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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23.海底世界》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我说课的题目是《海底世界》。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说课。 

一、说教材 

《海底世界》是人教版部编版三年级下册语文中的一篇主

体课文，是一篇科普性说明文，作者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从

海底的明暗度，声音，动物、植物和矿藏几方面介绍了海底的

有关知识，描绘了一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海底世界。我

们透过作者对海底世界的描绘，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整个自然、

对生命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探索大自然

奥秘的兴趣。 

课文结构清楚，采用“总—分—总”的结构，课文开头先讲

海底深处的情况，然后具体讲述海底世界奇异的景色、丰富的

物产，最后总结“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在

具体说明时，详略分明，动物、植物说得较详细，矿藏说得简

略。 



文中运用了打比方、列数字、作比较的说明方法，使语言

更加生动、形象。 

二、说学情 

三年级学生年龄比较小，见识少，再加上海底世界对于他

们来说很陌生，根本没去过，了解就更少了，要想感受海底世

界的景色奇异，物产丰富就更不容易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运用多媒体，出示声音，图片，为学生

展现真实的动态的海底世界，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三、说教学目标 

针对三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材特点，我将教学目标定

位为： 

1、探究课文第 2～6自然段，凭借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

认识一些海底生物，了解一些海洋知识，感受海底的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认识“总分总”的结

构，学会围绕一句话把内容写具体的方法。 

3、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探索大自然奥妙的兴趣。 

教学的重点是：指导学生认识海底生物的特点，了解海洋

知识，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 

教学的难点是：学会围绕一句话把内容写具体的方法。 



四、说教法 

当代教学论以为，教师的作用不单是“信息源”，更重要的

是学生研究活动的调空器，教师应做到“导而弗牵”，为学生的

研究导向、导法、导练、导学，以民主的教风和循循善诱的技

巧，把学生引到一种想学、爱学、会学的境地。 

为此，针对本教材的特点，我从情景教学入手，先从形式

到内容，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再从内容到形式，使学生学会如

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最终获得知识、情感和能力三丰收。

本课的教学设计就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能牢牢把握和促进儿童发展的动因——情感，

展开和推进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使教学收到最优化的效果。本

教材是一篇适宜于进行情境教学的好文章，而且也只有通过情

境教学，才能使学生感受到海底世界的奇妙，激发出他们探索

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动画、声音的及时展示，再现了课文的情

景，变具体为生动，变抽象为具体，让学生感到自己仿佛置身

于海底世界，对大自然的喜爱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2、读写结合法 

这篇课文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其中第四自然段又是

围绕中心句来写具体的，在教学时要让学生对这种写法有更进



一步的认识，后面设计了一个一个小练笔，围绕中心句写一段

话。这样“就文取材”的说写训练，提高了阅读教学中写的密度

和语言文字训练的强度，同时充分发挥了文本的作用，使其成

为一种有效的作文教学途径。 

3、直观形象法 

这篇文章所讲的动物、植物都是活生生的东西，我可以借

助多媒体课件出示动、植物的图片，声音，为学生展现真实的

海底世界，让他们眼见为实，切实感受到海底世界的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 

4、朗诵品析法 

语文课应注重以读为主，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从而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海底世界的景色奇异、物产丰

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五、说学法 

1、小组合作探究法 

科普类文章每每容易激发起学生的研究乐趣，而且比较容

易理解。我觉得在这堂课中，“小组协作，自立探究”的方法可

以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同时，体现了以学生为本，

教师是一个组织者的学理念。 

2、朗诵法 



这篇课文语言优美，生动形象，在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地

读书，自由读、通过多种形式的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培养语

感，理解课文 

内容，感受海底天下的景色奇异，物产厚实.“有感情朗诵”

能够让学生在读中领悟出海底景色的奇异，培养学生的美感意

识； 

3、表演，模仿法 

“形象表演或者声音模仿既是对抽象文字的具体反应，又

是培养学生其他能力（比方表演能力）的一个契机。 

六、说教学过程 

1、复导入 2、明确任务 

3、小组交流 4、全班展现 

5、总结全文 6、读写结合 

（一）、导入 

复：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现在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海底

天下给你留下了如何的印象(景色奇异,物产厚实)除此以外，你

还晓得了什么？ 

（二）、明确任务 

想想海底世界“景色奇异、物产丰富”表现在哪些方面？画

出相关句子，谈谈你的体会，并有感情的读一读。 



（三）、小组交流 

在昨天晚上预的基础上先自行整理，然后小组交流，再进

一步整理完善。 

目的是为了学生提供交流的平台，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

自我的机会，尤其是那些研究程度不太好的同学，现在面对同

学们消除了害怕，他们就可以畅所欲言。 

（四）、全班展现 

全班展示按照“说句子-----谈体会-----有感情的朗读”的顺

序进行。 

（五）、总结全文 

1、认识总分总的结构及总分的构段方式。 

2、了解打比方、列数字、作比较的申明方法 

3、总结:海底天下不仅暗中有光，而且静中有声，还有这

么多植物，动物和矿物，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海底天下的美景。 

（六）、读写结合 

学了这篇课文，请你模仿文中总分的构段方式写一段话。

可以以“节日的大街上真热闹。”或“课间的校园真热闹”或“春

天，田野上真美丽。”也可以自选中心句，围绕这句话把这段

内容写具体。 

七、说板书设想 



海参 

梭子鱼景色奇异 

海底世界动物乌贼和章鱼 

贝类物产丰富 

植物矿物 

以上是我对《海底天下》这节教材的认识和对这堂课的整

体设想，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上面进程肯定有许多缺点和漏洞，

希望各位专家多多批评指正，感谢！ 

XXX《23.海底世界》说课稿 

一、说教材 

《海底天下》是部编版小学语文第六册的第七单元的一篇

课文，这是一篇有关海洋的知识性课文，全文用生动形象的言

语介绍了海底的景色奇异、物产厚实。 

全文共有 6 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紧扣课题提出问题：

“你可知道，海底世界是什么样的吗？”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第二至五自然段，是文章的重点部分，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

具体、生动、有序的描述了海底的声音、动物、植物、矿藏，

展现了一幅神秘有趣、色彩鲜艳、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海底

世界图。最后一自然段是全文的总结，指出“海底真是个景色

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给学生留下一个整体的深刻印象。 



二、说教学目标 

针对三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材特点，我将教学目标定

位为： 

知识目标：会写本课 12 个生字。明确“波涛澎湃”的读音，

会用“窃窃私语”“景色奇异”造句。 

能力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是

从哪几个方面描写海底世界的，感受“窃窃私语”“免费的长途

旅行”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效果。 

情感目标：通过朗读品味语言文字，了解海底的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激发学生热爱自然、探索海底世界的兴趣。 

三、说教法、学法 

1、激发兴趣 

《海底天下》一课侧重描写了海底景色奇异和物产厚实的

特点。教材虽配有插图，但却是静止的，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

的研究乐趣。于是我们精心制作了一套动画课件，为学生创设

了形象、直观的和谐情境。 

2、突破重点 

《海底天下》一课，教学重点之一是让学生了解海底天下

景色的奇异之处，但这比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海底那静中有

声，动静结合的奇异景色。为了便于学生充裕了解海底天下的



景色，我创设了和谐情境，即通过 CAI 让每位学生亲自去领

略一番。 

①进行海面和海底的对比：利用动画先后演示海面上波涛

澎湃（伴有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和海底悄然无声的对比情境，

并分别提问：这样的景象可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它？学生不仅

理解了“波涛澎湃”和“宁静”这两个词的意思，更体会到了大海

动中有静的奇异之处。 

②整体感知，加深印象：通过 CAI 欣赏海底美丽的景色，

再次整体感受“海底是一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从而

激发学生从小立下大志，长大探究海洋奥秘的情感。 

这样通过多媒体计算机创设和谐情境，把抽象的语言文字

外显为直观形象的动态画面，让学生充分感受了语言文字所描

述的意境，帮助学生理解了课文的重点，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

果。 

3、强化训练 

增强言语文字训练，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 

我在教学《海底世界》时，是这样进行训练的： 

（1）观察训练。在教学第 2 自然段时，根据课文内容设

想 CAI 课件，把文字介绍转化成动态画面。要求学生在观看



物特点，积极举行思考。

（2）说话训练。观察解决了言之有物的问题，而说话应

该是培养学生表现事物的能力。在进行说话训练时，我是这样

做的： 

看画面，说图意。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把第 2自然段的语

言描述用对比的动态情境形象地表现出来。让学生用学过的观

察方法仔细地看了画面以后，用自己的话说说画面的意思。由

于说话训练是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学生在表达观

察时都能做到有条有理。 

②看画面，练复述。在学完课文后，出示总起句 海底真

是个景色奇异、物产厚实的天下。”通过电脑把海底美丽奇异

的景象呈现于学生面前，要求学生看着画面，用上总起句和板

书上的重点词语说一说海底的景色奇异、物产厚实表现在哪些

方面。这样，学生对课文的主要内容加深了理解，同时又锻炼

了应用言语的能力。 

总之，通过 CAI 创设和谐情境进行强化训练，学生在自

我参与中兴趣盎然，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得

到了发展。 

四、教学程序 



同学们，上堂课我们初步研究了 24 课，你们能否用一句

话概括一下海底是如何的天下？那么，海底景色的奇异表现在

哪里？物产厚实又表现在哪里？这一节课，我们再一次去探索

一下。 

（二）创设情境，讲读课文第 2自然段。 

1、学生自由读第 2 自然段，边读边想：这一段共几句话？

每句讲的是什么？这一自然段主要讲什么？ 

2、细读交流 

讲读第一、二句（板书：宁静）（相机出示课件） 

②讲读第三句（板书：有声音）（相机出示课件） 

③讲读第四句（相机出示课件） 

④讲读第五句（相机出示课件） 

⑤引读第六句 

3、齐读第二自然段。 

小结：海底的景象就是这么光怪陆离，这么千奇百怪。 

（三）讲读第然段。 

1、小组讨论：第然段共有几句话？是围绕哪句话写的？

这句话中的关键词是什么？ 



乐趣，说说它的活动特点。（相机出示课件） 

3、选择读。 

小结过渡：为了写动物活动方式的多种多样，作者选取了

五种动物来具体申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这

些动物不同的活动方式，也使海底天下奇异无比。海底植物的

风采又是如何的呢？下面我们接着研究第四自然段。 

（四）讲读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思考：这段是围绕哪句话写的？ 

2、学生再自由读这一自然段，你知道了什么？（板书：

色彩多样，形态各异） 

3、欣赏美丽的海藻。 

小结过渡：海底植物真是千姿百态，奇观异彩，不仅厚实

了海底的物产，使海底的景色也如此奇异。海底除了我们所看

到的动植物，还有什么？ 

（五）讲读第五自然段。 

1、自由读，你读懂了什么？（板书：矿物、厚实） 

2、齐读。 

（六）总结课文。 



厚实的天下；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天下；是一个神秘的天下；是

一个使人向往的天下。

1、欣赏海底的美丽和富饶。 

2、齐读课文，出示练。 

3、已经有不少探险家、研究海洋的科学家到过海洋，还

把奇异的景色拍成电影、电视，但是，人类对海底还没有完全

认识，我们还要想办法打开这座神秘的宝库，这就需要科学知

识，需要勇气。 

（七）作业。 

1、继续阅读有关海洋的书，准备交流。 

2、应用本课已学过的先总后分的写法，写一片断：课间

活动真是厚实多彩。 

五、说板书设想 

景色奇异宁静 

有声音 

海底世界动物活动有特点 

物产厚实植物色彩多样 

形态各异 

矿物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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