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精选7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篇一

24.古诗两首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知道诗的大致意思。

2、能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古诗。

3、感受作者对西湖忽雨忽晴的景色赞赏之意。

1、提问：你们见过夏天的阵雨吗？谁来说说当时的情景？

2、引入诗题：今天我们来学习宋代诗人苏轼写的一首古诗：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看看他是怎样写夏日忽雨忽
晴的天气的。

（板书并领读课题，注意停顿）

3、读了这个题目，你们知道了什么？还有什么疑问？

（知道“六月二十七日”是写这首诗的时间，此时正是一年
中最热的时候，经常回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地点在望湖楼。）

4、解疑：“醉书”，在似醉非醉的'情况下写的诗。



5、介绍作者。

1、自读朗读，读准字音，提出疑问。

2、解疑、教学生字：翻墨——像黑墨一样的翻滚跳珠——活
蹦乱跳的珠子

3、学生尝试理解诗句的意思。

1）天空中的乌云，想泼翻了的黑墨水一样地散开来，还没有
把整座山遮住。

2）白色的大雨点像珠子一样，胡乱地往船上直溅直跳。

3）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满天乌云吹的无影无踪。

4）望湖楼下的水颜色和蓝天颜色一样。

1、思考并讨论：

1）古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是什么？

2）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3）这首诗哪些地方用了比喻？

2、诵读全诗，体会天气变化之快。

3、设想当时情景，当一回诗人，吟诵《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
醉书》。

1、仔细观看插图，思考：图上画的是雨前、雨中还是雨后？、

（右上角插图画的是雨中，下方插图画的是雨后。）



2、用自己的话讲述全诗的意思。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篇二

【学习目标】

1、认识10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

2、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有背诵古诗的兴趣。

【学习重难点】

1、会认10个生字，会写6写。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诗人对
秋天的赞美之情。

【教具准备】

课件、卡片。

【学习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学习要求

1、会认6个字，会写3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诗人对
秋天的赞美之情。

教学过程

一、交流资料，了解背景

2、看图说话。出示挂图，让学生说说在图上看到了什么?想
到了什么?

二、理解课题，自读古诗

1、借助拼音读题。注意“赠”、“景”是后鼻音。书
空“刘”字。

2、说说题目的意思。

3、苏轼送给刘景文一首什么诗?请大家小声读诗，注意读准
字音。自己读完后再读给同桌听。

4、用笔圈出生字读读。

5、同桌合作学习生字，尝试理解字义。

三、再读感悟，想像画面

1、自由读诗，结合图思考：诗描写的是什么的景色?

2、小组内讨论交流，师相机点拔。

3、自由组合，与学习伙伴合作，读完后交流自己体会，交流
后再融入感情读。

4、小组汇报自学收获和不懂之处。小组间答疑。师进行指导。
如：理解“霜”的意思。可以结合生活实际来指导。你见过



霜?冰箱里白色的东西就是霜。霜是一种自然现象，北方秋天
气温降到了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或草叶上会凝结一层薄薄
的白色冰晶。这就是霜。下霜时，天气已经冷了。还可以结
合上下文理解。如：“擎雨盖、傲霜枝”，让学生观察插图，
重点引导观察荷塘和菊花，使其明白“擎雨盖、傲霜枝”指
什么。

5、师范读，学生想象诗所描绘的画面：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6、指导感情朗读，带着对秋天的赞美语气来读。

四、图文结合，熟读成诵

1、引导学生用自的话说说读了这首诗后，头脑中形成了什么
画面?

2、根据诗意，参看插图，熟读课文，练习背诵。

五、想一想，议一议

秋天难道只有橙黄橘绿两颜色?出示课件让学生议一议。

六、指导写字

1、要写的的字：

首、刘、枝、记。

2、学生认读：

首：书空笔顺。



注意“枝”的木字旁最后一笔是点。

3、让生观察范字，说说怎样书写。

4、指名板书生字，师生共同评价，探索写好字的方法。

5、学生书写，师巡视指导。

第二课时

学习要求

1、会认4个生字，会写3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体会诗人对
秋天的赞美之情。

3、背诵其它写秋天的诗。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小组比赛背诵《赠刘景文》。

2、听写“刘、记、枝”三个字。

3、出示《山行》。

二、自主学习，感悟诗意

1、学生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师巡视指导：

自学提示：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学习这首诗。如，可以自己学，也可以
几个人组成小组学;可以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描绘的景
象;喜欢朗读的同学可以有感情地读一读;还可以画一幅画，
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2、交流、分享、展示自己的学习所获。喜欢表演的同学用充
满激情的声音读;愿意说的同学说说读后想到的景象;喜爱表
演的同学边给同学朗读边进行表演;擅长画画的同学把自己的
作品向周围的同学展示过程中，师相机点拔诗中表现出的枫
叶经霜仍然生机盎然，富有生命力。

3、集体讨论，解决学习中还不懂的问题。

4、小组比赛朗读《山行》，老师针对学生情况相机指导朗读。

三、趣味实践活动

1、卡片连词练背诵，方法：

师出示本诗的生字卡片，让学生按生字出现在诗句的先后摆
放，然后连起来，试着背诗句。

2、情境背诗，方法：

师扮演学生的家人，如，妈妈、爷爷、奶奶等，请同学背诵
诗给“家人”听。

四、指导写字

1、指名学生在黑板上的田字格中写“于、首”两字，集体评
一评写得怎么样?

2、师在田字格里范写“枫”字，提示学生这个字左窄右宽，
学生书空。



3、学生写一遍，同桌交换评、改。

4、学生练习书写生字，师巡视检查学生的写字姿势。

五、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背诵古诗。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篇三

寻隐者不遇——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所见——袁枚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题秋江独钓图——王士禛

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樽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清平乐村居——辛弃疾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浪淘沙——刘禹锡



(其一)浪淘沙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乡村四月——翁卷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题李凝幽居》（唐）贾岛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送孟浩然之广陵》《游园不值》

（唐）李白（南宋）叶绍翁

故人西辞黄鹤楼,应怜屐齿印苍苔,

烟花三月下扬州.小扣柴扉久不开.

孤帆远影碧空尽,春色满园关不住,

唯见长江天际流.一枝红杏出墙来.

《清平乐·村居》《宿新市徐公店》（南宋）辛弃疾（南宋）



杨万里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篱落疏疏一径深,醉里吴音相媚
好,白发谁家翁媪?树头花落未成阴.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
鸡笼.儿童急走追黄蝶,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飞入菜
花无处寻.《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北
宋）苏轼（南宋）杨万里黑云翻墨未遮山,毕竟西湖六月中,
白雨跳珠乱入船.风光不与四时同.卷地风来忽吹散,接天莲叶
无穷碧,望湖楼下水如天.映日荷花别样红.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篇四

1.长歌行(节录)汉乐府

百川东到海，

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赏析]

乐府诗是最能代表汉代诗歌成就的一种体裁。它常采用赋、
比、兴、互文、反复歌咏的修饰手法及铺陈、对比、烘托等
技巧状物抒情，这首《长歌行》便代表了这种特色。作者借
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韶光之匆匆易逝，感慨“少壮不



努力，老大徒伤悲”，劝勉世人要珍惜光阴，有所作为。全
诗从青葵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又以江河作比，得出应当
抓紧时间奋发努力的结论，其比兴手法是很明显的。

“长歌”适宜表达深沉的感情，这一首娓娓道来，有描述，
有抒情，有叹惋，也有劝勉，使整首诗含蕴细腻，余意无穷。
既继承了“歌以咏志”的传统，又极富形式上的美感，便于
反复吟诵。

2.七步诗(曹植)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简析]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
要想迫害曹植，于是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一首
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咏出这首《七步诗》。诗
人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兄弟的残酷
迫害。

前两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燃”一“泣”写出
“萁”“豆”的尖锐矛盾，及豆萁对豆子的残酷迫害。最后
两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画龙点睛提示诗歌主
题。“同根”一语双关，表面上指“萁”和“豆”是在同一
根上面生长起来的，实际上是说自己与曹丕是同一父母所生，
责问曹丕为什么要对同胞兄弟逼迫得这样急。



这首诗的比喻十分贴切，浅显生动。虽然诗歌本身是否真为
曹植所作，还难以确定，但这首诗反映曹魏统治集团的内部
矛盾倒是十分形象真切的，确实是一首好诗。

3.敕勒歌(北朝乐府)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简析]

这是一首敕勒人唱的民歌，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它歌唱
了大草原的景色和游牧民族的生活。

开头两句“敕勒川，阴山下”，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
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天似
穹庐，笼盖四野”，敕勒族人用自己生活中的“穹庐”作比
喻，说天空如毡制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
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这种景
象只在大草原或大海上才能见到。最后三句“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一幅壮阔无比、生机勃勃的草原全
景图。“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阵风儿吹弯了牧草，显露出
成群的牛羊，多么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这里水草丰盛、牛羊肥
壮的景象。全诗寥寥二十余字，就展现出我国古代牧民生活
的壮丽图景。

这首诗具有北朝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境界开阔，
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宋诗人黄庭坚
说这首民歌的作者“仓卒之间，语奇如此，盖率意道事实



耳”(《山谷题跋》卷七)。因为作者对草原牧民生活非常熟
悉，所以能一下抓住特点，不必用力雕饰，艺术效果就很好。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篇五

使至塞上（节选）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写的五言律诗。公元７３６年，吐蕃发兵
进攻唐属小国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开元二十五年，即
公元７３７年，唐河西节度副使崔希逸在青海西大破吐蕃军。
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使的身份出塞慰问将士，察访军情。
这首诗作于王维赴边塞的途中。

《使至塞上》共８句，本课节选其中４句，即３、４、５、
６句。原诗第１、２句是“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第
７、８句是：“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中直写作者
奉命出使，前去慰问将士。诗人以雄浑的笔触，描绘了大沙
漠上奇异壮观的景象，表达了诗人对戍边将士的深情赞美。

本课节选的４句诗，在内容上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前两句），写诗人出使边塞的万里行程。这是叙
事，叙写出使的季节和遥远艰苦的行程。

第二部分（后两句），写大漠边塞的奇异景观。这是写景，
描写大沙漠上孤烟垂直，浑圆的落日与滔滔黄河相辉映的景
象。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征蓬”，指随风飞动的蓬草。“归雁”，指由南方北飞回
归故地的大雁。诗中借征蓬和归雁指代出使塞外的人。“汉
塞”，即边塞。“胡天”，即胡地，古代将北方和西方的少
数民族称“胡人”，胡人居住的地方称“胡天”。两句诗表



明出使的季节（南雁北归为春季）和遥远艰苦的行程。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大漠”，大沙漠。边疆沙漠，浩瀚无边，所以称“大漠”。
“孤烟直”，烽火台燃起的浓烟，沙漠荒凉，没有别的景观
因此称“孤烟”。“直”，表现烟的劲拔、坚毅。“长河”，
指黄河。大沙漠上没有山峦树木，横贯其间的黄河显得分
外“长”。“落日圆”，傍晚圆圆的太阳。傍晚，在大漠看
西下的落日分外浑圆。这两句贴切自然的写景，表现了塞外
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浩茫的大沙漠上，
一股烽烟笔直上冲，单调而醒目，浑圆的落日与滔滔黄河交
相辉映，构成凄凉壮美的景观。

作者写沙漠抓住“烟”“河”“日”三种典型事物加以刻画。
刻画烟为“孤烟直”，刻画“河”与“日”为“长河落日
圆”，形象地描述了大沙漠既单调，又雄浑的景物，勾勒出
阔大、壮美的大沙漠中黄昏日落的景色。

前两句写作者出使，途中见数行归雁北翔。这既是叙事，也
是写景。后两句写大漠、烽烟、长河、落日，活现出一幅边
塞图。读这两句诗，使人可以感受到边塞的荒凉、凄苦。然
而戍边将士正在这里浴血奋战，实在可歌可泣。“烟”
虽“孤”，但却“直”，大有顶天立地之感。长河落日本极
平常，但作者却有独特感受。说“长河落日圆”，流露出亲
切、喜悦之情，足见诗人开阔的胸襟。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篇六

活动内容：

综合学习六包括“我的采蜜集”、“读读背背”、“口语交
际”、“我的小笔头”四项学习内容。



活动目标：

1、通过“我的采蜜集”，了解有关《三国演义》人物、故事
的歇后语，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丰富学生的语言和词汇量。

2、在“读读背背”中“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同时让学生
了解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3、通过“口语交际”，培养学生围绕主题搜集、选择、处理
资料的能力，提高找准论据、阐明观点的能力。

4、学生在“我的小笔头”中学会自由表达，写出自己心中的
所思所感。

活动策略：

通过看一看、写一写、做一做、背一背等多种形式，使学生
手脑并用，多种感官参与活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加
强古诗词的诵读与积累，为学生积淀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
通过交流自己的看法，为学生创设课堂口语交际的氛围，调
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习作要写
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活动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与设计说明：

教学过程

设计说明

我的采蜜集



1、走进三国：作品简介。出示相关课件

2、话说三国：谈人物故事。

3、我来读一读：品读歇后语。学生熟读这些歇后语。

4、试着写一写：补充歇后语。

5、学着用一用：让学生收集歇后语，分类整理，并尝试运用。

6、抄写在采蜜集上。

读读背背

1、出示相关课件读一读古诗。

2、看一看作者简介。

3、念一念写作背景。

4、自读自悟，想一想诗句的意思。

5、背一背，熟读成诵。

口语交际

1、出示相关课件口语交际内容：你怎么看待过春节“放鞭
炮”这一习俗？

2、搜集资料，找一找有关春节燃放鞭炮的资料，如习俗的`
由来、鞭炮造成的浪费、危害事例等。

3、论证观点：燃放鞭炮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1）独立思考，确定自己支持的观点。



（2）结合具体事例论证。

4、讨论辩论，完善观点。

（1）根据所持观点的异同自由结组。

（2）进行讨论或辩论，在交流中完善自己的观点。

5、全班交流。要求：

（1）要注意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

（2）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要注意交流中的礼貌。

我的小笔头

1、出示相关课件明确习作要求：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成一篇
习作。

2、教师引导。

（1）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感触最深的人或事，写出自己的真实
感受。

（2）可将文章题目变换成《我好想……》《我希望……》。

（3）要深入观察生活，思考问题，写出有真情实感、有深度
的文章，切忌草草“描绘”，而没感触、没真情。

（4）写作时要有针对性，写成后希望把文章拿给谁看。切忌
空发感想，无病呻吟。

3、同桌交流，互相评价。

4、自己修改。



5、全班交流。

6、交流评改的心得。

五年级语文鸟的天堂教案篇七

一、情境导入，萌发情感(课件：小姑娘受伤后鲜血直流，晕
迷不醒。众人着急)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28课《她是我的朋
友》，“她”就是(小姑娘)。

小姑娘伤势严重，如果不能补足她失去的血，她一定会死去
的。输血迫在眉睫啊。那是否有人愿意给她献血呢?请大家用
你喜欢的方式读5—14自然段，找找答案吧。

(设计意图：利用多媒体渲染气氛，从一开始就把学生引入课
文情景。老师充满哀伤和渴求的朗诵，激发学生用心朗读，
用心感悟。)

二、探究表现，体味内心

(一)、有人愿意献血吗?把这个句子读一读。

1、出示句子“一阵沉默之后，一只小手颤抖地举起来。忽然
又放下去，然后又举起来。”

2、看到这个句子你有什么疑问?

根据学生提问，归纳三个问题，其他随机解决。

(1)“一阵沉默之后”说明了什么?

(2)阮恒举手时为什么“颤抖”?



(3)他为什么把手“放下去”又“举起来”?

3、重温读书方法：读书的方法有很多，当我们产生疑问的时
候，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联系上下文读书找答案;小组组讨
论;请教老师或同学等等)

4、请大家选择你最感兴趣的问题，先试着自己运用读书方法
来解决，解决不了，再用其他办法。(学生自主选择方法学
习)

5、汇报。

6、指导朗读。

指名读，你为什么这么读?

从同学的朗读中，老师仿佛看到了小男孩输血前的害怕，犹
豫却又非常勇敢。你能边做动作边读吗?在座位上试一试。

愿意读的站起来边做动作边读。

(二)由表及里，洞识内心。

1、终于有个孩子愿意为小女孩输血了，他就是(板：阮恒)，
他害怕过，犹豫过，但仍然数他最勇敢。在输血过程中，他
又是怎样想的?怎么做的呢?请大家再把6~10自然段读一读，
把阮恒的.神情、动作的句子画下来，再读一读。

2、提问，出示4个重点句。

重点句1

抽血过程中阮恒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重点句2



出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啜泣了一下，全身颤抖并迅速用
另一只手捂住脸。”

重点句3

“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呜咽，并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
的痛苦。”

重点句4

“接着，他那不时的啜泣变成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他眼睛
紧闭着，用牙咬着自己的小拳头，想竭力制止抽泣。”

3、刚才我们学习第5自然段的时候，同学们都很会学习，不
但能发现问题，而且会运用各种学习方法试着解决。你们有
信心继续学好吗?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这些句子，看又产生什么
疑问，自己想想办法解决。

4、学生自主选择方法学习，提问题，解决问题。

5、汇报。

(设计意图：“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因此，老师
努力建设一个“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给予学生广阔的质疑空间，培养学生主动获取
知识的能力。)

6、指导朗读，深入体会阮恒的内心变化。

(1)请同学们选择你最想读好的句子，读一读。

(2)同学们读得真好，请大家推荐一位读得最好的同学读一读。

请同学们看屏幕，边听边仔细观察小男孩的神情、动作。(配
乐)



(3)阮恒在献血的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在这些句子中写他哭的
词有很多，你能找出来吗?

(4)“啜泣、呜咽、哭泣、抽泣”

你能把阮恒献血的过程演一演吗?老师来读句子，大家演一演，
体会他内心的变化。

师读，生演。

(设计意图：新课标告诉我们：“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
本之间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
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5)问：你为什么这样哭呢?

(6)如果你们是医生，你怎么用轻柔声音安慰他?

三、拓展延伸，情感升华

几名同学讲这句话：“她是我的朋友。”

阮恒说的时候，他是怎样想的?你从中想到了什么?

(设计意图：充分挖掘教材因素，鼓励学生大胆想象，给学生
足够的思维空间，这样不仅可以发展他们的创新思维，而且
对深入理解课文内容，突破教学难点，加强语言文字的训练
十分有益。)

结束语：

让朋友间的这种爱心和友情永远留在我们心间,衷心地祝愿大
家友谊地久天长!

四、作业设计



根据学生情况分层次布置作业：

1.小姑娘得救了，阮恒也安然无恙，他们一起在孤儿院里生
活、游戏，还会发生什么事。请同学们展开丰富的想象，续
写一个小故事，要写清楚她们的神情、动作、语言等。(难度
较大)

2.观察生活中朋友之间互相帮助的事例，写在自己的作文或
日记里，注意写清人物的语言、动作等。(多数学生都能够完
成)

五、板书设计：

18她是我的朋友

阮恒献血

爱心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