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实用8
篇)

梦想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它承载着我们对未来
的期待和希望。梦想的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创新，积极
适应变化和发展。不论梦想如何遥远，成功的路上总会有前
辈们的足迹，以下是一些成功人士的梦想实现感言，供大家
参考。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一

各位评委、老师们：

下午好！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草虫的村落》，下面我分别
从说教材、说教学目标、说教法学法、教学过程、板书设计
几方面进行说课。

《草虫的村落》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组课
文“感受自然”的第二篇精读课文。本组课文将带领学生投
入大自然的怀抱，领略大自然的风姿，倾听大自然的声音，
与大自然互诉心声、交流感受。学习本组课文，要求学生要
注意体会作者是怎样细心观察大自然的，有哪些独特的感受;
还要体会作者是怎样展开联想和想象的，表达这些独特感受
的。

本篇课文作者以奇异的想象，追随着一只爬行的小虫，对草
虫的村落作了一次奇异的游历，在村落里，“我”看到了熙
熙攘攘的黑甲虫村民，看到了像南国少女般的花色斑斓的小
圆虫，看到了甲虫音乐家们像灵泉一样美妙的演奏会，看到了
“村民们”行色匆匆而又分工精细的劳作场景。使我们感受
到作者在神游这个想象世界中所透射出来的热爱自然的美好
情操，感受到作者与小生命交流中所体现出来的那颗晶莹剔
透的童心，感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浓浓的生活气息。这是



一篇散文，它在表达上颇具特色，作者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
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方法，将一个草虫的世界生动的展现
在大家面前。

根据《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对高年级小学语文教学的要求,根
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特定如下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在读中抓重点语句，揣摩其所蕴含的丰富而合理的想象和
独特的感受。

3.感受作者热爱自然、关爱小生灵的情怀。激发学生热爱生
活、热爱大自然。

把握内容，感受作者热爱自然、关爱小生灵的情怀是本课的
教学重点。体会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展开丰富的想象来表
达自己独特的感受是本组课文的教学难点，也是本课的教学
难点。

本节课主要采用了教师启发诱导、学生自读自悟、合作探究
的教学方法。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读是语文学习之本，“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让学生在读中领悟文本的乐趣。

（一）回顾内容，继续学习。

回顾上节课所学，温故而知新，自然进入本节课所学，明确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二）品读感悟，体验情趣：

学贵有疑，有疑则有思。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激发学生阅
读兴趣和探究欲望。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对作品中情景
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先让学生品读
交流，学生谈自己的独特体验，思维互相碰撞，引起共鸣，
产生更多的火花。当学生有了心得之后，再加上教师的适时
指导，读相关的语段感情就会充沛、真挚。从字里行间去感
悟作者的情感，去感悟语言文字的美！教师对学生的朗读及
时鼓励、肯定，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学习的积极性就
会更高。有大自然的音乐引发体验，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
引导。所以我设计了“作者认为甲虫的叫声“优于人间的一
切音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等重点句子的体会。
（小组合作学习）

提升他想想说话，让学生联系实际想象，虫子世界里还有做
什么工作的？引领学生深入感悟文本内涵，把文本语言串起
来，有机训练，内化成学生自己的语言，对课文理解更加深
刻。语文学习要出于教材，但又不能仅局限于教材，应向生
活延伸。

（三）拓展升华，想象练笔

配乐回读全文，使学生再次感知“草虫的村落”给我们带来
的情趣,再现作者丰富的想象。然后讨论见过类似的情景这个
问题，让学生说说自己的见闻，使学生明白动物界里的各种
有趣的知识，进而增加了对本文的兴趣。小学生习作从模仿
起步，本文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最后读写结合，重点要放
在展开想象、融入自己的情感方面。充分鼓励学生的发展，
使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个性和拓展学生创造性思维，提
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把学生的学习由课内引到课外，实现大
语文教学观。

（四）阅读延伸，提升感悟

法布尔的《昆虫记》



我认为阅读是一切知识的。增加课外阅读不断丰富学生的眼
界。学生在五年级学过选自法布尔《昆虫记》中的《蟋蟀的
住宅》，对昆虫有一些了解，学生在学习前两篇课文中学会
了一些想象的方法，现在描述自己亲近自然、观察小虫的生
活经历。

本节的教学设计非常简单，主要把的重点内容按顺序板书出
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这样的板书简洁明了，能帮助学
生理清条理，明晰中心。

附：板书设计

草虫的村落

奇异的游历

快乐的小天地5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二

《草虫的村落》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组课文的
第二篇精读课文。本组课文将带领学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领略大自然的风姿，倾听大自然的声音，与大自然互诉心声、
交流感受。学习本组课文，要求学生要注意体会作者是怎样
细心观察大自然的，有哪些独特的感受;还要体会作者是怎样
展开联想和想象的，表达这些独特感受的。本篇课文作者以
奇异的想象，追随着一只爬行的小虫，对草虫的村落作了一
次奇异的游历，在村落里，“我”看到了熙熙攘攘的黑甲虫
村民，看到了像南国少女般的花色斑斓的小圆虫，看到了甲
虫音乐家们像灵泉一样美妙的演奏会，看到了“村民们”行
色匆匆而又分工精细的劳作场景。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在神游
这个想象世界中所透射出来的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操，感受到
作者与小生命交流中所体现出来的那颗晶莹剔透的童心，感
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浓浓的生活气息。这是一篇散文，它



在表达上颇具特色，作者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拟人、
比喻等修辞方法，将一个草虫的世界生动的展现大家面前。

学生在四年级学过选自法布尔《昆虫记》中的《蟋蟀的住
宅》，对昆虫有一些了解，学生在学习前两篇课文中学会了
一些想象的方法，如配乐朗读中闭上眼睛想象，然后描述自
己的想象等，但这篇写关于草虫的文章，学生虽然喜欢，基
于学生的生活体验、认知水平，应在品读课文同时让学生回
忆自己亲近自然、观察小虫的生活经历。

根据《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对高年级小学语文教学的要求,根
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特定如下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学习11个生字，正确书写生词。理解课文内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在读中抓重点语句，揣摩其所蕴含的丰富而合
理的想象和独特的感受。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作者热爱自然、关爱小生灵的情怀。
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把握文章内容，感受作者热爱自然、关爱小生灵的情怀是本
课的教学重点。体会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展开丰富的想象
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是本组课文的教学难点，也是本课的
教学难点。

本节课主要采用了教师启发诱导、学生自读自悟、合作探究
的教学方法。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读是语文学习之本，“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让学生在读中领悟文中的乐趣。

（一）因为是第二课时，所以选择了直接进入正题。



（二）学习课文3-9自然段

1、学习3、4段

a、落实语言训练。对“傲然”、“左冲右撞”、“寒暄”等
词语的理解和感悟。对“傲然”、“左冲右撞”，引导学生
通过读后感情带上动作来完成；通过师生间的想象“打招
呼”来体会对“寒暄”一词。

让学生联系实际想象，引领学生深入感悟文本内涵，把文本
语言串起来，有机训练，内化成学生自己的语言，对课文理
解更加深刻。

b．在读书中探寻文字背后的人文价值。提问：你能感受得到
这意味深长的对视当中，包含的是什么吗？解决前面所提
的“在小虫子的世界中究竟蕴藏着什么？”原来，在小虫子
的世界中，蕴藏着多少亲情啊！

c．在读中蕴含学法。在引领学生运用“抓住文中的具体词语
和句子，通过联系生活来想象”的方法学习了课文三四自然
段后，我指导学生自学课文第五至第八自然段。由扶到放，
体现了教学设计的变化。在小虫子的世界中，究竟还蕴藏着
什么？学生自学、讨论、交流，老师适时点拨、评价和引领。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简单的地方几句话带过，详细的地方
精雕细刻。整个过程有详有略，错落有致。不论是学生的讨
论和交流，还是老师的点拨和评价，最后都是回到“读”上，
以读来展现理解，以读来表达感悟。

（三）回归整体，拓展延伸

1．读课文第一、十、十一自然段，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我悠游忽忽地漫游了一个下午，直至夕阳亲吻着西山的时
候，红鸠鸟的歌声才把我的心灵唤回来”。



2．说说哪些描写体现作者想象丰富，感受独特？你有没有类
似的经历，讲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四）作业：

写一写自己观察过的小虫，注意展开想象，融入自己的感受。
（课后落实“小练笔”）

通过读写结合，进一步强调想象的重要性，充分鼓励学生的
发展。小学生习作从模仿起步，本文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重点要放在展开想象、融入自己的情感方面。

由于学生是自主学习，课堂上很多东西无法作准确的预设，
更多的是学生现场的生成。老师点拨自如，评价得当，就能
使学生在讨论交流中，能够时时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读书体
现层次，让学生充分享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体现老师与课
堂与学生融为一体。

教学中，我对教学状况掌控失调，环节出现了前松后紧现象，
其实还是学生学法引导不当，致使后面设计的说话练习和总
结没有时间进行。

“我还看见了许多许多……”练习说话环节改为课后练写了。

例:在草虫村落中的舞蹈厅中，“我”看见了甲虫舞蹈家们在
忘我地舞动着身体，演绎出优美的舞姿！用“在草虫村落中
的，我看见了。”

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三

《草虫的村落》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
三篇课文。本文凸显的特点是作者奇异的想像。作者为读着



描述了一次奇异的游历，对草虫的村落作了极富画面感的描
绘，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生灵和自然的喜爱之情。

1、会写11个课文后附录的汉字，正确读写“静谧、追随、小
巷、俏丽、烘烤、音韵、演奏、探索、勤勉、漫游、亲吻、
左冲右撞、意味深长、庞然大物、行色匆匆”等词语。

2、熟读课文，追随作者的文字描述，作一次奇异的游历，感
受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灵的情怀。

3、反复诵读，体会作者如何观察、如何展开联想和想像表达
自己独特的感受。

（1）重点：默读课文，把握文章内容。

（2）难点：体会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展开想象和表达自己
独特感受的。

从写作文体而看，这是一篇带有说明特质的散文，但在表达
上颇具特色。作者充分发挥丰富的想像，运用拟人、比喻等
修辞手法，将一个草虫世界生动地展现给大家：草茎变成了
粗大的森林，小虫成了游侠，随着草虫与同伴的一路招
呼，“我”来到了草虫的村落。在草虫的村落里，“我”看
到了熙熙攘攘的黑甲虫村民；看到了“街道”“小巷”；看
到了像南国少女般的花色斑斓的小圆虫；看到了像庞然大物
似的来访者——蜥蜴；看到了甲虫音乐家的演奏会；看到
了“村民们”行色匆匆的生活……作者的神游，使我们感受
到这个村落是那么具体熟悉，感受到他与小生命交流中所体
现出来的那颗晶莹剔透的童心是那么细腻而兴趣盎然。因此，
编者的意图很明显，一是要学生感受文字的美，学习作者运
用语言的手法，比如拟人、比喻；二是感受作者据像而联想
的能力，学习作者感知情怀，体验生活的乐趣，珍视贴近自
然的童心秋雨露。



这种散文体的美文，不适合细讲，却适宜诵读记诵。因此，
教师设计的教学内容不可繁琐，不可老套地分析文章的内容，
而是要直奔主题，厘清主要的逻辑层次后，要扣住关键文句
点评，目的是感悟作者的文字功夫。

课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板书课题，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学习台湾作家郭枫的文章《草虫的村落》。

（二）读写新字，指名批改。

按声调读:

烘庞勤烤勉吻逗谧俏巷韵

按音序读

逗烘烤勉谧庞勤俏吻巷韵

按音节读

韵谧逗庞烘烤勤吻巷俏勉

（三）出示新词，指名朗读。

（四）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思考问题：



本文的主要内容：谁在哪里干什么

2再读课文：填写表格。

簇野灌丛----大树----甲虫----音乐演奏者------音乐演奏
会

（五）、感受标点传递的情感

1读悟感叹号，感受兴奋之情

1、第一次快速默读3、4段，把带感叹号的句子划下来。

交流：

我想它一定是游侠吧！

读着这感叹句，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和作者一起兴奋、一起惊
喜。

(）的游侠四海为家惩恶扬善云游四方济贫劫富武功高强特立
独行

临危不惧（傲然左冲右撞）

热情大方（解读打招呼理解寒暄）

伉俪情深（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

看哪！大街小巷色斑斓的小圆虫粗壮的黑甲虫巨大的蜥蜴

（和谐的）村落

这是只有虫子们才能演奏出来的！



全神贯注音韵灵泉

（二）读问号，感受惊叹之情

让我们继续去草虫的村落看看小虫子们的劳动生活。引读7-9
段

这里出现了许多带问号和省略号的句子，找出来体会体会。

问句：

（1）它们一队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一定是很远很远的地
方吧？

（2）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么勤勉地奔忙呢？（每一个都用前
肢推着大过身体两三倍的食物，行色匆匆地赶着路)

（3）我完全迷惑了，在小虫子的脑海中，究竟蕴藏着多少智
慧。（我看见测气候者忙于观察，工程师忙于建筑设计各种
不同的工作，都有专门的虫子担任）

看到小虫子的勤勉和智慧，你惊奇吗？让我们和作者一起来
问一问秋雨露。

a、读好这几个问句。

b、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心里都有吗？用问句来表达
有什么不一样？

（三）读悟省略号，感受意韵丰富

1、说写补白，丰满文本。

（1）我看见测气候者忙于观察气象，工程师忙于建筑设



计……（口头说）

我还看到了什么？

（2）我还看见了许多许多……

我们还看见了许多许多，我们还看见了什么？拿起笔写下来
吧。（交流）

黑甲虫小圆虫蜥蜴

寒暄攀谈演奏劳作

2、复现前两个画面。

看到这一切，你有什么问题？师写一连串问号。

三、用标点表达自己的读书感受

（一）用感叹号表达惊叹。

（根据学生回答，师写一连串叹号）

（二）用问号表达疑问。

读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几个自然段，也许，你能从这些文字
中找到答案吗？（又忘了忘了）

（爱自然、观察、想象）

2、复现词语。

3、这神奇的'大自然中的草虫世界让作者痴迷，所以（再次
引读前后开头、结尾四段课文）。



你们说，这是一次怎样的漫游啊？

（三）用省略号延伸探究。

老师更希望你们能把这些叹号、问号变成省略号，因为对草
虫世界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回去后，希望大家去写一篇属于
自己的草虫世界的文章。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四

听了贺老师的《草虫的村落》这节课受益非浅，思路清晰，
教学层次清楚，老师能抓住学生交流中有价值的资料来进行
课堂教学，完成本堂课的教学目标，如对《草虫的村
落》“亲情”这一环节的教学深深的吸引了我，老师抓住学
生对这一部分的交流，当学生说：“从xxxxx这句话中体会到
村落里的虫子们感情深？”老师趁机启发“你是从哪个词体
会到的？”（培养学生抓住重点词体会情感），以感情深为
突破口，设计了“娇小的`虫为什么和远归者感情深？猜猜二
者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会说些什么？（同位分角色交流）

在分角色汇报后，学生自然而然就体会到虫间蕴藏的情感是
什么，由词到句到情感的体验，教学流程很自然，学生的体
验也水到渠成，真可谓设计巧妙，教师善于抓住有用的信息
来完成教学目标，很值得我学习。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五

（一）教材特点

1、内容方面

《草虫的村落》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
年级上册（人教版）中的课文，作者以奇异的想象，追随着
一只爬行的小虫，对草虫的村落作了一次奇异的游历，在村



落里，“我”看到了熙熙攘攘的黑甲虫村民，看到了像南国
少女般的花色斑斓的小圆虫，看到了甲虫音乐家们像灵泉一
样美妙的演奏会，看到了“村民们”行色匆匆而又分工精细
的劳作场景。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在神游这个想象世界中所透
射出来的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操，感受到作者与小生命交流中
所体现出来的那颗晶莹剔透的童心，感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
的浓浓的生活气息，就像课文中所说得那样“我愿意牵着你
的手，一起到草虫的村落里去散散步”。

2、表达方面

（1）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作者看到一只孤零零地在草丛中爬
行的小虫，把它想象成了一位“游侠”；看到花色斑斓的小
圆虫，把它们想象成“南国的少女”；看到振动翅膀的甲虫，
把它们想象成“音乐家”……丰富的想象，赋予小甲虫以勇
敢、勤劳和聪明的特征，从而使一只只漂亮的小甲虫深深地
印在读者的心中。

（2）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村落，原本是人聚居的地方，
而课文中作者赋予草虫人的生活形态。草虫的村落，其实无
非就是草虫居住的洞穴，但在作者的眼里，它和人类的生活
天地没有两样。那里有街道，有小巷，还有形形色色的人们，
它们不仅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更有着高雅的艺术追
求，“甲虫音乐家们全神贯注地振动着翅膀，优雅的音韵，
像灵泉一般流了出来”，它们不但会享受生活，还会创造生
活。

3、教材位置

这组课文是全册八组课文中的第一组，专题是“感受自然”，
本组课文在表达上有一个共同特点：作者展开丰富的联想和
想象，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大自
然无穷的魅力。本组课文共有四篇文章，《山中访友》向我
们传递了作者对山中“朋友”的那份深厚感情；《山雨》为



我们描绘了一幅有声有色山村雨景图；《索溪峪的“野”》
生动的语言让读者身临其境，而《草虫的村落》以独特的描
述丰富的想象赋予了小甲虫以生命、漂亮和聪明。

二、学情分析

学生在五年级学过选自法布尔《昆虫记》中的《蟋蟀的住
宅》，对昆虫有一些了解，学生在学习前两篇课文中学会了
一些想象得方法，如配乐朗读中闭上眼睛想象，然后描述自
己的想象等，但这篇写关于草虫的文章，学生虽然喜欢，基
于学生的生活体验、认知水平，应在品读课文同时让学生回
忆自己亲近自然、观察小虫的生活经历，课前让学生观看
《虫虫危机》片段，引起师生共鸣。

三、教学目标

1、会写11个字，正确读写“静谧、追随、小巷、俏丽、烘烤、
音韵、演奏、探索、勤勉、漫游、亲吻、左冲右撞、意味深
长、庞然大物、行色匆匆”等词语。

2．引导学生随作者进行一次奇异的游历，从中感受作者热爱
自然、热爱生灵的情怀。

3．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体会作者如何观察、如何
展开联想和想象表达独特的感受。

四、教学重、难点

一是让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作者对大自然、对小生灵
的那一片爱恋之情；二是体会作者如何进行观察、并如何运
用丰富的想象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

五、教学设计



情境激趣导入

播放夏日虫鸣的声音。

交流：你听到了什么？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大自然的声音和色彩总能让人沉醉，走进去使人流连忘返。
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步履慢步走进《草虫的村落》，去享受
大自然为我们带来的乐趣吧！

[设计意图]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六

各位同事：上午好。

本组课文将带领学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领略大自然的风姿，
倾听大自然的声音，与大自然互诉心声、交流感受。

下面我分别从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
过程、板书设计、教学反思几方面进行说课。

一、教学目标：根据《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对高年级小学语
文教学的要求，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特定如
下教学目标：

1.正确读写“静谧、小巷、音韵、勤勉、庞然大物”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抄写喜欢的语句。

3.与大自然为友，感悟自然中花鸟虫鱼、山川草木的生命与
灵性，与大自然进行“心灵对话”.

4.体会作者怎样用心观察大自然，怎样通过丰富的想象来表



达独特的感受。

二、教学重、难点是：

1.是让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感受作者对大自然、对小生灵
的那一片爱恋之情；

2.是体会作者如何进行观察、并如何运用丰富的想象来表达
自己的独特感受。

三、教学方法：

读是语文学习之本，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因此
本节课在教法上，主要采用了教师启发诱导、学生自读自悟、
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把学习的主动
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让学生在读中领悟文中的
乐趣。

四、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以便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我将
本课的教学内容设计为以下四个环节：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三）再读课文，体验情趣：

（四）情感升华，拓展延伸：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学生积极性高，兴趣浓。找窍门学会生字新词，调动起学生
以往的学习经验，学习生字新词就会轻松自如，而且生字新
词掌握的牢不易忘。最后锻炼学生语言概括能力，培养语文
素养，也为学习下文作了铺垫。



3）再读课文，体验情趣：学贵有疑，有疑则有思。让学生带
着问题阅读，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和探究欲望。把学习的主动
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课程标准”中
要求学生“对作品中情景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在这
一过程中先让学生品读交流，学生谈自己的独特体验，思维
互相碰撞，引起共鸣，产生更多的火花。当学生有了心得之
后，再加上教师的适时指导，读相关的语段感情就会充沛、
真挚。

4）情感升华，拓展延伸：配乐朗读全文，使学生再次感
知“草虫的村落”给我们带来的情趣，再现作者丰富的想象。
然后讨论见过类似的情景这个问题，让学生说说自己的见闻，
使学生明白动物界里的各种有趣的知识，进而增加了对本文
的兴趣。小学生习作从模仿起步，本文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最后读写结合，重点要放在展开想象、融入自己的情感方面。
充分鼓励学生的发展，使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个性和拓
展学生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把学生的学习由
课内引到课外，实现大语文教学观。

五、说板书设计：本节的教学设计非常简单，主要把文章的
重点内容按顺序板书出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这样的板
书简洁明了，能帮助学生理清文章条理，明晰文章中心。

六、教学反思：最后说一下我的设计理念，一开创设教学情
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产生了学习探讨的冲动和
兴趣，拉近了自己与课文的距离。其次，重视朗读训练，促
进整体感知。这节课在教学指导过程中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
多角度、多方式地培养学生朗读，调动学生情感体验。最后，
课外拓展，培养能力将本课“信赖、尊重、平等”的主题用
于生活中，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了很好的培养。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七

《草虫的村落》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



三篇课文。本文凸显的特点是作者奇异的想像。作者为读着
描述了一次奇异的游历，对草虫的村落作了极富画面感的描
绘，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生灵和自然的喜爱之情。

1、会写11个课文后附录的汉字，正确读写"静谧、追随、小
巷、俏丽、烘烤、音韵、演奏、探索、勤勉、漫游、亲吻、
左冲右撞、意味深长、庞然大物、行色匆匆"等词语。

2、熟读课文，追随作者的文字描述，作一次奇异的游历，感
受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灵的情怀。

3、反复诵读，体会作者如何观察、如何展开联想和想像表达
自己独特的感受。

（1）重点：默读课文，把握文章内容。

（2）难点：体会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展开想象和表达自己
独特感受的。

从写作文体而看，这是一篇带有说明特质的散文，但在表达
上颇具特色。作者充分发挥丰富的想像，运用拟人、比喻等
修辞手法，将一个草虫世界生动地展现给大家：草茎变成了
粗大的森林，小虫成了游侠，随着草虫与同伴的一路招呼，"
我"来到了草虫的村落。在草虫的村落里，"我"看到了熙熙攘
攘的黑甲虫村民；看到了"街道""小巷"；看到了像南国少女
般的花色斑斓的小圆虫；看到了像庞然大物似的来访者——
蜥蜴；看到了甲虫音乐家的演奏会；看到了"村民们"行色匆
匆的生活……作者的神游，使我们感受到这个村落是那么具
体熟悉，感受到他与小生命交流中所体现出来的那颗晶莹剔
透的童心是那么细腻而兴趣盎然。因此，编者的意图很明显，
一是要学生感受文字的美，学习作者运用语言的手法，比如
拟人、比喻；二是感受作者据像而联想的能力，学习作者感
知情怀，体验生活的乐趣，珍视贴近自然的童心。



这种散文体的美文，不适合细讲，却适宜诵读记诵。因此，
教师设计的教学内容不可繁琐，不可老套地分析文章的内容，
而是要直奔主题，厘清主要的逻辑层次后，要扣住关键文句
点评，目的是感悟作者的文字功夫。

课件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板书课题，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学习台湾作家郭枫的文章《草虫的村落》。

（二）读写新字，指名批改。

按声调读：

烘庞勤烤勉吻逗谧俏巷韵

按音序读

逗烘烤勉谧庞勤俏吻巷韵

按音节读

韵谧逗庞烘烤勤吻巷俏勉

（三）出示新词，指名朗读。

（四）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思考问题：



本文的主要内容:谁在哪里干什么

2再读课文：填写表格。

簇野灌丛----大树----甲虫----音乐演奏者------音乐演奏
会

（五）、感受标点传递的情感

1读悟感叹号，感受兴奋之情

1、第一次快速默读3、4段，把带感叹号的句子划下来。

交流：

我想它一定是游侠吧！

读着这感叹句，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和作者一起兴奋、一起惊
喜。

（）的游侠四海为家惩恶扬善云游四方济贫劫富武功高强特
立独行

临危不惧（傲然左冲右撞）

热情大方（解读打招呼理解寒暄）

伉俪情深（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

看哪！大街小巷色斑斓的小圆虫粗壮的黑甲虫巨大的蜥蜴

（和谐的）村落

这是只有虫子们才能演奏出来的！



全神贯注音韵灵泉

（二）读问号，感受惊叹之情

让我们继续去草虫的村落看看小虫子们的劳动生活。引读7-9
段

这里出现了许多带问号和省略号的句子，找出来体会体会。

问句：

（1）它们一队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一定是很远很远的地
方吧？

（2）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么勤勉地奔忙呢？（每一个都用前
肢推着大过身体两三倍的食物，行色匆匆地赶着路）

（3）我完全迷惑了，在小虫子的脑海中，究竟蕴藏着多少智
慧。（我看见测气候者忙于观察，工程师忙于建筑设计各种
不同的工作，()都有专门的虫子担任）

看到小虫子的勤勉和智慧，你惊奇吗？让我们和作者一起来
问一问。

a、读好这几个问句。

b、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心里都有吗？用问句来表达
有什么不一样？

（三）读悟省略号，感受意韵丰富

1、说写补白，丰满文本。

（1）我看见测气候者忙于观察气象，工程师忙于建筑设



计……（口头说）

我还看到了什么？

（2）我还看见了许多许多……

我们还看见了许多许多，我们还看见了什么？拿起笔写下来
吧。（交流）

黑甲虫小圆虫蜥蜴

寒暄攀谈演奏劳作

2、复现前两个画面。

看到这一切，你有什么问题？师写一连串问号。

三、用标点表达自己的读书感受

（一）用感叹号表达惊叹。

（根据学生回答，师写一连串叹号）

（二）用问号表达疑问。

读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几个自然段，也许，你能从这些文字
中找到答案吗？（又忘了忘了）

（爱自然、观察、想象）

2、复现词语。

3、这神奇的大自然中的草虫世界让作者痴迷，所以（再次引
读前后开头、结尾四段课文）。



你们说，这是一次怎样的漫游啊？

（三）用省略号延伸探究。

老师更希望你们能把这些叹号、问号变成省略号，因为对草
虫世界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回去后，希望大家去写一篇属于
自己的草虫世界的文章。

板书：

游侠归来

远方来客

音乐盛会

勤勉劳作

草虫的村落

破折号？……

破折号

！！！！

？？？？

……

草虫的村落说课稿一等奖篇八

《草虫的村落》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
年级上册（人教版）第一组课文的第二篇精读课文. 本组课



文将带领我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领略大自然的风姿，倾听
大自然的声音，与大自然互诉心声、交流感受。学习本组课
文，要求学生要注意体会作者是怎样细心观察大自然的，有
哪些独特的感受;还要体会作者是怎样展开联想和想象的，表
达这些独特感受的。本篇课文作者以奇异的想象，追随着一
只爬行的小虫，对草虫的村落作了一次奇异的游历，在村落
里，“我”看到了熙熙攘攘的黑甲虫村民，看到了像南国少
女般的花色斑斓的小圆虫，看到了甲虫音乐家们像灵泉一样
美妙的演奏会，看到了“村民们”行色匆匆而又分工精细的
劳作场景。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在神游这个想象世界中所透射
出来的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操，感受到作者与小生命交流中所
体现出来的那颗晶莹剔透的童心，感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的
浓浓的生活气息。 这是一篇散文，它在表达上颇具特色，作
者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方法，将一
个草虫的世界生动的展现大家面前。

学生在五年级学过选自法布尔《昆虫记》中的《蟋蟀的住
宅》，对昆虫有一些了解，学生在学习前两篇课文中学会了
一些想象的方法，如配乐朗读中闭上眼睛想象，然后描述自
己的想象等，但这篇写关于草虫的文章，学生虽然喜欢，基
于学生的生活体验、认知水平，应在品读课文同时让学生回
忆自己亲近自然、观察小虫的生活经历。

根据《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对高年级小学语文教学的要求,根
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特定如下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学习11个生字，正确书写生词。

2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



在读中抓重点语句，揣摩其所蕴含的丰富而合理的想象和独
特的感受。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作者热爱自然、关爱小生灵的情怀。

2、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把握文章内容，感受作者热爱自然、关爱小生灵的情怀是本
课的教学重点。

体会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展开丰富的想象来表达自己独特
的感受是本组课文的教学难点，也是本课的教学难点。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创设情境，以富有感染力的音乐，激发学生情绪，调动学生
的生活体验，使学生心中对昆虫世界充满了探索和向往的激
情。同时为体现本单元的重点——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打下基
础。到大自然中观察过这些音乐家吗？它们是什么样子，喜
欢它们吗？这一问题激发学生探究大自然奥秘的兴趣。良好
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让学生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学生积极性高，兴趣浓。
找窍门学会生字新词，调动起学生以往的学习经验，学习生
字新词就会轻松自如，而且生字新词掌握的牢不易忘。最后
锻炼学生语言概括能力，培养语文素养，也为学习下文作了
铺垫。

（三）再读课文，体验情趣。

学贵有疑，有疑则有思。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激发学生阅



读兴趣和探究欲望。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课程标准”中要求学生“对作品中情景
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先让学生品读
交流，学生谈自己的独特体验，思维互相碰撞，引起共鸣，
产生更多的火花。当学生有了心得之后，再加上教师的适时
指导，读相关的语段感情就会充沛、真挚。从字里行间去感
悟作者的情感，去感悟语言文字的美！教师对学生的朗读及
时鼓励、肯定，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学习的积极性就
会更高。再让学生联系实际想象，引领学生深入感悟文本内
涵，把文本语言串起来，有机训练，内化成学生自己的语言，
对课文理解更加深刻。语文学习要出于教材，但又不能仅局
限于教材，应向生活延伸。有大自然的音乐引发体验，注重
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引导。所以我设计了“作者认为甲虫的叫声
“优于人间的一切音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四）情感升华，拓展延伸。

配乐朗读全文，使学生再次感知“草虫的村落”给我们带来
的情趣,再现作者丰富的想象。然后讨论见过类似的情景这个
问题，让学生说说自己的见闻，使学生明白动物界里的各种
有趣的知识，进而增加了对本文的兴趣。小学生习作从模仿
起步，本文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最后肥城教育网社
区eb3olu;g)z读写结合，重点要放在展开想象、融入自己的
情感方面。充分鼓励学生的发展，使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
生个性和拓展学生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把学
生的学习由课内引到课外，实现大语文教学观。

本节的教学设计非常简单，主要把文章的重点内容按顺序板
书出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这样的板书简洁明了，能帮
助学生理清文章条理，明晰文章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