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园诗情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田园诗情教学反思篇一

1、通过诵读，体会课文所展示的诗情画意，并有意识地积累
优美词句。

2、了解荷兰美丽的田园风光。

教学重点、难点通过诵读，体会课文所展示的诗情画意，并
有意识地积累优美词句。

设计理念：以画面再现的方式，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研读感受
到田园风光的诗情画意。

一。初识荷兰。

1、导入：同学们，上节课我们简单地了解了被称为水之国，
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的荷兰，今天就让周老师带你们漂洋
过海，来到享有“欧洲花园”美称的荷兰，去欣赏那里的田
园风光，去感受那儿的（指读课题）。

2、简介荷兰。

（1）、请同学睁大双眼，仔细欣赏。（播放配乐视频，解
说）：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迷人的荷兰田园风光。

a荷兰的牧场牛羊成群，悠然自得。



b荷兰是欧洲的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出口国，郁金香是
荷兰的国花。

c荷兰河网密布，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

d荷兰的草原也是绿意盎然，辽阔无限。

3、说说感受

（1）如果请你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看了这段录象的感受，你
想怎么说？

（2）学生交流。

（3）过渡：很好！这是荷兰田园风光给你们的第一印象，而
且是相当美好的第一印象。

二、细读探究，品味荷兰

（1）自读感悟

1、过渡：有了这样的印象，这时候走进课文，就好象真的来
到了荷兰的牧场。作为一名游客，现在你真的到了荷兰，真
的来到了一望无垠的牧场，你身边带着什么？照相机，是吧？
你最想把什么地方拍下来作为留念呢？先读课文，读完以后
把你最想拍的那个镜头告诉大家。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最想拍的镜头都拍好了吗？你最想拍的镜头是——读给大家
听。

交流，评价。



（预设评价：大家都选择了最能代表荷兰的景物，你们很会
取景啊！你真有眼光！很有品位！老师也挑了一些荷兰风光
的照片，你们想看吗？）

（2）品读奶牛图

配乐播放一组关于课文内容的图片。大约半分钟。画面定格
在第一幅图片上。

1、教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一幅照片写了哪段课文的内容？

（学生闭眼，静静的欣赏、想象）

3、看到了吗？看到了什么？

（预设学生回答看到：“牛犊跑前跑后，活像顽皮的孩子；
老牛仪态端庄，好似牛群的家长。”）

把牛当作人来写，把它们看做牛群大家族的家庭成员，生动
地描写了他们的活动或姿态，牛犊顽皮地跑前跑后，老牛仪
态端庄（理解仪态端庄）；多么有趣的画面啊！

（预设学生回答看到：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正在
低头吃草；有的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什么。”）

（预设评价：瞧，牛群这一家子多么温馨和睦，其乐融融
啊！）

（预设学生回答看到：怎样的郁金香？大片大片的，五颜六
色的（色彩斑斓），仿佛闻到了浓郁的芳香。）（展示图片）

这段文字的处理我刚在修改的时候有点想法：其实描写这些
奶牛的亮点是不是应该在着几个词语上：仿佛，活象，好似？
请大家帮我考虑下。



另外，忽然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详细讲骏马图，然后总结
学法，让学生去自学第2小节和第4小节。我总觉得这两段都
有一种悠然意味。

4、刚才是老师领着大家看风景，现在，请你自己走进去，边
读课文，边看风景。（学生自由朗读第二自然段）

教师：怎么读呢？第一遍，自己管自己读；第二遍，同桌之
间互相的读。不管第一遍还是第二遍，都要读正确、读通顺、
能读出自己的感觉来，那就更好！

（学生自己读、同桌间读课文）

（学生推荐读）

教师：好！那咱们先听听他的朗读。掌声有请！

（学生读课文）

（预设评价：

1、同学们，听了他刚才的朗读，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向他学？
或者给他提先意见？

2、你还想提醒大家在朗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3、好，咱们就照着你们刚才的想法，一起来找找感觉！）

(学生齐读课文)

(预设评价：好，味道更好了！请大家继续推荐。)

(生读课文。)

（预设评价：读的真好，看来你的同桌也很有欣赏水平。老



师想请你介绍一下，这一段课文你是这么读好的。）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6、是啊，一望无垠的草原好象铺上了丝绒地毯，大片大片色
彩斑斓的郁金香点缀其间，牛群在草原上自得其乐，这样的
田园风光真是让人神往啊！来！带着这样的感受，咱们一起
美美地读风景————（齐读课文）

（3）品读骏马图

1、过渡：如果说草原带给奶牛的是一种宁静、安逸的享受，
那么骏马便在低地上尽情挥洒它的豪迈和奔放。

2、请所有的男子汉们做一回骏马，驰骋在辽阔的原野上，好
不好？（男生齐读第3小节）

3、从他们的朗读中，你们又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荷兰，是吗？
那是怎样的荷兰？

低地镶嵌在运河之间。镶嵌是什么意思？

一群奔腾的骏马？谁来描述下你看到的骏马是什么样子的？
（腿粗如桩。骠悍强壮。奔跑的时候身上的鬃毛随风飞扬，
可见它的速度很快）

谁还能用其他的词来形容骏马的强壮？（膘肥体壮……）

看到骏马奔腾的画面，除了自由驰骋，你还能用什么词来形
容？（四蹄生风……）

徐悲鸿的八骏图不知同学有否看过，他笔下的骏马有的腾空
起飞，有的蹄下生烟，有的勇往直前，英姿勃发。

4、让我们来欣赏一组骏马奔驰图。



5、如果没有了这些骏马，草原还会这样充满灵动充满生机吗？

6、如果你是骏马，此时你的心情会怎样？（高兴，自豪）

现在你们就是一匹匹骏马，通过朗读尽情吐露你们此刻的心
情吧！

(预设评价：这真是个马的自由王国啊！)

（3）品读天堂般的动物世界

(生自由朗读)

交流：白色绵羊怎样？黑色的猪群怎样？小鸡、长毛山羊怎
样？

“安闲地欣赏着这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

这些动物们过的怎么样？（安闲）

如果把“安闲”这个词换掉，你打算用上哪个词？（自由自
在、悠闲……）

(学生朗读)

（预设评价）：好悠闲的生活！

再读。

（预设评价）；真是天堂般的感觉。来，我们一起美美地去
享受享受这天堂般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

齐读。

（4）品读挤奶图和夜晚图。



1、过度：真是一首悠然自得的诗！相比之下，荷兰牧场的夜
就另有一番独特的风韵了，请同学们仔细默读5.6两小结课文，
说说你体会到了一种怎样的气氛？边读边想，边圈边画，你
觉得课文中哪些描写把你带入了这种独特的情景之中。

2、学生默读，边读边圈圈画画。

3、谈谈体会。

4、小结：是的，奶牛严肃沉默，挤奶的人默默无言。沉睡的
牲畜、漆黑的夜晚、微弱的灯光，这些就构成了一幅宁静安
详的夜晚图。带着这样的感受，女生齐读4.5自然段。

三、总结点题，拓展延伸

1、课文学完了，你能说说你心目中的荷兰吗？

2、总结：是啊，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碧绿如丝绒般的草原，
娇艳欲滴的郁金香，动物们的自由王国，黄昏挤奶的劳作，
寂静无声的夜晚，这一幅幅画面就组成了一个如诗如画（板
书）、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度，优美恬静而充满生机，是人与
自然的完美和谐。最后让我们在舒缓的音乐中有感情地朗读
全文。

3、真美呀，请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美词美句反复诵读，展开
想象，积累背诵。学生读自己认为优美的段落；摘抄自己认
为优美的词句；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4、课后搜集有关荷兰的资料图片进行交流。

板书：10、田园诗情

奶牛图

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骏马图



家畜图

夜幕图

田园诗情教学反思篇二

备课时间：教学目标：

1、感知课文内容，读通、读顺课文，背诵指定课文。

2、理解有关词语，感悟荷兰的田园风光，体会作者对荷兰的
田园风光赞美与向往之情。教学重点：

感知课文内容，读通、读顺课文，读懂课文。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的情感，对几处传神的语句意境的整体感知。教学
准备

挂图教学时间：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初读课文，了解大意教学目标：

1、认识散文诗的语言特色，感知荷兰的静谧与美丽。

2、激起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对世界文明的热
爱之情。教学过程

一、导入

在欧洲西部，有世界上有名的低地国，那里有花、水、是花
之国，是水之国，是牧场之国。处处洋溢着浓浓的田园风情。



板书课题：田园诗情质疑：这田园有哪些诗情画意呢？让我
们一起去浏览一下荷兰的美景。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文，你看到了哪些田园风光，荷兰给你留下了怎样
的印象？要求：（1）有一定速度。

2、检查自学情况。（1）抽读生字新词。

（2）把你认为最难写的字书空一遍。（3）检查练习题。

三、学习课文

1、按情感线索“这就是荷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这就
是真正的荷兰”把文章分成三部分。

2、学习第一部分：

（1）自由读读。（2）说说感受，你体会到了什么？

四、总结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说说你知道了什么？

板书设计

田园诗情教学反思篇三

wy 发表

自读课文《田园诗情》向我们展示了荷兰作为牧场之国的田
园风光——优美恬静而又充满生命气息。说实话，荷兰离孩
子们的生活还是很遥远的。荷兰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这



肯定是所有学生的共同期待。我在引导学生提出这个问题后，
便留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然后鼓励他们把自己对课文的
阅读感受写到黑板上。学生带着无限的向往和激情，努力地
读，专心地想，由“阅读期待”产生了相当大的动力。很快
有学生陆续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各自不同的阅读感受，
勾画自己心目中的荷兰形象：

——荷兰，是水之国。这里一条条运河纵横交错，宛如棋盘。

——荷兰，是花之国。那绿意盎然的村野乡间处处是大片大
片鲜艳夺目的郁金香。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更是充满诗
情画意的人间仙境。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啊！

……

这一串串流光溢彩的文字很快缀满了黑板，学生的阅读升华
了课文，同时诠释着孩子们的悟性，释放着孩子们的灵性，
张扬着孩子们的个性，再现着孩子们的创造性。同时，这样
的阅读期待丰富了学生语言，提高了阅读能力，提升了阅读
品位，使学生自己也得到了升华。

（第一范文 www.第一范文。com友情提醒：查找本课更多资
料，请在站内搜索关键字：田园）

此文转载

;id=10250

田园诗情教学反思篇四

林虹·凤凰语文论坛



田园诗情（第二课时）南京市珠江路小学林虹

一、借景回顾“荷兰印象”。

二、精读品味“田园诗情”。

是的，辽阔无垠的草原，仪态端庄的奶牛，自由驰骋的骏马，
悠然自得的羊群，荷兰的牧场就如同一幅幅充满诗情的田园
风景画，这节课，我们就将再次走进画中，通过读，去品味
那里独特的田园诗情。

1、请大家自由读课文二——四自然段，一边品读文字，一边
想想你看到了哪些独特的田园风景。

*学生自读品味，教师巡视。

*你看到了哪些独特的田园风景？交流、点拨：

（1）第二自然段：a.“极目远眺……”

*多美呀！你见过丝绒吗？那是怎样的？能读出这种感觉吗？
（读好“碧绿如丝绒般的草原上”）

*想象一下，假如草原是绿色丝绒，那么上面黑白两色的奶牛
是什么？

*巧妙的比喻！这就是荷兰草原独有的色彩，谁能让这风景再
现在我们眼前？b.多么独特的风景！谁接着说。

*迷人的草地上，情态各异的牛群，咱们走近瞧瞧！

c.（指图）看，那头就是——背上盖着…的牛。这头牛——站
立不动，仿佛…的牛呢？跑前跑后，活象…的牛犊在哪里？
你来指！（这就是牛犊）它身边的就应是那——仪态端庄的



老牛啦！

有意思！让我们读出这有趣的画面。你们觉得该怎么读？d.指
导点拨：

“有的……有的……”它似乎在思考呢，能读出不同的感受
吗？再读读。（齐读）牛犊和老牛的动作神态也截然不同，
谁来试试？（一生读）

e.读得真好！草原上的奶牛还会有那些不同的神态、动作呢？
谁能仿照课文的形式说上一句？（散步、远望、回首、闭目、
交谈……）f.你们的精彩想象使牧场更迷人，更有田园的情趣
了！

（图片演示）我们看着图，在音乐声中试着背背这段美妙的
文字好吗？好悠闲好惬意的田园生活！如同一首田园诗。（2）
你看到了哪些独特的田园风景？第三自然段：

学生说“成群的骏马……”a.（出示图）瞧！“骠悍强壮、腿粗
如桩”是怎样的体魄！“鬃毛随风飞扬”又是怎样的英姿！
谁能通过读表现这种气魄？可以自己读，还可以邀请同学一
起读。（点评：你真是一匹神气的小马！哇！你很力
量！……）

来！让我们这些小骏马们齐声诵读！读出群马在草原奔腾的
气势！读出了自由！读出了豪情！谁能试着背诵这段？练习
一下。

b.“除了……”，能不能换个方式说说这句话？为什么说“深
深的掩映的运河”？（因为荷兰是水之国，碧绿色的低地镶
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看出马的自由。）c.是呀，辽阔无垠的
原野似乎归它们所有，它们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引读：
即使前方出现了低矮的围栏，它们依然——（生读：自由驰
骋！鬃毛随风飞扬！）即使前方出现了浅浅的涧水，它们依



然——（生读：自由驰骋！鬃毛随风飞扬！）即使前方出现
了小丘、泥沼，它们依然——（生读：自由驰骋！鬃毛随风
飞扬！）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飒爽英姿！现在，你们就是这
奔腾的草原上的骏马！让我们面对这辽阔无垠的大草原，读
出我们的豪迈！（学生齐读这节。）（3）第四自然段：

“天堂般的草原上……”

引读：……天堂般的草原上不只是白色的绵羊，还
有……，……真是一幅自由祥和的图画呀！（4）（音乐响起，
播放flash）

此时的荷兰真像一首诗，碧绿的……，……。的奶牛，……
的低地，……的骏马，……如果你来到这里，你想怎样赞美
它呢？（板书：自由、美丽……）

白天的荷兰，是美丽的，自由的，是令人神往的充满诗意的
国度，在这碧绿的辽阔无垠的草原上，看着安闲的牛羊，看
着奔驰的骏马，你会总想吟上一首诗，或是唱起一首抒情的
歌，那么，让我们拿起书，齐读2——4节，读出草原的美，
读出内心难以抒发的情怀。

（齐读2——4节）

4、白天的荷兰是自由安闲的，到了晚上又是怎样的？闭上眼
睛，仔细地聆听……

（1）老师轻轻范读。

（2）你感受到什么？（板书：宁静）

（3）哪些语句使你感受到这份“宁静”呢？先自己读读，再
和小组同学分享自己的体会。



（4）谁愿意用读的方式和大家分享自己感受到的宁静？（生
读，师扣住“静”字评价。重点指导：

（音乐声）共同读出这种夜色荷兰的田园诗情。

三、回味领悟“真正荷兰”。

沉醉于荷兰的牧场，内心无限安宁，读到这里，你有怎样的
感受？

这篇文章的作者捷克作家恰佩克在游历荷兰之后也感慨
道：“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出示：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你觉得真正的荷兰是怎样的呢？（欣赏荷兰风景画派名家作
品）

荷兰风景画派是世界美术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画派，梵高、维
米尔、伦勃朗都是很著名的画家，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美丽
的土地，有这样浓郁的田园诗情，才造就了这样伟大的画家、
不朽的画作吧！

田园诗情教学反思篇五

1、通过诵读，体会课文所展示的诗情画意，并有意识地积累
优美词句。

2、了解荷兰美丽的田园风光。

教学重点、难点通过诵读，体会课文所展示的诗情画意，并
有意识地积累优美词句。

设计理念：以画面再现的方式，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研读感受
到田园风光的诗情画意。

一。 初识荷兰。



1、导入：同学们，上节课我们简单地了解了被称为水之国，
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的荷兰，今天就让周老师带你们漂洋
过海，来到享有“欧洲花园”美称的荷兰，去欣赏那里的田
园风光，去感受那儿的（指读课题）。

2、简介荷兰。

（1）、请同学睁大双眼，仔细欣赏。（播放配乐视频，解
说）：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迷人的荷兰田园风光。

a荷兰的牧场牛羊成群，悠然自得。

b荷兰是欧洲的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出口国，郁金香是
荷兰的国花。

c荷兰河网密布，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

d荷兰的草原也是绿意盎然，辽阔无限。

3、说说感受

（1）如果请你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看了这段录象的感受，你
想怎么说？

（2）学生交流。

（3）过渡：很好！这是荷兰田园风光给你们的第一印象，而
且是相当美好的第一印象。

二、细读探究，品味荷兰

（1）自读感悟

1、过渡：有了这样的印象，这时候走进课文，就好象真的来



到了荷兰的牧场。作为一名游客，现在你真的到了荷兰，真
的来到了一望无垠的牧场，你身边带着什么？照相机，是吧？
你最想把什么地方拍下来作为留念呢？先读课文，读完以后
把你最想拍的那个镜头告诉大家。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最想拍的镜头都拍好了吗？你最想拍的镜头是——读给大家
听。

交流，评价。

（预设评价：大家都选择了最能代表荷兰的景物，你们很会
取景啊！你真有眼光！很有品位！老师也挑了一些荷兰风光
的照片，你们想看吗？）

（2）品读奶牛图

配乐播放一组关于课文内容的图片。大约半分钟。画面定格
在第一幅图片上。

1、教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一幅照片写了哪段课文的内容？

（学生闭眼，静静的欣赏、想象）

3、看到了吗？看到了什么？

（预设学生回答 看到：“牛犊跑前跑后，活像顽皮的孩子；
老牛仪态端庄，好似牛群的家长。” ）

把牛当作人来写，把它们看做牛群大家族的家庭成员，生动
地描写了他们的活动或姿态，牛犊顽皮地跑前跑后，老牛仪
态端庄（理解仪态端庄）；多么有趣的画面啊！

（预设学生回答  看到：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正



在低头吃草；有的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什么。”）

（预设评价：瞧，牛群这一家子多么温馨和睦，其乐融融
啊！）

（预设学生回答  看到：怎样的郁金香？大片大片的，五颜
六色的（色彩斑斓），仿佛闻到了浓郁的芳香。）（展示图
片）

这段文字的处理我刚在修改的时候有点想法：其实描写这些
奶牛的亮点是不是应该在着几个词语上：仿佛，活象，好似？
请大家帮我考虑下。

另外，忽然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详细讲骏马图，然后总结
学法，让学生去自学第2小节和第4小节。我总觉得这两段都
有一种悠然意味。

4、刚才是老师领着大家看风景，现在，请你自己走进去，边
读课文，边看风景。（学生自由朗读第二自然段）

教师：怎么读呢？第一遍，自己管自己读；第二遍，同桌之
间互相的读。不管第一遍还是第二遍，都要读正确、读通顺、
能读出自己的感觉来，那就更好！

（学生自己读、同桌间读课文）

（学生推荐读）

教师：好！那咱们先听听他的朗读。掌声有请！

（学生读课文）

（预设评价：

1、同学们，听了他刚才的朗读，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向他学？



或者给他提先意见？

2、你还想提醒大家在朗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3、好，咱们就照着你们刚才的想法，一起来找找感觉！）

(学生齐读课文)

(预设评价：好，味道更好了！请大家继续推荐。)

(生读课文。)

（预设评价：读的真好，看来你的同桌也很有欣赏水平。老
师想请你介绍一下，这一段课文你是这么读好的。）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6、是啊，一望无垠的草原好象铺上了丝绒地毯，大片大片色
彩斑斓的郁金香点缀其间，牛群在草原上自得其乐，这样的
田园风光真是让人神往啊！来！带着这样的感受，咱们一起
美美地读风景————（齐读课文）

（3）品读骏马图

1、过渡：如果说草原带给奶牛的是一种宁静、安逸的享受，
那么骏马便在低地上尽情挥洒它的豪迈和奔放。

2、请所有的男子汉们做一回骏马，驰骋在辽阔的原野上，好
不好？（男生齐读第3小节）

3、从他们的朗读中，你们又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荷兰，是吗？
那是怎样的荷兰？

低地镶嵌在运河之间。镶嵌是什么意思？



一群奔腾的骏马？谁来描述下你看到的骏马是什么样子的？
（腿粗如桩。骠悍强壮。奔跑的时候身上的鬃毛随风飞扬，
可见它的速度很快）

谁还能用其他的词来形容骏马的强壮？（膘肥体壮……）

看到骏马奔腾的画面，除了自由驰骋，你还能用什么词来形
容？（四蹄生风……）

徐悲鸿的八骏图不知同学有否看过，他笔下的骏马有的腾空
起飞，有的蹄下生烟，有的勇往直前，英姿勃发。

4、让我们来欣赏一组骏马奔驰图。

5、如果没有了这些骏马，草原还会这样充满灵动充满生机吗？

6、如果你是骏马，此时你的心情会怎样？（高兴，自豪）

现在你们就是一匹匹骏马，通过朗读尽情吐露你们此刻的心
情吧！

(预设评价：这真是个马的自由王国啊！)

（3）品读天堂般的动物世界

(生自由朗读 )

交流：白色绵羊怎样？黑色的猪群怎样？小鸡、长毛山羊怎
样？

“安闲地欣赏着这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

这些动物们过的怎么样？（安闲）

如果把“安闲”这个词换掉，你打算用上哪个词？（自由自



在、悠闲……）

(学生朗读)

（预设评价）：好悠闲的生活！

再读。

（预设评价）；真是天堂般的感觉。来，我们一起美美地去
享受享受这天堂般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

齐读。

（4）品读挤奶图和夜晚图。

1、过度：真是一首悠然自得的诗！相比之下，荷兰牧场的夜
就另有一番独特的风韵了，请同学们仔细默读5.6两小结课文，
说说你体会到了一种怎样的气氛？边读边想，边圈边画，你
觉得课文中哪些描写把你带入了这种独特的情景之中。

2、学生默读，边读边圈圈画画。

3、谈谈体会。

4、小结：是的，奶牛严肃沉默，挤奶的人默默无言。沉睡的
牲畜、漆黑的夜晚、微弱的灯光，这些就构成了一幅宁静安
详的夜晚图。带着这样的感受，女生齐读4.5自然段。

三、总结点题，拓展延伸

1、课文学完了，你能说说你心目中的荷兰吗？

2、总结：是啊，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碧绿如丝绒般的草原，
娇艳欲滴的郁金香，动物们的自由王国，黄昏挤奶的劳作，
寂静无声的夜晚，这一幅幅画面就组成了一个如诗如画（板



书）、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度，优美恬静而充满生机，是人与
自然的完美和谐。最后让我们在舒缓的音乐中有感情地朗读
全文。

3、真美呀，请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美词美句反复诵读，展开
想象，积累背诵。学生读自己认为优美的段落；摘抄自己认
为优美的词句；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4、课后搜集有关荷兰的资料图片进行交流。

板书：                10、田园诗情

奶牛图

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         骏马图

家畜图

夜幕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