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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浪淘沙》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１．通过诵读古诗，了解古诗的意境，学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 

２．查找筛选资料、想象诗句描绘的画面，体会诗歌表达的感情。 

教学重点：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合作学习的能力。 

教学难点： 

通过诵读古诗，了解古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 

PPT 课件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黄河——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她

放声歌唱，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作者借黄河之美抒发自己感情的诗歌—

—《浪淘沙》。 

二、讲授新课 

（一）解释诗题，了解作者 

１．“浪淘沙”是什么意思？ 

明确：浪淘沙，唐代的一种曲子名。 

２．简介作者。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中唐

诗人。出仕后，其主张革新，被贬。后复用，至礼部尚书。《全唐诗》

编其诗十二卷。其诗高亢激昂、意气纵横，语言刚健，笔锋犀利。晚

年与白居易酬唱颇多。所作《杨柳枝词》、《竹枝词》、《浪淘沙》等，

都含思宛转，语调清新，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哲理散文也颇有新

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

无晴却有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至今广为传唱。 

（二）感情诵读，理解诗意 

１．自由诵读这首诗，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注意本诗的停顿节奏。 

浪淘沙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２．默读这首诗，理解诗句的意思。 

看看这首诗每句讲了什么意思？不懂的地方可以用问号标准出

来，也可以借助书下的注释帮助理解。 

点拨重点词语： 

九曲（qū）：形容黄河形容黄河水转变很多。九，在古代表示多

数。 

浪淘风簸：黄河卷着泥沙，风浪滚动的样子。 

天涯：天边。 

银河：古人以为黄河和银河相通。 



牵牛：即传说中的牛郎。他和织女因触怒天帝，被分隔在银河两

岸，每年只许他们在农历七月初七相会一次。 

３．全班交流诗句的意思。 

明确全诗意思： 

弯弯曲曲的黄河河流漫长，夹带着大量的黄沙，黄河波涛汹涌，

奔腾澎湃，来自天边。现在我要迎着风浪直上银河，走到牛郎、织女

的家门口。 

（三）细细品读，感悟诗境 

１．采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朗读课文，想一想，这首诗前两句描绘

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讨论交流：诗歌的前两句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来自天边，奔腾千

里的壮丽图景，表现了黄河的雄伟壮丽。 

２．赏析“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想象一下牛郎

织女的家是什么样子。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讨论交流：这首绝句用淘金者的口吻，表明他们以美好生活的向

往。同是在河边生活，牛郎织女生活的天河恬静而优美，黄河边的淘

金者却整天在风浪泥沙中奔波。直上银河，同去牛郎织家，寄托了他

们心底对宁静的田园牧歌生活的憧憬。这种浪漫的理想，以豪迈的口

语倾吐出来，是一种朴实无华直白的美。 

３．讨论这首诗中诗人是怎样展开想象的？ 

讨论交流：诗人见到源远流长的黄河心中大为感叹，展开了丰富

的想象：第一句由上而下，顺黄河奔流之势著墨；第二句以 “直上”



为转折，把人们的视线从“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顺视中拉回，从地下

引到天上，从现实世界进入神话世界——如果顺着那条黄河上去，可

能会去到银河，能去到牛织女的家吧！ 

三、巩固练习 

１．多种形式朗读这首诗，抒发你学习本诗的感受？ 

２．全班交流，比一比谁读的有感情。 

３．谈一谈你学习本诗的感受。 

四、总结梳理 

同学们，这首诗作者借黄河雄壮美丽的景象，抒发自己豪迈的气

概和奋发的精神。同时让我们感受到祖国河山的美丽，让我们热爱自

然、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吧。 

五、布置作业 

作业题目： 

１．背诵诗歌。 

２．收集描写黄河的诗词，向全班展示。 

板书设计： 

浪淘沙 

 



教学反思：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写的描写黄河的一首诗，这首诗借助夸张和

想家描写了黄河雄伟的拭气势，以豪迈的笔触展现了黄河的壮观景象。 

这节古诗教学，我改变了以往“解诗题，知作者，晓诗意，悟诗

情”的教学思路。上课尹始，我先给学生播放了有关黄河的录像片，

让学生感受黄河的雄伟气势，为学习古诗打下基础。在接下来的古诗

教学中，我采用了“以读促悟”的教学方法。首先是初读古诗，让学

生把古诗读流利，通顺。接着是就熟读，开展“挑战对手”活动，引

导读出韵律，读出感情。然后是分角色读，这一环节是本节课的重点，

我设计了这一样的问题“如果男女生分角色读，那么角色应该怎样分

配呢？”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结果几乎一致：“男生读前两句，

因为前两句描写的了黄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女生读后两句，因为

后两句是美丽的神话传说。”通过学生对角色的分配，可知学生已经

整体的把握了古诗。我又追问男生“这段黄河有什么特点呢？”又问

女生“这是一个什么传说？”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就促使学生细节处

把握了古诗。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背诵古诗。 

本节课的教学时间分配：初读和熟读大约运用了 25 分钟，而分

析古诗（分角色读）和背诵只用了 15 分钟。从教学的有效性上分析，

这样的分配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 

本节课，我让学生多读多诵，从而悟诗境，晓诗意。古诗教学上，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的尝试，在这样课上学习的学习积极主动，兴趣浓

厚，品悟到位，可以得出本节课的教学是成功的。 



17.2《江南春》教案 

教学目标:   

1、朗读古诗，了解古诗所描绘的春天的美景，从中感受自然美。

体会诗歌的内在节奏美。 

2、入情入境，读中感悟，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反复诵读。在读的基础上，让学生背诵课文，理解诗句的意思。 

教学难点： 

学习作者借物抒情的方法，感受古诗语言和意境的美。 

教学准备： 

多媒体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举行诗歌朗诵赛，引入新课，理解诗题，感受美。 

1、分组举行小型诗歌朗诵赛（侧重写景方面的诗） 

2、点击课件出示配景诗《江南春》，板书课题：江南春 

（师）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大家对江南应该并不陌生，能不能

回忆一下，哪些诗人曾带我们游览过江南的美景？ 

学生诵读有关描写江南的诗词。如《忆江南》《泊船瓜洲》等。 

3、（师） “春”又让你联想到哪些诗词呢？ 



学生诵读有关描写春景的诗词。如《游园不值》《惠崇春江晚景》

等。 

4、（师）江南之春是一番怎样的美景呢？（生发挥想像，自由表

达） 

我们一起看看诗人杜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卷。 

二、整体感知，初步自学古诗，品词析句，体会美。 

1、（师）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听朗读，边听边想，你仿佛

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点击课件，出示景——诗——配乐朗

读。读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像自由表达。） 

2、学生自由朗读古诗，对照注释，理解诗意。（借助工具书或根

据需要进行探讨研究，合作式学习）注意读准生字的音，观察生字的

形，老师随机点拨提醒学生生字的音、形跟哪些字的音、形易混，注

意读正确、写正确。然后抽读，齐读。 

3、（师）诗中描绘了哪些景物呢？把诗中描写描写景物的词画出

来。 

啼莺  绿树  红花  水村  山郭  酒旗风  寺庙  楼台  烟雨 

4、（师）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上述景物加以描绘，说说词语所表

达的意象。 

辽阔的千里江南    黄莺在欢快地歌唱   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

花    傍水的村庄  依山的城郭   迎风招展的洒旗   数不清的寺

庙  迷蒙的烟雨 

5、（师）想像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江南春景图？（江南地域辽阔，



春景繁富。 “千里” 之内，处处杂花生树、 红绿相映、黄莺歌唱；

“千里”之内，水村山郭，处处酒旗飘扬；“千里”之内，“南朝四百

八十寺”点缀于山水佳胜之处，金碧庄严，楼台隐现。霏霏细雨，淡

淡轻姻，使无边春色在烟雨空蒙中更显出迷人的风韵，这正是“江南

春”的典型特色。突出这一特色，就把“江南春”写活了。） 

三、理解诗意，感悟情 

1、面对同一情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每个人的认

识和经历都是不同的，你猜测杜牧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首诗

的呢？这种心情在诗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 

2、学生有的认为杜枚是愉悦的，有的认为他当时是有些伤感的，

结合课文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让学生展开辩论。 

3、（师）诗人在在赞美风景秀丽的江南时，暗含着对祖国命运深

深地忧虑，他是借景抒情，这是古诗常用的表现手法。（例举《夜泊

秦淮》等诗进一步说明） 

板书设计：                 

江南春 

                         唐•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教学反思： 



诗歌教学，朗读与意境的体悟是重点。所以设计这堂课的重点之

一就是朗读，让学生充分朗读，引导学生读出七言绝句的节奏与韵味，

培养学生读古诗的语感。重点之二是带领学生了解诗意，解读画面，

进而体悟诗情诗境，通过朗读、听读、看图、想象等方式让学生与诗

人产生情感的共鸣。 

这首诗的难点在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诗

上。因为具有政治抱负的杜牧，有反佛的思想，而他又生在内忧外患、

走向衰落的晚唐时期，所以对这首诗的争论各种声音都有，写景还是

讽喻？从诗歌字面来看，前两句诗就像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江南

大地，后两句又把人的视线引向烟雨中屋宇重重、悠远古老的佛寺，

展现的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所以我把本诗定位于写景诗，但后两

句诗延伸的历史背景也是应该让学生有所了解的。 

基于对教材重难点的把握，我将本诗的教学目标设定为： 

1、有感情、有节奏、有韵味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通过朗读、听读、看图、想象等方式，让学生体会诗歌意境

及诗人对江南美丽春景的赞美与神往之情。 

3、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热爱唐诗宋词，热爱中国古代诗歌的思

想感情。 

这堂课上下来，自我感觉，预设的重难点都较好地完成了，教学

的目标达到了。课确实是一堂真实实在的课而非表演课，我一直认为，

一堂课应教给学生什么，学生上课后从知识、能力、情感上会收获什

么，这都是备课时教者应重点考虑的。在教学过程中，我能以学生为



主体，注重朗读，注重引导学生想象这一诗歌的教学特点，注重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因为是高年级的教学，我特别注意了学

生新旧知识的衔接，注重了诗歌相关知识的梳理，而自制的课件也能

清晰地体现我的教学重点与教学思路：这是做得比较好的地方。 

  



17.3《书湖阴先生壁》教学设计 

教材简析： 

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通过对湖阴先生庭院内外的几处景

物的描写，巧妙地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清静脱俗、朴实勤劳的湖阴先生

的形象，细腻而隐讳地表达了诗人退隐闲居的恬淡心境和从田园山水、

从与平民交往中所领略到的无穷乐趣。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古诗，并能背诵古诗。 

2、能借助注释及相关资料，理解诗句所描绘的情境，感悟诗人

丰富的想象力，学习拟人与描写巧妙结合的表达方法，体会诗人退居

田园后愉悦、轻松的心境。 

教学重点及难点： 

1、理解古诗大意，体会诗中的感情。 

2、想象古诗所描绘的意境。 

教学准备： 

PPT课件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释题导入。 

1、今天，我们学习古诗《书湖阴先生壁》，读题。 

2、说说你对诗题的理解。 



3、师小结并介绍作诗背景：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晚年闲居在

南京紫金山麓的半山园，常跟附近居民来往，相处得很友好，湖阴先

生杨德逢，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一年夏初时节，诗人又到湖阴先生家

做客，对这里的环境景色十分欣赏，随口吟成这首绝句，应主人请求，

题写在庭院墙壁上。 

二、诵读，明诗意。 

1、自由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再读，借助注释及相关资料，说说你读懂了什么？（了解全

诗大意、初步掌握古诗的感情基调） 

3、师述古诗大意，学生闭眼冥想画面：几间简朴的茅舍由于经

常打扫，檐洁壁净，没有苔藓生长的余地；成垄成行的花木，把小小

庭院装点得井井有条，这些全出自主人的亲手栽培。一条快活的溪水，

环绕着大片碧绿的禾苗，俨然是稻田的守护者；两座多情的山峰，不

待邀请就推门而入，把清清的秀色送入眼帘。 

4、说说你听后的感受，再带着初步体会到的情感朗读全诗。 

三、精读，悟诗情。 

1. 默读，抓词感悟，说说你新的体会。（侧重于人物形象与情感

的体会与感悟） 

2. 汇报交流： 

（1）湖阴先生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清静脱俗，朴实勤劳。 

（2）湖阴先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3. 带着新的体会感情朗读。 



4. 描写景物，赞美主人品格，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抒发诗人自己

的思想感情。你感受到了吗？说说吧！（表达了诗人退隐闲居的恬淡

心境和从田园山水、从与平民交往中所领略到的无穷乐趣） 

5. 诗人是运用了怎样的表达方法生动地传递出他的思想情感的

呢？（感悟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学习拟人与描写巧妙结合的表达方法） 

6. 再次感情朗读。 

7. 尝试背诵。 

四、课堂小结 

教师小结：王安石访问朋友湖阴先生，即兴写下了这首千古传唱

的诗歌。全文景与人处处照应，融化无痕。 

五、布置作业 

1．背诵、默写古诗。 

2．依据诗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这首诗配一幅画。 

板书设计： 

书湖阴先生壁 

借景：    庭院内：净   庭院外：护、绕 

抒情：          对眼前美景的无比喜爱 

教学反思： 

今天上课，收获到了让学生“日常积累”的成果！很高兴！ 

我们学的是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 

这首诗描写湖阴先生院落和自然环境之美，也赞扬湖阴先生很勤

劳、爱干净、爱花木和热爱自然山水的良好品性和高尚的情趣。全诗



营造了悠然、美妙的意境。 

惊喜之一，这首诗有重点词“畦”“排闼”，带领学生查字典理解

后，我打算更多地引导之后，促使学生快速理解诗意。没想到，正当

我准备解释诗意时，已经有好几个学生跳起来争先恐后地说：“老师

我来说！”当时，心里很开心，于是就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更没想到

的是，他们一人一句，基本上已经说得很完整、准确，而且语言很流

利！这完全归功于两点：一诗让学生每晚读 30 分钟课外书，增强理

解力。二是让学生养成提前预习、查字典、找资料的习惯。三是让学

生每天口语交际，增强语言的流利性、生动性、丰富性。 

惊喜之二，通过绘画板书结合书中配图，指导学生朗读，让学生

对诗充分理解，诗意有所领悟。这时，我问：“同学们，这是一个什

么样的地方？”学生纷纷举手： 

“我觉得这是一个干净漂亮的地方。” 

“我举得这是一个给人感觉悠闲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 

“我觉得这地方很美，让我身临其境！” 

同学们竟然都用到了很多出人意料的好词，语言一个比一个丰富、

生动，着实惊喜！而有这样的收获，全赖于日常要求学生每日写“好

词好句”的结果。开学至今，仅一个多月，已经见效了！ 

这堂课，上得很开心，轻松。因为一个多月的知识积累，习惯的

养成，终于在这一节课内体会到收获的喜悦了！呵呵…… 

  



18.《只有一个地球》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这是一篇科学小品文，用文艺性的笔调介绍了地球的美丽壮观、

和蔼可亲，地球的渺小，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人类不断造成生态灾

难，除地球外人类别无去处等科学知识，阐明了要精心保护地球，保

护地球的生态环境的道理。全文运用列数字、举例子、作比较等说明

方法进行说明，运用比喻、拟人修辞方法，使文章显得生动形象。 

学情分析： 

我们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附近几个社区，他们的父母工作都比较

忙，平时没有时间辅导他们的学习，好在我的这些孩子们自觉性都比

较高，他们课前都能认真预习，也搜集很多相关资料，他们有能力完

成本课的目标。 

教学目标： 

1、会写：“晶，莹”等 10 个生字：正确读写“遥望，晶莹、资

源、矿产、不加节制、枯竭、目睹、和蔼可亲”等词语。 

2、默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只有一个地球”的道理，

增强爱护环境、保护地球的意识。 

3、体会说明文用语的准确、严谨，学习说明的方法。 

4、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并保护地球的意识付诸行动。 

重点难点：  

1、重点：通过各种学习途径，领悟“只有一个地球”的道理。  

2、难点：懂得为什么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道理并身体力行



和进行环保宣传。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2、收集的各种资料。 

课时安排：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境激、情导入新课 

1、同学们，在上一组课文中，我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

真情，你可想过，人与自然相处同样我们付出真情，今天，我们开始

学习第四组课文，先自由读一读本组课文的单元导语，谁来说说单元

导读告诉了我们本单元学习的主题是什么？ 

2、导语中还向我们推荐了三种很好的学习方法，谁来说说？ 

3、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本组课文的第一课，请同学们伸出右手跟

老师一起书写课题：13、《只有一个地球》，球的最后五笔是点提撇捺

最后一笔是点，齐读课题，有几个地球？ 

生：只有一个地球！ 

4、再读课题，读得好！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响亮的口号是 1972

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的，本文是一篇

文艺性说明文，从此为题，是想呼吁人们应珍惜资源，保护地球。 

（二）自主合作、探究发现 

1、自学提示：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2、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自读提示，下面开始自由读课文吧！ 

3、好！同学们读得很认真，下面咱们一起看课文中的词语你读

准了没有？谁来给大家读一读？ 

生：指名读一读。 

4、读得好！“薄”在这里该怎样读？老师为你们带来了字典中的

解释，齐读，我们该选择哪个读音呢？ 

    5、很好！你为什麽选择这个读音呢？ 

生：我是根据字的意思来确定的。 

6、真棒！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根据解释来确定它的读音，再读

“薄薄的纱衣”。一叶扁舟，它还有另一个读音 biǎn 扁担，再读“一

叶扁舟”，本课中的蔼和竭这俩个字在字形上有什么不同呢？ 

生：1、结果不一样。2、部首不一样。 

7、蔼字怎么写呢？先写草字头，要写宽一点，能盖住下面的部

首，日要写扁一些，人的第二笔是点，最后一笔坚折不出头，  占三

分之一，最后一笔是提，请同学们在课后生字表的旁边工工整整的写

一遍，写时要头正、身直、足安，眼睛离书本一尺远。 

8、下面学们默读课文，读后小组内讨论，课文写了关于地球的

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三）展评析疑、交流指导 

1、好！大家读得都很认真，谁来说说：课文写了关于地球的哪

几个方面的内容？ 

2、第一部分从第一段到第几段？，你能说说：第一部分主要写



了什么？能用小标题概括吗？接着说，很棒！ 

3、谁能把这四个小标题连起来，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4、这种把各部分主要内容串联起来总结课文内容的方法叫做连

段串意法，在以后的学习中要用这种方法。 

5、快速浏览课文第一部分，从哪下语句可以看出地球的美丽？ 

6、应该带着怎样的感情读呢？ 

7、这一段中运用了那些说明方法？ 

8、地球是美丽的，但他又是渺小的。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地球

的渺小？ 

9、应该带着怎样的感情读呢？ 

10、这一段中运用了那些说明方法？ 

11、地球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12、应该带着怎样的感情读呢？ 

13、这一段中运用了那些说明方法？ 

（四）拓展延伸、巩固应用  

1、同学们，在你的生活中有破坏环境的事情吗？谁来说说？ 

你们可曾想过，造成这一切一切后果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人

类自己。 

 同学们，当你看到一片片干涸的土地的时候：当你看到滚滚浓

烟从烟衷冒出来的时候：当你看到汹涌的洪水吞噬我们美丽的家园的

时候：当你看到一具具动物尸体的时候，当你看到雾霾笼罩在我们上

空的时候，当你看到一棵棵大树被拦腰砍断的时候：当你看到海啸排



山倒海的时候：当你看到一条条河流被污染的时候：当你看到汶川地

震残垣断壁的时候。 

同学们，你们愿意成为环保小卫士吗？声音太小，请全体起立，

举起右手握拳我宣誓：我自愿加入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队伍中，我决心

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争做一名环保小卫士！把掌声送给每一位

环保小卫士，你们是地球的希望,你们是地球的未来。 

（五）总结评价、激励进取 

今天，我们学习了《只有一个地球》，我们知道了地球是美丽渺

小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保护地球！ 

（六）作业安排： 

1、收集宇宙星球的资料，为下节课学习做准备。    

2、调查我们学习、生活场所附近的环境状况。 

3、课外阅读鲁斯∙坎贝尔的《可爱的地球》。以上作业任选两题。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只有一个地球”的道理，懂得要珍惜资

源、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2.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严谨，学习说明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1.通过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并将保护地球的

意识付诸行动。 



2.结合语句感受说明文语言的特点。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1.提出问题，复习检查。 

教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前两个自然段，知道了

在茫茫的宇宙中地球是美丽而渺小的。作者是用哪些说明方法来介绍

这些知识的呢？（生回答：用了列数字、作比较等说明方法。）相信

同学们在以后介绍事物的时候，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将事物介绍清楚。 

2.引入新课。 

（1）过渡：课文前两个自然段向我们描述了宇航员遨游太空时

所见到的地球，我们也看了一些地球的图片。我记得同学们在欣赏文

字和图片时发出了不少感叹，大家能说说当时的感受吗？ 

预设：指名学生回答，答案可以是多样化的：地球真美啊！地球

真像宇宙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2）设疑：宇航员在太空看到地球时也有感叹，大家能把宇航

员的感叹找出来读给老师听听吗？ 

（指名读第 8 自然段。） 

指导朗读：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感情来读呢？（讨论后引导学生在

该段落旁标注：自豪而又担忧。） 

（3）质疑：地球的可爱仅仅是因为它看上去美丽壮观吗？宇航

员的担忧是多余的吗？ 

过渡：同学们，要真正理解宇航员的感叹，理解他的自豪和担忧，



我们就要认真学习下文。 

二、研读课文，重点探究 

1.进一步感悟地球的“可爱”，从“自然资源有限”的角度感悟

“只有一个地球”。 

学生自读课文第 3—4 自然段，思考问题： 

（1）地球用哪些资源养育了人类？ 

（讨论交流后板书：自然资源——矿产、水、土地、生物） 

（2）文中哪句话生动地写出了地球的慷慨无私？ 

（“地球是无私的，它向人类慷慨地提供矿产资源。”这句话运用

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无私、慷慨”都是人具有的品格。） 

（3）自然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吗？课文在说明这一点时运用了什

么说明方法？ 

（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如矿产资源是经过几百万年，甚至几亿

年的地质变化才形成的，有会枯竭的一天。这里用的是举例子的说明

方法。） 

小结：地球为人类提供了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各种资

源，它是多么无私啊！从中大家感受到了什么呢？（学生交流，如：

地球真是太可爱了。） 

2.讨论交流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感受地球是“容易破碎”的，领

悟“忧虑”之情。 

（1）提问：课文从哪几个方面讲了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找出相

关语句。 



预设：提示学生矿产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而水资源、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等为可再生资源，所以课文是从“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和

“可再生资源遭受破坏”两方面来写的。 

（2）学生交流关键字词，感受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及严重后果。 

预设：不加节制、枯竭、随意毁坏、不顾后果、滥用、生态灾难、

严重的威胁。 

（3）教师引入其他资料，或让学生交流他们搜集的相关资料，

感受地球所承载的重负与压力。 

你听说过“地球生态超载日”吗？“地球生态超载日”由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的合作伙伴，国际民间组织“全球足迹网络”发起，

旨在提高人们对生态“超支”的认识，鼓励大家积极采取可持续的行

动。地球生态超载日是人类在一年之内生态资源开始入不敷出的时间

指标。通过对时间和资源消耗走势的粗略估算，地球生态超载日以科

学的方法测算出人类对生态资源和生态服务的需求（支出）和地球的

生态承载力（收入）两者之间的差值。 

在 1961 年，人类一年只消耗大约 2/3 的地球年度可再生资源，

大多数国家还有生态盈余。然而全球消费及人口数量都在增长。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超过了地球资源再生

的能力，这一情况就是生态超载。大约从 1970 年起，人类对自然的

索取开始超越地球生态的临界点。1994 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为 10 月

22 日，2003年提前到了 9 月 20 日。2013 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为 8

月 20 日，意味着在 8 月 20 日人类用完了地球本年度的可再生资源，



剩下的 4个多月进入了生态超载阶段，在生态赤字的状态下，人类将

透支自然产品和生态服务。2015 年 8 月 12 日是地球生态超载日：在

这一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超出了地球生产和再生自然资源的

能力。2016 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为 8 月 8 日，比 2015 年提前 5 天，

这意味着本年度剩下的 4 个多月里，人类将背上更加沉重的生态欠债，

更多地透支地球的生态产品和服务。2018 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为 8

月 1 日，212 天就用完了 2018 年的份额。2012 年的《地球生命力报

告》显示，人类每年消耗着 1.5 个地球的生态资源，并且到 2050 年

之前将达到 2 个地球。在生态系统开始退化并可能崩溃之前，生态超

载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 

3.从“目前人类无法移居”感悟“只有一个地球”。 

过渡：既然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是非常容易破碎的，那

么我们能不能离开地球，去别的星球上生活呢？ 

（1）学生自读第 5—7 自然段，讨论“人类为什么不能移居到别

的星球”。 

预设：在第 10 课《宇宙生命之谜》中，学生已了解到人类目前

还无法移居到别的星球上，也掌握了相关知识，这里可借机复习一下，

加深认识。 

（2）结合相关句子，体会说明文语言的严谨性。 

科学家已经证明，至少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四十万亿千米的范围内，

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个星球。 

明确：这句话引用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四十万亿千米”直观



地表明了范围很大，大到人类根本无法到达。“至少”一词则强调了

目前的研究成果还只限于这个范围，“四十万亿千米”以外的情况还

不能确定，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严谨性。同时，“至少”是“最少”

的意思，又进一步说明了距离遥远，从而简洁有力地证实：目前还找

不到第二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既易于理解，又让人信服。 

4.再次体会课题的深意，提升情感。 

过渡：由我们刚才的讨论来看，宇航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们

应该怎样对待地球？（板书：精心保护。）这是因为这个美丽可爱、

为人类无私奉献的地球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一个”。让我们再一起读

一读宇航员的话，体会地球的美丽与脆弱，感受地球的珍贵。 

（1）结合全文理解宇航员的感叹。 

我们这个地球太可爱了，同时又太容易破碎了！ 

预设：课文中引用的宇航员的感叹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教学

时，可抓住句子中的重点词语“可爱”“破碎”“同时”来理解。 

明确：这句话引用了宇航员的感叹，既与前文照应，又简洁、形

象地概括了地球的特征，突出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说地球

“可爱”，是因为地球无私地养育着人类，孕育着万物。“破碎”一词

一般用来形容玻璃、瓷器之类的易碎品，在这里可理解为因各种原因

造成的对地球的伤害，如文中提到的资源枯竭的危机。强调“同时”，

就是强调地球的两重性：它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容易破碎的一面，

提醒人们如果“不加节制”“随意毁坏”资源，可爱的地球就可能“破

碎”，所以我们要懂得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2）学生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深入体会课题的含义。 

过渡：同学们，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我们可亲的地球母亲正在

遭受着无情地破坏，她需要我们一起去精心保护她。请同学们带着对

地球母亲的一片爱心，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生读） 

小结：善待地球，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代周刊》将地球评为

年度风云行星，不正是在呼吁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吗？让我们一起行

动起来，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 

三、拓展阅读，读写结合 

1.课件出示文段，学生自读。 

过渡：写了《花之歌》的诗人纪伯伦还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田

野中的哭声》，诉说了田野的悲伤。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课件出示

或分发纸质材料。） 

东方欲晓，我坐在田野里，同大自然倾心交谈。在那返璞归真、

美不可言的时刻，我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向我看到的一切探询什么是

美的真谛，让眼前的一切告诉我，什么是真实的美。 

这时，一阵阵风从树丛中徐徐而来，像一个贫苦无靠的孤儿在叹

息。我问道：“轻柔的微风啊！你为什么叹息？”它答道：“炎炎烈日

迫使我逃进了城里，可在城里，我纯洁的躯体沾满了病菌，到处都是

有毒的气息。因此，我才这样伤心。” 

我回眸向万紫千红的花儿望去，只见它们簌簌滴下的不是露珠，

而是泪水。我问道：“美丽的花儿呀，你们为什么要哭？”花儿抬起



她那俏丽的脸，说：“我们哭，是因为人们来到这里，掐断我们的粉

颈，把我们带进城里，又把我们丢进垃圾堆里。人类残酷的手将使我

们离开故土——田野，我们怎能不哭泣？”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溪水在号哭，于是我问道：“甘美的溪水呀，

你为什么哭泣？”他答道：“因为我不得不流进城里，在那里，人们

鄙视我们，他们用我们的身体为他们洗涤污垢。不久，我这冰清玉洁

的身体就会变成污泥浊水。我怎能不号哭？” 

随后，我侧耳倾听，又听到鸟儿在唱着伤心的歌，我就问道：“漂

亮的鸟儿啊！你们在为谁悲伤？”鸟儿说：“人们将要像用镰刀割草

似的把我们消灭掉。我们在相互诀别，谁都不知道谁会幸免于难。我

们走到哪里，死神就跟随到哪里。我们怎能不悲伤？” 

旭日从山后冉冉升起，为树丛戴上了一顶顶金冠，我不由得想：

“人类为什么要破坏大自然创建的东西呢？” 

2.阅读与交流。 

（1）诗人听到了哪些哭声？（微风、花儿、溪水和鸟儿的哭声。） 

（2）诗人真的听到了这些哭声吗？他是想表达什么？（没有。

诗人假借自然界中的哭声，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发起了控诉。） 

（3）你想对破坏自然的人们说些什么？你想对大自然或地球母

亲说些什么？想一想，再写下来。 

（4）指名读话，集体评议。 

四、作业设计，巩固提升 

1.选择作业，课堂延伸。 



（1）画一幅环保宣传画，配上一句环保宣传语。 

（2）假如你是一朵花，或一棵树，或一块煤……，你想对人类

说些什么？ 

（3）搜集一首赞美大自然的诗歌，读出情感。 

2.摘抄文中自己喜欢的句子，丰富积累。 

3.完成本课对应训练。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执教本课时，我先用课件出示宇航员在太空拍摄的地球图片，使

学生初步感受地球的可爱。紧接我让学生接龙读课文后再谈谈对地球

的了解又增加了哪些。其次我引用宇航员的话引出可爱，让学生围绕

可爱一词从文中找出描写地球可爱的语句或段落，指导学生感情朗读，

谈体会等。然后同多课件和深入读文，感受地球是易碎的。最后引导

学生写环保宣传语激发学生保护地球情感。这样既让学生理解了课文

内容，又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更重

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热爱地球、保护地球的情感。 

回顾这节课的教学过程，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值得反思，现就反思。 

1、教学中我利用课文题目中的“地球”一词组织教学，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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