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记金华的双龙洞课文总结 记金华的
双龙洞课文内容(大全5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
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记金华的双龙洞课文总结篇一

这是一篇游记，记叙了作者游览金华双龙洞的情景。是按游
览顺序记叙的。先写沿途所见的美景；继而写外洞洞口、外
洞；再写孔隙；最后写内洞。

（二）中心思想

在游览过程中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秀丽山河的思想感情，激
发学生对祖国锦绣河山的热爱。

（三）文章结构

全文按游览顺序，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第1节），交代作者游览金华双龙洞的时间及双龙洞
的地点。

第二段（第2、3小节），写作者从金华城出发，经过罗甸，
渐渐入山，一路上经过的地方和看到的景物。先写山后写溪
流，最后用“那溪流就是从洞里出来的”，引出描写的重点
双龙洞。



第三段（第4、5、6、7小节），分别写作者游览外洞、孔隙、
内洞的情景。

第4节先写在洞口观山的感受，然后具体描写外洞，写出外洞口
“宽”内“大”的特点。最后又提到泉水，交代了泉水的流
向。泉水靠着洞口的右边往外流，这是外洞。

第5节写作者从外洞通过孔隙进入内洞的情形，这一节写得很
详细，可分为五层：

第一层写泉水的来路，承接上文，自然过渡，引出下文。第
二层介绍泉水流出的孔隙的大小。第三层写小船的形状，使
人对孔隙的矮、窄有了明确的认识。第四层介绍穿过孔隙进
入内洞的办法。第五层写穿过孔隙进入内洞的感觉。先写作
者穿过孔隙之前的心情和所做的准备，再写作者穿过孔隙时
的感觉，读了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6、7小节写作者游览内洞时的情景，这部分是文章的重点，
可分为四层：

第一层写“黑”，“内洞一团漆黑”。第二层写“奇”。借
着汽油灯光，首先看到的是“蜿蜒在洞顶的双龙”，其次看
到的是些“石钟乳和石笋”。第三层写“大”。“内洞比外
洞大得多，大概有十来进房子那么大。”第四层写水“源”。
“上源在深黑的石洞里”，指明泉水的发源地，点出了双龙
洞已到尽头。这一段主要写内洞“黑”、“奇”、“大”三
个特点。

第四段（第8节），写出洞，自然结束文章。

这篇文章段落分明，条理清晰。一是按游览顺序划分段落；
二是另有一条水线在串连着全文，因而有两条线：游线和水
线同时贯穿全文。



分段时，如有的学生把4节看成第三段，5节为第四段，6、7
节为第五段，也就是把全文分为六段也是可以的。

（四）语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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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比较句，拿满山开遍的映山红与盆栽的杜
鹃花相比，比的结果是山上的映山红“有精神”。“有精
神”本来是形容人的，这里借用，形容花的长势好。盆栽的
杜鹃花也是映山红，为什么比不过山上开的呢？山上的映山
红根深叶茂，沐浴着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植株高大，花朵大
而繁多。盆栽的人工培育娇嫩而不茁壮，比起山上的映山红
就显得逊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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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句因果句式，溪流
的流面、流速、流声都与山势有关，请看下面的析句。

“首先当然是蜿蜒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一条青龙。我
顺着他的指点看，有点像。”为什么“首先当然是”蜿蜒在
洞顶的双龙，因为它是双龙洞的主要景点，双龙洞也因此而
得名，当然在内洞诸多的景物中先看双龙。叶老看后为什么
说有点像，那么到底是像还是不像呢？两条龙蜿蜒在洞顶，
是动态的描写，它们盘在那里，张牙舞爪，似要腾飞。再加
上灯光摇曳，洞内水汽蒸腾，看上去真有双龙欲飞的感觉。
但又因双龙是石钟乳自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雕琢，因而叶
老说有点像，还是肯定了像。

（五）词语讲解

臀部：人体后部两股上端和腰相接近的部分。

蜿蜒：原指蛇类爬行的样子。课文指洞顶上的石龙弯弯曲曲
的样子。



明艳：本课指明亮鲜艳的色彩。

孔隙：原指小的裂缝。本课指能通过一条小船的小洞。

时而：副词。表示不定时地重复发生，有时候。

盘曲而上：盘曲，曲折环绕。课文指公路在山边盘旋，绕着
圈儿通到山上。

突兀森郁：形容山势高峻，树木茂盛。突兀，高起的样子。
森郁，森林茂盛。

进：课文中作量词。平房一宅内分成前后几排，每排称为一
进。课文说内洞有十来进房子那么大，即有十来排房子那么
大。

（六）写作特点

课文中描绘景色的句子，运用了对比、比喻、夸张的手法，
引导学生仔细赏析、体会。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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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感觉要要把
头稍微抬起一点儿，准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作者通过
心理活动的描写，把双龙洞的内洞入口处低矮狭窄的奇异景
象非常生动地反映出来。

课文按两点线索写的。一条是作者的游览顺序，抓住景物特
点来写。是“顺”的线索；另一条是泉水、溪水的来路，
是“逆”的线索。两条线索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不仅使全文
脉络清楚，而且使事物的方位、方向和作者观察的移动线索
及角度都非常清晰。

（七）教学重点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孔隙和内洞是双龙洞的重要景观，学习“孔隙”



那一节，应引导学生体会它的“矮”、“窄”、“险”。通
过孔隙，险而不危，因而险中有奇、奇中有趣，着重体会心
情。内洞有两个重点：一是奇景双龙，一是各种形态和颜色
的石钟乳、石笋构成的洞内奇景，应引导学生充分地想象，
活跃他们的思维。

难点：课文中有几个难懂的句子，应引导学生弄懂它的内涵。
在教材分析中已经涉及。

1.使学生了解课文是按游览顺序记叙了作者游双龙洞的所见
所闻，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秀丽山河的思想感情。

2.学习抓住特点写景物的方法，培养学生观察周围事物和有
条理叙述事物的能力。

3.按空间顺序给课文分段，并概括段意。

4.学会生字新词，会用“稍微”、“好奇”造句。

5.了解一些句子在文章中的过渡作用。

（一）课时内容安排

第一课时：释题、简介作者、通读课文、学习生字词划分段
落。

第二课时：学习课文内容、释句、理解课文写作方法。

（二）课时教案

第一课时要求：释题、知道作者、了解游记段落划分的线索，
自学本课生字新词。

第二课时要求：读懂课文，掌握景物的特点，理解难懂的句
子，并学习本课的写作方法。



1.学生几乎都没有去过岩洞，有条件的学校教师要播放录像
带。没有条件看录像也可以看幻灯片。连这条件也不具备的，
教师可搜集图片让学生看。总之，应当有感性的材料供观赏。

2.写双龙洞沿途景物要让学生懂得它在全文中的作用。不然，
学生写游记，前面把看到的景物一一罗列会造成喧宾夺主，
主次不分。

3.学完这课书，教师给学生组织一次旅游，可近距离的，让
学生抓住景物特点，按游览顺序写一篇游记。

作者简介：叶圣陶（1894—1988年），原名叶绍钧，江苏关
县人。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创作，作品很多，著名的短篇
小说有《隔膜》、《城中》，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
《稻草人》等。1957年，他60多岁时，游览了金华的双龙洞
和冰壶洞，写了《记金华的两个岩洞》这篇游记。本文是从
这篇游记中节选的，节选时略有删改。原文现收在叶圣陶的
散文集《小记十篇》里。

记金华的双龙洞课文总结篇二

臀部：人体后部两股上端和腰相接近的部分。

蜿蜒：原指蛇类爬行的样子。课文指洞顶上的石龙弯弯曲曲
的样子。

明艳：本课指明亮鲜艳的'色彩。

孔隙：原指小的裂缝。本课指能通过一条小船的小洞。

时而：副词。表示不定时地重复发生，有时候。

盘曲而上：盘曲，曲折环绕。课文指公路在山边盘旋，绕着
圈儿通到山上。



突兀森郁：形容山势高峻，树木茂盛。突兀，高起的样子。
森郁，森林茂盛。

记金华的双龙洞课文总结篇三

4月14日，我在浙江金华，游北山的双龙洞。

出金华城大约五公里到罗店，过了罗店就渐渐入山。公路盘
曲而上。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无论花朵和叶子，都比盆栽的
杜鹃显得有精神。油桐也正开花，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很
不少。山上沙土呈粉红色，在别处似乎没有见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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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迎着溪流。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
时而急，溪流声也时时变换调子。入山大约五公里就来到双
龙洞口，那溪流就是从洞里出来的。

在洞口抬头望，山相当高，突兀森郁，很有气势。洞口像桥
洞似的，很宽。走进去，仿佛到了个大会堂，周围是石壁，
头上是高高的石顶，在那里聚集一千或是八百人开个会，一
定不觉得拥挤。泉水靠着洞口的右边往外流。这是外洞。

在外洞找泉水的来路，原来从靠左边的石壁下方的.孔隙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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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两头都系着绳子，管理处的工人先进内洞，在里边
拉绳子，船就进去，在外洞的工人拉另一头的绳子，船就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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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行了二三丈
的水程吧，就登陆了，这就到了内洞。



内洞一团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工人提着汽油灯，也只能照
见小小的一块地方，余外全是昏暗，不知道有多么宽广。工
人高高举起汽油灯，逐一指点洞内的景物。首先当然是蜿蜒
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一条青龙。我顺着他的指点看，
有点儿像。其次是些石钟乳和石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大都依据形状想象成神仙、动物以及宫室、器用，名目有四
十多。这些石钟乳和石笋，形状变化多端，再加上颜色各异，
即使不比做什么，也很值得观赏。

在洞里走了一转，觉得内洞比外洞大得多，大概有十来进房
子那么大，泉水靠着右边缓缓地流，声音轻轻的。上源在深
黑的石洞里。我排队等候，又仰卧在小船里，出了洞。

课文结构：

课文按游览顺序，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第1自然段）：交代了游览的时间和目的地。

第二段（第2、3自然段）：讲路上见闻。

第三段（第4自然段）：介绍游览外洞的情景。

第四段（第5自然段）：介绍从外洞进入内洞的经过情形。

第五段（第6、7自然段）：介绍游览内洞的情景。

第六段（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乘船出洞。

课文《记金华的双龙洞》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记金华的双龙洞课文总结篇四

1、会写本课的13个生字，理解有关词语。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金华双龙洞的奇特景观，激发学生热
爱祖国秀美山河的思想感情。

3、培养学生分清课文主次的阅读能力，学习本课抓住事物特
点写具体的表达方法。

4、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同学们，当你置身于大自然的山水之间，一定会对它的神奇
秀丽发出赞叹，一定想把你的感受告诉别人。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一篇游记，这就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叶圣陶写的《记金
华的双龙洞》。（板书课题）

同学们，看完资料后，你对双龙洞了解了多少？请你根据自
己查找的资料，向大家介绍一下。

1、教师出示生字卡片，指名让学生读，识记，重点强调浙字
的读；蜒字的写法。

2、同桌互读，互相指正。

1、自由读课文，说说作者游览了那几个主要景点？除此之外
还写了哪些内容？

2、试着画一画作者的游览路线图。



1、不了解的事物：映山红、油桐、石钟乳、石笋。

说说作者的游览顺序和文中描写的主要景点。

2、作者的感受是什么？

3、你能通过朗读来表现景物的特点和作者的感受吗？

（一）孔隙部分

1、孔隙的特点是窄、矮、陷。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来：

（1）船大小的描写（读有关句子）

（2）对进洞方式的描写（读有关句子）

（3）对自己感受的描写（读有关句子）

学生互相补充，各抒己见。

2、教师用多媒体课件演示作者通过孔隙的特点和经过。

3、学生继续就这一部分进行朗读汇报，互相评论。

教师重点指导以下两组句子的朗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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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说了
一声好了，船就慢慢移动。

（2）眼前昏暗了可是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石都在朝我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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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要重读的词语，以强调作者的感受，突出孔隙的特点。



4、让学生随着多媒体课件复述作者通过孔隙的特点。

5、继续汇报另外两个景点的学习情况。

6、以争当小导游的方式让学生随着多媒体课件将述作者游览
外洞--孔隙--内洞的经过。

1、本文作者除了写外洞、孔隙、内洞三个主要景点之外，还
写了哪些内容呢？（途中见闻）

2、作者是怎样描写的呢？请同学们认真阅读这段内容，看看
作者在途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画出你喜欢的句子，
反复读一读，体会作者当时的心情。

（学生汇报自学结束）重点理解和朗读以下句子：

（1）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无论花朵和叶子，都比盆栽的杜鹃
显得精神。

（2）粉红色的山，各色的映山红，在加上或浓或淡的新绿，
眼前一片明艳。

（3）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而急，溪
流声也时而变换调子。

通过对以上句子的理解和朗读，体会春天和大自然的美好，
体会作者的愉快心情。

3、播放录象，让学生带着愉快的心情，随着画面有感情地朗
读这部分内容。

同学们，通过本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作者游览双龙洞路线，
领略了沿途的美景和双龙洞的美丽奇特。那么，你能总结一
下作者是怎样写好这篇游记的吗？（1、按游览的顺序写。2、
抓住特点有重点地写。）



16、记金华的双龙洞

路上见闻--游外洞--由外洞进内洞--游内洞--出洞

记金华的双龙洞课文总结篇五

这是叶圣陶先生早年写的一篇游记，也是小学阶段的学生接
触的第一篇游记。文章记叙了作者游览金华双龙洞的情景，
融情于景，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秀丽山河的思想感情和欣赏
大自然的审美情趣。

文章按游览顺序记叙，依次写了游金华双龙洞时的路上见闻、
游外洞、由外洞进入内洞、游内洞的所见所闻所感及乘船出
洞的情况。通过描写路上景色的明艳、溪流的欢唱、外洞的
宽敞，以及内外洞连接处孔隙的“窄、低、小”，内洞
的“黑、奇、大”，在读者眼前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美轮美奂，令人感到身临其境。

全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课文按两条线索来写。一条是作
者的游览顺序，是“顺”的线索，抓住景物特点来写。另一
条是泉水、溪水的来路，是“逆”的线索。两条线索巧妙地
交织在一起，使景点的方位和作者观察的移动有机结合，同
时移步换景，堪称游记体文章的典范。其中“过孔隙”一段，
以“段”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游记体“篇”的特点，将游程、
见闻和感受有机结合，是中年级学生学写游记的优秀范本。

本文的另一大特色是作者观察仔细，语言朴实准确，描写生
动形象，叙述有详有略，分别详写了孔隙、内洞的风貌，突
出了双龙洞的特色。

选编本课的意图，一是通过阅读，让学生感受金华双龙洞自
然景观的美，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趣；二是通过感悟，
让学生了解作者按游览顺序记叙的表达方式，并体会、运用
作者将见闻和感受结合，把事物写得具体形象的表现手法。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感受孔隙窄小的特点。教学的难点是指导
学生用常见的事物和自己游览的感觉，把景物的特点写具体，
使人感觉身临其境。

针对2011年新课程标准要求，语文教学应加大语言文字的实
践运用，其中第二学段应落实“段”的训练。所以本课作为
第一课时教学设计，旨在抓住游览顺序，通过感知整体，了
解游记特点，然后重点讲“过孔隙”，梳理出本文的表达特
色，并指导学生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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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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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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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板书设计

游记记金华的双龙洞

游程外洞

见闻孔隙：窄小

感受内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