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
反思(大全8篇)

致辞是在特定场合对特定对象或特定事件进行表达情感、宣
示立场或表示敬意的一种言辞方式，它可以有效传达出积极
向上的信息，我觉得我们应该写一篇致辞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如果致辞致谢是在特定的场合上，我们需要适应场合
的特点和需求来撰写。下面是一些精心挑选的致辞致谢范文，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真挚而动人的感激之言。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的：

学习第五至六自然段，了解作者是怎样抓住对象的特点进行
具体描写的；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齐读第一至第三自然段。

引入：作者观察细致，描写具体，不仅写出威尼斯的小艇的
特点，而且写到了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

（二）学习第三段（第4自然段）。

1、播放一段船夫驾驶小艇穿梭于河面上的录像。

2、学生看后，找出能概括船夫驾驶技术特别好的词语：“操
纵自如”。



3、让学生谈课文中具体描写“操纵自如”的内容，请一学生
上台以手代艇作动作演示。

4、全体学生都做“船夫”：以手代艇，以桌面代河，以文具
盒、书本代替河中其它船只。

学生集体演示，一边跟教师配合读课文：

师（读）：不管怎么拥挤，他总能？——生：（接读）左拐
右拐地挤过去。

（同时以手代艇做“左拐右拐”的动作）

师（读）遇到极窄的地方，他总能？——生：（接读）平稳
地穿过，而且速度极快，还能作急转弯。

（同时以手代艇作“穿过”“快”、“急转弯”的动作）

5、让学生谈谈“操纵自如”的含义，并举生活中的实例加以
说明。

（引导学生理解“操纵自如”是指驾驶得非常熟练、要小艇
怎么行驶，小艇就怎么行驶）

（三）学习第四段（5——6自然段）

1、小艇在威尼斯城人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呢？四个人一小
组边读第四段边讨论：

填空：

白天，_______________乘着小艇
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乘着小艇
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乘着小艇去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乘着小艇去______________。



半夜，___________________乘着小艇去________________。

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人一组议论：（邮递员、教师、医生、市长、旅游者）

小结：小艇和威尼斯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小艇活动，城
市就热闹，小艇停泊、消失，城市就安静。

3、配乐朗读第5——6自然段。

学生自读课文，体会美景。

指导背诵。

学生交流写作情况。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威尼斯的小艇》是人教版九年义务教材五年级中的一篇课
文，是一篇状物的记叙文。课文生动地描绘了威尼斯主要的
交通工具——小艇的特点，介绍了船夫的驾驶技术及小艇的
作用，显示了这个水上城市特有的风光。

该文形神兼备，文句灵活多变，层次清晰，重点突出，是对
学生进行“抓住事物的.特点写”训练的好例子。在教学过程
中，一方面给学生创设一个用眼观察，用脑思考，用口表达
的机会；另一方面让孩子在读中想象，读中感悟，读中体会
小艇的作用，读中感受威尼斯动态美和静态美。要让学生体
会到文章写得生动、具体是与作者的细致观察，抓住事物的
特点描绘分不开的。

1、理解课文，了解船夫的驾驶技术和小艇作用以及它同威尼
斯的关系。



2、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点进行描写的方法。

教学重点：了解夫的驾驶技术以及它在威尼斯的作用。

教学难点：学习作者是怎样抓住事物特点进行描写的。

多媒体、教学课件。

一、观赏风景，导入新课。

二、品位风景，自成风景

三、凝视风景，重点感悟。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1、学习课文2－4自然段，了解小艇的样子，感受船夫高超的
驾驶技术。

2、学习围绕中心句写一段话的方法进行练笔。

：学习围绕中心句写一段的方法进行练笔。

：课件

：1课时

导入：上节课我们学了《威尼斯的小艇》这篇课文，这节课
我们继续来学习。

请大家拿出本子，我们先来听写几个词语。请一位上台写。

1、听写词语，交流订正（小艇、船艄、翘起、船舱、祷告、
雇定）



师：全对的举手，有错的请马上把正确的字再写两个。

2：小结过渡：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威尼斯的小艇
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劳动息息相关，这是威尼斯的小艇给
威尼斯带来的独特的风情。（板书：风情）威尼斯的小艇到
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学习第2自然段

1、学生默读课文第2自然段，用横线划出直接描写小艇特点
的词语。

2、课件出示第二自然段，指名说小艇特点。请你把这段话读
一读，其他同学思考：作者是怎样写出小艇这一种景物的特
点的？（板书：景物）

3、读后指名答（课件出示）这里分别把小艇比作了—独木舟、
新月、水蛇

4、师课件出示两段话比较读，有什么不同？你觉得哪一段写
得好，为什么？

（第一段话中用上比喻，比作独木舟，写出了小艇长、窄、
深的特点；比作新月，写出了小艇两头翘起的特点；比作水
蛇，写出小艇轻快灵活的特点。你能用手比划比划水蛇是怎
么游动的）

师：原来描写景物要抓住特点写具体，如果能用上生动形象
的比喻，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我们以后在写作时
也能学习作者的这种写作方法。）

5、（小艇的样子是这样奇特，如果你的朗读能让人觉得小艇
的奇特，那么你也是奇特的。）指名读第2自然段。（其他学
生闭眼想象小艇的样子）



6、小艇的样子有没有装进你的脑袋？我们一起来画画小艇。
（请一位同学上板画）

7、小艇的样子真的很奇特，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边读边想
像小艇的样子，让小艇装进我们的心里。

过渡：威尼斯的小艇有很多很多，曾经有人这样说过，要是
来到威尼斯没有乘坐小艇，就等于没有来到威尼斯，那我们
也来现场模拟一下，体验乘坐小艇的乐趣哦！

（二）课件出示第3自然段。（配乐）

（１）老师当你们的导游，课桌就是小艇，走廊就是河道，
注意听导游的介绍，要认真听，注意看，否则你会跟不上的。
坐好了，开始出发了。（师读：“我们坐在船舱里，……打
招呼”，一二小组的小艇过来了，赶快打招呼哦！三四小组
的同学过来了，赶快打招呼，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老师来
啦，赶紧问好呀！坐在小艇里，真是有说不完的情趣。）
（招呼两声）

（2）谁来说说乘坐小艇的感觉怎样？

过渡：我们坐在小艇里有这样舒适的感觉，离不开船夫的驾
驶技术，那么船夫的驾驶技术到底如何呢？请看第4自然段。

1、生默读，思考：这段是围绕哪句话写的？横线划出。后课
件出示指名答。

2、指名读，其他思考：围绕这一句话主要从哪些方面写出船
夫的驾驶技术？

3、指名答，（课件出示理解）（如果用文中的一个词来形容
船夫的这种驾驶技术，你会用哪个词？）（板书：操纵自如）



4、说说“操纵自如”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管遇到什
么情况，船夫都能驾驶好自己的小艇，让小艇不受阻碍地前
行。）用“操纵自如”说句话。

5、船夫的驾驶技术为什么这么好？（板书：活动）

6、指导读（采用引读的方法），师读船夫遇到的情况，学生
读船夫的动作。

（嗯 ，真是太厉害了！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船夫的驾驶技
术特别好！”）

7、小结过渡：这段就围绕这个中心话从三方面把船夫的驾驶
技术写具体的，让我们也来学习这种方法写一段话，请大家
看练笔要求。

1、出示练笔要求：（二选一）

（1）围绕“ 的骑车技术特别好。”这一中心句写一段话。

（2）围绕“ 特别好”这一中心句写段话。

2、学生动笔，教师巡视。

3、展示习作，全班评议。

（1）（刚才老师看了同学写的练笔，有的写妈妈的厨艺特别、
有的写妈妈织毛衣的技术特别好、有的写表哥骑自行车技术
特别好、有的写爸爸骑摩托车的技术特别好、有的写詹彦的
学习特别好……老师选了两篇让大家一起来欣赏）

（2）认真听注意看，围绕中心话从哪些方面把内容写具体的。

4、小结：这两位同学都能围绕一句话，通过几个方面把内容
写具体，同学们对照自己的练笔，如果写不具体的课后再去



补充。

1、写作方法总结：刚才我们是围绕一句话把内容写具体，这
篇课文作者为什么能把威尼斯小艇以及与小艇有关的事物写
得非常具体、生动呢？（课件）仔细观察是写作的前提和基
础，抓住事物的特点是写作的方法（板书：仔细观察抓住特
点）作者不仅能仔细观察事物，抓住事物特点描写，还把人
的活动同景物、风情结合起来写是本文写法上最大的特点。
（课件出示）

2、学习内容总结：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小艇的样子、感受
到船夫高超的驾驶技术，还学会了围绕中心话写一段，并领
会了作者的写作方法，收获真不少！

意大利有个这么美的水上城市威尼斯，我们中国也有个水上
城市――苏州，人称东方威尼斯，其他的地方也有威尼斯，
让我们一起目睹他们的风采。（出示课件）（有兴趣的同学
们课后能去收集苏州的文字或图片资料）

1、继续修改练笔。

2、背诵第4自然段，摘抄文中的好词佳句。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2、对文章中描写优美的词句进行赏析，从而感受威尼斯的风
土人情；

3、领悟小艇与威尼斯人生活的紧密联系。

4、领会抓住事物特点写的表达方法。

了解小艇的特点及它同威尼斯水城的关系，学习作者是怎样
抓住特点描写事物的。



学情分析

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年龄大都在10岁至12岁之间，这个年龄阶
段的学生主要是通形象思维来理解事物。本课安排在学生已
经学习了《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之后，学生已初步掌握
了抓住事物特点进行写作的方法。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年
龄特征和知识水平， 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是：了解小艇的特
点及它同威尼斯水城的关系，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点描写事
物的方法。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威尼斯的小艇》，知
道了威尼斯是个很美丽的城市，而小艇是威尼斯人主要的交
通工具，这一节课，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进威尼斯，走近小艇，
深入地了解威尼斯的小艇。

二、语文实践活动

（1）：给小艇取个好听的名字。

1、师：威尼斯的小艇，威尼斯人叫做“冈多拉”。为了使我
们更好地记住威尼斯的小艇，我们现在要给威尼斯小艇来取
个好听的名字，大家说好吗？现在先请同学们自由朗读
第2、3两段，边读边想象小艇的样子。

2、各小组讨论，给小艇取名。名字有两个要求：第一是要好
听，第二是有课文中的语言作为理由。（学生自由讨论）

3、交流（教师通过随机点拨深化学生对课文语言的认识，这
个过程中穿插教师的对学生所取名字的评价及朗读句子的训
练）：

（1）有点儿像独木舟（从“有点儿”中体会到什么？）



（2）挂在天边的新月（文章为什么不说是月亮，而是“新
月”？）

（3）仿佛田沟里的水蛇（以前的课文是写“仿佛一条蛇”，
你看是“一条蛇”写得好，还是“田沟里的水蛇”好？）

（4）皮垫子软软的像沙发一般（坐在上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感觉？你最想做什么？）

（5）一座座形式不同的古桥，耸立在两岸的古建筑（看到这
些，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三、语文实践活动

（2）：赞美船夫。

1、师：咱们给小艇取了这么多好听又适合的名字，真是了不
起！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船夫在驾御这些奇特又舒适的小艇呢？
让我们齐声来朗读课文的第4自然段。（生读）读完之后，你
有什么感受呢？（生得出：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这句话
在这一段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能用一些词语来突出船夫的
技术特别好吗？如技术高超、精湛等）

2、师：的确，这些词语用在小艇船夫的身上，他们是当之无
愧的。那么你觉得课文中哪一处最能体现船夫驾驶技术的高
超与精湛的呢？（生找出相应的句子读一读）

3、交流：3个：速度快（理解“操纵自如”与“手忙脚乱”）
船只多时，拥挤时（理解“挤”字），地方窄时（理解“平
稳”）

4、师：在这3个情况下，船夫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我们一起
来读读，体会一下。老师读前提，请同学们读船夫不同时候
的表现，把你认为要突出的词体现到你的朗读中去。



5、师：既然他们的技术如此之好，那么让我们来夸一夸，赞
美船夫！

时，我觉得你仿佛是一位____________。

四、语文实践活动

（3）：给威尼斯拍照。

1、师：同学们，威尼斯的小艇那么奇特，小艇上的船夫技术
又是那么地了得，多么完美的搭配啊！这对好搭档将会带着
人们驶向哪里呢？让我们的眼睛来当回照相机，在默读课文
最后两段的同时把你觉得最美的句子划下来。

2、学生自由读书，用笔划。

3、交流：（1）重点理解：“沉寂”与“静寂”（你划下的
句子就是一幅威尼斯的照片，这是多么宁静的威尼斯，你是
从哪些词语中读出宁静来的？进而理解“停泊”、“横”等）

（2）“拥”与“簇拥”（有什么区别？“哗笑”与“谈笑”
又有什么区别？你觉得这又是一张怎样的照片？）

（3）其它词句。

4、总结得出：白天 ： 热闹繁华

夜晚 ： 静寂

五、总结

1、师：这些人的活动都需要有小艇的存在。威尼斯的热闹繁
华，是源于小艇的动，威尼斯的宁静，源于小艇的停。艇动
则城闹，艇静则城静。这一切都是因为——小艇是威尼斯主
要的交通工具。（出示第1段，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其实这



里的大街就相当于威尼斯的—— ，汽车相当于—— 。

3、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威尼斯的主要交通工
具是那种名叫“冈多拉“的小艇，它在威尼斯这个水上城市
起着的重要作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六、作业布置，扩展活动

1、熟练背诵课文前四个自然段，并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下来。

2、阅读《威尼斯之夜》。结合读了两篇文章的感受，把威尼
斯这座美丽的城市介绍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七、学生小结本节课学习收获（学生自由发言）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1、通过学习课文，了解威尼斯独特的地理风貌、小艇的特点
及它同威尼斯水城的关系，受到热爱大自然与热爱生活的教
育。

2、领会抓住事物特点的表达方法。

3、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前四个自然段。

1、领会抓住事物特点的表达方法。

2、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前四个自然段。

[出示图片]威尼斯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那里河道纵横交
错，桥梁姿态各异，小艇轻便灵活。威尼斯充满了异国情调，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前去游览欣赏。这节课我们再次走进
威尼斯，去细细感受这座水上城市的独特风味。



上节课，同学们提出了很多问题，老师归纳为这样三个大问
题：1、作者如何精彩地描写小艇样子？2、又是如何精彩地
描写船夫的驾驶技术？3、从课文的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小艇和
威尼斯人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请同学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问题进行研究。

自学提示：在研究时，可以先读读课文，在数字课堂上找寻
资料，独立思考，然后跟同桌交流你的新发现、新体会、新
感受，最后用自己的话表述研究结果。

1、交流一：作者如何精彩地描写小艇样子

（1）小艇有二三十英尺长，又窄又深，有点像独木舟。

点拨：这句抓住小艇的长度、深窄写出了小艇外型特点。

（2）小艇船头和船艄向上翘起，像挂在天边的新月。

（3）小艇行动灵活，仿佛田沟里的水蛇。

点拨：这句比喻句形象地写出了小艇的灵活。

[相机出示句子：

1、行动轻快灵活，好像一条蛇。

（4）观看录像。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一下威尼斯小艇的独特、
轻快、灵活。

（5）指导读第二节：这么漂亮的小艇，这么优美的文字，一
起来美美地读好吧。

（6）填空：美妙的文字，真想牢牢记在脑海里啊。完成填空
题。



（7）学生假想：读到这样生动、形象、优美的语言，你有什
么感觉？最想做什么？

（8）指导读第三节：游客坐在小艇里观赏周围的景色，多惬
意。书上哪个词语写出了作者那休闲自得愉快的情致？我们
也一齐把那份悠闲自得的情致读出来。

2、交流二：作者如何精彩地描写船夫的驾驶技术

同学们已经领略到威尼斯小艇的独特，灵活，轻快，怪不得
同学说，我真想去坐一坐威尼斯的小艇，看一看，玩一玩，
但是小艇是物，没有了船夫，就没有它的特色，所以，咱们
去威尼斯特别不能忘的是船夫。

（1）谁能概括地说说船夫的驾驶技术，课文中哪个词写出了
船夫的高超技术？

（2）威尼斯船夫的驾驶技术真是精湛，我们来欣赏。（观看
录像）

（5）交流威尼斯的风土人情。

（5）师生对读第四节。

3、交流三：从课文的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小艇和威尼斯人生活
的关系十分密切？

（1）想想青年妇女乘小艇干什么去？

（2）除了书上这些人用小艇做事外，再想想，还有哪些人用
小艇做什么事？

（3）小结：人们的生活，学习，劳动都离不开小艇。这是威
尼斯的小艇给威尼斯带来独特的风情。使这个古老的城市变
得更加迷人，更加美丽。



（4）指导读第六节：当小艇行驶在水面上时，威尼斯的水面
上生气盎然，热闹非凡；当小艇休憩时，古老的威尼斯在柔
柔的月光下沉沉入睡了。威尼斯的动，威尼斯的静，都充满
着情趣，无论是动也好静也好，古老的威尼斯都是那么优美。
让我们在轻柔的乐曲声中感受月光下威尼斯的沉寂。

学完了这些课文，你想说些什么话来夸夸威尼斯的风景，赞
美威尼斯？把你对威尼斯的真实感受、感觉、想法写下来。

人们习惯把我国的苏州称作东方的威尼斯，请同学们搜集有
关苏州的文字或图片资料，比较一下苏州和威尼斯的相同之
处。

文档为doc格式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课文简介：

《威尼斯的小艇》是四年级上册中的一篇精读课文。课文通
过介绍威尼斯小艇的样子、船夫驾驶小艇的高超技术以及小
艇的重要作用，为我们展示了威尼斯这座水上名城特有的风
光。课文从“我”的所见所感入手，首先交待了小艇是威尼
斯的主要交通工具，接着详细介绍了小艇独特的构造特点，
然后讲了船夫的高超驾驶技术，最后说了小艇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教学目标：

1、认识6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正确读写文中的新词。

2、通过学习课文，了解威尼斯独特的风情、小艇的特点及它
同威尼斯的密切关系。



3、朗读课文，积累自己喜欢的词句。

4、领会作者抓住特点和把人的活动同事物、风情结合起来描
写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小艇的特点和它与人们
生活的密切关系。

教学难点是学习作者是怎样抓住特点并把人的活动同景物、
风情结合起来描写的。

教学准备：

学生：课前搜集关于威尼斯水城的资料；

教师：搜集威尼斯风光的图片及视频资料，结合课文内容制
成教学课件。

教学内容：第一课时：领略威尼斯水城的独特风情，了解小
艇的特点和它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教学过程：

一、欣赏导入，置疑激趣

1. 课件出示一组威尼斯水城的图片，学生边欣赏边观察：你
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全班交流）

2. 同学们观察得很仔细！谁来补充你在课前所了解到的威尼
斯的相关资料。 

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亚德里亚海滨，蔚蓝色的海水中散布
着118个小岛，勤劳勇敢的威尼斯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
这些小岛上营建了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家园，整座城市内117条
水道纵横交*，400多座桥梁横跨水道，连接着118个小岛。因



此，威尼斯水城有“千桥之城”“水上城市”“百岛城”之
称。）

3、出示课题（齐读），学生置疑：除了刚才大家所讲述的，
你还想从课文中了解些什么呢？学生提问，教师相机板书有
价值的问题：小艇是什么样子的？它有什么作用等等。

二、充分阅读，整体感知

1、请带着提出的疑问自由阅读课文一两遍，要求正确、流利，
做到“不动笔墨不读书”。（教师巡回指导）

2、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和你最突出的感受。

三、师生合作，探究交流

1、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艘小艇（课件出示小艇示意图），
大家看后能用自己的话描述小艇的样子吗？（学生对照图片
口述）同学们都说得很好，观察得也很仔细，现在请你快速
阅读课文，看看作者是怎样描述小艇的样子的。（指名读，
课件出示相关内容）

与你们刚才口头描述的相比，作者的描写有哪些值得我们学
习呢？（学生自由交流，课件出示重点词句，领悟写法）

既然作者运用了形象的比喻，写出了小艇长、窄、深的特点，
请你用朗读来表现小艇的特点，看谁读得最形象。

2、这么独特的小艇不知道坐在里面会是什么感觉？你能通过
读书加上自己的想象把乘坐小艇的感受介绍给大家吗？请准
备一下吧。（学生读文、想象、介绍）

4、大家快速找找看，文中那一句话点明了小艇的重要作用。

你能用填写表格的方法把小艇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展示出来



吗？相信你一定行！（学生填写后交流，教师相机出示相关
内容。）

除了这些人用小艇做事以外，你再想想，还有哪些人用小艇
做什么事情呢？请仿照课文内容说一说。

小结：看来，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离不开小艇。这是
威尼斯的小艇给水城带来的独特风情，使这座古老的城市变
得更加迷人，更加美丽。

5、当小艇行驶在水面上时，威尼斯水城热闹非凡；当小艇休
憩时，古老的威尼斯在柔柔的月光下沉沉入睡了。威尼斯的
动与静都充满着情趣，让我们在轻柔的乐曲声中感受月光下
威尼斯夜色的寂静。（配乐欣赏威尼斯的夜景，指名读，评
价，齐读）

6、围绕着威尼斯的小艇，我们从文中了解了不少异国风情，
看看课文还介绍了什么？（船夫的驾驶技术好）品读这一段，
你从哪些词句能看出船夫的驾驶技术好呢？（相机理解“操
纵自如”、“手忙脚乱”）请你用自己的话向大家介绍船夫
高超的驾驶技术。

【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课文内容，训练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运用
能力。】

四、视频感受，寓情于景

欣赏了马克·吐温笔下独特的威尼斯小艇，现在就让我们乘
坐着小艇去古老的威尼斯水城游览一番，看看你有何感受。(
视频欣赏，交流感想。)

板书设计：

特    点：长、窄、深、翘



威尼斯的小艇　      船夫技术：操纵自如

作    用：主要交通工具

《威尼斯的小艇》教学反思

1、《威尼斯的小艇》是一篇介绍异国风情的散文，结构十分
严谨，语言功力十分深厚，值得学生去品味与欣赏。因此，
在教学时，我有意创设情境，让学生去领悟、去感受这独特
的异国风情，并在读中感悟到美的熏陶，从而达到积累语言
的目的。

2、课文围绕着小艇写了三部分，如果逐个部分来讲，就又落
入了俗套，不符合新课标精神，因此，学习新课时我提出问
题：“能告诉大家你发现了什么吗？”学生不受我的限制，
自由发言，大胆展示自我。然后我根据学生的回答来决定教
学思路，整个教学过程不是我牵着同学的鼻子走，而是以他
们为主体，以学定教，激发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教学中，我
还采用了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比如教学小艇的样子这一部
分，我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可以读，可以画，激
起学生强烈的表现欲。学生纷纷动手、动口、动脑，在读一
读，画一画，想一想中感受到小艇的独特美，尤其是末了，
我出示小艇的纸模，让大家看着模型去回忆小艇的样子，学
生在反复诵读中达到能背诵，摆脱了“要我学”的精神枷锁，
读起来轻松，背起来愉快。“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这一
部分，我让学生通过想象、表演去感受、去领会，学生个个
跃跃欲试、兴趣盎然，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学生领略到小艇的独特，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3、在教学中，我感觉教学过程比较顺畅，但也有不尽人意的
地方。如：学生收集的资料有限，对课文背景的理解还不深
不透。又如：教学小艇的样子时，对比喻句的分析不够到位，
使学生对小艇的结构领会得不够准确清晰。这些方面在今后
的教学中仍需改进。



4、总而言之，讲授《威尼斯的小艇》这课时，从备课到上课，
都有所收获和体会，受益匪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充分体
现了新课标的精神，课堂紧凑，层次清楚，学生分析、理解
等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是一节成功的课。通过这堂课的教学，
学生把读思结合，思说结合。学生在朗读中，能读出自己喜
欢的语句。在学习第二自然段的过程中，学生感情朗读三次，
每次都有层次上的不同要求。第一遍眼中要有语言，第二遍
脑中要有形象，第三遍心中要有感情。这只是基本达到了预
期的要求，但学生感情朗读还差，也就是学生的语感还差，
还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细心加耐心地培养训练。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教学目标：

2、对文章中描写优美的词句进行赏析，从而感受威尼斯的风
土人情；

3、领悟小艇与威尼斯人生活的紧密联系。

4、领会抓住事物特点写的表达方法。

重点难点：

了解小艇的特点及它同威尼斯水城的关系，学习作者是怎样
抓住特点描写事物的。

学情分析

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年龄大都在10岁至12岁之间，这个年龄阶
段的学生主要是通形象思维来理解事物。本课安排在学生已
经学习了《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之后，学生已初步掌握
了抓住事物特点进行写作的方法。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年
龄特征和知识水平, 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是：了解小艇的特



点及它同威尼斯水城的关系，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点描写事
物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威尼斯的小艇》，知
道了威尼斯是个很美丽的城市，而小艇是威尼斯人主要的交
通工具，这一节课，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进威尼斯，走近小艇，
深入地了解威尼斯的小艇。

二、语文实践活动

（1）：给小艇取个好听的名字。

1、师：威尼斯的小艇，威尼斯人叫做“冈多拉”。为了使我
们更好地记住威尼斯的小艇，我们现在要给威尼斯小艇来取
个好听的名字，大家说好吗？现在先请同学们自由朗读
第2、3两段，边读边想象小艇的样子。

2、各小组讨论，给小艇取名。名字有两个要求：第一是要好
听，第二是有课文中的语言作为理由。（学生自由讨论）

3、交流（教师通过随机点拨深化学生对课文语言的认识，这
个过程中穿插教师的对学生所取名字的评价及朗读句子的训
练）：

（1）有点儿像独木舟（从“有点儿”中体会到什么？）

（2）挂在天边的新月（文章为什么不说是月亮，而是“新
月”？）

（3）仿佛田沟里的水蛇（以前的课文是写“仿佛一条蛇”，
你看是“一条蛇”写得好，还是“田沟里的水蛇”好？）



（4）皮垫子软软的像沙发一般（坐在上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感觉？你最想做什么？）

（5）一座座形式不同的古桥，耸立在两岸的古建筑（看到这
些，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三、语文实践活动

（2）：赞美船夫。

1、师：咱们给小艇取了这么多好听又适合的名字，真是了不
起！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船夫在驾御这些奇特又舒适的小艇呢？
让我们齐声来朗读课文的第4自然段。（生读）读完之后，你
有什么感受呢？（生得出：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这句话
在这一段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能用一些词语来突出船夫的
技术特别好吗？如技术高超、精湛等）

2、师：的确，这些词语用在小艇船夫的身上，他们是当之无
愧的。那么你觉得课文中哪一处最能体现船夫驾驶技术的高
超与精湛的呢？（生找出相应的句子读一读）

3、交流：3个：速度快（理解“操纵自如”与“手忙脚乱”）
船只多时，拥挤时（理解“挤”字），地方窄时（理解“平
稳”）

4、师：在这3个情况下，船夫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我们一起
来读读，体会一下。老师读前提，请同学们读船夫不同时候
的表现，把你认为要突出的词体现到你的朗读中去。

5、师：既然他们的技术如此之好，那么让我们来夸一夸，赞
美船夫！

时，我觉得你仿佛是一位____________。



四、语文实践活动

（3）：给威尼斯拍照。

1、师：同学们，威尼斯的小艇那么奇特，小艇上的船夫技术
又是那么地了得，多么完美的搭配啊！这对好搭档将会带着
人们驶向哪里呢？让我们的眼睛来当回照相机，在默读课文
最后两段的同时把你觉得最美的句子划下来。

2、学生自由读书，用笔划。

3、交流：（1）重点理解：“沉寂”与“静寂”（你划下的
句子就是一幅威尼斯的照片，这是多么宁静的威尼斯，你是
从哪些词语中读出宁静来的？进而理解“停泊”、“横”等）

（2）“拥”与“簇拥”（有什么区别？“哗笑”与“谈笑”
又有什么区别？你觉得这又是一张怎样的照片？）

（3）其它词句。

4、总结得出：白天 ：   热闹繁华  

夜晚 ：   静寂

五、总结

1、师：这些人的活动都需要有小艇的存在。威尼斯的热闹繁
华，是源于小艇的动，威尼斯的宁静，源于小艇的停。艇动
则城闹，艇静则城静。这一切都是因为——小艇是威尼斯主
要的交通工具。（出示第1段，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其实这
里的大街就相当于威尼斯的——      ，汽车相当
于——     。

3、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威尼斯的主要交通工
具是那种名叫“冈多拉“的小艇，它在威尼斯这个水上城市



起着的重要作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六、作业布置，扩展活动

1、熟练背诵课文前四个自然段，并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下来。

2、阅读《威尼斯之夜》。结合读了两篇文章的感受，把威尼
斯这座美丽的城市介绍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七、学生小结本节课学习收获（学生自由发言）

威尼斯的小艇第二课时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威尼斯的小艇》是人教版九年义务教材五年级中的一篇课
文,是一篇状物的记叙文。课文生动地描绘了威尼斯主要的交
通工具——小艇的特点，介绍了船夫的驾驶技术及小艇的作
用，显示了这个水上城市特有的风光。

该文形神兼备,文句灵活多变,层次清晰,重点突出,是对学生
进行“抓住事物的特点写”训练的好例子。在教学过程中,一
方面给学生创设一个用眼观察, 用脑思考, 用口表达的机会；
另一方面让孩子在读中想象,读中感悟,读中体会小艇的作用,
读中感受威尼斯动态美和静态美。要让学生体会到文章写得
生动、具体是与作者的细致观察,抓住事物的特点描绘分不开
的。

1、理解课文，了解船夫的驾驶技术和小艇作用以及它同威尼
斯的关系。

2、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点进行描写的方法。

教学重点：了解夫的驾驶技术以及它在威尼斯的作用。

教学难点：学习作者是怎样抓住事物特点进行描写的。



多媒体、教学课件。

1、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每座城市都有它的重要标志，（出示
课件）法国著名的艾菲尔铁塔，埃及的金字塔，北京雄伟的
天安门，还有我们上节课学习了的威尼斯的小艇威尼斯是意
大利东北部的一座水上城市，有无数条水道和姿态各异的桥
梁，因此具有“水城”和“百岛城”之美称。今天我们这节
课继续跟随马克吐温先生一起去游览威尼斯，去感受威尼斯
小艇的魅力。（板书：26威尼斯的小艇）

上节课我们通过学习知道了作者是采用了什么方法描写小艇
特点的？生：比喻。比作独木舟，写出小艇长、窄、深的特点
（板书：长、窄、深）

生：比作新月，写出了小艇两头翘起的特点。（板书：翘起）

生：比作水蛇，写出了小艇行动轻快的特点。

生：（不会）师：为什么？（因为船夫的驾驶技术很好。）

那作者如何精彩地描写船夫的驾驶技术呢？

指名读，学生思考：

（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与下文是总分关系）

（幻灯出示图片）

（1）速度快，来往船只多，能够操纵自如；

（2）非常拥挤时，能左拐右拐地挤进去；

（3）极窄的地方总能平稳地穿过，而且还能做急转弯。

请自由读第四自然段，找一找。师：谁找到了?



生：操纵自如 能联系课文说说“操纵自如”的意思吗？

生：“操纵自如”是说船夫驾驶小艇很熟练，得心应手，爱
怎么样就怎么样。

（相机板书：技术高超 操纵自如）

师：说得好，老师真高兴你能把文中的语句化为了自己的理
解！“操纵自如”体现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那除了特别
好之外，你们还能用其它的词来形容船夫的驾驶技术吗？
（熟练、灵巧、操纵自如、棒、高超、得心应手、应付自
如……）

师：作者通过写自己的感觉，间接地写出了船的速度之快，
般夫的驾驶技术高超。

多好的驾驭技术，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听老师朗读课文第四
自然段，想象船夫驾船的精彩场面，去寻找那飞一样的感觉。

生：当一名船夫 当一名游客……

师：好，老师就让你们过一把瘾，那就请同学们愿意扮演船
夫的扮演船夫，愿意扮演去威尼斯旅游的游客扮演游客。船
夫要做一件事，就是吆喝招揽生意，要把去威尼斯旅游的游
客尽可能多的领到你的船上，那你的生意就大了，是吧？对
做船夫的同学有个要求，就是你在吆喝的时候，在招揽生意
的时候，你要尽可能多地用上课文当中的语言。来说明自己
的驾驶技术好；游客呢，可以就你关心的问题向船夫提问。
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船夫可以将自己要介绍的内容列
一个提纲，游客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写在纸上，开始准备，等
会老师将选出最佳船夫。

师巡视，生讨论。



船夫代表上台吆喝，游客代表现场问答。

（投影课文第四自然段，师生看投影读）（设计意图：这样
能让学生在脑中再现船夫游刃自如的驾船画面）

师：有这么棒的船夫，这么棒的驾驶技术，这样轻快灵活的
小艇，在威尼斯旅游，那肯定是一种享受。既然没有担心了，
那还等什么，我们一起坐上小艇，去美美地领略威尼斯的迷
人风光吧！请默读课文第五自然段，边读边想，作者看到了
什么？又联想到了什么？ 用波浪线画出作者看到的，用横线
画出作者想到的，待会我们一起交流。出示表格，填表。

师：那么从以上来看，仅仅是商人、妇女、小孩、老人用着
小艇吗？发挥你们的想象，照着 书上的那种句式说说谁还会
用小艇？（邮递员，教师，学生，医生，市长，旅游者，坐
着小艇做各种各样的事。）（生自由说）

师：这么多的人靠着小艇，忙碌着、工作着、生活着，说明
什么呢？

（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在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小结：从作者的所看所想中，我们感觉到平时写好一篇作文，
不仅需要仔细观察事物的特点，还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这样才会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这样一来，在阅
读中渗透了写作指导，做到了读写结合）。

（第六自然段）

过渡：白天的威尼斯因为有了小艇而显得热闹非凡，那夜晚
的威尼斯又是怎样一番景像呢？（）

师：欣赏着这样的风景，你们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师：嗯！怀着这样美妙的感觉，咱们一起来读读这段话。

师：小艇不动了，所以静寂就笼罩着威尼斯。小艇动了，威
尼斯就充满了热闹、充满了喧哗、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现在，小艇累了，休息了。我们看到——

生：（齐读）水面上渐渐沉寂,只见月亮的影子在水中摇晃，
高大的石头建筑耸立在河边，古老的桥梁横在水上，大大小
小的船都停泊在码头上。静寂笼罩着这座水上城市。古老的
威尼斯又沉沉地入睡了。（幻灯出示：播放威尼斯夜景图片
随着梦幻般的音乐声，引导学生轻轻地读课文）

师：一个宁静的威尼斯，一个静寂的威尼斯，一个象笼着轻
纱一样的梦的威尼斯。

（课堂上一片宁静）

师：陶醉了，是吗？

师：让我们一起陶醉吧！

生：（齐读）水面上渐渐沉寂……

交流：威尼斯的夜景之所以那么恬静，有韵味，是因为什么
呢？（小艇停泊着不动的缘故）。

师：让我们在朦胧的月色中，一起深情地喊一声，再见
了——

生：（齐读）威尼斯的小艇

师：（声音渐轻）再见了——

生：（齐读，声音也跟着渐轻）威尼斯的小艇



师：（声音更轻）再见了——

生：（齐读，声音也变得更轻）威尼斯的小艇

你认为作者是怎样把威尼斯的小艇写具体的呢？

生归纳：（作者之所以能把威尼斯小艇及与小艇有关的事物
写具体，是同仔细观察分不开的。作者通过多次观察，从威
尼斯小艇的特点、船夫的驾驶技术和小艇的作用三方面进行
了具体、生动的描写，因而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节课，我们感受到多么奇特的异国风光，多么令人难忘的
威尼斯小艇啊！（指板书）并且学习到作者是怎样细致的观
察、抓住事物的特点，运用修辞手法及动静结合的方法进行
精彩描绘的。我们写作文也要注意细心观察，抓住事物的特
点来写，这样的文章才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