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第一
课时(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学习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背诵。体会大自然的奥秘和情趣。

2、会说、会用文中介绍的几种常用辨认方向的方法。

教学重点：理解词语的意思，懂得几种常用辨认方向的方法。

教学难点：在创设的情境中，根据所学的知识辨认方向。

课前准备：　

1、 课件：天然的指南针（树影、北极星、树叶稠稀、积
雪）。

2、 查找辨别方向的其他方法。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同学们，你们上节课的表现太棒了，为了奖励你们，今天
呀老师要带你们去旅游，让你们当一回小小的旅行家。但你



们要通过以下的测试才能出发哟。（课件出示生字、词语）
指名读，开火车读。

2、你们真行，都是好样的。好！我们背上旅行包，出发！

二、再读课文

1、再读课文，播放情景动画，思考：课文里介绍了几种辨别
方向的方法，

2、指名说。老师随机板书（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

你们的耳朵真灵，脑子真管用。现在已是中午，我们来到小
山坡上，那边是南那边是北？怎么分辨呢？我们来听听太阳
公公是怎么说的。

3、请你们开始同桌互读第二小节。

4、指名读，然后评读，接着仿读，

5、完成填空。（课件出示）

6、小结学习方法。（练读、评读、仿读、完成练习）

三、细读课文，自主学习

2.推荐读。现在老师请哪个小组积极推荐你们小组里读得最
好的同学来读3小节，4小节，5小节，再让读得好的连读3-5
小节。

3、检查读书报告。

四、深化主题。

1、这次旅行，让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见识。但我们还要，请齐



读第六小节。

你明白了什么？

2、小结：大自然不光有很多的天然指南针，它还有许许多多
的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学会细细观
察、遇到事情多多去想，做一个有心人。

3、你们还知道其它辨别方向的方法吗？能说说为什么？

五、课外作业

课外阅读《十万个为什么》等书，了解大自然的奥秘。

板书：

20、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白天                  太阳

黑夜                  北极星   

观察

阴雨天                大树枝叶

下雪天                沟渠里的积雪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1、认识“针、忠、盏、稠”四个生字，会写“忠、导”等9
个字。

2、引导小组合作学习并能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背诵诗歌，体
会大自然的奥秘和情趣。



3、掌握一些辨别方向的方法，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和
观察大自然的兴趣。

引导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掌握四种辨别方向的方法。

引导学生讨论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那边是南面还是北面？
这是为什么？

1、制作多媒体课件。

2、查找辨别方向的其他方法。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故事导入，揭示课题

1、故事导入。（故事主要内容是去野外游玩，不知怎么与同
学们走散，迷了路。其实他们身边就有大自然的指南针可以
给他们指明方向，可是这群粗心的小家伙还没发现呢！我们
帮帮她，好吗？）

2、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篇课文，这篇课文就是告诉我们
怎样在野外辨别方向。

出示课题：《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随机识字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检查自学，随机识字。

先让学生了解诗歌特殊的分节方式，再指名分节读，在读中



正音。

忠（后鼻音）盏（翘舌音）碰（后鼻音）稠（翘舌音）

3、再读课文，思考课文里介绍了几种辨别方向的方法，用笔
做上记号。

4、讨论交流。（太阳、北极星、大树、沟渠的.积雪）

三、细读课文，自主学习

（一）学习第二节

*指名读一读第二节。

*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课件演示：

*做实验：

手电筒笔杆让学生用手势指出方向

*互动游戏：

老师迷了路，你们来当太阳，帮我指明方向。

师边走边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太阳公公，请您
给我指点方向！

学生戴上太阳头饰回答。

板书：（太阳）中午在南

*问一问：这段话里有不明白的吗？



比如：太阳中午的时候为什么在南边？（课件演示）

拓展：如果是早上的太阳，你能辨别方向吗？（学习词语：
旭日东升）傍晚的太阳呢？（夕阳西下）

学生站起，指认东、西、南、北方向。

比如：太阳为什么是忠实的向导？

理解“向导”“忠实”，因为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
下，中午的时候在南边，按一定的轨迹运转，是可以信任的，
可靠的，所以说是忠实的向导。

拓展：忠实的

*朗读指导。

（二）小节第二节的学习方法

读一读，说一说，问一问。

（三）在3——5节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节进行研究。（四人
小组学习）

填写读书报告：

小组派代表在全班交流。

（1）学习第三节

*指名读第三节。

*你有什么疑问？

比如：怎样找到北极星？（课件演示：）



为什么是指路灯？（理解“永远”）

*游戏互动：

师戴上星星头饰作“北极星”，走到教室的各个地方，学生
用手势指出“东、南、西、北”

*板书：（北极星）永远在北

*朗读展示

用你的声音来展示北极星的乐于助人。

（2）、学习第四节

*指名读

*“大树”自述指点方向的方法：

戴上树枝帽，上台把自己的方法介绍大家。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问“大树”吗？

比如：为什么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稀的一面的北方？教学
词语：“南稠北稀”

*板书：（大树）南稠北稀

（3）、学习第五节

*齐读课文。

*雪化得快的那面是南面还是北面，课文没给我们答案，谁来
解决这个疑问？



理解：“沟渠”课件演示。

*你能改写诗句吗？

*如果不是一个沟渠，而是一座山，雪化得快的那面是南面还
是北面？

*板书：（沟渠的积雪）向北化得快

第二课时

一、朗读挑战赛：对于上节课所学的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的
朗读如指名读、男女读、师生比赛读、生生比赛读等，巩固
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二、拓展升华

1、课文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还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仿
照2——5节的写法，说说你知道的辨别方向的方法。（年轮、
青苔、竹子等）

2、总结：大自然不光有很多的天然指南针，还有许许多多的
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希望同学们在平时生活中要多看书多
请教多观察多思考，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

三、学写字：

2、组词。

四、课外作业

课外阅读《十万个为什么》等书，了解大自然的奥秘。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本单元的主题是“热爱大自然，探索太空奥秘”，这一单元以
“大自然的秘密”为人文主题，语文要素是“提取主要信息，
了解课文内容”。教学时要着重引导学生从课文中提取相关
信息，了解课文的内容，从而达成教学目标，也为中高年级
形成对文本内容的整体感知、初步概括的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是本单元的第3篇课文。课文用精练、
自然简朴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在野外迷离”的情况，自
然界的一切现象，如太阳、北极星、大树和沟渠中的积雪能
够为我们提供帮助，辨别方向。课文插图优美，比较适合低
段的学生，教学本课时，应依据课文内容，紧扣教学目标，
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运用训练和语文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
理解课文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探索自然科学的兴趣和热爱大
自然的情感。

1．学生已有认知分析:二年级的学生具有好奇、探索、易感
染的心理特点，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住，在教学这一课时，
学生已经能说一段较完整的话，并能在老师创设的情境中体
验、感受，达到情感的共鸣。

2．参与前置作业情况预设:本节课设置了两个前置作业，第
一个要求运用语言描述一下自己见过的树的年轮，第二个通
过查阅资料明白，什么是指南针，什么又是大自然的指南针，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第一个作业，对于二年级的学
生来说，还缺乏细致的概括和整理能力，语言描述也不够条
理、清楚，需要家长的参与和指导。第二个作业，学生兴趣
浓厚，完成的相对好一些。

3．教学对策研究:本节课的难点在于，要让学生明白雪化得
快的是南面还是北面。因此，教学中，教师可利用视频、图
片降低难度，调整梯度，引导学生体会理解。



1、会认“针、忠、盏、稠”4个生字。会写“忠、导、盏、
积、稠、稀、针、碰、慌”9个字。

2、掌握一些辨别方向的方法。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激发学生走进大自然、观察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欲望。

重点：掌握几种辨别方向的方法并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
课文。

难点：讨论：雪化得快的是南面还是北面。

和家人说一说，你有没有迷路的经历，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如果在说的时候能够用上好词好句就更棒了。

通过查阅了解什么是指南针？什么又是大自然的指南针
呢？(备注:提前两天布置，可自己独立完成，也可以和家人
合作完成，第一课时使用。)

(课件出示小朋友郊游图。)小朋友们去野外旅游，本来是多
快乐的一件事情呀!可是没想到，游玩时，这几个小朋友迷路
了。

【

2．通过查阅了解什么是指南针？什么又是大自然的指南针呢？

3．学生交流。

4．揭题：(课件出示：图1。背景：正午，太阳在南，树影在
北。图2。背景：下午，阴，大树枝叶一面稠密、一面稀疏。
图3。背景：一面山雪已化尽，一面雪还没化尽。图4。背景：



夜晚，北极星高挂。)

5、在这茫茫的野外，到处荒芜人烟，身上也没有带辨别方向
的工具，他们多着急呀!怎么办呢?其实他们身边就有大自然
的指南针可以给他们指明方向，可是这些粗心的小家伙还没
发现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诗歌《要是你在野外迷了
路》，看谁能从文中找到帮图中的小朋友指明方向的办法。
指导：“野”字，的写法。

【以上是对前置作业一的运用。《语文课程标准》建议“语
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
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小学生形象思维占主体
地位，迷路可以说是学生记忆中的一个影像。此作业的设置
旨在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切身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课文的学习作铺垫，学生在接下去的课文阅读中与自己对
雷雨的表达形成对比，可以更加感受到课文语言的`优美，体
会到祖国语言文字的无穷魅力。

1、请小朋友们自由读读诗歌，划出不认识的字，读准字音，
把课文读通顺。

2、找找诗歌中有哪几种大自然的指南针可以帮助这些小朋友
指明方向。

3、学生汇报自学情况。自由读。同桌互读。指名说说怎么记住
“针、忠、盏、稠”。

(2)分节读课文。请小朋友把自己喜欢的小节读给大家听。

(3)说说你从诗歌中找到哪几种大自然的指南针可以帮助这些
小朋友指明方向。(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

你想为哪一组小朋友指明方向?(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指导)



[第二小节]

1、(课件：图1)生介绍辨别方向的方法。(课件演示：中午时
太阳在南方，树影在北方。)

2、你是从课文的哪一小节了解到这个知识的?你能读读这一
小节吗?指名评价。挑战读，齐读。

3、课文里把太阳比作了什么?理解：忠实的向导。为什么说
太阳是忠实的向导呢?

4、背诵这一小节。

[第三小节]

1、(课件：图2)生介绍辨别方向的方法。

2、(课件演示：北极星指向北方。)介绍北极星、北斗七星。
生交流了解的相关知识。

3、能把这一小节读好吗?自由读，男女比赛读。背诵。

[第四小节]

1、(课件：图3)生介绍辨别方向的方法。请大家仔细观察这
棵大树，你发现了什么?理解：稠。(课件演示：枝叶稠的一
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

2、小组讨论：为什么同一棵大树一边枝叶稠，一边枝叶稀。

3、课文的哪一小节写了大树?请在小组内比赛读第四小节，
看谁读得最好。

4、小组推荐读，想读的站起来读。背诵。



[第五小节]

1、(课件：图4)生介绍辨别方向的方法。(课件演示：雪化得
快的那边是南边，化得慢的一面是北方。)

2、你是从哪一小节知道的?请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第
五小节。指名读，指小组读，齐读。

3、读了这一小节，你有什么问题吗?是呀，雪化得快的那边
是南边，还是北边呢?在小组里讨论讨论吧。

4、指名说自己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5、背诵这一小节。

[第一小节]

过渡：其实，在野外迷了路并不可怕，因为大自然有很多天
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

1、自由读第一小节。

2、指名读，分组比赛读。

3、背诵。

1、课件出示四个生字，再次认读。

2、四人学习小组合作分析一下“忠、盏、稠、针”四个字的
结构及笔画位置，分析之后书写，再互相评比。

17大自然的指南针

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



……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1．会认读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理解课文内容。

3．掌握一些辨别方向的方法。启发学生儿童观察研究大自然，
发现更多的天然指南针，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观察自
然的兴趣。

重点：运用多种方式让学生掌握一些辨别方向的方法，感悟
大自然的奥秘和情趣。

难点：在情感的世界里让孩子深深感到：要留心周围事物、
发现科学知识，做生活的有心人。

教学方法：讲故事、自主探究、游戏、自我介绍等形式朗读
感悟。

1、生字词语卡片、插图和指南针等相关用具。

2、指导学生收集有关辨别方向的资料。

3、多媒体课件。

一、创境激趣。

1、故事引入：教师讲故事：一群小朋友到郊外去野游，他们
玩得可高兴了，可是走着走着，树林越来越密，渐渐地他们
找不到集合的地点了--------迷路了，大家非常着急。你们
能想办法帮助他们吗？（组织学生交流，板书课题。）



二、初读自学课文，认读生字，了解大意。

2、自学课文。

3、自由朗读诗歌，学习生字，交流识字记字方法。出示课件，
学习字词。

（1）我会读，正音并组词。

（2）我会组，比较形近字并组词。

三、分析课文，感知内容。

2、.你们看见过指南针吗？谁能给大家介绍介绍：指南针有
什么奇特的地方？(学生介绍)

3、课文中说，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请大家默读课文，
看看本课向我们介绍了哪些大自然中天然的指南针？小朋友，
请你们先说说。

4、你们再听听这几位同学从课文中找的天然的指南针跟你们
找的是不是一样。指四名学生作介绍。

5、谁来给大家介绍？全班交流

6、你把课文读得很好，你能用自己的话介绍太阳这个天然的.
指南针吗？理解“向导”“忠实”，因为太阳都是从东边升
起，西边落下，中午的时候在南边，按一定的轨迹运转，是
可以信任的，可靠的，所以说是忠实的向导。拓展：我有一
个真正的朋友，我高兴时他会跟我分享快乐，我遇到困难他
会伸出援助之手，可以把他称作忠实的（）

7、同学们，我们一起读读这一段，把太阳这个忠实的向导记
在我们的脑子里吧。



8、哪位同学接着介绍？

9、沟渠里边积雪化的快的那一边是——学生回答

10、那化的慢的那一边是——学生回答

11、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下面我们也把这种辨别方向
的方法记在脑子里吧。

12、请问你介绍的是哪颗星星啊？生回答。可是，我们很多
小朋友不认识北极星啊？

13、没关系。告诉大家，我们后边还要学习第29课。等学完
了29课，你就认识北极星了。好了，下面我们先记住北极星
这个黑夜里的指路明灯吧。

14、谁还想介绍？介绍大树这个天然的指南针。

15说的真好！我们快记住这个天然的指南针吧。

16、大家帮助小朋友找到了四种天然的指南针，小朋友们很
快找到了回家的路。

四、自选作业。

五、拓展升华。

课件展示：大自然的指南针。

1、课文的最后一段告诉我们还有很多天然指南针，你还知道
哪些？学生交流，教师提出两个问题，课件出示两个问题：
人们是怎样发现天然指南针的?你还知道大自然有哪些天然的
指南针？小组讨论交流。

2、师：同学们，你们是善于观察和发现的，书上介绍的四种



天然指南针都被你们发现了，老师还为你们准备了许多资料，
你们敢不敢向更高的难度挑战啊？课件演示老师搜集到的图
片。

3、师：希望同学们在平时生活中要多看书多请教多观察多思
考，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

六、指导朗读。

课件出示分段朗读。用多种方式读课文，分节指读课文。

1、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启发学生交流：怎样读才更有感
情？

2、展示朗读，尝试背诵。

3、组织学生分组进行朗读和背诵比赛。拓展

七、放松心情，播放歌曲《十分钟》。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1、会认4个生字，会写9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背诵诗歌，体会大自然的奥秘和情趣。

3、掌握一些辨别方向的方法，有留心周围事物、发现科学知
识的意识。

一、谈话导入

在野外迷了路，我们怎么依靠自己知道的知识辨别方向呢？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小诗，就藏着许多秘诀，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



1、自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顺句子。

2、认读生字：盏做量词时候，说的就是单个的灯火。我有一
颗中国心。(忠)

稠找个同义词，密，合起来就是稠密；反义词就是稀疏。

3、出示指南针图片，简单介绍它的作用。

4、讨论交流：课文中讲的“天然的指南针”指的是什么?(太
阳、北极星、大树、积雪)

三、写字：

针和稠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周的撇在竖中线上。忠和盏，盏
上半部分和谁接近（浅）

一、复习导入

认读生字组词的词语

二、理解课文

1.学习课文第一节。

（1）指名读第一节，说说这节说了什么？

（2）理解课文中的“指南针”。

2.学习课文第2～5节。

（1）指名朗读这一部分课文，思考：课文向我们介绍了几种
在大自然中辨别方向的方法。

（2）默读第二节课文，找出文中介绍“什么时候，什么情况，



用什么方法辨别方向”的重点词语，并画下来。（板书：时
候位置指什么方向）

（3）回答问题，并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怎样利用太阳来辨别方
向。

（4）读一读第一节诗，并试着背诵下来。

（5）小结第二节的学习步骤，按照这个步骤学习第三、四、
五小节。

各节重点：第三节中理解“指路灯”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
把北极星比做指路灯。第四节中明白“大树”是怎样帮忙的。
第五节中理解为什么北方的雪化得快。

要是在野外迷了路

什么时候观察什么怎么辨别

白天太阳中午时，太阳在南边，树影正指着北边。

要是在野外迷了路

什么时候

观察什么

怎么辨别

白天

太阳

中午时，太阳在南边，树影正指着北边。



（6）分节背诵后连起来背诵。

3.学习课文最后一节。

（1）朗读这一节，比较找出与第一节的异同。

（2）回答：怎样才能找到天然指南针。

（3）背诵第一、六两节。

三、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受到了什么启示？
（细细观察，多多去想）

四、背诵全文，教师小结。

讨论：你还知道别的“指南针”吗？

到了秋季，苹果红的一面是南面。岩石上的苔藓，布满苔藓
的一面是北侧，苔藓稀少的一侧是南面。竹身颜色较为青绿
的一面，是南方，较为青黄的'一面，是北方，在无风的状态
下，竹子的尖端通常是倒向南方的。树桩，年轮宽免是南方。
蚂蚁洞穴，洞口大都是朝南的。用铁丝摩擦后当指南针。我
国在地球的北半球，中午太阳在南边，树影指向北方。如果
迷路时是早晨或傍晚，可以按“日出东方，日落西方”的方
法来辨别方向。大雁成群结队在空中飞翔，它们是的指南针，
秋天来了，他往（），春天来了，它往（）。庙宇是固定的
指南针，庙宇大门朝南。向日葵喜欢太阳，早，东；中，南；
傍，西。房屋，一般门朝南开。

五、找一找自然界中还有什么样的天然指南针，并仿照课文
中的一个小节写一写。

20、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太阳



北极星

天然的指南针大树观察、思考

积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