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备课教案 

语文备课教案(15 篇) 

作为一无名无私奉献的教育工作者，时常要开展教案准备工作，

编写教案有利于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你有了解过教

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语文备课教案，欢迎大家分享。 

语文备课教案 1 

内 容 1、春天的小雨滴滴滴 

内 容 2、《瀑布》 

第二课时 

第二课时 

内 容 4、柳笛与榆钱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通过观赏花、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2、通过搜集资料，加大对花的了解的力度。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

料的习惯。 

3、围绕有关花的内容写一段话。把这段话写清楚，写具体。培养

学生运用资料的能力。 

教学重点： 

积累成语及名句。 

教学难点： 

围绕“花的世界”写一段话，培养观察能力。 

教学准备： 

花的图片、花名、花的用途等资料。并提前布置下面内容： 

1、要求学生观察家里、公园、街道上的花。完成表格的填写。 

观察记录 

花名 

观察顺序总体印象局部印象 

（样子、颜色、姿态、气味）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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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2、查找有关花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教师谈话：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鲜花盛开。无论走在繁华的街道还是僻静

的小区；无论是在绿色的田野还是小小的花坛，都可以看到五颜六色

的花朵，让我们感到万紫千红的'春天正悄然而至，它已经来到了我们

的身边。 

二、交流预习内容： 

1、你看到了什么花，请说说你的观察感受。 

（要求学生介绍花名、花的姿态、形状、颜色、长势等） 

2、还可以把有关花的花期、用途等资料做介绍。 

三、出示图片，指导写文 

1、出示图片： 

迎春花桃花月季 

樱花玉兰花 

2、指导写文。怎么介绍这些花呢？ 

迎春花： 

（1）出示文字片在“迎春花”图片的下边。 

（2）读描写迎春的例段。想想这段话是怎么介绍的？ 

（例段要求：从形、色、姿态几方面介绍的。按照从整体到部分

的顺序写的。） 

桃花： 

（1）出示文字片在桃花图片下，读例段。 

（2）这段话是围绕哪一句话写的？ 

（3）是从哪几方面介绍桃花的？ 

（例段要求：花名传说、用途、生长地、生长期、花期） 

月季： 

（1）出示文字。读一读例段。 

（2）这段话与刚才两段话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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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段要求：是从赞美花的精神、作用的角度写的。） 

3、小结介绍花的角度： 

（1）可以从花的颜色、形状、姿态、气味等几方面写。 

（2）还可以从花的传说、花的学名、花的生长地、生长期、花期、

用途等方面介绍。 

（3）还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写。 

（4）赞美花： 

可以从花的特点谈如耐旱等。从花的精神、花的用途、它带给人

的启示等方面赞美。 

4、怎么写 

（1）有顺序：从整体到局部，局部又是从上到下的顺序安排的。 

出示月季花文字片，读一读，研究写得好在哪儿？ 

（从运用修辞方法上；从运用好词佳句上；从表达情感上。） 

（2）运用多种写法。 

（3）小结：运用比喻、拟人手法使人像看到了花一样，带着喜爱

之情写，表达自己对花的喜爱之情。 

四、提供资料 

1、有关“花”的词语。 

清香、怒放、绚丽、娇嫩、浓艳、盛开、鲜艳、幽香、花瓣、花

蕾、花蕊、繁花似锦、鸟语花香、白花吐艳、花红柳绿、群芳斗艳、

香飘万里、花枝招展、鲜花怒放、百花盛开 

2、部分花的资料、例段 

例段一 

春天，满树粉红色的桃花可好看了。如果你仔细一看，每朵桃花

四个瓣，花蕊是黄白色的，还有一股清香味，真是使人赏心悦目。我

爱套话，不仅在于它美丽，而且在于它预示着未来的收获。 

例段二 

我家的前后左右都是鲜红的樱花，一树树、一簇簇，鲜艳欲滴。

每一棵树干都戴着一顶美丽的王冠，花枝随风摇曳着，活像一群快乐

的姑娘，做着各种婀娜的姿态。青绿的细枝被一个个精巧的花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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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得弯了腰。我盘亘流连，爱心欲醉，忍不住攀了一枝细细端详，每

个花球都是由几十朵樱花组成，软绒绒的，红彤彤，散发出一股淡淡

的清香。盛开的花朵落落大方，异彩流光，花瓣一瓣挨着一瓣，托着

芽黄的蕊，朵朵都像一个个小酒盅，那酒盅里宛如斟满了春天醉人的

美酒。那欲开还未开的蕾口未启，就像熟睡的婴儿张开鲜红的小嘴，

可爱极了。再看，在那鲜艳的花球底下，还有几个嫩绿的小叶芽，它

们也探出尖尖的小脑袋，向人们报告春讯呢。 

五、写一段话 

1、围绕“花”写一段话。 

2、写好后和同学交流。 

3、班级评价。 

六、修改后抄写在本上。 

语文备课教案 2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正确书写 9 个生字。 

2.了解课文内容，能够用自己的话说清：鞋子为什么跑到树上的

原因及要点。领悟“依偎”这一词语的意思。 

3.能够恰当地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 

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受到爱护动物的教育。 

教学设计 

一、质疑课题，导入新课 

教师板书课题，读了课题你想到了什么? 

二、自读课文，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1.自读课文，争取读正确、流利。 

2.检查读文情况。 

3.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引导学生把握住以下内容要点： 

①我发现雏鸟藏进鞋子，看到树上的鸟在叫，明白它是从树上掉

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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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发现雏鸟望着树上的鸟妈妈叫，就托起它爬上树。 

③我发现鸟窝很高，爬不上去只好放弃。 

④我发现雏鸟把我的鞋子当成了它的家，就把雏鸟装进鞋子，并

把鞋子放到树杈上。 

⑤我发现鸟妈妈不敢靠近鞋子，就走到远处观察。 

⑥我看到鸟妈妈和雏鸟依偎在一起，才放心了。 

三、细读课文，交流评议。 

1.自学思考： 

①一只鞋子为什么会跑到树杈上呢?请读一读棵文，说说自己的看

法。 

②“我”在睡梦中惊醒，发现鞋窝里有一只雏鸟，“我”是怎么

想的?怎样做的`?后来“我”又发现了什么?做了什么? 

2.在理解课文时，要抓住一些词语进行探究。如：“依偎”一词

写出了鸟妈妈和雏鸟安详幸福的挨在一起的样子，在议论课文内容时，

就要引导学生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引导他们想象“依偎”是怎样一种

情景。 

3.提出问题，组织学生讨论交流：“我”发现雏鸟的处境而自觉

自愿地救助它，并没有写想些什么，这反映了“我”儿时的天真、朴

实以及爱护鸟类的习性。 

4.关于“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建议给学生以下提示： 

①“我”回到家，爸爸妈妈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②小朋友们知道这件事情后，会有什么议论? 

③别人看到树杈上有一个鞋子，会说些什么?想些什么呢? 

四、联系生活实际，讲述身边的故事。 

依据课文内容，启发学生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讲述发生在身边

的趣事。教师可先示范，自己讲儿时的故事，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然后

由学生自由结组，在小组内活动;再组织学生在讲台前讲给全体同学。 

五、学习生字，记忆字形。 

1.指导书写： 

“蟋蟀”这两个字笔画比较多，要指导写法，还要强调“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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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笔是“乊”。“掘”“唧”“喳”都是形声字，要读准它们的字

音。 

2.书写生字。要求：规范、端正、整洁。 

语文备课教案 3 

《七颗钻石》 

教学目标 

1、学会 11 个生字(其中 2 个多音字)及新词，认读 5 个字，能用

“清澈”造句、 

2、继续学习默读课文，了解七颗钻石的来历。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 6、7 自然段。 

4、展开想象，感受小姑娘美好的心灵。 

教学重点 

了解小姑娘的水罐发生了哪些变化。 

教学难点 

体会小姑娘美好的心灵与七颗钻石的关系。 

教具准备 

词语、句子卡片，媒体资源：课件《七颗钻石》 

教学时间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你们听过苏联卡泰耶夫写的童话故事《七色花》吗?(有

或没有) 

《七色花》讲的是珍妮用一朵神奇的七色花的花瓣实现自己和他

人的愿望的事，表现了珍妮愿意为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好品质。今

天我们将认识一位和珍妮同样善良的小姑娘，我们一起来学习童话故

事《七颗钻石》。 

板书：七颗钻石 

二、初读课文，认读本课生字新词，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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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听范读，再自由读课文，借助课后生字表，认读字表或查字典

读准字音。 

认读生字词，认读字词及句子。 

水井干涸干枯干渴而死 

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大旱灾。所有的河流和水井都

干涸了，草木丛林都干枯了，许多人和动物也都干渴而死。 

(学生读后老师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

下，请同学们再读这句话感受当时的环境。”) 

绊倒递给一瞬间水罐 

就在这一瞬间，水罐又从银的变成了金的。 

接着一股清澈 

这时，突然从水罐里射出七颗闪闪发光的钻石，接着从里面涌出

一股清澈，新鲜的水流。 

再读课文，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把句子读通顺，读流利。 

三、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默读课文思考：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默读后按提示说一说： 

这篇课文写的是：谁干什么，结果怎么样的一件事。 

这篇课文写的是：一个小姑娘为生病的母亲找水，水罐变成金的

涌出清水，射出七颗钻石升上天空的一件事。 

(如果再加上“大旱之年”更好) 

小姑娘为生病的母亲找水，水罐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请你自由朗

读课文三至六自然段想一想。 

指导学生深入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①请一个同学读第三自然段，然后说说从中知道了什么? 

②当小姑娘发现水罐里装满了清亮，新鲜的水时什么表现? 

(喜出望外想喝个够决定留给妈妈) 

说说“喜出望外”什么意思? 

小姑娘为什么会喜出望外?读读课文中的句子，说说自己的理解。 

(找了很多地方找不到，很累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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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你从中感受到小姑娘是一个怎样的人结合课文说说自己的理解。 

(有孝心)板书：孝心 

师小结：正是因为小姑娘有一颗纯洁的孝心，使空空的水罐装满

了清亮新鲜的水。 

④带着自己的感受有语气地朗读第三自然段。 

小组学习四至六自然段。 

①课件出示小组合作要求： 

读一读四至六自然段; 

说一说，在什么情况下水罐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中体会出小姑

娘是一个怎样的人? 

②小组汇报学习收获。 

四、回归课文整体，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有感情朗读全文，思考：水罐为什么会一次次发生变化? 

全班合作填表，了解水罐变化原因。 

(见教参 47 页) 

启发学生围绕课题《七颗钻石》深入质疑，感受小姑娘美好心灵

与七颗钻石的 关̀系。 

课文写小姑娘找水，为什么课题叫《七颗钻石》? 

感受小姑娘用爱心找水，给母亲，过路人，动物喝水，自己却连

一滴水也没有喝，从而体会到文章借七颗钻石变成灿烂的大熊星座象

征小姑娘美好心灵的闪光。 

板书：爱心美好心灵 

展开想象： 

如果你是那为小姑娘，当找不到水，碰到小狗干渴，遇到路人讨

水喝，会怎么说，怎么做?自选感受最深的情景谈体会、或分角色演一

演， 

有感情地朗读描写七颗钻石的那两个自然段，试着背诵。 

五、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背诵课文 6、7 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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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一、检查背诵 

4 个人一组在小组内背诵，由组长负责把背诵成绩填入朗读检测本

上。 

选几名(好，中，差)同学在全班背诵。 

二、指导生字的记忆和书写 

(一)学习生字 

“绊”，“递”指名读字音。 

得出结论：“绊，递”的读音同声旁相同，是同声旁的形声字。 

用同样的方法学习第二组：“钻，枯，咽，接”，最后得出结论：

“钻，枯，咽，接”是近声旁的形声字。 

此教学过程也可以相机利用课件辅助进行。 

(二)多音字练习 

(1)她累得倒(dǎo，dào )在草地上睡着了、 

(2)小姑娘把水倒(dǎo，dào)在水里、  

(3)七颗钻(zuàn zuān )石、 

指导“股”和“澈”的书写 

股：右半部的上边第二笔是“└”不是“乚” 

澈：右半部是反文“攵”不是折文“夊”，中间的“月”第二笔

是“丨”。 

三、造句练习，用“清澈”造句。 

方法：1、找出“清澈”一词在文中的句子，“水罐里射出七颗闪

闪发光的钻石，接着从里面涌出一股清澈，新鲜的水流。” 

2、联系语境理解“清澈”，指的是水流清而透明。 

3、引导学生想一想哪些内容可以用“清澈”(泉水，小溪，小河，

湖水，海水，眼睛……) 

4、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举例：(1)我家门前小溪里的水很清澈。 

(2)小鱼在清澈的小河里游来游去。 

归纳为：(1)可以表达为“清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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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也可以表达为“……清澈” 

四、作业： 

1、写生字 

2、独立造句 

干渴 

语文备课教案 4 

一、教学目标 

1、准确、流利、有激情地朗读课文。 

2、能归纳综合课文的首要内容。 

3、能连系课文，联系糊口现实，和同窗交流读后的感应感染。 

二、课前预备 

策动学生寻找宋庆龄的生平资料，阅读有关宋庆龄的故事。 

三、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哪位同窗订阅过《儿童时代》？你知道这份儿童刊物的最早开

办者是谁？宋庆龄是谁？ 

操作自己寻找到的 资̀料，将查找的内容向同学们介绍。 

2、今天我们就来进修一个她小时候的故事——《我不能失踪信》

（板书课题）。 

（二）初读感知 

1、请各自轻声读课文，碰着生字拼读一下括号里的注音，读不通

顺的处所屡次多读几遍，把课文读顺畅。 

2、分自然段指名朗读。 

3、谈判疏解： 

（1）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刻？ 

（2）文中讲到了哪几小我？他们间有着若何的联系？ 

（3）完整地说说课文首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课文讲了一个礼拜天，宋耀如一家预备到一位伴侣家去，二女儿

宋庆龄也很想去。她倏忽想起今天上午要教小珍学叠花篮，爸爸妈妈

都劝她改天再教，但她为了守信就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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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脚色朗读 

（1）交接使命：前后四位学生为一组，分脚色朗读，一位读旁白，

其余三位分别读爸爸、妈妈和宋庆龄的话。先组内操练，然后小组间

角逐。 

（2）组内放置脚色，各组操练，教师巡视。 

（3）挑三四个小组进行角逐。 

（4）同窗评议，选举优胜组。 

（三）谈判深化 

1、读了这个故事，你感受宋庆龄做得对还是不对？ 

2、你在日常中有没有碰着过近似的事？你是怎么处置的？ 

3、小结：俗话说“一诺千金”，诚恳守信是我们做人处事的根基

准则，但愿往后同学们也能像宋庆龄一样重诺言，守信用。 

语文备课教案 5 

教学目标 

1.在记叙中穿插适当的议论。 

2.选择有现实意义的典型材料。 

教学重点： 

目标 1 

教学难点： 

目标 2 

教学过程： 

一、导语 

先由课文《故乡》的议论引入，让学生模仿、运用。 

二、老师给出题目 

A、我的课余生活 

B、给我教益的一件事 

三、学生根据命题，思考 5 分钟，然后口头作文 

先同桌讨论，后小组比赛。 

四、老师明确指导 

1．教益：大多指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收获。通过记叙某件事，改

语文备课教案 --第11页

语文备课教案 --第11页



变了以前的看法，明白了某种道理。 

大至对生、社会的看法，小至对朋友、困难的认识。所记的事应

是与我紧地连在一起的，要写清楚我从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教育和好

处。 

2．写法 

对人和事的.认识往往由于偏见和不了解，会产生不正确的看法，

而通过接触、了解，在共同的生活中会改变原来的认识。因此，通过

对比，记叙我对事或对人前后不同的态度、看法，有助于突出这件事

给我的教益。 

3．想，精选事例。 

例如：对同学的看法--看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更应看人的心灵

对老师的看法：表面上的严厉，却有一颗慈爱的心。 

4．要围绕教益展开。 

事情的前因后果要交代清楚，何处该详，何处宜略都要以教益作

为取舍标准。 

5．叙议结合。在文章中间或结尾，点明所记叙的人物、事件的意

义，画龙点睛深化主题思想。 

五、学生练习写作（第二教时） 

堂上训练。 

六、批改方法： 

师生共评互改。 

语文备课教案 6 

学习目标 

1．口语交际：通过读课外书、报刊、看电视、听广播，了解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友好的情况，把你的发现告诉同学，并注意听听同学

的发现，互相交流。交流时做到态度自然、大方，表达流利，内容比

较充实。 

2．习作练习：写一写自己最感兴趣、自己最想写的内容。做到内

容具体句子通顺。 

3．能主动发现成语的构词特点，引导学生识记十二条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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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读认认通过生字加偏旁组字连词，认识八个生字词语。读读

背背优美的古诗名句，培养学生对古诗句的欣赏能力。 

5．通过趣味语文了解一些有关“言”的说法，提高学习语文的兴

趣。 

学习重难点 

习作练习：写一写自己最感兴趣、自己最想写的内容。做到内容

具体句子通顺。 

学习过程 

一、口语交际 

1．各组小朋友在自己的组里，把你收集的 资̀料讲给同学们听一

听；推荐讲得好的在班上来讲一讲。 

2．各组交流 

二、习作练习 

1．读一读习作内容，说一说这次习作要求。 

内容：写人、事、景、物、编故事等等 

要求：具体、通顺 

2．议一议：你想写什么？ 

3．教师随机点拨， 

4．学生写作，教师指导 

三、我的发现 

1．学生自读成语 

2．启发学生发现成语的构成，理解成语。说说自己平时积累过的

这类成语 

例：心心相印、夸夸其谈、芸芸众生、欣欣向荣、沾沾自喜、 

津津乐道、息息相通、高高在上、跃跃欲试、循循善诱┄┄ 

四、读读认认 

1．自己观察学习，用以前加一加的方法自学生字 

2．小组学习，注意给它们区分和组词。 

3．教师检查 

五、读读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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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友谊的美句，鼓励学生在朗读中体会并背诵下

来。 

六、趣味语文 

读一读，记一记，知道祖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多彩。 

语文备课教案 7 

一、教学目标 

1、体会北国风光的雄伟和人们喜悦心情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有关词语意思 

3、理解“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意思 

4、默读课文后，能说出课文第 1 段中各句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5、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 3 段，能背诵课文。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默读课文第 1 段弄清叙述顺序 

2、教学难点：理解北国风光的雄伟壮丽和农谚：“今年麦盖三层

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三、教学准备：磁带、录音机、小黑板 

四、教学安排：3 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有关词语 

教学过程 

一、揭题，解题 

1、揭题，读题 

2、解题，瑞什么意思？ 

二、初读课文，初知大意 

1、默读 

2、这是什么地方的大雪？是一场怎样的大雪？为什么成之为瑞雪？ 

三、学习生字 

1、自学 

语文备课教案 --第14页

语文备课教案 --第14页



2、检查 

A、指名分段读课文 

B、分析字形：凛、罩、蒙、巍、眉 

C、辩字组词 

瑞（）例（）馒（） 

端（）冽（）漫（） 

D 、解释词语 

纷纷扬扬、白蒙蒙、茫茫、巍巍、一望无际、眉开眼笑、笼罩 

E、写出近义词 

凛冽、昏暗、分外、追逐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体会北国风光的雄伟 

2、默读课文后，能说出课文第 1 段中各句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教学过程 

一、复习：认读生字新词 

二、第 1 段 

1、默读，说说这一段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2、划出表示时间的词语 

3、这一段共几句，分别写什么？ 

4、4 句中哪几句写下雪 

5、哪些词语写出了雪大 

6、下雪前刮风有哪些特点？ 

7、朗读 

三、第 2 段 

1、指名读 

2、这一段写的是什么时候的景象？ 

3、哪几句具体描写雪后的景象？找出来读一读 

4、哪一句抒写作者的感情？ 

A、指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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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北国风光是什么意思？课文中指哪些景物？ 

C、为什么说雪后的景色是雄伟壮丽的？ 

D 、大雪不仅带来了迷人的风光，还带来了什么？ 

E、“好一派、好一幅”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F、朗读指导 

四、作业 

1、齐读 1、2 段 

2、摘录课文第 1 段中反映风大雪大的词语 

3、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体会喜降瑞雪后人们的喜悦心情 

2、理解“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意思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 3 段，能背诵课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听写 

2、课文第 1 段是按什么顺序写的？是怎样按时间顺序写的？ 

二、第 3、4 段 

1、默读 

2、这两段分别写谁？ 

3、老农和小孩的心情一样吗？同样是喜悦，表现有什么不同？ 

理解眉开眼笑、连声、清脆的笑声、传遍 

4、老农和小孩高兴的原因一样吗？有什么不同？ 

A、指名读农谚 

B、理解 

被比喻什么？三层被形容什么？ 

来年什么意思？枕着馒头睡是怎样的情景，形容什么？ 

前半句和后半句什么关系？ 

为什么“今年麦盖三层被”，就会“来年枕着馒头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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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导朗读 

三、总结 

1、齐读全文 

2、为什么称这场大雪是为瑞雪？ 

3、背诵课文 

语文备课教案 8 

一、谜语导课 

1、说谜语：它生活在水中，不属于鱼类，它有两只大眼睛，大大

的嘴巴，一条长尾巴。（边写边板书：鳄） 

2、你知道鳄鱼吗？（学生说老师更正其中的错误。） 

3、过渡：有位生物学家经过仔细的观察，给我们介绍一些有关鳄

鱼的故事。 

4、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5、质疑：（学生根据题目提问） 

6、通过预习了解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文中是谁与谁争斗？ 

7、指导读好“宾”与“槟”区别。“侵”的读音是前鼻音。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轻声读它们怎么争斗的内容。划出鳄鱼之间争斗的规矩。 

2、指导读“矩”，轻声的读法。 

3、学生汇报两句话。找出“兴风作浪”、“点到为止”两个词。 

三、精讲“兴风作浪” 

（一）理解“兴风作浪”这个词语的意思 

1、板书“兴风作浪”，先读准音。开火车读。 

2、文中有个句子直接写出了兴风作浪的意思，出示“罗宾用自己

的尾巴掀起了比入侵者更大的风浪。”找出“兴风作浪”的意思（掀

起风浪） 

3、出示字典中“兴”的义项。选择义项。 

4、出示“兴风作浪”的比喻义，挑选意思。 

（二）学习文中有关“兴风作浪”的文字。 

1、指名读第二小节，入侵者如何“兴风作浪”，挑起事端？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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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句子。 

2、自由读句子，你感觉如何？（嚣张，骄傲，挑衅）像这样就是

嚣张的意思。指导识记“嚣”与“器”区别。在书中描红“嚣”。 

3、通过指导朗读，将这种感受读出来。练读，指名读，从语气，

从表情指导，再指名读。 

4、它会吼叫什么？你能想象一下罗宾怎么“兴风作浪”吗？仿照

书中描写入侵者的句子，说一说。再想一想罗宾会说什么。 

5、“技不如人”什么意思？“技”指哪一方面的本领？ 

四、精讲“点到为止” 

1、指名读第三小节，划出罗宾是怎么做的句子，小组交流。 

2、补白设计：罗宾好像在说什么？指名交流；持续五分钟，好像

在说什么；挪开好像在说什么。 

3、一切都似乎在警告——引读第三小节最后的句子。 

4、理解“点到为止”。“止”的意思，选义项。再说词义。 

五、总结“约定俗成的规矩” 

1、习惯上这样，就叫“约定俗成”。板书：约定俗成 

2、小结本节课所学 

3、本文想告诉我们：留意生活，观察生活，你会有所发现和收获。 

六、板书设计 

语文备课教案 9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注重整体感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通过参考注释和工

具书，对文章的主要内容及感情基调有初步认识。 

2.注意培养学生的文言文语感，以朗读和背诵带动其他环节。 

过程与方法 

1.诵读，体味语言的自然美，学习写景的技巧。 

2.从叙事写景的角度比较两篇文章的异同，加深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答谢中书书》：感受祖国山川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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