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只是一种习惯，一种状态。                               

教学

课题 

21、大自然的声音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奏、击”等 8个生字，会写“演、奏”等 13 个生字，认识多音

字“呢”。了解拟声词的不同结构，引导学生通过朗读体会不同声音所表示的

不同事物。 

2.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 2～3 自然段。了解课文的写法特点及叙述的顺序。 

3.想象课文中描述过的声音，抓住重点词句感受大自然的美。 

重点难点 重点： 

1.学会本课生字及词语，了解拟声词的不同结构，引导学生通过朗读体会不同

声音所表示的不同事物，积累拟声词。 

2.课文重点是第二至第四自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朗读，认识并感受这美

妙的声音，然后通过想象，感受大自然的美。 

难点：了解课文描写的方法，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两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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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 

一、激发兴趣，引入情境。 

1．师：同学们，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有花、草、

蝴蝶、小鸟等动植物，这是看到的。大自然里还能听到什么

呢？你们可要听仔细啦！(播放大自然的声音)大自然里除了

刚才听到的声音外，还有哪些声音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大自然，走进语言文字中去感受那来自大自然的美妙声音！ 

2．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词，了解文章大意。 

1．师：请同学们轻轻翻开书，自由地朗读课文，注意把

生字字音读准，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课件出示朗读要

求） 

2．检查反馈： 

(1)要去参加大自然的音乐会，听那美妙的声音，得带上

这群小伙伴。认识他们吗？自由读一读。指名读。（课件出

示带拼音的生字）教师及时纠正错音：读准平舌音“奏”，

翘舌音“喳”。 

①指名领读、学生齐读、跳读…… 

②自由交流：怎样记住这 8个生字伙伴的样子呢？自由

地和同桌说一说，记一记。 

③全班交流：说说自己喜欢的生字的识记方法。（学生

自愿举手发言） 

 熟字加偏旁：妙：女+少  喳：查+口 

（2）师：这群小伙伴的好朋友们也想去听音乐会，你瞧，

它们都来了，让我们也和它们打打招呼。（课件出示词语） 

美妙  演奏 雄伟 打击  汇聚 

呢喃细语 汹涌澎湃 波澜壮阔 敲敲打打 

淙淙 潺潺 哗啦啦 唧哩哩 滴滴答答 叮叮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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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师：先看第一行，谁愿意来打招呼？ 

师评：你不仅字音读得准，而且声音非常响亮。还有谁

能像他这样读一遍？全班一起读一遍。 

②师：再看第二行词，谁来读？ 

师评：他的字音读得很准，尤其是“呢喃”鼻音读得很

准。全班一起读“呢喃细语”。 

师：你们看，“呢喃”这两个字都是什么旁？表示与什

么有关？怎样说话才是呢喃细语呢？我们去听听。(课件出

示)两只小鸟挨在一起，轻轻的、柔柔的说话，这就是“呢喃

细语”，全体女生读。 

师：再来看这“汹涌澎湃”四个字，都是什么旁？说明

什么？(水多)我们去看看。(课件出示)海浪猛烈地拍打着礁

石，声势如此浩大，真是“汹涌澎湃”，全体男生读。全班

一起把这些词连贯地读一遍。 

③师：这些词谁会读？ 

师评：这位同学的平舌音和翘舌音读得很清晰。来，请

这一大组的同学读。这些词虽然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是表示

声音的词，我们把它叫做——拟声词。这些拟声词读起来可

有节奏了，声音听起来美妙极了。 

(老师范读)，请全体女生带着男生读。 

师：你还能说一两个这样的拟声词吗？（课件出示提示：

上课铃声——叮铃铃，青蛙叫声——呱呱，跳水声——扑通，

春雨——沙沙沙） 

（3）师：读读下面的词语，再说说你还在哪里听到过这

样的声音。（课件出示词语） 

轻轻柔柔的呢喃细语    雄伟的乐曲  充满力量的声音 

热闹的音乐会  轻快的山中小曲 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 

 

三、整体感知。 

1．师：现在字音读准了，让我们把这些小伙伴带入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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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读课文，边读边标记自然段。看看课文中介绍了哪几

种大自然的声音?（课件出示朗读要求）（相机板书：风 水 

动物） 

2．师：大家真会读书。文中写了大自然里的风、水、动

物都能发出各种美妙的声音。再一次快速浏览课文，完成课

后的填空题。（课件出示） 

 

四、识记生字，指导写字 

师：这节课我们动了嘴，也永乐眼睛和耳朵，接下来让

我们动动手吧。(课件出示我会写的生字)齐读。 

1.师：同学们自由朗读生字，观察一下哪些字容易写错？

或者不好写？等会我们一起来交流。 

预设： 琴 击  滴  敲  

2.交流：提醒大家在写哪个字的时候注意什么？ 

3.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教师范写强调： 

预设： 

   “琴”，注意下面是个“今”，不是“令”。撇捺要写舒

展。 

“击”，中间的一竖是一笔写成，不能分成两段去写。

注意笔顺：先写“二”，再写一竖，竖折，竖。 

“滴”左窄右宽，注意右边不是“商”，下面是“古”。 

“敲”左右等宽，注意，右边不是“支”。 

4. 这几个字怎样写才能做到规范、美观？对照例字认真

观察读帖。 

5.师范写，生练写，教师评价。 

 

第二课时 

一、创设情境，复习引入。 

1.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交了一个新朋友——大自然。

大自然里有许多无师自通的音乐家和歌手。今天，这些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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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歌手将举行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

—大自然的声音。（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2.师：大家想去听吗？不过，要去参加音乐会，听美妙

的声音，还得带上这群小伙伴。——认识他们吗？跟他们打

个招呼吧！（课件出示词语）（分小组开火车读词语） 

3.谈话导入：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知道大自然有许多

——（美妙的声音），大自然哪些美妙的声音? （“风、 水、

动物”的 声音），大自然中这些声音怎么美妙呢?让我们走

进大自然，用心去聆听吧。 

    

二、探究交流，品读感悟。 

1.师：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 2－4 自然段，看看你找到了

大自然哪些美妙的声音？（课件出示：学生认真默读课文，

边读边找，课文中都写了哪些美妙的声音，这些声音怎么美

妙呢，画出相关的句子。） 

2.全班交流：说说你都找到了大自然哪些美妙的声音，这

些声音怎么美妙呢?先来说说你喜欢哪种声音，再读读你画出

的句子 。 

（一）关于风的声音。(大胆想象，美读悟妙) 

 1.师：那让我们先去听听风之曲吧！“风是大自然的音

乐 家，他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你们听……（课件

出示文段） 

 （播放手风琴变奏曲） 

教师根据节奏的变换范读相关句子，让学生在音乐的变

换中体会微风和狂风带给人不同感受的对比。 

 2.指导朗读。 

（1）指名读，并说说为什么这样读？（抓住“轻轻柔柔”

“呢喃细语”来体会微风的温柔；“激动”“力量”“威力”

体会狂风的雄壮，从而感受到风声的美妙。边指导边有感情

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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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评：你可真是个小朗读家，懂得抓住关键词来变化朗

读的语气。 

（2）指名 2～3 人有感情地朗读。 

（3）师：女同学是温柔的微风，男同学是雄壮的狂风，

让我们男女生合作读，用朗读的节奏和声音的高低起伏表现

出风的特点。 

（4）教师评议，引读小结：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

“风——大自然的音乐家，他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

（课件出示）（板书：风  手风琴） 

3. 指导背诵。 

师：我们感受到微风、狂风的美妙。风吹过，你还听到

哪些声音？（课件出示填空） 

    当他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

出              。不一样的树叶，有             ；不一

样的季节，有             。    

（1）学生朗读句子，结合生活实际体会：同一树叶、不

同树叶、不同季节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2）师生合作读。指名朗读。 

（3）教师评议，引读小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

风——大自然的音乐家，他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课

件出示）师生合作读 

 4.师：风真是一位天才音乐家呀！他让我们欣赏了舒缓

的小夜曲，雄壮的交响曲，风声是多么美妙。请同学们美美

地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读出风的美妙。（学生配乐朗读） 

 5.你们喜欢这个自然段吗？喜欢就试着背一背吧！ 

 6.学生试背——指名当堂背诵——想背的一起背。 

（二）关于水的声音(直观感知，美读悟趣) 

 1.谈话过渡：还有谁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在书上找一

找，自己读一读。（课件出示：自由读课文第三自然段，找

一找还有谁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指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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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师小结：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在

玩什么？（打击乐器）（板书：水 打击乐） 

（1）指名生回答，为什么这样说呢？（课件出示文段）

（指名多人朗读，师生评议，相机指导。） 

 ①师：“滴滴答答……叮叮咚咚……”声音多好听啊！

连水也能演奏，真是趣事，像这些描写事物声音的词，它有

个名字叫“拟声词”。想象一下，小雨滴落在不同的地方还

会发出什么声音？你能不能也说几个？（噼噼啪啪，淅淅沥

沥，叮咚叮咚，叮当叮当……） 

 ②师：同学们说的这些词所描绘的声音真像。如果把它

们补充到课文中来，小雨滴这敲敲打打的音乐会，也是生动

有趣、热闹非凡啊！谁能把这种感受读出来？（指名读，指

导读好“滴滴答答……叮叮咚咚……”的不同音效。） 

（2）师：小雨滴不仅会演奏，还会干什么呢？指名回答

（会唱歌） 

（相机出示相关句子） 

①  指名读。 

师：是什么让小小的雨滴拥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唱出 

“大合唱”？一滴小雨滴能做到吗？ 

②  生说说自己体会到的水之乐曲的美妙。想象小雨滴

“汇聚”起来，从小溪→河流→大海的美妙经历。

（体会不同水声的特点。）（课件出示声音） 

③师：让我们顺着小雨滴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大海。

谁能来走第一步。（课件出示填空） 

当小雨滴            起来，他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 

          地流向河流，河流          地流向大海，

大海          地汹涌澎湃。从一首        的山中小曲，

唱到            的海洋大合唱。（指名学生填空） 

④师生小组合作朗读。师：让我们一起来谱写这一曲水

的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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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当小雨滴汇聚起来，他们便一起唱着歌：）1.组读小

溪（小溪淙淙地流向河流），2组读河流（河流潺潺地流向大

海），3.组读大海（大海哗啦啦地汹涌澎湃）。老师读最后一

句话（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

（体会“淙淙、潺潺、汹涌澎湃”感受水声变化的美妙。） 

  3.师：小雨滴既会演奏，又会唱歌，可真了不起！让咱们

一起随着小雨滴的伴奏一起唱歌吧！（齐读第三自然段） 

4.师：水可以奏出轻快的山中小曲，也可以奏出波澜壮阔

的大合唱，水还可以奏出什么样的乐趣，让我们到叶圣陶老

先生的《瀑布》中去听一听。（课件出示诗歌） 

4.师：你们喜欢这个自然段吗？喜欢就试着背一背吧！ 

 5.学生试背——指名当堂背诵——想背的一起背。 

（三）关于动物的声音(角色体验，美读悟乐) 

1 过渡语：听到了风之曲水之歌，动物们也不甘示弱，来

到音乐会上一展歌喉。（板书：动物 歌手） 

（课件出示文段） 

（1）指名读，师生评议。 

（2）教师引读： 

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         

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                的虫鸣；

在水塘边散步，听听蝈蝈的        。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

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        ，        ！” 

2.师：大自然中，还会有哪些动物的叫声？谁想当这些小

动物，来演一演。学生模仿出相应动物的叫声。看谁敢挑战

难关，说说像课文中这样的词，学着叫一叫。 

3.师小结：看来，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都有歌声，快乐无处

不在。全班一起齐读第四自然段。 

 

 三、回归全文，积累语言。 

  师：大自然的声音太美妙了，真有“此曲只应天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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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能有几回闻”的感受。这样吧，让我们全身心地走进大

自然，静心聆听这场天籁之声的音乐会。全班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 

四、总结写法，拓展延伸。 

1.师：大自然的声音用书中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呢？（板

书：美妙） 

 2.师：同学们，我们听了风之曲水之歌，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声音真是太美妙了。回顾第 2—4 自然段，第 2～4自然

段分别是围绕那句话来写的？（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他

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动

物是大自然的歌手。） 

师：中心句在文段的第一句，这就叫先总述，后分述的

写作方法。 

3.师：那么整篇课文中的哪一段是概括地写呢？（第一自

然段）（相机出示第一自然段） 

师小结：第 2～4自然段是围绕第一自然段来写的。第一

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段，而它又在文章的

开头，所以它又叫总起段。（齐读第一段） 

 

五、小练笔。 

1.师：大自然的声音真是太美妙了，你们喜欢吗？大自然

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就在我们身边，当你走进大自然，用

心灵去感受那些美妙的声音，相信你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模

仿课文把你发现有趣的内容写下来吧！（课件出示开头）  

2.学生自由练笔 ，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板书设计 

 

 21  大自然的声音 

           风   手风琴      

           水   打击乐                          美妙 

           动物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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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题 22.父亲、树林和鸟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黎、凝”等 5个生字，会写“朝、雾”等 13 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茫然、宁神静气、舒畅、惊愕”等

词语。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主动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词语，用

“一瞬间”“舒畅”造句。 

3.体会父亲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妙，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

喜爱之 情。激发学生爱鸟、护鸟的思想情感。 

重点难点 重点：根据体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难点：理解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鸟的具体表现，体会父亲的爱鸟情感及作者

的护鸟心愿，教育学生懂得爱鸟、懂得保护大自然。 

教学准备 师：多媒体课件 

生： 按要求预习课文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 

 

学 

 

过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1.师：小河是鱼儿的家，蓝天是白云的家，草丛是小

昆虫的家，学校是学生们的家，你们知道小鸟的家在哪里

吗？（课件出示图片）(树林) 

课件出示树林和鸟的图片，鸟鸣配音。师：你看到了

什么？听到了什么？想起了哪些词语或诗句。 

预设：百鸟争鸣/鸟语花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两个黄鹂鸣翠，一行白鹭上青天。 

2.你喜欢鸟儿吗？为什么？（引导学生用“我喜欢鸟

儿，因为         ”说话。）（课件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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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导入：今天我们将在课文中接触两个人，他们和

你们一样，十分喜爱鸟儿。课题：父亲、树林和鸟。学生

齐读课题。（板书：父亲、树林和鸟） 

4.师：读了课题，你想说点儿什么？（说说读了课题

你知道了什么，或是你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是你大胆的

猜疑。） 

预设：父亲，树林和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二、诵读课文，初步探究。 

    师：这节课，让我们带着疑问走进课文，去看看父亲、

树林和鸟有着怎样有趣的故事。 

（一）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课件出示朗读要求） 

1.自由地小声朗读课文，用你喜欢的符号勾画生字新

词，借助拼音自主识字。 

2.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讨论，交流记字的记忆方法。

（重点交流容易混淆的字音和难写字的字形） 

（课件出示带拼音的生字） 

3.小老师带读。 

师：大家看，课文里有好多生字娃娃，你们认识它们

吗？能和它们做好朋友吗？小老师，谁来当? 

师评：声音洪亮，字正腔圆，真是一只声音悦耳的百

灵鸟。 

4.自由读，开火车读。 

师生共同正音：注意读准平舌音“总”，翘舌音“朝、

湿、翅、畅、瞬、重”，前鼻音“瞬”，后鼻音“蒙、膀、

凝”等。 

5.师：去掉拼音，你还认识它们吗？（课件出示去拼

音生字）开火车读。 

教师指导“黎、凝、畅、瞬、猎”的识记，继续巩固

形声字的造字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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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词语练习： 

（1）师：你们悦耳的朗读声把一群小麻雀吸引来了，

你们瞧，它们都停在大树上听我们读书呢，让我们叫叫它

们的名字。（课件出示词语） 

（2）仿说词语：雾蒙蒙、热腾腾、茫茫、喃喃 

师：你们准确的叫出了小鸟们的名字，可真棒。你瞧，

天上飞来了几只黄鹂，我们也来打打招呼吧！（课件出示

词语）生齐读。 

师:你还能说几个这样类似的词语吗？ 

预设:静悄悄，亮晶晶…… 

默默，渐渐，静静，轻轻…… 

7.初读课文 

师：看来大家已经和汉字娃娃交上朋友了，不知道把它

们放到课文中，你还认识吗？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课文吧！ 

抽生指明分段，朗读课文，读后评议。老师相机进行字音指

导。 

（二）默读课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1．师：相信孩子们通过前面的学习，已经对这篇课

文有些了解。会读书的同学能把课文读成一句话，你能在

默读全文后，在文中找一个句子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吗？（课件出示）（默读时做到用眼看，用脑思考，用手

勾画） 

2．学生汇报：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相

机出示文段） 

3．师：既然父亲一辈子都最喜欢树林和唱歌的鸟，

那你能读出他那种喜欢吗？（生自由朗读）。 

    4 齐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三、识记生字，指导书写 

1.（课件出示“我会写”的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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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整体结构上要注意什么。 

 “抖、湿、猎、膀”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左窄右宽。“朝”，

左右结构，左右等宽。“雾、蒙、总”上下结构，上窄下

宽。 

看一看：关键笔画的写法。 

“鼻”，上中下结构，但要注意整个字不要写得过长，其

中要注意 “自”和“田”的要写得扁一些，按正确笔顺

规范书写。 

“雾”和“蒙”上下结构也要注意不要写得太长，各部分

写扁一些。 

“翅”，半包围结构，“支”的最后一笔写长一些。 

写一写：老师范写，学生练写。  

对一对：再和课本对照一遍，写不好看的地方，下一

遍及时改正。 

    2.学生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3.投影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字词，相互借鉴。  

 

四、小结 

    师小结：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很多生字朋友，也知道了

整篇课文都是围绕“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小

鸟”来写的，那么为什么说最喜欢树林和小鸟呢，下节课

我们再一起到课文中去找找证据。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出示字词，分男女读词。 

师：上课前，咱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过的字词吧。 

2、导入。 

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来告诉我们课文主要讲了一件

什么事情。（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小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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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出示） 

师：这样的句子是总写，我们今天这节课，就要看

看作者是怎样把总的内容分别告诉我们的。（板书：父亲、

树林和鸟） 

 

二、品读欣赏，初步判断。 

1.同学们默读课文，说说你同意下面这些对父亲的判

断吗？ 

2.汇报交流。（课件出示） 

（1）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鸟。 

（2）父亲对鸟的习性十分了解。 

（3）父亲很善于观察。 

（4）父亲热爱自然。 

（5）父亲曾经是个猎人。 

 过渡语：同学们很容易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接下

来就让我们到课文中去找找判断的依据。 

  

三、细读探究，体会感情。 

（一）过渡语：父亲这么喜欢树林和唱歌的鸟，那我

们到课文中去找找父亲喜欢鸟的句子，快速读读第二到二

十三自然段，找找父亲喜欢树林和鸟的句子，勾一勾，读

一读，比一比。（生找，读并汇报。） 

 学生汇报交流，教师相机指导。 

（二）师：父亲是怎样望鸟的？自由地读读课文第 3～

9 自然段，找找描写父亲望的语句？再读一读。（课件出

示） 

1.理解句子： 

A.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

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根据学生回答，相机

出示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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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是一个怎样的树林？（幽深、雾蒙蒙的树林）

（相机变红词语），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树林很大，枝

叶繁茂，早晨树林里雾很大，很潮湿。） 

师：作为一位喜欢树林的人，通过什么方式，观察树

林有没有鸟的？（望了又望，闻了又闻）（变蓝） 

师小结：不是望一眼，闻一下，而是望了又望，闻了

又闻。从这一遍又一遍中，我们除了感受都父亲对鸟的喜

爱，还能体会到什么？ 

预设：父亲善于观察。 

师:谁能学着父亲的样子，来读读这段话。（个别读

——齐读） 

师过渡：让我们来看看此时作者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

的姿态。 

B.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相机出示） 

（1）师：读了这个句子你觉得父亲是怎么望的？（课

件出示提问） 

（课件变红;凝神静气）你是怎样理解这个词语的？（理

解的方法有多种：可以查查字典，可以联系上下文来理解，

可以做做动作，还可以找找它的近义词……）这个词语是

什么意思？（使精神凝聚，使心气平和。） 

师：谁来像父亲一样望一望？（抽生表演）从父亲的

神态中你体会出了什么？ 

预设：体会到父亲对鸟和树林的热爱/体会到父亲对

自然的热爱。 

（2）指导朗读：让我们带着这种热爱来读一读句子。

（抽多名学生读读） 

（3）师：父亲在凝神静气地望时，我在干什么？（我

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师;“我”为什么茫茫然地望着父亲？（并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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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鸟飞，并没有听到一声鸟叫。） 

师：父亲望到什么？（没有风，叶子在动）而我呢，

看到这一切了吗？（我仔细找，没有找到动着的那几片叶

子。）（板书：看叶知鸟） 

  2.谈话过渡：父亲只是望了望吗？（闻） 

（三）那父亲又闻到了什么？是怎样闻的？快快读读

课文第 10～13 自然段，找找答案吧！（课件出示提问）

（生回答，全班交流，师板书：闻到鸟味） 

 1.师：文中哪句话最能让你了解到小鸟有气味？（树

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羽毛焐得热腾腾的。黎明时，所

有的鸟都抖动着浑身的羽翎，要抖净露水和湿气。每一个

张开的喙都舒畅地呼吸着，深深地呼吸着。）（相机出示

文段） 

指导朗读。 

师：读了这句话，哪个词语给你的感受最深？（舒畅）

“舒畅”是什么意思？（心情宽舒欢畅）这个词让你感受

到了什么？（小鸟的心情宽舒欢畅）怎样读好这句话？（读

出小鸟的欢快舒畅）男女生读。 

师：多么美好的黎明、多么快活的小鸟，让我们一起

来感受一下它们的快活吧！——齐读。 

2.师:父亲说的鸟味，作者闻到了吗？（没有）那作

者闻到了什么？ 

（课件出示）我只闻到浓浓的苦苦的草木气息，没有

闻到什么鸟的气味。（课件变黄“浓浓的苦苦的”）师:

“浓浓的苦苦的”给你什么感受？ 

预设：草木味很浓，不好闻。 

师小结：在这么浓的草木味中，父亲还能闻到鸟味，

课件父亲对鸟的了解非同一般呀! 

（四）过渡语： 看来，父亲对于鸟来说真是个有心

人，而喜欢树林和鸟的父亲对鸟的了解仅止于气味吗？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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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文第十四至十九自然段，思考：父亲对鸟还有哪些更

深入的了解？（用读句子——读词语的方法找一找）（课

件出示朗读要求） 

 1.学生汇报学习结果，随机指导朗读。 

2.“这是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父亲说。（相

机出示句子） 

师：“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是什么时刻？（黎

明时）鸟儿们在做什么？（每一个张开的喙都舒畅（chà

ng）地呼吸着，深深地呼吸着。）鸟儿们要做什么？（鸟

要准备唱歌了。）（板书：知鸟快活） 

师：让我们在鸟儿快活的歌声中来读读这句话。（播

放鸟叫） 

（五）指名朗读第十四至十九自然段。 

1.“鸟最快活的时刻，飞离树枝的那一瞬间，最容易

被猎人打中。”（课件出示） 

① 师：读了这句话你知道了什么？（生答，知道快 

乐与危险并存）（板书：怕其受害） 

 ②师为什么这时小鸟最容易被猎人打中呢？（黎明

时的鸟，翅膀潮湿，飞起来沉重。） 

 2.师：是啊！父亲不仅知道鸟儿什么时候唱歌，还

知道鸟儿什么时候最快活、最危险，父亲真了不起啊！这

一切都源自于——读第一段中心句（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

和歌唱的鸟。（课件出示）） 

（1）听了父亲的一番话，此时，作者的心情如何？

（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课件出示）齐读 

（2）师:我为什么感到高兴？ 

师小结：是啊，父亲不是猎人，即使是猎人也不会伤

害小鸟，因为——（齐读第一段，即全文中心句：父亲一

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课件出示）） 

是呀，我高兴，也不仅仅是父亲不是猎人。我心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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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大的愿望，希望我身边所有的动物都不要受到伤害，

自然和人类能友好相处，和谐相处。 

 

四、拓展延伸。 

 1.师：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我国专门制定了相

关的法律，对于那些捕杀野生动物的人，当然要受到我国

法律的惩罚和制裁。 

（课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八条 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或者破坏。 

第三章 野生动物管理： 

 第十六条 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

照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

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板书设计 

 

                    看叶知鸟 

                    闻鸟有味           

父亲、树林和鸟                     父亲深爱大自然 

                    知其快活 

                    怕其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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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反思 

 

 

 

 

 

 

 

 

 

 

 

 

 

 

教学课题 23.带刺的朋友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枣、馋”等 11 个生字，会写“刺、枣”等 13 个生字，认识多音

字“扎”，借助近义词理解词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在学习刺猬偷枣过程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语言归纳

课文中记叙的刺猬偷枣的事。尝试有条理地复述刺猬偷枣的过程。 

3.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对刺猬的喜爱之情，感受人与动物之

间的美好情感。培养学生对于小动物的关注与喜爱。 

重点难点 重点： 

1.通过语言的感悟和训练，真切地感受刺猬偷枣的本领大，体会作者的喜爱之

情。 

2.朗读课文，用简洁的语言归纳课文中记叙的刺猬偷枣的事。尝试有条理地复

述刺猬偷枣的过程。 

难点：体会句子不同的表达方式，懂得使用比喻句，发挥想象，使句子更生动

形象。 

教学准备 师：多媒体课件 

生： 预习课文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 

 

第一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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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谈话激趣，引入课题。 

1.师：今天还要介绍一位神秘的朋友给你们认识，同学们

预习了课文，一起说出这位朋友的名字？（刺猬）（课件出

示刺猬图片），它有什么特点？（浑身长满刺）刺猬是一种

非常可爱的小动物，人们都喜欢它，甚至有人称它为——（ 带

刺的朋友）（板书：23 带刺的朋友） 

2.刺猬的资料，学生阅读了解。（课件出示） 

3.今天就让我们和作者一起跟这位“带刺的小动物”交 

个朋友吧。（齐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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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课文，在整体感知中“走近”刺猬。 

    1.师：大家 已经预习过课文了，下面打开课文，快速浏

览一遍，想一想：课文主要写了刺猬的什么事？（课件出示

阅读要求） 

2.交流展示：本文主要写刺猬夜晚在我家后院偷枣的故

事。（课件出示） 

 

三、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师：这么可爱的小刺猬，这么有趣的故事，值得我们用

心的慢慢的再读两遍。（课件出示朗读要求）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朗读课文两遍，借助拼音读准字

音，把课文读通顺。 

2.同座互读，互相评议、纠正读得不准确的字音。 

    

四、检查自学情况，学习字词。 

（一） 认读生字。 

师:同学们读得这么认真，相信文中的生字宝宝对大家来

说已经没有难度了。（课件出示“我会认”的生字） 

1. 指名领读。（小老师谁来当） 

2. 指名读，教师及时纠正错音：读准平舌音“枣、测、 

聪”，翘舌音“馋、扎”，前鼻音“缓、监”。 

 



     学习只是一种习惯，一种状态。                               

 

 

 

 

 

 

 

 

 

 

 

 

 

 

 

 

 

 

 

 

    

 

 

 

 

 

 

 

 

 

3. 多音字。 

师：这些生字宝宝里藏着一个多音字宝宝你发现了吗？ 

（课件出示多音字）提醒学生做笔记。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会做笔记的孩子是会学习的孩子。 

4. 齐读。 

（二）识记生字。 

师：去掉拼音你还认识它们吗？（课件出示去拼 

音的生字） 

1. 小老师带读。 

2. 识记生字。师：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自由交流： 

怎样记住这 11 个生字伙伴的样子呢？自由地和同座说一说，

记一记。 

     3. 全班交流：说说自己喜欢的生字的识记方法。（学生

自愿举手发言） 

形近字比较：束—枣  暖—缓 侧—测  

组词扩展：馋嘴  监视  挣扎  聪明 

4．男女读。 

（三）检查词语。 

师：听到大家这么精彩的分享，聪明的小刺猬驮着词语

宝宝们来为大家喝彩了。（课件出示词语） 

开火车读。 

 

五、识记生字，指导写字。 

     师：送走了词语宝宝们，让我们把另一批生字宝宝们送

进田字格里。（课件出示我会写的生字） 

1. 指名读，注意正音：平舌音“刺、枣、匆、聪”， 

翘舌音“伸、追”，前鼻音“暗”。 

2.同学们在课前练写生字的时候，发现哪些字容易写

错？或者不好写？ 

预设：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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