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优秀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篇一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诗人
王维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节日里，直抒胸
臆，写下此诗的。因为是打磨课，先由三年级一班蒙老师上，
然后由小组评论，针对一些问题，综合大家提出的意见，进
行教案修改，再由我来上。

由于《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第九课《古诗两首》中的第
二首，我是这样设计教学的，小结学习第一首《夜书所见》
的学习方法：(1)了解诗人;(2)理解题意;(3)理解诗意;(4)体
悟诗情;(5)吟诵诗文。放手让学生自己弄懂古诗的大概意思。

在教学中，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有：

(1)导入自然，扣人心弦。我用课件播放莫扎特的一首思乡乐
曲导入，让学生闭目欣赏，学生都沉浸在一种浓浓的思乡情
绪之中，一些学生还道出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时我出现课题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及诗人王维的简介，然后过渡：王
维为什么要思念家乡的亲人?他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的
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古诗。

(2课件的使用恰当适时。本课的课件精美，尤其是在教
学“每逢佳节倍思亲”时，我出现了春节、中秋节、国庆节
几幅画面，让学生说出了在异国他乡、求学的人们对家乡亲
人那种浓浓的思念之情，这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诗歌的理解，



学生说的能力也得到了更好的锻炼。

(3)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得到了发挥。整堂课，我围绕
着设计好的几个问题：王维为什么要思念家乡亲人?他是怎样
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的呢?循循善诱，让学生合作探究来完成
学习任务的。

这堂课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形式多样的朗读，这也是教学
设计上的一个疏忽。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今后的教学中，
我要多注重阅读教学，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
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篇二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作者
是唐朝著名诗人王维，他当时只有17岁,正在长安谋取功名,
恰逢重阳佳节,作者孤身漂泊于繁华热闹的帝都,倍感孤单,非
常思念家乡亲人。情之所至,诗人直抒胸臆,写出了“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传诵千古的名句。

如何让学生感受是个优美的音韵,体悟完整的意境,从而理解
诗人情感的生发和变化呢?本节课我分为两步设计教学:

第一步:初读古诗,首先问学生:“你喜欢过节吗?过节时开心
吗?”学生兴趣高涨,在学生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时候我乘机追
问:但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节日里却有一个人闷闷不乐的,为
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首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相信学过了古诗,你们一定能够找到答案。接着让学生
自读古诗感知,说说读了古诗后你有什么感受。

第二步:精读古诗,在学生说出感受后提问:“诗人为什么这么
悲伤呢?”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一二两句,强调王维身在异乡长
安,离开家乡蒲州两年了,随即引出:“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
晃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王维却“看着家家户户欢度节日



的情景,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我创设情境;“此时此刻,如
果你在异乡,你看到这样的情景,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怎么
想?王维呢?”抓住课文第二句反复朗读体会,尤其是“每逢”、
“倍思亲”……等重点词语进行感悟,并指名读、评议、练读、
精读加以感悟,体会王维的思乡之情。

诵读是学习古诗的基本方法,在本课教学中我让学生反复诵读,
自然成诵。将教学重难点放在了引导学生体会诗人感情上了,
感受诗歌优美的音韵、完整的意境和蕴含其中的感情。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篇三

这是一篇科普题材的课文，全文围绕“为什么火星是地球的
孪生兄弟？”这一中心问题来安排材料。共有八个自然段，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地球与火星的既相似又有差异的复杂科
学问题用“孪生兄弟”的方法表达的清楚明晰。

我在此课的教学上没有采用传统的讲授点拨这种方法，而是
大胆改革将三个课时的第一、二课时内容整合为一个课时，
第二课时侧重于学习第三段及完成学习手册作业训练；第三
课时侧重于星球知识交流，培养学生科研的兴趣。

第一课时，以学生自读为主，学习生字新词，扫除文中
的“拦路虎”。语文学习离开琅琅的读书声是无法学好的，
学完了一课，教师辛苦分析了一通，学生辛苦回答了一气，
结果连课文都读不通顺，这样的语文学习绝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在第一课时我还是采用了传统的教学方法，读。正如
张若田教授所说：“语文教学的法宝，一是读，二是读，三
还是读。”

学生读通课文之后，从课题入手，通过划划读读说说弄明
白“火星是地球的孪生兄弟”的原因。

接着我借助电脑、图片与学生们一起观看了火星的资料片，



使学生对火星有形象的了解。学生们热情高涨，观看仔细，
连续播放了两遍。看完之后，学生又回到课文，交流火星上
有水但是却留不住水的原分析过细，绕在“家常便饭”“集
体大逃亡”这两个词的理解中出不来。使得课堂不够完整大
气，实为败笔。

另外,如果采用分小组的形式,让学生围绕问题展开讨论、更
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习的.兴趣、热情，使教学
效果事半功倍。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篇四

这是一篇说明性的文章，通过火星和地球之间的比较，大胆
推测，提出假设：火星和地球一样有水和生命的存在，并且
通过实验验证了这一假设。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思维过程：
（提出问题、实践验证、解决问题）。同时生动有趣的语言
又是其一大特色。于是我们紧紧抓住：“文体特色”“语言
魅力”开始了“火星之旅”。

课文的第一段，围绕“孪生兄弟”展开。说两者的相
似：“这兄弟俩长得太像了——同样有南极、北极，同样有
高山、峡谷，同样有白云、尘暴和龙卷风，同样是四季分明，
甚至连一天的时间都差不多。”四个“同样”难怪，人们把
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中的“孪生兄弟”，并由此推
测，“火星也和地球一样有水和生命存在。”这是全文的核
心问题。

这里让学生感知两点：

1、有根据的猜测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2、总分式的结构使文章很清昕；排比句式的使用又令表达很
有气势。



效果：在默读中在品味中学生初步感知了其玄妙；在诵读中
他们对这样的表达方式有了更深的体会。

文章的二到八段分两个方面展开具体验证。一方面是水。首
先是证明火星曾经有水。根据有二：一是火星照片，二是岩
石钻孔分析。接着证明火星上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
设问句，下面写水的来源，这里也提出了两种可能：
一、“也许是持续了数亿年的彗星和陨石风暴，给兄弟俩送
去了最初的水。”二、可能“在兄弟俩诞生之初，水的成分
就已经潜藏在一些矿物中了。当火山爆发时，这些矿物便分
离出水，随着熔岩释放出来。”设问的使用使得文章的条理
更加得清晰，纲目分明。

这里的学习目标是：

1、理解文本：火星上的水从哪里来？为什么留不住？

2、体会作者采用怎样的办法把文体表达清楚表达生动的？

效果：在默读批注中学社个初步解决两个理解性的问题；在
交流中对其理解更深；习得了设问等方法对说明清楚事物能
起有效作用。

本文最精妙的地方还在于遣词造句的科学严谨，这两个水的
来源都用了比较模糊的词语“也许”“可能”来推断，因为
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踏上火星，所有的这些都是据理推测，并
没有绝对的把握。再写火星上留不住水的原因：火星本身的
缺陷导致了这个结果——火星比地球小得多，对物体的吸引
力也小得多。使得火星表面的水“集体大逃亡”。“大逃
亡”这个比拟放在这里也很贴切，使得原本严肃的科普短文
多了一些随和、温暖。这一点从课题“孪生兄弟”上也可以
看出。这些都让这一类的说明文多了一定的可读性，文章也
更生动有趣了。



这个板块的教学在实际的操作中已经融合在第一第二板块中
进行了。实际上，学生对于这样生动的科学严谨的遣词造句
只要稍加点拨就心领神会了。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篇五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作者
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他当时只有十七岁，正在长安谍取功
名，恰逢重阳节，作者孤身漂泊于繁华热闹的帝都，倍感孤
单。非常思念家乡亲人，情之所至，诗人直抒胸臆，写出
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千古传诵的
名句。

教学这首诗，我主要通过反复吟诵，感受诗歌的音韵、完整
的意境和蕴涵其中的美好情感。在理解上，主要是引导学生
在朗读的基础上，借助注释、自己试着理解诗歌的意思。

从教学过程看，每一个环节都把握的很好，并按课时要求按
时完成、在重难点突破上、结合当时的背景、给予必要的讲
解、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学生学习的过程看，合作讨论、对照注释。交流汇报，也
都有板有眼，比较扎实。

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诗人所表达的感情。今天的学生是
很难理解的。只有在反复朗读、背诵中有所感悟。

但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的真挚情
感，学生是不可能体会到的。特别是“独在异乡为异客”这
句诗。

这个问题告诉我，在今后教学诗歌时，一是强调诗前查阅资
料的重要性，考虑到学生没有查阅资料的书籍，教师课前给
学生讲一些背景资料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外出会想家的实际，



帮助学生理解课文是大有好处的。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篇六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五册的一篇课
文。这是一首抒写乡情的千古绝唱，著名诗人王维直抒胸臆
卸出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传诵千古
的名句。

如何让学生感受是个优美的音韵，体悟完整的意境，从而理
解诗人情感的生发和变化呢？我听了郭老师的课后，深受启
发，从中学到了许多，下面我就这节课谈谈个人的感受。

一、郭老师以题目中“忆”字为切入点，通过用“忆”组词、
选词的方式来让学生理解题目中“忆”的意思。接着问诗人
忆谁？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忆”的意思，又让学生初步把
握了诗的内涵。

二、郭老师很注重教学生理解诗意、意境的方法。

如在读题目时，郭老师引导学生看课本的注释来理解“九月
九日”和“山东”，让学生清楚地知道这诗中的山东并不是
指现在的山东省，而是指华山以东，王维的家乡。这样学生
就不会出现不该有的错误。当学到后面诗句时，郭老师引导
学生看注释弄明白什么是“茱萸”。以上这些郭老师是运用
了看注释的方法。

人在外面，心里是什么滋味的，你能用诗中一个字来说概括？
从而引出“独”，接下来是想象练习：

来到大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而他（ ）， 路过大院，
亲朋相聚，举杯痛饮，而他（ ）， 出门远游，游人结伴，
互帮互助，而他（ ）， 此时，诗人最想的是（ ）。



三、郭老师注重引进新的知识。如她在教完诗句后，还教学
生对诗进行吟诵的指导，使学生更深入地体会作者的孤独，
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以上那些只是我从郭老师的课堂上学到的最亮点，还有很多
很多，我不能一一道来。但我觉得这节课能让学生在课堂上
背诵一下诗歌就更好了。

俩兄弟的故事教案篇七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是一篇介绍火星知识的说
明文，大多科普类的文章会让人读了感觉枯燥、乏味，而这
篇课文却没有给我们这种感觉。相反，单从题目我们就能看
出这一定是一篇充满“人情味”的课文。的确，课文将火星
与我们所熟悉的地球相比较，以“孪生兄弟”的名义使我们
感到火星也和地球一样，是那样亲切。

科普说明文这类课文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上成科学课，因此我
力求在课堂上把课上出“语文味”来。

课文第一自然段连用四个“同样”，列举了火星和地球的相
似之处，告诉我们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的原因。
随后，课文重点写了火星上的水的来源和散失的原因。为了
引起我们的注意，课文两次运用设问，将两大主要内容清晰
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教学中，我让学生抓住两个问题，弄
清楚课文的主要内容，随后分别在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来读
懂课文。我让学生体会到课文正是运用了设问的方法，才使
我们读起课文来感到纲目分明，我们以后写作文时也可以运
用设问，让自己的作文显得更加有条理。

课文语言有两大特色，一是准确性，二是形象性。在引导学
生读悟课文时，我不忘引导学生品味课文语言。课文多处运用
“也许”、“可能”等表示不确定性的词语，这是因为在还
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推测，如果用了“一定”、



“肯定”等词反而违反了科学性，所以课文用词非常准确、
科学。这一点，我让学生多次反复朗读体会。

除此之外，课后第2题中也提示我们有两个很明显的地方体现
了课文语言的特色——非常形象生动，一处是把“太阳系内
无数大大小小的碎片四处游荡，彼此碰撞”的行为说成
是“家常便饭”，还有一处是把大量的火星气体离开火星的
样子说成是“集体大逃亡”，非常形象，读来感到情趣盎然。
学生通过朗读后不难理解这两处的含义，为了让学生更能体
会到这种语言的特色，我让学生通过比较来加深体会。比如把
“太阳系内无数大大小小的碎片四处游荡，彼此碰撞是家常
便饭”这一句改成“太阳系内无数大大小小的碎片四处游荡，
彼此碰撞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学生通过朗读便能很快地体
会到课文语言的形象性、情趣性。

当然，还有一些语言也是值得我们去积累的。比如第五自然
段中写火星上的水的另一种来源，我设计了填空的形式，让
学生反复练习，尽量能不看书讲出来，从而将课本语言吸收
内化为自己的语言。

一篇课文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光凭课堂上的时间、教材上
的内容是无法满足我们对知识的渴求的。在课前我就布置学
生去阅读《新补充读本》及自己的课外书中对火星的介绍，
在学习完这篇课文之后，我就让学生在课堂上交流自己对火
星的认识。学生们准备得还是比较充分的，有的介绍了火星
上的山脉——比珠穆朗玛峰高三倍的奥林匹斯山脉，有的介
绍了火星上的气温——和“火星”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正好
相反，火星上的温度极低，最低达到零下123摄氏度……通过
相互交流介绍，我让学生明白，经过课外阅读能够了解到好
多平时不知道的知识，如果只看语文书而不看课外书，那我
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阅读课外书，同样是学习语文，就
如我们语文书开头的“习惯篇”中所讲的那样——多种渠道
学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