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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 

  1.会认“桨、桩”等 3个生字，会写“桨、律”等 11 个生字，

会写“竹竿、白茫茫、规律”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课文内容，感受大自然

和谐之美，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3.领悟作者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点 

  1.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课文内容，感受大自然

和谐之美，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领悟作者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的表达方法。 

  第一课时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教学目标 

  1.会认“桨、桩”等 3个生字，会写“桨、律”等 11 个生字，

会写“竹竿、白茫茫、规律”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 1～4 自然段，把握这

部分内容，初步感受大自然和谐之美。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激趣导入 

  1.“天堂”用来比喻什么？ 

  2.（出示课件 1）看，鸟儿们在这里自由飞翔，多么快乐。这里

就是鸟儿们快乐的天堂。 

  板书：鸟的天堂 

  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出示课件 2） 

  １.生初读课文，把自己认为有难度的生字词圈起来，可以用、

向同学请教等方式解决。 

  ２.大声朗读课文，试着用简单的话介绍课文内容。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３.指名分段读课文，边听边想：（出示课件 3） 

  作者到“鸟的天堂”去过几次？分别在什么时候？看到了什么？ 

  ４.汇报，交流。 

  三、学习１～４自然段 

  １.自由朗读１～４自然段，边读边思考：（出示课件 4） 

  请用简洁的话概括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出示课件 5） 

  板书：作者和朋友们划船出去玩。 

  ２.赏析好句：（出示课件 6） 

  找出这部分中的比喻句，并说说其作用 

  生总结，汇报 

  这是一个比喻句。把划水的声音比作乐曲，体现出声音的优美，

同时也点明作者的心情是愉悦的。 

  指导朗读。 

  四、小结（出示课件 7） 

  这一次，“我们”去鸟的天堂，却没有看到一只鸟。为什么？这

部分中，作者把精力放在景物描写上，又是为了什么？下节课我们一

起来揭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五、布置作业。（出示课件 8） 

  1.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2.继续朗读课文，看看“鸟的天堂”到底是怎样的。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继续把握课文内容，领会“鸟的天堂”的含义。感受大自然和

谐之美，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2.领悟作者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的表达方法。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的内容 

  听写生字词。（出示课件 9） 

  白茫茫规律榕树纠正错误片刻 

  天堂应接不暇错过兴奋留恋 

  二、快速阅读，把握重点 

  １.读 5～14 自然段，思考下面的问题。（出示课件 10）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A 作者详细描写大榕树的目的是什么？ 

  B 描写鸟儿们，作者用了怎样的顺序？ 

  C 作者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生总结，汇报 

  2.把握重点段落： 

  ⑴指名读５～９自然段：（出示课件 11） 

  说一说，__主要描写了大榕树的什么特点？ 

  板书：大、美 

  ⑵课文里哪些地方说明榕树大？ 

  （生找出词语、句子，读一读。）（出示课件 12） 

  ⑶课文哪些地方是写榕树的美的？（出示课件 13） 

  板书：大榕树的静态美。 

  找出体现大榕树动态美的句子。 

  板书：动态美 

  作者对这棵大榕树流露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你是从哪些句子

中体会出来的？（出示课件 15） 

  （4）有感情地朗读５～９自然段。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出示课件 16） 

  （5）读１０～１３自然段，思考：这次作者看到了什么？（出

示课件 17） 

  （6）这里的鸟有什么特点？找出相关的语句。 

  板书：多、欢热闹景象 

  （出示课件 18） 

  （7）对鸟儿们的描写主要采用了哪种描写？找出相关语句。 

  板书：动态描写 

  （8）有感情地朗读１０～１３自然段。 

  3.朗读第 14 自然段。说说作者为什么感叹“那‘鸟的天堂’的

确是鸟的天堂”。 

  （的确，确实，果真。因为这里既有适合鸟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又有人类对鸟的保护，所以感叹“那‘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 

  板书：离开对生命的热爱和赞美 

  4.小结：__抓住了景物的特点进行描写，给人鲜明的印象。 

  三、总结课文，升华情感（出示课件 20） 

  通过学习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四、布置作业。 

  1.抄写并积累课文第八自然段。 

  2.说说你对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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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1、认识“浆、耀”等 14 个生字，会写“隙、暇”等 8 个生字，

能正确读写“应接不暇、不可计数”等 20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描写最美的或自己

喜欢的部分。 

  3、感受大自然和谐之美，激发热爱自然的情趣。 

  教学重、难点： 

  感受大自然和谐之美，激发热爱自然的情趣。 

  课前准备： 

  1、课前发动学生搜集有关鸟、树的词语。 

  2、制作大榕树，百鸟飞翔和画眉的课件。 

  3、词语卡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第一课时 

  一、揭题 

  1、出示“天堂”，提问：这个词常常用来比喻什么？（比喻羌

好的生活环境，没有烦恼，只有快乐的地方，那地方如仙境一般） 

  2、那“鸟的天堂”指什么？ 

  二、出自学生字、新词、试读课文 

  1、初读课文，不认识的生字根据注音拼读一下，读不通的地方

多读几遍。 

  2、学生试读。 

  3、交流：你喜欢读哪一节？ 

  教师相机出示学生感到陌生或困难的词语： 

  缝隙、颤动、应接不暇、静寂。 

  三、精读大椿树部分 

  1、学生自由读课文。 

  2、图文对照：欣赏图画（课件——大榕树），把能表示榕树特

点的词写到黑板上，可以从课文找，也可以用自己的词来概括。 

  3、我们来看同学们所写的词，有不合适的吗？井把它划去。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4、大榕树的这些特点，都交叉地写在课文第七、八自然段，现

在老师只要求你们通过自古的朗读，把这些特点表现出来，你先自己

试试。 

  5、指名读。 

  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数目不可计数。

枝 3c5L 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 

  （1）你为什么这样读？ 

  （2）“垂”写出榕树最与众不同的特点，独木成林，盘根错节。 

  （3）“枝上生根、不可计数”写出榕树很奇特、很壮观的景象。 

  （4）就让我们把奇特、壮观、美丽的榕树朗读出来。 

  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那翠绿的

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

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5）读了这句话，你最喜欢哪里？为什么？ 

  （6）看着这一切，作者被榕树的勃勃生机震撼了，产生了联想，

请你再读这一段话，想一想哪些是作者看到的？哪些是作者联想到

的？ 

  （7）这么美的大树，这么美的语言，让我们美美地读一读。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8）通过刚才的朗读，我们感受到了大榕树的奇特和美丽，让

我们再来有感情地朗读大榕树这一部分。 

  （9）把你最喜欢的部分背下来。 

  第二课时 

  四、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导入：通过上一课的学习，我们感受到了大榕树的奇特、美丽。

其实在这棵树上栖息着成千上万只小鸟。第二天清早，我们又来到这

里，有幸目睹了百鸟欢腾，群鸟纷飞的情景，你们想看吗？点击课件

——百鸟纷飞图。 

  五、精读写鸟部分 

  1、请大家静静地看，仔细地看，你感受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2、老师指图，你看这只鸟在干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3、那么巴金爷爷是怎样把百鸟欢腾写出来的呢？ 

  出示课文，请你想一想怎样读才能表现这种场面？ 

  （1）读好的，老师马上说：老师感觉到你刚才这里的短句子读

得特别好，像跳舞似的，你能说说你为什么这样读吗？ 

  （2）读不好的，老师说：老师觉得这句子写得很特别，你看都

是两个字两个字的短句组成，你想想怎么读才能读出韵味来。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3）师读后，师点评： 

  对呀，大大小小，各种颜色，还用了四个短句子就写出来了，读

起来多有节奏感啊，就像刚才同学说的像跳舞似的。好，现在你能读

好了吗？老师相信你一定能读好的。 

  （4）13 小节呢？你能读出“应接不暇”吗？好，试试看。 

  4、刚才大家用自己的嗓音读出了小鸟的欢乐，小鸟的欢腾，那

么，小鸟们为什么如此的快乐？如此的开心呢？ 

  5、联系第九自然段，生自由谈。 

  6、师接着说：是啊，你的意思老师明白，繁茂的大榕树给了小

鸟一个舒适美丽的家，你看，生活在大榕树怀抱里的小鸟，它们没有

烦恼，没有忧愁，没有敌人，没有威胁，没有争吵，只有快乐，只有

自在，只有欢乐，只有幸福。就好像生活在天堂一般。小鸟因树而可

爱，树因小鸟而充满生机，你感受到了吗？（齐读第十三自然段）是

啁，树离不开鸟，鸟离不开树，所以，画眉时常引歌高唱，站在树枝

上唱起了婉转动听的歌呢！看图——点击画眉图，你想想画眉会唱些

什么歌呢？ 

  7、所以，作者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那“鸟的天堂”的确是

鸟的天堂啊！ 

  抄写句子，积累语言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把描写优美的语段抄写在作业本上，并背诵。 

  六、拓展练习，读写结合 

  “鸟的天堂”现已成为一处浏览胜地，根据课文内容和搜集到的

资料，写一篇导游词。 

  七、板书设计 

  鸟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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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创设情境，激发美感 

  利用多媒体播放鸟鸣的音频，请学生闭上双眼，想象一下：“鸟

的天堂”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地方才可以配得上这个名字呢?

学生发言之后总结：大家心目中的“鸟的天堂”都很美，那么作者经

历的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随着他一起去看看这《鸟的天

堂》。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初读课文，请学生借助工具书弄清生字词的读音和意义，检

查效果。 

  点拨：注意“颤”、“应接不暇”中“应”、“簇”以及“隙”

的读音，“留恋、不禁、颤动、应接不暇”的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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