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桂林山水教案结束语 桂林山水教案
(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桂林山水教案结束语篇一

一、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中优美生动的语言，感受到桂林山水的秀丽，激
发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2.学习“从中心句入手”学课文的方法。

3.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理解并积累词语。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二、教法特点

1.本课的教学思路是：先整体后部分再整体，也就是先“整
体感知，直奔中心”，接着“部分深究，逐层渗 透”，
最    后“再现整体，深化中心”。

2.教给学生“从中心句入手”学课文的方法以及抓关键词学
句的方法。

3.采用先扶后放，扶放结合的方法。第二节的教学由教
师“扶”，第三节“放”手让学生自学，教师进行点拨引导。
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充分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

教学主要步骤：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都喜欢旅游，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去桂林，看看那里
的山水。桂林，是我国广西的一座美丽的城市，也是著名的
游览胜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参观旅游。为什么
呢？因为桂林山水素有“甲天下”的美称。

二、直接揭示学习课文的方法：“从中心句入手”学课文。

1、找出中心句，理解意思，说说作用。（学生默读课文，找
出并划出中心句）。

读后讨论交流，明确：

（1）中心句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2）用抓关键词的方法理解句意：先学懂“甲”的意思，再
理解全句的意思：“桂    林山水天下第一。”

（3）这句话点明了全文的中心，写出桂林山水的秀丽，也抒
发作者赞美桂林山水的感情。

2、围绕中心句，了解内容，理清思路。

先指名读课文，思考：文章围绕中心句写了哪些内容？是怎
样一步一步写的？

读后讨论交流，明确：

（1）课文围绕中心句写了漓江的水和桂林的山。



（2）先总的介绍“桂林山水甲天下”，再具体描写漓江的水
是怎样的水，桂林的山又是怎样的山，最后写游览桂林山水
总的印象和感受。（据此给课文分段，理清思路，按“总
起—分述—总结”的方法分段。）

3.第三步：围绕中心句，学习词句，领悟感情。

读后讨论交流，明确：

（1）大海的水“波澜壮阔”，很美；西湖“水平如镜”，也
很美。可作者说“从没见过漓江这样的水”，说明漓江的水
胜过大海和西湖，比大海、西湖更独特，更美丽。是用“比
较”的方法写出漓江的水“甲天下”。

（2）漓江的水有“静、清、绿”三个特点。写“静”，是通
过人的“感觉”来写的——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
写“清”是从“视觉”的角度写的——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
沙石。写“绿”是用“比喻”把内容写具体的——绿得仿佛
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结合教学比喻句，知道句中把漓江
的水比作绿色的翡翠。）

（3）个别读，引读，要读出感情。（特别注意三个“啊”的
读音：真静啊nga.真清啊nga，真绿啊ya）

（4）书面完成课后练习第一题的第一张表格。

三、指导学生用学习第二节的方法自学第三节课文。

自学后讨论，教师引导，结合进行朗读指导，明确：

（1）作者先用“比较”的方法写出桂林的山胜过泰山和香山，
说明桂林的山“甲天下”。

（2）再用生动的比喻描写出桂林的山“奇”。（结合看图，



理解“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并理解“奇峰罗列，形态
万千”的词意。）

（3）同样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描写桂林的山“秀”。（结合看
图解释：翠绿的屏障。）

（4）桂林的山很“险”，抓“危峰兀立”，“怪石嶙峋”等
词语，领会山势之险。

（5）结合学习比喻句，分别说出在这些比喻句中各把什么比
作什么？

（6）反复诵读课文，特别注意三个“啊”的读音：真奇啊
（ya），真秀啊（wa），真险啊（na）。读后完成课后第一题的第二
张表格。

四、学习课文第四节，重点领会句子的意思和作用。

1.学习重点句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先学懂词意：舟，指小船；
碧波，碧绿的波浪；画，画卷；游，游览。再学   懂句意：
小船行驶在碧绿的江面上，人好像在美丽的画卷中游览。句
子形象地写出桂林山水的无比秀美。也抒发了作者赞美桂林
山水的情感。

2.句子的作用

与开头“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句照应，并有总括全文的作用。

五、听全文录音。

六、板书设计：



桂林山水     甲天下  

山 ：    奇    秀    险

水 ：     静    清    绿

桂林山水教案结束语篇二

本课教学要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树立“教是为了学”的观
念。再重视改进教法的同时，更要重视学法的指导；在让学生
“学会”的同时，更要指导学生“会学”。本课教学，要重
视语言文字的学习。抓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做到因道学文，
以文悟道，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言文字课。

1。学习课文中优美生动的语言，感受到桂林山水的秀丽，激
发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2。学习”从中心句入手”学课文的方法。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并积累词语。

4。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引导学生感受漓江的水，桂林的山那种独特的美。想象桂林
山水的美丽景象。

两课时

第一课时

揭示操作步骤：

1。第一步：找出中心句，理解意思，说说作用。

（学生用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找划出中心句。）



读后讨论交流，明确：

（1）中心句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2）抓关键词理解句意

2。第二步：围绕中心句，了解内容，理清思路。

指名读课文，思考；文章围绕中心句写了哪些内容？是怎样
一步步写的？

读后讨论交流，明确：

（1）课文围绕中心句写了漓江的水和桂林的山。

（2）理清思路，先总写桂林山水“甲天下”，接着分述漓江
的水和桂林山的特点，最后总结总体感受。

1。 第二课时

学生自由谈上节课的收获

读后小组讨论交流，明确：

（1）文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写出漓江水“甲天下”。

（2）漓江水的特点：静、清、绿。

（3）运用多种方式，读出感情。

2。指导学生用学习第二节的方法自学第三节

自学后讨论交流，教师引导，并进行朗读指导。

1。生读第四节找出重点句，联系上下文理解句意。



2。了解句子的作用。

桂林山水教案结束语篇三

１．通过看录像、学文，了解桂林山的特点，从而受到热爱
祖国锦绣河山的教育，陶冶爱美情趣。

２．学习作者细致观察和具体形象地描写景物的方法，培养
观察、想象、理解、表达能力。

3．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第3自然段。

１．了解桂林山的特点，想象其美景。

２．学习作者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录像、收集有关桂林山的资料。

一、谈话导入，启发情感。

1、见过山吗？能用词语概括其特点吗？

二、潜心会文，领悟情感。

桂林的山又是怎样的？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板书：山

1、自由读课文第三自然段，画出描写山的特点的词句。

小黑板出示句子：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
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
林的山真秀啊，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
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
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2、有哪些显著的特点？板书：奇、秀、险



3、朗读指导描写奇的语句。

（1）这段话该怎样读？请你从中选择一句，试着读一读。

（2）谁来读读描写奇的语句？（指名读）

（3）找到奇的感觉了吗？从哪儿找到的？

（4）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仅此而已吗？

（5）生：不是的。你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奇峰罗列、形
态万千）

（6）完成练习纸上的作业

。能干的可以尝试写更多的。完成后四人小组交流，推荐最
优秀的全班交流。

桂林的山真奇啊！

有的像（

）；有的像（

）；有的像（

）；有的像（

）。（

）。

（7）老师也写了一首诗。师朗诵诗歌。

桂林阳朔一水通，快轮看尽千万峰，



有山如象鼻，有山似飞龙。

有山如军舰，有山似芙蓉。

有山如卧佛，有山似书童。

有山如万马奔驰，有山似牛女相逢。

有山如姑娘织布，有山似耕作的老农。

有山如将军升帐，有山似左右侍从。

（8）你再试试，能不能读得更奇呢？自由读后齐读。

4、朗读指导描写秀的`语句。

（1）描写山秀的语句谁来试试？

（2）听了你的朗读，使人眼前一亮，有一种清新的感觉。这
是为什么呀？

（3）还有别的理解吗?

（4）看，桂林的山多秀啊！（幻灯）

（5）齐读。

5、读指导描写险的语句。

（1）现在，谁愿意来动手画一画山的险？几名同学到黑板演
示。

（2）感觉险吗?能说说你是怎样理解的？读有关句子

（3）学着他的样子读。



6、录像。让我们随着录像，一起去感受桂林山的独特之美吧！

7、配乐朗诵。配乐朗诵有兴趣吗？不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首先得把这几句话记住，然后再充满激情地演讲。有信
心吗？（生准备）

（1）指名背。

（2）全体有感情地背诵。

三、延伸表达，抒发情感。

（1）桂林的山水，只是祖国美丽河山的一小部分，对此，你
有什么感想？

四、拓展阅读。

（1）类似优美的文章，还有很多。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美。

（2）摘录课内外优美语句，也可尝试写读书笔记。

桂林山水

泰山

桂林的山：奇、秀、险

香山

桂林山水教案结束语篇四

设计理念：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注重情境的熏陶和感化，通过引导学



生与文本多次对话，用立体化的文本去撞击学生的心扉，使
学生在优美的语言环境中感悟、积累、应用。

设计特色：

“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
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读中入境，读中悟境”是本堂课的主
要特色。就教学而言，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读得充分，悟
得深刻，述得到位；就方法而言，教师指导学生的方法教学
形式多样；就目的而言，目标明确，层次分明，遵循了“感
知———积累———顿悟”的教学思想。

设计意图：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领悟作者细致观察，抓住特点，运用对
比描写景物的方法，从而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感受桂林山
水的美，感受课文的语言美。

教学要求：

1、通过看图、学文，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从而受到热爱祖
国锦绣河山的教育，陶冶爱美情趣。

2、学习作者细致观察和具体形象地描写景物的方法，培养观
察、想象、理解、表达能力。

3、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句。

4、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

教学重难点：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同学们，去年暑假，老师有幸去广西桂林游玩。那里满眼的
画山绣水，真是大自然的千古绝作，就连山石、河流、小桥、
树木几乎都流传着一段段动人的传说。今天，就让我们随着
课文，一同去感受桂林秀丽的山水风光。

齐读课题《桂林山水》

二、整体感知

带入情境带着愉悦的心情自由朗读课文，解决生字和词语。
读了课文，此时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整体感知，提
炼评价）能借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来评价桂林山水吗？（“桂
林山水甲天下”，解释“甲天下”）有句话说得好，“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景能与天堂相媲美，而桂林的
山水敢称天下第一。这桂林山水真的有如此美丽吗？就让我
们坐上木船，赶快去欣赏一番吧！

三、漓江的水

1、小船缓缓地行驶着，一江碧水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这便是
美丽的漓江水。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把最吸
引你、最美的地方用笔划出来好好读一读，把感受到的美用
朗读表现出来。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
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沙石；漓江的水真
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注意三个“啊”的
变调，教师指导朗读）

2、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漓江水有哪些特点呢？（静、清、绿）

3、同样是写漓江水的静、清、绿，如果老师把这三句话变一
变，变成：漓江的水真静啊；漓江的水真清啊；漓江的水真
绿啊。

你看看是哪种写法好，为什么？（是原文中的好。写作中要



求生动、具体、形象。）

拓展练习：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

5、漓江的水不光静、不光清，还很绿。课文中说它绿得仿佛
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解释翡翠：翡翠是一种晶莹剔透的玉石，但是如果上面有个
斑，我们就称之为“瑕”。漓江的水像一块翡翠，并且是一
块没有斑点的翡翠。（幻灯出示翡翠与漓江水的对比图片）

6、漓江的水就是这么美，一起再来读一读。（老师朗读示范
学生试读：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念轻声，稍拖长声音，
然后把声音压平；“清”字先向上扬一点，再轻轻拖一下；
绿，是很美的，同学们试着念出美的意思来。）

四、桂林的山

1、漓江水的“静、清、绿”，美得独特；那桂林的山是否也
与众不同呢？让我们把木船靠边，欣赏一番桂林的山色。

教法迁移：

（同学们可以借鉴学习漓江水的方法，学习第三自然段。把
你认为美的句子划出来，好好读一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
做上“？”）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
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
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
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
会栽倒下来。

《桂林山水》反思

《桂林山水》是一篇写景的经典之作，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



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风光。紧扣桂林山水的特点，在教学中，
我认为以下几点做得比较成功：

一。抓住主线，了解课文内容

学习这篇课文，首先要让学生知道作者的写作顺序。课文开
头一段引用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以一个“甲”字高度
概括了桂林山水的奇丽之景堪称天下第一。第2、3自然段围
绕这一名句分别写了桂林的山、水的特点，先写漓江的水静、
清、绿的特点，接着写桂林的山奇、秀、险的特点。第4自然
段写了作者观赏桂林山水所获得的总的印象，以“舟行碧波
上，人在画中游”的诗句收尾。抓主线，使作者的思路和教
者的教路有效融合，快速了解了课文，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二。读读悟悟，感受桂林山水的美。

语文新课标指出“朗读是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应让学
生在积极思维和情感体验中，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因此，在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中
有思考，读中有感悟。学生对读书的思考和感悟往往还停留
在表层，在教学中我不断引导和点拨，应该说这节课中，文
本的朗读是充分的扎实的，主要包括朗读整篇课文或自然段、
抓住关键词句朗读（特别是通过“啊”在不同字音后面的读
法更是提高了他们的朗读兴趣）。首先让学生充分练读后，
根据自己的感悟，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语句读给老师同学听，
师生共同评议。学生有了充分的.自由，变得爱读，想读，带
着情感和体会理解课文内容，读出文章的味道，语感也便随
之产生了，使之内化为自己的语言。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
作为审美的主体，通过感官与心智去感受、去体验。

三。启发想象，学生进入意境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



化的源泉。”语文教学如何激活学生的想象呢？为了能够培
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在教学桂林山美景的时候，让
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说一说山的样子，给它取个名字，有的说
“美女”“公鸡”“擎天柱”，在学生充分练说的时候，学
生的思维被激活了，课堂气氛很热烈，孩子丰富的想象力让
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然后学生再练读，感受山水的特点。

反思自己整堂课的教学，固然自己做了大量的准备。但是我
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面对新时代有更高要
求的孩子们，更要“多阅读重积累”。

桂林山水教案结束语篇五

1、通过自主学习，认识生字、新词。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读中入景，读中悟情，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感受桂林水
的美，感受课文的语言美。

4、通过自读自悟，领悟作者细致观察、抓住特点、运用对比
描写景物的方法。

引导学生感受漓江江水、桂林山水独特的美。

通过自读自悟，领悟作者细致观察、抓住特点、运用对比描
写景物的方法。

生字卡片，桂林山水的挂图或有关录象等。学生外出旅游拍
的风景照。

1、初读课文，结合课后习题理清课文思路。

2、圈划生字新词，解决疑难词语。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1.同学们，老师布置大家课前收集、阅读了有关描写祖国自
然景观的，想一想：哪处景色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说出来和
大家分享。

2.今天，我们来欣赏桂林山水。播放配乐多媒体或出示挂图，
然后让学生谈感受。

3.导读课文第一自然段，提问：“甲天下”是什么意思?为什
么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二、自读交流，感悟语言

1.自由读课文，一边读一边在头脑中浮现画面，读完后，同
座交流，谈谈各自的感受。

2.组织交流，各自谈体会。

3.结合学生的感受，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

(2)自由练习朗读，然后指名读，教师相机指导朗读，引导学
生感受漓江水的静、清、绿。

(3)齐读课文，提问：漓江的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4.那桂林的山又有什么特点呢?

(1)出示挂图或放映投影片或录像，同时配乐教师范读；或用
多媒体，先后播放峰峦雄伟的泰山、红叶似火的香山和桂林
的山，并同步配乐朗读课文。

(2)自由练习朗读，然后组织朗读比赛，结合赛前提建议、赛
后评议，教师指导朗读，引导学生感受桂林山的奇、秀、险。



(3)指名配乐朗读。

5.出示挂图或放映投影片，同时出现第四自然段的文字，教
师由“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导读课文。或者多媒体展
示游客乘竹筏畅游桂林山水的动画，同时出现文字。

(1)引导学生质疑。

(2)引导朗读、感悟、解疑。重点理解“舟行碧波上，人在画
中游”。

(3)再读第四自然段，引导读出陶醉之感。

三、自主质疑，拓展延伸

1.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

2.分小组交流，然后小组代表汇报小组内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3.对于学生存在的问题，一般可采用以下三种处理方法，一
是利用集体交流，即时解决；二是存疑，第二课时相机解决；
三是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课外书籍(如为什么桂林的山会如此奇
特)。

4.布置作业：

(3)阅读其他有关“桂林山水”的。

一、检查复习，整体导入

1.为什么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2.让我们也走进这连绵不断的画卷，畅游桂林的山水。

二、自由选择，品读课文



2?教师组织集体读议交流，结合学生的朗读，相机品赏，抓
住重点指导品读二、三两个自然段。

品读第二自然段。

(1)朗读这段的第二句话，然后根据学生收集的资料，引进其
他有关描写漓江的片断。

(2)比较阅读，引导学生体会以下三点：课文用“让你感觉不
到它在流动”，从感觉上突出了“静”；用“可以看见江底
的沙石”，从视觉上突出了“清”；用“仿佛那是一块无瑕
的翡翠”这一形象的比喻，突出漓江的水绿的纯净可爱。

(3)出示挂图，放映投影片或录像，以“漓江真美啊!”作为
总起句，引导学生发挥想象说段写段。

(4)自由读第二自然段，边读边想怎么背下来，然后指导背诵。

品读第三自然段。

(1)朗读课文的第二句话，然后引进有关描写桂林的山的资料。

(2)比较阅读，引导学生体会作者想象的丰富，用词之精妙。

(3)出示挂图或放映投影片，引导学生认真观察，并选一座山
峰，发挥想象说话。

(4)比较二、三两段，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引导学生感悟比较
衬托的写法并注意分号的用法，然后指导背诵第三自然段。

三、朗读全文，整体背诵

1.自由读课文，思考课文是怎样描写桂林山水的。

(第一段总的说人们赞美桂林山水甲天下；第二、三两段分别



描写漓江水、桂林山，并抓住了水静、清、绿的特点和山奇、
秀、险的特点；最后将桂林的山水联系起来，突出桂林的山
水美如画。)

2.练习背诵。

3.提示线索，全班背诵课文。

四、转换角色，运用语言

1.同学们，桂林山水如此美丽，大家都很喜欢吧，游完了桂
林山水，我相信你一定也想赞美桂林山水。

喜爱书法的同学可以把赞美的话写在书里的插图上，也就是
题词，别忘了签名；喜欢说说的同学可以选择图上象鼻山这
一景点，练练怎么做导游；喜欢创造的同学可以给桂林设计
旅游广告词。

2.组织交流，选派代表汇报，师生共同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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