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目标设计意图 记金
华双龙洞教学设计(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目标设计意图篇一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词义。

2.了解游览顺序，感受双龙洞景象的奇异，激发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双龙洞内孔隙的特点。

4.领悟移步换景的游记特点，体会并运用作者将见闻和感受
结合，把事物写得具体形象的表达方式。

重点难点

1.学习按游览顺序记叙的方式和感受孔隙窄小的特点。

2.指导学生运用常见的事物，结合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
特点写具体，使人身临其境的表达方式。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表现祖国大好山河的风景图、金华双龙洞的文
字、图像等资料，做成ppt课件。

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读课文、认生字、标自然段，制作作者



游览过程示意图，现场用展示台予以展示呈现。

谈话时，课件出示画面，教师引导学生联系生活，欣赏祖国
的大好河山，并结合已学的诗文表达情意。

1.出示图片，揭示课题：记金华的双龙洞。（板书课题）

2.点明体裁特点，介绍游记是记叙旅行的见闻和感受的文章。
（板书：游记）

3.结合课前预习，反馈预习成果，学生出示制作的作者游览
过程示意图，对照课文，互相交流讨论。

小结：课前预习是学习的一种好方法，通过预习，我们了解
了作者游览双龙洞的顺序。交待游程（板书）是游记的一大
特点。所到之处，叶老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有怎样
独特的感受呢？（板书：见闻感受）让我们走进课文，随着
叶老到字里行间去游历一番。

1.学生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学习生字新词，注意“浙、蜿”等字的读音。（课件出示
词语）浙江臀部

稍微额角蜿蜒

3.指导学生结合汉字形声字构字法，理解“蜿蜒”的词义，
并引导学生结合旧知，联系生活，学会运用“蜿蜒”。

4.读课文句子“首先当然是蜿蜒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
一条青龙。”引导学生感悟“双龙洞”得名的由来。

1.课文哪几个自然段是写作者游双龙洞的？（4-7自然段）

2.默读，思考：4-7自然段写了哪些景点，分别给你留下了怎



样的印象？指名答。（板书：外洞、孔隙、内洞）最令你好
奇难忘的是哪儿？（孔隙）

1.指名读，全班学生边听边思考作者是如何写出孔隙特点的。

2.理解“孔隙”词义，再借助图片揭示孔隙的特点：窄小
（板书）

3.深入文本，感悟作者是怎样写出孔隙窄小特点的。要求学
生用心读第五自然段，边读边画出有关的句子。

课件出示句群1：虽说是孔隙，可也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怎
样小的小船呢？两个人并排仰卧，刚合适，再没法容第三个
人，是这样小的小船。（作者用常见的事物具体写孔隙的窄
小。）

课件出示句群2：眼前昏暗了，可是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
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
儿，准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作者用自己游览的感觉具
体写孔隙的窄小。）

指导朗读句群：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独个儿仰卧在小船里，自
以为从后脑到肩背，到臀部，到脚跟，没有一处不贴着船底
了，才说一声“行了”，船就慢慢移动。眼前昏暗了，可是
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
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儿，准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

师生共同小结写法：叶老没有直接点明孔隙的窄小，而是用
常见的事物和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的特点写具体，使人
身临其境。

4.读写互动，迁移运用。

出示几幅图：海洋馆、吊桥……，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仿



照孔隙的写法，写出自己游历的感受。师生交流、反馈。

5.梳理游记内容，发现构段特点。

找找这个自然段一共有几句话？从表达方式上，你发现了什
么奥秘？（条理清晰，体现了游览过程）

师生交流总结：在过孔隙时，叶老按游览顺序，将见闻、感
受，生动具体地记录下来，使人身临其境，这就是游记的典
范。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目标设计意图篇二

学习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词义。

2、了解游览顺序，感受双龙洞景象的奇异，激发热爱大自然
的

情感。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双龙洞内孔隙的特点。

4、领悟移步换景的游记特点，体会并运用作者将见闻和感受
结合，把事物写得具体形象的表达方式。

学习重点难点：

1、学习按游览顺序记叙的方式和感受孔隙窄小的特点。

2、指导学生运用常见的事物，结合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
特

点写具体，使人身临其境的表达方式。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畅谈游历从生活导入

1、在节假日里，有不少同学跟随着爸爸妈妈去游览祖国的名
山大川。置身名山大川，有的让你沉醉于她的瑰丽，有的让
你流连于她的神奇，有的则让你惊叹于她的博大。你曾到过
什么地方游览，并说说你的感受好吗?可参照这样的句式。出
示课件：

我游览过(什么地方)，那里(什么风光)，我感到(什么印象)。

2、这节课，我们跟随叶圣陶爷爷的脚步，一起到浙江金华去
游玩，课题是――（板书：记金华的双龙洞）

课题中的“记”是什么意思？（“记”即记录之意，记的是
游览的经过情形。本文是一篇游记。）

二、预习展示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字词：字词的`学习情况（课件出示）

读音：盆栽突兀森郁额角孔隙蜿蜒系着浙江

三、初读课文理清顺序

1、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1）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来叙述游览双龙洞的经过的？

（学生汇报板书：游览顺序）作者游览了哪些地方？同桌交
流游览的路线。

（2）汇报交流，理清作者游览的路线。（板书：路上―洞
口―外洞―孔隙―内洞―出洞。）

四、品赏路上见闻感受景中之情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作者踏上去双龙洞的路途，用心感受山中
的春色。

1、自学：请同学们默读第二、三自然段，找出作者看到的景
物，圈画出自己最喜欢的描绘景物的句子，在旁边简单地写
上自己的感受。

2、说说作者是怎样写途中的见闻的？作者是怎样描述这些景
物的？

（1）看到：

花――“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无论花朵和叶子，都比盆栽的
显得有精神。”

山――沙土粉红色，独具特色，一谈而过。

（2）感受到：

“粉红色的山，各色的映山红，再加上或浓或淡的新绿，眼
前一片明艳。”

师导读：各色的映山红、粉色的山、深绿、淡绿的植被。作
者用一句话把看到的画面全部展现在读者眼前，难怪“眼前
一片明艳”。请你把想象的画面读出来。



（3）听到：

溪――“一路迎着溪流，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
时而缓，时而急，溪声也时时变换调子。”

学生可能从“宽、窄”“缓、急”、四个“时而”体会到溪
流形状、声音的变化，可追问：为什么溪流会变换调子呢？
（因为山势不断变化，有的地方窄，有时山势高，有时山势
低，有时平坦，有时陡峭，溪流从山上向下流，会随着山势
的变化而时宽时窄，时缓时急。溪声也就会时高时低，时断
时续。）

指导朗读：这“宽、窄、缓、急”的溪流多像一首欢快的乐
曲，能读出溪流变换的调子?请你读出溪流的变化。

(4)作者不说溪流变换声音而把溪流声说成“调子”，可见作
者在用心聆听，觉得溪流声像美妙的音乐，反映出作者愉悦
的心情。

（5）作者一路上看到和听到的一定很多，为什么只写了这些？
（抓住最有特色的景物，突出自己轻松愉快的心情）

3、总结谈话：作者一路迎着溪流，欣赏美丽的山景，心情多
么愉快啊！接下来的游览又会给他带来哪些新奇的感受呢？
下节课我们接着学习。

四、指导写字

1、出示本课生字，学生自主观察，交流书写注意点。左右结
构：隙、溪、擦，书写时都要注意左窄右宽。

上下结构：“臀”书写时要做到上紧下松。

五、作业：



1、书写生字新词。

2、找来两篇游记读一读，想一想作者是怎样把游览顺序写清
楚的。

板书设计：

3、记金华的双龙洞

路上―洞口―外洞―孔隙―内洞―出洞。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目标设计意图篇三

在《语文课程标准》中，第二学段年段阅读教学内容标准是：

1.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初步学会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学习略读，粗知文
章大意。

3.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表
达情意的作用。能借助字典、词典和生活积累，理解生词的
意义。

4.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能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

5.能复述叙事性作品的大意，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
优美的语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
流自己的阅读感受。

6.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象，
领悟诗文大意。

7.在理解语句的过程中，体会句号与逗号的不同用法，了解



冒号、引号的一般用法。

9.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图书资料，乐于与同学交流。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万字。

四下语文第一组

本组课文，作者用生动优美的语言，并以他们独特的感受，
描绘了大自然令人神往的景观。那富有诗情画意的江南山水，
那充满神奇色彩的天然溶洞，那风景如画的桂林山水，那奇
特的新疆天山风光，犹如一幅幅画卷，带我们走进祖国的万
水千山。

古诗词、散文游记，多样化的文章体裁，丰富多彩的语言，
一定能引起孩子们阅读的兴趣。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表现形式。课文中准确、鲜明、生动
的语言，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仔
细咀嚼，余味无穷。教学本组课文，应指导学生反复诵读，
品味，激发美感，感受语言的魅力。对于精彩的语段，要熟
读成诵，积累优美的词句。

本组教材除课文外，还在“语文园地”中安排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如积累描摹自然风光的古诗名句，
搜集自然风光的图片、文字资料。通过这些语文活动，进一
步拓宽学生视野，感受大自然的美。

教学本组教材可用12—14课时，其中精读课文6—7课时，略
读课文1—2课时，口语交际1课时，习作2课时，“我的发
现”“日积月累”“宽带网”2课时。

课文记叙了作者游览金华双龙洞的经过，表达了作者对祖国
山川的热爱。全文是按游览顺序写的，依次写了游双龙洞的
路上见闻，游外洞、内洞、出洞。从外洞进入内洞的情形，



采用了借其他事物、人物的感受及心理活动的方法，是教学
的重点。

1.会写13个生字，重点把“簇、额、蜒、乳”等字写规范、
漂亮;理解“明艳、突兀森郁、孔隙、蜿蜒、变化多端”等词
语的意思。

2.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能按照游览顺序画出游览线路图，简要概括出景物的特点。

4.了解一些句子在文章中的过渡作用。

第一课时

这节课，我们跟随叶圣陶爷爷的脚步，一起到浙江金华去游
玩，课题是——(板书：记金华的双龙洞)

1.课题中的“记”是什么意思?(“记”即记录之意，记的是
游览的经过情形。本文是一篇游记。)

2.简要回忆学过的游记，知道游记一般是按照游览的先后驯
顺写的(移步换景)，如：颐和园。

3.交流收集的有关双龙洞的资料。

1.学生交流自主学习反映出的`问题，教师相机指导：

(1)难读：突兀森郁、孔隙、臀部等

(2)难写：簇等

(3)易错：额、蜿蜒

2.课件出示读记



浙江 油桐 一簇 臀部 稍微 额头

擦破 蜿蜒 石钟乳 依据 源头 浓淡

突兀森郁 变化多端

3.提出不理解的问题

【意图】此环节是为了做到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为学而教。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目标设计意图篇四

1. 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词义。

2. 了解游览顺序，感受双龙洞景象的奇异，激发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双龙洞内孔隙的特点。

4. 领悟移步换景的游记特点，体会并运用作者将见闻和感受
结合，把事物写得具体形象的表达方式。

重点难点

1. 学习按游览顺序记叙的方式和感受孔隙窄小的特点。

2. 指导学生运用常见的事物，结合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
特点写具体，使人身临其境的表达方式。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表现祖国大好山河的风景图、金华双龙洞的文
字、图像等资料，做成ppt课件。



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读课文、认生字、标自然段，制作作者
游览过程示意图，现场用展示台予以展示呈现。

谈话时，课件出示画面，教师引导学生联系生活，欣赏祖国
的大好河山，并结合已学的诗文表达情意。

1. 出示图片，揭示课题：记金华的双龙洞。（板书课题）

2. 点明体裁特点，介绍游记是记叙旅行的见闻和感受的文章。
（板书：游记）

3. 结合课前预习，反馈预习成果，学生出示制作的作者游览
过程示意图，对照课文，互相交流讨论。

小结：课前预习是学习的一种好方法，通过预习，我们了解
了作者游览双龙洞的顺序。交待游程（板书）是游记的一大
特点。所到之处，叶老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有怎样
独特的感受呢？（板书：见闻感受）让我们走进课文，随着
叶老到字里行间去游历一番。

1. 学生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 学习生字新词，注意“浙、蜿”等字的读音。（课件出示
词语）浙江 臀部

稍微 额角 蜿蜒

3. 指导学生结合汉字形声字构字法，理解“蜿蜒”的词义，
并引导学生结合旧知，联系生活，学会运用“蜿蜒”。

4. 读课文句子“首先当然是蜿蜒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
一条青龙。”引导学生感悟“双龙洞”得名的由来。

1. 课文哪几个自然段是写作者游双龙洞的？（4 -7自然段）



2. 默读，思考：4-7自然段写了哪些景点，分别给你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指名答。（板书：外洞、孔隙、内洞）最令你
好奇难忘的.是哪儿？（孔隙）

1. 指名读，全班学生边听边思考作者是如何写出孔隙特点的。

2. 理解“孔隙”词义，再借助图片揭示孔隙的特点：窄小
（板书）

3. 深入文本，感悟作者是怎样写出孔隙窄小特点的。要求学
生用心读第五自然段，边读边画出有关的句子。

课件出示句群1：虽说是孔隙，可也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怎
样小的小船呢？两个人并排仰卧，刚合适，再没法容第三个
人，是这样小的小船。（作者用常见的事物具体写孔隙的窄
小。）

课件出示句群2：眼前昏暗了，可是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
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
儿，准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作者用自己游览的感觉具
体写孔隙的窄小。）

指导朗读句群：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独个儿仰卧在小船里，自
以为从后脑到肩背，到臀部，到脚跟，没有一处不贴着船底
了，才说一声“行了”，船就慢慢移动。眼前昏暗了，可是
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
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儿，准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

师生共同小结写法：叶老没有直接点明孔隙的窄小，而是用
常见的事物和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的特点写具体，使人
身临其境。

4. 读写互动，迁移运用。



出示几幅图：海洋馆、吊桥……，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仿
照孔隙的写法，写出自己游历的感受。师生交流、反馈。

5. 梳理游记内容，发现构段特点。

找找这个自然段一共有几句话？从表达方式上，你发现了什
么奥秘？（条理清晰，体现了游览过程）

师生交流总结：在过孔隙时，叶老按游览顺序，将见闻、感
受，生动具体地记录下来，使人身临其境，这就是游记的典
范。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目标设计意图篇五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词义。

2.了解游览顺序，感受双龙洞景象的奇异，激发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双龙洞内孔隙的特点。

4.领悟移步换景的游记特点，体会并运用作者将见闻和感受
结合，把事物写得具体形象的表达方式。

重点难点

1.学习按游览顺序记叙的方式和感受孔隙窄小的特点。

2.指导学生运用常见的事物，结合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
特点写具体，使人身临其境的表达方式。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表现祖国大好山河的风景图、金华双龙洞的文



字、图像等资料，做成ppt课件。

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读课文、认生字、标自然段，制作作者
游览过程示意图，现场用展示台予以展示呈现。

教学过程

一、课前谈话

谈话时，课件出示画面，教师引导学生联系生活，欣赏祖国
的大好河山，并结合已学的诗文表达情意。

二、揭示课题，反馈预习，整体感知

1.出示图片，揭示课题：记金华的双龙洞。(板书课题)

2.点明体裁特点，介绍游记是记叙旅行的见闻和感受的文章。
(板书：游记)

3.结合课前预习，反馈预习成果，学生出示制作的作者游览
过程示意图，对照课文，互相交流讨论。

小结：课前预习是学习的一种好方法，通过预习，我们了解
了作者游览双龙洞的顺序。交待游程(板书)是游记的一大特
点。所到之处，叶老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有怎样独特
的感受呢?(板书：见闻感受)让我们走进课文，随着叶老到字
里行间去游历一番。

三、初读课文，学习字词，了解“双龙洞”得名

1.学生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学习生字新词，注意“浙、蜿”等字的读音。(课件出示词
语)浙江臀部



稍微额角蜿蜒

3.指导学生结合汉字形声字构字法，理解“蜿蜒”的词义，
并引导学生结合旧知，联系生活，学会运用“蜿蜒”。

4.读课文句子“首先当然是蜿蜒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
一条青龙。”引导学生感悟“双龙洞”得名的由来。

四、精读课文，感受“孔隙”特点，学习表达方式

(一)找出课文主要内容，了解作者见闻及感受

1.课文哪几个自然段是写作者游双龙洞的?(4-7自然段)

2.默读，思考：4-7自然段写了哪些景点，分别给你留下了怎
样的印象?指名答。(板书：外洞、孔隙、内洞)最令你好奇难
忘的是哪儿?(孔隙)

(二)重点感受“孔隙”特点，学习表达方式

1.指名读，全班学生边听边思考作者是如何写出孔隙特点的。

2.理解“孔隙”词义，再借助图片揭示孔隙的特点：窄小(板
书)

3.深入文本，感悟作者是怎样写出孔隙窄小特点的。要求学
生用心读第五自然段，边读边画出有关的句子。

课件出示句群1：虽说是孔隙，可也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怎
样小的小船呢?两个人并排仰卧，刚合适，再没法容第三个人，
是这样小的小船。(作者用常见的事物具体写孔隙的窄小。)

课件出示句群2：眼前昏暗了，可是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
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
儿，准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作者用自己游览的感觉具体



写孔隙的窄小。)

指导朗读句群：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独个儿仰卧在小船里，自
以为从后脑到肩背，到臀部，到脚跟，没有一处不贴着船底
了，才说一声“行了”，船就慢慢移动。眼前昏暗了，可是
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
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儿，准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

师生共同小结写法：叶老没有直接点明孔隙的窄小，而是用
常见的事物和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的特点写具体，使人
身临其境。

4.读写互动，迁移运用。

出示几幅图：海洋馆、吊桥……，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仿
照孔隙的写法，写出自己游历的感受。师生交流、反馈。

5.梳理游记内容，发现构段特点。

找找这个自然段一共有几句话?从表达方式上，你发现了什么
奥秘?(条理清晰，体现了游览过程)

师生交流总结：在过孔隙时，叶老按游览顺序，将见闻、感
受，生动具体地记录下来，使人身临其境，这就是游记的典
范。

五、结课

双龙洞的其它几个景点又是怎么写的呢?下节课我们接着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