式;

2.抓住重点词语，理清全文思路;

3.培养从大自然中发现美与领悟美的能力。

1.揣摩分析精彩的词语、句子或段落;

2.学习作者写景状物的方法。

1.学习作者写景状物的方法。

第一课时

(一)悬测：阅读标题，悬测文章的内容，揣摩作者的写作意
图。

(二)速读：抓住重点词语，理清思路，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本文主旨：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
访“山中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
如涛如画的童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三)精读：潜心于作品之中，品味体会，理解赏析，分析作
品都写了哪些内容，是怎样写的，文章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等等，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然后通过研讨加以解决。

〔精彩段落〕

1.这段文字运用了 、 、 、 修辞方法。

2.这段文字写出了作者的哪些“朋友”?它们各有什么特征?



〔精彩段落〕

忽然下起雷阵雨，像有一千个侠客在天上吼叫，又像有一千
个喝醉了酒的人诗人在云头朗诵，又感动人又有些吓人。赶
快跑到一棵老柏树下，慈详的老柏树立即撑起了大伞。满世
界都是雨，惟我站立的地方没有雨，却成了看雨的好地方，
谁能说这不是天地给我的恩泽?俯身凝神，才发现许多蚂蚁也
在树下避雨，用手捧起几只蚂蚁，好不动情，蚂蚁，我的小
弟弟，茫茫天地间，我们有缘分，也做了一回患难兄弟。

1.请概括上面第一节的内容。

2.文中画线句子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修辞：

作用：

3.文中加点的“恩泽”一词是什么含义?表达了作者什么感
情?

4.为什么说我和蚂蚁“也做了一回患难兄弟”?

5.结尾的省略号改成句号行不行，为什么?

(四)学生讨论，老师点拨：

老师归纳学生的问题，进行点拨，要做到要言不烦。

1.柏树下避雨的情景。2.拟人、比喻 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山间
景物的美丽情态，更能表达作者对它们的喜爱赞美之情。3.
这里指老柏树的恩赐惠及作者，如雨泽润物 表达了作者对老
柏树及山间万物的感激之情。4.因为我和蚂蚁一起在大树下
避雨，所以说是患难的兄弟，更能突出题目中的“友”
字。5.不行，本文结尾用省略号，表明景物、情感均未绝，



给人回味的余地;用句号则不够深远。

(五)学生归纳本课的学习要点，按照“研讨与练习”的要求，
写出学习心得。

(六)朗读课文，培养语感。

十、板书设计：

山中访友

李汉荣

山中的朋友

古桥

大树

出门去山中访问 山泉、溪流、白云、瀑布、悬崖、云雀 回
家

石头、落叶、小花

树下避雨 柏树、蚂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