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实用9篇)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教学目标：

1、体会学习只有认真刻苦，塌实的练好基本功，才能有所收
获的道理。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认识9个生字。

教学重难点：知道学习要认真刻苦，要塌实地练好基本功。

教学准备：人物头饰

教学流程：

一、了解故事内容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

2、再读课文，读不通顺的地方和含有生字的词语，多读几遍。

3、默读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引导学生体会小燕子很愿意学飞行，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
却失败了的心情。

二、体会角色

1、读燕子妈妈的话，要引导学生读出亲切、和蔼、焦急、担



心和鼓励的语气。

2、读小燕子的.话，要引导学生读出急切、焦躁、任性的语
气。

三、阅读中识字

出示生字卡片学生以开火车的形式认字。

四、扩展延伸

本课结尾只写了燕子妈妈一句鼓励小燕子的话。引导学生大
胆想象，小燕子筋疲力尽的是后可能说些什么。

板书设计：

小燕子学飞行

第一次成功了

第二次失败了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燕子专列》是三年级下册第二组的第二篇精读课文，本单元
的主题是爱护周围环境。本课讲的是由于气温骤降，飞回北
方的燕子在瑞士濒临死亡，瑞士政府呼吁人们救护冻僵的燕
子，人们纷纷响应，最终用空调列车将它们送到温暖的地方，
表现了人类对动物博大的爱心。课题新颖，容易激起读者疑
惑，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事情的经过，能够引发阅读兴趣，采
用对比的方式增强了表达效果。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瑞士的政府、居民用爱，用情编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故事。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关于人和动物之间感人的故事还有很
多很多，老师也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放课件：一个真实的故事

知道歌中讲的是什么事吗?

你知道人类关爱动物的事吗?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课堂是个有魅力的地方，也是最具活力，最能体现教师的生
命价值的地方！这学期我将更多关注课堂，走近课堂去寻找
精彩瞬间，去感受老师们的快乐！我想，我应该抱着学习的
态度去倾听，去感受！保持平和的心态去与老师们对话，分
享彼此的思想，交流彼此的心得，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上午第二节课，我走进五年级二班的
教室。上课的内容是，郑振铎的《燕子》。

简单的教学过程：

一、 导入：春天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了我们身边，你感受
到了吗？（学生答：春雨来了；变暖了；）

二、教师范读

1.要求：听准字音，文中哪些文字是描写课文插图内容。

2.学生回答，找出文中描写插图的的内容,并用自己的语言来
描述。（学生回答，教师及时点评、引导。）



三、认读生字

开火车认读生字；教师讲解学生不理解的字词。

四、讲读课文

1、检查学生预习阅读的情况：抽读（要求：听听这个同学的
字音是否读准？是否流畅？是否有丢字、添字？让学生及时
点评）

2、全班齐读

3、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自然段，有感情地朗读！

4、文中是怎样来描写燕子的呢？阅读后可以与同桌之间进行
交流。

五、教师小结

1、在教学中，王老师用清新明快，具有亲和力的语言，带着
学生走近文本，走近春天，走近燕子，和孩子们一起感受春
天的绚丽多姿，感受燕子的活泼可爱！语言的魅力是巨大的，
赋有感染的语言很容易调动起学生的情绪，激起学生学习的
兴趣。从现场教学看，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涨，师生在交流、
讨论、分享中一起感受着学习的乐趣。

2、在平时的听课和上课中，我发现很多学生没有静心倾听的
好习惯。没有倾听就没有学习，倾听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听力，
更重要的是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这对于学生学习语言是
很重要的。在我们平常的教学中很多老师都忽略培养学生的
倾听习惯。在王老师的课堂中，她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倾听习
惯，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学会倾听。在教学中王老师让学生
带着任务（评价）去倾听同学们的朗读、同学们的发言，然
后通过生生之间的评价来检验学生倾听的效果。这样带着任



务的倾听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学生的学习也变
得主动积极！

3、课堂的主人是谁？那当然是学生。我们的教学就要充分考
虑到学生的学习状况以及学生的生活经验。有效的学习都是
建立在学习者的生活经验上的。因此，我们在备课时一定要多
“备学生”，了解学生的“实情”，这样我们在教学中才能
做到有的放矢。王老师今天所执教的课文内容是有关春天的。
春天，对于深圳的孩子来说很多都没有真实体验、感受过，
这样就出现了教师导入新课学生回答干瘪，不真实的现象。
那应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如果在教学伊始，教
师利用多媒体（图片、视频），为学生创设春天的“真实情
境”，让学生在美丽的春景中感受春天，学生的感受真切，
体会会更多，表达的也会更丰富。

4、在整堂课中，我总感觉学生学得很浮躁，理解没有深度，
感悟不够真切。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原因，是学生与文本
的对话不够。新课标指出：阅读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
对话过程。只有教师、学生与文本充分对话之后，师生的感
悟才会真切。学生也才能走近文本，走近春天，走近小燕子，
真正领略到春天无穷的魅力。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虽然为学
生创设了很多的阅读机会，形式也多样，但学生的参与深度
却不够，各个环节也只是蜻蜓点水，学生没有真正静下心来
阅读。

唐晓勇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1、学会语文课文中的生字新词；

2、正确理解语文课文中的长句子，初步掌握读懂长句子的基
本方法，体会祖国的语言美；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语文课文，背诵语文课文第四自然段；

4、通过对语文课文中优美词句的理解，感受燕子的可爱，春
光的美丽，体会春天的季节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心情和蓬勃向
上的力量。

5、初步培养学生的探究、竞争和团队精神。

二、重点难点

初步掌握正确理解长句子的基本方法，通过学习语文课文的
语言，感受燕子的可爱、春光的明丽和祖国语言的丰美。

三、课前准备（第二课时）

五线谱、《春天奏鸣曲》第五乐章、歌曲《小燕子》、课件
制作

四、课前活动

名称：（课件1呈现）心有灵犀一点通

要求：请学生在纸片上写一个词，老师任意抽点几个学号的
同学，如能组成一个句子，则说明是“心有灵犀——一点
通”，也就不愧是四年的同窗学友了。

目的：通过活动，使学生了解组成句子的基本形式是这样三
种：“谁是什么。谁干什么。谁怎么样。”为课堂教学
的“简缩语文课文”环节作些铺垫。

注意：若学生未能拼出“是”字句，教师视情况可自己或请
听课老师参与活动。

原则：趣味性、语文性、针对性



五、教学过程

1、读一读

2、数一数

现在我们来做一道很简单的题目，请问：《燕子》这篇语文
课文有几句话？请同学们快速落实单元数一数。（对，《燕
子》这篇语文课文虽然将近训练重点400字，但只有10句话，
可见长句子是比较多的。课前活动时，我们已了解了句子组
成的三种基本形式是“谁是什么。谁干什么。谁怎么样。”
因此，我们可以用缩句的方法来理解这些句子。）

3、缩一缩

先看第一句——可缩成“羽毛、翅膀、与课前活动呼应尾巴
凑成了小燕子。”

第二句，第三句呢？

……

4、评一评

（原文生动具体，短文简洁明了）

5、辩一辩

辩论分组。

（1）确定正方——原文支持者

反方——简缩的文章

（2）确定正反方第一辩手、第二辩手和第注意全体参与三辩



手，其它同学为自由辩手，在自由辩论时注重语文能力陈述。
（听说读写）

（3）评委：所有来听课的老师。（欢迎）培养

（4）为了使你在辩论赛中取胜，现在我想传授一点秘诀给你，
可得听好了：

——听（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是尊重他人的表现；而且，
在辩论时，只有听懂了对方的观点，才能更好地驳斥对方）

——写（同一方同学可用传纸条的方式给辩手，不过，字要
写得又快又好）

（5）至于主持人，我就毛遂自荐了。

（6）学生辩论，教师点评引导。

6、点一点

辩论赛暂告一个段落。本次辩论赛双方人数虽然悬殊，但在
辩论方面可谓势均力敌、导师就是“导”旗鼓相当，难分胜
负。不过有一点是可以下结论的：那就是同学们读书读得棒，
说话说得妙，还敢于竞争，又很会与人合作，这，对我们的
一生都是有用的。

7、唱一唱

六、板书设计

燕子

活泼可爱

乌黑光滑



俊俏

轻快

剪刀似的增添生趣

细雨、微风、柔柳、青草、绿叶、鲜花（静中有动）赶来

轻快飞行

斜掠、横掠（动态）

悠然

停歇（）像曲谱（静态）

七、设计意图

1、语文教学的本质任务是语言训练，通过语言训练，从而提
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2、语文教学要有人本意识，教师应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观念，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促进其主动发展。

3、语文教学要注重学生思维品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特别是
求异思维的能力。

4、语文教学要努力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方法和习惯。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一、回顾复习，导入新课

2、看来大家对于昨天的学习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节课我
们接着来学习《燕子》这篇课文，请大家抬头看黑板，跟我



一起回忆“燕”字的写法，分别是头，身体，翅膀和尾巴。

二、学习第三自然段

1、现在，我们也正值春天，万物复苏，小草是春天的使者,
她用娇嫩的身躯装点着广袤的大地；柳丝是春天的使者,她用
柔软的手臂描画着蔚蓝的天空；花朵是春天的使者,她用娇媚
的笑脸打扮着美丽的世界，而燕子则为春天带来了生机和活
力。

2、请大家自由读第三自然段，想：燕子是如何飞行的？从哪
些句子或词语中感受到？划出你认为好的词语。

（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

3、我们一起先把这句话读一遍，在这句话中有一个字形容燕
子飞行的姿态，就是“斜”字，下面请大家都站起身来，都
斜着自己的身子，有什么感受（站不稳）我们斜着身子连站
都成困难，而燕子却能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从这里大家体
会到了什么？（飞行的技巧高），好，我找同学把这句话再
读一遍。接着请大家闭上眼睛，根据我的描述，在脑海中想
象一下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飞行的情景，（春天来了，春
天来了，在微风中，在阳光中，小燕子从南方回来了，它们
唧唧地叫着，好像在诉说着对家乡的思念，看，那边有两只
燕子，它们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一眨眼，便消失了踪影）
好，大家抬起头来，根据我的描述和大家的想象，大家还感
受到了了什么（轻快，姿态优美）。短短的12个字我们就能
从中分析出这么多内容，可见，作者对于燕子的观察细致么？
同时，作者，在写作本文时，也一定做了细致的推敲和斟酌，
因此，我们在平常的写作中，也应该像作者学习。

4、老师有一个疑问，在这句话中还有一个词叫“掠过”，这
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谁能解答？（如果能准确说
出，则再结合图片加深印象，若不能说出，则先强调以后预



习应该注意提前查出不理解的词语的意思，然后结合图片，
理解词语意思，并做笔记）

5、句式，有的。。。有的。。。接着仿写，在微风中，在阳
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有的。。。有的。。。

6、对比体会“沾”字的妙用。一起先把这句话读一遍，
从“沾”字体会到了什么？（轻快）如果，我把这个“沾”
字换成“贴”字，大家再读，比较一下哪个好？“沾”字更
能体现出燕子飞行的轻快。谁能通过朗读把这种轻快表现出
来？找同学读。

7、好，在这段中，我们通过对重点词语的想象，对句子的赏
析，我们感受到了燕子飞行的轻快，技巧的高超，姿态的优
美，现在让我们一起把这段话读一遍，再去想象，再去感受
燕子飞行之美。（配乐读）然后试着一起背诵。

8、这是本文作者，郑振铎先生对于燕子飞行的描写，那么，
其他人笔下的燕子又是怎样飞行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燕群有时如掠天长剑，横空刺去；时而又如战斗机群，俯冲
而来，在停宿处周围的空中飞翔着，回荡着。

每到快下雨的时候，燕子飞得很低，速度很快，仿佛是沿着
一条神秘的线路在滑翔，在蒙蒙细雨中，他们喜欢一动不动
地并排站在电线杆上，休息，沐浴，远远望去，就像五线谱
上的音符一样。

这位作者说燕子落在电线杆上，远远望去，就像无线谱一样，
究竟是不是这样，下面，请大家结合我们刚才学习第三段的
方法自学第四自然段，边读边划出你认为好的句子，并写写
自己的感受。

三、自学第四段，学生交流，老师点拨



1、分小组进行交流

3、稍微重点理解无线谱这个比喻句，大家知道什么是五线谱
么？结合图片了解什么是五线谱（用来记载音符的五条平行
横线就叫五线谱）比喻十分的形象贴切，而停留在上面的燕
子就成了什么？对，音符。大家抬头看大屏幕，看看我找的
两幅图片，大家对比一下，是不是真如作者说的那样。五线
谱和音符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经常看到，对，在唱歌，在演奏
的时候，那么，在本文中，在微风中，在阳光中，成为音符
的燕子谱的是一曲什么歌呢？对，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赞歌。
那么，既然是赞歌，表达的就应该是赞美之情，同学们能不
能把这种赞美之情读出来呢？齐读最后一段。

四、回顾总结，完成板书

作家写赞美春天的诗文，少不了燕子； 歌唱家唱赞美春天的
歌，也总少不了燕子。

可以说，如果少了燕子，春天就会失去一半的美。所以说，
燕子的到来，为光彩夺目的春天增添了许多生机。

五、作业布置

1、课文的语言真美，我要把喜欢的句子抄写下来

2、本文只是郑振铎先生燕子的节选，下去后读读全文，看看
燕子在作者的笔下还有什么含义。

3、仿照课文第一自然段的写法，抓住特点，写一种自己熟悉
的小动物的外形。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燕子》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有关生字，正确书写14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会认9个生字。

2、通过朗读、观察、想象，感受燕子的可爱和春天的美丽，
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3、会用“偶尔、活泼”造句，理解课文的内容，概括每个自
然段的意思。

教学重点：

从作者对春天里的小燕子的描写中，体会燕子的可爱和生机
勃勃的春天景色。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在观察的基础上如何抓住景物的特点进行描写。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燕子飞行幻灯片。

课时安排：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歌曲欣赏《小燕子》，说说听这首歌的感受。

2、多媒体出示燕子的画面，请学生观察燕子的样子，抓住它
的特点说说燕子。



3、我们要学的课文是怎样来写燕子的呢？今天就一起来学6、
燕子。

教学生字“燕”，“燕”是个象形字，“廿”是燕子的
头，“口”是燕子的身子，“北”是燕子的翅膀，四点底是
摊子的尾巴。

在写“燕”的时候各部分要紧凑。

学生用钢笔在书上描红。

二、检查预习情况。

1、检查字词的读音。

（1）抽读生字卡片，纠正读错的音节。

提醒学生注意：拢、掠是边音；俊、晕是前鼻音；横是后鼻
音。

（2）学生齐读

2、掌握生字的写法：

请学生做小老师说说这些字在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学生交流，并在书上逐个进行描红。

3、指名分节朗读课文，要求不添字，不漏字，不错读，不破
词破句。

（1）学生读课文。

（2）学生对照要求进行评价。



4、交流：课文主要写了燕子的那些方面？

三、学习课文第一段。

1、多媒体出示燕子的画面，用自己的话说说燕子的外形。

2、自由读课文，想想从这段中知道了什么？

3、学生交流。

4、作者是抓住什么特点来描写的？

结合交流板书：羽毛乌黑发亮

翅膀俊俏轻快

尾巴剪刀似的5、指导朗读。

（1）激发情感

看多媒体：面对这么机灵的燕子，这么可爱的燕子，你愿尽
情的夸奖它吗？让我们赞美的语气读。

（2）自由朗读。

（3）指名试读、齐读。

6、指导背诵。

（1）学生说该怎样背？

（2）看板书练习背诵。

7、说说这一段的意思。



四、指导写字。

五、作业布置。

1、抄写词语三遍。

2、朗读课文。

3、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燕子有一身（）的羽毛，一对（）的翅膀，还有一个（）的
尾巴。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两个句子中的“的”可不可以省去：

（在学生自读课文、老师巡查时，唐传岳同学提出来的）

1、“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展开带黄色的嫩叶的柳丝。”

在这一句中，有点同学说不用“的”显得直接点。但有的同
学说要用“的”，这里突出了嫩叶是带黄色的，而不是突出
柳丝。

2、“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成了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赞
歌。”

这一句，经过辩论，大家明白了在这里多了一个“的”，朗
读中的停顿提升了感情，用“的”比不用好。

第一、二自然段能否对调：

我昨天在解读这篇课文时，用摄影的画面感来感受课文：



一个摄影师到郊外去拍摄春天的美景，当他用广角缓缓地拍
摄着光彩夺目的春天时，突然发现了燕子（小燕子从南方赶
来，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机。）（第二自然段）他被燕子吸
引住了，马上对燕子来个特写（第一自然段），跟着一直追
踪着燕子的活动（第三自然段），直到定格了燕子飞累了，
停在电线上的美妙画面。

所以，我认为应该把第二自然段放在开头，这样子画面的流
畅性就很强。

早上回来跟游老师讨论，她说调换后变得很寻常，平时都是
这样写的，而把燕子放到开头，先突出重点，反而有新意，
不妨让学生说说他们的意见。

课堂上，当我提出这个质疑时，让我惊喜的是，没有同学附
和我，而是都有自己的思考，“换”和“不换”各占一半意
见。

下面是同学的意见：

同学一：不换，把燕子特点放在第一自然段，突出主题。

同学二反驳：换，摄影师无心拍燕子，但被燕子吸引了，这
样也可以突出，成为主题。

同学三再反驳：标题是“燕子”，说明摄影师是有备而来去
拍燕子的。

还有同学反问我：如果你是摄影师，你想拍燕子还是拍春天？

在这个辩论结束后，我引导学生这样看待文章的结构：

写东西，不要千篇一律，如果个个都按照一样的顺序写，还
有味道吗？如果我想突出什么重点，我先写什么，再写其他。



跟着让学生翻开单元的习作，提出准备要求。

燕子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九

我上这篇课文，针对了三年级教材特点，着重借助对“料
峭”、“纷纷”、“一点不在乎”三个重点词语的理解组织
教学。通过多种理解词语方法的渗透，经过多角度、多层次
的语文训练，包孕着丰厚的情感、丰富的内涵，实现语言训
练立体化，真正体现了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营造了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如何让学生不以一个
旁观者的角度去了解故事，而能入情入境地体验课文。我想
方设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小燕子，设身处地地自主阅读，交
流感受。这样，充分调动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使
学生融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