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实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并从中感受草原景色的美丽和人民热情好
客，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大草原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句子中的意思

教学重难点：

1．通过语言文学展开想象，在脑海里再现课文所描写的生动
情景

2．体会重点句子意思

教具准备：

幻灯片、幻灯机、录音机、片

一、复习引入

（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板书课文的线索：草原美景－欢迎远
客－亲切相见－盛情款待－联欢话别；学生可从课文写了作
者老舍先生第一次随作家代表团去访问内蒙古草原看到的美
丽景色以及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的情景；感受到草原天
空明朗，空气清鲜，草地辽阔，有很多的牛羊，草原很大很



美很绿等）

师：现在让我们再次走进草原去感受草原美景吧。（课件播
放草原美景部分）

二、学习远迎客人

师：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蒙古族同胞对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是怎样迎接的，（板书：看
画面）请看画面。（出示课件迎客画面）下面大家自己读书
希望能做到边看边想边划出你感受或体会最深的句子，在书
旁写出你的感受。（板书：读课文划句子谈体会）

学生汇报（说说你的收获吧。懂得几十里外迎接、骑马带路
是蒙古人的特点，看出主人迎客的隆重热情，“飞”反映了
主人迎客心情急切。）

（从“来到几十里外欢迎客人，立刻扭拨转马头，欢呼着，
飞驰着在车左右与前面引路”等地方体会主人的热情礼重。
指导两个比喻句。幻灯出示：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
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用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
比喻河；2、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
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襟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
过来。用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比喻群马疾驰，襟飘带舞的
蒙古族同胞。小结：这些比喻的特点恰当生动，使被描写的
景物更加形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建议大家把它背熟并抄写
在笔记本上。）齐读。

三、自主合作学习后三部分内容

课文又是怎样写我们的亲切相见、主人热情款待及蒙汉同胞
联欢的呢？同学们，书要自己读，以下几部分内容让大家自
主学习。怎么学？让我们看看刚才是怎么学的呢？（总结学
法：看画面读课文画句子谈体会）



同学们可选你最感兴趣的部分内容学习，喜欢一个人静静看
的就自个儿学，喜欢跟同学共同研究的同学可几个人商量好
学习内容，自主组合一个小组。自己先看，有了一点心得以
后，就互相讨论，学完一部分内容弄懂后再去学习另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画面吧（播放课件）（在汇报介绍过程中随机出
示有关课文片段，以幻灯画笔指导，在学习热情款待部分可
让学生说说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师：说说你的学习收获吧（从主客见面时热烈欢腾的场面；
用富有草原特色的食物奶茶奶豆腐手抓羊肉奶酒等饮料食品
和待客佳肴招待我们，干部老翁这些有地位的人给我们敬酒，
鄂温克姑娘给我们唱歌，小伙子给我们表演赛马踤跤等，饭
后进行一系列的联欢活动可见主人的'热情好客豪爽）

播放《草原迎宾曲》－－－听了这首歌，你心里最想说的一
句话是什么？

幻灯出示指导理解：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

（蒙古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很深，怎么忍心马上分别，
大家站在蒙古包外，望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在夕阳下，相互
倾诉着惜别之情。这句话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深
厚情谊和依依惜别的感情。）

师总结：是啊，草原上的美丽风光让我们深深陶醉，草原人
民的热情好客更使我们深受感动，难以忘怀，这都是因为我
们蒙汉民族都是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的兄弟民族，我
们各民族都是互利互助团结友爱的民族。

四、课内外结合拓展延伸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



请到我们草原来,草原之花永盛开

大草原,乳飘香，人情美，客常在

草原大，草原美，草原的牛羊肥

五、总结再现草原美

同学们，虽然很多同学都没有真正到内蒙古美丽的草原，但
今天我们的心已经到过了，感受到了，让我们聆听一首草原
的赞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好吗?播放《美丽的草原我
的家》。

板书设计：

自然美

草原（蒙汉情深）

人情美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好
词佳句。

过程与方法目标：启发式、讨论式、自学式、以读代讲式。

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丑小鸭的故事，培养学生从小和善待
人、互相尊重和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思想行为，即：面对别人
的嘲笑不要灰心、不要自暴自弃；别人遇到不幸，不要嘲笑
的道理。



教学重点、难点：

1、图文结合，理解课文内容，教育学生从小和善待人，互相
尊重；同时要正确地认识自己。

2、从丑小鸭出生后的不幸遭遇，理解为什么丑小鸭会变成一
只美丽的白天鹅。

教具：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课前精彩两分钟：（讲成语故事）

二、复习回顾，导入新课。

1、上一节课，我们初读了丑小鸭这一感人的童话故事，通过
学习，我们学会了11个生字，并且知道了这是一个关于一只
（）变成（）的故事。

2、这节课，你还想知道些什么？（丑小鸭会遇到什么样的遭
遇？它的心情会怎样？它的'命运又将如何？）同学们提的问
题很有价值,我们将在这节课共同学习。

三、新授。

师：通过昨天的学习，你们觉得丑小鸭真的丑吗？（丑、引
读：他的毛嘴巴身子美：引读：竟是的羽毛，脖子，张开的
翅膀。）你从哪些词语、句子看出来的，哦?资料提供者：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一、教学要求:

1.学会本课8个生字中的观、际、沿,及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
语。理解坐井观天、井沿、大话、无边无际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坐井观天的比喻义,使学生懂得目光狭
小,见识少,就会把事情弄错的道理。

3.角色朗读，以读促悟。

4.想象说话，续编故事。

二、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读懂课文,理解内容。

2.难点:理解寓意。

三、教具准备：课件、头饰

四、教学课时：2课时

六、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略)

1.初读课文;2.识写生字。

第二课时

一、谈话引题,提出要求。

《坐井观天》是一篇有趣的寓言故事，学懂课文就要求做到：
会读故事、会讲故事、明白道理。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坐井观天》。齐读课题。

二、认读词语，说说意思。

理解：坐井观天、井沿、无边无际、大话(分别结合图直观理
解、说话理解和结合生活理解)

三、默读课文：

(一)想一想：

1.故事讲了谁和谁?

2.他们在争论一件什么事情?(教师随机板书)

3.你们是从课文的哪里知道的'?(对话)

(二)找一找，说一说：

青蛙和小鸟之间有哪些对话?分别用和﹏标出来。

四、分角色读一读。

1.小组读。

2.指名表演读。

五、思考、交流：(教师相机板书)

1.青蛙和小鸟它们认为天有多大?

2.它们为什么这样认为?

3.你认为它们谁说得对?为什么?



4.你觉得天有多大呢?

(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学会全面看问题。联系已学古诗
加深对寓意的理解)

5.总结寓意：(略)

六、想象说话、续编故事：

青蛙听了小鸟的话，不愿再做井底之蛙了，于是央求小鸟带
它出去看一看。

1.它们来到(天空、田野、草原、大海)看到了(植物、小动
物)

2.青蛙想什么?青蛙说什么?小鸟又怎么说?

(小组讨论交流、全班交流。)

七、课外作业：

把你讲述的青蛙出井后发生的故事写下来。

板书设计：

20.坐井观天

青蛙井口那么大目光狭小见识少

天有多大?

小鸟无边无际目光远大见识多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坐井观天”的含义和喻意，看问题要
全面，不做“井底之蛙”。

2.学会本课7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理解“坐井观
天，无边无际”的意思。

3.渗透学法“四读法”。

4.分角色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坐井观天”的含义和喻意。

教学难点

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准备

1.挂图一张。

2.小鸟，青蛙图各一张。

教学过程

第一节

一、导入



老师给你们画一幅图，请看是什么？

板书：

今天学习的课文叫坐井观天。

板书8坐观天

观是什么意思？（看的意思。）

坐井观天什么意思？（坐在井里看天。）

挂板先读解题目

谁坐在井里看天，它看见天是什么样的。我们学完了课文就
知道了。

二、理解课文内容

展书学生自由读课文。

要求读，注意读准字音。

看，课文有几个自然段。

提问

这篇课文有几小段？（七小段）

请七位学生读书（每人一小段）

这篇课文说的是一件什么事？（小鸟和青蛙争论天有多大的
事）

板书：



小鸟

青蛙

挂板初读知大意

谁坐在井里看天，为什么会发生争论呢？

读第一小段

青蛙和小鸟各在什么地方？

板书井沿什么叫井沿？（井边）

井里

挂图：让学生贴青蛙和小鸟的位置。

青蛙怎样在井里看天呢？（坐着）

小鸟呢？（落在井沿上）

板书落

坐

青蛙坐在井里张着嘴正在和小鸟说话。

它们怎么说的？

一问一答叫什么？（对话）

青蛙和小鸟对了几次话？

读第二-七小段。



青蛙和小鸟对了几次话？（三次）

请三位同学读书（每人读一次对话）

第一次对话在哪小段？

读第二、三小段

青蛙知道小鸟从哪来吗？（不知道）

小鸟从天上来为什么落在井沿上？

（因为小鸟飞了一百多里路，口渴了，要喝水，所以落在井
沿上。）

说明什么？（小鸟飞了一百多里，天很大。）

请两位同学读第一次对话。（注意语气）

挂板细读有语气

这时候，青蛙和小鸟开始争论了。争论什么呢？

读第四、五小段

青蛙和小鸟为了一件什么事争论起来。

板书天有多大？

青蛙认为天有多大？

板书井口大

读青蛙的话



“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

换一种说法，可以怎么说？

（天就跟井口那么大，不用飞那么远。）

青蛙认为小鸟说的话是什么？（大话）

什么叫大话？（吹牛）

青蛙认为小鸟说的那句话是大话？

（飞了一百多里路）

青蛙说话时怎么样？（很自信）

小鸟听了青蛙的话，怎么说的？

小鸟认为青蛙把什么弄错了？（把天的大小弄错了。）

小鸟认为天有多大？

板书无边无际

际是什么意思？（边的意思。）

无边无际什么意思？（大的看不到边。）

小结

青蛙为什么把天看成井口那么大？

（青蛙天天坐在井里。）

天天什么意思？



（每天都在井里，从来没跳出来过。）

试验当一次小青蛙，把书卷成一个圆筒，举起来看天有多大？
（天只有圆筒口那么大。）

为什么你看到的天，只有这么大呀？

（筒壁挡住了你的视线。）

通过这个试验你知道小青蛙为什么说天有井口那么大吗？

（因为井壁挡住了青蛙的视线，它只能看见井口大的一块天，
所以它说天有井口大。）

讨论小青蛙和小鸟谁说得对？（小鸟对。）

为什么小鸟说得对？

青蛙为什么错？

青蛙知道自己错了吗？（不知道）

从第六小段哪句话说，青蛙不知道自己错了？

小鸟说青蛙是你错了，说明什么？

（小鸟知道青蛙说错了。）

小鸟为什么让青蛙跳出井口看一看？

（小鸟不仅告诉青蛙错了，还告诉它怎么改。）

如果有一天青蛙跳出井口，会看见什么？

（天确实无边无际，大得很。）



读第三次对话。

青蛙和小鸟说话时怎么说的？（笑着）

青蛙为什么笑？（认为自己说对了。）

小鸟也笑了，为什么笑呢？

（笑青蛙自己错了，还不知道。）

（笑青蛙把天的大小都弄错了。）

分角色读全文。

读了这篇课文你想到什么？挂板精读明道理

小结：

坐井观天是个成语，现在人们把它比喻看问题、目光狭窄的
人。称那些见事不多，却自以为是的人为“井底之蛙”。

板书设计

第二节

一、读生字卡片

井沿百里无边无际

回答抬头坐井观天

二、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自学生字。

井数笔画



抬形声字

百加零件

三、找出易错难写的字。

观左右结构。记法：见加一个“又字旁”。

组词：观天观：看的意思。

沿左右结构。记法：“船”的舟字旁换成“三点水旁”

组词：井沿沿：边的意思。

答上下结构。记法：“合”加一个“竹字头”。

组词：回答。

际左右结构。记法：“示”加一个“左耳刀旁”。

组词：无边无际际：边的意思。

四、理解课文中的词语

观，就是（）的意思。

坐井观天，就是（）。

际，就是（）的意思。

无边无际，就是（）。

[坐井观天(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教学内容：

学习整篇课文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对话，能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青蛙自信、傲
慢的语气。

2自主发现字词规律、识字方法和积累词语的方法，能在初步
理解寓意基础上发挥各自不同的想象续编故事。

教学过程：

一设置悬念、感知课文

1出示“我会想”图标，讨论“天有多大？”。（生自由想象
天有多大，并大胆交流发表自己的意见。）

2引入课题：“天只有井口那么大，不信你就听听下面的故事
吧！”（听音乐范读课文，初步整体感知课文）

二初读课文——识字

1出示“我会读”图标，交待读课文的要求。（生给新词作上
记号。）出示带生字的句子，让学生有选择的读通，再听听
伙伴是怎么读的。

2生板书简笔画“水井”。

3出示生字，让学生在小组内认读，注意看清字形，读准字音，
并读给学习伙伴听。（生说出自己喜欢的`识字方法，在全班



交流。）（出示生字卡，请两位学生上台玩游戏—猜猜我叫
啥？检查全班学生识字情况。）

4出示“我会写”图标，指导写字。

三再读课文——读通

1要求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通、读熟。

2播放音乐，指导学生配乐朗读。

四细读课文——感悟

1学习青蛙和小鸟的三次对话。（学生悟出青蛙和小鸟的位置
板书贴画。）

2学生互相朗读和交流读后的感受

3选择读得好的同学在全班展示。（感悟积累词语：“无边无
际，因为……所以……”。）

4小组合作：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表演朗读。

5课件出示，指导学生依据图像配音。（生准备配音）

五续编对话——拓展

1挖掘本故事的寓意：要做见多识广的小鸟，不做思想狭隘的
青蛙。

2与学生一起想象续编第四次对话：假如青蛙跳出井口后，他
会怎样对小鸟说？说出你对小鸟和青蛙的不同看法。（小组
续编对话，全班交流）

六实践活动



上网查阅：看看天究竟有多大？或把这个故事和续编的部分
讲给爸爸、妈妈听。

教学设想：

一、创设情境，调动情感。只有调动学生情感的参与，语文
教学才能达到高层次和理想化的境界。学习课文前，我先通
过讨论激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对学习本课的兴趣。在教学
过程中，再把多媒体引进课堂，让学生根据课件中的动画进
行配音，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感官，拨动了学生的心弦，引
起了感情的共鸣。学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作课文中的青蛙
和小鸟。

二、以读为本，自读自悟。《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
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
践”。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合作者、促进者的角色出
现，不断地调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采用自由读、个别
读、配乐读、表演读等多种形式，将每一个学生带入课文所
表述的情境中。在展示和交流中读书，在语言环境中识字。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六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的生字词。

2、通过学习，理解“坐井观天”的寓意。

3、帮助学生理解青蛙对天有多大的看法之所以错误的原因。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课文第4--7自然段青蛙和小鸟的对话。启发学生理解青蛙对
天有多大的看法之所以错误的原因。

教学难点：

理解“坐井观天”的寓意。

课前准备：

井图一副。青蛙和小鸟的图象各一副，头饰各一个。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坐井观天。

2、齐读课题思考:通过读课题你知道了什么?

3、师:那么天到底有多大呢?（生回答）

那你们想知道这两个小动物(青蛙和小鸟)有什么看法吗?

二、范读课文。

1、师:请听老师读课文,要求：边听边看清课文有几个自然段
并做上记号.（生汇报有几个自然段）

2、听完课文，你知道了青蛙和小鸟为什么事在争论？引导学
生说出青蛙和小鸟争论“天有多大？”(板书天有多大?)



师：你们愿意帮助青蛙和小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让我们赶
紧走进课文吧。

三、初读课文。

1、请同学们先自学课文，遇到不认识的生字词借助拼音多读
几遍。

2、开火车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其他同学认真听看有没
有读错?(教师随机纠正读音)

3、全体齐读，要求读得流利。(很多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都
想读一读对吗?,那就我们大家一起读,会读的就大点声音,不
太熟练的就小点声音.)

四、教学生字词

1、请小老师教读生字。

师:刚刚同学们读书的声音很响亮,可是有些字音还不是很准
确,谁能来当小老师再教一教大家?(准备小黑板一面是生字,
一面是词语)

2、认读词语，解释词语意思。

小老师教得很认真，同学们学得也很认真，老师发现你们进
步多了。谁来接受老师的检查？（出示写有生字词的小黑板）

信-相信抬-抬头蛙-青蛙答-回答错-说错了

还-还有沿-井沿，你知道井沿是那里吗？到黑板上指出来。
（井沿就是井口边）际-无边无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
可以说是无边无际？（大海、沙漠、天空等）

3、四人小组谈论交流识字方法。并选一名代表向全班同学汇



报。

师：同学们识字这么快，能不能把你们的好方法和老师一起
分享呢？

五、再读课文。学习第一自然段。

1、师：你们生字已经认识了，相信课文会读得更好了。谁愿
意再来把课文读一遍？其他同学也有要求，（要求：找一找
青蛙和小鸟一共说了几次话？或者进行了几次对话？）

生汇报，2、3是第一次对话，4、5是第二次对话，6、7是第
三次对话。

2、师：找得非常准确，那我们就先来学习课文第那一段？请
女同学把第一自然段读一遍。

3、谁来帮助青蛙和小鸟找到自己的位置？指名上台贴图。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齐读课题，谁来说说课题的意思？

师：对，青蛙坐在井底，小鸟飞来落在井沿上，于是两个人
为了一个“天有多大”的问题争论了起来。这节课就让我们
来再次走进课文，了解它们的对话，来帮助青蛙和小鸟解决
问题。

二、学习2、3自然段。

师：我们来看到2、3自然段。

（1）引读：青蛙先问了什么？小鸟是怎样回答的？



（指导朗读）

（3）学生齐读第二、三自然段。

4、学习第四、五自然段。

师：我们来看4、5自然段。请同桌之间分角色读第二次对话
思考这些问题：

（1）青蛙对小鸟说：“别说大话了”，这里的“大话”指什
么？（指小鸟说“飞了一百多里”，青蛙不相信）

（2）青蛙认为天有多大？它为什么这样认为？（青蛙认为天
不过井口那么大）

（3）小鸟同意青蛙的看法吗？为什么？理解：无边无际。

（4）解决问题。

(5）男女同学分角色读4、5自然段。

(6)提问：总结：青蛙和小鸟为什么争论起来了？

5、学习6、7自然段。

师：请同学们自由度第三次对话，想一想：

（1）青蛙认为小鸟是对的吗？为什么？

（2）小鸟又是怎样耐心的和青蛙讲道理的？

（指导感情朗读）

（3）读课文，引导学生领会青蛙和小鸟在这里各自的“笑”
的含义。



生1、青蛙笑小鸟错了，自己是对的。

生2、小鸟笑青蛙过于自信，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

生3、青蛙觉得自己天天坐在井里看天，最了解天的大小，不
会弄错的，小鸟居然和他争论，实在可笑。

生4、小鸟笑青蛙确实弄错了，还自以为是。师：说得太棒了。

生5、我觉得“天天”“不会”要重读，这样就读出了青蛙很
傲慢的语气。

生6、我觉得“不信，你跳出井口看一看吧。”要读得很有耐
心

师：你真是一只聪明可爱的小鸟。

三、拓展：青蛙如果跳出井口会可看到什么？会说些什么？

师总结：是啊，所以我们看问题、认事物要全面，可不要像
青蛙那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不接受别人的劝告。

四、读了这个故事你想对青蛙说什么？

五、指导书写。

（1）（小游戏：帮助青蛙跳出井口）认识我会写的生字。

师：那我们就来帮助青蛙跳出井口。请你们认读这些词语，
读对了，青蛙就会跳一跳。

（3）同学们刚刚说的很好，那就请你自己在书上练习写一写。

生自由联系，师下位置指导。



[坐井观天(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猫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七

课时目标：

1、理解“坐井观天”的含义。

2、辩证地认识“井底之蛙”。

3、懂得对有缺点的人，应当给予帮助。

教学过程：

一、引出青蛙

1、同学们，昨天王老师已经带着我们痛痛快快地读过了这篇
课文，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课文。谁来读读课题：坐井观
天。

2、什么叫“坐井观天”，你知道吗？

这一口井里有水吗？（这是一口枯井，只有下雨时才有那么
一点儿水。）

3、“坐井观天”是一个成语，这一个故事在我国流传了千百
年，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我相信咱们班许多同学早就知道
了这个故事。当人们一看到“坐井观天”这四个字时，就会
想到另一个成语——井底之蛙，就会想到这一个故事的主人
公——青蛙。（板书：青蛙）今天这节课咱们就来认识这一
只坐在井底的青蛙。

二、认识青蛙



1、请大家自由地大声地朗读这篇课文，想站起来读的同学自
己站起来。

2、下面俞老师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喜欢这一只青蛙的同学
请举手，不喜欢这一只青蛙的同学请举手。

喜欢这只青蛙的同学读青蛙说的话，不喜欢这只青蛙的同学
读小鸟说的话，俞老师读作者的话。

3、你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青蛙？（板书：这是一只的青蛙）

4、交流，引导学生联系课文谈自己的见解。并将自己
的`“理解”写在黑板上，学生不会写的教师写。（如：自以
为是、骄傲、没头没脑、没有知识、眼界不开阔、不听话等）

5、在同学们（大多数同学）看来，这是一只不受大家喜欢的
青蛙，不受大家欢迎的青蛙，因为他……（根据板书），咱
们就带着这样的感情再来读读这篇课文。

哪些同学愿意读小鸟说的话？请站起来（估计比较多）。俞
老师读青蛙说的话，坐着的同学读作者的话。

三、理解“坐井观天”

1、同学们，千百年来，直到今天，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只眼
界狭小，见识短浅的青蛙，所以人们常常用“坐井观天”这
个成语来形容那些眼界狭小，见识短浅的人。

2、俞老师这儿就有几个例子（出示）：

（1）小明这次到北京转了一圈，可开眼界啦！以前整天呆在
村里，坐井观天，没想到外面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2）有些人坐井观天，自我感觉特别好，却不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3）我们很多同学坐井观天，很少读课外书，不懂的东西太
多了。

（4）原以为我们的设计、规划够先进了，可去外地一看一比，
才知道我们是坐井观天，比起人家就差远了！

这四个例子中的“坐井观天”是说这些人坐在井底看天吗？

3、所以，咱们每一个同学从?

青蛙被你们救上来以后，他惊呆了，他会说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