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大全12篇)
环保宣传是促使公众行动起来，共同保护环境的有效手段。
环保宣传需注意哪些关键点？“光盘行动”宣传活动在中国
掀起浪潮，鼓励人们节约粮食消费。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一

一、引入：

二、学文

1、下面请同学们把课本打开，轻声读课文2——6节。边读边
想象：像老师这样，只读了一遍课文，又没有去阿联酋旅行
过的人会不知道些什么。

2、生自由读课文。

3、你想告诉我什么？

a在阿联酋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

需要这么多钱，你相信吗？

老师就不信，建造一个公园需要这么多钱，都花什么地方去
了？能告诉我吗？

（生再次读2节。）

（生在黑板上画数不清的交错的“水管”）

（老师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培育一棵树的费
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的句号可以改一下。）



再读第三节，告诉老师，阿拉伯人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b、阿联酋人民很爱护花草树木。迪拜很美。

师：能通过读告诉老师吗？（生自由读二节。）

c、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很精心。

从哪儿看得出？

（师出示6节，生自由读6节。）

你最想干什么？

想对园林工人说些什么吗？

能通过读6节，把你们内心的感受告诉我们吗？

（生自由练读。）

三、小结

1、下面请同学们把课文完整地读一遍，边读边体会：阿联酋
人民哪一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生自由读全文。）

2、 阿联酋人民很爱护花草树木，我们的同学们呢？

怎么办呢？（设计环保标语）

（出示：小草正在休息，请勿打扰。

草宝宝渴望回到春妈妈的怀抱。

饶了我吧，请别再折腾我了！——小水杉



咦，太阳公公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光秃秃的冬青树 ）

谁再来说一说？

课后愿意把自己想的写下来吗？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绿线中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

3、会用“纵横交错”、“适宜”造句。

4、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
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1、会用“纵横交错”、“适宜”造句。

2、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三课时

7、沙漠中的绿洲

恶劣良好

咸而板结绿树成阴

不毛之地鲜花遍地



像爱孩子一样

花代价培植

一、启发谈话，提示课题

1、你见过沙漠吗？了解沙漠吗？

谁能说说沙漠有哪些特点？(板书：沙漠)

2、提示课题（完成板书：沙漠中的绿洲）

3、质疑：看了题目，你有什么问题吗？

二、初读课文

1、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课文，要求：

（1）读准生字字音，圈出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想想
意思。

（2）注意读顺长句子，难读的地方做上标记。

（3）给每个自然段标上序号，想想意思。

2、学生自学

三、检查自学情况

1、检查生字掌握情况，注意下列生字的读音

霎罗马劣适侍良

2、检查词语掌握情况，说说下列词语意思



恶劣侍弄适宜培植纵横交错觉不毛之地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说说每一自然段的意思

4、重点指导下列句子

（1）在这白茫茫的沙漠中，有着星罗棋布的绿洲——那是城
市。

（2）地上没有一片落叶，更不见有人攀树枝、摘鲜花，或是
在草地上行走。

（3）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木的泥土，
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

四、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告诉了我们什么？

2、按每一自然段的意思怎样分段。

五、指导写字

1、描红

2、抄写生字词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一、复习检查

1、给带点的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霎时恶劣



侍弄适宜良好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二、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第一自然段，想想读后头脑中出现了什么样
的景象？

（2）你是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的？（重点抓住“不是……而
是……”“到处”“白茫茫”）

（3）你还读懂了什么？从哪里可看出来？（抓住“白”
与“绿”的对比，体会。结合理解：“星罗棋布”并指导说
话）

（4）指导朗读（重点词语要重读）

2、读第二自然段

（1）激疑：沙漠中的绿洲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沙漠中的绿
洲又是怎么来的呢？

（2）出示图片让学生欣赏，想想你看到了什么？能介绍一下
吗？

（3）学生交流

（4）自由读二自然段，看看书上是怎样介绍的，边读边找出
描写迪拜美的句子。

（5）指导朗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用赞美、佩服的语
气）



3、细读第3自然段

（1）质疑：学了第三自然段后，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吗？

（2）生带着问题自由读第一流自然段，边读边做上记号。

用——画出描写环境恶劣的句子，用~~~~~~画出写阿联酋人
民不怕困难建设绿洲的句子。

（3）分四人小组自学讨论

（4）学生交流

（5）师引读：同学们，你们知道植物生长最基本的条件是什
么？

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淡水，而那里原先是——（生齐读）

（6）出示沙漠图

瞧！这样的环境书上用了一个词语不毛之地（结合理解）

师：但是，这样恶劣的环境，阿联酋人民退缩了吗？

生：没有，师：他们从___________

（7）结合理解：纵横交错

（8）指导朗读第3自然段

4、细读第4—6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说说读后你们感觉到了什么？你是从哪些
词句中看出来的？



（2）生交流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5、细读第7自然段

（1）齐读，想从这一段里你知道了些什么？

（2）阿联酋人民为什么要精心侍弄花草树木？

（3）生交流

（4）师小结。

三、作业

四、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复习检查

1、指名读课文

2、说说从哪里可看出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树木非常精心？

他们为什么那样爱护花草树木？

二、指导造句

1、理解“纵横交错”、“适宜”的意思

2、找出课文中带有这两个词语的句子，读读

3、补充句子

4、指名学生说说



三、布置作业

课后当小导游互相说说。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三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指读课题，学生齐读）：沙漠中的绿
洲。

2、上节课我们初读课文，你们都学得非常认真，今天老师带
来了礼物，奖励你们看一组图片，想看吗？（课件）

3、看了这些画面，你想到了哪些词？（绿树成阴、鲜花遍地、
万紫千红、五颜六色、绿意盎然、景色宜人……）指导读
好“绿树成阴、鲜花遍地”听了你的朗读，老师仿佛看到了
地上开满了鲜花。

4、看了这些画面，此时，你的心情怎么样？

5、老师还带来了一组图片，想看吗？（课件）

6、看了这些画面，你能用词语或句子来说说吗？

7、看了这些画面，此时，你的心又是情怎样的？

（学生质疑：）板书：？

二、精读感悟

1、快速浏览课文，找出写出变化原因的一句话。（阿联酋人
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花草树木）齐读。“侍
弄”是什么意思？再加上“精心”说明什么？谁再来读一读
这句话。



2、默读课文2-6自然段，你从课文的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阿联
酋人民侍弄花草树木十分精心？把有关句子画下来，并在旁
边写下自己的感受。

3、交流

（1）第2自然段

说明理由：迪拜人民十分爱惜花草树木，所以这里绿树成荫、
鲜花遍地。

你能读好这一段吗？能通过朗读让大家感受到迪拜的美吗？

（2）第3自然段

“阿拉伯朋友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株小树……抵得上培养
一个孩子”

老师知道你们课前还查了很多资料，你知道阿联酋人民培育
一棵树花了多少代价吗？你觉得这个代价大吗？课文中是怎
么说的？（指的读好“很大的”）在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孩
子也不过这些费用。所以说在阿联酋，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
得上-培养一个孩子。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他们从国外买来……送到树木花草的根部。

泥土也要买吗？（原来，这里是沙漠……）水也要买吗？
（水是咸的）

快速浏览这一段，找出动词。是呀，你看阿联酋人民侍弄花
草树木多精心呀！

作者用了三个“买来”，你觉得他们仅仅是买来泥土、买来
淡水、买来树苗和花草吗？他们还买来了什么？他们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买来把沙漠变成绿洲的希望、买来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买来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你还从这一段的哪些地方体会到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树木是
十分精心的？

理解“纵横交错”说明埋下的水管多，“源源不断”水分充
足，不是断断续续的。读好“纵横交错、源源不断”

你能通过朗读告诉大家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树木是十分精心
的吗？

（3）第4-6自然段  园林工人每天都要给花草树木浇水

阿联酋人民不是在土中埋下了自来水管吗？难道还需要浇水
吗？（需要）

现在，请你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们就是迪拜中心公
园中的小草、小花、小树，“忽——忽——”一阵阵风刮过，
沙漠中黄沙漫天飞舞，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就连中心公园中
的小草呀、小花呀、小树呀的脸上、身子上都落满了一层尘
土……这时，你们有什么感受？现在，你们最想做什么？好，
老师就满足你们的心愿……老师就是园林工人，我从路边一
个大箱子里拉出一根大皮管。“哗——哗——”，霎时，一
阵雨雾从空中洒下来，把小草呀、小树呀、小花呀（边说边
指着孩子们）脸上的、身上的尘土淋得干干净净。采访这朵
小花，你感到怎样？所以你开得——？（小树，小草）你们
都变得更干净更漂亮了，现在，你们的心情怎么样？请你带
着这种心情和同桌分角色读好这三段。

4、怪不得，在迪拜绿树成阴、鲜花遍地，怪不得这里的每一
株小树、每一棵小草都是国家画很大的代价培植的，怪不
得—引读—阿联酋人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花
草树木。（齐读）



时间充裕的话 提问：读了这句话，你有什么感受？

6、总结：听了你们的介绍，我知道了在这里，培育一棵树的
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所以你们保
护环境，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正因为你们有了这种意识，
所以你们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花草树木。

三、作业

1.仔细观察课文题头的照片，以“迪拜街头风光”为题，写
一段话。

板书：

19.沙漠中的绿洲

精心侍弄

不毛之地       绿树成阴

生活更加美丽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掌握文章主要内容。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
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营造良好的生



存环境的壮举。体会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热爱大自然的
情感。

教学准备：课件、阿联酋国家相关资料

教学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导入

出示沙漠的图片。哪些同学了解“沙漠”?谁能说说“沙漠”
的特点?今天我就来学习一篇课文19、沙漠中的绿洲  请同
学们齐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既然沙漠是荒无
人烟的不毛之地，为什么会有绿洲呢?)

二、初读课文，扫除障碍

1、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请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不
准的对照后面的生字表多读几遍，直到读准为止。开始吧！

2、同学们读得真认真，下面老师来检查一下大家对生字的掌
握情况，谁愿意来试着读一读？（“霎”、“侍”是翘舌音，
读时要提醒学生注意）

（1）指名读；

（2）开火车读；

（3）全班齐读；

3、现在大家都能把这些生字读准了，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意
思呢？下面就请同学们把它们送回课文中，联系上下文试着



理解它们的意思。如果仍不能理解，请在旁边做上记号，咱
们待会一块来解决。

4、交流不懂的生字词（1）同桌讨论；（2）全班交流；

5、扩词；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这篇文章的主要内是什么呢？请大家带着这个问题迅速浏
览课文，并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

四、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继续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          听写生字词

2、          教师引导回忆：课文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二、整体感知　

1、在这茫茫无边的沙漠中，布满了象征生命的绿洲。这些绿
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跟随作者到其中的一个绿洲去看
看吧！指名读第2自然段。

3、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片片绿洲是那么美丽，那么迷人！而这
迷人的绿洲却是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这是多么神奇的事啊!



同学们不禁要问，这沙漠中的绿洲是怎么来的呢?请读第三自
然段。

4、那里的人们要想植树难度非常的大，文中那些句子可以体
现出植树的难度大，用“——”画出写环境恶劣的句子，
用“~~~~”画出写阿联酋人民不怕困难建设绿洲的句子。
（不毛之地、朽“买来、挖去、填土、埋下、恶劣、适宜、
纵横交错”）

5、既然难度这么大，阿联酋人民为什么这样做？（板书：有
了……才……）引导用“有了……才……”练习说话。

6、从中你感受到了什么？读下面的几自然段说说自己的感受。
（……）

在能表现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的词句下画上圆圈。 (边
读边感悟：通过“雨雾洒下来、淋得干干净净、树叶更绿、
小草更翠、鲜花更艳”等词语的朗读，体会阿联酋人民爱护
花草树木的情感)

7、从阿联酋人民的做法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三、讨论探究

阿拉伯朋友说：“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
美丽。”这句话说出了阿联酋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改造环境的
目的。那么，为什么说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人类的生活
就会更加美丽呢？请同学们结合手中的资料在小组内进行讨
论。

1、          小组讨论；

2、          全班交流；



四、角色表演

1、          小组内讨论；

2、          全班交流；

五、小结质疑

学了这篇文章你明白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六、作业布置

写一份介绍阿联酋的导游词

板书设计：

19、沙漠中的绿洲

恶劣良好

咸而板结绿树成阴

不毛之地鲜花遍地

像爱孩子一样花代价培植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要求：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学会用纵横交错、适宜造句。



第一课时

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出示沙漠的图片。

板书课题：    7 

看到课文的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初读课文

教师范读课文。

听了课文以后，你了解了什么？

自读课文。

学生按要求自读课文。

检查自读情况。

抽读生字、生词。

指名读课文。

讨论每个自然段的段意。

交流。

指导写字。

第二课时

复习检查



听写词语。

细读课文

指名读§1。

说说读了这一段以后，头脑中有什么想法？

练习说话。

引导用星罗棋布说一句话。

指导朗读背诵。

指名朗读§2～6。

这些绿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你能用自己的话说说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情景吗？

从哪儿可以看出人们很爱护花草树木？

指导朗读。

这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自由读课文。

用    划出描写环境恶劣的词句，用     划出写阿
联酋人民不怕困难的句子。

说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指导朗读。



轻声自由朗读§4～6。

读后说说自己感觉到了什么？

默读课文。

练习感情朗读。

细读第七自然段。

齐读课文，说说这段告诉我们什么？

板书设计 ：

7    沙  漠  中  的  绿  洲

恶劣           良好

咸而板结          绿树成阴

不毛之地          鲜花遍地

像爱孩子一样花代价培植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六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绿线中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

3、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



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人类家园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认识生字新词。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
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
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准备：ppt课件，学生课前预习课文，搜集相关资料。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感受沙漠环境的恶劣，了解沙漠绿洲的神奇，知道人们栽
植树木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教学重难点：学会生字新词。理清文章脉络，知道沙漠绿洲
是怎么来的。

教学准备：ppt课件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引入课题 。

1、出示两组词语。

读读这两行词语，你分别想到了哪里?

如果这两组词语说的是同一个地方，相信吗？有什么话要说？



出示图片，简介阿联酋，迪拜。

2.引入课文

读课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神奇的沙漠绿洲。

二、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

1、学生自读全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理解的
做上标记。

2、检查词语认读，理解新词，指导生字的书写。

3、指名分节读课文，教师随机正音。

4、用一个词或一句话，说说读完课文后的感受。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学生自读全文，想一想每一段分别写了什么？

2、学生汇报读书收获，逐渐理清文章脉络。

3、教师指导学生有条理的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四、细读课文第2、3自然段。

1、读读第2自然段，说说绿洲的样子？

2、默读第3自然段，想一想沙漠中的绿洲是怎么来的？圈画
出相关词句。

3、指导朗读课文，体会改造自然的艰辛，和付出的巨大代价。

4、探究理解 “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



丽。”

五、总结质疑，设下悬念。

2、课后自学4、5、6、7自然段，另外搜集资料，找找在迪拜
还有哪些人工创造的神奇景观。

板书设计：

18、沙漠中的绿洲

神奇（或奇迹） 用双手创造（第一课时出现）

美好生活       用心去呵护（第二课时出现）

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
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

3、学会搜集课外资料，丰富对课文的认识和理解。

教学重难点：了解阿联酋人民如何精心侍弄花草，营造良好
的生存环境。认识改造环境的艰巨，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激
发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

教学准备：ppt课件，学生课外搜集资料。

教学过程： （略）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七

设计意图：

教材分析：

《沙漠中的绿洲》以参观访问的形式，写了作者对阿联酋人
民辛勤种植、精心侍弄花草的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和所
感。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绿线中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

3、会用“纵横交错”、“适宜”造句。

4、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
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1、会用“纵横交错”、“适宜”造句。

2、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提示课题

1、你见过沙漠吗？了解沙漠吗？

谁能说说沙漠有哪些特点？(板书：沙漠)

2、提示课题（完成板书：沙漠中的绿洲）

3、质疑：看了题目，你有什么问题吗？

二、初读课文

1、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课文，要求：

（1）读准生字字音，圈出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想想
意思。

（2）注意读顺长句子，难读的地方做上标记。

（3）给每个自然段标上序号，想想意思。

2、学生自学

三、检查自学情况

1、检查生字掌握情况，注意下列生字的读音

霎罗马劣适侍良

2、检查词语掌握情况，说说下列词语意思

恶劣侍弄适宜培植纵横交错觉不毛之地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说说每一自然段的意思



4、重点指导下列句子

（1）在这白茫茫的沙漠中，有着星罗棋布的绿洲——那是城
市。

（2）地上没有一片落叶，更不见有人攀树枝、摘鲜花，或是
在草地上行走。

（3）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木的泥土，
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

四、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告诉了我们什么？

2、按每一自然段的意思怎样分段。

五、指导写字

1、描红

2、抄写生字词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给带点的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霎（ ）时恶劣（ ）

侍（ ）弄适（ ）宜良（ ）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二、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第一自然段，想想读后头脑中出现了什么样
的景象？

（2）你是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的？（重点抓住“不是……而
是……”“到处”“白茫茫”）

（3）你还读懂了什么？从哪里可看出来？（抓住“白”
与“绿”的对比，体会。结合理解：“星罗棋布”并指导说
话）

（4）指导朗读（重点词语要重读）

2、读第二自然段

（1）激疑：沙漠中的绿洲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沙漠中的绿
洲又是怎么来的呢？

（2）出示图片让学生欣赏，想想你看到了什么？能介绍一下
吗？

（3）学生交流

（4）自由读二自然段，看看书上是怎样介绍的，边读边找出
描写迪拜美的句子。

（5）指导朗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用赞美、佩服的语
气）

3、细读第3自然段



（1）质疑：学了第三自然段后，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吗？

（2）生带着问题自由读第一流自然段，边读边做上记号。

用——画出描写环境恶劣的句子，用~~~~~~画出写阿联酋人
民不怕困难建设绿洲的句子。

（3）分四人小组自学讨论

（4）学生交流

（5）师引读：同学们，你们知道植物生长最基本的条件是什
么？

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淡水，而那里原先是——（生齐读）

（6）出示沙漠图

瞧！这样的环境书上用了一个词语不毛之地（结合理解）

师：但是，这样恶劣的环境，阿联酋人民退缩了吗？

生：没有，师：他们从___________

（7）结合理解：纵横交错

（8）指导朗读第3自然段

4、细读第4—6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说说读后你们感觉到了什么？你是从哪些
词句中看出来的？

（2）生交流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5、细读第7自然段

（1）齐读，想从这一段里你知道了些什么？

（2）阿联酋人民为什么要精心侍弄花草树木？

（3）生交流

（4）师小结。

三、作业

四、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沙漠中的绿洲

恶劣良好

咸而板结绿树成阴

不毛之地鲜花遍地

像爱孩子一样

花代价培植

教后记:

这是一篇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课文，作者向我们介绍了阿联
酋人民在茫茫的沙漠中种植并精心侍弄花草树木，建设绿洲，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表现了阿联酋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第二课时，我们着重学习的使课文的第三自然段，
以一个问题“为了建造沙漠中的绿洲，阿联酋国家和人民付
出了哪些努力和艰辛？”统领学生自读、自悟，通过读、圈、
悟、再读，体会在沙漠中建造绿洲的困难之大和艰辛不易。
然后浏览全文，划句，体会阿联酋人民对花草树木的精心侍
弄和爱护、珍惜。 课上来也有遗憾之处。首先，在学习第三
自然段时，对阿联酋人民在泥土中埋下自来水管的作用，好
像有点走不出来了，总在这个问题上来回打转。还有最后让
学生谈谈课文学完后的打算时，学生说得还不够充分，没有
能够引到保护环境的主题上来。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八

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收集有关迪拜及阿联酋人民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阿联酋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简称，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
北临波斯湾。境内大部分是荒漠。属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
燥。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迪拜是全国商业中心。

迪拜，曾是一片一无所有的沙漠，它在短短的几年内脱胎换



骨，变成了一个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城市。眼下，四通八达的
泊油大马路，川流不息的奔驰宝马，鳞次比的摩天大楼。与
之相伴的还有绿树成阴，鲜花夹道，芳草成坪，你已经完全
置身与一个生机勃勃的都市里了。如果不是花草下面的沙子，
你不会相信你的脚下竟然是一片沙漠。阿联酋人民创造了一
个奇迹——让沙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沙漠
中的绿洲。

二、初读课文

谈话，自渎课文，读准字音，读顺句子，读通课文，遇到不
理解的词句联系上下文和生活想一想。

（1）    检查生字新词。

出示：沙漠 言碱 恶劣 不毛之地

代价 挖去 填上 纵横交错

漂亮 侍弄 霎时 星罗棋布

音：“侍”翘舌音。“漂”是多音字。

形：“劣”上面是一个“少”，“侍”与“待”要区分。

义：

星罗棋布：像星星似的罗列着，像棋子似的分布着。形容多
而密集。

不毛之地：不长庄稼的地方，范指贫瘠、荒凉的土地或地带。

霎时：极短时间。

纵横交错：横一条，竖一条，交相错杂。



源源不断：连续不断。

板书：土壤因缺乏有机质，结构不良，灌水或降雨后地面变
硬，不利于农作

物的生长。

（2）    分段指名朗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新词，不读
破句。

（3）    及时帮助学生正音，使学生读得准确、流利。

（4）    指导读重点句：

在这白茫茫的沙漠中，有着星罗棋布的绿洲——那是城市。

地上没有一片落叶，更不见有人攀树枝，摘鲜花，或是在草
地上行走。

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
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

三、理清脉络，给课文分段

（1）    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2）    试给课文分段。

第一段（第1自然段）写阿联酋在白茫茫的沙漠中有着星罗棋
布的绿洲。

第二段（第2~6自然段）写阿联酋人民付出很大的代价把沙漠
变成了绿洲。

第三段（第7自然段）写呵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树木，创造



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四、作业设计

（1）    填字成词。

星（  ）棋布 （  ）（  ）交错  不（  ）之
地    鲜花（  ）地

树（  ）花草  绿树成（  ）   （  ）（  ）不断
（  ）不 夸张

（2）    选词填空。

1.宽阔  宽敞

a.我们坐在（ ）明亮的教室里上课。

b.汽车在（ ）的高速公路上奔驰。

2.希望  盼望  渴望

a.我们（ ）已久的张老师又来到我们的身边。

b.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 ）着能和我们一样上学读书。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感悟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       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激发学生热爱人类家园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读课题。

二、说说“沙漠”、“绿洲”

1、教师：“沙漠”在你的印象中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绿
洲”在你的想象中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可以用词语、一
句话或者一段话来描绘你脑海中的“沙漠”和“绿洲”，可
以用上课文中的词语或句子。

2、自己读全文。

3、交流“沙漠”

（1）引导学生抓住关键的词语、句子：

白茫茫一片

地上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好象……教师相机板书：恶劣、不
毛之 地

土是咸的，水也是咸的，不毛之地……咸而板结

环境十分恶劣

（2）看图，进一步感受环境的恶劣。

教师：阿联酋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3）指导读好句子

a、从飞机上往下看，阿联酋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这不是白
雪，而是沙漠。



b、原先这里是沙漠，地面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好象罩着一层
硬硬的壳。这里，土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简直是块不毛之
地！

4、交流说说“绿洲”

教师相机板书：绿树成阴　鲜花遍地　良好的生存环境出示
图片，看图进一步感受美好。

三、精读第三自然段。

2、自己读课文第三自然段，用线划出他们是怎么做的句子？

3、交流出示句子。

4、再好好地读读这两段文字，你有什么体会？

引导学生体会：困难是巨大的；建设绿洲的代价是巨大的，
但阿联酋人民不怕困难，建设绿洲的决心是坚定的。

板书：花大代价培植

5、齐读第三自然段。

四、精读4、5、6自然段。

1、自己读4、5、6自然段，谈谈你有什么感受？

2、交流出示：阿联酋人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
花草树木。

引导学生理解“侍弄”？

3、再读课文，你从哪里体会到他们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护花草
树木。圈圈画画词、句。



4、交流句子，指导读好句子。

五、总结课文。

1、教师：阿联酋人民为什么那样爱护花草树木？

那么，在阿联酋，仅仅只有迪拜这样一个城市绿洲吗？你是
怎么知道的？（星罗棋布）

2、教师：阿联酋人民在沙漠中创造了奇迹！

所以，后来，2000年开始，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全球组织评比
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这个奖项就叫“迪拜奖”。用来
奖励在改善居住环境做出杰出贡献的范例。（中国的广州、
周庄也获得了此奖项）

3、学了课文，你有什么想法？请你写下来。交流。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九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8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3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美好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改造环境的重要性，激发学
生热爱人类家园的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朗读课文，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营造美好生存环
境的壮举，激发学生改造家园，热爱家园的情感。



教学时间

两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初读课文，获得初步感受，了解文章内容。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出示沙漠图

揭题“沙漠中的绿洲”

学习第1自然段，理解“星罗棋布”

二、初读课文

1、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思考：读了课文后，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2、检查自读情况

（1）认读新词

（2）分自然段指读课文

（3）谈谈自己的感受

3、默读课文，从哪些事情感受到的？



不破坏花草树木

花大代价培植花草树木

给花草树木“洗脸”

阿联酋人民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下节课再学。

三、作业

1、抄写新词

2、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朗读课文2—7自然段，感受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及对生
活的热爱。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从“绿树成阴，鲜花遍地的迪拜，
阿联酋人民花大价培植花草树木，给花草树木‘洗脸’”都
能感受到他们对花草树木的精心侍弄，如果细细品读，更是
让我们感动。

二、品读课文第2—6自然段

大家最想读哪部分内容？

1、读第2 自然段，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说说理由。



“绿树成阴、鲜花盛开”这可是在沙漠上啊 ！

“地上没有……更不见……或是……”

练习朗读

2、读第3自然段，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说说理由。

（1）……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

约3000美元（人民币20000）

那绿树成阴，鲜花盛开的美景要花多少钱呢？

（2）……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买来树苗和花草。

种植花草树木的一切东西都需要购买，怪不得代价如此大。

种植非常麻烦，辛苦。

浇灌也想尽了办法。

练习朗读

（4）阿联酋人民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去
侍弄花草呢？

“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丽。”

练习朗读

3、读第4—6自然段，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说说理由。

“……把树叶、草和花上的尘土淋得干干净净。……树叶更
绿，小草更翠，鲜花更艳。……做了个洗脸的动作……更漂



亮了！”

阿联酋人民把花草树木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练习朗读

三、总结全文

齐读第7自然段

四、练习写话

仔细观察题头的照片，以“迪拜街头风光”为题，写一段话。
课文中的词语可供选用。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十

《沙漠中的绿洲》是一篇有关环境改造与保护问题的课文。
作者以参观访问的形式，向我们介绍了阿联酋人民在茫茫的
沙漠中为了改造生活环境，辛勤种植并精心侍弄花草树木，
终于建成绿洲，营造出良好生存环境的壮举，表现了阿联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请同学们仔细读课题，说说透过文题，你知道了哪些信
息？”

“课文主要讲的是绿洲。”

“这绿洲生在沙漠里。”

“沙漠里怎么会有绿洲的呢？”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沙漠给你的印
象怎么样？你可以用哪些词来形容它呢？”“恶劣。”“这



是课文里的词”“还有呢？”“飞沙走石，风沙漫天”“不
毛之地”

我们课文中也有描写沙漠环境的句子，请同学们把它画出来
读一读。引导学生进一步感受沙漠环境的恶劣，在沙漠中种
出绿洲的阿联酋人民是多么地伟大，他们是怎样精心培育花
草树木的，结果怎样？请同学们再读课文，找出相关语句，
细细地朗读，品味，说出自己的感受。

学生们的回答很有见地，阿联酋人民植树种草非常不易，因
此他们也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像爱护孩子一
样，精心侍弄着这些花草树木。”

读到“这里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时候，我给他们出
示了一组迪拜街头风光的图片，学生们惊呼“太美了”，朗
读指导都不需要了，读得入境，入情，再给他们配上一段音
乐，学生们自己都感受到朗读的成功、快乐了。

一节课很快过去了，学生们的心还留在迪拜街头。

阿联酋人民是值得尊敬、赞美的。他们为地球的美化奉献了
自己的力量。

课上来也有遗憾之处。首先，在学习第三自然段时，对阿联
酋人民在泥土中埋下自来水管的作用，好像有点走不出来了，
总在这个问题上来回打转。还有最后让学生谈谈课文学完后
的打算时，学生说得还不够充分，没有能够引到保护环境的
主题上来。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十一

回顾这一堂课。上课一开始，我照教案进行复习提问：通过
上一节课的学习，你知道些什么？举手如林。“我知
道……”“我知道……”“我知道……”当几个同学已说了



许多内容后，许多举起的手还是不肯放下。一看情势，同学
们对课文内容已基本了解，而且已记在心里了。怎么办？照
教案亦步亦趋再进行逐段精读指导吗？显然已没有必要。我
迅速在心里作出了决定，立即随讨论板书：“不毛之地绿树
成阴鲜花盛开”（师问）“同学们，看了老师的板书，你有
什么问题要问？”

问题来了：“既然是不毛之地，为什么会有绿树成阴，鲜花
盛开呢？”“为什么要在不毛之地栽种绿树鲜花呢？”我马
上喝彩，“这两个问题提得好，很有价值！”随即激
将：“谁能解答他们的问题，谁就更会动脑。现在把课文翻
开，快速默读课文，看看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在哪些自然
段？”

课堂上聚精会神地默读。

一个学生一年学杂费平均算约1000元；生活费4000元；学习
用品500元；衣着500元；（学生插嘴，衣着不止500元）其它
费用500元，共计6500元。再加上小学6年，初、高中6年，大
学4年，幼儿园3年，共计19年。用6500乘以19年=12,3500
（元）。也就是说，阿联酋人民培植一棵小树大约要花费十
几万元人民币，那么沙漠中“星罗棋布的绿洲”要花多少钱？
（生）“啊……”一片惊讶的叫声！借此高涨的学习热情，
我接着反激：“是啊，培植一棵小树要花十几万元，值得吗？
请你用课文中的或自己的理解发表自己的见解。”

师引导看图，面对荒漠中的座座美丽城市，你想对阿联酋的
人民说些什么呢？……

至此，阿联酋人民与恶劣的大自然作斗争的可贵精神已深深
扎根于学生的心中。

下课了，他们还在问：阿联酋为什么这么有钱？他们的钱用
完了怎么办？……这就是文章开头的一幕，它引起了我的反



思。

这节课能够激起学生如此高的学习热情，一是改变了逐段理
解朗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耳目一新；其次是老师关注了教
学生不懂的，激发了他们求知的欲望；更重要的是老师灵活
地把握了学生的求知动态，掌握了学生的学习情感，激活了
学生质疑、解疑、好寻根问底的心理特征，这等于送给学生
一把求知的钥匙。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篇十二

《沙漠中的绿洲》是国标本语文第八册中的一篇关于环境改
造与保护的课文。课文介绍了阿联酋人民在茫茫沙漠中种植
并精心侍弄花草树木，建设绿洲，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壮举，
表现了阿联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文结构清晰，重点
突出，语言凝炼，是培养学生语感的佳作。

阿联酋属西亚国家，学生对这个国家了解甚少，所以体
会“沙漠如何变成绿洲”这一过程有一定的难度。针对这个
情况，根据四年级教材的特点以及新课程理念，我第一课时
着重引导学生读熟课文，学会生字词，理解部分词语，理清
文章脉络，知道课文主要内容，并初步感受“沙漠”变
成“绿洲”的不易。第二课时的教学目标我是这样定的：

１、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毛之地”“星罗棋布”“纵横交
错”等词语的意思，并会用“纵横交错”造句。

２、借助课文，引导学生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营
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
学生热爱人类家园的情感。目标２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

下面我将重点谈谈第二课时的设计

上课伊始，我即让学生谈谈对沙漠和绿洲的印象，并出示文



中的句子细细品读，感悟出沙漠的一望无际、荒凉贫瘠，绿
洲的风景如画、景色宜人。我考虑到学生对阿联酋这个国家
较陌生，所以选了沙漠和绿洲的图片，让学生的视觉受到强
烈的冲击，继而设问阿联酋人民是怎样把这样荒凉的沙漠变
成美丽的绿洲的，让学生产生阅读期待。

栾主任常说：问题不能太碎、太多，要抓住核心问题展开教
学。所以，本篇课文的教学我只围绕一个重点问题“阿联酋
人民是怎样精心侍弄花草树木的？他们为什么那样爱护花草
树木”？并以此为切入点，引领学生深入文本。

本文的难点是课文第三自然段，我在试教时发现学生对这一
段很模糊，不能体会出阿联酋人民改造环境的决心与付出的
巨大代价。我反复思量，抓住“从外国买来”以及建设一个
国家需要多少的泥土和水，引起学生深思。然后又抓住“纵
横交错”，体会设计这样的水管并把它们埋入土中要费多少
心血、财力、物力、人力，加深学生的理解，事实证明，学
生对这一段文字的感受很深刻。继而，本段的中心句“……
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一个孩子”也就迎刃而解，学生对
阿联酋人民的壮举充满敬意。

在感受了阿联酋人民的壮举后，我想对学生渗透爱护环境的
教育，设计了：我想对自己说、对阿联酋人民说、对破坏环
境的人说，深化学生对爱护环境的认识，强化文本的育人功
能。

通过本课时的教学，我觉得自己在课堂教学上的驾驭能力还
有待提高，对文本的解读还不够深入，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在提出“阿联酋人民是怎样精心侍弄花草树木”这一问
题后，学生说的是第六自然段。这时，我未能及时调控，因
为文章是先写环境改造，再写爱护花草的，顺序打乱后不符
合文本的写作顺序，说明我的教学机智还不够。



二、在教学第六自然段时可以抓住“更绿、更翠、更艳”这
三个词进行细细品味，让学生感受作者用词的准确以及水对
绿化的巨大作用，我未能抓住这一细节。

三、在体现文本的育人功能时，我未能放开，害怕学生认识
不到，其实学生只要充分理解、感悟了文本内容，就能达
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教学永远是一门缺憾的艺术，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地
努力探索，力争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