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庐山的云雾教案第二课时(汇总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庐山的云雾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1）认识课文后的12个生字及8个二类字，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部分词语，学习“秀”，“幻”“增”，“添”这四个生
字。

（2）正确较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的基本内容，激
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3）认识总分段结构，感情朗读第1小节，背诵第1小节。

教学重点与难点：

感情朗读第一小节，背诵第一小节，学会课文后的生字词，
理解部分的词语。

体会遗词造句的优美，体会庐山云雾的奇幻，神秘。

教学准备：录相、录音、词卡

教学过程 ：

一、揭题

你们听说过庐山吗？它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地处江西九



江市，有避暑山庄之美称，说起庐山，不由得使我想起唐代
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望庐山瀑布》（师背）知道它赞美什么？
其实，庐山最有特色的是它的云雾，庐山的去雾有什么特点
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七课，板书：庐山的去雾（读题）

二、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感受庐山的风景、激情

[播放录相] [导语 ]你们看，这就是庐山！[放课文录音]学
生边看过听。

结束提问：庐山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学生自由发言]

三、预习课文

要求：（1）读准课文后生字字音以及由生了组成的词语。

（2）把课文读正确，通顺。

四、检查预习情况：

（1）检查生字词情况

a、通过预习，你学到了哪些新的字词？（生答师出示）

b、你利用什么方法，理解了哪些词语？

（2）检查朗读情况

四小节由四个同学朗读。要求：其余同学认真听，注意有没
有添字、漏字、读破句，并作记号。

（3）学生齐读课文：思考：读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4）读后提问，并相应板书：景色秀丽千姿百态瞬息万变



五、学习课文第一小节

过渡语：庐山的景色是这样的美丽，我们如何把看到的描写
出来呢？我们试说第一处风景。

出示风景一（1）你看到了什么？

（3）默读课文第一小节，学习课文是如何描述的

要求：划出文章的中心句，想想第一句与后几句是什么关系？

检查默读情况：

a、这一小节是围绕哪一句话写的？是什么关系？

b、课文中哪些词儿你不理解？（生提出问题，集体解答）

c、图文对照，哪几句话描写了图上的景物，找出来，读读，
你们喜欢这风景吗？请一同学试读出喜欢的语气。

d、指导朗读。（方法：生读，生评，不当处师范读，听录音
读。培养语感）

庐山内“山谷、高峰、瀑布、溪流、云雾”构成了一幅美丽
的图画。（师范读，让生感受语气的变化）

e、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么多的雾，我们在山上漫步会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找出描写自己游玩时感觉的句子读读。

师引读，庐山的云雾那么多，在山上游……

提问：你真的能摸到云雾吗？从哪个词儿中可以看出？

从哪个词儿中可以看出雾多？



师引背：漫步山道……

d、句式比较：漫步山道，感觉真是舒服极了。

漫步山道，常常会有一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觉。

提问：哪句句式好？为什么？

描写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e、播放腾云驾雾片断。体会飘飘欲仙的感觉。

f、实时指导朗读，读出飘飘欲仙之感。方法：看录相、听录
音、找感觉，学一学。

g、试背：方法：引读、引背、试背相结合。

h、请一同学用优美动听的语言把我们今天学的内容介绍给在
座的每一个同学听听。

五、复习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了第七课庐山的云雾，了解到庐山景色秀丽、
云雾千姿百态、瞬息万变。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还学到了
几个新的词语。（出示词语朗读）

六、作业 ：

1、描红

2、田格出示：秀、增、幻、添，四字观察其在田格中的间架
结构。并抄写。



庐山的云雾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庐山的云雾》是一篇文字优美的 文章，我在教学时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

一.抓住想象的点，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二.朗读感悟，体会文章语言的美。

三.审美表达，丰富学生的语感。

瞬息万变的庐山云雾，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想象，还特别适合
审美教育。我用光盘呈现多幅庐山云雾的照片并播放背景音
乐，学生无拘无束、有滋有味地观看和想象，体验美感。看
后我鼓励学生自由发言，让他们用这样的句式来说：“美啊，
庐山云雾，我好想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学生的感受是十分丰富的，有的学生说：“美啊，庐山云雾，
我好想马上来到这里，感受你的瞬息万变。” 有的学生
说：“美啊，庐山云雾，我好想亲自站在大天池畔，伴着夕
阳，欣赏绚丽多彩的云海。”有的学生说：“美啊，庐山云
雾，我好想拿起手中的画笔，画下你壮观美丽的身影。”

【感谢您浏览第一范文！您可以搜索课题关键字查找更多资
料！】

庐山的云雾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课时目标：

1、学会本课15个生字，理解生字组成的词语。

2、初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3、学习第一自然段，初步感受庐山云雾的美。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二、检查预习情况：

1、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2、读生字，记生字。

3、读词语

三、学习第一自然段。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凭借具体的语言文字，感受庐山云雾的奇幻美丽，激发学
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

3、初步认识总分的构段方式，学习第2、3自然段的写法。

教学重点：凭借具体的语言文字，感受庐山云雾的特点，激
发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初步认识总分的构段方式，学习第2、3自然地的
写法。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2、 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此时你正漫步在山道上，眼前
飘过的是云雾，脚下踩着的是云雾，伸手摸摸，身边流淌着
的还是——云雾。

3、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进庐山，一起来欣赏这庐山的云雾。
【简笔画：庐山】

二、精读感悟，积累语言，学习写法。

（一）学习第二自然段，感受云雾的千姿百态。

2、你最喜欢哪种姿态的云雾呢？请你默读课文，用波浪线把
它画出来。再想想你为什么喜欢。

3、生汇报、上台画云雾。

（你喜欢哪种姿态的云雾呢？你能上台画一画这种云雾吗？

其他同学根据课文想一想，他们画得对不对。）

4、师指导朗读

（1）笼罩在山头的云雾

抓词品味：笼罩 白色绒帽

（2）缠绕在半山的云雾

抓词品味：缠绕 系在 一条条玉带

（3）弥漫山谷的云雾

抓词：弥漫 茫茫的大海

（4）云雾遮挡山峰



抓词：遮挡 巨大的天幕

5、云雾仅仅只有这四种姿态吗？（不）从哪看出来的？（省
略号）

有说不完的姿态，怪不得作者说庐山的云雾——千姿百态

6、找到有这个词语的句子了吗？在哪里？

7、齐读第二自然段。

（二）学习第三自然段，感悟云雾的瞬息万变

1、课文中还有一个自然段也是用这种先总后分的方式来写的？
（第三段）

3、理解“瞬息万变”：很短的时间，云雾变化既快又多。
【板书：快 多】

5、生评议 指导朗读

找出写出云雾变化快的词语：刚刚、转眼间、明明、还没等、
又变成

6、神奇的云雾变化不仅快，而且姿态多。课文中写了哪几种
姿态？

（一缕轻烟、九天银河、白马、冰山……）

指导朗读，重点理解

（1）“一缕轻烟” 【图片展示】

（2）“一泻千里” 【图片展示】



引诵古诗：

《望庐山瀑布》李白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激发想象：这瞬息万变的云雾还会变成什么呢？

引说：

8、在我们一眨眼、一喘息的时间里，就有了这么多的变化，
怪不得大诗人苏轼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课件出示《题西林壁》】

三、小结全文，回味云雾之美。

【课件出示：云遮雾罩的庐山，真令人流连忘返。】指导朗
读

【板书：流连忘返】

2、欣赏庐山云雾风光 【播放视频】

“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冬如玉”，庐山的云雾构成一
幅神奇的天然山水画，让我们好好地欣赏它的美。

板书设计：

庐山的云雾

千姿百态     （云雾简笔画）      瞬息万变

快    多

流连忘返



第三课时

一、掌握第2、3自然段的写作方法，练习写《我的家乡——
桂林》。

二、完成该课练习

庐山的云雾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溧阳市埭头中心小学  陈慧

一、复习导入：

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庐山的云雾》，给你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想细细地品味一下庐山云雾的美吗？今天让我们再次
走进庐山。

二、精读第一自然段

多媒体出示庐山风景图。

师：这就是景色秀丽的庐山。请大家打开课本，自由读读课
文第一自然段。

师：庐山都有哪些景色呢？作者最喜欢其中的什么？

生：庐山有高峰、有幽谷，有瀑布，有溪流，有云雾。作者
最喜欢的是庐山的云雾。

师：你是从哪个词语读出来的。

生：我是从“更”这个词语读出来的。

师：怎样读才能把作者特别喜欢庐山的云雾这种感觉读出来
的呢？自己读一读，体会一下。（学生自己练读）



师：谁愿意读一读？（一生读）

师：他读得好不好？（好）

师：谁愿意再练一练？（再请一位学生读）

师：一听就觉得庐山的云雾很神秘，他强调的是后面的那变
幻无常的云雾，更给它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他的语气读
得很重，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

一齐读一读，体会一下。（学生齐读）

师：如果我请你们到庐山浏览，你愿意吗？（愿意）

启发想象：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山上浏览、漫步，
眼前飘浮的是云雾，迎面拂过的是云雾，身边流动的是云雾，
脚下踩着的还是云雾。此时此刻你仿佛升上了云端，架起了
云雾，在天空中行走，你仿佛到了哪儿？（进入了仙境，你
仿佛变成谁了？（仙人）

引读：难怪作者说，在山上浏览，＿＿。漫步山道，＿＿＿。

师：加上你的想象读这两句话，就会读得更美。（学生齐读
二、三句）

交流：

生：庐山的云雾千姿百态。师板书：千姿百态

生：庐山的云雾瞬息万变。师板书：瞬息万变　

三、精读第二自然段：

师：什么叫“千姿百态”？（姿态很多）庐山的云雾有哪些
姿态呢？



生读：“山头、山腰、山谷、山峰。”

师：这两句话就是解释“千姿百态”。第一句就是这一段的
中心句。这段话就是总分结构段落。

师：请大家再读二三句，一边读一边想象着脑子里出现了什
么样的画面。

学生边读边想象，教师板画山峰。

师：你们的脑海出现没出现画面？

师问：你的脑海里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生答。

师：请四个同学上台在山峰上画出你想象出的形象，其他同
学仔细看，看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生上台画）

师：懂了，从你们的画中，我看出你们读懂了。让我们再用
朗读来感受一下千姿百态的云雾。（齐读第二节）

师：其实作者只是选取了四种典型云雾姿态向大家作介绍，
它还有许多姿态呢？想不想欣赏一下。（播放课件）

看完了这些姿态的云雾，你最说些什么呢？

我相信，现在让你再来说这一小节时，一定会读得更精彩。
齐读，

听了你们的诵读，我好像来到了庐山，见到了庐山千姿百态
的云雾。

想不想庐山千姿百态的云雾永远留在脑海里？（背）

你能通过你的诵读让老师感觉到云雾变化的快吗？（准备一
下比赛读）



（刚刚还是＿＿＿转眼间＿＿＿＿明明是＿＿＿＿还没等你
完全看清楚＿＿＿＿＿＿）

瞬息万变的庐山云雾，怎么不让你、我赞叹。让我们用我们
的朗读来表达这份感情吧！（师生齐读）

身处在云遮雾罩的庐山，看着这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庐山
云雾，谁还会舍得离开呢？今天就让我们多停留一会，多感
受一下庐山的美好呢？（播放庐山风景图片）

庐山的云雾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师：庐山的景色十分秀丽，正是有了千姿百态的云雾。它都
有哪些姿态呢？请学生自读第二小节，用笔在纸上把云雾的
姿态画出来。

生：（边读课文边画。由于学生的绘画水平的不同，所展现
的云雾也有所不同。）

师：（教师巡视，同时请三位同学上黑板画出云雾的一种姿
态。）

（黑板上的学生和下面的同学都在绘画。）

师：你们都画了什么呀？（教师指着黑板上同学所画的内容）

生1：我画的是半山腰上的云雾。这些云雾就好像一条条的玉
带，系在了山腰间。

生2：我画的是山顶上的云雾。这些山顶上的云雾好像一顶白
色的帽子，而且是一顶白色的小绒帽，所以我把云雾画成了
帽子的形状。

生3：我画的也是山顶上的云雾。



师：同学们，他们画的好吗？

生1：他们画得都很好，看着他们的画，我仿佛就看到了庐山
的云雾。

（三位同学都露出了笑脸。）

生2：老师，我觉得半山腰的云雾还要再画上面一些，那样就
更准确了。

（老师点头同意，并请那位同学上来修改。）

生3：老师，书中还写了两种云雾的姿态，他们没有画出来。

师：你读书真仔细，老师就请你来画。

生：上黑板快速的绘画。（这位同学的绘画水平较好。）

师：请你向大家作一个介绍。

生：有时云雾弥漫了整个山谷，这时的云雾就好像茫茫的大
海一样，而有时云雾又好像一块巨大的幕布，把山峰都给挡
住了。

师：你说得真好，画得就更好了。（同学们鼓掌）让我们一
起用朗读来感受一下云雾。

（生读课文）

生：（学生积极举手）

师：选了四名同学上黑板画，其他同学在下面画。

生：动手画。



师生共同点评所画的内容，想象合理就行。

………

【评析】

《纲要》明确指出，“要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勤
于动手”。在这部分教学中，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
充分地发挥，使他们懂得努力寻找方法去表现自己思考的内
容，“如何使自己所画的云雾更美”，在思考、分析和交流
后，学生不仅锻炼了动口能力，也锻炼了动手能力。

新课程中指出，“要加强学科的综合性，要重视学科知识、
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整合，加强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
为了展现云雾的姿态，光凭老师的讲解和观察书中的图片，
难以使云雾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借助学
生在美术课中所学的绘画本领，结合学生平时所见的晨雾，
让学生用笔来“说话”。一下子，同学们的思维变得活跃起
来，个个都在认真地读着每句话、每个词语。在接下来的交
流中，直观的画面使他们快速地理解“笼罩”、“缠
绕”、“弥漫”等词语的意思，通过鼓励他们进行想象绘画，
学生明白了想象还需要合理。

通过美术技能在第一范文中的运用，使这节课充满了生趣，
学生更具有表现欲和创造性。

转载自教师之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