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雄伟的黄山 小学语文三年级黄山
奇石的教学设计(实用5篇)

发言稿还能够帮助演讲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让听众记住演讲
的重点和亮点。首先，明确发言的目的和主题，确定要传达
的信息或者表达的观点。尊敬的评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今天要用我的发言向大家展示一个令人振奋的创新项目。

雄伟的黄山篇一

课前透视

黄山雄姿灵秀，气势磅礴，是著名的旅游圣地。本文向我们
展示的是“黄山四绝”之一的黄山石。在作者笔下，一块块
本无生命的石头显示出它神奇，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趣味
横生。不禁让人由此及彼，更加喜爱黄山。本文是一篇描写
景物的散文，共六个自然段，有三个自然段配有图片，可说
是图文并茂，为理解课文提供了良好的资源。

黄山是名胜，可孩子年纪小，真正去过的不多。因此教师要
调动学生利用多种方式来收集相关资料，拉近教材内容与学
生之间的距离，同时引导学生朗读感悟，大胆想像，体会黄
山石的神奇，从而激发学生喜爱黄山，热爱祖国之情。

教学目标：

1、学习会认的14个生字的正确读音，掌握会写的'8个生字的
笔划笔顺；

3、喜爱黄山，向往去黄山看奇石。

教学重点：



识字、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信息资料：

1、多媒体课件、生字卡片。

2、搜集黄山的有关资料。

教学时数两课时

第一课时

切入举偶

1、课件演示。（出示文中三幅图片，引导学生进行观察：画
面上的石头像什么？选择其中的一块想一想、说一说。）刚
才小朋友看到的和描述的是黄山的石头，它以奇特闻名世界。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黄山奇石》，看看课文是怎么描写的。
板书课题。

（课件演示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学生敢想敢说，
发挥了主体作用。）

2、启发谈话。同学们，喜欢旅游吗？都去过哪些好地方？今
天老师想和同学们一起乘上旅游专列一同去安徽的黄山，去
欣赏那里闻名遐迩的奇石，愿意吗？板书课题。

（联系学生爱旅游的实际，创设了学习情境，激发了学生的
兴趣。）

对话平台

自读

1、自由读，要求：借助拼音读准生字的音。



2、同桌互相学习，检查读音。

3、小组合作读，要求：彼此帮助，读得流畅。

4、大组赛读，要求：比比哪组读得有情感。

（引导学生成为读书的主人，采用活泼的形式促进学生朗读，
培养学生自主读书的能力。）

识字

1、小组识字。小组内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学习，不会的可以
请教其他同学或请教老师。

2、汇报识字。选出小组的代表，带领大家认读生字。

3、分层次读字词。先出示带有拼音的词语，再去掉拼音读生
字词。

4、交流识字方法。

5、游戏检测。教师读生字，学生和教师玩“照镜子”的游戏。
评选“识字小能手”。

（识字环节要创设识字的情境，保持学生识字的热情，在交
流中多了解识字方法，提高自己的识字能力。）

朗读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流利。

2、分自然段指读，其他同学点评议。

3、小组合作通读全文。



（发挥学生读书的自主性，在朗读的方式上不要限制，要培
养学生朗读的兴趣。）

写字

1、教师出示要写的生字：尤、其、区、它。学生认读。

2、观察字形，说说书写时要注意什么。

3、教师示范，重点对难写的字进行指导。如：“区”字的笔
顺：一区

4、学生练习。教师巡视。

（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逐步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就
要让学生多观察，多练习。）

第二课时

对话平台

复习

摘仙桃游戏：（出示仙桃形生字卡片）你喜欢哪个仙桃就拿
起哪个，高高举起，带领同学生读，并为仙桃找朋友（组词
或找出形近字），并练习用字词说话。

精读

1、师有感情略带夸张的语气范读，要求学生认真听，用心感
受黄山石的奇。

2、学生分组自由朗读。争取做到有感情。

3、选读汇报。喜欢哪部分就练习读哪部分，再上台展示。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自由选择内容，选择方式，
并给学生阅读以充分的时间，激发学生让他们喜欢阅读，感
受阅读的乐趣。）

诵读

1、多媒体出示课文中的插图，引导学生观察说出自己感受，
体会黄山石的奇特与美丽。

2、配乐齐读全文。

3、自由练读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再试着背诵这一部分，比一
比，看谁背得有感情。

（读书要有个性的体验，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边感悟，在读中
感受语言的优美，进行积累。）

练习

1、出示课后“想想说说”，引导学生弄清意思。

2、小组内练习说。

3、汇报自己的成果。

（结合课文学习，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
维。）

雄伟的黄山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12个生字，会认：陡、峭、臂。能正确读写课文中的
新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的意识，感受合作学习的快乐。

教学重点：

1.学会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通过读课文，初步了解黄山奇石的特点。

教学难点：

记忆字形，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教学用具：卡片、图片、电脑。

教学过程：

一、观看黄山的风光片，导入新课：

教师担任导游的角色，播放黄山的风光片，请学生观看，并
讲解：黄山在我国的安徽省，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那里风
光秀丽，景色神奇，最著名的就是：奇松、怪石、云海、温
泉。同学们请你们认真观看，一会儿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让学生说说看到的内容。

教师揭示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黄山的一大景观――奇
石，教师接着板书课题――黄山奇石。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和会认的字。

(一)教师：为了让同学们玩的愉快而有意义，我们先要做好



准备工作，请大家拿好介绍的内容，自己先读一读，注意读
准生字的音。如果有不认识的汉字请你画出来。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由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生字，不理
解的词语。

2.同桌同学互想帮助，解决认字的问题。如果仍然有不认识
的生字，就做好记号。

3.教师走下去收集学生不认识的汉字，把这些生字卡片贴在
黑板上。

4、指名让学生读带拼音的生字，解决字音的问题。

(二)记忆字形，了解字义。

1、小组讨论自己是怎样记字形的?说说平时是怎样用这些字
的?

2、小组汇报学习过程。每组讲一个字，讲的不好，其他小组
进行补充。

汇报的形式是

(1)读字音;

(2)分析字形和在本课中由生字组成的词;

(3)扩展词语。

3、理解词语意思：(学生在理解时可以结合生活实际，也可
以联系课文内容说。)

闻名：有名。“闻名中外”就是在中国和外国都很有名。



尤其：表示进一步。

神奇：非常奇妙。

陡峭：山势坡度大，好像直上直下似的。

翻滚：多指水、云等上下滚动。

(三)指导书写：

1.学生在书上把每个字按笔顺描写。

2.仔细观察重点笔画的位置，试着把每个字独立写一个，写
后与范字比较，看看哪笔写得不好再进行修改。

3.在书写过程中让学生说说哪个字不太好写?

4.教师指导书写。

(1)出示带田格的“滚”字。

(2)观察这个字，有什么特点?

(左右结构的字，左窄右宽)

(3)观察重点笔画的位置：“滚”字：三点水旁的“提”写得
不要太平，在横中线上收笔。右半部分的“点横”和“公”
字要写在横中线上。下面的笔画是：撇、竖提、撇、捺，最
后一笔“捺”要与左面的提同高。

(4)教师范写，学生观察。

(5)学生独立书写这个字，每字写一遍。

(6)同桌同学互查，相互纠正。



(7)展示评议。

5.其他生字由于笔画少，不是很难，学生把每个生字独立写
一遍。学生有问题举手，教师个别辅导。

6.展示评议，比比谁写得最好。

三、初步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1.学生听录音读课文。注意生字的正确读音。读后标出课文
有几个自然段。(6段)

2.自己读课文，提出问题。

3、教师走下去收集问题。

四、复习巩固：

1.看词语，找出生字卡片，补充完整：

*秀丽(神)奇

*奇形怪(状)

*仙人(指)路

2、读词大比拼：每个小组选一名代表，看电脑随机出示词语
看谁读的准确。

五、布置作业：

1、在生字本上书写生字，每个字写3遍。教师巡视，纠正学
生的写字姿势和执笔方法。

2.抄写词语：神奇风景区弹琴名字翻滚著名巨石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背下来。

2、通过读课文，体会黄山奇石的生动有趣。

3、通过观察图画，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和想像能力，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引导学生欣赏好词佳句，培养学生主动积累词语的意识。

教学重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通过读课文，了解黄山奇石的特点。

教学难点：

结合课文内容，引发学生展开想像。

教学用具：卡片、图片、电脑。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朗读感悟。

教师：这节课我邀请同学们当小导游，结合画面、课文内容
给大家介绍黄山，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认真观察，看看谁是：
最佳小导游。下面我们先练习练习怎样概括地介绍景点。

1、教师请学生当小导游观察课文中的第一幅插图，用自己的
话给大家介绍介绍。



2、然后让学生读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做到有语气。谈谈读
后的感觉。

3、进行朗读展示。

4、让学生自己组织语言进行介绍，指名介绍，大家评议。

二、抓住重点进行介绍，深入理解。

同学们知道先从整体进行介绍，黄山风景区的奇石真是数不
胜数，接下来我们练习抓住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处景点进行介
绍。

小学语文三年级《黄山奇石》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雄伟的黄山篇三

教学要求：

1、学会12个生字和由这些字组成的词语及由熟字组成的新词。



2、通过看图、学文，运用学生讲、读、画、表演等各种方式
体会黄山石的奇妙，激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3、结合观察图画，在读中理解语言文字，培养观察和想象能
力。

4、朗读课文，并选两段背诵。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在读中真切体会黄山石的奇特，有趣。

难点：如何发挥学生主动性，引导学生在自读中自悟。

教学方法：

以读为主，读中悟情。

教学时间：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情导入：

同学们，大家去过黄山吗？黄山之美，堪称中国名山之最。
兼得泰山之雄伟，庐山之飞瀑，衡山之烟云，峨眉之清凉，
因而又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其奇松、怪石、云海、温
泉乃黄山“四绝”。今天，老师就带着大家来欣赏一下黄山
的四绝之一，板书：黄山奇石。请齐读一遍课题。

二、观察图画，初读课文，标出生字和自然段。

三、小组讨论，学习生字。



方法：四人为一小组，先读准字音，易错的字音相互提醒；
再分析字形，易写错的字找出来，一齐学习。找出最巧妙的
识记方法。

四、汇报学习情况。

请一组同学汇报，汇报后，重点指导以下字形。

区：共4画，笔顺是：区。

滚：右边中间部分是“公”，不是“合”。

着：要和“着”区别字形。

状：要和“壮”区分形、义。

五、理解词义。

1.观察图画、查字典理解词义。

2.哪些词义不懂提出来，同学一齐解决。

重点理解：

闻名：有名。“闻名中外”，就是在中国和外国都很有名。

尤其：表示更进一步。

秀丽：清秀美丽。

神奇：非常奇妙。

陡峭：山势坡度很大，好像直上直下似的。

翻滚：多指水、云等上下滚动。



六、指导书写。

翻：左右结构，“番”写在竖中线以左，“羽”写在竖中线
右边。左高右低。

滚：左右结构，左小右大，“”在横中线以上。

省：上下结构，“少”在横中线以上，“目”在横中线稍靠
上起笔。

其：上横短，下横长。里面第二横在横中线上，避免“其”
写得下坠。

七、接读课文，生评价。

八、师范读课文，生边听边想象画面。

九、学习第一自然段。读中了解“秀丽神奇、闻名中外、尤
其”等词语意思。配乐读出情。

十、作业。

1.熟读课文。

2.写生字词。

3.搜集有关黄山景色的图片或介绍的文字。

第二课时

一、导课：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读了课文，记住了生字的字音，了解了
黄山上有哪些奇石，并且还学习了课文的第一自然段。这节
课我们继续欣赏这一课，请大家齐读课题。



二、新授：

1、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觉得黄山石怎么样？生答。

老师用“奇特、有趣”两个词来概括大家的发言，好不好？
（板书：奇特、有趣）

3、生画。然后问：你有哪些词不理解？请提出来！

4、下面谁愿意把自己最喜欢的奇石介绍给大家听听？介绍的
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你愿意结合刚才画的词句给大家讲出它
的奇特有趣，就讲；如果你愿意读，就有感情地读一读；如
果你能通过动作把石头奇特的样子表演出来，你就表演给大
家看；如果你能在短时间内画图表示出它的奇特，你就画。
下面自己抓紧想一想，小组可以讨论讨论。

5、下面谁先来介绍？（顺序依学生回答的为准。）

（1）仙桃石：生说自己的理解。谁愿意来读读？（一生读）
老师把其中一个句子改写成这样，你看看哪句好？为什么？
（这说明作者用词非常准确。）好，谁还想来读读？别看就
一句话，想读好也不太容易。谁再试试？（生读）还是让我
们大家一起来读读这句话吧！

（2）猴子观海：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理解。下面，谁
能再来有感情地读一读，读出你的喜爱之情？（一生读）谁
认为自己能比他读得还好，读得更有趣？试一试（一生读）
老师帮你一把，给你配上音乐来读，一定会更棒，谁想来试
试？（一生读）齐读。试背一遍。

（3）仙人指路：生说。多么奇特、有趣呀！谁能读好？试一
试！找个同学比一比。配乐读。试背一遍。

（4）金鸡叫天都：生说。课文没有插图，谁能想象出他的样



子？它好象在对天都峰说什么呢？谁能把它的奇特有趣读出
来？找生读。配乐读。齐读一遍。

6、课文是不是就写了这几块奇石？在哪一自然段还写了？找
生读最后一段。

9、请你们带着对黄山的喜爱之情再来有感情地读一遍课文。

10、下面用你喜欢的方式选两段你认为最好的课文背诵一下。

11、检查背诵。

12、同学们，黄山石奇特、有趣，黄山更美！其实，祖国大
地上还有许多这么着名的风景区，课后同学们可以读读有关
的课外书。

第三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朗读课文，并选两段背诵。

（二）完成课后练习。

二、教学重点、难点

指导背诵。

三、教学过程

一、读本课生词并听写。

岩石怪石巨石仙人仙桃

闻名着名名字风景区



二、指导背诵。

1.你喜欢哪段读哪段，要读出语气来。

2.指名有语气地读全文。

3.把你喜欢的选两段试背下来。

4.接龙背，齐背。

三、巩固练习。

1.比一比，组成词语。

2.写出黄山奇石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填空，再读句子，注意读出句中的停顿。

（1）闻名中外的在我国安徽省南部。那里景色秀丽神奇，是
那些怪石，有趣极了。

（2）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地蹲在山头，望着的
云海。

（3）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的岩石，正等你去给它们起名字呢！

板书：

猴子观海一动不动望翻滚

仙人指路伸着手臂巨石



黄山奇石仙桃石像大桃子

金鸡叫天都金光闪闪

雄伟的黄山篇四

暑期，我随旅游团去了以雄奇壮丽驰名世界的黄山。

我们坐着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我的心却早已飞到了黄山。最
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飞流直泻的瀑布。它像一条银色绸带，
从云里抖落下来，夹带着哗哗的水声，急流奔腾，气势雄伟，
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瀑布顺着山沟
蜿蜒而流，成了温顺柔和的泉水。那泉水真清，水底沙石清
晰可见，我忍不住把脚伸了进去。呵，冰凉冰凉的。

黄山的云海又是另一番景致。近看，它像层层浓雾，把那些
奇峰异景遮得无影无踪，大风吹过，雾气飘散，种种奇妙景
象又忽然展现眼前;远看，朵朵白云像对对白色蝴蝶，围绕山
峦，翩翩起舞;高处看，就像一波涛滚滚的大海，一座座峻岭
只露出一个个山尖，仿佛是大海里的小岛，时隐时现在云雾
之中，使人感到如入仙境。

雄伟的黄山篇五

1.通过看图学文，体会黄山奇石的奇妙，激发对祖国大好河
山的热爱之情。

2.通过观察图画和理解语言文字，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想象能
力；通过动手实践，培养学生创造力。

3.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弄懂课文内容，激发学生们热爱祖
国的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2.练习有感情读文。

1.通过理解重点词句，了解作者从几方面介绍黄山奇石的，
在了解的基础上发挥想像创造性地练习说话。

2.练习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1.出示黄山风景图片：黄山的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
石，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小作者去欣赏
黄山的奇石吧。

2.师范读，小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哪些奇石？板书：仙桃石、
猴子观海、仙人指路、金鸡叫天都、天狗望月、狮子抢球、
仙女谈琴。

1.先自主学习，要求：

a.选择一块自己最喜欢的奇石，找一找课文哪一段写了这块
奇石，并读一读。

b.图文对照，说说这块奇石的“神奇”之处，并用“——”
划出描写巨石样子的句子。

2.再合作学习，四人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随机学习课文。

仙桃石：

1.指名汇报，插问：这里的“恰好”是什么意思？“落”还
可换成什么词？哪个更好？



2.想象这个大桃子是怎么来的？

图片展示猴子观海的样子：

（1）这块奇石叫什么名字？谁研究这块奇石？指名汇报。

（2）演一演，评议。

（4）想象说话：几年来，这只神奇的石猴为什么一动不动呢？
它仿佛在想什么？

（5）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你们喜欢吗？齐读。

图片展示仙人指路：

（1）谁研究这块奇石？指名汇报，板书：站伸指

（2）想象说话：这位仙人仿佛会说什么？

（3）课文并列地写了“猴子观海”和“仙人指路”两个内容。
我们说一段话里，有时并列地写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内容，
这样的段式叫（）。那么文中用什么句子把这两个内容连接
起来的呢？请用“~~~”划出连接句。

（4）指名说

（5）朗读第三段和第四段，一生读“猴子观海”，一生
读“仙人指路”，其余齐读连接句。

图片展示金鸡叫天都：

1.哪里是天都，哪里是金鸡？

2.它奇特在哪里？指名说



3.课文第五段写了什么内容？同桌分读——男女分读。

1.课文哪一段介绍了“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
读读比一比，这段的写法与前面几段相比有什么不同？（样
子名字）

2.“奇形怪状”是什么意思？你搜集了哪些奇石？

3.你能把这些奇石介绍给大家吗？

4.选择一块奇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如：画一画，或模仿
课文写一写，也可以给收集到的奇石图片取名字，当小导游
演一演------。

同学们，今天黄山之行愉快吗？你有什么感受？黄山有四绝，
今天我们欣赏了奇石，还有奇松、温泉、云海等，下课后收
集资料感受其秀丽神奇。

黄山奇石

仙桃石飞落

猴子观海抱蹲望

仙人指路站伸指

金鸡叫天都伸对叫

天狗望月仙女弹琴狮子抢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