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鹅的故事课文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鹅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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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和新词。

3、凭借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懂得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
获得财富。

重难点：

揭示文章主题，理解课题“金子”的含义。



课时划分：2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略）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悟出课题“金子”的含义。

课前准备：收集劳动致富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

1、听写词语。

2、回忆段落划分，并说说大意。

教师相机用小标题的形式板书：淘金无获；培养鲜花；实现
梦想。

二、精读感悟，领会题目的含义

1、指读第一段，彼得去挖金子时他的心情怎样？后来心情怎
样？

（彼得跟随淘金者一起去淘金，满怀希望，一心想发财，结果



“一无所获”，由“高兴到扫兴”。但彼得不甘心，买地淘
金，依然一无所获，满心的希望化成深深的失望。）

2、自读第二段，彼得本要离开，是什么使他留了下来？为什
么？

（1）、一场大雪使彼得留了下来。

（2）理解彼得所看到的情景。

（3）抓住“若有所悟”理解彼得的一番心理活动。

（彼得本来上想通过淘金来致富的，可这里没有金子，但肥
沃的土地也是一种财富，在上面种了花，不怕吃苦，同样可
以致富。正是这样的美好的前景，使彼得看到了希望，而留
了下来。）

（4）从“全部精力”和插图中彼得挥洒的汗水，可以看到彼
得会成功的。

3、齐读第三段，体会彼得的话。

（1）“不无骄傲”就是很骄傲，很自豪。“不无”起强调作
用。

（2）“真金”并不是真的金子，而是“财富”或是发财致富
的方法。

（3）“唯一”：只有一个，指这是最好的办法，别无他法。
也是彼得是众多淘金者中唯一留下的，唯一致富的人。

（4）彼得付出辛勤劳动后种出来的鲜花使他实现了致富的梦
想。可见，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财富。

三、小结板书，总结全文



1、可让学生结合板书复述课文。

2、着重理解“真金”的含义。

3、只要勤奋耕耘，任何土地都会奉献给你所渴望的“财富”。

板书设计

22金子

淘金无获、培育鲜花、实现梦想

金子就在地里

辛勤劳动

《天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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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三

仪征实小丁雪飞丁宏喜

一、导入

1、指名分段读课文，听读思考：课文主要讲了关于天鹅的什
么故事？

2、讨论：（一群天鹅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的带领下，用
自己的身体破冰的故事）。

二、精读

1、自学思考：天鹅破冰的'故事中，最能让你感动的是哪几
个小节，找出来，读一读。

2、学生自读思考。

3、交流，确定为5――8自然段。

第5自然段

（1）指名读

（2）讨论：这地方为什么让你感动？哪些词语最让你感动？

（相机板书：腾空而起重重地扑打）

讨论：为什么找出“腾空而起”。你觉得老天鹅怎样？（板
书：顽强）

（3）怎样才能读出老天鹅勇敢、顽强的奉献精神？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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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出示：这位顽强的“破冰勇士”沿着冰窟窿的边缘继续
扑打着，水面在慢慢地扩大。

讨论：这里的“破冰勇士”是指？为什么说它很顽强？

（3）齐读第5自然段和第6自然段的前四句。

（5）过渡：而这群天鹅正是这么想，这么做的，下面的故事
证实发这一点，指名读。

（6）观察插图，这是关于天鹅们集体破冰的场面。同桌合作，
一个看图听读，一个读，看看有没有读出天鹅集体破冰激动
人心的场面。

（7）指名读，其它同学看图想象当时热火朝天的场面。

（8）讨论：这群天鹅干得怎样？（板书：都投入齐心欢快）

这群天鹅怎样？（团结）

第7自然段

（1）在天鹅们齐心协力、奋不顾身地努力下，小小的冰窟窿
终于变成了一块很大的水面，天鹅们终于可以找到吃的，它
们――（导读）

（2）读到这“小小的冰窟窿终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水面。”
你想说什么？



（3）指导读

三、复述

1、课文5、6、7小节生动地再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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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就像我读了这篇课文迫切
地想介绍给同学们一样，你们也一定想告诉别人。下面我们
分小组练习复述。

第1小组第5小节；第2小组第6节（1~4句）第3小组第6小节
（5~6句）第4小组第7小节自行准备，可加上动作。

2、指名复述。

四、精读第8小节

1、同学们，我们读了这篇课文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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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感受一定更
深，找出来读读。

指名读，出示：

我当时离它们才三四十米，双手端着上了子弹的猎枪，可是，
我却把枪挂在了肩头，悄悄地离开了湖岸。

3、再读第8小节，提示“深情”。

4、欣赏全文。

板书：

天鹅的故事课文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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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精神，培养学生爱鸟护鸟的思想感情。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整体感知。

1、访俄期间，我去斯杰潘老人做客，天鹅的故事由老人家墙
上的.一枝猎枪引起。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配乐朗读课
文2-----8自然段。

2、你听了这个故事想说些什么吗？

二、讨论学法。

那么我们怎么来学这个故事呢？交流。

三、列小标题。

1、自由轻声读课文，小小组讨论每一段的小标题。学生交流
小标题，老师随机指导。

2、据小标题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

30年前的一个初春，贝加尔湖结冰了，天鹅无法捕食。老天
鹅腾空而起，用胸脯和翅膀扑打水面，其它天鹅齐心协力，
一起破冰，最后取得了胜利，感动了打猎的老人。



四、读课文，找感动的句子，写想法。

1、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但读来是那样的感人肺腑。请
同学们自由轻声读课文，找出课文中你深受感动的句子，在
一旁写一写自己的感想，然后小小组交流。

2、大组交流。

3、随机出现老天鹅破冰和群鹅破冰的句子。

4、多媒体演示天鹅破冰的过程。。

五、复述故事。

六、写标语。

1、鸟儿是可爱的、富有灵性的，斯杰潘老人用自己亲历的故
事告诉我们，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着我们。爱护动物，保护
自然环境，人人有责。请每一个同学在发下来的纸上写一句
具有号召性的标语来教育和影响周围的人。

2、交流标语。

七：作业。

1、把你写的标语念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听，让他们从中受到感
受。

附板书：

天鹅的故事课文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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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