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彩池课文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
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五彩池课文教案篇一

“汉字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形表义，具有一观即感，一感即觉，
一学即了的特点。另外，汉语语音有高低起伏的四个声调，
也就容易造成音乐般的旋律。这两个规律就启示我们阅读教
学要以读为本。朗读能发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情感。
学生的朗读能力逐步提高，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就会逐步加深。
可见，通过朗读是引导学生领略课文蕴含情感的极佳途径。
而学生富有感情的朗读本身就是他对语言文字有敏锐感觉的
表现，因此，阅读教学中，教师应重视指导有感情地读，读
出音韵，读出意境，读出情味。在《五彩池》中不断朗读可
以理清课文思路，更能体会作者感情。

对《五彩地》这样描写细致、语句优美、句法整齐的佳作，
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课文，在读中有所感
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指导学生认真朗读，口诵心惟，读思结合，看看作者是怎样
一步一步把神奇的五彩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初步感知“人
间五彩池”的优美意境，体会作者的巧妙构思。

课文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赞美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深厚
感情。指导学生朗读就要引导学生“入境”，入境才能动情。
读前让学生思考酝酿：当你面对向往已久的神奇美景时，是
怎样的`心情。学生一旦进入了作者描绘的意境中，对五彩池
的景色、对文中抒发的情感便会有一种亲切感，就会主动地
去品味：小时候对瑶池的神往。初见五彩池的惊喜、细看池
水时的惊奇、了解成因后的恍然大悟、观后的由衷赞美。让



学生在声情并茂的朗读中与作者的感情产生共鸣，从而潜移
默化地受到美的陶冶。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通过说再现自然美，让学生从中感受自
然美，诱发他们去想象，能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培养他
们感受美、鉴赏美的能力，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审美观。

五彩池课文教案篇二

《五彩池》这篇课文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围绕“五彩池
奇异的景象”具体描写了五彩池数量多、形状美、池水鲜艳
多彩的景象；同时又揭示出池水鲜艳多彩的成因，让人不由
得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重点抓了课文的第2、3小节进
行教学。

一、紧抓特点，进行说话训练

五彩池课文教案篇三

本篇课文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五彩池的美丽神奇。
五彩池不仅形奇，色也奇。本节课，我通过引导学生反复朗
读感悟到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体会到五彩池的美丽神奇，
使学生在情感上得到了美的熏陶。而学生富有感情的朗读本
身就是他对语言文字有敏锐感觉的表现，因此，阅读教学中，
教师应重视指导有感情地读，读出音韵，读出意境，读出情
味。在《五彩池》中不断朗读可以理清课文思路，更能体会
作者感情。

第一步是细读课文，理清思路。指导学生认真朗读，口诵心
惟，读思结合，看看作者是怎样一步一步把神奇的五彩池呈
现在我们面前的，初步感知“人间五彩池”的优美意境，体
会作者的巧妙构思。

第二步是精读课文，体会作者感情。课文的字里行间蕴含着



作者赞美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深厚感情。指导学生朗读就
要引导学生“入境”，入境才能动情。对《五彩池》这样描
写细致、语句优美、句法整齐的佳作，要让学生充分地
读――在读中整体感知课文，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
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在教学前先放手让学生充分
阅读课文，一开始便不加任何羁绊，只是让学生随作者一起
坐汽车到藏龙山去玩一玩，看一看，这是让学生披文入境、
循文明像，轻轻松松地进入情境中，接着巧妙设疑：你们看
到五彩池了吗？这一问，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颇具匠心，这
是激趣，这是让学生入境，这是让学生读到课文中去。有的
学生第一遍可能未入神读，他就想我怎么没看到，再读时，
他就会细细体味，慢慢游赏。接着，我引导学生反复朗读，
使学生由境生情，情动而辞发，当问及你们看到什么时，因
为学生经过反复读，脑海里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他们纷纷
举手发言便不足为奇了。

五彩池课文教案篇四

在教学课文时，我遵循整体——部分——整体的结构去教学。
导入新课后引导学生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概括出自己的感受，
找出文章的题眼——神奇，而后引导学生品读能体现五彩池
神奇的句子，通过读一读、品一品、换一换、想一想等方法
感受语言文字的美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读一读

阅读教学要“以读为本，以读为主”。在这堂课的教学中，
我设计了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如:导入新课的通读，紧扣关
键词的品读，结尾的层层引读，“漫山遍野”的三读，体会
水池形状各异、五彩斑斓时的配合读，老师的配乐朗读等，
让学生在读中感受五彩池的神奇，感受语言文字的美丽。

2、品一品



在教学时，我主要抓住重点段落、重点句子、重点词语、重
点符号引导学生品读、体味。如：体会数量多时的“漫山遍
野、大大小小”，体会形状多时的省略号，体会颜色多时的
表示颜色的词，并在学习课文时授之以渔，让学生得法于课
内，得益于课外。

3、换一换

在引导学生体会语言的妙用时，换一换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如在体会水池的数量多时，我把“大大小小”换成“大小”；
在体会水池形状多时，把省略号换成句号，让学生感受到文
字、标点背后的含义，从而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

4、想一想

文字优美，运用了比喻、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学出了五彩池
的神奇。阅读时，如能把文章所描写的画面再现在脑海里，
就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可提高阅读能力
和想象能力。如在教学文中重点句子时，我引导学生想象课
文所描写的画面，使画面更丰富，仿佛身临其境，真的来到
了山上，看到了那美丽、神奇的五彩池，从而欣赏到了形状
多样、大小不一、颜色美丽的五彩池，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神
奇、美丽。这样，也就加深了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课堂总是有缺憾的。在学习成因这一环节，若我能再叫一两
个同学用关联词“因为……所以……”完整地复述成因，相
信同学会对原因有更深、更完整的了解。

五彩池课文教案篇五

《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
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力求以教材为凭借，以学生发展为最终
目标，经过实践检验，我认为本课的精彩之处在于：

1、我能以教材为凭借，扎扎实实地进行语言文字的实践活动。

教学中，我重点抓住“五彩池”的形状，一处标点（省略号）
和“无数的水池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各种不同的颜色的
光辉，好像是铺展着的巨幅地毯上的宝石”一句。让学生先
读课文原句，谈感受；然后激发学生想像，让学生再读，再
谈感受，最后再朗读体会。发展了学生的语言和思维。在课
堂上，我还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凭借教学训练
点，渗透方法，积极培养学生的能力和习惯。

2、另外，在本课的教学中，我还注重了以读为本，读中悟情。

这也是我认为比较成功的地方。如，在教学《五彩池》一课
时，对课文的理解，我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引导学生读书。
课堂上先后采取了默读、朗读、自由读、指名读、合作读等
多种形式，重语言的感悟、积累，淡化了内容的分析。对于
课文的重点段落2—4段，我没有割裂教材。而是先引导学生
读，然后交流感受，再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表达自己的感受，
使学生通过不同要求读的训练，感受越来越深，情感得到陶
冶，不知不觉中还将课文语言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

3、面向每一位有个性差异的学生，使其主动发展，是素质教
育的要求，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在执教《五彩池》一课时，我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着眼发展，
使学生对自学读懂的内容要有更深的认识，遇到的疑难问题，
在我的引导下自己解决。《五彩池》一课教学的第二环节，
是组织学生汇报交流自学情况，我将学生读懂的与不懂的问
题都板书在黑板上，学生自学情况，认知水平一目了然。二、
三环节中引导学生理解重点词、句、段以及对课文的总结，
解决学生的疑难，完成本课应达到的目标，发展学生的认识。



在二、三环节的教学过程中，我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板书了
反映课文主要内容的重点词语，强化学生的发展。如第2自然
段的学习，学生通过自学读懂了这段主要写水池的样子，但
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又读出了水池的美丽、神奇。这既是
学生理解能力的发展，也体现语文教学的效率。

总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努力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
淡化对课文内容空泛的分析，强化语言文字训练，提高学生
对语言的感悟能力；淡化“教”的痕迹，强化学生活动，给
学生留有充分的读书、思考、讨论的时间，力求使课堂教学
出现一个全体学生积极地学、独立地学、创造性地学的生动
活泼的局面，使学生的语言素质得到真正的发展与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