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通用8篇)
经典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历经岁月洗涤仍然留存至今。
我们应该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和理解去诠释经典作品的内涵？
探索一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和创作背景，你会对作品有更
深层次的理解和欣赏。

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一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景色美丽，物产丰富”分别指哪些？

2：了解作者的感情变化，语文教案－可爱的草塘。

3：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1：了解“景色美丽，物产丰富”分别描写了哪些？

2：，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一、 复习：通过第一课的学习，我们了解到草塘的可爱体现
在哪些方面？

二、 讲读第二段：

1，指读“草塘有什么特点？课文哪些地方进行了直接描
写？”

2，找出文中描写草塘“绿”的词句，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
《语文教案－可爱的草塘》。

3，为什么同时草塘中的草，看过去颜色不一样？（完成“有
色的水越多越深”的实验）作者不但写了草塘静态的美还通
过苇草在微风吹拂下“绿浪欢笑着，翻滚着一层赶着一层涌
向远方”把草塘写活了，它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表现了



草塘动态的美。

4，指导朗读。

5，过渡：北大荒的草塘是如此的美，课文是如何具体描写北
大荒的物产丰富的`？读后用一句话概括。

6，小丽讲了哪件事来夸耀“北大荒”好得哪儿也比不上。

7，小丽介绍草塘春冬两季特有的景象时，神情怎样？她的这
种神情说明了什么？

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二

1、了解北大荒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建设祖国的思想感情。

2、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背诵部分段落。

  1、了解北大荒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

2、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自制幻灯片鹏博士软件多媒体

一、复习导入。



1、指名背诵去双龙洞的路上的景色、从外洞到内洞的特点。

2、指名说说《记金华的双龙洞》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二、检查预习。

1、本文写了什么地方的景物？对于北大荒，你了解哪些？

2、课文写了北大荒的什么?

3、出示幻灯片，检查字词读音。

三、再读课文，给课文分段。

1、学生自己练习，给课文分段。

2、讨论课文的分段。

四、指名逐段朗读，并说一说主要内容。

五、复习部分生字。

六、布置作业：

读读课文，想一想草塘的可爱体现在什么地方。

一、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二、说说草塘的可爱体现在什么地方。

三、体会在草塘边上看到的美丽景色。

1、指名读读"说走就走---茫茫的跟蓝天相接"。

2、这一段中，哪句写了草塘的美？



3、从这三句话中，你体会到的哪些特点？

讨论分析。

4、有感情的朗读本段。

四、体会小丽介绍的草塘的春、冬两季的特有景象。

1、请两名同学朗读小丽和我的对话。

2、小丽介绍了哪两件事情？

3、练习有感情的朗读。

五、体会草塘刀映在河里的`美景。

1、自由朗读"我举目四望--显得更白了"。

2、多媒体显示思考练习四第二题。

3、体会美景。

六、练习背诵。

一、检查背诵。

二、体会我思想感情的变化。

2、学生自学思考，同桌互相讨论。

3、集体讨论。

三、复习部分生字。

四、完成读读写写练习。



五、布置作业。

1、准备听写生字。

2、预习《预习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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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三

1.了解北大荒草塘的优美景色、丰富物产，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建设祖国的思想感情。

2.练习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练习用“自豪”、“清澈”造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

1.了解草塘的优美景色、丰富物产。



2.练习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教具准备

1.生字卡片。

2.小黑板(抄写思考・练习题用)。

四、教学时间三课时。

第一课时

一、复习旧课。

1.听写《挑山工》一课的生字词：泰山节奏布褂拘束咧开耽
误朴素

2.指名说说《挑山工》一课的主要内容。

二、检查预习。

1.《可爱的草塘》这篇课文写的是什么地方的景物？(写的是
北大荒的景物。)对北大荒，你们原来知道一些什么？(酌情
先让学生说说，教师再作适当介绍，着重说明，北大荒原来
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长期处于
沉睡之中；解放以后，广大解放军官兵开发北大荒，建起了
一个个机械化的国营农场，把北大荒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北
大仓”。)

2.课文写了北大荒的什么呢？我们来读读课文。本课生字比
较多，要注意读准字音。(开火车按自然段朗读课文。)

3.用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读音。(朗读课文中读错的字，重点指
导一下。)



三、再读课文，给课文分段。

1.学生自己默读，试着分段。

2.讨论课文的分段。(在学生充分发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将课文分成四段：从开头到“我还能怕”为第一段；从“说
走就走”到“茫茫的跟蓝天相接”为第二段；从“我情不自
禁地说”到“故意关上了话匣子”为第三段；从“往前没走
多远”到课文结束为第四段。)

四、指名逐段朗读，读一段就说说这段的主要内容。

五、讨论草塘的可爱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让学生自由发言，
主要找出：1.在草塘边上看到的美丽景色；2.小丽向“我”
介绍草塘春、冬两季的特有景象；3.草塘全映在河水里的美
景。)

六、体会在草塘边上看到的美丽景色。

1.指名朗读“说走就走……茫茫的跟蓝天相接”。

2.刚才读的这一段中，哪几句是描写草塘的美的？(“这么大
这么美的草塘……茫茫的跟蓝天相接”这三句话是描写草塘
的美的。)

3.从这三句话中，你体会到草塘的哪些特点？

在学生发言、讨论的过程中，重点指导理解以下词句。(1)第
一句讲草塘很大。“置”，放，摆。“置身于”，把身体放
在……。“走了进去就像置身于大海中一样”，是用具体感
受说明草塘的大。

(2)第二句讲草塘的颜色很绿。句中的“浪花”指的就是草塘
中的芦苇、蒲草。因为前面把整个草塘比作大海了，所以草



塘里的草好像是浪花。

(3)第三句进一步讲草塘绿得有变化，有层次。“鲜绿”的颜
色比较浅，“翠绿”比鲜绿深一些，“墨绿”比翠绿更深。

4.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这一自然段，边读边想象草塘的美丽景
色。

七、布置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第一、二段。描写草塘美丽景色的一段最好能
背下来。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

1.指名朗读第一、二段。

2.试背描写草塘美丽景色的部分，表扬能够背诵的学生。

二、指导学习第三段。

1.请两名学生朗读小丽和“我”的对话。

2.小丽介绍了哪几件事情？小丽说的“一点不掺假”是什么
意思？(“掺假”，原来的意思是把假的、坏的东西混到真的、
好的东西里去。小丽说的“不掺假”，意思是邮给姐夫的鱼
干的鱼，都是用瓢舀的，没有一条不是用瓢舀的。)从这几件
事情中，你体会到了些什么？(引导学生从物产丰富和非常好
玩等方面谈谈体会。)

3.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要读出情趣和小丽作为一个北大荒人
的自豪感。



(1)同桌分角色读。

(2)指名分角色读。

三、指导学习第四段。

1.学生自由朗读第四段。

2.挂出小黑板，让学生做“思考・练习”3的`第三题填空，
再说说为什么芦苇和薄草显得更绿了，天空显得更蓝了，云
朵显得更白了。(“清凌凌”形容河水清澈见底。“显得更
绿”、“显得更蓝”、“显得更白”都是因为河水清澈。)

3.绿草、蓝天、白云倒映在小河里所构成的画面，就是草塘
美丽景色的缩影。认真读读这个自然段，体会一下这幅美丽
的画面。

四、联系全文，体会“我”思想感情的变化。

2.学生自学思考，同桌互相讨论。

3.集体讨论。(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理出“我”思想感
情的变化：开始时，对北大荒不了解，觉得没意思；见到草
塘这么大这么美，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听了小丽的介绍，
再亲自在水泡子里逮鱼，又看到倒映在小河里的草塘美景，
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幅美好的画卷”，也就深深的爱上了北
大荒这个地方。)

五、练习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1.指名说说每一段的段意。

2.把段意连起来，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六、复习巩固生字词。



1.用生字卡片检查生字读音，提醒学生注意：“掺”是翘舌
音，“茫”是后鼻音。

2.讨论：写这些生字时要注意什么。(“挎”是提手旁，要注
意与“垮”字的区别；“豪”的下面是“豕”，要注意
与“毫”字的区别；“筷”是竹字头，不能写成草子头。)

3.把“读读写写”中的词语抄写两遍。

七、布置作业。

1.朗读课文。

2.用“自豪”、“清澈”书面造句。

第三课时

一、听写词语。

挎着茫茫掺假自豪清澈筷子棍子

刮大风清凌凌

(听写后同桌互相批改，有写错的课后订正。)

二、检查造句。

指名读读造的句子，从词语用得是否准确、句子写得是否通
顺两个方面酌情评议指导。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鼓励学生自选一段当众朗读，表扬
读得准确、流利、有感情的学生。

四、明确“练笔”要求。



1.各人读读“练笔”的题目。

2.讨论：这次“练笔”的内容是什么？(写自己参加过的一次
升旗仪式。主要写升旗仪式的场面，还可以写当时的感受。)
在表达上有哪些要求？(要把场面写清楚，写具体，语句要通
顺、连贯。)

五、学生按要求.写作，教师巡视，注意发现写得有特色的和
练笔中的问题。

六、指名朗读写的作文，酌情表扬鼓励，并对练笔中出现的
主要问题提出修改要求。

七、布置作业。

1.修改练笔。

2.预习《在希望的田野上》。

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四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了解北大荒的可爱，培养热爱家乡，热爱自然的感情。

3、体会文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优美景象。

教学流程：

一、趣味引入

1、老师谈话：老师今天带同学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那儿冬
天可以抓野鸡、打狍子，春天可以捉鱼，同学们想去吗？
（引出教学内容：板书：可爱的草塘）



二、新课教学

（一）、初知内容

2、快速阅读课文，找出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读一读。（自主学
习）

3、抽读。引入可爱之一：景色优美

（二）、教学可爱之一：景色优美

4、草塘的景色如此美丽，我们赶紧去看看吧。找出相关的段
落，同桌之间互相读一读。

5、抽读。（老师指导，出示幻灯2）

6、师生议读。

（1）、浪花指的是什么？

（2）、一层一层涌向远方是什么意思？草塘的景色如何？
（景色优美）

7、齐读。

8、老师范读，齐读。

10、诗歌小结。（同桌议）

（三）、教学可爱之二：物产丰富

11、分组学习，思考。（幻灯3小组学习）

12、教师引导，解决疑问。（幻灯4板书；物产丰富）



13、诗歌小结。

（四）、教学可爱之三：风光奇特

14、过渡。这么多的鱼，哪儿来得？（抽读）

15、师生同议：奇迹是什么意思？小河的奇特表现在哪里？
（幻灯5板书：风光奇特）

16、诗歌小结。

17、了解作者的感受。（板书：留恋）

三、.总结

18、全文小结，诗歌朗诵。（幻灯6、7）

19、赞美草塘。

20、配乐朗读、背诵。（幻灯8）

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五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草塘景色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学习北
大荒人热爱北大荒的思想感情。

2、学习抓住事物特点观察的方法，按事情经过给课文分段，
讲述段落大意。

3、学习生字、新词。

二、教学重点、难点：



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

三、教学准备：

学生：学生自学生字、词语，读通课文。查找北大荒的相关
资料。

老师：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时间：两课时

五、教学过程：

一、课前预习检查。

1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师：同学们预习了课文后，你知道草塘在哪儿吗？

（北大荒）

3听到“北大荒”这个词，你有什么感想？

4谁能在中国地图上快速找到北大荒的位置？

（一生找）你是怎么知道的？

5还有谁知道北大荒的其他情况？（如：气候、特产）你是怎
么知道的？

6小结学习方法：刚才这两位同学通过上网（或向别人打听）
的方式来学习，真有办法，真不错。

二、整体感知课文。



1课文是怎样给我们介绍北大荒草塘的可爱的呢？请大家用自
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

2读了课文后，你觉得这个草塘怎么样？（大、美）

3现在请大家快速地浏览课文，找出你最喜欢的句子划下来读
一读。（学生自由读，教师巡视）

4谁愿意把自己最喜欢的那句话读出来？

（生：“这么大这么美……”）为什么喜欢？

（生：“清凌凌”句）为什么喜欢？

（生：“棒打狍子……”）为什么喜欢？

……

5（过渡）看来，课文是通过写草塘的景色优美、物产丰富
（边总结边板书）来写草塘的可爱，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
看草塘的美丽风光。

三、精读重点句段。

a、

1出示“草塘”课件，师随音乐范读：“这么大这么美……”

2欣赏了草塘风光，你觉得草塘怎样？（美）下面请看课文第
五段，找出你认为最美的句子。

如：（1）句中:

a、即（先让一学生找读）你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什么？（大）



你从哪儿体会到“大”的？（…大海…）你是怎样把草塘
的`“大”读出来的？（再请读）

b、学生评议该生读书情况。

c、再鼓励1―2名学生读及时予以表扬。

如：（2）句中：

a、（先让一生找读）

b、读得真好，请大家再看这句话，你认为这句话中哪些词语
用得好，你最欣赏？为什么？小组内交流一下。

c、相机理解“欢笑”“翻滚”“赶着”。

如：（3）句中：

a、找读

b、理解色彩美，板书：绿

3看了这么美的草塘，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怎样的感叹？（自
由说）下面请大家在乐曲声中美美地读这段话。（学生齐读）

b

1请大家继续欣赏草塘的风光。（看小河课件，一学生伴读）

2学生评议（师及时给予表扬。）

3用自己的方式读书或背书。

4请一生试背，介绍背书方法。可鼓励：你的背书方法真好，



值得大家推广。

c（过渡：在课文中，不仅介绍了茶汤美丽的风景，还介绍了
草塘丰富的物产。）

1课文中有一句话，仅仅十四个字就充分说出北大荒的物产丰
富，找到了吗？（棒打……）

2（生齐读）这句话介绍北大荒的什么特产？（板书）

3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四、情境对话。

a、师：可爱的草塘不仅景色优美，而且物产丰富，吸引了大
批大批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现在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游客，
刚才在导游小丽的带领下，尽情欣赏了草塘的美丽风光，假
如你就是那个能说会道的导游小丽，你打算怎样向我介绍你
们家乡的特产？谁想当导游小丽？要想当导游就得将解说词
准备好，解说词在哪儿？（书上）好，下面就请同学们在书
上找，认真读，准备解说词。

（学生准备）

师：谁准备好了？（点一生上）小丽呀，谢谢你带我去饱览
了草塘的美丽风光，真是太美了！我明天就要回湖北黄石了，
想带点这里的特产回去，你给我介绍一下好吗？（引出介
绍“春天”一段）

师：“春天是好，到了冬天，零下30多度，冻得人不敢出屋。
”

（生介绍“冬天”一段）



师：那你说说，现在有什么好？

（生介绍小河里的鱼）……

b、学生评议。

六、小结课文。

1学习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2北大荒原来是一片荒凉，北大荒人用勤劳的双手把它建设成
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作为一个北大荒人，小丽热爱
自己的家乡，她为家乡感到无比的自豪。同学们，我们也有
自己的家乡，你了解自己的家乡吗？课后请大家采用多种方
式搜集与家乡相关的资料，下节课，我们再进行交流。

附板书：

20可爱的草塘

风景优美：大、绿

物产丰富：狍子、鱼、野鸡

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六

一、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景色美丽，物产丰富”分别指哪些？

2、了解作者的感情变化。

3、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



1、了解“景色美丽，物产丰富”分别描写了哪些？

2、指导感情朗读课文。

三、教学难点

了解作者的感情变化。

四、课件设置

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一、复习

通过第一课的学习，我们了解到草塘的可爱体现在哪些方面？

二、讲读第二段

1、指读“草塘有什么特点？课文哪些地方进行了直接描
写？”

2、找出文中描写草塘“绿”的词句。

3、为什么同时草塘中的草，看过去颜色不一样？（完成“有
色的水越多越深”的实验）作者不但写了草塘静态的美还通
过苇草在微风吹拂下“绿浪欢笑着，翻滚着一层赶着一层涌
向远方”把草塘写活了，它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表现了
草塘动态的美。

4、指导朗读。

5、过渡、北大荒的草塘是如此的美，课文是如何具体描写北
大荒的物产丰富的？读后用一句话概括。



6、小丽讲了哪件事来夸耀“北大荒”好得哪儿也比不上。

7、小丽介绍草塘春冬两季特有的景象时，神情怎样？她的这
种神情说明了什么？

三、指名配乐

朗读第四段、哪一部分写水泡子，哪一部分写小河？

1、思考讨论、水泡子有什么特点？

2、这时作者对北大荒的感情已发生了什么变化，从哪里看出？
“我恋恋不舍地上了岸‘说明了作者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由开头觉得没意思到恋恋不舍，美丽富饶的北大荒的真实情
况使我改变了原来的印象，由鱼引出河“啊……奇迹般地出
现在我的眼前”奇迹，本写一些超乎寻常的不平凡的事，在
这突出表现了作者见到在芦苇掩映下小河那种又惊又喜的心
情。（分角色读）

3、小河的特点是什么？有表情的郎读小河美的`句子。（完
成填空）

小结：

1、学习了这篇课文，你觉得草塘可爱吗？为什么？

2、“我”到北大荒后，感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文中找出
表达感情的句子。

3、作者的感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
么？

四、总结

本文通过“我”在小丽的陪同下，看到了北大荒的美丽富饶，



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赞美了草塘可爱，北大荒的可爱，
祖国的山水的可爱，这些可爱的山山水水，等待着大家去开
发，创业，建设。

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七

教学理念：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
应该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读感悟积累迁移。”人的内心有一
种根深蒂固的需要——看到自己是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
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求特别强烈，而让学生主体积
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恰恰能满足学生作为发现者、研究者、
探索者的精神需要，这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心向，
本节课让学生通过读书实践，“向往美好的情境”，“感受
语言美的特点”和“阅读的乐趣”。

教学目标：

1、了解北大荒的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丰富物产，激
发

学生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思想感情。

2、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子。

3、有感情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了解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体会“我”思想感情是怎
样发生变化的，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从读感悟积累迁移》。

教学流程：



一、直接切入、开门见山

师：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26课《可爱的草塘》（板书课题：
可爱

的草塘，并齐读课题。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字词，这节课你们还想学习
哪些

知识呢？（学生各抒己见、自由提出问题）

二、归纳问题，引导初读

师：我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总结一下：可爱的草塘到底哪里可
爱？

老师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作者来到北大荒前后电想感情发生
了怎样

的变化？

1、请同学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快速朗读课文，找出文中最美的、

最感兴趣的部分。

2、小组读议

师：把你们找到的部分读给你的同学听，并且说说为什么？

三、创设情境，读好课文，自主学习

1、学生汇报（各抒己见，想读哪段读哪段）

（1）生：有的学生找第5自然段，其他同学边听边看图，



（出示

图画）

师：导读“这草塘真美啊！”

生：齐读（配乐）

师：谁有兴趣再读一遍？指名读

感悟句子意境：（一名学生读文，其余学生闭上眼睛想象，
进

入情境）放舒缓的轻音乐

[由学生的电维不同，所以学生的'程度也不同，找出的答案
不相同，

所以有的同学找的是第7自然段，有的找的是第19自然段----
所以我就

跟着学生的电维走，作适当的点拔]

例：

（2）有的学生读第9自然段

师：我作适当的引导：[同学们，当你们还沉醉于追狍子，打
野

鸡这种兴奋之中时，你是否想过，这些动物是多么可爱，在
国家三令

五申地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今天，你们还忍心屠杀这
些可爱的



生灵吗？]

[思想教育]

（3）有的学生读----

2、读中汇报，读中感悟

教者板书：景色优美

物产丰富

3、突破难点

师：现在谁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作者前后思想感情发生
了

怎样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作者发生变化的？

生：自由回答

[学生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由初读到品读，变换角度体会
行文

韵，学生自主捕捉典型事例体会草塘特点，形散神聚]

四、创设情景，运用图画、语言，展开想象

放轻音乐

师：指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文中最美的部分表达出来，
也

可以想象课文外的北大荒的美丽景色。



生：（分组学习，可以画画，可以讨论，可以读文）

学生汇报

五、析情意、开情感，渗透思想教育

1、析情意：学完了这一课，大家说一说草塘可爱之处在哪里？

2、开情感：读完这一课，你们有什么想法？

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可爱的家园。

六、练习中求发展，小组合作

1、把文中的景和感受写成一首小诗《可爱的草塘》

2、画一幅《可爱的草塘》全景图。

可爱的草塘教学设计篇八

目的要求

1、了解北大荒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建设祖国的思想感情，26《可爱的草塘》|人教版。

2、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背诵部分段落。

教学重点

1、了解北大荒草塘的美丽景色、丰富物产。



2、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教学难点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教具学具自制幻灯片鹏博士软件多媒体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导入。

1、指名背诵去双龙洞的路上的景色、从外洞到内洞的特点。

2、指名说说《记金华的双龙洞》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二、检查预习。

1、本文写了什么地方的景物？对于北大荒，你了解哪些？

2、课文写了北大荒的什么?

3、出示幻灯片，检查字词读音。

三、再读课文，给课文分段。

1、学生自己练习，给课文分段。

2、讨论课文的分段，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案《26《可爱的草塘》
|人教版》。

四、指名逐段朗读，并说一说主要内容。

五、复习部分生字。



六、布置作业：

读读课文，想一想草塘的'可爱体现在什么地方。

第二课时

一、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二、说说草塘的可爱体现在什么地方。

三、体会在草塘边上看到的美丽景色。

1、指名读读“说走就走---茫茫的跟蓝天相接”。

2、这一段中，哪句写了草塘的美？

3、从这三句话中，你体会到的哪些特点？

讨论分析。

4、有感情的朗读本段。

四、体会小丽介绍的草塘的春、冬两季的特有景象。

1、请两名同学朗读小丽和我的对话。

2、小丽介绍了哪两件事情？

3、练习有感情的朗读。

五、体会草塘刀映在河里的美景。

1、自由朗读“我举目四望--显得更白了”。

2、多媒体显示思考练习四第二题。



3、体会美景。

六、练习背诵。

第三课时

一、检查背诵。

二、体会我思想感情的变化。

2、学生自学思考，同桌互相讨论。

3、集体讨论。

三、复习部分生字。

四、完成读读写写练习。

五、布置作业。

1、准备听写生字。

2、预习《预习中国石》。

板书设计：

13可爱的草塘

大

草塘景色优美

绿

小河清



逮野鸡追狍子逮鱼物产丰富

26《可爱的草塘》|人教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