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汇总8篇)
初中教案是教师备课和授课过程中的重要工具，能够帮助教
师系统地组织教学内容和指导学生学习。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一些一年级教案范文，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一

设计思想：

陈忠实写的《青海高原一株柳》是篇借物抒情的散文。课文
文质兼美，但是词句的理解却有难度，尤其需要学生感同身
受地去理解青海高原一株柳顽强生存、不懈拼搏的毅力与勇
气更是有困难，毕竟这些小学生身在蜜罐里，长在温室中。
课文中有一段对青海高原柳树的描写，两段对这株柳树生长
历程的想象，我主要抓住这几段文字进行剖析，并引导学生
去想象高原柳生存的艰难。配乐朗读为学生营造情境氛围，
使学生化身为高原柳树，去描摹它的不屈历程。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研读语言文字和合理的想象，体会出青海高原一株柳
的神奇，进而能够理解以顽强的毅力和韧劲与命运作抗争的
人生哲理。

3．凭借语言材料激发学生热爱生命、不抱怨命运、敢于同艰
难环境作抗争的情感。

教学重点：

课文语言优美流畅，用词华丽，情景交融，理解好文章中的



句段是教学的重点。尤其是课文5－7自然段，需要指导学生
通过想象去感受柳树的不屈。

教学难点：

课文表面看是写物，但是作者实际是由物及人，托物抒情，
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独特的充满生命力量的风景画。对于课文
内涵的理解，柳树这种在逆境中不屈生存的斗志和勇气是每
个人必须的力量，这是我们要在教学时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的
难点。

第一次教学设计

一、复习导入，感受青海高原环境的恶劣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引读：《青海高原一株柳》。

2.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青海高原的环境非常恶劣，
课文中用了这些词（出示词语）：

谁能读出青海高原的特点？（指名读，环境的确恶劣）如果
读的速度再慢一点，就更能体会它的意境了，我们一起来试
一试。

二、感知柳树外形的神奇

1．就在这莽莽的高原之上，却生长着一株柳树。在作者的心
目中这是怎样的一株柳树呢？请大家轻轻地打开课本，从文
中找出作者描述的语言。（指名说）

出示：“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
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株神奇的柳树。（板书：神奇）



2．首先请你快速找到描写这株柳外形的段落。（出示第五自
然段）。

你看到这株柳了吗？这一株柳就躲在语言文字的后面，读着
读着，这株柳的神奇之处就会从语言文字中显现出来，先自
己读一读这段文字。

3．现在我们来交流。

（1）这株柳树神奇在哪儿？

（出示第一句话）“两合抱粗”有多粗？请你们两个来演示
一下。这样粗壮的柳树在江南可不常见。

树阴的面积有多大？咱们教室大概有五十平方米，也就是说
有两个教室那么大的树阴。这真是一棵高大粗壮的柳树了。

(板书：高大粗壮)真神奇，谁来读？

（2）还有哪儿神奇？书上用两个词形容了柳树枝干的特点。

从哪里感受到枝干很坚硬？是啊，就像生铁做成的铁块一样，
很硬，颜色很暗淡。

过渡：咱们这里的柳树坚硬吗？有一个词叫“柔柳”，说明
我们这里的柳以“柔”著称，可这株高原柳却这么硬，真是
神奇。

（3）神奇还体现在哪里？叶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叶子如此苍郁深沉是什么原因？对，全是高寒和缺水所导致
的。

（板书：苍绿）生命的颜色如此独特，这又是一“奇”。



4．过渡：柳树是这样的高大粗壮，所以课文中说它――

（引读：出示）：巍巍然撑立……强大感召。

板书：撑立，手掌用力就是“撑”，难道这个“撑立”仅仅
是写柳树在高原上高大粗壮的样子吗？别急，我们再来读书，
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的6、7两个自然段，读完之后，你
对“撑立”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三、感动于柳树品质的神奇

1．读了这两段之后，你觉得柳树在高原上撑立容易吗？你是
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拿出笔，圈一圈，划一划，在感受最
深的地方留下你的批注。

2．学生交流，师相机出示课文片段。

a：（出示）一茬一茬的柳树苗子……一条绿色的生命活到一岁。

（1）说说你读书的感受。

柳树生长要面临的两大困难是什么？（板书：干旱严寒）

（2）高原上的干旱和严寒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夏秋两季连续
干旱，一滴雨也不下，年平均气温很低，最冷的时候达到零
下二十多度。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茬一茬的柳树苗子全毁了，
只有这棵留了下来，我们真替它庆幸。自己好好读读这段话。

b：还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它撑立的不容易？

（出示）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

（1）你有什么感受？柳树又受到了怎样的考验？（板书：风
雪、雷电）



（2）残酷的高原风雪和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你们没有体验过，
肯定想象不到它有多可怕。听――（出示：风雪、雷电声）

想象一下：狂风呼啸，飞沙走石,这株
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雪纷飞，其它植物早已被大雪吞噬，这株
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声惊雷在天空乍响，闪电无情地劈下来，这株
柳____________________。

（3）这株柳树就在经受着这样的摧毁，但它害

怕了吗？冻死过多少次，它――，被劈断了枝干而它――。

谁来读读这段话？（指名读）。（评价：我仿佛看到它在咬
着牙坚持。）

（4）柳树经受这样的摧毁仅仅是难得一次吗？你从哪儿读出
来的？

（三个“多少”：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雪和电击，环境如此恶
劣；

“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这是一段多么艰辛的生长
过程啊!）

同学们理解透彻，一定也能读好。（指名读）（评价：柳树
经受着无数次的摧毁，也毫不畏怯。“又”字读得好，让我
们感受到它坚持的执着。）

（6）这是一种怎样的撑立，你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吗？生板书。
（坚持、顽强、不屈不挠）



同学们，这么多的词，都可以用来诠释这个“撑立”。

3．这株柳树在青海高原的风雪雷电中愈挫愈勇，在如此的危
险和艰难面前，表现得这么顽强，难怪作者会不由自主地从
内心发出这样的赞叹――齐读：

“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上。”

四、感悟精神，由物及人

1．这一株柳树，生活环境如此恶劣，命运如此坎坷，可是
它――引读。

（1）（出示）

（2）最后一句话里面有两个数字，出示：命运给予……一片
绿阴。

注意到了吗？你读出了什么？（“九十九”中体会到柳树在
青海高原上生存经历了那么多困难。它害怕了吗？“一”让
我们感受到它生存的希望那么小。它放弃了吗？）

（3）磨难再大，可是它无所畏惧；希望再小，可是它永不言
弃。青海高原一株柳用坚强不屈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
的奇迹，所以作者这样写，齐读。

五、首尾呼应，内化情感

1．这真是一株神奇的柳树，神奇在它身处逆境却这般（高大、
粗壮、苍绿），神奇在它毫不畏惧（干旱、严寒、风雪、雷
电），神奇在它具有（坚毅、顽强）的品格。

出示：“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上。”

4．我们相信，这株柳一定能继续在高原上撑立下去。



（青海高原：突出这株柳生存环境恶劣；

一株：它是唯一一棵生存下来的柳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
迹。）

5．同学们，今天你们可真了不起，你们读懂了柳树的神奇，
更读懂了柳树撑立的精神，当然也读懂了作者遣词造句的良
苦用心，老师希望青海高原上的这株柳能够永远伫立在我们
每个人的心中。因为它用顽强、坚持等等的精神，创造了一
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6．最后老师送大家两句话，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不管遇到
怎样的坎坷我们都能顽强地去面对。

（出示，齐读）：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勇敢面对，成为生活的强者。

附板书：青海高原一株柳

神奇撑立

高大干旱顽强

粗壮严寒坚持

苍绿风雪不屈不挠

雷电

教师点评：

陈娟：点评时不要重复学生的回答。



王德进：理解柳树外形时可采用对比，与本地对比，联系实
际来说。

姜丽霞：1.怎样体会环境的恶劣？

2.想象说话时，风雪雷电时，关键引导柳树怎样，可以出示
一个句式练说。

姜为立：1.可以使用一些图片，较直观。

2.你想到了什么名人？写时可联系自己：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你是怎么顽强面对的？

孙小燕：1.体会柳树外形时，按一定顺序：枝、干、叶、站
立姿态，可以总结一下。

2.听风雪雷电时，想象说话可改为写话。

3.正确理解“神奇”与“撑立”的关系，板书要改。

张冬梅：1.评读不够。

2.要渗透写法指导。

3.指导朗读不够。

李静：1.面对那么多磨难时，柳树怎样鼓励自己的？

2.高原柳与平原柳的对比，第8小节要讲。

3.“撑立”与“伫立”的理解。

孙小砺：1.要明确课上练写什么。

2.妖思考怎样抓住“神奇”一词。



第二次教学设计

一、复习导入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5课，齐读课题。

2.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在环境恶劣的青
海高原生长着一株柳树。在作者眼里，这是一株怎样的柳树？
请大家打开课本，迅速找出这句话。

出示：“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
上。”

3．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走近这株神奇的柳树。（板书：神
奇）

二、感知柳树外形的神奇

1．首先请你快速找到描写这株柳外形的段落。（板书：外形）

（出示第五自然段）。

你看到这株柳了吗？这一株柳就躲在语言文字的后面，读着
读着，这株柳的神

奇之处就会从语言文字中显现出来，先自己读一读这段文字。

2．现在我们来交流。

（1）这株柳树神奇在哪儿？

（出示第一句话）“两合抱粗”有多粗？（出示）请你们两
个来演示一下。这样粗壮的柳树在我们这边可不常见。

树阴的面积有多大？（出示）咱们教室大概有五十平方米，



也就是说有两个教室那么大的树阴。这真是一棵高大粗壮的
柳树了。（板书：高大粗壮）

真神奇，谁来读？

（2）还有哪儿神奇？书上用两个词形容了柳树枝干的特点。

从哪里感受到枝干很坚硬？是啊，就像生铁做成的铁块一样，
很硬，颜色很暗淡。

过渡：咱们这里的柳树坚硬吗？有一个词叫“柔柳”，说明
我们这里的柳以“柔”著称，可这株高原柳却这么硬，真是
神奇。

（3）神奇还体现在哪里？叶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平时见
过的柳树叶子是什么颜色？叶子如此苍郁深沉是什么原因？
对，全是高寒和缺水所导致的。

青海高原恶劣的环境捶打着它，磨练着它，使它拥有了一份
独特的绿。(板书：苍绿)，又是一“奇”。

3．这样一株高大、粗壮，色泽独特的柳树，是多么神奇。所
以作者觉得：（出示：这是一株……青海高原上。）

4.这一株柳树，它――（引读：出示）：巍巍然撑立……强
大感召。

“巍巍然撑立”，（出示）我们要读出顶天立地的气势，读
出这株柳高大伟岸的身躯，再读一遍。

手掌用力就是“撑”，难道这个“撑立”仅仅是写柳树在高
原上高大粗壮的样子吗？别急，我们再来读书。请同学们自
由读作者猜测柳树生长经历的6、7两个自然段（板书：经
历），读完之后，你对“撑立”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三、感动于柳树品质的神奇

1．读了这两段之后，你觉得柳树在高原上撑立容易吗？从哪
些地方看出来的？拿出笔，圈一圈，划一划，在感受最深的
地方留下你的批注。

2．师生交流：哪些词句看出柳树在高原上撑立不容易？

a：（出示）干旱和寒冷……一条绿色的生命活到一岁。

（1）说说你读书的感受。

柳树生长要面临的两大困难是什么？（板书：干旱寒冷）

（2）高原上的干旱和严寒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夏秋两季连续
干旱，一滴雨也不下，年平均气温很低。在这样的环境下，
任何植物都活不过一年，只有这株柳树活了下来，我们真替
它庆幸。

能读好这句话吗？(出示绝不宽容：干旱和寒冷从不手下留
情)

b：还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它撑立的不容易？

（出示）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

（1）这里柳树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板书：风雪雷电）

（2）我们身处平原，也许终生无缘了解3500米以上，极端气
温零下20度的高原风雪和雷轰电击，听一听吧！――（出示：
风雪、雷电声）

（3）柳树经受这样的摧毁仅仅是难得一次吗？从哪些词能读
出来？



（“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这是一段艰辛的生长经
历；

三个“多少”：柳树经历的摧毁非常多。）

谁来读好这段话？（指名读）

（评价：柳树经受着无数次的摧毁，也毫不畏怯。我仿佛看
到它在咬着牙坚持。“又”字读得好，一共用了几个“又”？
让我们感受到它坚持的执着。）

（4）也许很多时候，它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觉得快撑不下去
的时候，它总会这样鼓励自己――（指名说）。

（6）这是一种怎样的撑立，你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吗？生板书。
（坚持、顽强、不屈不挠、宁死不屈）

这么多的词，都可以用来诠释这个“撑立”。

3．这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板书：精神），难怪作
者会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这样的赞叹――齐读：

“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上。”

四、感悟精神，由物及人

1．当这株柳树在高原的风雪雷电中苦苦撑立的时候，看一看
那些平原的柳树们此时此刻在干着什么呢？（出示图片）

2.课题是《青海高原一株柳》，作者却用大量笔墨写到家乡
灞河的柳，这是为什么？带着这个问题快速默读第八自然段。

用家乡灞河的柳与青海高原一株柳作对比，衬托高原柳顽强
的生命力。这种对比的写法我们也可以运用到平时的写作中
去。



3.这一株柳树，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命运如此坎坷，可是
它――引读。

（1）（出示最后一段）

（2）最后一句话里面有两个数字，出示：命运给予……一片
绿阴。

注意到了吗？你读出了什么？（“九十九”中体会到柳树在
青海高原上生存经历了那么多困难。它害怕了吗？“一”让
我们感受到它生存的希望那么小。它放弃了吗？）

（3）磨难再大，可是它无所畏惧；希望再小，可是它永不言
弃。青海高原一株柳用坚强不屈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
的`奇迹，所以作者这样写，齐读。

五、首尾呼应，内化情感

1．这真是一株神奇的柳树，神奇在它身处恶劣的环境，却这般
（高大、粗壮、苍绿），神奇在它经历了（干旱、严寒、风
雪、雷电），却毫不畏惧，神奇在它具有（坚毅、顽强、不
屈不挠）等等的精神。

出示：“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上。”

这里用的是“伫立”而不是“撑立”，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伫立”表示这株柳树在青海高原上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
的磨难，表达了作者对它的赞美。）

4．我们相信，这株柳一定能继续在高原上撑立下去。让我们
怀着崇敬，再来读一读课文的题目。

谁想一个人来读题目？你想强调什么？为什么？

（青海高原：突出这株柳生存环境恶劣；



一株：它是唯一一棵生存下来的柳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
迹。）

5．同学们，今天你们可真了不起，你们读懂了柳树的神奇，
更读懂了柳树撑立的精神，当然也读懂了作者遣词造句的良
苦用心，老师希望青海高原上这株柳的精神能够永远伫立在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6．最后老师送大家两句话，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不管遇到
怎样的坎坷我们都能顽强地去面对。

（出示，齐读）：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勇敢面对，成为生活的强者。

附板书：青海高原一株柳

外形高大粗壮苍绿

神奇经历干旱寒冷风雪雷电

精神坚持顽强不屈不挠

教师点评：

胡银兰：1.思路非常清晰，能立足教材，紧扣教学目标，做
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2.重点体会段落，体会“神奇”。

3.读的方式较多，学生感悟较深。

4.想想说话不够到位，可以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形式，让学生



进行练笔。

张菊凤：1.抓住了重点，牵一发而动全身。

2.多重朗读，读中悟情。

3.注重媒体，深化理解。

陈玲：1.能根据教材特点，设定一定的教学方式。

2.学生理解柳树生长经历部分，拓展了高原气候的知识。

3.感受精神部分，对比简单，可以再深华。最后一段柳树部
分要引导学生不抱怨的精神。

何兰：1.教学层次清晰，抓主要句段进行理解。

2.引导学生说话，深化了学生对高原柳精神的感悟。

王艳：1.紧扣“神奇”进行教学，思路清晰。

2.品读关键词句到位。

3.能利用文中的“留白”让学生想象说话。但说话引导不够
到位，课设计一个练笔。

刘江海：设计合理巧妙，学生的发言很积极。

黄文：1.紧扣“神奇”，感受高原柳的精神。

2.拓展联想到的人时，由此想到了他们的精神，处理较好。

3.“九十九”与“一”的理解，还要强调生活和命运的不公
平，体现柳的不抱怨的精神。



孙小砺：1.上课时教师的表情要丰富。

2.要正确处理教学中的突发事件。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二

二、反复读文，理解柳的特点

1、学习第一部分

(1)默读课文一到二节，思考：为什么要写第一节内容?

理解：神奇、望而生畏、伫立

(2)指导朗读这两节重音：神奇、望而生畏、伫立

(3)3、4节

a读“在青海高原，……悲壮和苍凉”，想一想：走在青海高
原上作者面对的是什么?心头弥漫着的又是怎样的感情?回忆
一、两首描写边塞生活的古诗，理解苍凉和悲壮。

b思考我一眼瞅见了大柳树，为什么会不由得“哦”了一声?

2、学习第二部分

(1)轻轻读第五节，想一想：这一节主要介绍了这株柳的什
么?

a通过演示理解两合抱粗，结合参照物理解百余平方米?

b朗读第五节

(2)默读课文，想想哪几节写“我”的猜测和想象?



六、七两节

a、填空练习：第六节主要是想象青海高原一株柳的(来历)，
第七节主要是想象青海高原一株柳的(经历)

b、口述“我”想象的内容：(一粒柳絮……抛洒……恰遇……
有幸……)

(一团团柳絮……抛洒……一片……只有……)

c、为什么说这是奇迹?理解“不可思议”

三、学习课文第八节。

1、自由读课文第八节，说说你是怎样理解“同是一株柳……
相差何远”这句话的?

(1)平原和水边的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又是怎样?

(2)这株柳树的生活的道路和命运又是怎样?

(1)讨论(在恶劣的环境中，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发扬抗争精
神，坚强不屈。)

(2)齐读这节。

三、扣题结题，体味文章的主旨

2、默读全文质疑问难。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三

《青海高原一株柳》是苏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教材第五
单元中的第一篇课文.这是一篇文质兼美,语言凝练,思想内涵



深刻的文章.朗读感悟难度比较高.但我想借助这一课巩固以
前教过的阅读方法,同时也向各位老师展示我校的校本研究的
成果.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课标》在高段语文阅读教
学目标中提出"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词
句的意思,体会其表达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校六年级
的学生,从上四年级开始就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读书做记号的
一系列阅读实践活动,我们的读书做记号在各年段的要求不一
样.四年级时,我们开始教学生抓住关键词语从本意和含义进
行体会批注,五年级时我们教学生抓住关键词句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体会批注,到现阶段,学生已经能够初步地从思维的广
度和深度上对所阅读的内容进行理解批注,留下自己的思维痕
迹.为了进一步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课堂上学生的
体会批注落到实处,养成倾听和记笔记的习惯,我们在六年级
重点研究了课堂上的"二次批注".

我们选择了《青海高原一株柳》这篇课文的教学为大家提供
一个"二次批注"的研究案例.因为这篇课文比较长,所以我做
了这样的安排:在第一课时,我主要安排了初读课文,了解青海
高原这株柳树的样子这两个重点内容,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
同学们对自己的初读感悟进行了批注.第二课时我主要引导学
生了解青海高原的这株柳树为什么这么神奇,使作者产生了"
望而生畏"的感觉,并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批注的训
练.这一课时我主要设计了两个教学内容:

一,听读导入新课.通过听读最后一段话,训练学生的听读能力,
同时为精读课文重点段做准备.因为这篇课文篇幅长,在文中
表现青海高原这株柳树神奇而令人望而生畏的语句有多处.如
果一一交流,一节课的时间肯定不够,为了更好地落实"二次批
注"的训练,我们在听读的基础上构建了"青海高原这株柳树是
怎样在与环境的抗争中没有抱怨,没有畏怯成为了一株神奇而
令人望而生畏的柳树的 "这个话题,缩小了学习内容的范围.



二,汇报交流,进行二次批注.

叶圣陶老先生老早就主张要把阅读过程处理成"学生独立阅
读"和"师生集体阅读"相互结合的过程.他认为精读一篇课文,
可以分为"预习报告与讨论练习"三个阶段,并提出预习是"训
练阅读最重要的阶段".叶老说:"上课做什么呢 在学生是报告
和讨论,不再是一味地听讲;在老师是指导和订正,不再是一味
讲解."所以我在学生初读课文的基础上布置学生再次反复认
真读课文,在自己认为关键的语句处批注自己的感悟.在课堂
上组织学生交流自己的读书感悟.学生在预习时的感悟可能思
维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所以我以一处语例为例,指导学生在读
中进行多角度的感悟交流,并进行"二次批注",把自己新的感
悟到和受到的启发批注出来.

在此基础上,再以一语例指导学生在课堂上,在同学的交流中
运用所学的方法,抓住提示思维的关键词语一边听一边批注.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四

深邃的蓝天凝滞的云团悲壮和苍凉师：同学们想不想亲眼去
看一看这株柳树？

出示一段文字：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覆盖
出大约百十余平方米的树阴；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
色泽，粗实而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
自然使人感到高原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然撑
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

师：这是一棵树吗？有同学会说，这不是树，这是一段文字。
它就是一棵树，这棵树躲在语言文字的后面，读着读着，就
会从语言文字中显现出来，先自己读一读这段文字。生读。

师：这一段比较长，咱们挑一句来读。



生：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到高
原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

师：听他这么一读，叶子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生：叶子青
翠欲滴。

师：嫩绿，草绿，鲜绿，丹绿，但这株柳树却绿得那么苍郁，
那么深沉，奇怪吗？这是一奇。谁能把描写叶子的句子再来
读一读。生读。

师：不错，大伙一起来读读这句描写叶子的话。生齐读。

师：你还想读哪一句。

生：它巍然撑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

师：你这么一读，这株柳树的样子仿佛出现在我们眼前，这
句给你什么感觉。生：柳树十分高大。师：从哪里看出？生：
巍巍然。

师：高大和粗壮还能从哪里看出来。

生：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粗砺而坚硬。师：
我知道你肯定读懂这句话是写它的――生：树干。

师：树干和树枝。给你留下什么印象？生：这树生长的时间
非常久。

师：所以那么粗实那么坚硬，从哪里感受到它很坚硬？生：
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师：你们看到过铁锭吗？
生：电视里。师：什么样？生：很硬。

师：是看到的，没有摸过，这个铁锭现在不太容易看得到了。
以前咱们的衣服要用纺车纺纱，纺机或纺车上铁做的锭，很
硬，颜色很暗淡。树干和树枝这么坚硬，奇怪吗？生：奇怪。



师：咱们这里的树坚硬吗？有一个词叫“柔柳”，说明我们
这里的柳以“柔”著称，可这株高原柳却这么硬，这是二奇。
谁再来读读这一句？生读。

师：男子汉的声音：粗实而坚硬。再来读一读。生读，齐读。

师：刚才我们还感觉到它的样子是高大而粗壮的，我们一起
读。

生：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覆盖出大约百十
余平方米的树阴。师：两合抱粗有多粗？咱们两个来演示一
下。这样粗壮的柳树在江南可以看到吗？而且树阴有百十余
平方米。咱们教室大概有三十平方米，也就是说有两三个教
室那么大的树阴，你说这棵柳树高大吗？真是太高大粗壮了，
这是三奇。读到这，这株柳树的样子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连起来读一读。生读。

师：柳树是这样的高大粗壮，所以课文中说它是巍巍然立在
高原之上。手掌用力，这个“撑”字，手掌用力就是撑。难
道这个“撑立”仅仅写出了柳树在高原上高大粗壮的样子吗？
别急，我们再来读书，这一回，我们快速默读作者猜测柳树
生长情况的六、七两个自然段，看看读完之后，你对“撑
立”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生默读。

师：读了这两段之后中，你觉得柳树在高原上撑立容易吗？
哪些看出不容易呢？拿出笔来，把重点的句段划下来。

师：哪些词看出柳树在高原上撑立不容易？

生：自古以来，人们也许年复一年看到过，一茬一茬的柳树
苗子在春天冒出又在夏天旱死，也许熬过了持久的干旱，却
躲不过更为严酷的寒冷，干旱和寒冷绝不宽容任何一条绿色
的生命活到一岁。师：说说你读书的感受。



师：但是这株柳树呢？

生：造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师：不光柳树，别的生物也活不到一年，你们知道高原上的
干旱和寒冷有多严重，连续两个季节不下一滴雨，最冷的时
候零下几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茬一茬的柳树苗子全
毁了，只有这棵留下来了，而且长得高大粗壮，神奇吗？把
他找到的这段读一读。生读。

师：还从哪些地方也感受到了它撑立的不容易了？

生：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经历了多少次虐杀生灵的高原
风雪，冻死过多少次又复苏过来：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
雷轰电击，被劈断了枝干而又重新抽出了新条；它无疑经受
过一次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这是一种
多么顽强的精神。

师：谁对这一段也特别有感受。这么多孩子对这段话特别有
感受，自己读一读这段话，你觉得读到哪个词语哪个词组的
时候特别有感受。自己读。生自读。

师：读到哪些词语特别有感受？

生：一次又一次摧毁，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师：说明它经
受了？生：许多许多困难。

师：还从哪里看到它的不容易？

生：经历了多少次虐杀生灵的高原风雪，冻死过多少次又复
苏过来：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被劈断了枝干
而又重新抽出了新条。

师：你从多少次虐杀生灵的高原风雪和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



中感受到什么？我感受到这株柳树为了生存经受过的无数次
的雷轰电击。

师：环境非常――生：恶劣。

师：看老师写这个“虐”字。上面是虎字头，下面是横竖折
再写横，这个字组个词，可以组“虐待”，残酷的高原风雪
和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没有体验过，你们肯定想象不到它
有多可怕。你们听。师放录音。

生：一阵狂风吹过来，把柳树吹歪了，然后它又靠自己的精
神站立了起来。师：被狂风吹歪了，弯下腰来了，你还看到
了什么？生：险些连根拔起。

生：一阵狂风吹来，树干都断了。

生：每一次经受风雪的时候，都是差一点点被冻死，但是又
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生：差点被其他柳树苗的芽给埋没了。
生：柳叶都被吹得四分五裂。

师：这株柳树就在经受这样的摧毁，但它害怕了吗？生：没
有。师：而是冻死过多少次，又――生：复苏过来。

师：被劈断了枝干而又――生：重新抽出了新条。师：谁来
读读这两句？生读。

师：我仿佛看到它在咬着牙坚持。生读。

师：它在熬，在挺。谁再来读。生读。

师：它这是在和死神较劲呢！生读。

师：柳树经受这样的摧毁仅仅是难得一次吗？你从哪儿读出
来的。生：它无疑经受过一次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回又一
回起死回生。师：从哪两个词语中读出。生：一次又一次，



一回又一回。师：还从哪里看出经受的摧毁不止一次？生：
多少。

师：用了几个多少？生：用了三个。

师：让我们一起读好这三个带“多少”的短句，读的时候，
可以把“多少”的“多”字稍稍上扬些。生读。

师：读得真好，谁再来读。生读。

师：这三个“多少”写出了柳树经受的摧毁是多么的多和频
繁。但柳树畏怯了吗？生：没有。

生：又重新抽出新芽。

师：它无疑经受过一次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次又一次――
生：又起死回生。师：用了几个“又”字？生：四个。

生：我一定要撑下去，只要熬过这几次风雪就好了。生：坚
持就是胜利。

师：它就是这样给自己打气的。

生：其他柳树都死了，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生：我一定要活
下去，不能这样死了。生：我要创造生命的奇迹。

生：我不能就这样死了，这一秒不失望，下一秒就有希望。

生：又复苏过来。

师：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被劈断了枝干而
又――生：重新抽出了新条。

师：它无疑经受过一次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回又一回――
生：起死回生。



师：这是一种怎样的撑立，你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吗？生：顽
强。

师：会写这个词吗，写在黑板上。师：再用哪个词可以概括？
生：不屈。师：还有吗？生：咬着牙。

师：你也去写。还有吗？生：坚强不屈。师：你去写。

生：坚忍不拔。生：坚持不懈。生：宁死不屈。生：永不放
弃。师：同学们，这么多的词，都可以来诠释这个“撑立”。

生：现在在沐浴着阳光。生：在肥沃的土地里汲取着营养。
生：可能在吮吸着甜美的雨水，生：听着游人的赞美。

生：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着婀娜多姿的身姿。生：在过着无忧
无虑的生活。

师：也许是大夏天的狂风暴雨，也只是给他们洗了个澡。师：
同一株柳树，生活的环境却不同，可柳树抱怨了吗？生：没
有。

师：让我们读课文的最后一段。生读。

师：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里面有两个数字不知道引起了
你们的注意吗？一个是九十九，一个是一。

师：从这两个数字中，你又读出了什么？

生：在暴雨中差点死了，可成就了了片绿阴。师：九十九让
你读出了它经历的困难那么多。生：顽强的精神和坚定不移
的信念。

师：“九十九”让我们感受到它经历的困难那么多，可它害
怕了吗？“一”让我们感到它生存的希望那么小，可是它放
弃了吗？生：没有。



师：所以作者这样写。读。

生读：命运给予它的几乎是九十九条死亡之路，它却在一线
希望之中成就了一片绿阴。

师：它就这样坚忍不拔，永不放弃地撑立在有着――生：深
邃的蓝天凝滞的云团悲壮和苍凉的青海高原上。师：它就这
样撑啊撑，撑出了高原上壮丽的――生：风景。

生：因为它坚持不懈，有顽强的精神，面对这么多的挫折，
它毫不放弃。师：毫不放弃让它的生命如此强盛。

生读：；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
到高原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

师：这回你肯定知道，它为什么绿得这么苍郁，这么深沉？

生：遇到了无数困难和挫折，但它把这些困难坚持下来了，
所以它有了这样的经历。

师：有了这样经受困难的经历，所以它绿得饱经风霜。

读读这个句子。

生读；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到
高原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

生：因为在许多柳树苗中，只有这株坚强地活了下来，它经
历过许多的磨难。生：铁锭般的颜色呈现出它顽强不屈的精
神。

师：从颜色中你感受到了精神这种经历，这种磨难，这种坚
持，锻铸了它的精神，所以它能显得如此粗实而坚硬。此时
此刻，这株柳树像这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撑立在我们每个人
的心中，让我们情着崇敬的心情读读这段话，如果坐着读不



能表达心情，让我们站着读。老师给大家配上音乐。

生读：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覆盖出大约百
十余平方米的树荫；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粗
砺而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
感到高原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然撑立在高原
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

师：难怪作者在开始的时候要写这样写，咱们一起读。生读：
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伫立在青海高原上。

师：这里用了一个“伫立“，而不用”撑立“，你觉得有什
么特殊的含义吗？生：“伫立”表示是长时间地站着，这株
柳树在青海高原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肯定经历了很多磨难
和困难才活下来的。

师：它已经在高原上很久很久，我们也相信，它能继续在高
原上撑立下去。最后一横，稳稳地站立，让我们情着崇敬的
心情，再来读一读课文的题目。谁想一个人来读题目。生读
课题。

师：你想强调什么？生：一株。师：为什么？

生：因为高原上只有一株柳树，看不到其他柳树了。生读。

师：你想强调什么？

生：它是伫立在青海高原上的。师：柳树竟然是伫立在青海
高原上的。

生：因为它原来是平平常常的，现在已经不平常了。生：因
为它是唯一一棵柳树，经历过很多折磨的。

师：我懂你的意思了，这株柳树能够在高原上生存下来，你



觉得这是一个不可的奇迹，所以他要强调这一株柳。

师：同学们，今天你们可真了不起，你们读懂了两个词，一
个是撑立，一个是伫立。其实你们已经读懂了一棵树，读懂
了一种精神，当然也读懂了作者遣词造句的良苦用心，盛老
师希望这棵柳树的精神能够永远伫立在每个人的心中。因为
它用坚强不屈、顽强……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
迹。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五

15、青海高原一株柳

即墨市德馨小学

于兰美

1、课前准备：完成《青海高原一株柳》导学案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出现的生字词，读准生词的音

2、联系上下文抓住关键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感受青海高原一
株柳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默写最后一个自然段。

4、学习文章由物及人、借物抒情的表达方法以及对比这一方
法的妙处。教学重点：学习本课生字词，理解课文内容，感
受青海高原一株柳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教学难点：学习文章由物及人、借物抒情的表达方法以及对
比这一方法的妙处。基础知识的易错点：

字形方面：“虐杀”的“虐”下半部的开口方向朝外，提醒



学生“老虎的爪子朝外才能伤到人”

“摧毁”的“摧”与“催促”的“催”进行字形比较，加强
识记。字音方面：“深邃”的“隧”读音是四声，不要读成
二声。切入点和主线问题：青海高原这株柳给你留下了什么
样的印象？资料补充：语言文字训练点：

1、文章第五自然段“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
覆盖出大约百十余平方米的树阴；树干和树枝呈现出生铁铁
锭的色泽，粗实而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
沉，自然使人感到高寒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
巍然撑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

抓住“百十余平方米、两合抱粗、粗实而坚硬、苍郁、深沉、
巍巍然”感受这株柳树的生机勃勃。

2、第七自然段：“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经历过多少虐杀
生灵的高原风雪，冻死过多少

次又复苏过来；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被劈断
了枝干而又重新抽出了新条。它无疑经受过一次又一次摧毁，
却能够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这是一种多么顽强的精神。”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流预习，以学定教

1、小组交流易读错的字音和易写错的字形，然后全班交流。

预设：字形方面重点强调“虐杀”的“虐”下半部的开口方
向朝外，提醒学生“老虎的爪子朝外才能伤到人”

字音方面重点强调：



摧

韧

卓

铸

诵

老师随便选取课文中的段落让学生接力读，及时正音。预设
读第三段“在青海高原„„”第五段“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
粗„„”第六段“我便抑制不住自己的猜测„„”第七段“长到
这样粗的一株柳树„„”最后一段“这株柳树没有抱怨„„”

4、交流预习卡“读文思考”中的问题：青海高原这株柳给你
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预设：生命力顽强、神奇，让学生把
交流的词写到黑板上。

二、自主品读，丰满形象

（一）感受青海高原一株柳顽强的生命力

1、默读课文，从哪些语句感受到青海高原一株柳顽强的生命
力？整理并完善预习时所做的批注。

2、小组交流。（要求：小组内学习最弱的那个同学先说，其
他同学补充；小组成员间要相互包容，耐心帮助学习吃力的
那个同学；交流时要学会倾听，组长适时组织成员进行记录、
修正，使组内达成意见一致）

3、全班交流。（要求：小组四人同时上场，让学习势力最弱
的那个同学先说，小组内的其他同学帮助补充，台下同学认
真倾听，随时进行补充或者反驳。台下的同学与台上形成互
动。）预设学生会交流到如下句段：句段1：（本段作为朗读



训练点）

“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覆盖出大约百十余
平方米的树阴；树干和树枝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粗实而
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到
高寒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巍然撑立在高原之
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

预设学生会在相互补充中抓住“百十余平方米、两合抱粗、
粗实而坚硬、苍郁、深沉、巍巍然”感受这株柳树的生机勃
勃。

预设学生会联系上文关于青海高原荒芜的环境描写补充对高
原这株柳顽强生命力的理解。

点拨：让两个学生手拉手撑开感受一下柳树的粗壮，用两间
教室的面积大小与百十余平米形成对比，突出树阴的大。读
出自己的感受。（自读、指读、齐读）

句段2：

“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经历过多少虐杀生灵的高原风雪，
冻死过多少次又复苏过来；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轰电
击，被劈断了枝干而又重新抽出了新条。它无疑经受过一次
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这是一种多么顽
强的精神。”

预设学生会抓住3个“多少”、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高
原风雪、雷轰电击感受到青海高原这株柳树经历了很多的磨
难却都能起死回生，体会它那顽强的生命力。

点拨：把你的佩服感受带进文章中，读出来。

句段3：“风从遥远的河川把一粒柳絮卷上高原，随意抛撒到



这里，那一年恰遇好雨水，它有幸萌发了。风把一团团柳絮
抛撒到这里，生长出一片幼柳，随之而来的持续的干旱把这
一茬柳苗子全毁了，只有这一株柳树奇迹般地保存了生命。
自古以来，人们也许年复一年看到过一茬一茬的柳树苗子在
春天冒出又在夏天旱死，也许熬过了持久的干旱，却躲不过
更为严酷的寒冷。干旱和寒冷绝不宽容任何一条绿色的生命
活到一岁。然而这株柳树却造就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预设学生会抓住“持续的干旱、严酷的寒冷、奇迹般的保存
了生命、不可思议”这些词语体会到高原一株柳的顽强的生
命力。

【设计意图：渗透表达方法的教学，实现语文教学转身】

预设学生很容易理解：这是用了对比的手法，突出了青海高
原一株柳的顽强的生命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体会“对比”这一表达方法的妙处】

三、点拨引导，情感升华

师生配乐齐读“这株柳树没有抱怨命运„„一片绿阴”

点拨：“命运给予它的几乎是九十九条死亡之路，它却在一
线希望之中成就了一片绿阴。”这句话仅仅是在写柳树吗？
还让你想到了哪些人？预设：

预设：在人生的道路上，生活和命运是不可能公平的，但是
只要心中一直充满希4

望，凭借自己超乎想像的韧劲和毅力去努力，生命就会产生
奇迹。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设计意图：体会文章由物及人、借物抒情的表达方法】



五、作业：

1、积累本课出现的四字词语。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搜集各类赞美柳树的古今诗文。

第二课时

一、听写词语，导入新课。

广袤无垠寸草不生目力所及不可思议艰苦卓绝名贯古今雷轰
电击铁铸

虐杀摧毁吟诵韧劲学生书写过程中时刻关注执笔姿势。

点拨：光读的动情远远不够，要把这些浸透着真情的文字牢
牢记住才可以。比比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记住最后一段文
字。

生自主背诵，然后让第一个背过的同学全班展示并交流背诵
快的方法。预设：多读几遍；抓住关键词提示背诵；在头脑
中浮现文字，背不过的地方可以多背几遍。

其他同学用这几个方法再来练习背诵，同桌检查、齐背。

三、吟诵诗歌

积累内化

预设学生会找到贺知章的《咏柳》山西民歌《杨柳青》杜牧的
《新柳》等。配乐有感情朗诵（自己练习、指名朗诵、齐读）

四、布置作业，拓展延伸

想象



神奇

对比

借物抒情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六

课文很长，很美，很深，这样的课文对学生来说，就有一定
的难度，对于初教此文的教师来说，也同样如此。

文中有很多精彩的语段，如第5节，如第7节，可惜没有要求
背诵，只要求背诵最后一节，这节当然好，但前两节更好，
因此我也要求学生背诵了。

还是开门见山，循着我的感受入手吧：“我一眼就瞅见了这
株大柳树，不由得‘哦’了一声。”谁读了此文，不也
会“哦”几声呢？那就在学课文的时候一起“哦”几声吧。

“万条垂下绿丝绦”，柳树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以“柔”著
称，但在不一样的环境里居然可以如此刚强坚韧，环境造树
之必然啊！

直奔第5节，三句话，写了树阴、树干和树叶：一句一句地读，
树阴如此之广，百十余平方米；树干如生铁锭般坚硬；树叶
却是深沉苍郁的；这样的一株粗实坚硬的柳树真是“奇迹”！

这“一株”中，我们看出了什么？一种奇迹，一种精神，一
份傲骨，一份希望！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七

《青海高原一株柳》是一篇语言优美、寓意深刻的写景散文。
课文以酣畅淋漓的笔触介绍了生长在青海高原上的一株粗壮



的柳树，这棵柳树虽然是一株极其平常的柳树，但是又是一
株令人望而生畏的、有着顽强精神的、神奇的柳树，告诉人
们面对人生的困境和艰难，不能抱怨命运，应该以顽强的毅
力和韧劲与生存环境抗争。

全文首先用两个自然段点明青海高原一株柳的神奇，其次从
青海高原这株柳树生长环境的恶劣和这株柳树的巍然撑立写
出其强大的生命伟力，继而猜测和想象那株柳树存活、长粗
的生长过程，进一步体现出青海高原一株柳的顽强毅力，接
着又写了家乡灞河柳树的极易生长，从侧面烘托出青海高原
一株柳敢于与命运抗争。最后以震撼人心的话语点明了这株
柳树没有抱怨命运，而是以超乎想象的毅力和韧劲生存下来，
从而揭示出人生哲理。本课的教学，我运用有效教学的策略，
让学生思维充分活跃，课堂精彩连。

导入部分，为了引导学生感受青海高原上的极其恶劣的环境，
我采用的策略是，指导学生边读边想象几组词语，朗读中感
受苍凉和恶劣的环境特征，为下文感受这株柳树的神奇作铺
垫。

合作学习的目的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去，在互动过
程中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在学习课文第5自
然段，感受柳树的神奇环节，我让小组合作学习，圈画出描
写这株柳树神奇的词语，在边上写上自己的体会。小组成员
每人交流一句，通过朗读展示。最后上台交流，并与台下学
生互动。学生在合作中先整体感知后逐句品读、感悟，学会
了学习语文的方式——多读多想，就能读懂语言文字背后的
东西，同时，引导学生学会抓关键词语理解谈体会。学生通过
“两合抱粗”、“百十余平方米”、“粗实而坚硬”等感受
柳树外在的神奇。“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
自然使人感到高寒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
巍然撑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感召。”这两
句抓住“锻铸”、“巍巍然”、“撑立”感悟到这株柳树顽
强的生命力和内在的神奇！合作学习可以提高合作技能；可



以获得更多的自尊；可以间接提高学业成绩。

自主学习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学习方法。它让学生积极主
动地进入学习过程，以取得行为复杂层次更高的学习成果，
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对内容进行推理，
解决问题，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感受柳树的顽强这一环
节，我就让学生默读、自学、再同桌交流。这里主要侧重学
生的自主学习。从“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三个“多
少”感受到柳树经受这样的摧毁次数如此之多，但它却顽强地
“撑立”着，有了一定要撑下去、活下去的信念，才创造出
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通过“读句子—找词语——谈体
会”的步骤体悟语言文字所蕴含的内涵。交流、补充、品
读……学生体验独特，课堂气氛比较活跃。老师只是一个引
导者、倾听者的角色，适时地创设情境、引导学习作者想象、
对比的方式，在想象和对比中进一步感受高原柳顽强、坚持
不懈、敢于同命运作斗争的精神。课堂上，注重与学生互动，
如师生共同板书、配合接读、朗诵，对于课文中心的感悟起
到了较好的辅助作用。

学到最后，我说：同学们青海高原上的这株柳树，此时在你
心中，仅仅还是一株柳树吗？你由这株柳树想到了什么呢？
请大家来说说：望着这一株柳树，我想到了……这样深化了
文章中心，引导学生由一株柳想到具有柳之精神的人，获得
人生的启示。

有效教学策略在课堂上的运用，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
把课堂这个舞台还给了学生，学生自己承担起信息提供者的
角色，学生是自己的老师。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中，课堂
更加精彩！

青海高原一株柳第二课时教案篇八

一、教材分析：



课文以优美的笔触，大胆的猜测与想象，描写了青海高原上
的一株神奇的柳树，经过高原风雪，雷轰电击，却顽强地生
活了下来，成就了青海高原上一个壮观而独立的风景，赞扬
了柳树伟大的生命力。全文层次清晰，语言优美流畅，情景
交融，由物及人，托物抒情，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独特的充满
生命力量的风景画，是丰富学生语言积淀和情感体验的好材
料。

二、学情分析：

本文语言生动、凝炼，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高原之柳的敬
畏之情。在课堂组织材料时，可以以“这是一株神奇的柳
树”为主线贯穿全文，引导学生潜心阅读。

三、教学要求：会本课8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5个字只识不
写。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课文。听写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想象课文描绘的情景，
感悟青海高原上的这株柳树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
命力。听写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四、教学重点难点：想象课文描绘的情景，感悟青海高原上
的这株柳树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

五、课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要求：

1.会本课8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5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
字组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听写课文的最后一个
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揭题解题，明确读文重点

1.回忆写柳的古诗，介绍柳树常识

（1）贺知章的《咏柳》（2）结合影象资料介绍柳树

2.板书课题：提出问题并讨论

（1）本文能不能用一个柳字做题目，用“一株柳”做题目可
不可以？

（2）用“青海高原一株柳”做题目有什么好？

3.教师示范读

学生一边听一边思考：这篇课文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各写的
什么内容？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受

1.学生自读课文，画出文中生字词语

小组交流学习，实在不懂的作上记号。

自由读课文，将自己认为写的比较好的词语和句子圈点勾画
出来；借助工具书或讨论理解字词，依然不能理解的作上记
号。

2.学生分节读课文，随时纠正，指名说说不理解的词语。

3.整体把握，建立印象

三、学习写字



1.师重点指导，学生写字2、展示评议

四、布置作业

1.读熟课文2.抄写课文生字2遍。

教学后记

青海高原一株柳作为课题有什么好，同学们说了很多，有的
说突出了“一株”，有的说让我们想象到了青海高原这柳树
一定非常的奇特，也有的说能吸引我的阅读兴趣……可以发
现带着问题读，的确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法。

第二课时

教学要求：

1.想象课文描绘的情景，感悟青海高原上的这株柳树身处逆
境时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

2.听写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指名读课文。

二、反复读文，理解柳的特点

1.学习第一部分

（1）默读课文一到二节，思考：为什么要写第一节内容？

理解：神奇、望而生畏、伫立



（2）指导朗读这两节重音：神奇、望而生畏、伫立

（3）3、4节a读“在青海高原，……悲壮和苍凉”，想一想：
走在青海高原上作者面对的是什么？心头弥漫着的又是怎样
的感情？回忆一、两首描写边塞生活的古诗，理解苍凉和悲
壮。

b思考我一眼瞅见了大柳树，为什么会不由得“哦”了一声？

2.学习第二部分

b朗读第五节

（2）默读课文，想想哪几节写“我”的猜测和想象？

三、七两节a、填空练习：第六节主要是想象青海高原一株柳的
（来历），第七节主要是想象青海高原一株柳的（经历）

b、口述“我”想象的内容：（一粒柳絮……抛洒……恰
遇……有幸……）

（一团团柳絮……抛洒……一片……只有……）

c、为什么说这是奇迹？理解“不可思议”

（3）理解“依然”的作用，联系上下文。a、口述“我”想象
这株柳的经历：（经历过……）理解它的顽强精神。指导朗
读这两节。

（1）平原和水边的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又是怎样？

（2）这株柳树的生活的道路和命运又是怎样？

（1）讨论（在恶劣的环境中，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发扬抗争



精神，坚强不屈。）

（2）齐读这节。

三、扣题结题，体味文章的主旨

2.默读全文质疑问难。

教学后记

本文作者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并抓住了事物的特点，运用
形象贴切的词语来描写。语言准确、凝练，特别是运用联想
与想象，使得语言更加活泼，富于变化。所以课堂上我不断
要求学生积累文中的优美词语与段落，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
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提了一些如贝多芬、
霍金、桑兰的事，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这一柳的精神。

[15青海高原一株柳教案教学设计(苏教国标版六年级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