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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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四季之美》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 认识“旷、怡”等 5 个生字，会写“晕、鸦”等 9 个字，会写“红晕、

萤火虫”12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借助关键语句，联系上下文，初步体会景物的动态描写。 

二、教学重难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散文的美 

三、教学准备：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视频导入，创设美的意境 

    同学们，现在是深秋时节，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宋代诗人苏轼曾

写诗句赞美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春夏秋冬，四季

轮回，季节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呢？一段视频，让大家近距离回味一下。 

    看完视频，说说你的感受。每个季节的魅力在哪里？能用四字词语

总结吗？ 

同学们都说出了自己的深切体会，能用一个字概括四季的特点吗？

（美）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近四季，到课文中的字里行间去感受四季的美。   

齐读课题，板书  美 

（二）整体感知，理清层次，初步把握四季美的不同 

    艺术家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四

季的美表现在哪里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到文中寻找答案。（温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馨提示：自由朗读，标好段落序号；读准字音，难读的字词圈画出来） 

谁来说一说，春夏秋冬（板书）的美表现在哪里？（每一段的第一

句）说完后看黑板  齐读四句话 

文章一共有四个自然段，这每一句是每一段的中心句，因此每一段

的结构就是（总分）。四个段落，结构相同，长短相近，句式整齐，这

就是散文的美。师引读，强调 4个时间段：（板书） 黎明  夜晚  黄昏  

早晨  都是表示具体时间的词语 

师：黎明四五点钟，你们在干什么？ 生：还在睡梦里吧。（众笑） 

师：早晨七八点钟，你们在干什么？  生：在上学路上，或者在学

校早读…… 

师：黄昏时，你们在干什么？  生：在回家路上，或者在打扫班级

卫生…… 

师：夜晚呢？   生：吃饭、做作业、看电视、睡觉。 

师：春天的黎明、夏天的夜晚、秋天的黄昏、冬天的早晨，平常的

日子，忙碌的时光，似乎没有美。但是，作家高明就高明在我们看到的，

她不写，我们没看到的，她写给我们看。这就是新鲜、独特。请记住艺

术家的名言：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三）重点指导，注意修辞，读出词语的“修饰美” 

    美的散文就像爱美的女人一样，是需要化点妆的，散文用什么来化

妆？  散文化妆，应该用一些修辞手法和一些形容词…… 

师：高明的作家是怎么用词语来化妆的？（出示：乌鸦）美吗？（生：

不美。）师出示：乌鸦也有温暖的家，正在回家的乌鸦叫  ——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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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鸦。 

师：有了一点趣味，化了一道妆。接着看——生：（齐）点点归鸦。 

师：两三只，三四只，三三两两地赶着回家的乌鸦，文中怎样写的？

（动人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给人什么样的感觉？   

生：感觉很美，很温馨。是一幅漂亮的画，更有人情味了…… 

师：有了一点诗意，又化了一道妆。这里把丑的变成美的，用了什

么？生：叠词。 

师：叠词读起来有节奏感，从声音中传递出一种喜爱。（出示：微

微的红晕）红晕是微微的——不浓也不淡，刚刚好，太美了。你能用叠

词，让“笑”变得更美吗？  生：微微一笑、甜甜一笑…… 

师：课文中还有用叠词化妆的事物吗？（找一找，用横线画一下） 

生：红紫红紫的彩云、漆黑漆黑的暗夜、翩翩飞舞、蒙蒙细雨、点

点归鸦、熊熊的炭火…… 

师：细读一下，运用这些叠词，写出了景物的什么特点？   生：颜

色、形状、数量 

师：继续看   生：（齐）朦胧的微光。  师：什么是“微光”？ （很

弱、很模糊）“微光”本就若隐若现，“朦胧”更增添了一种诗意的美，

化妆了吧？再看—— 

生：（齐）凛冽的清晨、闲逸的心情、寒冷的冬晨…… 

师：你发现什么规律了吗？ 

生：在事物前面加上了一个修饰词。这些加上去的词语，让事物变

美了。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师：阅读美的散文，要有一颗敏感的心，对这些化了妆的事物、新

鲜的词语，要特别留意。读好修饰词和叠词，就能体会出其中的美。 

（四）精讲点拨，方法为先，体会动态描写 

师：本文是一篇写景的散文，文中的景物更是有独特的韵味。请大

家快速浏览课文的 1、2 自然段，看看描写了哪些景物？（用○圈出来）

读一读，画一画。由这些景物，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画面？适当做一下

批注。 （生读、画后交流） 

春天的黎明、夏天的夜晚哪些景物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生：春天的黎明写了天空、红晕和彩云。 

师：概括地说，写的是天空的颜色，简称天色。 

师：夏天的夜晚呢？ 

生：夏天的夜晚写了漆黑的暗夜和蒙蒙细雨夜晚中的萤火虫。 

师：主要景物是萤火虫。点拨：作者描写的很细腻，同样是夜晚，

却写 3 种情况下的月夜，分别是明亮的月夜、漆黑的夜晚、蒙蒙细雨的

夜晚，夜色不同，景致是不一样的。 

师：春天最美是黎明，美的是——（生：天色）夏天最美是夜晚，

美的是——（生：萤火虫） 

天空、萤火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景物，是即使看到了也

不太会去留心的普通事物。下面我们读句子，边读边体会，哪个词让我

们心里一动、眼睛一亮，觉得很有意思？ 

（一）找生读描写天色的句子：“东方一点儿一点儿泛着鱼肚色的

天空，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这句话描写的是天空的颜色，找到了哪些词语？（鱼肚色  红晕  红

紫红紫）（从颜色和动词两个方面进行点拨指导） 

鱼肚色是什么颜色？（白色） 

师：白、红、红紫红紫，色彩鲜艳。更有意思的是色彩在变化，瞪

大眼睛仔细看。 

师：一开始是——（生：鱼肚色  白色）然后是——（生：红色）

再后来是——（生：红紫红紫  彩色）发现变化了吧？色彩的变化写出

了天空的变化。 

师：还有其他的发现吗？哪些词也看出了天空在变化？ 

生：这里用了“泛着、染上、飘着”这三个动词，变的样子也不一

样。 

师：怎么不一样？  生：先是泛着，然后是染上，最后是飘着。 

师：比较一下三个动词。生：泛，是从里面到外面。（师：透出来

的）  染，是从外面弄上点颜色。（师：敷上一层颜色）飘，是随风摆

动的样子，悠闲地浮在天空中。泛着、染上、飘着，一连串的动词，让

我们体会到变化之美。想一下，它们在怎么样地动？ 

生：在很慢地动  师：动得很慢，很轻，很柔，来我们带着这样的

感觉一起来读一读。找一女生读，女生齐读  

师：想想看，这些景，这么轻，这么柔，这是一个怎样的黎明？用

一个词来说  生：柔美 

师：平静、柔美。就是这么柔、清、美的黎明。三个动词让我们看

到了天空的动态变化和给我们带来的轻柔的感受。在这里，作者侧重描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写了天空颜色的变化，写出了天空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写法叫动态描

写。这样的描写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更加具体生动的画面。 

   （二）夏天的夜晚又让我们想到怎样的画面？ 

找生读：“明亮的月夜固然美，漆黑漆黑的暗夜，也有无数的萤火

虫翩翩飞舞。” 

师：你圈画了哪个词？（固然、漆黑、翩翩飞舞）漆黑漆黑的暗夜，

伸手不见五指，美吗？不美）有了翩翩飞舞的萤火虫呢？就显得很美了。

萤火虫提着黄灯笼，一闪一闪的，特别美。 

师：萤火虫给漆黑的夜晚增添了一分美，你能读得有意思一点儿吗？

（生有感情地朗读） 

师：还有哪个句子？你看到了什么样的画面？ 

男生：“即使是蒙蒙细雨的夜晚，也有一只两只萤火虫，闪着朦胧

的微光在飞行，这情景着实迷人。” 

师：此时的萤火虫在哪里？（蒙蒙细雨中）雨不算大，看着远方，

朦朦胧胧的；有一两只萤火虫在飞，微小的萤火在雨中显得朦朦胧胧的，

让我们感受到的一种什么美？  朦胧美。点点萤火虫是夏夜最美的使者，

着实迷人！ 

师：请男生一起读。 

（三）春天黎明的天空，夏天美丽的夜晚，点点萤火，多么美丽的

一幅幅画，伴着优美的音乐，大家一起来！（填空朗读一、二自然段） 

（五）小组合作，完成表格 

    读文章就像看人，越看越好看，越读越有味道……没有耐心的人是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读不到的。接下来请同学们拿出自主学习单，在小组内自由学习课文的

3、4自然段，按照刚才我们学习的方法：1.读一读（自己读自己的）；

2.圈画描写的景物和重点词语（自己圈画）；3.小组内交流，组长填写

表格；4.带着感受小组内齐读；5.交流汇报（选一名同学主汇报，其余

同学补充） 

    师：哪个小组交流一下你们的学习收获？ 

  （一）第 3 自然段 

秋天的黄昏又写了哪两个时间段？分别描写的景物是什么？你看到

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生：写了夕阳斜照西山时和夕阳西沉时，分别描写了夕阳、归鸦、

大雁和风声、虫鸣。 

师：风声和虫鸣，只有心静的人才听得到。而且这样的声音让人感

觉（心旷神怡），心情愉悦，一种美妙的感受。 

师：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画面？ 

生：“夕阳斜照西山时，动人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

这里我感觉特别有意思，它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乌鸦归巢时着急的样子。 

师：就像一群人在匆匆忙忙地回家。想象一下，这些归鸦匆匆忙忙

地回去干什么？ 

生：我觉得是回家照顾它们的孩子。  生：我觉得它们要与家人团

聚。生：估计是太累了，想要回家睡大觉吧！ 

师：这样一联想，“归鸦”好像就是“归人”，真有意思！ 

生：“成群结队的大雁，在高空中比翼而飞，更是叫人感动。”从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成群结队”和“比翼而飞”可以看出，大雁在一起飞向了远方，我们

的目光随着大雁的身影愈去愈远，愈去愈远。跟随着大雁飞行的轨迹，

感觉我们的思绪也飘向了另一种境界。 

师：“比翼而飞”，还有不同的解读吗？ 生：比翼而飞，说明大雁

特别相亲相爱。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作者的笔下，伴着归鸦、大雁、风声、

虫鸣，秋天的黄昏不再孤单，不再寂寞，有了生活的情趣，给夕阳也增

添了动态的美。我们一起来：（师生接读） 

（二）第 4 自然段 

冬天的早晨给人的感受是什么？描写的主要景物是什么？你看到了

一幅怎样的画面？ 

生：给人的感受是寒冷，冬天的早晨写了雪、霜、炭火。冬天最美

是早晨，美的是——（生：熊熊的炭火） 

“落雪的早晨当然美，就是在遍地铺满白霜的早晨，或是在无雪无

霜的凛冽的清晨，也要生起熊熊的炭火。”前面写凛冽的清晨，说明很

冷。但是后面说了熊熊的炭火，越是冷，就越需要热热的炭火。这里形

成了对比，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师：再加一句——有了炭火，屋子里面就有了温暖，你的日子也有

了暖意。继续！ 

生：“手捧着暖和的火盆穿过走廊时，那闲逸的心情和这寒冷的冬

晨多么和谐啊!”冬晨虽然很冷，但是手放在火盆上面很暖和，心情就很

悠闲。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师：说得透彻一点，有了炭火，寒冷的冬晨就有了闲逸的心情。是

这样的意思吧？ 

（生点头） 

师：一般在大冬天寒冷的时候希望暖一点，还是希望冷一点？  生：

暖一点。 

师：但是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只是，什么意思呢？（生沉默）

暖得太快了。能不能一直这样冷？因为一直这样冷，我们一直可以——

生：烤火。 

师：烤火多浪漫啊，闲情逸致啊！然而现在寒气渐退，不需要烤火

了，就有点扫兴了。 

    寒冷的冬天，美丽的白雪，温暖的炭火，闲适的心情，多么和谐的

画面！（男生齐读） 

师：读着读着，我们跟着作者回归到了自然这种美好的境界里。有

情趣，有趣味…… 

师：《四季之美》就美在——情趣。看黑板，动态的描写，让我们

感受到了景物的女美。用心读一读，把那种情趣之美，通过朗读表达出

来。（师补充板书，生有感情地朗读板书） 

（六）拓展练笔，从细微处着眼，感受大自然之美 

春有百花秋有叶。在这美丽的秋天，片片树叶是否让你浮想联翩了

呢？拿起你手中的笔，一起来描绘一下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叶子吧。 

找生读自己的文字，老师适当点评。伴着优美的音乐，这节课我们

就上到这里，课下，希望同学们留心观察，写出你感兴趣的更美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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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四 季 之 美 

教学目标： 

1、学习生字“染、晕、紫、昏、鸦”,学习多音字“晕”和“着”。 

2、能抓住表示时间的词了解作者描写景物的顺序，感受四季之美。 

3、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作者对自然对生命的爱。 

教学重点： 

能抓住表示时间的词了解作者描写景物的顺序，感受四季之美。 

教学难点：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作者对自然对生命的爱。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情景导入，引出课题 

师：播放有关四季的图片,问学生这些图片都是哪个季节的? 

生：举手自由发挥。 

师：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继续学习第六课，看看作者眼中的四季是不是和你一样！

（板书课题：四季之美） 

生：齐读课题。 

一、 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师：请同学们把书翻到28 页，自由朗读课文。 

生：自由朗读课文，并画出不懂的字词。 

师：同学们，我们都知道，一年有四个季节（贴卡片：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为什么？（生答） 

哪位同学能读一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生：举手朗读，之后再指出一名学生朗读。 

师：这两位同学读的好不好？那谁能说一说，春天最美是什么？ 

生：春天最美是黎明。 

师：你是从哪一句知道的？ 

生：第一句话。（黑板板书：黎明） 

师：很好，那请拿起你的笔，用你喜欢的符号画下来。 

师：在读的过程中，谁发现了一个多音字? 

生：“晕”是多音字，它在课文当中是四声，红晕，还有一个音是一声，晕倒。 

师：你真聪明！（课件出示多音字） 

师：那我们把这个多音字带入这个自然段中，再来读一读。 

师：看你们读的这么好，老师也想读一读了，但是在老师读的过程中，请你们仔

细听，老师是怎么去读的？（范读第一自然段）  

师：老师读完了，你们觉得老师读的怎么样？那谁能像老师一样读一读？  

生：请一个组的学生读，读完，相互学习生字“染、晕、紫”。  

师：你们真棒，我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美！那过了春天，就会迎来美丽的——夏

天！ 

你们喜欢夏天吗？为什么呢？ 

生：自由回答喜欢夏天的原因。 

二、 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师：是啊，夏天确实美，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第二自然段夏天的美！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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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读第一句话，随意点学生接着读） 

师：听他们读完，让你感受到夏天最美的是——夜晚。（黑板板书：夜晚） 

师：（课件出示萤火虫动态图和本段填空）是啊，看，夏天确实很美！在这里又

出现了一个多音字谁发现了？ 

生：“着”是多音字。 

师：是啊，这情景着实迷人，迷在哪里呢？咱们班女生来读一读！ 

生：男生评价女生，之后男生再读。 

师：翩翩飞舞的萤火虫给给夏夜增添了无限的乐趣！那谁能用欢快的语气再来读

一读！ 

生：举手读本段。 

三、 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师：（课件出示树叶飘落的动态图）看，树叶开始飘零，我似乎感觉到了一丝丝

寒意，此时，让你们感受到了什么季节？（手指着秋天卡片） 

生读：秋天！ 

师：接下来，老师带着你们一起进入秋天的黄昏！ 

师：哪位同学愿意跟你的好朋友一起读一读？ 

生：两位或三位同学读第三自然段。 

（师提出要求：其他同学认真听，并找出这段中的四字词语） 

师：你找到了哪些四字词语呢？ 

生：急急匆匆、成群结队、比翼联飞、夕阳西沉、夜幕降临、心旷神怡。  

师：那么秋天最美是——（贴卡片：黄昏） 

生：秋天最美是黄昏。 

师：讲解句型“在高空中比翼连飞，尤其叫人感动”这个句子，并叫同学用“尤

其”造句。 

师：是啊，秋天那么美，叫人感到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

让我们再回到秋天最美的黄昏，全班齐读。 

生：全班齐读第三自然段，读完，相互借助工具书学习“昏，鸦”。  

四、 学习课文第四自然段 

师：多么美丽的画面，真的叫人心旷神怡，这么美的秋天，哪怕秋雨绵绵，也叫

人觉得温暖了。秋去冬来，我们就可以穿上厚厚的雪地靴去滑雪了，多么有趣！

让我们一起进入冬的世界！ 

（课件出示冬天图片） 

师：冬天哪一个时刻最美呢？我请这个组的同学来读一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  

生：冬天最美是早晨。（师贴卡片：早晨） 

师：是啊，落雪的早晨当然美（随手拿出水晶球），边说边指着学生往下读。  

五、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师：多么美四季呀！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四季之美吧！（播放录音） 

师：老师是伴着音乐读的，你们也想这样读吗？（播放音乐） 

生：伴着音乐读课文。（美美的读） 

师：你们读的太美了，让我仿佛置身其中，谢谢你们。 

（若时间允许，试着背诵） 

六、 小练笔 

师：你最喜欢哪个季节？请四人小组写一写！ 

生：四人小组，派代表读。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七、播放一首跟四季有关的歌曲。 

小结：今天咱们学习了“四季之美”这篇课文，了解了作者笔下的美丽四季（指

着板书，让学生说出四个季节不同的最美时间段）。  

作业布置：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背诵课文。 

 

板书：                    四季之美 

春天      最美是黎明 

夏天      最美是夜晚 

秋天      最美是黄昏 

冬天      最美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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