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湖之国奇怪的石头 梦幻之国教
案(大全15篇)

意见建议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口头、书面、电子等方
式进行表达。以下是一篇优秀总结的范例，供大家参考。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一

作为一名教职工，往往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借助教案可
以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
么大家知道正规的教案是怎么写的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
理的《梦幻之国》教案，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设计应用

1课时

1、引导学生利用多种废弃材料制作立体的游乐园。

2、通过集体作业，培养学生同他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

4、感受美术活动的乐趣。

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材料的合理与巧妙应用。

收集各种废弃材料、彩色卡纸、橡皮泥、剪刀、双面胶等。

游乐园是儿童的欢乐天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释放童真，
享受童趣。但各种司空见惯的游乐设施学生并非一下子能制



作出来。

本课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及动手能力，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以新课标精神为指导，让学生通过看看、
说说、想想、做做、玩玩，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愿
望，使他们在玩中学，学中玩，体验设计制作活动的乐趣。

通过小组合作，让学生互相探讨，互相学习，尽其所能显示
自己，这样既发挥了学生的个性，又缩短了学生间的差距，
让差生也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通过对废弃物的合理利用，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使学生从小养成心灵手巧的好习惯。

（一）情景导入

1、看录像，师生对话。

师：今天老师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玩，你们猜一猜是什么地方？
（播放录像）

生：游乐园。

师：你们从哪里看出这个地方是个游乐园？

生：那里有滑滑梯、过山车、阿拉伯飞毯……

师：老师知道同学们都喜欢到游乐园玩，因为那里是你们的
欢乐天地，是你们的梦幻之国。

2、揭题：梦幻之国

（二）探索发展

1、说说你喜欢玩哪一种游乐设施，它好玩在哪里？

2、生说，师小结一些游乐设施的特点。（如：滑滑梯，一高



一低有倾斜度；飞机，围着中心点转。）

3、学生分组观察所带来的材料，展开想象：它们适合做什么？

4、生回答，师加以引导。（关注形、色、质）

5、师演示制作方法：

（1）根据材料的特点进行设想（要有空间感）

（2）设计制作（分块）

（3）组合固定（重心的稳定）

（4）装饰美化（色彩艳丽）

（三）实践活动

1、作业布置，提出要求：

（1）小组制作一个小游乐园；

（2）分工合作，能力强的尽量制作与众不同的作品，能力较
弱的可以制作简单的作品；

（3）提倡互相帮助、友好协助。

2、学生动手操作，教师巡视辅导。

3、各小组提出制作中遇到的困难，师生共同解决。

4、修改补充作品，使作品更加完美。

5、小组布置“游乐园”。（可以添加绿化和人物）



6、汇总交流，共享乐趣。（组织各小组把作品摆在一起，形
成一个大游乐场，让学生在“梦幻之国”里享受畅游的乐趣。
）

（四）评价交流

1、你喜欢玩哪一个项目？

2、你觉得哪一个项目最有创意？

3、你喜欢这样的学习活动吗？

札记： 孩子的想象力很丰富，两个果冻碗，两根弯头吸管，
便组合成了一个小秋千……一个小组里的几个人一齐动手，
便制作出了有趣的“梦幻王国”。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二

《二之国》是一款受到广泛好评的角色扮演游戏，它的故事
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享受
到探险、战斗、合成等多种游戏体验。在我玩了这款游戏之
后，我深深地被它所吸引，获得了很多收获，下面我就来谈
一下我对于《二之国》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故事情节感受

《二之国》的故事背景是一个架空的世界，这里有着神秘的
孤岛、奇异的魔法和永恒的冰雪，游戏的故事主线贯穿整个
游戏，游戏人物角色和特殊支线任务则为故事增添了趣味性
和可玩性。我觉得采用分支剧情的方式将整个游戏串起来，
让我更加投入到游戏世界里，每一个解谜和任务我都有着深
深的探究欲望，游戏场景的布局和背景音乐都是游戏制作精
髓的体现。



第三段：战斗系统感受

《二之国》游戏战斗系统与其他游戏有所不同，玩家操控的
角色在战斗中需要切换不同的“魔法形态”，同时还有“环
境元素”，需要合理调度才能在大战中获胜。另外，我感到
游戏还有着体验真正团战的感觉，操控多个角色进行配合，
让我受益匪浅。我在游戏中也学到了如何制定合适的战斗策
略，更深刻认识到了在战斗中要注意团队的角色分配，掌握
每个角色之间的配合关系，这样才能在战斗中取得胜利。

第四段：合成系统体验

《二之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魔法石”，它不仅
是解谜过程中必要的道具，同时也是“心得合成”的重要物
品。在游戏中，“心得合成”可以为你的角色提供增益效果，
比如提高攻击力、防御力等。这需要玩家先收集鲜花、硬币
等材料，并通过相互融合合成恰当的“魔法石”。我觉得这
个系统让我更好的利用场景和收集到的物品，运用自己的想
象力创造出具有个性的魔法，从而更能适应和战胜不同的敌
人。这也让我更有兴趣去探索更多的内容，并在游戏过程中
不断尝试改进自己的合成技巧。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我在《二之国》中收获很多，从探险中找到了希
望和勇气，从战斗中得到了团结和智慧，从制谱和合成中体
验了创造和发现的快乐。这一切都让我对游戏有了更深的理
解和感受，也让我更珍惜自己的时间和机会。《二之国》是
一款值得一试的游戏，它的精神内核和艺术表现都能给你带
来新的启示和思考。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三

１、通过揣摩优美的语言，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异国田园风



光。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１、体会文中语言的表达效果。

２、初步感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不同的语言魅力。

一、语言导入，激发兴趣

师：读了课题，你仿佛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学生联系生活经验，发挥想象，简单描术牧场之国在自己
脑海中形成的画面。）

（意图：“望文生义”这一学习方法，对于语文，尤其是描
写景物和场面的语言文字来说尤其重要。通过对题目的想象，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还为后面的学习做好了
铺垫。）

二、快速阅读，整体感知

１、检查学生读书情况

２、师：你能说说牧场之国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吗？（提
取关键词语：辽阔美丽、悠远宁静、马牛成群）

（意图：体会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中段语文教学的重点。该
环节旨在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自读自悟，交流讨论

师：真正的荷兰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请把课文中你认为特别
美成印象特别深的句子画出来，用已经掌握的读书方法，多
读几遍，细细感受荷兰的独特魅力。



１、学生自由默读，品味课文，教师巡视

２、引导不家务事交流自己的读书感受，想机指导朗读精彩
语段

出示句子：牛群吃草时－－－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你喜欢牛犊还是老牛？你会把它们比作什么呢？

（意图：结合对比喻句的学习体会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

出示语段：最后一抹－－－－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意图：在自读自悟，交流讨论这一教学 环节中，语段的出现
由学生的发言相机出现。主要引导学生体会两点：一是运用
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的方法来读书；二是引导学生关注其他
同学的学习情况，从中汲取自己有用的知识，借鉴有效的学
习方法。在指导朗读时，主要引导学生充分理解课文和准确
合理想象画面。

３、小结：通过学习，我们发现作者用生动优美的语言告诉
我们——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四、观看画面，领略牧场风光

就让我们跟随画面去领略那迷人的牧场 风光吧。（辽阔无垠
的草原－－－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１、同声赞美牧场之国

此时，你想用自己的话来赞荷兰吗？

２、和作者对话，体会写法

作者的千言万语在课文中汇成一句话，你发现了吗？



课文中的这句话像一钉清新的线索，将课文的各个自然段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

（意图：引导学生体会重点词句在表情达意中的作用是本课
教学的重点。让学生初步体会文章的线索。）

五、拓展延伸，领悟中心

１、引导学生介绍荷兰的其他特点？

２、同声赞美荷兰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四

从未想过有一天疫情离我这样地近。

一夜之间这个宛若世外桃源的小县城备受瞩目。第一例病情
被查出、第二例、第三例……我望着自己橙色的健康码、路
边高高挂起的抗疫横幅、每家一张的通行证还有点恍惚。热
干面加油成了塔斗山、大蜚山加油；援鄂医疗队成了援莆医
疗队；热搜第一条成了“莆田最新疫情”……一切令人措不
及防。

他们说：“总有人为漫漫长夜带来光明”。疫情当下，我看
到医护人员再次义无反顾、坚定前行，藏在厚重防护服下无
尽的温柔耐心；主动报名参加志愿活动的人们站在高处指挥
大家排队，汗流浃背喊哑了嗓子；那句“阿狗，加油，一定
要平安回来”催人泪下……清澈的爱只为早日结束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为社会担一份责任与希望。

前辈们令人动容，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我们没有当时代的观众，
看那90后、00后的年轻医护人员丝毫不惧，跟着父辈、祖辈
一起在战疫一线，护目镜下清澈而无惧的眼眸令人心动；一
个个红手印是向上级领导申请参战的大学教师与学生们的坚
定；采集点中来回穿梭着学生美丽的身影，绽放着他们干净
的笑容……祖国，您看到了吗，我们不再是弱小、需要社会
呵护的那群孩子了，我们开始为社会分担尽自己的一份力，
也在渐渐成长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回首过去的中国，纸砚留香、司南指路、锦缎赴疆，而如今
已如央视主持人所描述：“抬头是天问嫦娥在太空中划出的
优美弧线，俯首是奋斗者号落入大洋激起的雪白浪花。”吾
辈恰逢盛世之中。

祖国，我们在红旗下对您大声宣誓：我们是00后的青少年，
正值青春，未来是可以担起民族未来、国家希望的一群人，
并非娇贵、养尊处优的公主王子。您听到了吗，战疫的时刻，
我们说：“该我们上了！”，就业抉择，我们说：“去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已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时代的答卷正
由我们写就。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青年初心历久弥新。当历史车轮辗转滚
动，历史的硝烟化作千沟万壑的松涛和鸣，王国由此点亮，
过去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献力的前辈也成了我们心中的星。
这星光代代相承，最终凝聚成照亮华夏大地的熠熠星河。

我想，这星河便是流淌于中国人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指引我
们前进，更需我们的继承与发扬。吾辈青春恰逢盛世，必将
昂首前行，未来报家国！

我们生于红旗之下，长于春风之中，在祖国的72个生日到来
之际，我们将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爱意；在这盛世之中，以
心中红心，献礼中华。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五

1.板书课题。

看了课题，你知道课文讲的牧场之国是哪个国家吗？（荷兰）

2.荷兰，她为什么被称之为牧场之国呢，大家了解荷兰了吗？
请拿出课前搜集的资料说一说。

今天我们就去游览一下，去感受真正的荷兰。

1.指名读阅读提示，找出阅读要求：作者为什么四次讲到 这
就是真正的荷兰？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想。把喜欢的词句画下
来再读一读。

3.小组合作，概括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板书：碧绿草原、黑白花牛

成群骏马，膘肥体壮

绵羊猪群，悠然自得

晚霞满天、牛羊歇息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自己特别喜欢的段落多读几
遍。想想读懂了什么，还有哪儿没有读懂。

2.小组交流。学生读自己喜欢的语段，用自己的话说说从课
文中了解到了什么，提出不懂的问题。讲述时可以加入自己
的想象。

3.以解说员的角色，向游人介绍你最喜欢的那方面的内容。



（大家相互评议）

拓展迁移，发展语言

根据课文内容和搜集的相关资料，展开想象，把下面的话写
具体。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

荷兰是牧场之国。

我的祖国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六

1、认识本课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揣摩课文中优美的语言，并摘抄下来。

4、搜集查阅有关荷兰的图片及资料。

5、实物投影仪。

感受异国的田园风光。

积累词句

培养通过语言文字想象画面的能力。

以学生自读自悟为主。

学生查阅有关荷兰的图片及有关资料。



一课时

1、板书课题。看了课题，你知道课文讲的牧场之国是哪个国
家吗？（荷兰）

2、荷兰，她为什么被称之为“牧场之国”呢，大家了解荷兰
了吗？请拿出课前搜集的资料说一说。

今天我们就去游览一下，去感受真正的荷兰。

1、指名读阅读提示，找出阅读要求：作者为什么四次讲到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想。把喜欢的词句画下
来再读一读。

3、小组合作，概括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板书：碧绿草原、黑白花牛

成群骏马，膘肥体壮

绵羊猪群，悠然自得

晚霞满天、牛羊歇息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自己特别喜欢的段落多读几
遍。想想读懂了什么，还有哪儿没有读懂。

2、小组交流。学生读自己喜欢的语段，用自己的话说说从课
文中了解到了什么，提出不懂的问题。讲述时可以加入自己
的想象。

3、以解说员的角色，向游人介绍你最喜欢的那方面的`内容。
（大家相互评议）



根据课文内容和搜集的相关资料，展开想象，把下面的话写
具体。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

荷兰是“牧场之国”。

我的祖国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师问：你从哪些地方体会到牧场是动物们的自由王国？

a、我从“老牛好似牛群的家长，无比尊严。极目远眺，四周
全是丝绒般的碧绿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这两句话中感觉
到的。给人感觉是，只要你站在绿色低地上，视线能看到的
地方，就全都是黑白花牛，整个牛群如同一个大家庭，在没
有人的低地上，老牛像一个威严的家长似的，管理着草地上
的牛群。整个低地似乎就是它们的天下。

b、我从“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
许”这儿感到的。“赞许”的意思是因为感到好而加以称赞。
他肯定是在绿草地上生活的自由、快乐、满足才赞许的吧！

（师过渡：你体会得真好。那如果猪会说话，它会怎样加以
赞许啊？）

c、他一定会点着头说：“多么广阔的绿草地啊，你是我们快
乐的家。”

d、它也许会说“在这里，没有人类来打扰我们，也没有敌人
威胁到我们的安全，我和朋友们66无虑地生活在一起，多么
幸福啊！”

e、它可能没说那么多，只是一个劲儿地像个粗汉子似的嘟囔：
“哦，我的家，我的家！”



师过渡：你为什么认为他会这么说？

f、因为书上不是说：“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呼
噜”就和我们人喃喃自语差不多吧！

师总结：从你们丰富的想象中，我不仅感到猪的快乐，也看
到了动物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真是一幅生动和谐的家畜家
禽游憩图呦！谁来读读第四自然段，要让我们能从你的朗读
中体会到绿色低地上的动物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快乐生
活。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七

《牧场之国》是一篇略读课文。荷兰一向以“花之
国”、“风车之国”、“运河之国”、“牧场之国”闻名于
世。本文正是从“牧场之国”的角度来展现荷兰的独特风情
的。课文为我们描绘了荷兰牧场白日的辽阔无际、宁静和谐
和夜晚的祥和寂静、神秘含蓄。文中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
的荷兰”。这既是作者在向人们介绍荷兰的特点，更是对荷
兰的美景发出的赞叹。

本文语言生动，形象传神，比喻、拟人是本文语言上的一个
突出特点。

1.认识本课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荷兰牧场的特点。

3.揣摩课文中优美的语言，并摘抄下来。

4.感受荷兰牧场的田园风光，体会动物与人、与环境和谐统
一的美好意境。

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了解荷兰牧场的特点，进一步感受



乡村生活的可爱;体会作者拟人手法的巧妙运用，感悟文章语
言的生动，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难点是让学生明白课文为
什么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1.导语：同学们，你们喜欢旅游吗?那我带大家飞越重洋，做
一次跨越国际的长途旅游。请欣赏：

2.出示一组荷兰的风光图片，根据画面内容简要地介绍荷兰。

(主要了解水之国、花之国、牧场之国的特点)

3.听了我的介绍，你了解到了一个怎样的荷兰?

4.教师：是的，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这
是课文的第一自然段，让学生齐读。

学生自读课文，扫除字词障碍，归纳课文的主要内容。

1.学生默读课文，看看“牧场之国”哪些地方最吸引你，一
边读一边做记号。

2.在小组内交流感受，并读出感受。

3.全班交流。随着学生的回答，朗读相关的内容，随机教学2～
5自然段(以第二自然段为例)。

这个自然段主要写牛：

(1)在这一段里你还看到了什么?除了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的
牛，你还看到了怎样的牛?

随机朗读理解相关句子，注意读出自己的感受，在此过程中
让学生体会作者的语言美，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如：“牛
群吃草时非常专注……无比尊严。”



(2)师小结：

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牛，这么多神态各异的牛，难怪，作者写
到――齐读：

“极目远眺，四周全是丝绒般……花牛。”

指名读。你为什么这么突出“全是”这个词?

(3)朗读，一边读一边想象，争取情境再现。

以同样的方法，随机教学其它自然段。

1.读完课文，我完全同意这真的是个牧场之国。却对文中一
而再，再而三出现的这一句：“这就是真正的荷兰”不理解。
这句话文中出了几次?(2、3、4、5自然段各一次。)

难道说，以郁金香而闻名的.“花之国”就不是真正的荷兰
了?难道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而运河纵横交错的“水之
国”就不是真正的荷兰了?作者为什么要在文中四次讲到“这
就是真正的荷兰”?在这句话中包含着作者怎样的情感?大家
再次回顾课文，结合插图，静下心来想一想。

2.交流：

师引导：作者不是否认“花之国”、“水之国”是真正的荷
兰。他是通过这样的句子，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被
为“牧场之国”的荷兰的深深的喜爱与赞叹。这份喜爱与赞
叹，全都融在了这四次出现的“这就是真正的荷兰”这一句
话中了!而这四句话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自然段中，作者所赞叹
情象又各不相同。

3.指导朗读。让我们与作者一起来表达对牧场之国这份深深
的喜爱与赞叹!



1.摘抄好词佳句;2.查资料，仿写荷兰，如：水之国、花之国、
风车之国。两项作业，根据自己的情况，任选其一。

牧场之国

碧绿草原、黑白花牛

成群骏马，膘肥体壮

绵羊猪群，悠然自得

晚霞满天、牛羊歇息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八

昔有梁启超所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青春是生机勃勃、坚韧不拔的时节，青年的意
气风发、顽强拼搏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命运。青年在国旗下成
长，为社会、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

国之未来在于青年，青年要有理想，有信念。汪洋大海由千
千万万条涓涓细流汇聚而成，国亦然，每一个小人物都是时
代的缔造者，而青年则是时代的引领者，青年的理想推动着
国家的进步，青年的理想是国家的理想。信念是青年拼搏的
不断源泉，是人生路上的向导。前女排队长惠若琪十岁开始
接触排球，以当主攻手，当队长为理想，不忘初心，顽强拼
搏永不放弃，始终未了自己的信念而奋斗，成为了最好的自
己，凭借一记“探头杀”为里约奥运会上的对决画上圆满的
句号。

国之未来在于青年，青年要有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被称



为“北斗女神”的科学家徐颖，用有限的生命探索着无限的
宇宙，经常在下班后仍然专心于研究，北斗导航系统在徐颖
等科研人员的努力下，蓬勃发展着，他们在迷茫的领路里勇
往直前，对于科学永怀探索之心，为我们的国家乃至世界都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探索的这条道路是崎岖的，收获也
是神秘的，但是只有不断的探索，才会有所进步，要有勇气、
信心走下去。

国之未来在于青年，青年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仰
望理想，对未来积极向上，脚踏实地，立足于现在，不负青
春，不负今朝。自古以来，奋斗都是最美的姿态。只有空洞
的梦想，而不付之于行动，梦想永远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我
们关注的是应该如何通过奋斗将梦想变为现实。邮政工作者
其美多吉三十年奋斗在茫茫的雪线上，将一件件包裹送至人
们的手中，次仁旦达不仅是珠峰的攀登者，亦是珠峰的守护
者，他带领着团队在凛凛寒风下为珠峰清理着垃圾。

国之未来在于青年，青年是国之栋梁，国之未来。青春，因
理想而丰满，因探索而神秘，因奋斗而多姿。

抬头仰望阳光灿烂下的五星红旗，熠熠生辉，新时代的青年
们，在国旗下勇往直前，砥砺前行，追逐着理想，以国为家，
为中华崛起而拼搏！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九

游牧场国庆节期间，我搭乘着大巴，向牧场驶去。一路上，
一块一块的草地上，开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小花，真是锦上
添花。那些花，有的全开放了、有的开了一半、有的只开了
一点点、有的还是花骨朵、那一个个花骨朵就像一个个害羞
的小姑娘用自己的'手遮住自己的脸一般。这些花各有各的姿
态，各有各的色彩，它们鲜艳、美丽、可爱，各个姿态万千、
各个美丽万分、各个绚丽多彩，十分多、美、鲜。这么多的
花在一起，整个草地变成了一片花海。



一进牧场，一条体形彪悍的帅狗向我冲了过来，我向旁边一
闪，它扑了一个空，然后，它友好地用脑袋擦了擦我的裤腿，
又舔了舔我的手。它跳起来，我接住了它的前爪一看，它立
起来，已经到了我嘴巴了。忽然，一阵牛叫声传入了我的耳
朵，我扭头一看，一群牛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棕色的牛毛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好像每一根牛毛上都沾满了酥油一
样，小牛犊懒懒地用舌头舔着鼻子；大公牛踩着土堆在极目
远眺；母牛在有姿态地走着，不时地还吃一口草，十分悠闲。
在牧场，我见到了牛`鸡`狗等动物，也见到了热情的牧人，
还有一个爱哭的小弟弟。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和动物，更让我忘不了
的是那依依多情的心。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十

1、认识本课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异国的田园风光。

3、揣摩课文中优美的语言，并摘抄下来。

揣摩课文中优美的语言。

1、搜集查阅有关荷兰的图片及资料。

2、实物投影仪。

导题

荷兰以郁金香、风车、牧场和运河而闻名天下。同学们，你
们了解荷兰吗?

(请2—3名同学交流有关荷兰的图片或资料)



的确，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让我们随作
者一同走进这优美、恬静的地方吧!

读文

1、边看插图，边读。

2、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说说“牧场之
国”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作者为什么四次讲到“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交流

1、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3、指名板书。

品味

1、带着你个人的感受读一读你喜欢的部分。

2、试着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积累

抄写你最喜欢的词句，并试着背一背。

运用

1、认读本课生字新词

1、用“是……也是……”“仿佛”“悠然自得”写一句话。



2、找一优美的文章读给爸爸、妈妈听。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十一

今天我们去了瑞穗牧场，到那儿喂奶牛去了。

我买了一把饲料，去牛棚喂食，我刚走近牛棚就闻到了一股
股牛粪发出的气，我闻着差点呕吐出来，不过我还忍那个味
道把那些饲料放在牛奶的嘴巴前，我正在东张西望中，一只
奶牛伸出头来舌头一卷，从那把饲料中抽出二三条青草紧紧
地咬住，我拼命地拉着青草就好象保护着救命稻草似的，忽
然感觉一松整个人重心不稳失去了平衡差点摔个“狗啃泥”，
一旁的妈妈看了笑着说；“你是在跟奶牛玩拔河吗?"这些小
奶牛好像没有人给它吃过饲料一样，争先恐后得来吃，一把
饲料很快就被奶牛吃完了，可我还意犹未尽，想着还有好几
头奶牛还没有喂呢，于是向妈妈要求再去买一把饲料继续喂，
我干得汗流夹背。喂完小奶牛休息的`时候我吃着鲜奶冰淇淋，
吃到嘴里它慢慢地融化满口浓浓的奶香，真舒服啊！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十二

2课时。

造型表现设计应用。

1、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培养学生造型表现力及构图能力。

3、培养学生动力操作能力。

1、引导学生想象、构思、创作。

2、取材新颖、独特，构图完美，造型生动。



绘画工具。

（一）组织教学：

（二）讲授新课：

1、导入：同学们是否到游乐场玩过？你们都玩了些什么呢？

导出课题：梦幻之国。

2、新授：

师：同学们你们大胆发挥想象自己设计出有趣、新颖的游乐
设施，我们比一比谁相象出的设施最棒。

3、欣赏：引导学生欣赏优秀作品。

4、归纳作画步骤：

（1）思取材。

（2）构图。

（3）确定表现技法。

（4）完成作品。

4、布置作业：用绘画等形式表现儿童游乐园的`场面。

（三）学生作业，教师辅导。

（四）小结：

表扬优秀作业。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十三

1.认识本课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异国的田园风光。

3.揣摩课文中优美的语言，并摘抄下来。

导题

荷兰以郁金香、风车、牧场和运河而闻名天下。同学们，你
们了解荷兰吗？（2—3名同学交流有关荷兰的图片或资料）

的确，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让我们随作
者一同走进这优美、恬静的地方吧！

读文

1.边看插图，边读导读。

交流

1.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3.指名板书。

品味

1.带着你个人的感受读一读你喜欢的部分。

2.试着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积累



抄写你最喜欢的词句，并试着背一背。

运用

1.认读本课生字新词。

2.用“是……也是……”“仿佛”“悠然自得”写一句话。

3.找一篇优美的文章读给爸爸、妈妈听。

23 古诗词三首(乡村四月，四时田园杂兴，渔歌子)

1.认识7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这三首古诗词，能默写
前两首古诗。

3.通过诵读、解读、悟读课文，了解内容，体会课文描述的
景物和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对祖国诗词的热爱之
情。

乡村四月 四时田园杂兴

由题入手，弄清题意

1.板书课题。

2.自由读题，说说题意。“乡村四月”是指江南农村初夏的
时节。

3.出示插图，观察感受。

4.简介诗人及背景。

翁卷，南京诗人，一生未做官，描写了许多田园生活的诗篇。



反复诵读，弄懂诗意

1.教师范读，学生整体感知诵读的节奏和诗的画面。

2.学生自由练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握节奏，注
意“蚕”“桑”都是平舌音。

3.指名朗读，相互学习，相互欣赏。

4.组内轮读，试着利用工具书或文中注释弄清句意。

5.全班交流，讲讲诗意。

品评朗读，感悟诗情

1.自由诵读，边读边想象诗歌描绘的画面。

2.逐句品评，交流感受。

第一句主要写了江南水乡初夏时的景色。第二句主要写了劳
动人民紧张繁忙的劳作，也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
情赞美。“少”“才”“又”突出了劳作的繁忙。

3.想象画面，有感情地朗读。

背诵，积累语言

自学《四时田园杂兴》

1.按照学习《乡村四月》的方法自学，画出自己不明白的地
方。

2.小组内交流，教师指导点拨。

3.全班交流自学成果。



4.背诵。

1、理解《渔歌子》的词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背诵并默写这首词。

3、想象“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句话的画面，
并描述出来。

学习词的内容，想象词中描写的情景。

结合词句展开想象，并能描述出来。

教学时间：一课时

课前准备：背诵课文查阅资料了解有关词的知识。

一、导入：

欣赏唐宋名家名词。

读生字：塞箬蓑

二、自读《渔歌子》理解词意

自读全词，整体感知。

读《渔歌子》有什么感觉？这首词写了哪些景物？

自读词，提出疑问。

四、细读《渔歌子》理解词意

1、《渔歌子》的作者是谁？哪个朝代的人？



2、自学、对照注解或字典理解字词的意思。

读生字：塞箬蓑

斜风：微风归：回家、回去

3、理解全首词的意思。

在美丽的西塞山前，几只白鹭飞上天空。河边粉红色的桃花
正在盛开，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有肥美的鳜鱼在游动。在风景
如画的河边，诗人头戴青箬笠；身穿绿蓑衣，沐浴着斜风细
雨，久久不愿离去。

五、总结升华

请同学们自愿理解词意。

全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大自然）

3、有感情地朗读《词两首》。

板书设计：

白鹭飞斜 风细雨

渔歌子 桃花流水 热爱大自然

鳜鱼肥 不须归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十四

今天下午，我们要去春晖牧场参观奶牛和了解奶牛。



我们来到了春晖牧场后，那里的叔叔阿姨们都热情地给我们
全班发了一袋牛奶，我们又高高兴兴的上了楼。在这里的张
主任给我们看了一段这里的介绍。并告诉我们这里有大约
共300多只奶牛，每只奶牛能活到15岁，他们的重量是800公
斤，每年能产10吨牛奶。我们全班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奶牛
这么厉害，没想到奶牛这么厉害，可真伟大啊！接着，我们
来到了养奶牛的地方，我一奔跑，一边地在说：“牛牛，小
牛牛，我来啦！”我一眼望去发现小奶牛的头上没有角，水
汪汪的大眼睛，大大的鼻和嘴巴。但是，我们跑过去的`时候
声音太大了，把小奶牛惊吓到了，害的他们很害怕，往角落
里靠。我又看到了一只土黄色的小奶牛走出来了一小步，我
走过去拼命的说着：“小牛牛快出来，小牛牛快出来。”我
看着他一步步的走出来心里很高兴，但是他可是受到了旁边
小牛牛的惊吓，所以又退了回去，我放弃了。后来，我又走
到了大奶牛那里，我发现大奶牛头上有角，而且比我想向中
的大奶牛要大很多。我摸他们两三次，又喂了大奶牛好多
次....

动物世界还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事，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研
究呢。

湖之国奇怪的石头篇十五

1.认识本课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异国的田园风光。

3.揣摩课文中优美的语言，并摘抄下来。

4.搜集查阅有关荷兰的图片及资料。

5.实物投影仪。

a案



第一课时

导题

荷兰以郁金香、风车、牧场和运河而闻名天下。同学们，你
们了解荷兰吗？

（请2～3名同学交流有关荷兰的图片或资料）

的确，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让我们随作
者一同走进这优美、恬静的地方吧！

读文

1.边看插图，边读导读。

2.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说说“牧场之
国”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交流

1.小组交流。

2.全班交流。

3.指名板书。

品味

1.带着你个人的感受读一读你喜欢的部分。

2.试着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积累



抄写你最喜欢的词句，并试着背一背。

运用

1.认读本课生字新词。

2.用“是……也是……”“仿佛”“悠然自得”写一句话。

3.找一篇优美的文章读给爸爸、妈妈听。

b案

谈话导入

1.板书课题。

看了课题，你知道课文讲的牧场之国是哪个国家吗？（荷兰）

2.荷兰，她为什么被称之为“牧场之国”呢，大家了解荷兰
了吗？请拿出课前搜集的资料说一说。

今天我们就去游览一下，去感受真正的`荷兰。

整体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