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烧云》教案六篇
  

 

《火烧云》教案 篇 1 

  1、读议写颜色的第二段。 

  （1）默读第 2 段；要求学生说说作者怎样描写火烧云颜色变化的多和快。 

  （2）教师：作者说，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那么，我

们来试试说说这些颜色。 

  要求学生先用红彤彤金灿灿这种形式来说；现用葡萄灰茄子紫、梨黄这样带

比喻的形式来说。 

  （3）要求学生分别用一个词语概括火烧云颜色变化的多和快。 

  板书：五颜六色、变化莫测 

  2、读议写形状的第三段 

  （1）默读第 3 段；要求学生说说作者描写火烧云形状的变化多、变化快。 

  （2）教师运用引读法，让学生领悟作者在写马、狗、狮子时，都是先写某

一动物出现了，接着写它的样子，最后写它变得模糊了，看不到了。 

  师：出现了 

  生：（接读）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 

  师：（插问）什么样子的？ 

  生：（接读）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背

上，它才站起来似的。 



  师：（插问）后来怎么样了？ 

  生：（接读）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

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 

  师：（插问）那么看的人呢？ 

  生：（接读）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 

  （接下去写狗和狮子的两个自然段，也这样引读。） 

  （3）要求学生按自己领悟的课文的写法，先用其他动物如公鸡、老虎、鹰

等说说火烧云的形状，再用植物来说火烧云的形状。随即布置回家作业：按上述

写法，写一段描写火烧云形状的文字。 

  【分析】 

  这个片段教学中，教师主要运用讲授法。在读议颜色这一段时，教师引导学

生借助想像，进行词语训练；读议形状这一段时，则运用引读，先理清描写顺序，

再进行想像说话。 

 

《火烧云》教案 篇 2 

  一、教材分析 

  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学期第二单元第 7 课《火烧云》。 

  本课属于本单元的精读课文，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行文优美，意境浪漫。

在结构上，形散而神不散，从火烧云的弥漫天际到意犹未尽之散始终贯穿一条主

线。__是对学生进行良好语文素养培养的一篇佳作，因为__读—让学生朗朗上口；

想-天马行空；词-精美准确；写-各有所悟。 

  教学重点：了解课文是怎样描写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变化的。 



  教学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和想象作者所描绘的多彩画面，感悟火

烧云的绚丽多姿和丰富多变。 

  二、教学目标分析 

  1、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读文能够掌握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课文的写作顺序，了解作者的心情； 

2、过程与方法目标 

  读文感悟，了解火烧云的变化及其特点； 3、情感、态度、价值观 

  让学生感受生活之美，自然之美。 

  三、学习者特征分析 

  感情基础：天空是孩子们给予想象的广阔天宇，充满了对自然的渴望； 生

活基础：天空云朵的变化是孩子们所见过的； 

  挖掘潜能：城市的孩子视线被高楼大厦遮挡，视野被电视机所霸占，我愿意

让我的学生能够抬头欣赏天空。希望他们见风写风，见雨写雨。 

  四、教学策略选择与设计 

  一堂好的语文课应充分体现这十六个字：书声朗朗、议论纷纷、高潮迭起、

读读写写。针对以上教学思想，结合本课的特点和本组课文的训练重点，在本课

的教学中，我们主要选用“合作探究”和“读中感悟”式的教学方式，采用创设

情境法、情感朗读理解法和直观教学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讨论、交流和展开

想象。为学生营造一个民主、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探究过

程当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自学能力。 

  五、教学资源与工具设计 

  六、教学过程 



  一、导语激情，引入新课 

  师：夕阳、明月、火烧云??是美丽的。曾经有多少位作家、诗人用最美的语

言描绘过它们。火烧云这一景象使多少人陶醉过。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播放

课件 1） 

  现代女作家萧红用最生动、最优美的语言，描绘了夕阳西下，火烧云颜色、

形状变化的瑰丽情景。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 7课《火烧云》。（板书：火烧云） 

意图：创设情境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整体感知，梳理结构 

  师：什么叫“火烧云”？打开课本，用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读一读课文，可

以是大声朗读，可以是轻声速读，可以是默读课文，从课文中找出一句话来回答。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进行读书。）师：什么叫“火烧云”呢？从课文

中找出一句话来回答。生：“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通通的，好像是

天空着了火。”这就是火烧云。（课件 2出示句子） 

  师：你读书很认真，找得很准确。这句话中有一个动词用得特别好，读读这

句话，看看谁能把它找出来？（学生读） 

  生：我认为“烧”这个动词用得好。 

  师：谁来谈一谈为什么“烧”字用得好呢？  

  生：我体会到火烧云上来了，就像是天空中着了一场大火。  

  生：着火的时候，火势特别大，特别猛。我从这个“烧”字感受到火烧云上

来时一定很快、很有气势。生：我还感受到了火烧云上来时，像铺开了一幅巨大

的瑰丽绸缎，天空中完全是红颜色的，美丽极了。  

  师：你们真会思考！你瞧，祖国的语言文字真是太美妙了！一个  “烧”字

既突出了火烧云上来时天空的颜色，像火一样红；又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有

气势，给人一种动态变化的感受。师：那么这篇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记叙的？  



  生：是按照“火烧云上来了、火烧云的变化、火烧云下去了”顺序记叙的。

（板书：火烧云上来了、火烧云的变化、火烧云下去了）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读课文，了解什么是火烧云，体会“烧”字的妙用，理

清__脉络。 

  （三）读中感悟，积累运用 

  １、学习“火烧云上来了” 

  师：课文里讲的火烧云是什么时候的？自己读第一自然段，边读边思考。（学

生读） 

  师：课文里讲的`火烧云是什么时候的？ 

  生：是傍晚时候的。 

  师：再读第一自然段，想想课文里讲的是什么季节傍晚时候的火烧云？（学

生自由读） 

  生：是夏季傍晚时候的火烧云。 

  师：你是从哪些地方体会到的？ 

  生：我从“晚饭过后”体会到这是傍晚时的火烧云，从“旁边走来个乘凉的

人”体会到这是夏季的火烧云。师：你真会读书！  

  （课件出示一副霞光照到大地上的美丽图画。）  

  师：夏季傍晚的火烧云景象，给你留下了怎样的感受？生：夏季傍晚的火烧

云，简直是太美啦！ 

  生：火烧云真伟大，把大地打扮得这么漂亮。  

  生：火烧云就像一位神奇的画师，把整个天空涂抹得五彩缤纷。  



  师：霞光照到大地上，使地上的人和物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从侧面渲染了火

烧云的“红”。霞光这么美，火烧云就更美了。 

  师：我们可以带着怎样的语气去读呢？ 

  生：惊喜的语气。 

  师：可以。 

  生：带着赞美的语气读。 

  师：好！带着感情自己读读这段话。（学生自由朗读第一自然段） 师：我

们一起读，边读边感受霞光的美。（学生有感情地齐读） 

  ２、学习“火烧云的颜色变化” 

  师：作者从哪两个方面描写火烧云的变化？自己读三～六自然段，边读边思

考。（学生自由朗读） 

  生：写了火烧云的颜色，还写了它的形状。（板书：颜色、形状） 

  师：火烧云颜色变化有什么特点？生：火烧云颜色变化特别快。（板书：快）

师：你从哪些词语体会到的？ 

  生：我从“一会儿”这个词体会到的。 

  师：火烧云的颜色变化不仅快，而且还很——生：（齐答）多。（板书：多）

师：都有哪些颜色？ 

  生：半紫半黄、半灰半百合色，还有红通通、金灿灿、生：葡萄灰、梨黄、

茄子紫 

  师：“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三种颜色，能不能分别用“像一

样的 _____色。”这句话描述一下？生：“葡萄灰”就是像葡萄一样的灰色。  



  生：“梨黄”，像梨一样的黄色。生：“茄子紫”，像茄子一样的紫色。 

  师：天空中还有哪些颜色？ 

  生：还有些说也说不出、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师：你们看，这些颜色多漂亮啊！（课件展示火烧云颜色变化的录像。） 

  师：那么我们试着说说这些说也说不出、见也没见过的颜色，用“葡萄灰”、

“梨黄”、“茄子紫”这种带比喻的形式来说。生：苹果绿。 

  生：桃红。生：玫瑰紫。生：石榴红。生：杏黄。生：秋叶黄。 

  师：说的真好。生：黄瓜绿。 

  生：草莓红。生：橘黄。生：橄榄绿。 

  生：柠檬黄。生：西瓜绿。 

  生：我觉得这个词语不好。因为西瓜的皮有的地方是深绿色，有的地方是浅

绿纹，一个词语它不能代表两种颜色呀。 

  师：说的有道理。那你能不能说一个更好的？生：冬瓜绿。 

  师：真好！（还有同学举手）你接着说。生：枣红。 

  生：香蕉黄。生：草绿。 

  师：天空中这么多的颜色交织在一起，那是多美的呀！能不能用恰当的词语

概括出火烧云颜色变化多呢？ 

  生：五颜六色。师：概括得好！生：五彩缤纷。 

  生：绚丽多彩。生：色彩斑斓。生：五光十色。 



  师：真会用词。读读这段话，比一比谁能读出对火烧云的赞美之情？（学生

自由朗读第三自然段）（指名两位同学有感情地朗读）  

  师：感情很充沛。凭借段落结构，自己试着背一背。（课件出示第三自然段

的段落结构。）（学生自由背） 

  师：谁愿意带着感情给大家背一背？（全班同学举手）既然这么多的同学都

愿意背，那么我们一起背诵这一段话。（学生有感情地齐背第三自然段）３、学

习“火烧云的形状变化” 

  师：读读四～六自然段，思考：火烧云形状变化有什么特点？（自由读）生：

火烧云的形状变化很多。师：火烧云的形状像什么？生：像马、狗、狮子。  

  师：形状变化除了多以外，还有什么特点？生：特别快。  

  师：从哪些词语体会到的？生：从“一会儿”、“忽然”体会到的。生：还

有“过了两三秒钟”、“一转眼”、“接着”师：说的很好。还有补充吗？生：

还有“正在”这个词语。 

  师：补充的很准确。 你们知道吗？作者在描写马的样子时，描绘得真是精

彩，一起来欣赏。（课件出示） 

  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马是跪着的。  

  师：读一读这两句话，比较它们有什么不同？（学生自由读）生：第二句话

中少了“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师：再读读这两句话，想一想

书上为什么选用第一句？（自由读） 

  生：因为第一句作者把马写得非常温顺，可爱，恳请主人骑上它的背，它才

高兴似的。 

  生：我觉得书上选用第一句是因为它很具体，把马跪在那想干什么写了出来。

第二就像一杯白开水，没有意思。 



  师：同学们很会思考，说的很精彩。第一句中哪是看到的，哪是想到的？ 

  生：“马是跪着的”是看到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是

想到的。 

  师：很好，作者把看到的和想到的融合在一起写，不仅使__的生动、具体，

还突出了火烧云的变化美。再来读四～六自然段，边读边体会把看到的和想到的

融合在一起写的写作方法。（自由读） 

  师：老师想和大家一起读火烧云形状变化的三个自然段。我们先读第四自然

段，怎样读呢？我来提问题，你们用书上的句子来回答，咱们一起读书。 

  师：一会儿，天空中出现了什么？——（板书：出现） 

  生：（接读）一会儿，天空中出现一匹马，师：（插问）它是什么样子的？

——（板书：样子）生：（接读）马头向南，……它才站起来似的。师：（插问）

它是怎样变化的？——（板书：变化） 

  生：（接读）过了两三秒钟，……尾巴可不见了。师：（插问）消失了吗？

—— （板书：消失） 

  生：（接读）看的人……变模糊了。 

  （写狗和狮子的两个自然段，教师也这样引读。）师：（手指板书）作者是

按什么顺序叙述火烧云形状变化的？生：按“出现、样子、变化、消失”这个顺

序来写的。 

  师：说的对。作者按“出现、样子、变化、消失”这个顺序叙述的，并融入

了自己的想象，突出了火烧云形状变化的特点，这种写法很值得大家学习啊！  

  师：学习到这，老师有个突发的灵感，电脑里有火烧云形状变化的录像，想

请大家给录像配音，有兴趣吗？（生齐答：有）配音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记

住火烧云形状变化的内容，再根据画面充满激情地讲解。我们先试着一起背诵一



（学生有感情齐

背） 

  师：谁愿意当配音演员？（学生兴趣浓厚，纷纷举手）请三位同学分别为“马”、

“狗”、“狮子”这三部分内容配音。 

  （课件播放录像，并配上悠扬的乐曲）（教师指名三位同学为录像配音）师：

太精彩了！（教师带头鼓掌）下面我们一起为录像配音，好吗？（学生兴趣高涨，

齐声答：好）（学生充满激情地给录像配音） 

  师：真不错！说不定１０年后，我们班还真能出一位著名配音演员呢。师：

火烧云形状变化这么多，用学过的词语概括出火烧云形状变化多。生：变化多端。 

  生：变化莫测。生：千变万化。生：绚丽多姿。 

  生：千姿百态。生：瞬息万变。 

  师：真好！老师捕捉了一组火烧云变化的镜头，我请同学一起来欣赏。（课

件展示一组火烧云变化的图片） 

  师：想象一下，它们像些什么呢？想象它的形状，并按照它的“出现、样子、

变化、消失”这一顺序同桌同学互相说一段话，一会儿我们集体交流。（同桌同

学一起练习说话） 

  师：我们一起来交流，谁愿意先发言？生：（学生手指屏幕）一会儿，天空

中出现了一座座山峰，高低不平，连绵起伏，犹如珠穆朗玛峰一样雄伟、壮观。

可一眨眼的工夫，就离我们远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学生鼓掌）  

  生：（学生手指屏幕）这时又跑来了一只大花猫，猫的身上全是彩色的斑点。

我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点点。它趴在空中，好像在撒娇，想让人抱一抱它。

（学生沉思） 



 师：当它看见那边出现了一只小老鼠，猛地跑了过去，猫和小老鼠都看不清

了。（学生：大笑）（还有学生举手）你接着说。 

 篇 3 

  【教学目标】 

  1、通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2、学习课文，知道火烧云名字的来历; 

  3、整体感知全文，知道课文从变化多与快两方面来写出火烧云的特点; 

  4、学习第 1、3 两小节，理解火烧云颜色变化的特点，以及火烧云出现时地

面景物的变化; 

  5、能有感情朗读 1～3节，并能够按提纲背诵第 3节。 

  【教学重点】 

  1、学习第 1、3 两小节，理解火烧云颜色变化的特点，以及火烧云出现时地

面景物的变化; 

  2、能有感情朗读 1～3节，并能够按提纲背诵第 3节。 

  【教学难点】 

  学习第 1、3两小节，理解火烧云颜色变化的特点，以及火烧云出现时地面

景物的变化。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你观察过云吗?请说说。 



 2、揭题。 

  二、通读课文 

  1、学生自由读课文： 

  要求正确、流利。 

  2、读书检查： 

  请学生选读自己喜欢的小节。 

  三、学习第 2节 

  1、请找出课文中写火烧云名字来历的句子。 

  2、学生回答。 

  3、自由读： 

  用自己的话说说它为什么叫火烧云。 

  (烧、着了火) 

  4、火烧云是真的在烧吗?你从哪里看出来? 

  (红彤彤) 

  5、如果不用“烧”，而用“一直红到”好不好?为什么? 

  (“烧”字不但写出了颜色，而且写出了火烧云的动态美。) 

  6、这一句还写出了火烧云的什么? 

  (范围广) 

  7、朗读练习。 



 四、整体感知 

  1、那么火烧云有什么特点呢? 

  请同学们自由读全文，思考。 

  2、学生回答，讨论交流。 

  (变化多、快) 

  五、学习第 1、3节 

  1、学习第 3节： 

  ⑴ 读第 3节。 

  ⑵ 这一节写了火烧云哪一方面变化? 

  (颜色) 

  ⑶ 学生再读第 3节，理解火烧云颜色变化的多与快。 

  (哪些地方写出变化多，哪些地方写出变化快?) 

  ⑷ 朗读练习。 

  ⑸ 火烧云就只有这些颜色吗?从哪里看出来? 

  学生想象其他颜色。仿照课文的构词方法来说。 

  ⑹ 按提纲背诵指导与练习。 

  2、学习第 1节： 

  过渡： 

  火烧云出现时，天上发生了变化，其实地上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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