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去年的树教案教材分析(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去年的树教案教材分析篇一

教学目标：细读课文，情感体验，朗读知道。

教学过程：

1、出示课件(一棵大树上停着一只小鸟)

师：什么声音？

生：鸟叫声

师：一只小鸟坐在一棵大树上，正动情地为大树唱歌，大树
也正动情地听着，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啊!

围绕一棵大树和一只小鸟，今天我们来读一个美丽的故事。
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可以一个人读，可以几个人
读，也可以把小凳子搬到讲台边上读。

（生自由读，师巡回指导）

师：读着读着，你想说点什么吗？你的感受，你的收获，你
的疑问都可以说。

生：这是一篇童话故事。

生：题目为什么是《去年的树》，而不是《明年的树》？



生：去年的树是怎样的？

师：这个问题你能答吗？

（生答）

生：去年的树到今年怎样了？

师：你说呢？

生：被伐木工人砍去，做成火柴了。

师：再然后呢？

生：被小姑娘点着了。

师：你姓什么，真了不起，你们知道他有什么本领吗？他有
能把书读薄的本领。

还有吗？

生：这是一只候鸟。

师：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生：书上告诉我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寒冷的冬天就要来
了，鸟儿要离开树，飞到南方去。”

师：还有从哪儿看出来。

生：书上还说：“春天来了，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
鸟儿又回来找她的好朋友了。”

生：我有一个问题：树是植物，为什么用“他”？



（略一思考，说：这是童话故事）

生：我还知道树和鸟是好朋友？

师：你怎么知道的？读一读

生：一只鸟儿和一棵树是好朋友。

师：还从哪里看出来？

生：鸟儿坐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也天天站着听
鸟儿歌唱。

师：这就是盛老师课前给大家描述的画面。

大家读一读这和谐的画面。

（生齐读第一节）

师：读得真好，让人觉得他们真是好朋友，再读一遍。

（生再读）

师：还有吗？

生：树被伐木工人砍去了，小鸟就找不到家了。

生：这树很可怜。

生：这只小鸟是一只说到做到的小鸟

师：你怎么知道的？

生：我从书上读到的，还没找出来。



生：去年的树与今年的树有什么变化？

师：我相信你会说

（刚才的学生回答：化为了灯火）

师：你来读一读

（生读）

师：你读得那么动情，老师读上读着也很感动，仿佛有种情
感在心中萌动，一齐读。

（生齐读）

师：那你读这句话有什么感受？树砍下来变成火柴，化为灯
火－－

生：感动可怜

生：树的生命很短暂。

生：树变成了灯火，感到可惜。

师：同样一句话，咱们感受不一样，读着读着，感受会越来
越多。咱们继续读书。

（生自由读）

生：文章语言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用拟人写法。

师：把它娄作人来写，人是通过对话交流的，所以是对话。
来，我们找找共几组对话。

生：共四组。



鸟儿与树的对话，鸟儿与树根的对话，鸟儿与大门的对话，
鸟儿与女孩的对话。

师：我们先看第一组。

生齐读：再见了，小鸟!明年你再回来，还唱歌给我听。

师：鸟儿说--------

生齐读：好。我明年一定回来，给你唱歌。请等着我吧!

师：鸟儿就飞走了。依依惜别，这话应该怎么说？大家自个
儿练练。

(生练读，再指名读)

师：你要走了，你的心情怎样？

生：难过。

师：为什么？

生：要失去朋友，离开朋友了。

生：舍不得

(生读)

师：你的声音真好，像小鸟唱歌一样。但这个保证要再坚定
些。

(生再读)(生齐读)(分组对读)

师：鸟儿说完就向南方飞去。第二年春天，小鸟满怀深情地
去找大树，可是大树却不见



了，小鸟关键地问了又问，找了又找。这些同学们能不能通
过读来读出来？

(大家各自小组练读对话部分)

师：老师想请四组同学演示一下

(生分角色读)

师：你觉得他们读得怎么样？如果你是导演，就用指导的语
气来说，如果是观众，就直接跟他们说。

生：读得很好。

生：声音很响亮，很好听。

生：读书的声音像小鸟。

师：意见没有吗？刚才主角是谁？

生：小鸟

师：最成功的是什么？因为他表现出小鸟的焦急。我们再来
读一读小鸟的话，大家自由读。

（生自由读）

师：咱们再来练练

（指名读）

师：真着急啊！找到小姑娘时那种急迫的心情，一齐读一读。

（生齐读）



师：从刚才的读，我们感受到小鸟与大树感情多深厚啊！

师：你们喜欢电视吗？

生：喜欢

师：喜欢哪些？

（生纷纷抢答）

师：咱们今天当一回赏，作一个电视剧，让我们到－－星星
剧场。

（课件出示：星星剧场的美丽画面）

师：老师要挑一个主角，小鸟演好了，电视就成功了。那当
赏必须把台词背熟。等会儿小鸟在教室里飞来飞去，飞到谁
的面前，谁就跟它对话。也就是说，每个同学都要做好当演
员的准备。

那小鸟谁当呢？

（两个学生争着要当）

师：那你们两人都准备吧！

（大家认真紧张地准备着）

师：主角先来，每个同学都要作好演成功的准备。

（选一个读叙述的部分）

（“小鸟”在教室里飞来飞去，大家演得很认真，演得很好）

师：刚才，我们作了一其《星星剧场》的节目。



小鸟飞走了，但是他们找到树的时候，是在村子的煤油灯下，
这段也很感人，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生齐读最后一节）

师：这一段你现在读起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和疑问？

生：鸟儿真是言而有信的鸟，因为树已以做成火柴了，他还
到处询问，到处找他。

生：鸟儿为什么要把去年唱过的歌唱给灯火听？

生答：因为他答应过树，明年一定回来，给树唱歌的。

生：为什么火柴在灯里燃烧着，它知道就是他的好朋友？

生答：因为树已不在人间了，小鸟舍不得。

师：从哪里看出舍不得？

生：从又看了一会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可以看出来。

师：从睁大眼睛看出什么？

这就是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他有点不相信，所以他睁大眼
睛盯着看。

生：为什么小鸟唱完歌儿，看了一会灯火就飞走了？

生答：因为火柴代表树，火柴烧完了，树也完了，所以飞走
了。

出示练习纸：

任选一道题：



1、伐木工人要砍大树，大树对伐木工人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好像在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唱完歌，鸟儿又看了一会儿灯火，好像在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练习写话）

师：谁写第一句的，先来交流一下

生：伐木工人要砍大树，大树对伐木工人说：“伐木工人，
你就做回好人，饶了我吧，我还等着我的好朋友小鸟呢，你
们砍了我，我就蝗不到鸟儿唱歌了。”

生伐木工人要砍大树，大树对伐木工人说：“伐木工人，请
饶了我吧，明年，那只美丽的小鸟要回来找我，要是找不到
我，他一定会着急万分的。把我砍了，还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水土流失，因为树有绿化能力。”

生：伐木工人要砍大树，大树对伐木工人说：“求求你，不
要砍我，我的好朋友明年要来找我。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

生：伐木工人要砍大树，大树对伐木工人说：“放了我吧，
明年我的朋友小鸟会找不到我的，伐木人，你就做做好事，
放了我吧。”

师：真是信守诺言，心系环保的大树啊！

师：谁写第二句的，来交流一下

生：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好像在说：“大



树，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你，我现在找着了，你却变
成了灯火，你真是照亮别人而燃烧自己，我真悲伤。”

师：不是悲伤，应该说骄傲

生：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好像在说：“大
树啊大树，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可是你已经做了火柴，你燃
烧自己，却照亮别人，请你安息吧！”

（第三句）

生：唱完歌，鸟儿又看了一会儿灯火，好像在说：“我真为
你高兴，为你自豪！”

生：唱完歌，鸟儿又看了一会儿灯火，好像在说：“可怜的
大树，我要走了，请你安息吧！”

生：唱完歌，鸟儿又看了一会儿灯火，好像在说：“树啊，
我会把你这位朋友牢牢地记在心中，每年的春天，我都会来
看你的。”

师：化为灯火的大树又会怎么说？

……

师：老师从你们的朗读中，从你们的对话中，看出你闪读懂
了课文，大树、小鸟都希望和我们人类一样创造一个富饶、
和谐的世界！

师：我们再作一个电视节目－－《对话》

请几个小朋友做主持人，可以提问；几个小朋友扮演作者，
主持人要与你对话；还有小朋友当课文中的角色，主持人你
们，你们要回答；有的当读者，交流自己的感受。你喜欢扮



演什么角色就扮演什么角色，要不要准备一下。

（生准备中）

（选好主持人，对话开始）

生问：伐木人，你为什么要把大树砍了，做成火柴？

生答：这时，人们没有灯火，就不能读书了，这是人类的需
要。

生问：鸟儿去找树时，心情怎样？

生答：心情很着急。

生问：鸟儿找朋友时，碰到哪些伙伴？

师：这个问题，书上有，我们就别问了。

生问：大树，你喜欢鸟儿吗？为什么？

生答：因为鸟儿歌声好听，天天站着为我唱歌。

生问：鸟儿，你喜欢树吗？为什么？

生答：因为他给人们挡风挡雨，汽车过路的灰尘也能吸收，
给人们作了许多贡献。

生问：作者，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生答：告诉大家要爱护树，写出友情的珍贵，要珍惜身边的
每一样东西，大家别乱折树枝，大树是可爱的，要植树造林。

师：谁当读者，想说就说。



生：我们要绿化祖国。

生：我们要信守诺言。

生：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每一样事物。

师：咱们人类能真正地跟树、鸟儿对话，和谐地相处，咱们
这个地球该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我们学了同一篇文章，大家的收获一样吗？

生：不一样

师：这就是读书的真谛，带着不一样的想法离开课堂。

板书设计：

一、教材分析：

本文是日本女作家新美南吉的童话。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鸟儿和树是好朋友，它天天唱歌给树听，将要飞回南方时答
应树的请求-----回来再唱歌给它听。可是第二年春天，当鸟
儿飞回来找它的朋友时，树却不见了。鸟儿四处寻访，最后
只找到由树做成的火柴点燃的灯火。于是，鸟儿在灯火前唱
起去年的歌。告诉我们：做人要信守诺言，珍惜朋友之间的
情意。但本人觉得：运用本文来进行诚信教育不是最好。面
对越来越现实、理性的四年级学生来说，进行诚信教育最好
选择生活中的事例，或者是直白深刻的名人名言、成语、寓
言故事等，这些在中国便有很多。所以，本人想轻讲本文教
材，重在诚信教育。

二、教学目标：

1、能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明白的词。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按事情发展顺序给课文分段，能读
懂本文。

3、深刻明白要信守诺言这一道理。

三、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更多的事例明白要信守诺言这一道理。

四、教时安排：2教时

五、教学过程：

1、揭题引入：

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

2、初读课文，要求把文章读正确，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明白的
词，对于刚才的疑问多读几遍。

3、课文按什么顺序写的？哪几个自然段是写去年的事？理由
是什么？试着分段。

4、深入阅读课文：

（1）带着课后习题1的问题细读课文。

（2）请学生说说自己能解决哪些问题，讨论后完成口头填空
联练习：

鸟儿到南方去之前答应为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春天，鸟儿从南方飞回来却发
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鸟儿在火
柴点燃的灯火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因为



它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体会课文情感：

（1）课文最后一段中鸟儿唱歌时，前后两次"盯着灯火看了
一会儿"，它在想什么？

（2）树被伐木人砍倒前，会对伐木人说些什么？

6、朗读指导：

（1）你喜欢课文中的鸟儿吗？为什么？

（2）把你最受感动的句子找出来有感情地读给大家听，再说
说选择这一句的理由。

7、总结并布置作业：

收集有关诚实守信的故事，寓言、事例等

去年的树教案教材分析篇二

这是一个文浅意深的童话故事，带着些许伤感色彩，赞美了
真挚的友情。语言朴实无华，用白描手法写出了鸟儿对树的
真挚情谊，略去了鸟儿在寻找朋友过程中以及面对灯火时的
心理描写，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在平淡的语言中有
一种深挚透明的美。读罢此文，鸟儿对树的那种浓浓深情便
跃入脑间，挥之不去。

如何引导四年级学生体悟这种执着与信念，感受其间的动人
情愫呢——

着力于走进文本的“读”的不断推进。醇厚的文本意义怎么
样成为学生内心的呼之欲出，惟有多角度、多层次



的“言”“人”互动，贯穿设计始终的读书活动即始于此衷。

着重于开掘内心的想象体验。童话的行文留下大量空白，这
固然成就了本文淡然、内蕴的风格，也为教学提供了良好的
切入角度。设计抓住“眼睛”这一心灵之窗，前后贯通，脉
气相连，引导学生走近角色，体验情思，获得感动。

着眼于启迪冥思的原型启发。“诗”的生命在于智慧，感受
的深刻、拓展需要“思”的投入。课末介绍的相关小材料，
意在引发学生由文本描写的情景进一步回味思索，以企图内
心的恒久荡漾。

一、初读展示

(学生又自行练习朗读约3、4分钟。)

老师：下面请同学朗读自己读得最好、最能体现自己水平的
部分。

(5名学生分别朗读。)

老师：接下来展示的内容变化一下，请朗读自己认为文章中
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好好体会的部分。

学生：(读)“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接着，
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

老师：为什么这部分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学生：我觉得鸟儿十分可怜，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好朋友。

(全体同学一起读。)

学生：(读)“日子一天天过去，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鸟
儿必须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这一段很能



让我们体会鸟儿跟树的难舍难分。

老师：这是写的树跟鸟告别的情景，一个充满期待，一个满
口承诺。大家一起读读这部分。

(学生朗读。)

学生：(读)“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锯木头的声
音‘沙——沙——’地响着。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她问
大门说：‘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
我觉得鸟非常着急。

老师：为什么焦急？

学生：因为他找不着自己的好朋友了，他很焦急地问树到哪
去了。

学生：(读)“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个小女孩。鸟儿问女孩：
‘小姑娘，请告诉我，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小女孩回答
说：‘火柴已经用光了。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个灯
里亮着。’”虽然火柴已经用光了，可他点燃了灯火，他的
精神品质永远不会消失。

二、读中领悟

1、读出变化：

老师：春天又来了。当原野上、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的时候，
鸟儿又回到了这里，找她的好朋友树来了。鸟儿是怎么寻找
的呢？她都跟谁打听消息了？找找看，然后划出鸟儿的问话。

(生轻声读或默读、思考。)

学生：鸟儿先问树根，后来问大门，后来问小女孩。



老师：你的“后来”太多了，能不能换一下？

学生：鸟儿一开始问树根，接着问大门，然后问小女孩。

老师：老师一提醒你就注意用词的变化了，很好。你们觉得
鸟儿的这三次询问语气一样吗？轻声读读这部分内容，体会
体会。

(学生轻读体会。)

老师：请一个同学连起来读这三个句子问话，看语气是否有
变化。

(请学学生朗读。)

学生：我觉得变化了，第一个句子是疑问，然后问门先生是
焦急的，问小女孩时语气还要焦急。

学生：我觉得三次是越来越急。

学生：我觉得第一个句子应该很焦急的，第二个句子要哭了，
第三个句子几乎哭出来了。

老师：请同桌一个扮演鸟儿，一个扮演另一个角色，练习读
这些对话。注意读出其中的变化。

(同桌练习后请学生分角色朗读。)

2、想象心理：

老师：鸟儿苦苦找寻着好朋友树，她一路追随着树的行踪，
一路打探着树的行踪。一路上，她的心头一定只默念着一句
话，只有一个念头：选择下面的一组关联词语说说。出示：

不管……都……哪怕……也……只要……就……



学生：哪怕飞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树。

学生：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都要找到好朋友树，实现
我的心愿。

学生：哪怕只剩下一个小木屑，我也要把他找回来。

学生：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找到我的好朋友树。

学生：只要能再唱一首歌给他听，我死也不后悔。

学生：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找到树。

老师：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找到树。这就叫“忠
贞”，这就叫“执着”。鸟儿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寻找着。

师、生分角色再读对话。

3、想象眼神：

老师：如果你就是树根，你就是大门，你就是煤油灯旁的那
个小女孩，看着飞来又飞去的鸟儿，你看着她，静静地看，
你是否注意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怎么样的眼睛？那眼睛里
又流露着怎么样的目光？大家轻声读或默读5～17节，想一想。

(生轻声读或默读。)

学生：我看到鸟儿湿漉漉的眼睛，眼睛里流露出焦急的目光。

学生：我看到她那悲伤的目光。因为好朋友马上要变成灰烬
了。

学生：我看到的是鸟儿的忧郁的目光。

学生：我从鸟的眼睛中看到坚定的眼神，因为她跑了这么多



地方，一定要找到好朋友。

学生：我看到的是忧郁的眼神，绝望、痛苦、快要崩溃了。

学生：她的眼神中也有欣慰，因为终于找到树了，她似乎看
见了当初他们在一起时的情景。

老师：请大家想着鸟儿的那双眼睛，男女生分角色读对话。
把那种细腻丰富的情感表现出来。

学生：她眼神中闪着恋恋不舍的情感。

学生：我看到她的眼里出现了一棵高大的树，她快乐地笑了。

老师：是的，树在她的眼中，在她的心里。

学生：我看到她的眼中不再绝望了，树在对她微笑，说等冬
天过去，还要听她唱歌。

学生：小鸟的眼睛里充满幸福，她终于看到了树，已经心满
意足了。

(感情朗读最后3节。)

老师：歌曲还是去年的歌曲，旋律还是去年的旋律，但是什
么已经不一样了？

学生：去年唱歌是快乐的，今年是悲伤的。

学生：去年他们在一起唱歌玩耍，今年只有鸟儿一个了。

老师：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样东西没变，而且永远也不
会变！

学生：友谊。



学生：感情。

老师：非常正确，有人说这就叫“永恒”，这就叫“天长地
久”。我们再来朗读文中的对话。

(学生、教师分角色读。)

老师：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其实还闪烁着一双眼睛，还有一道
目光，你们发现了吗？轻声读或默读，体会。

学生：我发现了，那是树的眼睛。目光是快乐的，因为鸟儿
来看他了。

学生：那是幸福的目光，因为他又听到鸟儿唱歌了，而且是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死而无憾。

学生：他心中十分温馨。虽然不能让鸟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但相信自己活在好朋友心中。

学生：他的目光既温暖又幸福。鸟为找他历尽千辛万苦，被
朋友的感情打动了。

老师：这双眼睛鸟儿一定感受到了，这双眼睛永远印在她的
心里。这时候，他们用眼神在诉说什么呢？请同桌两人一起
为鸟儿和树设计两句简短的心灵对话。

(同桌讨论设计。)

对话例举：

树：我真惊讶，你还能找到我，为我唱歌。

鸟：当然，你是我的朋友，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找到你的。

树：鸟儿，我真幸福，你历尽艰辛找到我，我死而无憾。



鸟：我们的友谊是天长地久的，谁也不能割舍我们之间的感
情。我会一直唱这首歌给你听的。

树：小鸟，你真是有情有意啊。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鸟：每年春天我都会用歌声陪伴你，我们的友谊不会因为你
的离开而消失。

老师：也许，他们就在这么深情地交谈，也有可能，他们什
么也没说，只是这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就足够了。

三、引发思索

老师：请学生学生朗读全文，同时出示：

去年的树——的树

谁能说说自己的体会？

学生：去年的树——快乐的树。他享受到了朋友带给自己的
快乐。

学生：去年的树——幸福的树。朋友对他的友谊让他感到无
比幸福。

学生：去年的树——骄傲的树。他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而骄傲自豪。

老师：这个小小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你们相信世界上真有
这样的“鸟”和“树”吗？我给大家读几段文字，大家边听
边想这其中的鸟儿和树又指的什么。

(师朗读。)

1、台湾作家林清玄写给他的孩子：



我告诉孩子，更重要的是“天长地久”。这个世界虽然总在
变动，一棵大树可能马上变成火柴，但是有许多东西却不会
因为形体的变化而改变，因为形体的失去而消失！

2、一位母亲写给女儿的：

3、新美南吉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童话大师，只活了短短30年，
却留下了110多篇童话，60篇小说，约600多首诗，60年后还
在感动着我们，犹如化成灰烬的火柴，留下的火还在灯中跳
跃，点着光明。

去年的树教案教材分析篇三

师：让我们走进这个动人的故事。请大家翻开书本51页，放
声朗读课文，尽情地和课文交流、对话，看看你有哪些收获。
开始。

(学生自由朗读，教师也有感情朗读课文。)

师：听到你们琅琅的读书声，老师真高兴，相信你们一定有
所收获。你读懂了什么，感受到什么，都可以说。

生：我体会到树和小鸟是好朋友，他们的感情很好。

师：你很会读书。

生：我发现了鸟儿是一只十分守信的鸟。

师：你用心在读书。

生：我觉得小鸟和树很友谊。

师：你是想说小鸟和树有真挚的友谊吧？



生：是的。

师：你会感受，但是要注意把意思表达清楚。

师：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啊，初读课文就有这么大的收获
了。让我们继续与课文交流，

三、研读课文，倾心对话

师：刚才很多同学都从课文中体会到鸟儿和树是——

生：好朋友。

生：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着鸟儿
唱。

生：他们的感情好到不想分开。

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师：你能读出他们的快乐来吗？

生：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着鸟儿
唱。

生：(摇头晃脑地)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
天天听着鸟儿唱。

师：从你们的朗读中，我感受到了幸福。可惜，寒冷的冬天
就要来临，小鸟要飞到南方去。我们来看看他们分别的情景。

师：(出示树和小鸟分别时的对话)自由读读他们说的话，体
会他们此时的心情。

生：(自由读)树对鸟儿说：“再见了，小鸟！明年春天请你



回来，还唱歌给我听。”鸟儿说：“好的，我明年春天一定
回来，给你唱歌。请等着我吧！”

师：你们听出鸟儿和树的心情了吗？

生：难舍难分。

生：依依不舍。

师：让我们读出他们的依依不舍。请你找一下你的好朋友，
来读这组对话。哪对朋友先来？

(一组学生走上讲台对话，教师读旁白)

师：同学们觉得他们读得怎么样？

生：很好！

师：好在哪里？

生：他们读出了舍不得分开。

生：这是小鸟向树许下了一个承诺。

师：真好，他是在向朋友许下明年春天一定会回来的诺言呀！
应该怎么读呢？

生：要坚定！

师：请再读一次小鸟说的话，好吗？

生：(认真地)好的。“我明年春天一定回来，给你唱歌。请
等着我吧！”

师：非常坚定，读得好！掌声欢迎他们上位！哪两位好朋友



再来试试？

(又一组学生走上讲台对话，教师读旁白)

师：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感觉到了，这对好朋友之间的
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师：让我们的男孩子来读大树说的话，女孩子读小鸟说的话，
我们一起来对对话，好吗？

生：好！

师：准备。

(学生男女分角色读，学生模仿语气)

师：你们这是在向朋友保证呀，坚定些，再坚定些！读！

(学生再次分角色读，女孩子语气非常坚定)

生：树不见了，只剩下树根留在那里。

师：(简笔画下树根)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小鸟开始寻找。想
象一下，她是怎样在寻找？

生：小鸟可能问了一个又一个人。

师：是啊，她想着一定要找到树。

生：小鸟冒着被小孩的弹弓打中的危险。

师：小鸟冒着生命危险在寻找啊！

生：小鸟可能很累了，也不停下来休息。



师：小鸟不顾疲惫在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小鸟有三次询
问的话语。

师：(出示小鸟的三次问话)请同学们自由读一读，体会此时
小鸟的心情。

(学生自由地练读)

师：想读了是吧，谁先读第一句？

生：“站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师：你们从这位同学的朗读中听出了小鸟怎样的心情？

生：我听出焦急了。

生：我听出了担心。

师：你们很会体会。谁再来读读？

生：“站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师：小鸟多么焦急呀！谁来读第二句？

生：“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

生：(异口同声)应该是更焦急了。

师：一起读！

生：“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

师：那第三次问话呢？

生：更焦急了，也更担心了！



师：你真会说，就请你读读第三句。

去年的树教案教材分析篇四

师：是啊，大树有满肚子的话想对小鸟说，可是他只能化为
灰烬，慢慢地消失不见，也许他会在天国的一端默默地祝福
小鸟，让小鸟永远记得曾经有这么一棵去年的树。

师：此时此刻，你们有什么话想对小鸟、大树或者任何一个
人说吗？如果有，请把它写下来。

去年的树教案教材分析篇五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鸟儿和树是好朋友，鸟儿天天给树唱歌，
树天天听鸟儿唱歌。冬天快到了，鸟儿在去南方前和树约定
明年再来唱歌。第二年春天，鸟儿回来发现树不见了，就到
处找，最后找到了灯火，对着灯火唱起了歌。一起来看看四
年级去年的树教学实录，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一、导入揭题，激发兴趣

师：同学们，今天呀，我们要一起学习日本作家新美南吉写
的一篇童话《去年的树》。和老师一起写课题吧。(师板书：
去年的树)

二、预习反馈，练写生字

师：课前，值日组长已经把预习单统计出来了，我们一起看
看。(学生送上统计表)

生：我要提醒同学们注意左下边框里面是一条横，不要写错。

生：融可以组词“融化”，那一条横就像是把冰融化只剩下
一层了。



师：这个办法很形象。谁还想说？

生：融左边是表示炊具的意思，里面的那条横就像是担着火
的架子。

师：也很妙的方法。看，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记住了这个字，
真好啊！

生有摇头的，有笑了的，有说不好的。

师：(笑了)有同学摇头了。看来，要把这个字写漂亮不是那
么容易的。可我发现，咱班牛天悦写得挺漂亮(出示)，我们
请他来介绍一下写好“融”字的小绝招吧。

生：融这个字是左右结构的字，我发现它的左右一样宽，右
边的虫字最后要比左边的矮一些。

师：是“虫”字的收笔要高于左半边吧。(生点头)

师：左右等宽，虫字收笔高左边，你的提醒太棒了！那同学
们注意这里了吗？(师在“融”字上画辅助线)

生：是一条斜线；像斜坡；像滑滑梯。

师：对，像滑滑梯。

师：怎么样？(学生点头说好)

师：那请你也试着练写1个吧。

生在“自主预习纸”的田字格中练写“融”字。教师巡视。

师：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实物投影出示)里面一条横，
写对了，一颗星；左右等宽，注意了，一颗星；起笔滑滑梯，
一颗星；虫字收笔高左边，一颗星；和前面写的有明显的进



步，我们再奖励一颗星。哇，五颗星了，真棒！

师：那其他同学也按照这样的标准给自己的评评星。觉得不
满意的可以再写一个。

学生自评练写。师巡视指导。

三、整体感知，把握课文主要内容

师：现在，就让我们来读读这个故事吧。请同学们自由读课
文，看看课文讲了件什么事。

师：好。我想请你来说一下。

生：这篇课文主要写了大树和小鸟他们感情非常深的故事。

师：你看，你关注了故事中的一些角色，但内容啊还不够完
整。

师：老师发现，预习单中有不少同学和他一样，概括笼统。
但何笑含归纳的就不错，我们请他来说说。

生：这篇课文主要写了鸟儿和树是好朋友，鸟儿天天给树唱
歌，树天天听鸟儿唱歌。冬天快到了，鸟儿在去南方前和树
约定明年再来唱歌。第二年春天，鸟儿回来发现树不见了，
就到处找，最后找到了灯火，对着灯火唱起了歌。

师：能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概括的吗？

生：嗯老师说叙事的文章可以抓住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来概括，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概括的。

师：真好，把以前学到的方法用上了。其实呀，像这种叙事
性强的文章，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归纳。



师：先来看一下，课文中出现了哪些角色？

生：有小鸟、大树、树根、大门、小女孩，还有灯火。(师板
帖图片)

生：小鸟儿和大树的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师板贴板画)

师：说说画面内容。

生：小鸟儿和大树是好朋友。他们天天在一起唱歌。

师：还有补充吗？冬天……

生：冬天到了，他们相约明年春天再来唱歌。

师：好的。继续。还有谁和谁的画面浮现在你的脑海中。

生：小鸟儿和灯火的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师板贴板画)

师：说说画面内容。

生：小鸟对着灯火灯火唱起了歌，然后飞走了。

师：很好。还有谁和谁的画面？

生：小鸟儿和树根、大门、小姑娘的画面。小鸟儿向树根、
大门、小姑娘打听树去哪儿了。

师：真好。你看他们三个(指树根、大门、小姑娘)有共同点，
都是鸟儿在向他们打听树的下落，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归纳在
一幅画面中。

师：同学们啊，现在，按照顺序把画面内容连起来就是课文
的主要内容。试着来说说。自己先练习一下。



学生练习说主要内容。

师：谁愿意来说说？

生：课文主要讲了鸟儿和树是好朋友，他们天天在一起唱歌。
冬天到了，他们约定来年春天再来唱歌。第二年春天，鸟儿
发现树不见了，就向树根、大门、小姑娘打听树的下落，最
后找到了灯火，对着灯火唱起了歌，然后飞走了。

师：很好！跟之前预习中相比进步很大！你看，像这种故事
性较强的文章，就可以用“捕捉角色、串联画面”来概括主
要内容。

四、关注词语的反复使用，体会情感，想象画面，分角色朗
读

师：好，那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个画面吧。(出示第一自然段)

师：请你来读读这段话。其他同学关注词语，看看你发现了
什么？

生：我发现这段出现了两个“天天”。

师：是啊，两个天天(出示：天天变红)。老师想这样改一改，
你看行不行？(出示：变化后的两个句子)

生：不行

师：说说理由。

生：第一个“天天”说明鸟儿每天都给树唱歌，而第二
个“天天”说明树每天都在听鸟儿唱歌。他们俩一个愿唱一
个愿听，所以不能删。

师：那两个“天天”让你体会到什么？



生：他们俩的感情非常深厚。

师：哦，你认为这样写更能突出他们间深厚的感情。

师：谁还想说说？

生：我也觉得不行。因为两个“天天”更能表达作者想要表
达的想法。

师：你是说这样写，更能表达作者强烈的情感。

师：你看，作者就是通过词语的反复运用，来突出了鸟儿和
树之间深厚的感情啊。(板书：反复用词深厚感情)

师：那谁能读好这段话？

生1有感情朗读。

师：你看，体会着他们的感情，关注重点词语强调着读，读
得多好啊。

生2读。

师：同学们读得真有感情！就带着这份感情，让我们一起来
读读后面的画面吧。请大家小组内练习分角色朗读第5—17自
然段。(课件出示要求)

生准备小组练习朗读。

生：可以想象着他们的心情、想象当时的情境来读。

生：可以把自己当作其中的角色，关键的词语重读。

师：这些方法都很妙啊。那就请同学们运用这些方法，小组
内分角色朗读课文吧。



生小组内练习。

师：我请一组同学来汇报展示一下。

一小组汇报展示。

师：瞧，用上好方法朗读的很有味道啊。当然，像这样的文
章，我们还可以读得更好！

就让我们一起来到了那片茂密的森林中——(出示课件)

师叙述：你就是那只小鸟。你和树天天在一起唱歌。冬天到
了，在飞往南方之前，你们约定明年再来唱歌。盼啊盼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你不辞辛劳，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相约
的地方。可是，树不见了，只剩下树根留在那里。

师：小鸟小鸟，此时，你在想什么呀？

生：咦，大树怎么不见了？不是说好今年还在这里见面唱歌
的吗？

师：听得出来，你很——

生：我很担心他。

师：于是你这样问树根——(学生读小鸟的问话)

师：小鸟小鸟，你在想什么？

生：大树怎么不见了？大树会去哪儿呢？

师：你很——

生：着急。



师：于是你这样问树根——(学生读小鸟的问话)

师：那小鸟小鸟，看不到自己的好朋友，你会怎么办啊？

生：我会扇着翅膀不断地在森林里飞，飞上飞下，看看能不
能找到大树。

师：你急于见到自己的好朋友。所以你这样向树根打
听——(学生读小鸟的问话)

师：同学们读得多有感情呀！引发我们想象画面，是童话的
特点。所以我们在读童话时，就要边读边想象，可以先浮现
画面，再想想角色的内心、动作，这样就能更好地体会到文
章的情感把课文读好了。(板书：想象画面心情动作)

师：就请同学们用上这种想画面，想心情、动作的方法再来
小组分角色朗读5—17自然段吧。

学生小组练习。

师：大家练得多么投入啊！巡视中我听到这个小组朗读得特
别动情，就请这一组来再来展示一下吧。

小组展示。

五、聚焦结尾，升华情感。

生：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他们俩深厚的感情。树不见了，小
鸟儿就到处去找他。

生：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也是他们俩感情那么深。

生：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小鸟对大树的承诺，即使大树最后
不见了，小鸟儿还是对着灯火唱了歌。



师：是啊，树和鸟儿之间深厚的感情感动了我们。让我们齐
读最后三个自然段。(课件出示)

学生齐读最后三个自然段。

六、想象写话，续编故事。

师：鸟儿飞走了，但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后来又会发生什
么呢？(板书：后来……)

师：请大家发挥想象，续写故事。注意延续树和鸟儿之间这
份情感，可以用上想象画面，想象人物心情、动作等。(出示
课件)

学生写话。师巡视。

师：好，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实物投影出示学生作品)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批改错别字，不流畅的地
方标画出)

生：喜剧(师板书：喜)

师：那再看看这位同学写的，请他读一读，大家看看与上一
篇比较有什么不同？

生读自己的作品。

师：与上篇比较有什么不同？

生：给我们一个悲伤的结局(板书：悲)

师：虽然是个悲伤的结局，但是他也写出了朋友间的情感，
所以我们给他一颗星。另外，他不仅想象了画面，还写出了
人物的动作、心情，再加两颗星。



师：在巡视中老师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结尾——让他来读读
吧。

生读自己的作品。

师：你看，前面两位同学是站在鸟儿的角度来写的，而他是
站在树的角度来写。所以我们在续写结尾的时候，也可以这
样大胆创意。(板书：创意)

师：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写，都能让我们
感受到树和鸟儿之间深厚的情谊啊！

七、自我评价，修改续编。

师：同学们，刚才三位同学的续写一定给你们不少启发，那
就请大家再来修改一下自己的作品吧。

学生修改自己的续写。

师：同学们改得很认真，相信会有好的作品呈献给大家。

八、回顾梳理，自主布置作业。

师：课文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学完了这篇课文，你想给自
己布置什么作业？

生：我想回去后继续有感情朗读课文。

师：可以用上今天课上所学的方法。

生：我想课后再读一些童话。也可以找新美南吉的童话读读。

师：那老师推荐你们阅读新美南吉的代表作，首选《小狐狸
买手套》、《红蜡烛》。



生：我想课后自己写个童话。

师：可以。老师建议改写这个故事。原文是以鸟儿为线索写
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鸟儿回到南方去以后，树发生了哪
些事呢？写一篇《去年的鸟》。)

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