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下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与
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小学语文下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一

见五年级下册《彩色的非洲》，p161：

非洲不仅植物世界是彩色的，动物世界也是彩色的。在扎伊
尔维龙加天然动物园里，有七彩的巨蟒、黑白相间的斑马，
有数不清的红羽鸟、各种颜色交织的五彩鸟，有美丽温顺的
梅花鹿，更有非洲雄狮、河马、金钱豹和象群。也许你会说，
这些动物在我国的动物园大都会看到。

磁场指瑕

原文“彩色”不足而“品种”有余。

一句“非洲不仅植物世界是彩色的，动物世界也是彩色的”
起了总述作用，下文应是详述动物世界如何“彩色”的了。

它的下文列举了九种动物，却只说了三种动物的色彩――巨
蟒、斑马、五彩鸟，而没说其它六种动物的色彩――红羽鸟、
梅花鹿、非洲雄狮、河马、金钱豹、象群。这可见它的口径
不在“彩色”了。

梅花是什么颜色的?梅花有粉红、白、红等颜色。梅花鹿呢?
也是粉红、白、红等颜色的吗?不是的。



梅花鹿，“夏季毛栗红色，背部有白斑，冬季毛变成棕黄色，
白斑变得不明显”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简称《现汉》，928页)。

河马像河水般碧绿色或浑黄色的吗?不是的。

河马，“黑褐色”(《现汉》，552页)。

把列举的动物的颜色全都说出来，不才是紧扣“动物世界也
是彩色”的吗?

原文最后一句“也许你会说，这些动物在我国的动物园大都
会看到”，至此，中心已移到说动物品种的繁多而不是动物
色彩的丰富了――好一个乾坤大挪移。

如果原文第一句改为“非洲不仅植物世界是多样的，动物世
界也是多样的”，那么，它的下文这样也可以。

小学语文下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二

1、认识14个生字。读读记记“斑斓、炽热、湛蓝、充沛、硕
大、火炬、巨蟒、渗透、聆听、木薯、强悍、粗犷、篝火、
繁花似锦、含情脉脉、目不暇接”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非洲独特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
通过揣摩文章的表达特点体会作者对非洲的赞美之情。

教学重点

了解“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表现在哪些方面，领
悟课文的表达方法。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探究

同学们知道非洲吗？老师这儿有几张图片请大家欣赏你们印
象中的非洲是怎样的？

（学生综合自己在电视、报刊等媒体获得的信息，谈对非洲
的印象。）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介绍非洲的课文《彩色的非洲》。
（板书课题）出示课件

二、合作交流

1、课前老师让大家预习了课文现在我们检测一下大家预习的
情况。（出示幻灯片）看谁认识这些字词，找同学来读一读
（找两到三名同学领读）。

设计意图：交流阅读感悟，引发认知冲突，激发求知欲望，
为进一步感悟文本奠定基础。

3、现在同学们在自读一遍课文想一想课文从哪几个方面写出
了非洲的“彩色”？

生：自由读文。然后找生汇报师出示课件设计意图：通过言
语实践帮助学生理清文章脉络；同时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
在暴露学生思维状态中纠正概念混淆，层次不清等思维混乱
问题。

三、品读体验

是的，一踏上非洲的这片神秘的土地，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
原始、强悍、粗犷而热烈的气息。请你再次朗读，再次感受
这种不同寻常的美丽！



2、（学生自由朗读，自由想象画面。学生朗读自己喜欢的句
子，并描述自己看到的画面。）

3、生可随意汇报

语言文字是有色彩的，是有画面的。

1、赏读彩色的植物；：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画面？

设计意图：这个语段作者用色饱满，想象奇丽，植物形象鲜
明，因而采用朗读、想象、描绘等方式，引导学生入境，在
充分地读中强化形象，积累语言。图片的呈现，一是为了印
证想象，丰满形象；二是为了营造情境，感悟文本。

2、比读彩色的动物：

设计意图：作者通过强调色彩词，表现非洲色彩斑斓的特点，
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感悟文
本的表达特点，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感品质，也有利于学生
文章意境的体验。

3、悟读彩色的非洲人：

非洲的自然景观是彩色的，非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无一不是彩
色的！人们常说，非洲舞蹈是非洲艺术的灵魂，非洲的舞蹈
质朴、清纯、火热。请同学们朗读这句话，一起来感受非洲
舞蹈的魅力。

自然景观骄阳蓝天。

色彩斑斓植物

动物

日常生活



艺术

教学反思

《彩色的非洲》是“异域风情”的最后一课，是一篇描写非
洲色彩斑斓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人文景观的略读课文。

小学语文下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三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能够快速浏览课文

2．通过看彩色非洲图片和学习课文，使学生了解非洲自然风
光和异域文化,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3．通过朗读，感受文章的意境美和语言美，积累文中优美词
句。

能通过抓重点词句、自学交流感悟、体会等方法，理解“非
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能在通读课文后抓住文章重点
内容，了解文章写作方法和结构。

1.体会作者对非洲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2.通过本组课文学习激发探索异域风情文化的热情和欲望。

使学生感悟到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抓住文章重点词语、句子体会“非洲真是一个彩色斑斓的世
界！

教师制作教学课件，布置学生收集关于非洲的资料。

1、谈话：这节课让我们同作者一同到非洲走一走，欣赏非洲
的美景，欣赏语言的魅力。



2、交流：你对非洲有哪些了解？

3、揭题：一提起非洲我们就会想到一种颜色是什么颜色？
（黑色）但是同学们在作者彭仁的眼中非洲却是“彩色的”
（板书课题）

1、下面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学习课文，请同学们自由朗
读课文，不熟悉的字词多读几遍，把课文读通顺。

2、检查词语认读情况。

3、快速的浏览课文，然后找一找非洲留给作者的印象，大家
可以先在小组内交流一下。（指名按小组汇报说出理由）

4、抓住前后两个感叹句，体会作者写作方法——首尾呼应。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两句话。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找出非洲的彩色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你是从哪些句子中看出来的，小组为单位讨论。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汇报交流结果。

3、小结：文章的开头作者发出了感叹，中间从五个方面介绍
了彩色的非洲，结尾又发出了感叹，很明显地我们这篇文章
采用了什么样的结构？总分总结构。

4、作者从五个方面介绍了非洲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下面
就请同学们按小组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方面，结合自己课前
搜集的资料，想一想在这一方面非洲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哪些词语或者哪些句子让你感受到了非洲的色彩斑斓，可以
在书中用线条、符号配以简洁的文字做批注。

5、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巡视指导。

4、检测自学：那个小组的同学愿意汇报一下你的自学收获？



1、师结合板书小结：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篇课文,在
文章的第一段作者感慨（生答：“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
世界啊！”，）然后分别从（生答：自然景观、人的生活、
艺术）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非洲的色彩斑斓，最后一段作者
再一次赞叹（生答：“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
界！”）那么这种写作结构叫什么？（总分总结构）

2、师小结：课文除了首尾呼应，总分总结构，还出现了一些
修辞方法，同学们说说有哪些？有什么好处呢？（生汇报，
并举例）

这些描写方法和写作方法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习作中学习和
运用。

学习本课的写作方法，以《彩色的.》为题以一段话。

小学语文下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与反思篇四

1、通过学习课文，增进学生对非洲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的
了解，感受非洲的独特魅力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抓住重点词句
深入体会

3、掌握本课出现的生字生词比如：炽(chi)沛(pei)聆(ling)等

[教学重点]

1、让学生了解非洲的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

2、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语言

[教学过程]



一、课题导入

生：我知道这是非洲。

生：反馈

师：看来同学们都对非洲有些了解，这很不错，说明同学们
课外学习了很多知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作者笔下的非洲是
怎么样的，今天我们学习28课《彩色的非洲》。

(在黑板上写《彩色的非洲》)

二、初读课文

第一，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第二，提出你不懂的问题

第三，为什么说非洲是彩色的?浏览课文，找出文中三个直接
说明非洲是彩色的感叹句。

(学生默读过程中，教师用ppt把本课的生字展示出来，默读
时间控制在4分钟)

1师：看来大部分同学已经把课文默读了一遍，现在大家看电
视出现的生字，请全班同学一起来读一读这些生字词。

(全班同学一起来朗读)

师：同学们读得很准确，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地去掌握这几个
生字。

2师：现在请同学们提出你认为难懂的问题，谁来?请举手

生：反馈



师;根据这些问题回答

3“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蓝天、骄阳、绿树、红土、鲜花，以及皮肤油黑发亮的非
洲人，构成了七彩的非洲!”“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
世界!”你发现了什么?(首尾呼应)

三、精读课文(学习提示中的大问题是什么?)

读了课文，你觉得文章是从哪些方面来介绍非洲的?老师梳理、
总结。

1.赏读彩色的植物

(1)充沛的阳光和雨水，使得除了沙漠之外的非洲大地，繁花
似锦，绿海荡波，到处是绿色，处处是花海。

(这么优美的彩色文字，积累下来吧!怎么积累)

教师小结：是的，作者抓住了非洲“许多树也开花”这一特
点，写出了非洲植物世界的色彩斑斓。

2彩色的动物世界

2生:反馈(印象最深的是蝴蝶)

4生读完后。老师文同学们想看看非洲的动物和蝴蝶吗，此时
用ppt展示出来)

5结：非洲的动物多种多样，作者无法面面俱到地描述，所以
抓住了自己印象最深的蝴蝶来写，详略得当，写出了非洲动
物世界的色彩斑斓。

3彩色的日常生活



(2)请同学们分组讨论文中的第六自然段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
来描写非洲人的日常生活的?把你认为写得优美的句子划下来。

(3)生反馈，老师引导作者通过花花绿绿的衣服、五光十色的
食物、绿树红花掩映的住房和五颜六色的宾馆，来体现非洲
人彩色的日常生活。

(4)资料交流：你还知道非洲哪些彩色的日常生活吗?

(5)ppt展示：非洲的日常生活。

4彩色的艺术

1.导语：非洲人彩色的日常生活造就了彩色的非洲艺术。

3引语：人们常说，非洲舞蹈是非洲艺术的灵魂，非洲的舞蹈
质朴、_、火热。请同学们朗读这句话，一起来感受非洲舞蹈
的魅力。(“果你有幸参加他们的篝火晚会，那熊熊燃烧的火
焰旁那穿着花衣裙欢跳的人群，不，那是流动的、五彩的旋
律，你就会更深地领悟非洲彩色的美，非洲彩色的涌动与无
限的活力。”)

5课件展示非洲的舞蹈片段

6让我们再次朗读这两个感叹句：“非洲真是一个色彩斑斓的
世界啊!”“啊，非洲，好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回到课
前学生的质疑，如：为什么说非洲是彩色的?为什么课文要
以“彩色的非洲”为题?让学生自己总结得出答案。

四、作业

1(抄写)掌握文中出现的生字和词语

2推荐阅读非洲地理杂志》、《非洲之旅》等。



小学语文下彩色的非洲教学设计与反思篇五

翻开人教版的教材，一个别样的感觉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
以专题组织单元，每个单元都安排了两篇略读课文。阅读一
篇篇课文，它不光形式多样，文质兼美，还有不少课文充满
了现代信息呢。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看，这些课文不过是我们教学的一个例子，
至于该怎样使用，全靠我们对教材的钻研，我们要站在学生
发展的角度，准确地把握教材，使用好教材。

平日里，不少老师忽视略读课文的出现，觉得精读课文不论
是时间安排还是学习环接的设计都该精心，不惜一切代价，
而对略读课文则安排学生读读即可。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我认为运用好这类教材，首先要明确所教学段的阅读目标，
然后将这些化整为零，细化落实，最终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

我是这样把握略读教材的（即带*号的课文）。

第一、在精读课文的学习中重点学习阅读方法，总结阅读方
法。到略读课文的学习时，则引导学生加以运用。如：借助
工具书帮助自己读准课文，不懂的语句借助词典、生活实际、
上下文加以理解，仍不懂的内容在课堂上质疑，交给大家一
同解决。

第二、借助小组合作学习的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继而交
流学习。大家知道，小组合作学习有明确的分工，能把解决
问题带来的“认知负担”分散到各个小组成员身上，分别负
责某个学习要点，使其成为某个主题的“专家”，真正做
到“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从而最终通过合作解决某
个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小组学习还能体现协作精神。学生
围绕问题进行讨论，激活了学生头脑中原有的知识，在原有
知识背景与当前信息之间生成更多的联系。另外小组讨论还



可以更好的使学生的思维过程表现出来，感觉到观点、方法
的不同，从而更好地评判彼此的想法、做法。几年来，我在
略读课文的学习中经常使用小组学习汇报的方式，已经尝到
了不少的甜头。

第三、重视学生课前大量的搜集资料，阅读相关的信息。学
生一旦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不光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能
轻松自如地解决同学提出的问题。如在学习《彩色的非洲》
一课前，曾有人提出二、三段的内容能不能写在四、五段的
后边。在初读课文时就有人说不行。理由很简单，就是非洲
的植物世界、动物世界、人们的生活、艺术所以都是彩色的，
和非洲的地理位置（大部分国家都地处赤道）有直接的关系，
和四季都是夏天，平均温度是20多度，最高温度竟达到了50
多度有关系。是充沛的阳光、多雨才形成这里繁花似锦，满
眼绿色，才有了一切的一切。看！学生手中的资料有多么大
的魔力。

第四、建构充满生命力的阅读预设与程序。

阅读教学中预设教学目标和程序，应该说是教学的基本要求。
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应拘泥于预先设定的程序。具有
现代教学观念的教师，应在预设教学环节时考虑几种方案，
不能将教学活动固定为不变的教学流程。那样会导致课堂教
学机械沉闷，缺少生气，更会压抑学生对智慧的挑战，减弱
对好奇心的刺激。特别是采用小组学习，探究似的学习方式，
更要注意这一点。教学《彩色的非洲》一课，考虑到学生学
习的兴奋点不同，我在课件的设计上和程序的考虑上就顾及
到了这一点。学生先汇报哪方面的学习内容，我都可以即刻
出示学生需要的文字、画面、音乐及舞蹈，使师生的学习交
流默契得天衣无缝，得体到位。

第五、略读课教学的目标可以依照教学参考的内容而定，也
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本单元作文教学的内容而定。



我在教学《彩色的非洲》一课时，就没有完全按照课前的学
习提示去确定学习的目标，而考虑到了解疑的需要，第七单
元写人文章的需要，增加了“领悟课文的表达方法”这一目
标。学习完这篇课文，学生在写人的作文时，就巧妙地运用
了总分总的写法，在记述的两、三件事间自然的使用了过渡
句，实现了文章完整，重点突出，上下文衔接紧密，叙述自
然的多重目的。由此可见，教师教学目标的确定是有效的，
是必要的。

当然，因时间的关系，我仅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几点，其实，
我们要实践，要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会在这方面多
下功夫，多研究，让略读课带给我们更多的益处，让学生在
学习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与无穷的快乐。

[《彩色的非洲》教学反思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