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１　可爱的大熊猫

教学目标

１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学会本课的９个生字,能正确、工整地

书写生字及所组成的词语,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２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大熊猫贪吃好喝的生活习性,产
生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

３通过感受大熊猫的可爱而懂得该如何去关爱大熊猫,保护大

熊猫,进而培养关爱动物之情.

教学准备

１本课的生字、词语卡片.课文朗读录音.

２学生课前了解大熊猫的相关知识.

３大熊猫图片及多媒体课件(大熊猫的生活片断:吃箭竹、喝
水、淘气).

教学重点

１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学会本课的１０个生字,能正确、工整地

书写生字及所组成的词语.

２引导孩子从具体描写中体会大熊猫的“可爱”.

教学时间

２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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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１初读课文,认读生字,学习生字,指导书写.

２了解大熊猫的样子可爱.学习作者描写动物的方法.
一、谈话引入

１孩子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国宝是什么吗? (大熊猫)那我们去

看看大熊猫吧.出示大熊猫图片.

２大熊猫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可爱的)板书:可爱.
你了解大熊猫的哪些可爱之处? 能给大家说说吗?

３教师小结过渡:大熊猫有很多可爱的地方,这节课,我们就一

起走进大熊猫王国去看看吧!
二、初读课文,认读生字

１学生自由读文,不容易读通顺的地方多读几遍.勾画出生字

词,再读读.

２交流汇报自学情况:认读生字卡片.

３同桌互读,指名读,开火车读,领读,齐读.

４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记住这些生字的?
可以用加一加、减一减、扩词等方法.
(设计意图:给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生字的空间、时间,让他们自己

突破生字难关)

５．读了课文,你了解了大熊猫的哪些可爱.
三、学习生字,指导书写

１．大熊猫最喜欢聪明的孩子,谁能把这一课的生字写得漂亮,谁
就能和它成为好朋友.你觉得这几个字当中哪个最不容易写好?
(重点指导:略、撕、遇)如果你是小老师,在写这几个字时你会提醒大

家注意什么? (根据学生学情加以适当指导)

２．生先观察每个字间架结构,再写一个,老师巡视指导.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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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观察自己写的和书上的字,看看有什么还要注意的地方.

４．学生再写一个,争取这次比上次写得好.写好后和同桌比一

比.
四、学习描写大熊猫外形的句子

１．同学们真不错,现在,我们来看看大熊猫的样子吧.请同学们

读读描写大熊猫样子的句子,看哪些同学读得好.比赛读.

２．这里先描写大熊猫的什么? 再描写大熊猫的什么? 从哪些词

能体会到它的可爱? 你最喜欢大熊猫的什么?
黑白两种颜色的勾勒,加上“胖胖的”“短短的”“滑滑的”等叠音

词的运用,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大熊猫外形的可爱.这节简单易懂,
可让孩子运用自己稚气的童声细读细体会,发出由衷的感叹.

３．谁再来美美地读一读.让我们来体会体会大熊猫的可爱.

４．指导背诵.

５．比赛背诵.
五、拓展延伸

１．除了大熊猫,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不少可爱的动物,你能学着

描写大熊猫的方法来说说你喜欢的动物的样子吗?

２．说话练习.小组互说.

３．指名说.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１．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大熊猫贪吃好喝的生活习性,产生对

大熊猫的喜爱之情.

２．通过感受大熊猫的可爱,从而懂得该如何去关爱大熊猫,保护

大熊猫,进而关爱动物.
一、复习引入

１孩子们,我们已经认识了«可爱的大熊猫»这一课的生字,你
们还认识他们吗? (快速认读生字卡片)

２大熊猫的样子很可爱,我们再来读读,去想象它可爱的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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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读第１段.
二、品读课文,指导朗读

是啊,大熊猫的样子是很可爱的,大熊猫还有什么地方可爱呢?

１提出要求:默读课文,想想课文２~４段各写了什么内容? 勾

画出相关语句.

２．学生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分组讨论学习.
要求:(１)勾画出描写相应内容的词句;(２)边读边想象大熊猫的

生活习惯特点.

３．全班交流汇报.
大熊猫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在你的眼中,你认为大熊猫哪些地方

可爱?
根据学生现场的学习情况,以学定教.

● 大熊猫吃箭竹

(１)(课件播放大熊猫吃箭竹的画面)孩子们,这就是大熊猫在吃

箭竹.板书:吃箭竹.现在你们知道箭竹是什么样子的了吗? 把描

写箭竹的句子读一读.
(２)大熊猫是怎样吃的呢? 同学们边读边勾画出大熊猫吃竹子

的动作、神态.边读边想象,在想象的空间里再现大熊猫贪吃的模

样.
(３)大熊猫一天要吃多少箭竹呢? 齐读句子.
“十千克”是多少? (运用数学课的知识进行形象的换算比较,从

而从食量大的角度理解“贪吃”)
(４)喜欢这部分的同学再来美美地读一读.
(５)读得多好呀,我们一齐来读一读吧.

● 大熊猫喝水

(１)大熊猫一般在哪些地方喝水呢? 板书:喝水.它们在那里又

是怎样喝的呢? 找出相关语句读一读.
(２)你最喜欢大熊猫在什么地方喝水的样子? 读给大家听听.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随机播放相关的课件:大熊猫在小溪旁,边喝

边听泉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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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猫淘气

(１)大熊猫和你们一样,也有淘气的时候,板书:淘气.他是怎样

淘气的呢? 找出相关语句读一读.边读边体会大熊猫的可爱.我们

一起去看看他淘气时的样子吧.(课件播放:大熊猫偷吃食物的画

面)
(２)齐读.

４学习课文后,你对大熊猫又有什么印象?
齐读最后一段.说说为什么大熊猫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５带着自己的感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拓展延伸,联系实际

１你还知道大熊猫的哪些故事?

２．教师出示一些与大熊猫数量稀少有关的数据,引出保护大熊

猫的话题.

３分组讨论:保护大熊猫可采取哪些措施? 作为学生可以做些

什么?
四、课后延伸

１大熊猫很可爱,它被称作我国的国宝.课后去搜集大熊猫的

图片,看看谁搜集的图片最可爱.

２在我们生活中也有不少可爱的动物,你能学着作者把自己喜

欢的动物写一写吗? 你最喜欢它的什么就写什么,可以写它的样子,
也可以写它吃东西,也可以写它的淘气,也可以把这几个方面全写

完.写好后自己修改修改,并和自己的小伙伴交换看看,谁写的小动

物可爱.

附: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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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植物的睡眠

教学目标

１运用已有的识字能力,学会本课１０个生字,正确工整地书写

生字及所组词语.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植物的睡眠现象.

３对植物界的神奇充满好奇,有探求大自然奥秘的愿望.

教学重点

１生字教学.

２阅读了解几种植物分别是怎么睡觉的.

教学准备

１生字、词语卡片.

２植物的睡眠画面或图片.

３师生课前搜集有关知识.

教学时间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引入新课

１联系生活实际,从人和动物的睡眠谈到“植物需要睡眠”这个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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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读课文题目,学生质疑,师板书问题.
二、自读课文,学习生字

１初读课文,勾出生词.

２指一生交流词语,相机指导生字的认读及识字方法.

３检查认读情况,以齐读、开火车读、赛读等多种形式读卡片.

４指名分段朗读课文,集体订正、评议.

５指名读生字卡片,扩词,观察字形结构布局.

６师范写,生板书“幕”“典”“柔”,并练习.
三、细读体会,读中感悟

１默读课文,找出不理解的词语,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的提出

来.

２交流理解词语的方法,难词集体释疑.

３读了课文,你能解决课前提出的哪些问题? 生交流.
(１)知道了哪些植物要睡眠.

①在这些植物中有哪两种不同的情况? (叶子与花的睡眠)

②哪些段落是写植物叶子的睡眠,哪些是写花也要睡眠?

③课文是用哪句话把它们之间联系起来的? 理解“不仅植物的

叶子有睡眠要求,就连娇柔艳丽的花朵也要睡眠”承上启下的作用.

④自主积累.
(２)我还知道它们是怎么睡的.师:请举例说一说.

①相机指导,理解“夜幕降临”“旭日东升”“夕阳西下”以及它们

之间的关系.

②理解“常见”与“典型”.

４读了课文你还知道什么? (花睡眠姿势的不同)
(１)找出相关段落和相关句子.
(２)具体介绍不同植物的花的睡眠姿势.理解比喻句.
(３)后几句与第一句是什么关系? (总分)
四、趣味拓展,知识延伸

１选自己喜欢的一种植物,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想想如果你

是它,你会怎样向别人介绍你的睡眠.
８５



２生模拟植物介绍自己睡眠的情况.

３师:植物们的睡眠真是有趣,你们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吗?
请齐读最后一段.

４理解植物睡眠“不仅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而且还是一个科学

之谜呢”.用“不仅而且”造句.

５你还知道周围的植物有哪些奇妙现象吗?
五、小结

是啊,植物睡眠不仅是一种有趣的现象,而且还是一个科学之

谜.植物界还有许多奇妙的现象,如:一些植物会在一天中的固定时

间开花,人们把它们的规律当成花钟有着这些奇妙现象的大自

然正等着大家学好知识去探索它的奥秘,破解它的神秘呢!

(黄建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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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会“呼吸”的公路

教学目标

１学习独立识写本课的１０个生字,了解生字、词的意思.

２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３借助旁批,弄清公路“呼吸”的方法,认识其作用.

４试着自主阅读,自己动手批读.

５唤起学生爱护环境、热爱科学的意识.

教学重、难点

１弄懂公路“呼吸”的原理.

２通过对课文的理解,认识公路“呼吸”的作用.

３激发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教学准备

师生查阅有关科技环保的相关资料.

教学时间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读题

１你知道什么叫“呼吸”吗? (让学生有意识地呼吸,体会人是

用肺呼吸)真奇怪,公路也会呼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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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什么课文题目中的呼吸要加上引号?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公路是怎样呼吸的呢? 让我们一起读读课文.以你喜欢的方式

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在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词下作上记

号.

１检查生字自学情况.
指名分段朗读课文,学生互评、正音.

２同桌讨论不理解的词语,然后全班同学一起解决.

３交流通过讨论理解的生词.
三、细读课文,理解内容

同学们,让我们借助旁批,自由地读课文,想想公路是怎样呼吸

的?

１自读课文.

２你读懂了什么? 还有什么疑问呢?
我读懂了公路“呼吸”是科学家创造发明的、清除空气污染的一

种方法.读懂了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是———汽车尾气

３哪一段是介绍公路是怎样“呼吸”的.请你找出来再读读.
你明白了吗?

让学生先自读、自悟.再分小组合作学习、讨论、交流.
全班讨论,给学生探究的充裕时间,教师相机点拨:公路两旁的

土壤“吸附”汽车尾气,土壤中的水溶解了尾气中的一部分“氮氧化

物”以“呼”出,被土壤中的微生物吸收,变成肥料.

４文中说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多媒体画面展示自学题:
让公路通过　　　来　　　一些　　　,人们就能　　　,同时

还能为土壤增加　　　!
公路“呼吸”有两个作用:　　　　　　　　　　　　　　　
５让学生再读课文,把自己新的感受批在书上.

６科学家们发明了这一举两得的好方法,你们还有哪些好办法

能清洁空气,保护环境,都说出来,我们听听,然后把它批在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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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思维,提高兴趣

«会“呼吸”的公路»简洁、明了地给我们介绍了科学家们正在利

用高科技手段改造城市环境,绿化、美化家园.行动起来吧! 让我们

也做一名合格的环保卫士,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维护我们生存的

家园———地球的环境.

附:板书设计

会“呼吸”的公路

土壤←
　吸附　

溶解
→汽车尾气(净化空气)

(李向红)

２６



１４　山　行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理解诗中字、词的意思.

２理解古诗内容,培养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情怀.

３背诵并默写古诗.

教学重、难点

理解古诗内容,想象自然风景的画面,受到美的熏陶.

教学时间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自读自悟,质疑

１导入: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写的诗«山
行».杜牧的诗豪放疏朗,清新俊逸,语言明丽隽永,豪迈爽朗,独具

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２指名读,纠正读音,提醒字形“枫”.

３自读,边读边试着理解诗的意思,遇到困难用笔作上记号,再
反复读一读.

二、合作交流,解疑

１小组合作,交流读书收获,解决疑难.

２师生合作、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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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生提出疑难,请同学或老师帮助解疑.
(２)师相机引导学生通过对重点词的理解,领会全句诗的意思.
如:远上寒山
    

石径斜,白云生处
  

有人家.
停车坐爱

  
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

远上:向山的远处伸展.
寒山:深秋季节,天气渐冷,山上草木枯黄,给人一种凉意,故称

寒山.
坐:因为.
爱:留恋.
枫林晚:傍晚时候的枫树林.
霜叶:指被秋霜打过的枫叶.

３根据刚才的理解,读诗句.(带着自己的理解去读)
三、细读品味

１指名读古诗,你从古诗中看到了些什么?
古诗所描绘的景物:寒山、石径、白云、枫树林.

２说说你看到这些景物时所想到的.
(１)谈出自己的感受.
(２)用朗读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感受.

３整体感悟.
(１)这首诗描写的是哪个季节的景色?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
(深秋季节,从枫叶红可以看出)
(２)读诗,看插图,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一深秋的景色介绍给同学们.

４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５带着喜爱之情,边想边背古诗.
四、小结

«山行»描绘的是深秋景色,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诗

中的山路、人家、白云、枫叶构成了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表达了作者

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刁海峰)

４６



１５∗　地球清洁工

教学目标

１知道故事里讲了哪些小动物,他们是怎样做地球清洁工的,
有对自然、对生物观察探究的兴趣.

２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３能与小伙伴合作分角色演一演.

教学重点

１知道故事里讲了哪些小动物,他们是怎样做地球清洁工的.

２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１准确海鸥、鲫鱼、乌鸦、蚯蚓、屎壳郎的图片及课件.

２准备一张招聘通知.

教学时间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课文,板书课题

　　教师:同学们,你知道清洁工是干什么的吗? 是啊! 正是有了清

洁工,我们才能生活在干净、舒适的环境中,他们的功劳真大啊! 其

实,除了我们人类以外,还有好多动物清洁工呢! 它们和我们一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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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地球上,为地球的环境作出了贡献.学了«地球清洁工»这篇课

文,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板书课题:地球的清洁工)生齐读课题.
二、通读全文,读通课文

１自主学习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要求读通课

文,做到正确、流利.

２同桌互助读课文,互相纠正.比比谁读得好.
三、学习课文,朗读课文

１读课文,选角色.
教师:请大家再读读课文,看看课文写了件什么事?
学生自由读课文.
教师:都有哪些小动物想当清洁工啊?
(学生边说,老师边将这些动物的图片贴在黑板上)
教师:课文中除了写这几个动物前来应聘外,还写了一个动物,

是谁? 它是干什么的? (大猩猩,它是主考官)
教师:看来这次招聘会由它来负责.动物们能不能被环境保护

站招聘上,由它说了算.这么多小动物抢着说话,这种情形用课文中

的一个词叫什么? (七嘴八舌)
教师:小动物们这样积极,看来都有真本领.让我们再好好读一

读小动物的话,看看它们都有些什么本领? 读完后,选出你最喜欢的

小动物,把它的话读给同桌听.
学生自由读后同桌互读.

２结合学生选择情况进行朗读指导.
教师:仔细读课文的同学一定知道谁是第一个发言的? (海鸥)

谁愿意把海鸥的话读给大家听? (生读)
教师:读得很流利,可是好像不太自信,既然积极地来报名,就应

该相信自己能行,我来给你读一遍,你听听对你有没有帮助?
师范读.
教师:“最合适”,为什么要加一个“最”字呀? (因为觉得除了自

己,别人都不合适)
教师:你觉得你清理起来比别人更快,更干净是吗? 你这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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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难怪第一个来应聘.谁还想做个自信的小海鸥? (抽生读)
教师:谁愿意再读读别的动物的话.(生读小鲫鱼的话)
教师:这个小鲫鱼也说自己最合适,也挺自信的嘛! 谁还想读自

己选的内容?
生读蚯蚓的话.
教师:“你们看,我当地下清洁工怎么样?”小蚯蚓好像不太习惯

面对这么多伙伴说话,想一想,它平时生活在哪儿? 为什么会不习

惯? (小蚯蚓平时生活在地下,它很少和其他小动物玩)
教师:你怎么鼓励鼓励它啊? (小蚯蚓,别害怕,自信一点儿,相

信你准能行)
教师:那就自信点,再来一次.(生读)小蚯蚓听了你们的话,自

信多了.这个小蚯蚓把“变成”读得重了一点,让我感觉到小蚯蚓不

仅像别的小动物一样吃垃圾,更重要的是还能把垃圾变成(肥
料)

教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 (让植物长得更茂盛)
教师:别看小蚯蚓整天呆在地底下,默默无闻的,它的本领还真

大呢! 谁愿意读读小乌鸦的话? (抽生读)看来长得漂亮不漂亮并不

代表有没有本领,能够为大家服务,才是真正的美.谁还想读小乌鸦

的话? 想读的同学站起来一起读.
生站起来读.
教师:还有一种小动物,谁愿意读一读它的话.(抽生读)
教师:我记得屎壳郎在说本领前还说了一句话.是什么? (请写

上我的名字)
教师:一上来就让主考官写上自己的名字,生怕别人把自己的名

字拉下了,想想该怎样读这句话? 这个黑不溜秋的小屎壳郎真有个

性.可有一个小动物却对屎壳郎有点不信任,是谁? (小乌鸦)
教师:请你读一读它的话,想一想,它是用什么语气来说的.(生

读)
(生分角色朗读)屎壳郎对小乌鸦的话服气吗? (不服气)
教师:那就用不服气的语气来读屎壳郎的话.(学生读)牛羊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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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肥料吗? 为什么要埋到地底下? (抽生说)
教师:原来不把牛羊粪便埋到地底下,会对环境造成这么大的危

害.你们觉得屎壳郎说得有道理吗?
教师:难怪它这么自信,乌鸦只是因为屎壳郎长得黑不溜秋就怀

疑它能不能当清洁工,它这样做对吗? 你想对它说些什么?
教师:相信小乌鸦在你们的劝说下,一定不会再以貌取人了.请

大家再把课文完整地读一遍,仔细体会小动物的语言和神态.

３分角色朗读课文.
四、回扣课文,表演故事

教师:通过大家朗读,我知道你们已经对自己喜欢的小动物非常

了解了,动物环境保护站准备开一个招聘会(出示招聘通知),让那些

有本领的小动物来当清洁工,现在你喜欢哪种小动物,你就代表那种

小动物来参加招聘会.

１确定主考官.主考官应先问问小动物们有什么本领,再问问

它们应聘什么职位.等考完后再告诉它们有没有被聘上.

２学生分组,小组的每个成员把小动物的本领说一说,选一个

说得最好的同学参加招聘会.

３开招聘会.
教师:注意说话要有礼貌,要是没礼貌,别人就不会聘你.再有

就是别紧张,要自信,自己相信自己,别人才敢相信你,说话的时候声

音要洪亮,要把话说清楚.(学生表演)
教师:招聘会圆满地结束了,经过这些小动物们辛勤地努力,我

们的地球变了样,请看:(出示环境课件)江河湖海多么清澈;宽广的

草原空气清新,牛羊成群;植物没有病虫危害,长得多么茂盛啊!
五、课后延伸

这些小动物们为了呵护我们的地球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你还

知道哪些小动物也为地球的环境卫生做出了贡献呢? 请同学们去查

找一些关于动物与地球的关系的资料读一读,再和同学交流交流.

(敖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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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三)

教学目标

１体会句子意思,了解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句式表达,掌
握反问句的写法;

２读、背名人名言,理解名言意思,并能主动积累和运用;

３读懂成语故事,理解成语“揠苗助长”意思;

４主动观察、探究身边的奇闻趣事,大胆与同学交流.训练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培养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

５图文对照,读懂«小梅花鹿发通知»,在读中感悟通知的基本

内容.学写通知,知道写通知的要求、格式;

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短文.丰富知识,培养阅读能力,感受

语言表达准确的好处.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一些名人名言写在小黑板上.
学生:搜集整理身边的奇闻趣事.

教学时间

４~５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１分组读两组句子,一组读陈述句,一组读反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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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一想:你发现了什么?

３讨论:这两组句子有什么不同? 它们表达的意思相同吗?

４全班交流,师引导通过比较,发现新的知识点:同一个意思可

以用不同的句式表达.

５拓展练习:你能试着仿写几个这样的句子吗?

６教师相机板书学生的举例,了解反问句的作用:加强肯定的

语气或否定的语气.

７同桌互相举例,做练习.
二、语海拾贝

１自读名人名句,边读边悟,体会意思.

２在小组读,相互检查,说说名言的大致意思.

３全班交流,从名句你想到了什么? 教师适时点拨、小结.

４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诵名人名言.

５拓展练习:你还知道哪些名人名言? 教师可出示一些搜集的

名人名言.

６比一比,哪一小组搜集的名人名言又多又好.
三、点击成语

１学生自由读成语故事,要求读准字音.

２请学生复述成语故事,并说说读了成语故事后的感受.

３引导学生理解“揠苗助长”的意思,结合生活实际讲讲身边这

样的事例.
四、口语交际

１带领学生回顾本单元所学内容,谈谈收获体会.

２引导语:学习了本单元课文,同学们了解到大熊猫的生活习

性,公路会“呼吸”,小动物也可以做保护环境的小卫士这些现象

多么有趣,多么奇特啊!

３以小组为单位,用查阅资料、调查采访等形式,发现生活中的

奇特而有趣的现象.

４小组交流:请选一种跟同学说说,再看看同学的发现对你有

什么启示.在小组中评选出谁自然大方、有礼貌,谁听得最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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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全班交流,教师对学生准备情况初步了解,给学生一些适当

的建议.

６开展活动:我的发现.

７总结:我们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应语句生动,说话时口齿清

楚,要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清楚.在听别人的发言时,应细心聆

听,看看对你有什么启示.
五、习作百花园

１抽生分段朗读«小梅花鹿发通知».

２想一想:这次发通知为什么累坏了小梅花鹿?

３抽生读题,明确习作要求,了解通知内容.

４小组讨论:写通知的要求、格式,拟定通知的大致内容.独立

完成通知.

５教师选择一两篇学生的通知,在全班展示,一边看,一边评

改.

６在小组里评议每位成员写的通知的优点、缺点,把这些意见

批在文后.
六、自主阅读园地

１自由轻声读短文.勾画出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句.

２小组讨论交流疑难,反馈信息.

３抽生读文,感受语言表达准确的好处.

４摘抄最喜欢的句子在采蜜本上,并与同桌说说你喜欢的理

由,反复朗读.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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