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然教学方案 自然之道教学方
案(模板5篇)

为了确保我们的努力取得实效，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定方案，
方案是书面计划，具有内容条理清楚、步骤清晰的特点。方
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
以及风险的评估等，以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以下是
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自然教学方案篇一

1、故事导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是我上小学五年
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我背着书包正往家里走，突然，我
发现前面不远处的麦地里，一只喜鹊正扑腾着翅膀，却怎么
也飞不起来。于是，我疾步走上前去，抱起那只喜鹊。我发
现，那只喜鹊的翅膀受伤了。我连忙把那只喜鹊抱回家，用
碘酒擦洗它的伤口，敷上消炎药，把它包扎好。不几天，那
只喜鹊好了。我很喜欢它，怕它飞跑了，于是就把它的翅膀
尖给剪了，并用罩子把它罩住。我每天给它食吃，给它水喝，
精心喂养。可是没多久，你们猜，它怎么了？（它却死了）

2、引出“道”。是呀，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篇课
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板书课题。

3、读题，解释“道”。学生读课题，说说这里的“道”是什
么意思？

（一）整体感知

1、这个课题的意思很深奥，我们读了课文会有更深的理解！
请同学们先自己来读读课文，要把课文读通，读顺，特别难
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次。（生自读）



2、请几位学生分别读每个自然段。同学们，带着你的心跟作
者一起上岛，看看一路走来我们在岛上都看到什么情景了？
快打开书读读课文。（根据学生回答进行归纳并随机板书）

板书：嘲鸫幼龟救食肉鸟群龟

你们能按这样的顺序用自己的话连起来说一说吗？（学生自
由说）

其实，同学们刚才说的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

（二）细读课文

1、师：我们当时究竟看到的是怎样的情景使得我们那么紧张，
而向导却若无其事呢？你能把描写这个情景的语句读给大家
听吗？学生读第3自然段。

出示课件1：“一只幼龟把头探出巢穴，却欲出又止，似乎在
侦察外面是否安全。正当幼龟踌躇不前时，一只嘲鸫突然飞
来，它用尖嘴啄幼龟的头，企图把它拉到沙滩上去。”自由
读这段话，指名读。

指导朗读。理解“突然”、啄、“欲出又止”。这段话中有
一个词语的意思跟它接近，找找！（生：踌躇不前）小幼龟
的欲出又止，小幼龟的踌躇不前完全是有道理的，你
看：“一只嘲鸫突然飞来，它用尖嘴啄幼龟的头，企图把它
拉到沙滩上去。”

师：你们了解嘲鸫吗？它是一种异常凶猛的海鸟，有时候甚
至会攻击狗这样体形庞大的动物。试想一下，弱小无助的幼
龟面对如此凶猛的天敌，处境多么危险，这个场面多么令人
紧张、担心啊，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起来读！自由读，指名读。

3、师：明明面对的是同样的情景，我们和向导为什么会有不



同的表现呢？

师：我和同伴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师：我们焦急万分！而向导呢？随学生回答，出示2：向导若
无其事地答道：“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

师：“若无其事”什么意思？理解吗？谁来读读向导说的话？

师：向导所说的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是哪样的呢？结合你
的体会说说。

师：读到这，你对向导的话，对“自然之道“有什么理解？

师：谁还能用自己的话来劝劝向导！！

师：苦苦的哀求；发自内心的劝告；你对他进行了指责；

师：我们怎么忍心看着这一幕发生！老师请全体女同学读同
伴说的话，全体男同学来读向导说的话，请一位同学来读叙
述者的话。

4、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但在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的呼喊
声中，向导也只能极不情愿地把幼龟抱向大海。请你体会我
们和向导当时的心情，完整读读第4自然段。自由读，指名读。

5、在我们的努力下，小绿龟得救了，面对此情此景，我和同
伴、向导，幼龟又是怎样的？请你们给这个故事编个结尾
吧！！

7、后来故事情节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你们能说说我们救幼龟
的过程吗？出示课件3：填空：我们的向导赶紧（摘）下棒球
帽，迅速（抓）起十几只幼龟，（放）进帽中，向海边（奔）
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吁地来回（奔跑），算是
对自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我们的向导赶紧摘下棒球帽，迅速抓起十几只幼龟，放进帽
中，向海边奔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吁地来回奔
跑，算是对自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我们的向导摘下棒球帽，抓起十几只幼龟，放进帽中，向海
边奔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吁地奔跑，算是对自
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9、学生说不同，说自己的体会理解。就请你们体会着我们以
及向导万分焦急的心情读读这几句话吧。

出示课件3：我们的向导赶紧摘下棒球帽，迅速抓起十几只幼
龟，放进帽中，向海边奔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
吁地来回奔跑，算是对自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10、师：你能想象出我们当时看到什么情景才使得大家如此
奋力拯救这一群幼龟的呢？你想象，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情
况？播放视频。画外音：幼龟从巢穴爬向大海，要经过一大
段无遮无拦的沙滩，此时虽是黄昏，阳光仍很明媚，成百上
千的幼龟结队而出了。你想象，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同座互相说说。谁愿意把你想象的情景描述给同学们听。
（二至三名同学说说）

11、听了他的描述，你感受到那一大群海鸟的凶猛了吗？

12、即便我们如此奋力拯救幼龟，也于事无补，不一会儿，
数十只食肉鸟吃得饱饱的，此时听着食肉鸟饱食后发出欢乐
的叫声，而我和同伴们低着头，在沙滩上慢慢地走，会想些
什么呢？这时，我们有可能明白了什么？请你浏览课文。

13、师：正像刚才同学们说的那样，这小小的幼龟，他们也
有自己的一套躲避危险、防御危险的办法！可这样的办法却
被我们给破坏了，可是我们却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现
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向导说的那句话，出示课件1：向导若



无其事地答道：“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
还会劝告他吗？你还会哀求他吗？还会去指责他吗？我们一
起来读读这句话！现在你对向导的话，自然之道，有更深的
理解了吗？谁来说说。就带着你的体会再来读读这句话。学
生自由读。

2、举例说明。引导学生举出生活中的具体例子谈体会，
使“道”得以内化。

老师这还有几个小故事，想听听吗？

故事：《狼和鹿》

像这样的事例，其实都说明在不了解自然规律的时候，千万
不能盲目行动，因为有时候违背自然规律，好心也会办坏事。
大自然的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应该积极探索自然规律，
遵循自然之道。

自然教学方案篇二

1、认识7个生字、会14个生词。能正确读写生字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
感情，从中受到做事要遵循自然规律的教育。

3、启发学生如何选材，感受文章之美。

2课时。

1、认读生字

2、理解生词尤其是对鸟的名称和习性以及大自然的一般规律
作一简单介绍



3、理解一些好词好句。

1、读课文请把课文的主人公分成2派

2、再仔细研读来评价下“向导”和“我们”你是从课文中的
哪里知道的

3、总结：善良好心

4、反思为什么好心却办了坏事(学生讨论)

5、如果你是当时的主人公你会怎么做(再讨论)

6、总结出自然之道的含义及遵循自然规律。

如养鸟是违反吗?引进优良品种是违反吗?动物园是违反吗?

他那些地方的描写或者那些写法值得我们模仿学习呢?

教师最后总结：用词准确，用句有逻辑，有说服力。最主要
的是作者的选材值得我们学习。

能表现妈妈爱的事情太多了……如何选择一两件事情来写就
尤其关键了。再通过这一两件事情而展开词句的组织就容易
多了。

再写一篇自然之道。必须另选材料。

自然教学方案篇三

教学过程：

一、引出“道”

1、故事导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是我上小学五年



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我背着书包正往家里走，突然，我
发现前面不远处的麦地里，一只喜鹊正扑腾着翅膀，却怎么
也飞不起来。于是，我疾步走上前去，抱起那只喜鹊。我发
现，那只喜鹊的翅膀受伤了。我连忙把那只喜鹊抱回家，用
碘酒擦洗它的伤口，敷上消炎药，把它包扎好。不几天，那
只喜鹊好了。我很喜欢它，怕它飞跑了，于是就把它的翅膀
尖给剪了，并用罩子把它罩住。我每天给它食吃，给它水喝，
精心喂养。可是没多久，你们猜，它怎么了？（它却死了）

2、引出“道”。是呀，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篇课
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板书课题。

3、读题，解释“道”。学生读课题，说说这里的“道”是什
么意思？

二、领悟“道”

（一）整体感知

1、这个课题的意思很深奥，我们读了课文会有更深的理解！
请同学们先自己来读读课文，要把课文读通，读顺，特别难
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次。（生自读）

2、请几位学生分别读每个自然段。同学们，带着你的心跟作
者一起上岛，看看一路走来我们在岛上都看到什么情景了？
快打开书读读课文。（根据学生回答进行归纳并随机板书）

板书：嘲鸫幼龟救食肉鸟群龟

你们能按这样的顺序用自己的话连起来说一说吗？（学生自
由说）

其实，同学们刚才说的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



（二）细读课文

1、师：我们当时究竟看到的是怎样的情景使得我们那么紧张，
而向导却若无其事呢？你能把描写这个情景的语句读给大家
听吗？学生读第3自然段。

出示课件1：“一只幼龟把头探出巢穴，却欲出又止，似乎在
侦察外面是否安全。正当幼龟踌躇不前时，一只嘲鸫突然飞
来，它用尖嘴啄幼龟的头，企图把它拉到沙滩上去。”自由
读这段话，指名读。

指导朗读。理解“突然”、啄、“欲出又止”。这段话中有
一个词语的意思跟它接近，找找！（生：踌躇不前）小幼龟
的欲出又止，小幼龟的踌躇不前完全是有道理的，你
看：“一只嘲鸫突然飞来，它用尖嘴啄幼龟的头，企图把它
拉到沙滩上去。”

师：你们了解嘲鸫吗？它是一种异常凶猛的海鸟，有时候甚
至会攻击狗这样体形庞大的动物。试想一下，弱小无助的幼
龟面对如此凶猛的天敌，处境多么危险，这个场面多么令人
紧张、担心啊，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起来读！自由读，指名读。

3、师：明明面对的是同样的情景，我们和向导为什么会有不
同的表现呢？

师：我和同伴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师：我们焦急万分！而向导呢？随学生回答，出示2：向导若
无其事地答道：“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

师：“若无其事”什么意思？理解吗？谁来读读向导说的话？

师：向导所说的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是哪样的呢？结合你
的体会说说。



师：读到这，你对向导的话，对“自然之道“有什么理解？

师：“向导的冷淡，招来了同伴的一片“不能见死不救”的
呼喊！同伴们会怎样呼喊呢？

师：谁还能用自己的话来劝劝向导！！

师：苦苦的哀求；发自内心的劝告；你对他进行了指责；

师：我们怎么忍心看着这一幕发生！老师请全体女同学读同
伴说的话，全体男同学来读向导说的话，请一位同学来读叙
述者的话。

4、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但在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的呼
喊声中，向导也只能极不情愿地把幼龟抱向大海。请你体会
我们和向导当时的心情，完整读读第4自然段。自由读，指名
读。

5、在我们的努力下，小绿龟得救了，面对此情此景，我和同
伴、向导，幼龟又是怎样的？请你们给这个故事编个结尾
吧！！

7、后来故事情节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你们能说说我们救幼龟
的过程吗？出示课件3：填空：我们的向导赶紧（摘）下棒球
帽，迅速（抓）起十几只幼龟，（放）进帽中，向海边（奔）
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吁地来回（奔跑），算是
对自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我们的向导赶紧摘下棒球帽，迅速抓起十几只幼龟，放进帽
中，向海边奔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吁地来回奔
跑，算是对自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我们的向导摘下棒球帽，抓起十几只幼龟，放进帽中，向海
边奔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吁地奔跑，算是对自



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9、学生说不同，说自己的体会理解。就请你们体会着我们以
及向导万分焦急的心情读读这几句话吧。

出示课件3：我们的向导赶紧摘下棒球帽，迅速抓起十几只幼
龟，放进帽中，向海边奔去。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气喘吁
吁地来回奔跑，算是对自己过错的一种补救吧。

10、师：你能想象出我们当时看到什么情景才使得大家如此
奋力拯救这一群幼龟的呢？你想象，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情
况？播放视频。画外音：幼龟从巢穴爬向大海，要经过一大
段无遮无拦的沙滩，此时虽是黄昏，阳光仍很明媚，成百上
千的幼龟结队而出了。你想象，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同座互相说说。谁愿意把你想象的情景描述给同学们听。
（二至三名同学说说）

11、听了他的描述，你感受到那一大群海鸟的凶猛了吗？

12、即便我们如此奋力拯救幼龟，也于事无补，不一会儿，
数十只食肉鸟吃得饱饱的，此时听着食肉鸟饱食后发出欢乐
的叫声，而我和同伴们低着头，在沙滩上慢慢地走，会想些
什么呢？这时，我们有可能明白了什么？请你浏览课文。

13、师：正像刚才同学们说的那样，这小小的幼龟，他们也
有自己的一套躲避危险、防御危险的办法！可这样的办法却
被我们给破坏了，可是我们却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现
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向导说的那句话，出示课件1：向导若
无其事地答道：“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
还会劝告他吗？你还会哀求他吗？还会去指责他吗？我们一
起来读读这句话！现在你对向导的话，自然之道，有更深的
理解了吗？谁来说说。就带着你的体会再来读读这句话。学
生自由读。



四、内化“道”

2、举例说明。引导学生举出生活中的具体例子谈体会，
使“道”得以内化。

老师这还有几个小故事，想听听吗？

故事：《狼和鹿》

五：升华“道”

像这样的事例，其实都说明在不了解自然规律的时候，千万
不能盲目行动，因为有时候违背自然规律，好心也会办坏事。
大自然的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应该积极探索自然规律，
遵循自然之道。

自然教学方案篇四

1.学会本课的3个生字，理解新出现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培养探
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教学重点

弄清课文写了哪几种大自然的文字,了解认识大自然的文字的
主要途径。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情谈话，导入新课

大自然充满了神奇，你们知道吗？大自然也有它自己的文字。
今天，让我们跟随前苏联科普作家伊林一道来认识《大自然
的文字》，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认识大自然文字的作用，
学习做一个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人。

（板书）24大自然的文字

二、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1.自渎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生字词读音情况

（1）出示词语：耸立预兆铁砧青苔罗盘小熊星座

指名读词，相机正音，齐读。

（2）汇报交流：读懂了什么？

3.指名分节读课文，其他同学一边听，一边思考：这篇课文
介绍了哪几种大自然的文字？

4.听后交流。

三、精读课文，感悟大自然的神奇

(一)学习课文的第一小节

1.指名读第一节。

2.大自然的文字在哪？

3.也就是说大自然的文字无处不在。



4.齐读第一节。

四、小结。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听写词语：铁砧罗盘耸立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大自然的文字无处不在，
几天这堂课，我们一起走近大自然的文字，去读一读神奇的
天书和有趣的地书。

二、精读课文。

（一）.齐读第一节。

（二）学习课文的第二小节。

1.星星写成的天书很厚很厚。翻开天书的一页，指名读第2节。

2.这一节介绍了哪种大自然的文字？

3.认识它有什么作用？

4.出示图片，认识小熊星座，让生指出北极星。

5.让他们说说自己知道的星座。（结合课文阅读，我在课外
书上还知道……）

由此可见，了解大自然的文字可以（生答）辨别方向。（板
书）

（三）学习课文第三小节。



1.自读课文的第三小节。

2.读后汇报

（1）砧状云，这个大自然的文字告诉我们什么知识？

所以认识大自然的文字可以（板书：观察气象）。

3.拓展阅读,出示谚语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屏显）

用笔写在书的旁边

（四）自学课文的第4-6节。

1.自学要求：默读4-6节，介绍了哪几种大自然的文字？

2.汇报。

（1）哪几种文字？你从中读懂了什么？

（2）想象一下，曾经的沧海会是什么样，现在的城市呢？真
是沧海桑田啊！

（3）可见，看起来普通的石灰石，在懂的它的人看来，可以
反映出（地质的变化）板书

（4）齐读第5节。

（5）同样是石头，这块花岗石又是怎么来的？找出句子中的
动词。（搬爬带走）

（6）冰块是一下子把花岗石搬来的吗？你从哪个字体会出来
的？（爬）



（7）一个“爬”字，写出速度之慢，可以看出（地质的变迁）
板书

（8）这两种文字，向我们介绍了大地的变和迁。让我们齐
读4、5、6自然段。

3.同样是介绍地上的石头，作者的叙述重点却不一样。第五
节，强调人们认识大自然的文字，可以了解地质变化中
的“变”--海洋变陆地（城市）；第六节，着重告诉我们地
质变化中的“迁”--远古时代，从寒冷的冰川变迁而来。

（五）学习课文的最后一段

1.要想了解更多的大自然的文字我们有哪些途径呢？自读第
七小节。

2.师小结：走进自然走进书本善于请教

3.总结：同学们，我们走进自然，走进书本，善于请教，就
可以认识大自然的文字，读懂大自然这本很厚的书，感受自
然的无穷奥妙。

三、拓展阅读（以篇带篇）

这儿有一首小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大自然的文字》

你看那天上的星星

这就是大自然的文字

有北极星的地方就是北方

我们不会迷失方向



你看那天上的白云

这就是大自然的文字

云山变得像铁砧

雷雨就要来到

你看那地上灰色的石头

这就是大自然的文字

它是石灰石

有它的地方曾经是一片汪洋

你看那森林里的花岗石

这就是大自然的文字

它是冰搬来的

周围的森林是后来才有的

……

大自然的文字呀

你多么神奇

走进自然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你

深入思考善于请教我们读懂你

自由读小诗。



指名读，齐读。

大自然的文字仅仅就这四种吗？远远不止，让我们拿起笔，
也模仿它的样子写一写吧！

读一读写得好的作品。

假如你来到了大自然会怎样运用这些文字呢？（自由交流）

五、课外作业：

同学之间交流自己所知道的大自然的文字，办一份小报。

板书设计；

星座辨别方向

云观察气象

24大自然的文字石灰石地质变化神奇魅力

花岗石地质变迁

教学反思：

这是前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写的一篇科普小品文。语言通俗易
懂，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大自然的文字以及辨识这些文字的意
义，从而引导学生从小学会认识大自然，培养热爱大自然的
情感和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科普性文章的重点应是弄清楚相关的科普知识，对于六年级
学生来说，只是透过课文掌握了几种大自然的语言还远远不
够。因此，透过文字揣摩作者如何围绕课题去说清相关的知
识并了解它们的重要作用以及你还知道哪些大自然的文字，
也应该是本课教学不可忽略的一点。



从阅读的角度讲，语文课不同于一般性的文艺欣赏，只需体
验情感，发展情感。语文的目的，不仅要帮助学生构建一个
丰富的情感世界，还要让学生尝试构建一个深沉的理性世界。
如果学了课文能得到某种启迪，使人越学越聪慧，越来越变
得眼亮，这样的语文课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满足了求知的
愿望，对学生内心世界触动也很深。《语文课程标准》也强
调：“应让学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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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中设计“阅读小诗和续
写”就在于拉近学生与文中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内心丰富
的情感世界，让学生从课文中走向生活。

在学生认识并了解了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后，我想学生对大自
然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能学会
利用自然解决身边的实际问题，所以巧设一问：“假如你来
到了大自然会怎样运用这些文字呢？”同学们各自发表了看
法，都能结合现有的知识经验，利用身边的自然现象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把学与用结合起来。

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有相当的不足，还有许多需要
修正和补充的地方，这将促进我以后的教学工作，踏踏实实
地走下去。

[《大自然的文字》教学设计]

自然教学方案篇五

1．浅显简明的导语出示课题后，相机进行生字“语”的教学。

2．教师范读（或放录音读），学生静听，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3．学生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认读生字。（给足时间，照顾
差生）

4．自由读课文，读后在课文中找出9个生字和6个要求会认的



字，反复拼读，读准为止。

5．检查生字读音：同桌互读互查，教师利用不带拼音的字卡
采取开火车、指名读、互相帮等多种形式进行，重点检
查“仔、那、永、诉”的读音。

6．自由读全文，要求读正确。

7．大声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用序号标出节次。

1．学读第一节。

（1）教师范读。看课件：以春天为背景，蝌蚪在水中游动；
大鱼跃出水面；雪山、三叶虫化石……等自然现象揭示自然
奥妙的片断。

（2）学生自由练读。

（3）小组讨论：通过看插图、结合课前的郊外观察，你发现
了什么？是怎么知道的？

（4）全班交流：相机处理“说话、语言、仔细观察、发现”
等词语。

（5）个人自由反复练读，同桌互读互评；指名读。

（6）全班齐读第一节。

2．学读第二节。

（1）先自由读，再指名读。

（2）看课件：春天的背景，小蝌蚪在水中游来游去。

（3）指名读一句，（贴小蝌蚪图）范读，齐读。



（4）启发学生想像讨论：小蝌蚪在说什么呢？（相机进行口
语训练）

（5）师生合读。

师：这是：

生：春天已经来到人间。

（6）学生反复练读，同桌互读，从读中知道这一节指的是人
们看到水中游着的蝌蚪，就会知道春天到了。

（7）看课件：春、夏、秋、冬各季节特征的片断，加深扩展
学生的感受，以帮助突破难点。

（8）反复练读，指名读、评，最后齐读第二节。

（9）齐读一、二节。

3．学读第三节。

（1）指名读第三节。

（2）看课件：真实图像：大鱼及其鱼鳞的特写。动画：小鱼
渐渐长成大鱼，鱼鳞上的圈圈逐渐增多。（配以简单讲解）

（3）自由练读，思考：这一节指的是什么？它告诉了我们什
么？

（4）自由练读，同桌互读，指名读，评后齐读。

（5）讨论：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例子？

（6）看课件：树的年轮与年龄。



（7）齐读一至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