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鹅说课稿(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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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天鹅说课稿篇一

主编/赵修玉编辑/乔安红徐崇峰王宾

【学习目标】

1、概括故事，把握文章主题。

2、培养学生珍惜、敬重、关爱动物生命的感情。

3、掌握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

【导学过程】

一、初步感知

1、从题目中我们可以明白本文的主人公是天鹅。那围绕天鹅
文章给我们讲了几个故事?

2、读课文，分别用一句话概括两个天鹅的故事。

二、整体感知

再读课文重点段落，想一想，两个故事中分别体现出天鹅的
什么品质精神?

三、合作学习



阅读全文，完成练习

2、体会加点词的作用。

突然间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我面前一闪，重重地一击，把我打
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3、分析第六段“暴风雪终于止息了，气温降到摄氏零下四十
度。我冒着严寒来到苇塘边上，这里到处是雪，除了呼呼的
风声以外，听不到也看不到任何生机。”的作用。

4、从描写方法和内容上分析句子。

这时，别的天鹅被这行动惊住了。它们呆呆地站在那里，瞧
着这位“破冰工人”。

四、鉴赏品析

1、“我把它们制成标本，留作永久的纪念。”你认为这做法
可取吗请谈谈你的想法。

2、两只天鹅的爱情故事凄美而壮烈，你认为真正的爱情是怎
样的?

3、老天鹅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咱们来夸夸它。

请用下面句式回答“你真是一只_________的天鹅,
你___________!”

4、每只天鹅都以血肉之躯为武器,你感受到了什么?

【拓展延伸】

1、文中的天鹅们齐心协力合作成功的事在动物界屡见不鲜,
试举几例。



2、你知道的国家保护动物有哪些?和周围的同学交流一下。

学会关爱动物，和自然和谐相处。

【达标测评】

1、给下面加点字注音。

硕()大趔趄()双翼()遐()想琥珀()霰()弹

2、课文主要讲了关于天鹅的两个故事，请你用一句话分别概
括。

5、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人与动物应和谐相处。请你课后查阅
资料，写一封爱护动物的倡议书。

天鹅说课稿篇二

学习目标：

抓住重点段落品词析句，通过多种形式的读感受天鹅团结、
勇敢的精神。(重难点)

教具：

多媒体课件。

学习过程：

一、复习导入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天鹅的故事》。(板书课题)

2、回忆课文主要内容。



过渡：天鹅破冰的故事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但亲眼目睹
这一幕的斯杰潘老人，每次在讲起这个故事时，总是会深情
地说，一起来读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让老猎人有了如此深切的感受呢?到底是什么让老
猎人近在咫尺，却放弃了开枪的机会?到底是什么让老猎人把
上了膛的枪挂在了墙上，而且一挂就是整整三十年?就让我们
把目光聚焦到天鹅破冰的场面，也就是课文的5、6、7自然段。

二、精读领悟第5——7自然段

1、请大家默读课文的5、6、7自然段，画出给你留下深刻印
象的词语或句子，并说说你的理解。

2、全班交流。

(一)交流第五自然段

“突然一只个儿特别大的老天鹅腾空而起，可是它并没有飞
走，而是利用下落的冲力像石头似的把自己的胸脯和翅膀重
重地扑打在冰面上。经过这次沉重的一击，镜子般的地面被
震得颤动起来。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

引导学生扣住、“腾空而起”、“石头似的”“重重
的”“胸脯和翅膀”等词语，谈感受，(学生交流到哪个词语，
教师就用笔圈画相关词语，相机组织交流、体会，充分地让
学生表达)师相机点拨：

“胸脯和翅膀”，是说老天鹅以血肉之躯作为破冰的武器。

“腾空而起”，谁来做做这个动作，老天鹅这样做是为了什
么?(体会老天鹅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下落的冲力，使胸脯和翅
膀扑打冰面的力量更大。)



“石头似的”。(体会老天鹅用力之重，态度之坚决，简直是
奋不顾身)

重点理解“像石头似的把自己的胸脯和翅膀重重地扑打在破
面上”。

师：真了不起，看到了老天鹅的勇敢。大家不仅读懂了文字，
而且读懂了文字背后的画面。而你们的这些理解，其实就是
来自于作者对老天鹅生动细致的动作描写。现在请大家拿起
课本，带着我们的理解，带着我们的感动齐读这段话，再现
这一震动人心的画面，“突然”一二!

b、可是，冰面尽管颤动，依然没有破裂，怎么办?(再撞第三
次)把你的决心读出来;

c、老天鹅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拼死扑打冰面，可冰面仍旧没
有破裂，怎么办?(再撞第四次)请读出它的勇敢和顽强。

d、多么巨大的力量，多么可贵的顽强精神，它在用自己的生
命和冰面较量啊!请大家将你心灵的震颤读出来吧!(齐声朗读
第五自然段)

据有关资料介绍：贝加尔湖冬天冰层一般有1米厚，上面可以
开坦克，现在即便是早春，冰层也起码有30-40厘米厚，老天
鹅要破冰何等不易啊!它是在用血肉之躯与冰面来了个硬碰硬
呀!可以说，老天鹅是将生命的重量无数次扑打在坚硬的冰面
上，多么可敬的老天鹅呀!现在同学们再读这段话一定会有更
深的感受。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智慧、勇敢、顽强的老天
鹅。(生齐读)

e、这已经是第五十次了，冰面仍然没有破，可是老天鹅已经
伤痕累累，但是它忍者疼痛，咬紧牙关——(引读)

f、尽管伤痕累累，尽管鲜血淋漓，尽管翅膀已经折断了，但



是老天鹅仍是顽强的——(引读)

g、此刻，我们情不自禁与它同呼吸，共命运。用我们的朗读
为老天鹅的破冰举动加油。再一次读老天鹅破冰的这句话。

3、同学们，我们可以用哪些词语来形容老天鹅?

4、形容老天鹅的词语还有很多很多，此时此刻，老师觉得任
何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
那么，就让我们用朗读来表达我们此刻的感受吧!(自由读)

(二)学习第6自然段

(1)导读：这时，别的天鹅——，它们——，瞧着——，只听得
‘嚓——嚓——’，冰层——，接着——，冰面终于——。
这位——沿着——水面——。

(这里的“破冰勇士”是指?)

过渡：而这群天鹅正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4)看来，同学们已经被天鹅们团结一致，齐心破冰的情景深
深的打动了，接下来对子互读，看能不能打动对方。

(5)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朗读指导：

1、有几只天鹅好像累了，来，我们给他们加油：“克噜——
克哩——克哩”。

2、“男天鹅们”好像累了，“女天鹅们”给他们加油“克
噜——克哩——克哩”。

3、这边好像有点落后，来，引读：兄弟们那，加油，齐心干



哪，加油。

4、希望就在眼前，马上就有吃的了，再加把劲。女天鹅
叫“克噜——克哩——克哩”。男天鹅喊：兄弟们那，加油，
齐心干哪，加油。

(三)学习第7自然段

(1)教师导读第七自然段：在天鹅们齐心协力、奋不顾身的努
力下，小小的冰窟窿终于变成了一片很大的水面，天鹅们终
于可以找到吃的，它们——(导读)

(2)此时的天鹅似乎在欢呼，它们在欢呼些什么呢?

生齐：克噜—克哩—克哩!

师：再来一遍。

生齐：克噜—克哩—克哩!

过渡：看来天鹅的可爱不仅变表现在它的外表，更表现在它
内在的精神品质，下面请大家拿出作业本，以这样的句式写
下你的理解和感悟。抓紧时间。

(3)交流。

三、深化感知，升华情感

1、同学们读了课文就已经被天鹅们舍身破冰的故事感动了，
我想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斯杰潘老人，他的触动一定更大，找
出来读读。

2、你知道老人为什么没向天鹅开枪，却把枪挂在了肩头，悄
悄地离开了湖岸?讨论交流，(因为他被天鹅们为了生存，齐
心协力，团结一致，用身体和生命为代价的精神感动了。他



从心底喜欢这些生灵，不忍心杀害他们。)相机板书：感动生
命。(为老天鹅而挂，是老天鹅感动了他、也为其他动物、为
他自己而挂、为世人而挂、为所有的生命而挂)

对啊，老天鹅的勇敢、顽强，天鹅群的团结合作，深深地感
动了老人，使他放弃了终身的狩。枪是为他自己而挂，因为
他只要看到这枝枪就会为自己曾经伤害过他们而感到惭愧、
自责的同时就会告诫自己不能再杀生了。这把枪是为世人所
挂，让所有人懂得与世界万物为友，就是要把这个精彩故事
传下去，撒播爱的种子。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美丽而可爱的。
(教师擦去问号)

四、课堂总结

多么可爱的天鹅呀。其实，自然界中象天鹅一样可爱的生灵
还有很多很多，同学们利用星期一的阅读时间可以找《蚁国
英雄》、《生命桥》、《麻雀》来读一读。

板书设计：

16、天鹅的故事

(感动生命)

端挂

生命的壮歌

天鹅说课稿篇三

一、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第5—7自然
段。



2、凭借课文中的语言材料，体会天鹅勇敢奉献、团结拼搏的
精神，培养学生爱鸟、护鸟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重难点：

理解品读老天鹅带头破冰及全体天鹅热火朝天破冰的场面。

三、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上课伊始，我将带领学生欣赏一组天鹅的.图片，并声情并茂
地说道：“同学们，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组天鹅的图片。
看着这些美丽的鸟儿，你的脑海中涌现出了哪些词语？”以
激发学生对天鹅的喜爱之情，紧接着我将话锋一转，说
道：“可正是大家眼中娇美、柔弱、纯净、可爱、优雅、高
贵的天鹅却给一位俄罗斯老猎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这
节课，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走进《天鹅的故事》。看看在
那优雅的天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学生从内心深处对天
鹅产生一种喜爱之情。引发阅读期待。

（二）直奔重点，体会感情

1、研读第5段，体会老天鹅的勇敢顽强和奉献精神。

（1）自由读第5段，说说你看到了一只什么样的天鹅？哪些
词句让你感动？为什么？

（2）老天鹅舍身破冰的神奇壮观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我们
的心灵。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研读第6段，体会天鹅的团结拼搏精神。



（1）看着老天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无数次地扑打着冰面，
其它天鹅是怎么做的呢？

（2）交流你读后的感受（这时你有看到了一群怎样的天鹅？）

（3）有感情地朗读第6段。读出天鹅们集体破冰的团结拼搏
精神。

（4）集体有感情地朗读。

3、研读第7段，体会天鹅胜利的喜悦。

（1）在天鹅们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奇迹出现了。

（2）看到”小小的冰窟窿终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水面"，你
想说什么？

（3）愿意分享天鹅胜利的喜悦吗？集体有感情地朗读第7段。

4、读课文第8段。

（1）我们读了这篇课文，被天鹅舍身破冰的故事感动了。亲
眼目睹这一切的斯杰潘老人，他的感受一定更深，找出来读
一读。

（三）深化主题，感悟生命。

1、这是一群顽强拼搏的天鹅，这是一群渴求生存，有着强烈
生命意识的天鹅，多令人震撼、触动心灵的场景啊。怪不得
斯杰盘老人称他们是（屏幕示）——多么可爱的鸟儿啊！

（四）作业拓展

1、你想对天鹅和斯杰潘老人说些什么请你写一写互相交流？



2、课后阅读《跪拜的羚羊》，思考文中的猎人在看到那只羚
羊会怎样想？呢？还可以找一找类似这样的故事。

板书设计：天鹅的故事

腾空而起像石头似的重重地扑打接着勇敢、奉献

整群都投入那样齐心那样欢快团结、拼搏

（尊重生命和谐相处）

教育反思

这篇文章讲了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的行动感召
下，用自己的身体破冰的神奇壮观场面，反映了天鹅勇敢奉
献、团结拼搏的精神。在教学本课时，从学生充满激情的朗
读中，我感受到了语言文字向读者发出的巨大力量。我被老
天鹅的勇敢、奉献，群天鹅的团结、拼搏精神深深地震撼住
了，我用自己的感动带领学生走进教材。

本文篇幅较长，我抓住故事叙述中有三处重点语句，有两处
是对老天鹅舍己破冰场面的描写，一处是对斯杰潘老人目睹
这一壮观悲壮情景后反映的描写。这三处语句，词句内涵深
刻，以学生现有的认知结构来讲，一时之间较难理解，我采
用了指导学生“读——感悟——感情朗读”的方法，让学生
在读中加深理解。读采用了多种方式：个别读、自由读、齐
读、老师范读等。此外，语文课堂教学，应注意让学生养成
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在多种形式读的基础上，再
让学生圈划关键词句帮助理解老天鹅的勇敢奉献精神，斯杰
潘老人为什么后来不开枪。从而指导学生抓住重点词感情朗
读。读写老天鹅舍己破冰的语句，要读出赞美、敬佩的语气；
读写斯杰潘老人后来做出不同选择的语句，要读出他心灵所
受到的震撼，内心的感动。在学生抑扬顿挫的朗读中激情飞
扬，不仅体会到了多次撞击，也被惊心动魄的故事场面深深



地感动了。更深深地体会到了原来语言是如此地富有魅力！

读悟结合，以读文本为主，追求个性解读。阅读教学要引导
学生在读中感悟，教师过多的讲解都是多余的，只有让学生
进入文本中充分的自读，有充分的时间坦然的读书，他才能
够感悟到文本的美，才能在读中体会作者想体现的思想感情
和所要表现的精神，才能投入到文本中进行感情充沛的朗读，
并在朗读中感悟文本，超越文本。我在教学《天鹅的故事》
这篇课文之前已体悟到这点，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由于经验
不足和急于完成教学任务，仍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并没能
让学生做到充分朗读。这是我在这节课中最明显的失误，也
是我今后的教学中应不断探究和改进的地方。

阅读教学要注意读书的层次性，注重学生的独特体验。任何
事情总有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阅读教学也是
如此。教师不能要求学生一步到位的把课文读出感情来，也
不是将自己体悟到的感情强加于学生，让学生干巴巴的按教
师所提出的“要读出天鹅破冰的壮观场面”或“读出天鹅团
结互助的精神”来朗读课文。试问，学生还没有把课文读通、
读顺、读流利，并不理解课文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怎么就
能直接抛给他们那么高难度的要求呢？所以，我们在教学时
还要把握阅读教学的踏实性，在第一课时的教学时，要让学
生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做到把课文读通、读顺、读流
利，将默读、齐读、小组朗读、个别读等读书方式充分结合
起来，既注重默读的理解，又有齐读的情感渲染，还有个别
读的独特感悟，这样，在第一课时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在第
二课时深入的理解文本时，学生才能在流利、通顺的基础上
有感而发，而且这种感情不是单一的，而是属于不同个体的
独特视角产生的特殊感情。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我们怎能要求全班几十个只用一种情感基调读
书呢。

以上，是我执教《天鹅的故事》这篇课文的几点反思。



天鹅说课稿篇四

《天鹅的故事》这篇课文讲述了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
老天鹅的行动感召下，用自己的身体破冰的神奇壮观的场面，
赞扬了天鹅勇敢奉献，团结拼搏的精神，教育我们要爱鸟护
鸟，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着力描写的
两个场景细节，一副是老天额的特写镜头，一副是鹅群热火
朝天的劳动场面。本堂课就是围绕这两处展开的。

在教学时，注意把学生的情感态度与知识能力联系在一起，
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教学设计体现了以下几点：

一．以情导入，抓住情感的震撼点，让学生的认知情感不是
停留在场景的渲染上，而是从感人的情节、鲜活的情景中体
验作品蕴涵的生命之曲。一开始，就让学生说说读了这篇课
文，最大的感受时什么，为本节课的学习打下了基调。

二．品味探究，从课文的精彩片段中领悟高尚的人物形象所
迸发出来的情感。学生从重点词“腾空而起”、“石头似
的”、“重重的”重体会到了老天鹅在用自己的生命与冰层
较量，学生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教育。接着学生进行
了个别读、小组读，在评议的过程中，在让学生反复的诵读
中感受天鹅品质的崇高与精神的伟大。又结合课文插图，围
绕天鹅集体破冰的激动场面，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使得天鹅
们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扎根学生的心中。

三．补充空白，促进学生进入课文情景，强化自己的内心体
验，升华自己的情感。当同学们为天鹅们舍身破冰的故事感
动的时候，引导学生围绕斯潘杰为什么没向天鹅开枪，却把
枪挂在肩头，悄悄地离开了湖岸进行深入地思考，使学生的
思维空间，语言实践得到拓展，情感升华为爱护动物的行为。



天鹅说课稿篇五

一、教学目标：

1、在阅读的过程中独认识生字：啸噜胸脯颤咯吱陷窟窿。积
累本课词语7个以及描写风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的内容，联系上下文
理解天鹅啼叫含义，并读好描写天鹅动作的词句。

3、懂得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共度难关。

二、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天鹅啼叫含义，并读好描写天鹅动作的词句，体会天鹅
们的心情。

三、教学准备：

1、教师方面的准备：教学软件、录象资料。

2、学生方面的准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划出不理解的词
句。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1知道天鹅这种动物吗？学生交流。

出示图片：天鹅生活于湖泊与沼泽，通常是数十只至数百只
在一起成群活动。主要吃水里植物，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国家
保护动物。

2今天，我们将看见天鹅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我们一起学



习第15课。

读课题。

说明：天鹅是学生不常见的国家级保护动物，通过对天鹅的
介绍，让学生有初步的了解，更利于课文的学习。同时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产生探索欲望，为后文学习做铺垫。

（二）整体感知

1师：开火车朗读课文，每人一句，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
子。

学生朗读，教师检查预习情况，并即时正音。

学生自由阅读课文。教师巡视，指导。

出示句子：

（2）湖面上传来阵阵“克噜――克哩――克哩”的叫声，就
像那激动人心的劳动号子：“兄弟们哪，加油！齐心干哪，
加油！”

（3）所有的天鹅同时结束了工作，它们昂着头，挺着胸，在
水里游动着，捕食着鱼虾，不时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克
噜――克哩――克哩！”

指名朗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三次啼叫，在我们听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对天鹅来说，
却大不一样。要读好这些句子，我们就应该了解，天鹅是在
什么情况下发出这样的啼叫声，让我们再一次阅读课文，体
会这叫声中的含义。

说明：课文以天鹅的三次啼叫为线索，展开故事。引导让学



生抓住主线，从整体对课文进行感知。

（三）理解课文

1指名读课文第1、2节。

寒潮突然降临，北风呼啸，湖面又上冻了。这意味着天鹅将
失去食物，面临生存危机。“克噜――克哩！”天鹅们怎样
地啼叫着？（着急、悲伤）

指导朗读句子（1）。

2正在这，出现了这样一幅情景。

媒体播放：老天鹅破冰

出示课文第3、4节，指名朗读，边听边思：在你眼中，那是
一只怎样的老天鹅？

学生交流。

xiongpuxiankulong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板书：胸脯扑打（奋不顾身）冰层塌陷出
现冰窟窿指导朗读第3小节。

引读第4节。边读边思考，回答。

“别的天鹅似乎怔住了。“怔住”是什么意思；其他不明白
什么？

学生交流。

说话联系：湖面上到处都是“克噜――克哩――克哩”的啼
叫声，他们还会说些什么？



板书：投入。比较“投入”“加入”。

指导朗读句子。

出示：有几只天鹅来帮忙了，很快，整群天鹅，大约百来只，
都投入了破冰工作。它们干得那样齐心，那样欢快！湖面上
传来阵阵“克噜――克哩――克哩”的叫声，就像那激动人
心的劳动号子：“兄弟们哪，加油！齐心干哪，加油！”

齐读句子。

3一只老天鹅的奋不顾身，使冰层裂开了小窟窿，整群天鹅的
投入，使小小的冰窟窿变成了一片很大的水面。（板书）

引读第5节。

说明：本环节意在学生在朗读中理解、感悟，让孩子们反复
轻读揣摩：文中几次写到天鹅啼叫？为什么啼叫？各表达什
么意思？三次啼叫，第一次共忧患，第二次同抗争，第三次
齐分享，彰显了天鹅同甘共苦的品质。在理解感悟的基础上，
教师应注意关键语句的朗读指导。

（四）总结

当天鹅欢快地在水面上捕食时，我们也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
兴，“克噜――克哩――克哩！”那一声声啼叫似乎在向我
们诉说着什么。想一想，把它写下来。

练习：天鹅不时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克噜――克哩――克
哩！”好像在说：“。”

说课要点

1、说教材



《天鹅的故事》是上海市二期小学语文新教材三年级第一学
期第三单元中的一篇课文。课文讲述了一群天鹅齐心协力与
恶劣环境抗争的故事。课文以天鹅的啼叫声贯穿，描述了三
幅画面：一开始交代由于反常的天气变化使湖面再次上冻，
致使一群北归的天鹅陷入绝境；在危急关头，一只老天鹅奋
不顾身用自己的身体扑打冰面，众天鹅在它的感召下同心协
力砸破冰层；最后终于摆脱了危机，众天鹅共祝胜利。文章
赞扬了老天鹅奋不顾身、顽强坚韧的品质，也写出了众天鹅
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可贵精神。

2、说学情

刚跨入三年级的学生在阅读分析能力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但
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始终处于局部的范围，在整体阅读上稍有
欠缺，如何抓住课文的主线，深入阅读课文，是这一时期的'
薄弱环节，教师在课上要多加训练，引导学生把课文读完整，
联系前后文思考问题，提高阅读能力。

3、说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目标的确定力求知识、技能与能力，方法、过程与
策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个维度的有机结合的要求，
我制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详见教学设计）本单元的教学
目标是养成边读边思的好习惯，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着
重培养学生在阅读中进行思考，和带着问题进行思考。

4、说教法

巧设情境，就是教师运用语言描写或其它形象化手段，把某
种情形、某种状况、某种景象表现出来，使学生宛如身临其
境。在这样的条件下，请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要求思考问题。
由于学生已置身于某种情境之中，他们已经暂时变成了该情
境中的某个角色，此时思考问题就必须要与该情境的节奏相
吻合，不能任意拖延时间。如：在学习老天鹅用自己的身体



撞击冰面时，教师用语言把学生带入情景，要求学生想象自
己就是天鹅群中的一只，说说你眼中的老天鹅，学生展开合
理想象，这样，他们思考问题就会是主动的，积极的，因而
也是敏捷的。

5、说学法

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语文教学必须牢记叶圣陶先生
的名言“教是为了不需要教”。教学中要让学生掌握最基本
的语文学习方法，养成语文学习的自信心和良好习惯。让学
生学会根据别人的发言，来充实自己的想法，并且把句子说
完整。

6、说实施

在进行教学前，让学生认真阅读课文，即能对不理解的地方
提出问题，做好了预习工作，在课堂上才能有所得，在教学
开始时，教师抓住三次啼叫，让孩子们反复轻读揣摩：天鹅
为什么啼叫？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将《词句活动室》中的
想像题结合进来，让学生置身于情景之中，进行体会。教学
中，尤其关注老天鹅破冰部分和天鹅群=齐心协力共同破冰的
场面。引导学生理解体会描写老天鹅挺身而出、奋不顾身、
坚韧顽强的品质。和天鹅群纷纷效仿，齐心协力的可贵精神。
从情感入手，讲读结合，以读为主。抓住重要词句，通过高
质量的感情朗读，感受蕴含在课文字里行间的情感，激起共
鸣。

教学实录片段

出示课文第3、4节

师指名朗读。

师：指名朗读，边听边思：在你眼中，那是一只怎样的老天



鹅？

生：老天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同伴找事食物。

师：你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来？

生：腾空而起、扑打

教师在词下做记号。老天鹅是怎么样的飞上天空？

生：腾空而起。

师：是奋力高飞、多么的用力呀。他又是怎么扑打在冰面的

生：像石头似的重重地扑打

师：多疼啊。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词语。

生：撞击自己是很疼的。因为我从这里看出老天鹅很坚强，
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同伴找事食物。

师：用你的朗读表现出来。

学生朗读。

师：这些词语是有些联系的，正是有了腾空而起，重重的冰
面上，镜子一样的冰面变得颤动起来的。阅读时注意词语的
之间的联系。

教学案例

为了训练学生思维的广阔性，教师的启发式教学措施使学生
的思维对课文的覆盖面越大越好。因为为对课文的覆盖面越
大，即思考问题的范围越宽广。如果教师的启发，能促使学
生的思维覆盖全篇课文时，那么，这样的启发便是“全局性



启发”。在教学中，我紧紧抓住天鹅的三次啼叫，引导学生
挖掘着三次啼叫的不同含义，让学生感受，这篇文章不仅仅
是写老天鹅的壮烈，更主要的是写出了天鹅群的团结与齐心。
全局性启发不仅能够有效地训练学生思维的广阔性，而且有
利于提高教学效率，浓缩教学内容，用较少的教学时间，取
得较多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