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火烧云的教案 小学四年级
语文火烧云教案(优秀6篇)

大班教案应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等要素，以
满足幼儿的学习需求和发展需求。细致的教案设计能够提高
教学效率，以下是一些四年级教案的精选范例。

小学语文火烧云的教案篇一

1．认识本课的16个生字，学会其中的13个字。能正确读
写“火烧云、喂猪、笑盈盈、高寿、百合色、茄子紫、跪着、
模糊、凶猛、庙门、蹲着、镇静、必须、揉眼睛”。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火烧云的绚丽多彩和美妙奇异，体会
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激发学生热爱自然、观察自然的兴趣。

4．摘抄课文中的优美词句，积累语言。

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朗读的训练，使学生了解火烧云的颜
色和形状的变化。学习作者的观察，写作方法和特色。

学习作者的观察，写作方法，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教学准备：制作教学课件，搜集云的图片和有关文字材料。

1、教师使用多媒体课件出示配上优美音乐的火烧云图片供学
生欣赏。

师：看完图片，你有什么感受？

生：火烧云很美。



生：火烧云的形状很多。

生：火烧云的颜色很漂亮。

生：火烧云的变化很快。

生：……

2、课前小知识：火烧云的形成——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或
者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太阳光射到地面上，穿过的空气层
要比中午太阳当顶的时候厚一些。太阳光中的黄、绿、青、
蓝、紫几种光，在空气层里行走没有多远就已经筋疲力尽，
不能穿过空气层。只有红、橙色光可以穿过空气层探出头来，
将天边染成红色。

师：那文章是如何把你们的这些感受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的
呢？打开课本《火烧云》一课，我们一起来研究。

（以课件导入，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欣赏美丽的火烧云变化
万千的同时，尽情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激发了学习的兴趣，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创设情境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们
看得认真，听得专注，很快便进入了课文情境。同时为本课
的学习奠定了情感基调。）

今天我们学习的《火烧云》是已故的优秀女作家萧红的作品。

谁来简单介绍一下萧红。（萧红是三十年代的青年女作家，
曾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

1．读通课文，读准生字字音。

2．人们为什么将这种云称为“火烧云”？课文中的哪句话点
明了题意？

（第一段第2节）



课件出示：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
是天空着了火。

师：你读书很认真，找得很准确。这句话中有一个动词用得
特别好，读读这句话，看看谁能把它找出来？（学生读）

生：我认为“烧”这个动词用得好。

师：为什么？不必急于回答，先来看看火烧云上来时的景象，
边看边体会。

（课件展示：在烈火中燃烧的云从西边逐渐烧到东边，最后
一片片呼呼燃烧着的火焰弥漫了大半个天。）

师：同学们互相讨论一分钟，来谈一谈为什么“烧”字用得
好呢？

生：我体会到火烧云上来了，就像是天空中着了一场大火。

生：着火的时候，火势特别大，特别猛。我从这个“烧”字
感受到火烧云上来时一定很快、很有气势。

生：我还感受到了火烧云上来时，像铺开了一幅巨大的瑰丽
绸缎，天空中完全是红颜色的，美丽极了。

师：你们真会思考！你瞧，祖国的语言文字真是太美妙了！
一个“烧”字既突出了火烧云上来时天空的颜色，像火一样
红；又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火一样有气势，给人一种动态变化
的感受。

师：好，现在我们就把全文梳理一下，同学们知道这篇课文
是按照什么顺序记叙的吗？

生：是按照“火烧云上来了、火烧云的变化、火烧云下去
了”顺序记叙的



请按“上来了、变化极多、下去了”给课文分段。

板书：上来了（1—2）

变化极多（3—6）

下去了（7）

小组比赛朗读，然后完成下面题目：

（1）思考：红红的火烧云的形成需要怎样的条件？你从哪里
看出来？（傍晚——晚饭过后；夏季——乘凉）

（2）引读：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
脸——（），大白狗变成——（），红公鸡变成——（），
黑母鸡变成——（），小白猪变成了——（），老爷爷的胡
子变成——（）。

（3）出示课后题3：

读一读，比一比，体会排比句的作用：

霞光照得动物的颜色都变了。

大白狗变成红的了。

红公鸡变成金的了。

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师：像这样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似，语气一致，意思紧密
关联的短语或句子连成一串的修辞手法，叫“排比”。

教师指明一人读第一句，一人读二、三、四句，比较、体会。



（突出了地面上的景物在霞光映照下颜色变化的奇妙。）

（4）人们对火烧云的出现是什么态度？（“笑盈盈”）

（5）请你带着笑意朗读第一段。

1．今天我们读通了课文，给课文分了段，并且学习了第一段。

2．朗读全文。

1．熟读课文，并试着把火烧云的过程复述给家长听

分了段，并且学习了第一段，今天我们以自学为主，来学习
第二段。

师：这篇课文的叙述是以“变”为主线的，描写了火烧云变
化的“多”和“快”两个特点。

（一）出示自学题：（分组学习）

1．小组朗读第二段，找到分别描写颜色和形状变化的小节；

2．小组讨论，完成课后题1/②，用直线划出有关词语；

3．独立完成：把颜色归类，每一类再另外写几种

（二）大组交流：

1．指名小组朗读描写颜色的小节，填空并归类：（出示课后
题1/②）

颜色变化（多）：红彤彤金灿灿……

半紫半黄半灰半百合色……



葡萄灰梨黄茄子紫……

变化（快）：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师生配合朗读下面句子：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
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

讨论：四个“一会儿”构成了排比句式，有什么作用呢？

2．指名小组朗读描写形状的小节，填空。

出示：形状：变化（多）：马狗狮子

变化（快）：一会儿过了两三秒钟忽然接着一转眼

3．自由朗读4—6节，体会马、狗、狮子的变化是一个怎样的
过程？

清晰（逼真）——模糊（不见了）

4．小组分配朗读，两人读描写形状“清晰”的句子，两人读
描写形状“模糊直至不见了”的句子，并圈出描写“清晰”和
“模糊”的词语。

5．指名小组朗读，交流划到的词。

（三）小结：可见火烧云的变化极多。

试着背诵4—6节。自背，个别背，集体背。

1．个别朗读。

2．学习词语：恍恍惚惚



文章中哪句话可解释“恍恍惚惚”？补充板书：又像这个，
又像那个。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
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

意思：由于事物变化快而看不真切、看不清楚。

造句：

3．背诵这段。

火烧云下去了，将迎来一个晴朗的夜晚。大自然就是这样，
此起彼落，彼落此起。无限循环，变化万千。不但诗人、作
家热爱它，我们每个人都热爱它。

1．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2．背诵4—7节

3．摘抄课文中的优美词句

小学语文火烧云的教案篇二

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
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
那匹马大起来，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可不见了。看
的人正在寻找马的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面似乎
还跟着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
见了。

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狮子一模一样，也那



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
变了，再也找不着了。

〔选自人教版六年制小学语文第６册《火烧云》〕

边读边悟

神游于对美的渴望与追求之中，不由赞叹作者生花的妙笔。
显然，火烧云千姿百态，变幻无穷，但它毕竟是抽象与缺乏
生气的景物，让人感觉生疏及遥远。因而，作者把变化中的
云比喻为马、狗、狮如写马，在百变中摄下了跪的特写镜头：
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如通人
性，让人跃跃欲试，这样就显得新奇有趣，可爱多了。

作者在瞬息万变中，捕捉了清晰、印象深刻的造型，动静结
合，寓情于物，强化了火烧云的变化性和趣味性，增强了文
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小学语文火烧云的教案篇三

1．第一题，旨在让学生明白作者觉得火烧云好看、有趣的原
因是作者留心观察、不断积累，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结
果。启发学生学习观察的方法，养成观察和积累的习惯，自
觉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

2．第二题，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理解语言的能力。通过对句子
的理解，教给学生抓住关键词语理解句子的方法，并在理解
的过程中加深对观察、积累作用的理解，让学生知道，要把
事物写得生动具体，需要平时对事物细致的观察，需要有对
事物热爱的感情。

3．第三题，在抄写中加深对火烧云颜色和形态变化快的理解，
感受火烧云的奇异。通过抄写，积累语言，学习表达的方法。



【自主性练习设计】

一、分小组自读课文，研讨下面的问题。

火烧云的变化很多，主要表现在那两方面？它们分别有哪些
变化？

二、按课文原句填空，想一想所填词语的作用，把自己思考
的结果说给同学听听。

1．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东边，红通通的，好像是（）。

2．这地方的火烧云（），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一会儿（）。

三、摘录课文中描写火烧云颜色多，而且变化快的句子，边
抄边想，作者为什么能把火烧云描写得那样生动具体，你从
中学到了哪些观察的方法？在小组中交流。

四、在作者的眼里火烧云是那么好看，那么有趣，你从中受
到什么启示。把自己的想法与同学交流，再简要地写下
来。[评价指导。

小学语文火烧云的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赞美自然景色时的心情。

2、了解火烧云颜色和形状的变化，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
想感情。

3、启发学生根据课文的描述，想象火烧云的奇异景象，培养
学生的想象能力。



活动重点：

了解火烧云颜色和形状的变化，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
感情。

活动难点：

启发学生根据课文的描述，想象火烧云的奇异景象，培养学
生的想象能力。

教学过程：

一、回顾全文，质疑导入。

学生活动：

1、说说作者观察火烧云的顺序。

2、作者从哪两个方面描写火烧云的变化？

二、自主学习第三段，体会火烧云的颜色变化

学生活动：

1、自主学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3自然段，思考

（1）火烧云的颜色变化有什么特点？

（2）圈出表示颜色的词语。

2、学生汇报。

3、从哪看出颜色变化多呢？

4、从哪看出颜色变化快呢？



5、有感情朗读。

6、天空这么多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多美啊！你能不能用词语
来形容呢？

教师活动：

1、出示自主学习要求。

2、板书：又多又快

3、指导理解颜色变化多。

4、指导理解颜色变化快。

（用四个“一会儿”说话）

5、指导读出火烧云的变化又多又快。

三、合作探究四至六段，体会火烧云的形状变化

学生活动：

1、自主学习：默读第四至六自然段，思考问题

（1）火烧云形状变化有什么特点呢？

（又 又 ）

（2）火烧云变成了哪些形状？请用“·”标出来。

2、学生汇报。

3、小组合作学习



（1）马、狗、狮子刚出现时是什么样子的？

（2）它们是怎样变化的？

（3）它们又是如何消失的？

4、小组代表汇报。

5、有感情朗读。

6、找出火烧云形状变化快的词语。

7、想象一下火烧云的形状还像什么？

8、火烧云形状的变化是这样多，这样快，你能用学过成语来
概括吗？

教师活动：

1、出示自主学习要求。

2、板书：又多又快

3、出示小组合作学习要求。

4、引导理解形状变化过程，并指出作者是抓住动作、神态来
写的。

5、指导朗读。

6、指导找出火烧云形状变化快的词语。

7、引导发挥想象。

四、总结



学生活动：

1、作者从哪两方面描写火烧云的变化的？

2、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在变化上有什么特点呢？

教师活动：

同学们，作者主要抓住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来写，写出了火
烧云又多又快的特点。

学生活动：

1、观察云彩颜色和形状的变化，学习课文第三、四自然段的
写法，自己写一段话。

2、摘抄课文中你认为很美的句子。

教师活动：

出示作业

板书设计：

上来

7火烧云 变化 颜色

又多又快

形状

下去



小学语文火烧云的教案篇五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8课《火烧云》霞光照耀大地时，小孩
子的脸变成()红公鸡变成()黑母鸡变成()小白猪变成()老爷
爷的白胡子变成()，大地上的一切都变成了［板书：变］这
是一幅多美丽的乡村夕照图呀！如果你此刻就站在霞光里，
珲会对这神奇的画面赞叹不已。天上的火烧云会是什么样子
呢？本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请同学们迅速浏览课文，从中找到描写火烧云出现的句子。

［幻：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
着了火］

读中体会：哪些词用得好，好在哪里？练读体会。

（“一直”说明范围广，“烧”点题，天空一片红艳，给人
以动感）

生议：1颜色多，还有哪些颜色？你能用一个词来概括颜色的
多

2变化快，一会儿……一会儿……强调所有颜色都在变化

相机板书：多、快

［幻：火烧云颜色变化的图案并叙述］

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给人类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边续边体会，想象火烧云的缤纷色彩。

过渡：火烧云在不停地变化。如果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它
好像有各种不同的姿态。



［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那匹马变模糊了］

自学第四自然段，你读懂了什么？

［生：形状逼真、变化快、找出有关词句，读中体会］

生看师标：默读理解，各种符号的句子写了什么？

（哪些句子写出现，哪些句子写马的形状，哪些句子写马的
变化）

相同方法自学第五、六自然段，投影参考对照

幻：依次出现了马、狗、狮引读。

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什么样子（）怎样变化。

忽然又来了（），什么样子（）怎样变化（）

接着又来了（），什么样子()怎样变化（）

天上的火烧云只有这三种形状吗？你从哪儿知道的？(又像这
个又像那个)根据你平时的观察还会像什么？(……)你能照四、
五、六段结构想象天空此时的变化吗？(同桌互议，个人说颜
色、形状合一说)

用一个词来概括火烧云形状的多？板：多

你们见过类似的火烧云是什么样子的？

作者把火烧云描写得这么生动，平时注意什么？

小学语文火烧云的教案篇六

通过品词品句，细读课文，理解作者是怎样观察描写火烧云



的，感受大自然的壮美。

（一）快速读课文，想：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写火烧云的？
（投影出示）

学生答后板书：上来了——变化着——下去了

（二）学习第一段

1、自读，想：火烧云刚上来时，作者着重抓了什么景物来写？

板：霞光

2、问：天空的霞光使地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用“——”画
句），指名读有关句子。

3、学到这，你会有什么疑问？（地面的这些人、物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变化？）

4、导读：假如，当时，你也在场，你的心情会怎样？

5、小结：火烧云刚上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色彩绚丽的
“乡村夕照图”。

6、过渡：这么耀眼的霞光，不光使地面镀上了一层绚丽的色
彩，连天上的云也变得更迷人了。

1、问：你想知道些什么？

2、自由读，想：这段怎样写火烧云的变化？

3、讨论交流，板书：颜色形状

4、学习颜色变化部分：



（1）边看图，边画句。（“-----”画出写火烧云颜色的句
子）

（3）问；火烧云颜色变化怎样？（看图）

投影出示句子“这地方------半百合色”齐读。

问：这句子说明火烧云的颜色怎样？理解“半----半---
”“梨黄”的构词法。

板书：多快

（4）问：还有什么颜色？（看图、补充）

（5）说话练习：颜色这么多，这不是天空，分明是（调色
盒）。

（6）问：可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这么多、美的颜色？

（7）闭眼，听读，回忆，欣赏。

过渡：火烧云色彩如此缤纷，那它的形状变化又怎样？

5、学习形状变化部分：

（2）重点学“马”的一节。（投影出示）

马是怎样的？

马是怎样变化的？

马是怎样消失的？

（3）参考“马”的问法，一问一答。



（4）指导背诵。

（5）指名读，品评，重点理解“那狗-------不见了”这句，
写得好在哪？

（6）谈话：还可以想象成什么？

6、小结：色彩如此斑斓，形状变幻莫测的火烧云，简直让人
看得乐此不惫。

过渡：可惜，火烧云很快就下去了。

1、读后问：哪个词写出火烧云很快就下去了？

2、哪句写出看火烧云真实的感受？

3、导读，背诵。

1、作者按什么顺序写火烧云？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2、你觉得作者写这火烧云美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美？

板书：大自然的美

4火烧云

上来了：霞光

颜色：多

变化着：快大自然的壮美

形状：奇

下去了：恍恍惚惚



一、分小组自读课文，研讨下面的问题。

火烧云的变化很多，主要表现在那两方面？它们分别有哪些
变化？

二、按课文原句填空，想一想所填词语的作用，把自己思考
的结果说给同学听听。

1．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东边，红通通的，好像是（）。

2．这地方的火烧云（），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一会儿（）。

三、摘录课文中描写火烧云颜色多，而且变化快的句子，边
抄边想，作者为什么能把火烧云描写得那样生动具体，你从
中学到了哪些观察的方法？在小组中交流。

四、在作者的眼里火烧云是那么好看，那么有趣，你从中受
到什么启示。把自己的想法与同学交流，再简要地写下来。
【评价指导】。

教学小结：本节课的教学，通过品词品句，细读课文，特别
是对幻灯片和录象投影等多媒体的运用，更加调动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从而使学生更好的理解作者是怎样观察描写火
烧云的，感受大自然的壮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