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级《繁星》教案（通用 13 篇） 

四年级《繁星》教案（通用 13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教案是教材及

大纲与课堂教学的纽带和桥梁。教案应该怎么写才好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四年级《繁星》教案，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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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认识本课的生字。 

2、理清本文的行文思路，知道文章是按时间和地点的顺序描写了

三次星空。 

3、学习并运用联想和想象来写景状物，抒发观赏景物时的感受。 

【过程与方法】 

1、体会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观看繁星的情景描写。 

2、诵读课文并揣摩作者由眼前实景产生的联想和想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教学重难点： 

重点 

由景物引发的联想和不同感受。 

难点 

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恰当地表达感情。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搜集巴金的资料。 

教学时间：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同学们，星星是夜晚的精灵，在无边的夜空，闪烁着智慧的光

芒。你爱看天上的繁星吗？当你凝望那充满神奇色彩的星空时，你的

心情如何？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文坛巨匠巴金爷爷对繁星的观察和

感受。 

2、（多媒体出示巴金简介）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

都市人。代表作有《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的文

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多媒体出示） 

2、查字典理解词语。（多媒体出示词语） 

摇摇欲坠：形容非常危险，就要掉下来或垮下来。 

半明半昧：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昏暗。 

密密麻麻：又多又密（多指小的东西）。 

3、分小节读课文。 

三、研读课文，体会作者情感 

1、默读课文，完成表格。（多媒体出示） 

2、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多媒体出示） 

（1 ）在__________（时间），__________（地点），我看着

________________，感觉到________________。 

（2 ）在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地点），我看着

______________，感觉到________________。 

（3 ）在__________（时间），__________（地点），我看着

________________，感觉到________________。 

3、为什么作者三次看星空的情景和感受会不同？ 

（明确：作者三次看星空的情景和感受不同，是因为随着作者年

龄和阅历的增长，对星空的观察和感知逐步深入细微了。） 

第一次：“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

星星”表达了思念之情。 



第二次：“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表达

了对生活充满光明、希望之感。 

第三次：“我望着那许多……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写出了海上

望星的无比舒心、安详和陶醉的感受，以及与星空的知心之情。 

4、看着满天的繁星，“我”获得了怎样的乐趣？根据句式练习说

话。 

（多媒体出示）看着满天的繁星，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文章之所以值得我们一读再读，是因为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

你能找出来并读一读，品一品吗？ 

（大部分精彩语句在第3自然段，再读第3自然段，回味、感悟、

交流） 

拟人句：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眨眼，

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 

排比句：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 

6、读下面的句子，用加点的词语照样子写句子。（多媒体出示） 

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 

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

见它们在小声说话。 

四、小结课文，复习词语 

1、请写出几个描写星空的词语。 

例：星群密布 

（ ）（ ）（ ） 

2、复习词语。 

纳凉星群密布静寂半明半昧摇摇欲坠梦幻 

五、总结仿写，拓展作业 

1、仿写。 

在作者的笔下，繁星点点，胜似仙境，美妙无比。本文之所以有

如此美妙的意境，是因为本文有对星空真实的描绘，也有作者自己丰

富的联想，这种写法就叫作虚实结合。模仿课文的写法，按照句式也

写一段这样的话。 



（多媒体出示句式） 

我望着____________________，我仿佛看见________________，我仿

佛听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觉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寻找虚写景物的句子。 

（2）学生找出这些句子后进行赏析，并按要求写作。 

（3）大组交流汇报自己所写的句子。 

2、拓展。 

（1）将自己看繁星的经历写成一段话。 

（2）画一幅星空图，并写上几句话。 

如，提问时，要注意留给学生充分思考时间，不要急于给学生

“要答案”，关注学生能力的锻炼、等待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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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一、引导学生学会细心观察大自然，培养其热爱自然的思想情感。 

二、学习并运用联想和想像的手法写景状物，抒发情感。 

三、学习并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体会文章的语言

美。 

教学重点与难点 

理解作者看繁星的感受，品析课文描写繁星的精彩语言。 

教学方法 

教师通过启发、点拨等方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实践。 

第 一 课 时 

教学要点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探究课文三次描写看繁星的变化

特征。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导入 

师问：同学们，当你凝望那充满神奇色彩的星星，你的心情如何？

你产生了怎样的遐想呢？ 

学生畅所欲言后，教师导入：这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繁星》，



看看作家巴金遥望星空后是怎样的感受？ 

1．作者简介。 

2．背景介绍。 

二、教师范读课文 

注意读音及字形 

摇摇欲坠（zhuì）半明半昧（meì）模糊（mó）霎眼（shà）  

三、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讨论：课文几次描写繁星美景，内在的顺序是什么？ 

讨论明确：作者三次描写繁星美景图： 

第一次是“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 

第二次是“三年前在南京”， 

第三次是“如今在海上”。 

三次描写繁星美景的内在顺序是时间顺序。 

四、再读课文，深入探究 

学生四人小组合作讨论： 

1．作者三次写看繁星的情况和感受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不同？ 

讨论后全班交流。 

明确：“从前”在家乡，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星”， 

“三年前”在南京的“一个静寂的夜”，作者看到的是“星群密

布的蓝天”并且“认识了一些星星”， 

如今，作者看到的是“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

甚至“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感受不同：“从前”的感受是“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

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三年前”“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

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如今”“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

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

母亲的怀里了”。 

产生情况和感受不同的原因：作者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周

围世界的观察和感知也渐进细微深切。 



2．我们能比较一下感受变化的特点吗？ 

明确：作者第一次感受是仿佛回到母亲的怀里，第二次感受是仿

佛和朋友对话，第三次感受是仿佛睡在母亲的怀里。感受越来越深，

越来越细致，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越来越强烈，

甚至还融入了对祖国的眷念之情。 

3．作者是在赴法留学的邮船上创作的此文，看星的情况可以从第

三段写起，那么前两个片段有什么作用？ 

讨论后明确：前两次为“我”表达“爱星天”情感打下了铺垫，

起烘托作用。 

五、拓展训练 

作者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有了对星空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我们每位同学的人生阅历都存在个性差异，那么当你在某个夜晚面对

星空时，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请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 

教师再次放映星星闪烁的夜空，设置情境，然后要求学生写 200

字左右的短文，待第二课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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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认识“昧、坠”等 3 个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根据课文的描述想象繁星满天的画面。 

教学重难点 

能说出自己看夜晚繁星的感受。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同学们，星星是夜晚的精灵，在无边的夜空中闪烁着智慧的光

芒。你们爱看天上的繁星吗？每当凝望那充满神奇色彩的星星时，你

的心情如何？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文坛巨匠--巴金对繁星的观察和

感受。(板书课题) 

2.作者简介。(出示作者的照片及资料) 

二、初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 



2.查词典理解词语。 

3.分段读课文。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从“时间、地点、繁星的样子”三个方面梳理作者

三次看繁星的经历，并体悟作者不同的情感，可通过表格解说。 

2.全班分享交流。 

(1)交流：学生梳理每个自然段的内容，逐行汇报填写的内容。 

(2)引导：学生梳理第三列信息。 

(3)借助表格，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四、细读课文，深入理解。 

(一)学习第 1 自然段。 

1.想象画面：什么时候能看到繁星？(夜晚)作者用了一个什么词来

描绘看到的繁星？(密密麻麻)闭上眼，想象作者看到的画面。(星星闪

闪烁烁，像无数颗珍珠撒满夜空……) 

2.指导朗读：炎热的夏夜，你坐在庭院里，享受着习习的凉风，

看着一闪一闪的星星，会产生怎样的感受？想象这画面，读出感受。 

(二)学习第 2 自然段。 

1.想象画面：三年前作者在南京的住所后的菜园里看见的星星是

什么样子的？(星群密布)又有什么感受？(光明无处不在) 

2.“星群密布”是什么意思？与“密密麻麻”相比，有什么不同？

(“密密麻麻”只能突出星星又多又密，“星群密布”还能体现出星星

是一群一群分布的。) 

3.“光明无处不在”是什么意思？(虽然星星的光亮很“微小”，

但是因为星星很多，一群一群的，分布很广，所以“光明无处不在”。

柔和清亮的光在夜空中闪烁，宁静又温馨。)句子除了表示到处有星光

外，还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虽然身处黑暗的旧社会，但作者

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信心。他向往光明、追求光明，望着星空就感

到“光明无处不在”。这时，他爱星空的感情比以前更深了。) 

4.指导朗读：边读边想象画面，“微小”弱读，“光明无处不在”

声音延长。 



(三)学习第 3 自然段。 

1.想象画面：“如今”作者在海上看星空，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

的？(半明半昧、摇摇欲坠)通过这些词语，你想到了怎样的画面？(星

星是时暗时亮的，忽闪忽闪的，让人感觉它们在不停地动；又因为海

面宽广，水天一色，所以星星显得很低。星星那么低，又不停地动，

就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2.读“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这句话，你想到了怎样的画

面？(星星离“我”更近了，还调皮地在“我”身边飞舞嬉戏，让“我”

觉得不孤单……)读“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你想到了怎样的画面？

(星空辽阔无垠，作者在星空下显得很小很小；星星很低很低，发出柔

和的光，像萤火虫一样在作者身边飞舞，给作者带来光明和温暖。在

这样的环境下，作者就像睡在母亲的怀抱中，温馨甜美。) 

3.指导朗读：想象仰躺在舱面上，仰望海上星空时的心境，读出

感受。朗读描写“萤火虫”的比喻句时，语调活泼，语速轻快；朗读

“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时，语调柔和，语速舒

缓。 

五、深化主旨，课堂小结。 

作者细致入微地捕捉到繁星的样子，离当下越近，描写越细致。

读这样的文章，我们要充分发挥想象，想象文章描写的画面，深入理

解文章，体会其中蕴含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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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树立热爱大自然的思想，学会观察大自然。 

2、学会并运用联想和想像的手法来写景状物，抒发情感。 

3、学习并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 

教学时数：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星空《天上的街市》 



二、检查预习，了解作者 

1、字音字形模 

2、作者介绍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主要作品：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三、整体感知 

1、朗读课文 

巴金写了几次观察星空？按照什么顺序安排的？ 

明确：从前————————三年前————————如今时

间顺序 

2、再读课文了解三次看星空的地点和感受 

四、分析课文 

1、比较三次看星空的感受为何会不同？ 

明确：年龄阅历的增长，对星空的观察与感知逐步深入。 

2、研究三次写观察星空感受的句子及情感。 

感受及情感见上面表格。 

3、为什么在作者的心目中星星、星空仿佛有生命似的？ 

明确：作者热爱星空，热爱大自然，在他的心目中，繁星是母亲，

是朋友，繁星象征着光明，在星空下，他感觉温馨，甜蜜，惬意，所

以星星、星空仿佛有生命似的。 

4、明确作者的情感：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开头第一句，直抒胸臆） 

五、体会语言 

1、找出文中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的句子，体会其妙处和作用。 

比喻：萤火虫生动形象，富有情趣 

拟人：说话与自然融为一体，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排比：柔和的静寂的梦幻的 

从不同的角度写海上之夜令我产生的美感，充分渲染了海上之夜

的美妙。 

2、学习并运用联想和想像 



联想：实———————实  

想像：实——————虚联系点  

学生画出文中运用了联想或想像的语句并分析其间的联系点 

观看星空，展开想像或联想，写一写自己的感受 

3、理解精妙的语句 

微小无处不在 

因为当时作者很年轻，充满幻想，充满朝气，所以他会觉得微小

的星光中光明 

无处不在 

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跑：既写出了巨人星座的形状，有暗示船在前行，也表现了作者

的激情。 

看：呼唤读者，感情上与读者直接交流，更加引人注目。 

六、总结课堂，布置作业 

运用至少一种修辞手法，并用联想想像的手法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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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情感目标：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也能观察自然、热爱自

然。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观察、想象能力；有表情朗读课文；理解

并运用联想和想象来写景状物、抒发感情。 

知识目标：掌握部分新词及理解其意；学习并运用比喻、拟人、

排比等修辞手法。 

教学方法 

一、在朗读中逐渐进入情境，初步体会美好的感情。 

二、在研读中联系学生实际、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感受。 

课前准备查找有关巴金的资料；查找有关“星”的传说；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借助字典把握文中的生字词。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老师曾读过郭沫若的一首诗《天上的街市》，读给大家

听一听： 

二、初读课文，扫清学习障碍（此项可布置在课前完成）。 

1、课文分析时补释：摇摇欲坠：形容非常危险，就要掉下来或垮

下来。 

2、交流作者情况：学生交流预习时查阅的巴金的有关资料、介绍

有关作品（如《家》、《春》、《秋》）的情况等。 

三、指导朗读、整体感知 

1、指导朗读。 

朗读一篇文章，首先要确定感情基调，对每句话来说，又要初步

明确是用上扬调、平直调、曲折调、下抑调中的哪一种来表情达意：

在一句话中，还要确定变音及重音的读法。 

以第一段为例，师范读，表达朗诵全文。 

2、学生朗诵 

每生读自己最喜欢的一段。读后谈自己这样处理的理由。让学生

尽情朗读，以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当中。对朗读有特点的每一处地方

都给予肯定，以激励学生。 

3、整体感知 

说出作者三次看繁星的时间、地点，大致了解，四次看繁星的情

景和感受。 

四、小结 

由学生小结，师补充即可 

五、作业 

在课后写一写你观察天上的繁星的情景，并写出你的感受。 

第二课时 

一、导入新课 

1、交流写景的作业。 

2、朗诵比赛。 

二、研究性阅读 



1、品读全文：找出你认为成功的句子或词语，谈谈理由。在文章

旁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 

2、找出文中你认为不理解或迷惑的地方，小组探讨一下，如果还

不能能解决，提出来让全班同学帮帮你。 

2、精读第三段，进一步体会采用修辞来表达感情，试找出来，并

加以品味，在文旁写一写，然后全班交流。 

①比喻（见课本划单横线句）生动形象，富有情趣 

②拟人（见课本划波浪线句）赋予星星眼睛、嘴巴、思想，使作

者与自然融为一体，命笔含情，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萌其

情，产生无穷的遐想 

③排比（见课本划双横线句）从触觉、听觉、幻觉的角度描写海

上之夜令“我”产生的种种美感，它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一气呵

成，充分渲染了海上之夜的柔美、静谧和奇妙。 

3、让学生当堂熟读成诵，深加品味 

三、质疑反思 

文中有没有你不理解的或认为不恰当的地方说出来，大家商讨。 

四、延伸拓展 

模仿课文，用联想和想像的手法，当堂练笔，写出你仔细观察的

某个景物，然后交流评价 

五、小结 

由学生小结，师补充即可（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向巴金爷爷他

们学习，学习他们在生活中善于观察的好习惯，积累素材，做生活的

有心人）。 

六、作业 

将自己看繁星的经历写成一篇小散文，课后交流。 

四年级《繁星》教案 篇 6 

教学目标： 

1、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体会文章的语言美，并学习运用比喻、

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 

2、能根据作者的写作顺序了解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点观看繁



星的情景，理解其看繁星的感受，学习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3、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理解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观看繁星的情景及不同的感受 

教学准备：布置学生课前预习 

1、把课文读正确，了解读课文时还不太理解的词语。 

2、思考作者看了几次星，分别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看到的

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3、了解巴金先生的生平，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写的这篇文章？ 

教学时数：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导入新课。 

1、我们今天学习哪篇课文？ 

2、谁能把课题写出来？（指名写，写时强调该字笔画较多，要写

紧凑）写得怎样？（简单评价） 

3、理解课题：“繁”是什么意思？（多）繁星呢？（许多的星星、

数不清的星）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1、导读：文中写了巴金先生几次看星，分别是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在预习中你是不是把这些内容都找出来了？请同学们来交流你们

的预习成果。 

2、指名学生说。 

3、按照时间的推移地点的转换，这篇课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还

有别的分法吗？（提示：这是一篇游记，游记就是写在旅游的途中，

今天我到哪儿了，看到什么玩了些什么？但这篇游记有些不太一样，

谁看出来了？前两次并不是在他这次旅游途过过程中的事，而是--回

忆。所以这篇文章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写回忆，一部分写

现在） 



三、学习课文，了解作者看星的感受。 

1、直奔重点段，了解作者的感受：这三段中，大家觉得哪一段写

得最好？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今在海上，是怎样的情景勾起了

巴金先生对以往看星的回忆？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的第三段，一边读

一边划，用横线划出巴金看到的星是什么样子的，用括号圈出他看到

这样的星心中的感受是什么？并把你觉得重要的词语标上小黑点，想

想它们的意思。 

2、学生按提示自学第三自然段。 

3、集体交流反馈： 

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

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

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 

（1）这段话由几句话组成，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句中的星是怎样的？

指名读每一句，概括一下，第一句中的星是怎样的星？（理解“半明

半昧”板书昧，问：昧是什么意思？半明半昧呢？这半明半昧的星是

怎样装点在天空中的？理解“悬”） 

（2）再来看第二句，指名读，概括一下，这句中的星又是怎样的？

（理解“摇摇欲坠”板书，问：坠是什么意思？欲是什么意思？整个

词的意思就是--摇摇晃晃地快要掉下来） 

（3）第三句，指名读，概括讲这时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像是

萤火虫在我周围飞舞，出示：飞舞） 

（4）指板书，联系“悬-摇摇欲坠-飞舞”你们看，星星在作者眼

里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近，提问：星星为什么会跑到他的

身边来飞舞？作者觉得星星像是萤火虫一样在身边飞舞，觉得和星星

在一起，是星星从天上飞下来了，来到他身边，还是作者飞上天去了，

来到群星中间？他已经把自己融入到星空里了，已经陶醉于星空之中

了，他的身体上去了吗？不，是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上去了，他随着

他的情感，随着他的想象来到了群星之间，陶醉其中，来，把这种情

感读出来：读哪一句就要想象哪一句的内容，脑子中要出现与作者描

写相同的情景。指两名学生读，齐读。 



4、体会作者的感受：他被看到的景象陶醉了，被大自然的美感受

了，心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 

（1）指名回答。（出示相关段落） 

（2）提问：这段话写出了作者的几点感受？指名回答。 

5、与前两次比较看到的星星有何不同。 

（1）这是作者如今在海上的舱面上所看到的星以及他看到星时内

心的感受，那么他之前在家乡和在南京看到的星是什么样子，内心又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请同学们读课文第一和第二自然段，用横线划出

作者看到的星星的样子，用括号圈出看到这样的星时内心的感受，把

关键的词语标上小黑点。 

（2）交流反馈：以前在家乡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子？（密密麻麻）

三年前在南京呢？（星群密布）它们有区别吗？（密密麻麻是满天的

星星，看起来没有秩序，星群密布虽然还是满天的星星，没有改变，

但是在作者的眼里已经把它们看成一群一群，一组一组的呢？为什么

他会组合这些星星了？看书回答。 

（3）他认识了许多星星，再看看星星就不是密密麻麻的一片了，

看，这几颗星组成了（师画北斗七星）……现在，他能把星星组合起来

了，这时候就是他说的……星群密布。 

（4）那么，前两次看到“密密麻麻”、“星群密布”的星空时，

他分别有什么样的感受？指名学生回答。（一是仿佛回到母亲的怀里，

一是仿佛在和朋友谈话。）相机出示三次的感受，这三次感受有没有

什么内在的联系？它们是一样的吗？（提示：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

的地点，看到同一景物时，他的感受会是一样的吗？） 

（5）学生自主感悟后，与周围的学生交流交流。 

（6）集体交流反馈。 

四、根据课文线索归纳主要内容 

师：今天我们所学的这篇课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转换一

一展开的，这三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看到的星，以及由此产生的

感受，就是这篇文章的线索，请你根据这线索，归纳出课文的主要内

容。（指两名学生归纳）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7500221300

3012012

https://d.book118.com/075002213003012012
https://d.book118.com/07500221300301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