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世界教案(大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植物世界教案篇一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植物的奇异之处体会植物世界的
神奇。2、学习本课描写植物的叙述方法，品味课文生动形象
的语言。

在本篇课文中，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中所介绍的
六种植物的奇异之处。

学习课文的写作方法，品味课文生动形象的语言。

多媒体课件、学习卡

（一）复习生字，巩固旧知

出示学习任务

2、复习生字，巩固旧知。

3、出示问题进行句式练习：回忆课文，课文主要介绍了六种
植物。

（二）自学，探究，掌握学习方法。

1、学习“哈哈树”，精读“哈哈树”探究本段阅读方法。

2、运用“读—勾———思——读”的方法，自学3———7自



然段，品味课文生动形象的'语言。

（三）反馈，总结，对照目标谈收获。

1、对照学习目标谈收获。

2、师总结：同学们，在自然界中有许许多多奇异的植物，随
着你们渐渐长大，看的书越来越多，就会认识和了解更多更
有趣的植物，老师愿你们都能插上智慧的翅膀，去探索植物
世界的奥秘。

（四）作业。

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写一写你喜欢的植物。

植物世界教案篇二

3、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理解课文内容，指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学习本文的学习方法理解有关词语句子

多媒体课件

一、揭示课题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15课

3、它到底奇异在什么地方？下面我们就跟随李叔叔一起走进
这奇异的植物世界

二、细读感悟（学习第2—7自然段）

1、默读课文，思考李叔叔向同学们介绍了哪几种植物？这些



植物奇异的地方是什么？

2、汇报交流板书六种植物（课件）

3、读第二自然段这段写哪种植物，它的奇异之处是什么

4、小结：作者在写给哈哈树时围绕着奇异，按先后顺序写下
来，这就是作者教给我们在今后写作时要运用的方法。

5、读第三自然段，这段写了什么植物？它奇异在什么地方？
怎么发现的，指导朗读

6、汇报交流评价补充并适时指导朗读（出示课件，显示六种
植物的图片，以加深学生对植物的'奇异的印象。

8、小结：不止是热爱，其实让我们还知道大自然中还有许多
的奥秘，需要我们去探索。

三、情感交流

1、继续搜集奇异植物资料，和同学交流

2、到野外或植物园游览参观，重点观察几种植物，看有什么
特点。

植物世界教案篇三

这星期，我和表弟一起去体育馆看了多肉植物展。

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鸡蛋美人”了。只见她的叶子肉嘟嘟
的，滚圆滚圆，还蒙上了一层白霜，摸上去软软的`，滑滑的，
上面还长着几粒美人“痣”呢！

当然，“卡洛塔”也不逊色。看那，它的叶片红绿相间，上



面是鲜嫩的绿色，下面是血一般的红色，越往内层颜色就越
浓，真是奇妙！每一片叶子都卯足劲往不同的方向伸展，像
一只只小手在向我们打招呼呢。我和表弟被深深地吸引了，
两人立即各买了一盆。

快看，这盆，它可真奇特：青翠欲滴的叶片上满是短短的，
细细的白色绒毛。叶子的顶端还长着四五根小刺。“它叫什
么呢？”我好奇地问管理员。管理员说：“这叫熊童子。”
哦，怪不得它的叶子那么像熊掌。

我们继续往前走。哎？这盆植物怎么这么奇怪？一根根又细
又长的茎蔓延到盆外，一颗颗豆子大小的“佛珠”串在细细
的茎上，像一条条绿色的项链盘踞在盆子中央。表弟歪着头
问：“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种子吗？”“也许是吧。”我
不确定地回答道。后来，我们查了资料才知道，原来它的名
字就叫“佛珠”，“珠子”只面根本没有种子，把叶杆插在
土里就会生根发芽了。

多肉植物的品种多着呢，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你想更
多地了解它们吗？那就赶紧也去养几盆吧，走进它们的世界，
你一定会收获无限的惊喜和快乐的。

植物世界教案篇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抓住植物的奇异之处体会植物世界的
神奇。2、学习本课描写植物的叙述方法，品味课文生动形象
的语言。

在本篇课文中，通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中所介绍的
六种植物的奇异之处。

学习课文的写作方法，品味课文生动形象的语言。



多媒体课件、学习卡

（一）复习生字，巩固旧知

出示学习任务

2、复习生字，巩固旧知。

3、出示问题进行句式练习：回忆课文，课文主要介绍了六种
植物。

（二）自学，探究，掌握学习方法。

1、学习“哈哈树”，精读“哈哈树”探究本段阅读方法。

2、运用“读—勾———思——读”的方法，自学3———7自
然段，品味课文生动形象的语言。

（三）反馈，总结，对照目标谈收获。

1、对照学习目标谈收获。

2、师总结：同学们，在自然界中有许许多多奇异的植物，随
着你们渐渐长大，看的书越来越多，就会认识和了解更多更
有趣的植物，老师愿你们都能插上智慧的.翅膀，去探索植物
世界的奥秘。

（四）作业。

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写一写你喜欢的植物。

植物世界教案篇五

这是一篇精读课文，写小星和同学们到植物园参观，农艺师
李叔叔向同学们介绍了几种奇异的植物的事。通过本课的学



习，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见识。

小组合作，自主探究，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1.认识“嚼、醉、蚌”等生字，会写“园、导”等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明白不同的植物奇异的地方各在哪
里。

1.识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这几种植物奇异的地方是什么。

课件、生字卡片。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情境导入，引出新课

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同学们知道的奇异的东西有哪些
呢？（学生自由说说）。今天，我们请农艺师李叔叔当向导，
去植物园参观一下，看看那里有什么有趣的、奇异的东西。

二、提出学习要求

1.自由组合学习小组。

2.初步认识本课生字。

3.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音，读通顺。

2.播放课文朗读录音，学生边听边从文中画出“会认字”
和“会写字”。

3.同桌互读课文，结合课文插图，想想课文主要介绍了哪几
种植物。

4.小组合作，自主识字。

5.教师检查生字词学习情况（卡片认读）。

6.指导写好生字。

（1）观察田字格上的范字，你认

教案《语文s版三年级语文下册》，

为哪些字比较难写？难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写好？

（2）学生写字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3）小组交流，互相评价。

四、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全文，找出你最喜欢的段落，多读
几遍。

2.参观完植物园后，能不能说说你的感想？

3.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小组合作
解疑。



五、课后交流，拓展延伸

课后搜集有关奇异的植物的图片、资料。

第二课时

一、小组合作，交流评价

把你搜集到的奇异的植物的图片、资料在小组内展示，互相
交流，选出最好的向全班展示。

二、自主学习，读中感悟

1.指名分段朗读课文，想想课文介绍了哪几种奇异的植物。

2.从文中找出这几种植物，理解“奇异”的意思。

3.小组学习，思考：这几种植物奇异的地方分别是什么？在
文中画出来。

（1）让学生在小组内自由练说，选出说得最好的学生向全班
同学介绍。

（2）师小结。

4.引导学生理解：同学们见到这些植物时是怎么想的，又是
怎样做的？体会这些植物的“奇异”。

5.学生再自由读课文，思考：同学们按照什么路线去参观的。

6.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句子在文中的作用。

7.课堂拓展。

课文是按同学们参观植物园时行走路线的顺序来写的。在习



作中，同学们应注意按一定的`顺序来描写事物。

三、指导朗读，积累词汇

1.过渡：同学们见到不同的植物时感受是不一样的，课文分
别用了什么词来描写的，请在文中找一找。

2.引导学生理解这些词的意思，并指导学生读出不同的语气。
如理解“奇怪”“惊叫”“好奇”等词的意思以及语气的变
化。

3.自由说说你喜欢哪些词语，并记住了哪些词语。

4.学生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总结全文，拓展练习

1.参观完奇异的植物园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在小组交流。

2.自然界还有很多奥秘等着我们去了解，去探索。还有些什
么呢？同学们可以课后找找课外读物，认真读一读，相信你
会有更多的收获。

3.你还知道哪些奇异的植物？说给大家听。

教案《语文s版三年级语文下册》，，语文s版三年级语文下
册-三年级语文教案

植物世界教案篇六

探索植物的奥秘

我家以前住在旧房子里的时候，并没有在意妈妈种植物这件
事。但自从搬入城内新房子之后，我发现经常种一些吊兰啊、
芦荟啊、滴水观音啊这些植物，就连小区里的很多人家也是



这样。我很是纳闷：种这些植物干嘛呢？有什么用呢？难道
是为了美观好看吗？我把这些问题推给了妈妈，妈妈说：这
些问题得你自己去找答案，动动脑筋，自己去探索。

听了妈妈的话后，我没有沮丧，反而觉得这样可以试试我的
动手能力，所以我试着做了一个实验。

首先，我跑到了清洁工阿姨燃烧废弃垃圾的地方，很用力的
闻了一下那里的空气，阿嚏！呸呸！实在是太呛人了，我一
连咳嗽了好几下才好受了些。

接着我又跑到一片小树林里去拼命的呼吸几大口新鲜空气，
呼！好舒服呀！这两个地方的空气截然不同，根本不需要高
科技仪器检测，就凭人的嗅觉就可以直接判断出来：有植物
的地方空气干净新鲜。通过这个实验我知道了：植物真的可
以净化空气。

做完这个实验，我想人能通过嗅觉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些，那
么动物呢？它们能像我们人类这样敏感吗？于是我做了第二
个实验。

我准备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鱼缸，一个放满普通的清水；另一
个也放满了这样的水，但多了些新鲜的'杂草；我又准备了两
条相同大小的鱼，分别放入这两个鱼缸内。实验正式开始了，
下面就是等待了，()我准备过两个星期再看有什么不同。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我把两个鱼缸放到桌子上，我仔细观
察发现：生活在普通清水里的鱼，一点精神气都没有，我用
小棒子拨了一下，它还是不愿游，看上去像是奄奄一息的样
子；生活在有新鲜杂草的水里的鱼，精神抖擞、生龙活虎的，
我一靠近鱼缸，它迅速的游动起来。原来动物和我们人类一
样，都喜欢干净、新鲜的空气。实验表明：植物对人类和动
物，都是同等重要的。



从这两个实验中，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植物在自然界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好好爱护它。

植物世界教案篇七

古时周敦颐曾说过：“莲，花之君子这也”。因为莲花出淤
泥而不染，古人喜欢把自己比作莲。莲除了有高洁的象征外，
它的种子还很长寿，古莲子的出土，证实了这个说法。以下
是百分网小编为您推荐的资料：

古莲子是科学家发现实最长寿的植物种子，能在沉睡千年后
再发芽，历时几百上千年也能保持其生命活力。古莲子的寿
命约在930-1250岁之间。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很多地方
都曾发现过沉睡千年的古莲子依然能够开花结果。

1918年初夏，孙中山先生把辽东半岛普兰店出土的四粒古莲
子带到日本，日本古生物学家大贺一郎用植物生理学方法推
算出，这些古莲子的寿命已在千年以上。经大贺苦心培育，
古莲子终于生根发芽，开出了美丽的花朵。五十年代初期，
大贺在日本千叶县检见川的泥炭层下，发掘出两千多年前的
古莲种子，经过他精心培育，种子也发芽生长，开花结
实。1923年，日本学者大贺一郎在我国辽宁新金县普兰店一
带进行地质调查时，就在当地泥炭层中采到古莲子。

开封杞县邢口镇一处工地挖出疑似宋朝时期的古莲子引起了
一阵热潮，知情人告诉记者，古莲子是在村委会对面的空地
的大土坑发现的，后来引来了很多民村来挖古莲子，古莲子
大小如花生米一般，外表光滑，呈现出黑褐色，据文化局副
局长表示，古莲子可能是来自于宋朝时期被埋入地下的，至
于具体时间还需要再进行测算。

2014年春天，山东济宁梁山县码头村在进行基建施工时，偶
然在土层中发现埋藏有古莲子。经过专家的技术鉴定，这批



古莲子约在公元1280年至1420年埋入泥炭层，约为元朝至明
朝初期，生成年代距今约六七百年。今年，合肥植物园辗转
得到了5颗古莲子，并于6月初播下一颗进行试培育。今天，
这颗古莲子终于开花。植物园技术人员称，该古莲子存
在“雄蕊瓣化”的现象，而且兼具白色系和粉色系莲花的特
征，目前性状仍不稳定。

首先，莲子具有一层坚实而致密的种皮，这是其能保存很长
时间的重要因素。我们常见的新鲜莲子，其种皮厚而柔韧。
它是由多层致密的'细胞构成的。随着莲子的干燥，这层种皮
逐渐脱水并木质化，最终形成一个坚硬、致密、不透水和空
气的保护层。这一保护层极为坚硬，除非长时间浸泡或机械
加工，否则难以破坏。这层坚硬的种皮让其中具有活力的胚
得到了严密的保护，能使其保存极长时间而不受损害。

        其次，莲子在干燥过程中，其含水量会下降到
约10%-12%。如此低的含水量抑制了胚的生理活动，使其处于
休眠状态，因此得以渡过漫长的时光。

第三，莲子内主要储存的营养物质是淀粉，而淀粉在干燥状
态下性质十分稳定，可以长期保存。相对而言，以蛋白质或
脂肪为储存物质的植物种子来说，由于其稳定性低于淀粉，
因此寿命就没有莲子长。尤其是脂肪，由于容易氧化而变质，
因此油料作物的种子的寿命更为短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