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汇总8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一

章节名称

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六册第一单元《长城和运河》

计划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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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分析

《长城和运河》是一篇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诗歌。作者通过
对长城和运河的具体描写，颂扬长城和运河的雄伟壮丽，热
情地讴歌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是一篇“形神
兼备”的美文。

学习者分析

1.对于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这两大世界奇迹，学生虽然有
所耳闻，但近距离的接触、了解并不多。

2.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由对这两大奇迹的了解提升到对
祖先的赞叹、对民族的爱，对民族精神的崇敬之情是有一定
难度的。这也为教师提供了教学的空间。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并尝试用自己
的语言来描述图片内容。

过程与方法：

通过课件的展示和诗歌语言文字的学习，感受长城的壮丽与
运河的秀美之景。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通过观看课件以及搜集长城、运河和其他人间奇迹
的资料，加深对课文内容的感悟，激发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及解决措施

1、重点：如何贴近学生的形象思维，感受长城与运河
的“形”美？

2、解决措施：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土地上，从东到西绵延万里
的长城和从北至南纵贯千里的运河要在学生头脑中留下鲜明
的印记，惟有抓住三年级学生善于形象思维的特点，通过影
象资料的播放给学生带来视觉的震撼，然后逐步走近这两大
人间奇迹，感受长城与运河的“形”美和简洁凝练的诗歌
的“形”美。

教学难点及解决措施

1、难点：如何提升学生的抽象思维，领会长城与运河
的“神”美？

2、解决措施：通过课件内容的再现和感染，通过语言文字学



习的逐步深入，引领学生去追溯历史，了解历史，抚今追昔，
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升腾起与诗歌作者相呼应的爱国
热情。这一“神”美的育人价值在课堂上既是外显的，也是
内隐的，它渗透在教师的课件设计中，渗透在语言文字训练
中，渗透在学生的朗朗读书声中。

媒体内容与形式

多媒体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

设计意图

第一课时

谈话导入

1、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有着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历
史文化。我们的祖先勤劳勇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一
个个人人间奇迹。如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金碧辉煌的故
宫等等。今天让我们走进壮丽雄伟的万里长城和气势磅礴的
京杭大运河，近距离的感受长城与运河的雄奇。

2、随机出示长城与运河画面。

3、交流资料，初步了解。



4、板书课题：长城和运河

观看视频，交流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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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多媒体和学生的预习已知引入学习内容，奠定情感和认
知上的基础

初读感知

过渡：通过阅读相关资料，相信大家对长城和运河有了一定
的了解。让我们再来看看本文的作者是怎样饱含深情、热情
讴歌长城与运河的。

1、 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得准确流利。（一定要给充分的
时间）

2 、检查自读效果，随机正音。

3 、再读课文，边读边想每一部分各写了什么。（目的是让
学生整体感知）

按要求自读课文。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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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预习交流以达到整体感知的目的是省时高效的。

学习生字

1 、尝试自己分辨、记忆字形，互相交流启发。比一比，看
谁的记忆方法好，记得准，记得快。



2 、引导学生结合具体诗句，借助图片，在语言环境中理解
新词。

3、师在黑板上范写，生书空。

1、交流。

2、书空

3、交流后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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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学习

第一段

a、体会俯瞰之感。

1.师导入：我驾驶着飞机航行在祖国的蓝天，看到奇异的景
象时是怎样的心情呢？

2.指导读出这种惊喜的

心情。

b、欣赏壮观之景。

1.播放影象资料。

2.讲解2、3句：

通过课件来呈现地图，逐步呈现长城的起点、终点，以及途



径省份。

3.指导读出“壮观之景“。

c、抒发自豪之情。

1.补充长城资料，

丰富学生的感知。

2.播放背景音乐，指导学生读出第4句的自豪之情。

1.体会心情

2.有感情地朗读第1句

1. 观看影象资料：

俯瞰长城时的壮丽之景。

2.形象地了解长城的起点、终点，以及途径省份，来交流、
体会长城如“巨龙”般的气势。

3. 有感情地朗读第2、3句

1. 阅读资料，体会

祖先的勤劳、智慧。

2.在背景音乐的衬托下，有感情地朗读、背诵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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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课件，抓住重点词句反复品读深入感悟为什么人们称之为
“人间奇迹”。



学习

第二段

a.欣赏大运河

播放课件来呈现京杭大运河常州段的一些照片。

b.描绘大运河

1.      布置要求：先朗

读再来看图说美景。

2.      引导学生选择

合适的课外资料来介绍其他照片，组织提升学生的语言。

c.赞美大运河

播放影象资料，指导朗读赞美之情。 

观看照片

1. 朗读第一节，运

用学到的语言来说美景。

2.运用合适的课外资料来描绘照片

有感情地朗读、背诵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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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课件，抓住重点词句反复品读深入感悟为什么人们称之为



“人间奇迹”。

总结提升

1.引导学生多形式朗读背诵。

2.总结提升，布置作业。

1.四人小组合作，朗读背诵整篇诗歌。

2.升华感情，了解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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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长城和运河

长城——连绵起伏曲折蜿蜒

奇迹 （像巨龙）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古代劳动人

运河——银光闪闪伸向天边民的创造

（像绸带）北起首都北京南到天堂杭州

教后反思

见博客“回复”部分。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二

长城途经几个省？【感谢您浏览第一范文！您可以搜索课题
关键字查找更多资料！】



长城经过内蒙古，辽宁，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
河南，宁夏，甘肃，新疆。

山海关在河北省与辽宁省交界处，属秦皇岛市管辖，所以应
该属于河北省。

历代长城之最：最北的长城是东起内蒙古，穿俄国，西至蒙
古国的金长城；最南的是河南省驻马店市-平顶山市-南阳市
一带的楚方城；最东的是东起辽宁省与朝鲜接壤的丹东市的
明长城和九连城的燕、秦、汉长城；最西的是东起内蒙古西
至新疆库尔勒市的汉长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玉门关…”，“…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历史上的三大名城玉门关，阳关，敦煌就在这段长城的中部，
甘肃与新疆交界处。）

/user1/wxy%ce%e2%d0%a1%d1%e0/archives//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三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2、能参照课文中的图画进行解说。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两项宏伟工程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
伟大创造，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听写词语。



2、作者在蓝天中看到了人间的哪两大奇迹？

二、精读“长城”部分。

2、“奇异的景象”是什么呢？用自己的话说说。你觉得长城
怎样？（雄伟、壮观、了不起）

4、“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这“人间奇迹”指什么？究
竟是谁创造的？齐读最后一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运用了什么手法？（介绍设问句--自问自答）

5、想想作者会带着怎样的感情来读呢？（敬佩、自豪）学生
大声地感情朗读。

6、观察文中长城插图，用上“巨龙、连绵起伏、奇迹、曲折
蜿蜒”说一段话。（课后写下来，书后练习四）

三、精读“运河”部分。

1、自读第2自然段，吸引作者目光的“奇异景象”又是什么？

3、指导朗读。你们看，作者把京杭大运河的柔美、博大显示
在我们的面前，多么令人赞叹的奇迹呀！

4、“北起首都北京，南到天堂杭州，京杭大运河谱写了动人
的诗篇”从这句话里，你读懂了什么？（运河不但长，而且
美丽动人。）

5、有感情地指导朗读。

四、总结全文。

1、人们为什么把“长城”、“运河”称为“人间奇迹”?
（这样的工程在世上少有；艰巨的工程用简单的工具完成，
历史罕见）



2、课文先写了“我”在飞机上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接着用
具体的语言写出长城与运河的奇异，最后歌颂、赞美了祖国
的伟大，按这样的顺序，让我们来背一背课文。

五、迁移练习。

（仿写一段诗。可以仿写，一、二、七、八行与课本一样，
即：

我驾驶着飞机航行在祖国的蓝天，

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像（），

北起（），南到（），

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或祖先)。

板书：

1、长城和运河

长城像巨龙

人间奇迹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创造

运河像绸带

教学反思：

1、熟读成诵。充分利用课文插图，以及本首诗句式的特点，
引导学生感情朗读。在朗读中，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展开



想像，感悟长城与运河的雄伟壮丽。通过反复诵读，体会景
色的壮美，语言的韵美，抒情的真挚。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
背诵，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2、迁移练习，加强积累。教学中我分别设计了了两处练习：
一处是结合课文后的练习，让学生围绕插图，用上相应的词
语，说说长城的特点，并在课后写下来；另一处是在教学结
尾处，让学生仿照文中诗歌的句式，再写一个我们祖先创造
的其它人间奇迹，目的是让学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训练
搜集信息的能力、培养写诗的灵感。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四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及课文内容。

3、收集关于长城和运河的有关资料，了解它们的的特点，

激发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

教学重难点：

1、了解长城和运河的的特点。

2、抓重点词句反复品读，图文结合并借助相关的补充资料深
入感受 “奇异景象”。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



一、导入激趣

(师板书题目：长城和运河)

2、 生齐读课题。

3、你们了解长城和运河吗? (结合自己查找的资料说说)

二.初读指导

1、自学课文。

(1) 各自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通顺。

（2）画出不认识、不理解的词句，结合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
其意思。

2、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词语，指名逐个读这些词语。

驾驶连绵起伏曲折蜿蜒嘉峪关谱写

不朽创造奇迹天堂杭州绸带

(2)指名说词语的意思。

连绵起伏: 这里指长城像巨龙一样连接不断,一起一伏.

曲折蜿蜒: 这里比喻长城像巨龙一样弯弯曲曲地爬行,生动地
说明了长城弯弯曲曲,漫长延伸的样儿。

谱写: 本文引申为编写赞美的诗歌。

不朽: 永不磨灭.本文指诗歌传诵千古。



创造: 本文指从无到有,艰苦而努力地建成。

奇迹: 奇异的景象。

天堂: 这里指美丽的杭州。

(3)结合自己的读书理解说说作者的观察点及看到的长城和运
河分别是什么样的？

三、精读课文

1、指名读第一部分内容。

2、比较句子：

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看见了一个奇异的景象。

3、景象的奇异表现在哪些地方?（自由读课文找出相关句子）

4、“穿行”能否改成“爬行”?

(看插图或动画体会理解，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5、“万里长城谱写了不朽的诗篇”。

6、“创造”分别跟前面的哪一个短语,跟后面的哪一个词相
照应?

7、 “祖先”该怎么理解?比较: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 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这人间
奇迹。

8、最后两行在第一部分中起什么作用? (突出中心)



9、指导朗读：(1--4行)写奇迹的出现和特点的句子怎么读?
(惊喜地)

(5--6行)写对奇迹抒情的句子怎样读? (赞美地)

(7--8行)写奇迹的创造者的句子又该怎样读?

(敬佩并自豪地)

10、 将第一部分三方面内容分组读。 生评议。

11、指名读, 生评议。

12、齐读。

五、布置课堂作业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听写生字词。

2、指名有感情地朗读第一部分。

3、哪个词表达了作者对长城的赞叹? (不朽)

二、精读第二部分

1、导读：听录音并跟着默读第二部分,然后画出作者感叹的
句子。

(京杭大运河谱写了动人的诗篇)

2、讲读



(相似之处在于:扁,柔,有光泽等)

(2)比较:

像绸带飘落在大地。

像绸带飘落到大地。

像绸带飘向大地。

3、指导朗读：

4、 同座可分两大部分互读,互相纠正读得不妥的地方。

5、指名读,其他同学闭眼体会,听后纠正。

6、 师读两部分相同的前两句,男生读两部分关于描写特点的
两句,女生读两部分关于抒情的两句,齐读歌颂古代劳动人民
的两句。

三、总结全文

1、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读懂了什么?

2、我们祖国的美仅仅在于两大奇迹吗?文章仅赞美了祖国吗?

3、师总结：今天，我们乘着作者驾驶的飞机俯瞰了祖国的两
大奇迹。祖国的奇迹还有许多，如那一座座长江大桥、一幢
幢高楼大厦、赶超世界水平的人造地球卫星、令世人瞩目的
三峡工程等。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去创造新的奇迹。

四、布置作业

板书：



2   长城   和  运河  

6700千米      1747千米

像巨龙        像绸带

连绵起伏  银光闪闪

曲折蜿蜒      伸向天边

人间奇迹

古代劳动人民创造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五

学习目标：

1、能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2、完成课后第二题。听写本课生词。

3、搜集祖先建造的其他伟大工程的资料，加深对课文内容的
感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学习过程：

一、课前组内帮对检查

学案5、6题完成情况。

二、课内检查预习

1、小组交流：同学们课前都预习了课文，生词会读了吗？下
面小组内互相检查：学案2（1、6号；2、5号；3、4号），随



即纠正，错的改正过来，一会找同学读一读。看哪个组读得
最快、最正确。找一两个组的6号读，其余同学、老师相机纠
正指导。集体读。

2、小组交流：同学们能把课文读正确、流利吗？下面小组内
分工读（组长分工），读错的及时纠正，再读一读，读对为
止。

集体交流：找一个组同学读课文，师生相机纠正指导。齐读
课文。

3、质疑、解疑：

（1）通过预习，同学们可能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下面小组内
交流一下，解决不了的小组长进行汇总，一会儿提出来。

（2）小组长汇报（写在各自的黑板板块上）。

（3）小组间解疑。解决不了的，老师引导读书，思考、解疑，
或者精读时解决。

4、精读理解，感情朗读：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你觉着万里长城怎么样？从哪里看
出,谁能结合课文或自己搜集的资料说一说？（理解比喻句并
结合看图理解有关词语）万里长城多么雄伟壮观啊!你能把它
的雄伟壮观读出来吗？自己读，检查指导读，自己练读。

（2）从“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
先。”这句话中，你体会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又怎么样呢？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真是太聪明、太勤劳、太了不起了！我
们作为一名中国人，你感到怎么样呢？（自豪）师范读，学
生练读。



（3）读了这篇课文，你觉着怎么样？从哪里看出,谁能结合
课文或自己搜集的资料说一说？（理解比喻句并结合看图理
解有关词语）京杭大运河多么雄伟壮观啊!你能把它的雄伟壮
观读出来吗？自己读，检查指导读，自己练读。

（4）从“是谁创造了这人间奇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
先。”这句话中，你体会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又怎么样呢？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真是太聪明、太勤劳、太了不起了！我
们作为一名中国人，你感到怎么样呢？（自豪）师范读，学
生练读。

（5）各自练习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5、背诵课文：老师指导背诵方法——自己练习背诵——组内
帮对检查，完了举手。

6、观察课文中万里长城或者京杭大运河的图片，写一段话：
老师指导看图——大家说一说（可加上自己搜集的资
料）——连起来说一说——最后写一写。

7、听写生词，帮对检查，错了改3遍。

8、默写课文，自己对照课本，错一处改3遍。

9、你知道我们的祖先还创造了哪些人间奇迹？学生充分
说——教师及时归纳总结（秦始皇陵、兵马俑、都江堰、故
宫圆明园……）它们的景象怎么样呢?请同学们课下选一个方
面搜集一下有关资料。

10、搜集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人民智慧的短诗。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六

教学目标：



1、正确认识、读写本课生字

2、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感受长城的雄伟气势。

3、了解长城高大坚固、气势雄伟等特点。

4、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教学难点：激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掌握介绍景点的方法、
学会在写作中运用。

教具准备：生字卡片、教学课件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第一课时

一、直接导入：

1、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长城》这篇课文，说到长城，
你首先想到了什么？你对长城的了解有多少。

2、板出课题，学生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学习本课生字。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画出课文中带拼音
的生字词。

2、出示生字卡片，学生认读，理解词语意思；

崇山峻岭、蜿蜒盘旋、气魄雄伟



3、观看教学录像（课件出示）。教师现场配上文字介绍，学
生认真欣赏并谈感受，激发起民族自豪感。

(1) 文字介绍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全球规模
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
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不到长城
非好汉”，无数中外游人远道而来，均以能登上长城、目睹
这一天下奇观为快慰。登临长城不但可以饱览长城的宏伟雄
姿,古战场的壮丽图景等,同时，还可深切体察与感受到我国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古代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从而
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去为振兴中华、谋求全人类的和平幸福
事业而努力奋斗。

登上万里长城，你可以看到脚下的长城依山就势，蜿蜒起伏，
如一条不见首尾的巨龙在绵绵山岭上翻滚爬动，气势磅礴，
雄伟壮观，令人叹止。望关山，无限古今情，却不解，今古
何所别。万里长城万里长，两千历史不尽言；欲要看尽数千
古，长城不登好汉无。

(2) 教师读完，学生谈感受，说说自己此刻的心情如何。教
师适当引导其说出“骄傲、自豪”等感受。

(3) 顺势提问：课文中哪些句子让你觉得自豪？请你带着这
种骄傲和自豪的心情再来读一读这个句子，要注意把这种自
豪感表现在脸上。

三、抓住中心句，理解课文大意

1、课件出示文章最后两个句子，指名读，读出感情，全班读。

2、提问：读了这两个句子，你有什么样的体会？请学生谈一
谈。



3、全班再来齐读这个句子。边读边思考：

四、再读课文，学习具体内容

1、快速阅读课文，了解每一段的主要内容。

2、请学生概括第一段的大意。

3、提问：读了课文第一段，你的心中出现了怎样的景象？你
仿佛看到了什么？（引导学生联系实际思考：座落在南宁市
的地王大厦共有59层，多么壮观啊！长城长一万三千多里，
你能感受到这种雄伟的气势了吗?）

五、作业设计：

1、抄写本课生字词，理解词语的意思

2、熟读课文，了解每一段的主要内容

3、预习课文的后半部分内容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导入新课

1、出示生字卡片，学生齐读生字，教师纠正读音；

开火车读、分小组读、指名读，从多方面检查学生掌握生字
的情况。

回忆上节课所学内容，教师随机板书

3、继续学生课文内容

二、再读课文，继续学习



1、快速默读课文第二段，概括主要内容

结合课文中的插图或者课件展示的图画，说一说这一段主要
介绍了什么。（介绍了长城的具体构造，突出了长城高大坚
固的特点）

2、重点介绍垛子、瞭望口和射口，请学生在大屏幕上找出它
们的具体位置，说说他们的作用。在读课文最后两个句子，
引导学生情感升华。这是再谈体会。

3、这篇课文采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学生找一找（作比较、举
例子、列数字等）

作者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观察长城的呢？（从远到近）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让读者更容易感受到长城的雄伟壮观）

4、学习课文的第三段。

学生自由读这一段，找找中心句(除了最后一句以外)。

中心句——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
很自然地想起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来。这一句话连续使
用了几个动词，请把它们画出来并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好处：使句子更加连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让学生想象一下，假如此刻自己“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
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 ，这时你会想起什么呢？（古代劳
动人民辛苦、伟大、智慧）

5、带着对古代劳动人民的钦佩之情再读读课文最后两个句子。

“多少劳动人民···”这个句子用了一组关联词，“多
少···才”，请学生用这组关联词语造句。说说在这里使



用组这组关联词语的好处，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建造长
城不容易，饱含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赞叹之情）

（过渡）是啊，建造长城真的很不容易，作者忍不住赞
叹“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早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
迹”。气魄雄伟的意思是？去掉这个词语再读这个句子，学
生谈感受。

（过渡）啊！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的国家有那么气魄雄伟
的建筑，你自豪吗？让我们带着这种自豪感再来读读课文最
后这两个句子吧。

6、课件出示外国友人的评价。

设计者太伟大了，长城不愧为世界奇迹！——以色列前总理
拉宾

情感的升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

三、把握情感主线，疏通全文

根据板书，回顾课文。

四、创设情境、发散思维，引导学生写导游词

1、假设现在许多外国游人纷纷游览长城，你会怎样给游客们
介绍长城呢？

2、学生写导游词

3、请部分同学来读一读自己写的导游词，然后请同学评价，
最后教师评价。

五、作业设计：



1、熟读课文并背诵

2、练习写导游词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七

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字，理解它所组成的词。

2、正确流利、与感情的读课文，背诵课文。

3、体会比喻句。

4、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正确流利、与感情的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难点：

课内外结合，体味作者的感情，增强民族自豪感。

长城和运河第二课时教案及教后感篇八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课文第二段，用摘录法概括段落
大意。

2、感受万里长城的伟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师：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在
我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东西横亘着一道气势雄伟、闻名中
外的万里长城, 今天，我们就将浏览网络课件，参观这一伟
大的中华建筑。

二、制作参观券

要想免费参观长城，你必须自己设计完成一张长城参观券，
怎么样？能行吗？好，先请你回忆一下，这一单元的学习重
点是（用摘录法概括段落大意），打开长城券，从长城文中
直接复制，用摘录法概括三大段段落大意，分别列在小圆点
后面。很简单，赶快行动吧。

三、浏览自学：

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很快走进了长城，这里有风光馆、
历史馆、建筑馆，请你选择最感兴趣的地方进行参观，同时
完成有关练习。

学生选择一个特点，认真朗读有关课文，查阅文字图片资料，
互相交流讨论。

四、交流汇报

现在我们交流刚才学习的收获，请同学们踊跃汇报。

1、有道是，“不到长城非好汉”风光馆的同学，你们已经一
睹为快了，现在就请你做小导游，带领大家游览长城，欣赏
图片——参观关隘——观看录象——讲解课文。课文的第二
段就形象地展示长城的磅礴气势和宏伟规模。让我们通过自
己深情的朗读来抒发对长城由衷的赞美。（齐读课文第二段。
）



2、登上长城，我们在赞叹之余，不禁无限感慨，那筑造长城
的条石、每块重达两、三千斤，要把它们运上山顶，就是在
我们拥有巨大马力起重机的今天，恐怕还是一个难题，何况
在两千年以前，光靠劳力搬运，简直无法想象。从建筑馆出
来的同学，你能解开长城的建筑之谜吗？。说一说：你此时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巍然屹立的万里长城，正是我国古代
（）。

那你是从那里看出来的？用“读了——我明白了——”的句
式回答。

师：长城是用砖头、条石筑成的，更是千万个劳动人民的血
汗和生命筑成的，所以有人说，长城的每一块砖石，都记录
着一个悲惨的故事。

师：长城这座艺术非凡的文物古迹，它的历史变迁，凝聚着
古代劳动人民无穷的聪明智慧、卓越的建筑才能和伟大的创
造精神。

3、最后，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追溯长城的悠久历史。
请历史馆参观的同学展示你的学习成果。（出示表格填写各
朝代长城的建筑情况和作用）

师：是的，在远古时代，万里长城是以金戈铁马、逐鹿争雄
的军事工程而诞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统一，中华
各民族的大团结，长城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请你思考，
今天的长城，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对，各族同胞和国际友人
又把他看作和平的象征、友谊的纽带和旅游的胜地。长城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五、长城随想

最后，请你思考课后问题，“为什么说万里长城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骄傲？”你可以阅读课文，可以参考《长城篇》，也



可以自己上网查找资料，摘录重点词句，适当归纳整理制成
幻灯片，并插入你喜欢的长城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