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精选9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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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一

教学要求：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会用“崇敬、稠密”造句。

学会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课时

揭示课题

简介宋庆龄生平。

解题。

故居 樟树

课文应该写什么?什么地方的樟树?

范读课文，感知课文

教师范读课文。



说说你对课文的那个部分的印象最深。

自读课文

轻声朗读课文。

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字音。

通读每个自然段。

在不理解的词句下面打上“?”。

检查自学情况。

抽读生字卡片。

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指导分段

自由读课文。

思考每个自然段都告诉我们什么。

由课题可知课文应该重点写樟树，看看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写
的是樟树。

给课文分段。

小结重点突破的分段方法。

作业 ：

分段朗读课文。



复习生字。第二课时

复习检查

抽读生词。

口头扩词。

劝()()() 拒()()()

繁()()() 稠()()()

细读课文

自由读§1～3。

思考讨论：这三个自然段分别告诉我们什么?

段与段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指导归纳段意。

第一段写了周总理，还写了宋庆龄，主要是写谁的事?什么
事?

指导朗读。

学习§4。

默读，找出最能概括樟树特点的一个词语。

讲解蓬蓬勃勃的意思。

再读课文，找出具体表现樟树蓬蓬勃勃的词语。



看图理解有关句子。

指名说说稠密的意思。

指导造句。

指导背诵课文第二段。

默读5。

用“ ”画出写别的树木的句子，用“ ”画出写樟树的句子。

指导朗读。

引导背诵。

指名朗读§6。

理解有关词语。

说说为什么人么总爱在宋庆龄故居的两课樟树前合影留念?

作业 ：

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板书设计 ：

2 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枝干粗壮

蓬蓬勃勃



四季常青

崇敬怀念

拒虫香气

高贵之处

永久保持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二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文中的生字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樟树的.特点，感受宋庆龄的人格魅
力

读准字词读通句子。

1、宋庆龄为什么不肯搬家？

2、指名读第四小节：你觉得本节中哪个词能概括樟树的特点？

指导朗读。

3、指名读第五小节：这一小节又告诉樟树有什么特点？

体会句子内涵：樟树本身却有一种香气。

4、通过对这两棵樟树的了解，宋庆龄在你心中是个怎样的人？

5、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宋庆龄舍不得离开他们，为什么人们爱
与他们留影纪念。

1、收集有关宋庆龄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她。



2、朗读课文，试着背诵四、五两小节。

蓬蓬勃勃

22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香气拒虫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十个生字，理解新词语的意思。

3、会用崇敬、稠密造句。

4、理解课文内容，懂得樟树的可贵之处，体会作者对宋庆龄
的崇敬和怀念。

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来理解樟树的可贵之处指导学生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

教具准备及辅助活动

卡片、挂图、录音、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二课时

主要板书计划

枝干粗壮

四季常青 蓬蓬勃勃

拒虫香气 崇敬怀念



永久保持 高贵之处

作业设计安排

课内抄写生字词三遍2组词;3造句;4填上合适的关联词语。

描红

第一课时

1、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2、学习生字词语。

3、能根据提供的断意给课文分段。

(一)揭题：出示宋庆龄图像，简介宋庆龄，理解故居的意思。

(二)出示樟树的图片，简介樟树。

(一)自读课文，要求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顺课
文。

(二)检查自读情况，帮助学生正音：a读生字新词，卡片出
示。b指名分自然段朗读，其余学生认真听好，听他们读得怎
样?c评价、纠正。

(三)默读课文，课文有几个自然段，它们分别讲了什么，说
说你从中读懂了什么?

(四)交流：板书：两棵樟树，外形、特点、高贵之处。

(五)根据这三个内容，给课文分段，了解课文内容。

(13)宋庆龄故居的庭院里有两棵樟树。



(45)樟树的外形，生长特点及它永久保持拒虫香气的高贵之
处。

(6)人们爱在樟树前留影纪念。

(六)师总结初步感知的课文内容。

1搬、榴、繁、瞻、衍笔画较多且容易写错，进行笔顺和间架
的具体指导，把字写正确，写匀称。

2樟、稠、拒左窄右宽。

3劝左右所占比例差不多。

4 描红(书上)

1、写字簿第二课生字词写完。

2、抄写词语。

3、读课文三遍。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懂得樟树的可贵之处，体会作者对宋庆龄
的崇敬和怀念。

2、指导用稠密、崇敬造句。

听写词语

1自由读课文，思考讨论：这三个自然段分别告诉我们什么?
段与段是怎样连起来的?

2指导归纳段意



第一段写了周总理，还写了宋庆龄，主要写的是谁的事?什么
事?(学生归纳段意抓住主要人物的主要事情。)

宋庆龄不肯搬家，是因为她舍不得两棵樟树。

3指导朗读。(读出喜爱和眷恋的语气这是两棵樟树中的樟树
要重读)。

a 课件出示课文插图一，引导观察樟树的样子。要求按顺序
仔细观察，抓住特点说一段话。

b 默读第4自然段，边读、边思考：这段从哪几个方面写樟树
的外形和生长特点的?并画出有关的词语。找出最能概括樟树
特点的一个词。理解：蓬蓬勃勃的意思形容非常繁荣旺盛。

c 再读课文画出具体表现樟树蓬蓬勃勃的词语。树叶：稠密，
绿得发亮，四季常青。看图理解有关句子。(板书：四季常
青)

d 指导用稠密造句

e 指导朗读，表现樟树特点的词语要读重音。

f 指导背诵要求学生先理解清叙述顺序，弄清与句之间的联系，
再练习背诵。

1 默读课文用画出写别的树木的句子，用画出写樟树的句子

2 学习第13句

a 指名读

b 理解繁衍寄生等词语。



c 说说别的树不好在什么地方。

3 学习第48句

a 自由读课文。

b 理解可贵、仍然、木质、高贵等词。

c 理解句子。

而樟树却不招虫，因为樟树本身有一种拒虫的香气。更可贵
的是，这种拒虫的香气能永久保持。说说这句话中哪个词能
表示樟树和别的树不一样。

a 再读第5自然段，说说樟树高贵在什么地方。

b 结合宋庆龄的`生平说说自已第5自然段的体会。

a 师引读课文

别的树怎样?而樟树怎样?

更可贵的是什么?

从哪儿看出它的香气能永久保持?

因为樟树香气能永久保持，所以说

b 男女生分层读课文。

c 练习背诵。

第4自然段写樟树的样子



第5自然段写樟树的高贵之处

把两句合为一句话就是第二段的段意。

指名用自已的话说说第二段的意思。

1 指名朗读课文

2 理解有关词语(崇敬、瞻仰)

3 人们为什么爱在宋庆龄故居前的两棵樟树前留影纪念。因
为樟树不仅长势蓬蓬勃勃，具有拒虫的香气，而且更为宋庆
龄也像樟树那样，一身正气，令敌人畏惧。人们为了表达对
宋庆龄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总爱在樟树下留影纪念。

1朗读课文

2背诵课文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四

首先要引导学生步入课文，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营造浓浓
的书香氛围，在充满书香的氛围中感悟语言文字，这是一种
享受。所谓“文未出口先有情”。朗读，不仅是感悟课文内
容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重要特征。重
视朗读，能充分激活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发个性张扬，享受
阅读教学的无限乐趣，从而使语文学习变得生气勃勃和灵性
跳动。通过教师范读——“你觉得老师哪里读得比较到位，
或者有什么建议？”，“披文以入情”让学生感受文章的优
美；各自默读——“做好批注、圈画。”，让学生收获自己
灵动的思考；指名读——“你有什么体会或想法？”，交流
自己读书的点滴收获；重点读——“你认为哪些句段值得我
们多读几篇？为什么？”，赏析重点，品读玩味……在这样
的氛围中相互吸引、相互碰撞、相互触发、学生就能争先表



现自己。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
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
迪，享受审美乐趣。”能从文本中读出自己的体验和感悟，
这是培养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能力的基础，也是进行阅
读反思、阅读批判的前提。因此，在浓烈的阅读氛围中，要
鼓励学生收获自己独特感悟的果香，让学生发表、交流，乃
至碰撞。促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充分发展。可以用这样的句式
启发学生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我知道了……，因
为……”；“我认为课文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
中我领会到了……”；“我感受到了……，你们是否有这样
相同的体会呢？”；“同学们，我觉得课文中……描写得非
常美，我想用朗读的方法来展示我的收获。”……通过这样
的训练，学生逐渐找到交流的支点，交流的方法、途径，让
学生收获文本的内涵、意蕴。在学生的独特感悟中，让学生
感受语言的神奇、内容的丰富、内蕴的绵长，从而收获爱的
抚慰、情的熏陶，促进学生阅读意识，能力与品质充分发展。
感悟一旦成为学生的快乐，那么，就一定能唤起学生对阅读
的深爱，阅读就会成为他们无限的乐趣和不断的追求。

一个教师应该是学生的引导者。引导者的含义是引导学生设
计恰当的学习活动，引导要含而不露，指而不明，开而不达，
引而不彰。这篇课文教师要主要通过引导，让学生感受樟树
的的外形特点、品质，在幽幽的树香里，感悟宋庆龄的高贵。
教师可预设这样的问题：1、你知道了宋庆龄奶奶不肯搬家的
原因了吗？2、你为什么把“蓬蓬勃勃”、“总是”读得这样
响亮，你能告诉老师，为什么吗？3、从樟树的可贵之处，你
想到了什么？4、从樟树身上所散发的香气中，你还闻到了什
么？5、课文最后一节中，人们“总爱在这两棵樟树前留个影，
作为永久的纪念。”知道为什么吗？“永久”体会到了什么？
引导可以表现为一种启迪，学生迷路时，教师不是告诉其方
向，而是引导他辨别方向；引导可以表现为一种激励，当学



生登山畏惧时，教师不是拖着学生走，而是激起他内在的精
神动力，鼓励他不断地向上攀登。

在阅读教学中，通过情境的创设、气氛的烘托、美丽的想象、
角色的扮演等，让学生进入文中，步入情境，可促使其与作
者、与教者、与文中人物产生心灵的共鸣，情感的共振，使
情感教育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理想境界。教学中
可以通过创设这样的场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1、对着第一
幅插图想象，我来到了宋庆龄奶奶的故居前，你最想做的事
情是什么？2、假如老师给你一次拍照的机会，你想怎样要求
老师选择最美的拍摄角度呢？并且告诉老师理由？3、人物访
谈——和宋庆龄奶奶交流，设计一段访谈录。（课后，可以
鼓励学生广泛摘录宋庆龄生平的有关事迹，让学生有了一定
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访谈，这样效果肯定更好）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五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文中的生字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樟树的'特点，感受宋庆龄的人格魅
力

读准字词读通句子。

1、宋庆龄为什么不肯搬家？

2、指名读第四小节：你觉得本节中哪个词能概括樟树的特点？

指导朗读。

3、指名读第五小节：这一小节又告诉樟树有什么特点？

体会句子内涵：樟树本身却有一种香气。



4、通过对这两棵樟树的了解，宋庆龄在你心中是个怎样的人？

5、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宋庆龄舍不得离开他们，为什么人们爱
与他们留影纪念。

1、收集有关宋庆龄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她。

2、朗读课文，试着背诵四、五两小节。

蓬蓬勃勃

22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香气拒虫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六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理解文中的生字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樟树的特点，感受宋庆龄的人格魅力

读准字词读通句子。

1、宋庆龄为什么不肯搬家？

2、指名读第四小节：你觉得本节中哪个词能概括樟树的特点？

指导朗读。

3、指名读第五小节：这一小节又告诉樟树有什么特点？

体会句子内涵：樟树本身却有一种香气。

4、通过对这两棵樟树的了解，宋庆龄在你心中是个怎样的人？



5、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宋庆龄舍不得离开他们，为什么人们爱
与他们留影纪念。

1、收集有关宋庆龄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她。

2、朗读课文，试着背诵四、五两小节。

蓬蓬勃勃

22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香气拒虫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七

学了《宋庆龄故居的樟树》我就产生了想亲眼看一看那两棵
樟树的愿望。借着去上海复诊的机会，爸爸带着我一起去瞻
仰宋庆龄故居。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故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用汉白玉
雕刻成的宋庆龄塑像，她手捧鲜花，极目远眺，真是栩栩如
生。看着她亲切慈祥的面容，我久久不愿离开。塑像后面是
文物馆，别看这文物馆小，可文物可真不少，有她的美国留
学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笔书信和
各国贵宾赠送的礼物等等。这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讲
述了宋庆龄光辉的一生。

穿才车库，我们来到她的别墅――一栋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
一楼客厅的墙上挂着徐悲鸿的《双马图》，地上铺着毛泽东
送的地毯，一组沙发排放在四周。二楼的卧室里挂着一张宋
庆龄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她是那么年轻，充满朝气，在
卧室的一侧放着一座古钟，古钟的指针永远的.停在20：18分，
这是宋庆龄离开我们的时间。



在一片草地上，我终于看到了一排樟树，它们枝繁叶茂，生
机勃勃，像两把绿色的巨伞撑在空中，我站在树下，感到清
新凉爽，又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瞻仰结束了，但我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宋奶奶：你就像那棵棵樟树为我们遮风挡雨，
用你的一身正气激励我们永远向前！

《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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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八

教学要求：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会用“崇敬、稠密”造句。

学会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第一课时

揭示课题

简介宋庆龄生平。

解题。

故居樟树

课文应该写什么?什么地方的樟树?

范读课文，感知课文

教师范读课文。

说说你对课文的那个部分的印象最深。

自读课文

轻声朗读课文。

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字音。

通读每个自然段。

在不理解的词句下面打上“?”。

检查自学情况。

抽读生字卡片。

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指导分段



自由读课文。

思考每个自然段都告诉我们什么。

由课题可知课文应该重点写樟树，看看课文哪几个自然段写
的是樟树。

给课文分段。

小结重点突破的.分段方法。

作业：

分段朗读课文。

复习生字。第二课时

复习检查

抽读生词。

口头扩词。

劝()()()拒()()()

繁()()()稠()()()

细读课文

自由读§1～3。

思考讨论：这三个自然段分别告诉我们什么?

段与段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指导归纳段意。

第一段写了周总理，还写了宋庆龄，主要是写谁的事?什么
事?

指导朗读。

学习§4。

默读，找出最能概括樟树特点的一个词语。

讲解蓬蓬勃勃的意思。

再读课文，找出具体表现樟树蓬蓬勃勃的词语。

看图理解有关句子。

指名说说稠密的意思。

指导造句。

指导背诵课文第二段。

默读5。

用“”画出写别的树木的句子，用“”画出写樟树的句子。

指导朗读。

引导背诵。

指名朗读§6。

理解有关词语。



说说为什么人么总爱在宋庆龄故居的两课樟树前合影留念?

作业：

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板书设计：

2宋庆龄故居的樟树

枝干粗壮

蓬蓬勃勃

四季常青

崇敬怀念

拒虫香气

高贵之处

永久保持

宋庆龄故居樟树教案篇九

佚名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十个生字，理解新词语的意思。



3、会用“崇敬、稠密”造句。

4、理解课文内容，懂得樟树的可贵之处，体会作者对宋庆龄
的崇敬和怀念。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来理解樟树的可贵之处指导学生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教具准备及辅助活动

卡片、挂图、录音、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二课时

主要板书.计划

枝干粗壮

四季常青蓬蓬勃勃

拒虫香气崇敬怀念

永久保持高贵之处

作业设计安排

课内抄写生字词三遍2组词；3造句；4填上合适的关联词语。

描红

课外读课文



背课文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2、学习生字词语。

3、能根据提供的断意给课文分段。

教学过程：

一、揭题导入新课

（一）揭题：出示宋庆龄图像，简介宋庆龄，理解“故居”
的意思。

（二）出示樟树的图片，简介樟树。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一）自读课文，要求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顺
课文。

（二）检查自读情况，帮助学生正音：a读生字新词，卡片出
示。b指名分自然段朗读，其余学生认真听好，听他们读得怎
样？c评价、纠正。

（三）默读课文，课文有几个自然段，它们分别讲了什么，
说说你从中读懂了什么？

（四）交流：板书：两棵樟树，外形、特点、高贵之处。



（五）根据这三个内容，给课文分段，了解课文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