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大自然的语言教案
  

 

大自然的语言教案 篇 1 

  教学建议 

  一、结构内容 

  这篇__用亲切、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很多自然现象，作者引领我们

去认识、了解这些大自然独特的“文字”。 

  全文共 27 个自然段，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第 1段至第 5 段）通过文字人们可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

事情。同样，了解了“大自然的文字”，人们便可以认识大自然。 

  作者由日常生活中的文字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引出了对“大自然的

文字”的介绍，启发读者细心观察生活、观察大自然。 

  第二部分（第 6段至第 19 段）旨在说明通过星、云、鸟等大自然

的文字，人们可以阅读天空这本大书，可以了解许多新奇的东西。 

  其中，第 6段至第 9 段生动地说明了认识、掌握星、星座的知识可

以指导人们充分利用自然。 

  第10段至第12段介绍云这种天空大书上的字母不仅可以向人们讲

述现在的事情，也能预示将来的事情。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第 13 段至第 18 段介绍鸟也是“大自然的文字”，留心观察它，人

们也能认识了解自然。 

  第 19 段是对第 6 段至第 18 段的内容的总结。 

  第三部分（第 20 段至第 24 段）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石头也是大自然

的文字。 

  第四部分（第 25 段至第 27 段）说明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要从小

留心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要学会大自然的文字。 

  __采用总一分一总的结构形式。 

  二、细致的观察与生动的表达 

  要想生动准确地说明自然现象的特征，必须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

观察。如“有时候，在炎热的夏季，天空远远耸立着一座白色的云山。

从这座云山向左右伸出两个尖头。山变得像铁匠铺里的铁砧了。”其中

“耸立”“伸出”形象生动地描摹出云的变化，写出这种“文字”的特

征。 

  三、修辞手法的运用 

  作者多处使用比喻的修辞方法，如把星、云、鸟、石头等自然界的

生物比作“大自然的文字”；把天空、大地比作一本有趣的大书；把“向

左右伸出两个尖头”的云山比作“铁匠铺里的铁砧”；把鹤队比作蜘蛛

网；把树林中的花岗石块披着青苔的样子说成“披着毛皮一般”等等，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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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形象生动的比喻既准确地介绍了自然界的现象，又增强了说明的文

学性，从中也能看出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另外，文中的“白嘴鸦飞来说，春天已经来到大门口了。而飞走的

鹤不用日历就可以告诉人，热天已经过去了”等语句运用拟人的修辞手

法，为__增添了生动、活泼的'气息。 

  四、句段讲析 

  1.文字真是好东西，认识了字，就可以读完最厚的书。 

  讲析：“文字”在__这个地方不仅是指书面上的文字，它还暗含“大

自然的文字”；同样“最厚的书”不只指用纸印刷的书，它还暗指玄妙

无比、变化无穷的大自然的这部大书、活书。“好东西”形象地写出了

“文字”这种特殊物体是人们学习知识、认识事物的一种最好的、最常

用的工具。这样写，使文字的“工具作用”表现得更生动、形象。 

  2.你知道，在水面上船是不会留痕迹的，那里也没有什么写着：“由

此往北”的有箭头的指路牌。 

  讲析：本句意在说明光认识书面文字还不行，在这种没有书面文字

指示的情况下，人们要正常工作、生活，就必须要学会认识大自然的文

字，读好大自然这部书。作者用浅显、通俗的事例委婉地说明了认识大

自然的文字的重要性。 

  3.白嘴鸦飞来说，春天已经来大门口了，而飞走的鹤不用日历就可

以告诉人们，热天已经过去。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讲析：本句说明了这些候鸟的来去，就是大自然中的文字，这些“文

字”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作者用拟人的方法来说明，使说明对象更

生动、更形象，巧妙地说明了这些文字起了帮助人们“识时”的作用，

增强了__的趣味性，使之与科学性有机地融合。 

  4.从远方传来奇怪的不安的声音，好像有人在高空互相呼应着。 

  讲析：声音是指成群的鸟的叫声。 

  教学设计示例 

  一、导入新课(从复习旧知入手) 

  同学们在一年级第二期时学过一篇专门介绍大自然有关现象的课

文，大家回忆一下，课题是什么?主要内容是写什么? 

  明确：《大自然的语言》。主要内容是介绍与农业有关的物候现象。 

  大自然的语言是什么呢?(简要回答) 

  明确：“花香鸟语，草长莺飞”；或“草木荣枯，候鸟去来”。 

  今天我们再学习一篇与此文类似的课文，叫《大自然的文字》。(板

书) 

  二、初步了解课文，理清__脉络。 

  1．学生默读“自读提示”和本页的注释①后，回答下列问题。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2．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初步了解其基本内容，并要求读准下列带

点字的字音、理解 

  各词语意思。(示小黑板) 

  霪雨： 铁砧 漂 砾 勉强 

  (注：__读音取括号外的读音，括号内的读音用组词的方法进行区

别。) 

  勉强：①能力不够还尽力做。②使人做他不愿做的事。③不是甘心

情愿的。④牵强、理由不充足。⑤将就、凑合。 

  3．继续课文，理清__脉络。 

  ①默读课文，标好段序。 

  ②独立思考课文的层次、结构。 

  ③集体讨论，交流观点。 

  ④回答，师生共同订正。 

  明确：全文 24 段，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 1 段)：叙述认识书面文字的好处，全文的引子。 

  第二部分(2--24 段)：介绍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并说明认识它们

的作用，认识它们的方法，介绍它们的成因。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这部分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2--4 段)：承上启下，总说大自然的文字。 

  第二层(5—21 段)：具体介绍大自然文字的特点，成因，认识这些

文字的意义、作用。 

  第三层(22--24 段)：总说认识大自然文字的方法。 

  三、精读课文，揣摩、理解重要词语、句子、段落 

  1．“文字真是好东西，认识了字，就可以读完最厚的书。”句中

的“文字”和“最厚的书”应该怎样理解才最准确?“好东西”在语意

和语言表达上有什么特点? 

  明确：“文字”在__这个地方不仅是指书面上的文字，它还暗含“大

自然的文字”；同样“最厚的书”不只指用纸印刷的书，它还暗指玄妙

无比、变化无穷的大自然的这部大书、活书。“好东西”形象地写出了

“文字”这种特殊物体是人们学习知识、认识事物的一种最好的、最常

用的工具。这样写，使文字的“工具作用”表现得更生动、形象。 

  2，在介绍星星这种文字时，作者这样写道：你知道，在水面上船

是不会留痕迹的，那里电没有什么写着：“由此往北”的有箭头的指路

牌。此句说明了什么问题? 

  明确：本句意在说明光认识书面文字还不行，在这种没有书面文字

指示的情况下，人们要正常工作、生活，就必须要学会认识大自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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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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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读好大自然这部书。作者用浅显、通俗的事例委婉地说明了认识大

自然的文字的重要性。 

  3．“白嘴鸦飞来说，春天已经来大门口了，而飞走的鹤不用日历

就可以告诉人们，热天已经过去”。这句说明了什么?用了怎样的方法

说明?有什么好处? 

  明确：本句说明了这些候鸟的来去，就是大自然中的文字，这些“文

字”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作者用拟人的方法来说明，使说明对象更

生动、更形象，巧妙地说明了这些文字起了帮助人们“识时”的作用，

增强了__的趣味性，使之与科学性有机地融合。 

  4．第 14 段中有这样一句“从远方传来奇怪的不安的声音，好像有

人在高空互相呼应着”。这声音是什么声音? 

  明确：成群的鸟的叫声。 

  5．读了第二部分第二层后，你们知道石灰石和漂砾是怎样形成的

吗? 

  (答案详见课文) 

  6．既然大自然的文字是如此生动有趣，认识它们又有如此重要意

义，那怎样认识它们?(答案详见课文，学生还可尽情发挥。) 

  四、小结 

  提纲：1．__介绍了哪些大自然的文字?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2．认识这些文字有什么好处? 

  3．怎样去认识这些文字? 

  以上是__学完后必须了解的内容，学了__和《大自然的语言》以后，

同学们应该多观察、多请教走进大自然，不仅仅只领略其风光，更要积

累这方面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长大了去多多研究大

自然，破译大自然的玄妙，从而让它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五、练习 

  (见课后，也可另外布置些任务) 

 

大自然的语言教案 篇 2 

  《大自然的语言》一课是人教版第一册的一篇讲读课文，课文课文

以诗歌的形式亲切、富有童趣的文笔向学生介绍了大自然的三种语言，

让学生了解一些大自然的现象，初步感知大自然的美妙，激发儿童对大

自然的兴趣。低年级的讲读课文区别于中高年级，本课教学应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 

  １、重视朗读训练，朗读是低年级的重点，拿出充足的时间指导学

生朗读。 

  ２、利用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３、重视自读感悟，运用启发性教学原则。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根据课文的特点和结合学生年龄特征，本课的教学要求是： 

  １、掌握课文生字，知道课文中的大自然的语言指的是什么？ 

  ２、看懂图意，理解课文，逐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学生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 

  ３、感知大自然的美妙神奇，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重点： 

  学生对大自然的现象缺乏感性认识，有些句子较难理解。 

  教学设计： 

  一、生词引入，解题激趣。 

  １、出示生词（语言）谁能把生字读一读？这两个字有什么共同点？

（都有两个口）说明和什么有关呢？（嘴巴、说话） 

  ２、CAI 课件展示公鸡打鸣、黄叶纷纷往下落、乌云漫天电光闪，

说说都告诉我们什么？引入课题：这就是大自然的语言。（板书课题）

大自然的语言还有哪些呢，请同学们自己读读书，去发现吧！ 

  展示接近学生生活的'自然现象揭示课题，使深奥的自然现象变得

接近，容易理解。 

  二、组织初读，整体感知。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１、自读课文。要求用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看拼音把每个字读准，

特别是生字的音，遇到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把句诗读通。 

  ２、交流生字读音情况：指名说说哪些生字在读的时候要提醒大家

注意什么，并领读。 

  ３、交流通读句子的情况：把你认为读得最通顺的一节读给大家听

听，结合交流情况重点指导以下三句。 

  （１）你如果钓到大鱼，鱼鳞上有一个个圈圈。（注意轻声音节） 

  （２）古老的三叶虫化石，镶嵌在喜马拉雅山巅。（注意名称连读） 

  （３）大自然的语言啊？真是妙不可言。（啊变音读 n 音） 

  （４）正确流利的读诗句，并说说从诗中你又了解到哪些大自然的

语言。 

  用学生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提醒大家读生字的时候注意什么，读

得最好的一节读给大家听，这种方式尊重学生的意个性，变要我学为我

要学。 

  三、品读诗句，指导朗读。 

  １、自渎体会，哪一种大自然的语言你最感兴趣。 

  ２互动交流、点拨指导。（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进行教学） 

  （第二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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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CAI 课件展示（一个个静态的逗点变成摇着尾巴的逗点）这

是什么？仔细看看这是什么？ 

  （２）引导想象：你看小蝌蚪上下游动，招呼朋友多高兴呀，它们

会说什么呢？你听了心情会怎样呢？该怎么读这句话呢？ 

  这时学生兴趣高涨，急不可待想读书。生动的多媒体课件展示，让：

逗点瞬间变为富有生命的小蝌蚪，展现了春天一派生机，激发了学生的

兴趣，从而又理解了课文，内化了语言。 

  （３）自由练读、指名朗读、结合点评。 

  （第三小节） 

  （１）CAI 课件展示一条大鱼，谁知道这条鱼有几岁？你是从哪句

诗看出来？该怎么读让大家都知道这种大自然的语言呢？ 

  （２）学生练读、指名朗读。 

  （第四节） 

  第四节主要讲的是三叶虫化石，告诉我们喜马拉雅山曾是汪洋一

片，这种漫长的地壳演变，学生缺乏感性认识，我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

和教师生动的讲解相结合，让学生对地壳的演变有感性认识，从而达到

产生探索大自然的兴趣。 

  （１）指名试读，说说这一节告诉我们大自然的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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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教师结合课件讲解三叶虫理解镶嵌，简单介绍喜马拉雅山。 

  （２）喜马拉雅山是那么高，那么大，可见远古时候那儿的海又大

又深，诗句那儿曾是汪洋一片该怎么读呢 

  （３）指名试读、点评指导。 

  教师在引导学生反复读的过程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捂，在读中

培养语感，学生在实践中学会了独立思考，体会感情。 

  四、回归整体，赛读拓展。 

  （１）赛读：把三小节连起来练读，比比看谁读得好。 

  （２）其实大自然的语言到处都有，它们千奇百怪，妙不可言，只

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齐读第一小节和最后两节诗。 

  （３）拓展：你还知道大自然能告诉我们什么？说给大家听听。回

家也可以查找有关大自然中还有哪些语言。 

  好的语文教学，应该是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

读量，本课教学意在引起学生对大自然感兴趣，激发学生查找资料的愿

望。 

 

大自然的语言教案 篇 3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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