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优秀8篇)
感恩能够让我们更加宽容和谅解他人，让我们更加接纳不同
的观点和意见。如何让感恩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是我们需要探
索的方向。这些感恩的名人名言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一

《紫藤萝瀑布》一文是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四课，属于阅
读课文中的精品课文，体现这一单元“体味人生，关爱生
命”的主题。

这篇状物抒情散文，写作者偶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情不
自禁的驻足观赏，花儿旺盛的生命力，使作者心中的焦虑和
悲痛化为宁静和喜悦，花儿由衰到盛的经历，使作者体悟了
花和人虽各有各的不幸，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一永恒
的哲理。

文章通过“观花---忆花-----悟花-”的写作思路，采用“托
物言志”的手法，通过这小小的生命去发掘人性中许多美好
的品性，赞美了生命的永恒和美好，并借此激发学生关注人
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含蓄而富有哲理。

按教学进度而言，这是面对刚入学的初一新生，此时要注重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交给学生正确的阅读散文的方法，
帮助学生体味深刻的人生哲理。而初一新生尚不具备散文的
概念，同时，从心智成熟度来讲，初一学生还缺乏对人生深
入思考的能力，不能对“景------情------理”三者做出必
然的联系。

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够领悟紫藤萝深刻的象征意义，考虑采
用以下“四读”教学法，循序渐进，化难为易，以期让学生
变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



一、引导学生，激发兴趣

二、初读，描绘花容

要求学生从2--6节中找出相关语句，来想象紫藤萝花的模样。

特别关注：1、作者合理安排描写的顺序，从整体到局部到个
体，提醒学生搜索关键量词(一片、一穗、一朵)

2、作者不仅有对景物静态的描写，也对景物采用“化静为
动”的手法。提醒学生品味关键动词，如流动、欢笑、生长，
如挨着、挤着、推着，让学生想象的画面活起来，并体悟到
花儿所蕴含的生命活力，从而了解作者抓住特征描写景物时，
与其所表达的情感相联系。

3、恰当的品读语言，体会修辞手法的妙处，并通过朗读欣赏。

4、也可利用多媒体，展示紫藤萝花的美丽姿态，让学生的想
象更具体、清晰、丰富，使教学内容真实化、趣味化和多样
化。

三、再读，解读花情

特别关注：1、学生对这一段历史所带给作者的深沉的痛苦，
是难以理解的。要求学生课前搜集有关课文的背景资料，勾
勒花儿的变迁历史，了解作者的情况，将花儿的不幸
与“我”的不幸相联系。

2、为什么“我”会产生精神上的“宁静和喜悦”?让学生懂
得：只有经历过不幸的人，才会如此珍视生活中新的浪花，
在历史新的转折时期产生如此深沉的欢乐，获得精神上的巨
大的启示。

四、三读，体味哲思



经过前面的教学环节，学生一般能找到揭示全文主旨的句子，
能理解“不幸”的含义，但容易忽视“生命的长河”“无止
境”等词语的深刻含义。

引导学生找出“一朵”与“万花”的关系，“一朵”代表个
人命运，“万花”代表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作者将个体的生
命升华为对整个社会，乃至对人类发展命运的理性思考。因
此，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不幸而止步不前，而应该积极投身
于生命的长河中，帮助学生反观自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带领学生朗读富有哲理的句段，体会作者顿悟后的振奋精
神。

五、四读，探究疑难

由此，体会作者构思上的匠心独运。

六、教师小结

反观全文，“我”从驻足观赏到加快前进的脚步，经历了一
段怎样的心路历程，板书：

停住观花欣喜

忆花遗憾

加快悟花振奋

(前后照应)

七、教学反馈

通过下面两项练习来检验学生本堂课的学习效果;

请学生用一句话，借“花的话”来浓缩自己的感受。要求主



体此为：进取、积极、乐观。这项练习旨在检验学生对本文
象征意义的理解程度，并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利用多媒体展示一些自然界中花鸟鱼虫的图片，引导学生对
生活中具体现象进行丝细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发挥联想，
借鉴本文的“托物寓意”写作手法写成一篇400字的作文。这
项练习旨在锻炼学生的观察和思维能力，并进行状物抒情记
叙文的写作练习。

法：“理线索-----找景物------抓特征-------析情理-----
悟人生”，用以阅读其他同类散文，达到教学阅读能力拓展
目标。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二

1、有感情地诵读文章，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2、品析文章优美语言，了解托物言志的写作方法。

3、了解作者感情变化的脉络，体会作者对人生、对生命的感
悟。

1、欣赏并品析文章优美语言。

2、理清文章结构，了解作者感情变化。

根据作者的情感变化，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体会作者对人
生、生命的感悟。

2个课时

示范朗读、学生自读、情境导入，问题探究，小组合作等。

第一课时



一、导入：同学们，世界上的美景数不胜数。比如荷兰的郁
金香花田（出示图片），绚烂夺目；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出
示图片），弥漫着浪漫的气息，让人沉醉；洛阳的牡丹（出
示图片），雍容华贵。美好的事物往往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并让人为之瞩目停留。我国当代女作家宗璞，一天她徘徊在
初夏的庭院里，一树紫藤萝让她停住了脚步。那么到底是怎
样的紫藤萝挽留住了一位学养深厚、气韵独特的人的脚步？
下面我们来学习《紫藤萝瀑布》一课。

二、教师范读（可配音），使学生正音，初步感知文章。

重点掌握：嚷、穗、绽、酿、迸溅、伫立、伶仃、盘虬卧龙、
忍俊不禁、仙露琼浆

文章优美语句赏析

这篇紫藤萝瀑布是一篇文质兼美的写景散文，接下来学生自
由、大声朗读课文，并划出自己欣赏的语句，并思考欣赏的
理由。

（首先教给学生赏析语句的方法，使学生有目的、有方向性
的赏析文章语句）

（示例）教师：读完这篇文章，有个句子老师特别喜欢，那
就是“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
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理由是这句话用了比喻的
修辞，写出了紫藤萝花的繁茂、绚烂，表现出紫藤萝旺盛的
生命力和气势美。

所以在赏析语句时，要注意所运用的修辞，描写对象和对象
的特征。接下来同学们再读一读你欣赏的语句，并运用老师
的办法赏析一下。

（板书）修辞+对象+特征



学生欣赏语句设想：

“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其中
“紫色、银光”写出紫藤萝瀑布的色彩美，并运用比喻，写
出紫藤萝的生机盎然。

“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
阳光互相挑逗”，其中“挑逗”一词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
紫藤萝花的调皮好动，表现出紫藤萝花的生机与活力。

“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
不活泼热闹！”其中“挨着、推着挤着”不仅写出了花朵的
繁密，还运用了拟人手法表现了紫藤萝花旺盛的生命力。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其中“笑、嚷”用你拟人的手法写出紫藤萝开花时的欢快和
热闹。

“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
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
开似的。”运用比喻形象地写出了花盛开时的美丽。

“香气似乎也是淡紫色的”、“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
的芳香中”，这二句运用了通感，将嗅觉、视觉互相沟通、
交错，写出了赏花环境的优雅与温馨。

（学生赏析时，教师加以点评）

四、赏析过程中，有感情地朗读。

在学生回答过程中，及时引导并再让学生带感情色彩地朗读
所欣赏的语句。例如：“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
在欢笑，在不停的生长”引导学生要读的欢快，读出生机勃
勃的感觉。（可以学生个读，也可齐读。）



花瀑气势磅礴、绚烂多姿

文章2—7段（板书）：赏花花穗生机勃勃、充满希望（整体
到部分）

花朵活泼热闹、繁密美丽

赏花感受。

师：作者赏花时，有什么感受？（第七段）

生：……

小结：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作者所说“焦虑和悲痛，
生死迷，手足情”指的是什么？作者是怎样得到“精神的宁
静和生的喜悦的”？下节课我们继续探讨《紫藤萝瀑布》。

第二课时：

一、导入：（根据上节课留下的问题，选择导入以下内容
《哭小弟》节选）

《哭小弟》节选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
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
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
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
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
等他去做呵！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经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
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
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
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



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
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
象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
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
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
哭他的“胃下垂”、“肾游走”，……我还哭那些没有见诸
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
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
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了解文章背景，体会作者心理、感情变化。

文章背景介绍：文作于1982年5月，宗璞此时已54岁，而她的
小弟此时身患绝症，宗璞十分的悲痛，此时也正值十年文化
浩劫六年之后，时间仍未完全抹平浩劫给文化工作者带来的
伤痛。宗璞的小弟也在同年10月逝世。

（介绍文章背景，有利于学生了解作者感情产生的原因，有
利于把握作者的感情脉络）

有感情地朗读8—10段，了解作者的感情变化，体会作者的人
生感悟。

（板书）



忆花：稀落——毁掉——繁盛（自衰到盛）

悟花：遭遇不幸——生命的长河无止境（转悲为喜）

整体把握文章，感悟人生。

（板书）

赏花：色、形、态、香气

忆花：稀落——毁掉——繁盛（自衰到盛）

悟花：遭遇不幸——生命的长河无止境（转悲为喜）

文章通过赏花、忆花、悟花三部分，层层深入地表达主旨。
问题：文章的题目为什么是《紫藤萝瀑布》，而不是《紫藤
萝》呢？根据以上分析，同学回顾文章，回答这个问题。

分析：1、“紫藤萝瀑布”带有动态的效果，而“紫藤萝”则
没有，“瀑布”化静为动，先声夺人。2、“紫藤萝瀑布”有
充满生机与活力之感，体现一种力量、生命之美。3、写出紫
藤萝盛开时的壮观，暗示了生命长河的伟大。紫藤萝瀑布是
贯穿全文的线索。

正是由于那一树生机勃发、辉煌灿烂的紫藤萝瀑布在作者心
上流过，作者被它的繁茂与顽强的生命力所感染，感悟
到“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进而“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
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留下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声的
喜悦”。所以作者最后“不觉加快了脚步”，决定以乐观向
上的态度面对生活。

最后一段照应开头，深化主题。

作者笔下紫藤萝已不仅是一种植物，而且带上了作者浓郁的
感情色彩，并以此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态度，这种表现手法就是



“托物言志（借物抒情）”。

小结：“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一时的不幸不足以畏惧，
同学们应当像宗璞一样在面对人生的各种不幸时，要以豁达、
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对待。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三

教学目的：

1、本课生字，积累好词佳句，注重朗读训练。

2、了解大瀑布变化前后的不同景象及变化原因。

3、了解大瀑布葬礼情况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的环抱意识。

教学重难点：

理解大瀑布悲剧的原因及其重大意义。

教学准备：

1、查阅有关大瀑布的资料

2、查阅身边自然环境被破坏的资料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揭题。

教师首先从“葬礼”入手，质疑，解疑，再补充板书课题。

二、教师范读全文，学生标出自然段序号，并找出为“大瀑



布举行葬礼“的部分。

三、知道学习“葬礼”一部分（10―13自然段）

学生轻生齐读这几段文字，弄明白以下问题：

（1）那些人为瀑布举行了葬礼？

（2）他们怎样举行葬礼的？

（3）举行葬礼的目的何在？

四、指导学习“大瀑布变化前后的景象及变化原因”。

过度语：大瀑布沦落到为它举行葬礼的这步田地，此时此刻，
你还想了解哪些问题。（生答后，教师梳理以下问题。）

（1）昔日的大瀑布是怎样的状况？游客此的态度呢？

（2）如今的大瀑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游客此的态度呢？

（3）大瀑布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的原因呢？

1、学生带着以上的'问题自主学习课文相关部分

2、教师检查学生学习效果

（1）找好词，欣赏佳句，理解内容。

（2）教师指导训练朗读（读出惊奇，骄傲的语气和悲伤惋惜
的语气）

五、讨论深化，渗透德育目标

这场隆重而盛大的葬礼结束了，同学们，如果当时你参加了



这次活动，你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请同学们讨论或书
写），抽生汇报。

六、教师.总结，结束全文

七、课外拓展延伸

请你上网查阅资料：了解今天的塞特凯达斯瀑布的状况。

八、板书设计：大瀑布的葬礼

昔日：雄伟壮观

如今：奄奄一息

本站原创作品，请注明：来自中小学教育资源站（）

小学语文：《大瀑布的葬礼》教学设计由本站会员分享，,转
载请注明出处!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四

学习目标：

1、有感情朗读课文，理解内容，感悟中心。

2、领悟课文蕴涵的人生哲理，关注人生，积极进取。

3、学习并运用观察、感受、联想、思考的学习方法。

学习重点、难点：

1、揣摩词语和重要语句的表达力，深化对人生的思考。

2、体会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体味人生，感悟生命。



预习作业：

1、生字。

宗璞藤萝（）迸溅（）沉淀（）花苞（）穗（）绽（）开

依傍（）伶仃（）酒酿（）盘虬（）卧龙花舱（）忍俊不禁
（）

仙露琼浆（）

2、作者简介。

宗璞出生与1928年，祖籍河南南阳。她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而后从
事英国文学的专门研究，主要作品有《红豆》《三生石》
《丁香结》《南渡记》等。文笔清雅脱俗，温馨自然，充满
了情趣、理趣和文化气息。

新课学习

一、导入

二、整体把握课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学习用自己的话概括本文内容。

2、这篇课文以“我”对―――――――的感情为线索，
按―――――――的顺序层层深入，表达主旨的。

三、合作探究

通过导学、探究、学法指导的学习过程，进一步研究了文章
的语言魅力，从课文中找出好的语言片段，进行探究赏析。



思考：

1、作者从哪几个方面描写盛开的紫藤萝树的？

2、作者是怎样描写紫藤萝花的'？

3、找出作者描写紫藤萝的树和花运用的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
法的句子，分析其好处？

4、观察两幅图，第一副图是盛开茂盛的紫藤萝，第2幅是花
谢后的藤萝。从图片中你能探究出作者运用了哪种手法，有
何作用？（分析第8段和第9段）

5、作者最后由花的勃勃生机中产生了怎样的感悟？

四、作业

请你课外欣赏每一种植物，发挥联想，想想产生哪些感悟。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五

（一）、复习检查，讨论课后练习题（2）。

齐读第8-9自然段。

本段主要是描绘了花香。其特征是朦胧与长久。在此作者写
到紫藤萝的被毁与重生，其目的是承接上段的生死谜而来的。
花树的生死、荣衰暗示着人生的哲理。这就是花和人都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不幸，都会面对生与死的痛苦，但同样也显示
出生命的无止境。

齐读10—11自然段。

本段阐明作者从花中领悟的人生意义，是对花形、花色、花



香的一个总体提炼和归纳，由景而生情，由情而生志。所以
作者说：“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
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
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这是
“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从这里，作者领悟到了
人生的意义，就是无论是人生的热烈，还是人生的生死，生
命对于万物来说都有着顽强与美好，它是永恒的！所以作
者“不觉加快了脚步”。这里和开头相呼应，从“不由得停
住了脚步”到“不觉加快了脚步”，其实是写出作者思想的
一个变化过程，对人生的思索过程，从迷惘、惆怅、痛苦到
领悟、宁静、喜悦。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种对生命的新的
认识已进入到他内心深处，他将为这新的生命观去创造更美
好的人生。

（四）、总结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
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
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
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我们今天的学生，更要懂得生命的意义，努力学习，去创造
更美好的明天！

作文训练：写一种对自己有启示性的植物。题目自拟，字
数500字。

紫藤萝瀑布

花形——犹如瀑布赏花——如人生的美好热烈

花色——热烈沉静想花——如人生的生死挫折

花香——朦胧长久悟花——如生命的永恒意义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六

教学设想

安排一课时。

突出课文描写上“细”、“美”的特点，课文中的工笔画可
作为解决初中生阅读和.写作粗疏问题的范例，启发学生领会
课文中通过精细的描写、含蓄的抒情，新颖的想象而感悟的
人生哲理。对文中表现出的形象美、意境美、结构美、语言
美适当点拨、引导，使年龄小、不注意体会文章内容的学生
受到美的熏陶。

教师联系课文背景讲读一、二段，帮助学生理解描写的对象、
描写的顺序、描写的方法、描写的语言，进而指导学生独立
分析，锻炼分析能力。

对比阅读，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发展想象力。

教学内容和步骤

一、联系旧课，导人新课，激发爱美的热情。

我们通过第一课《短文两篇》的学习，认识了生命的美好本
质和对待生命的正确态度。今天学习的散文《紫藤萝瀑布》
仍是赞美生命的顽强和美好的，只是文章的形式与第一课有
别。

二、指导学生阅读预习提示，了解课文的背景，释题。

“紫藤萝”亦称“紫藤”、“朱藤”、“藤萝”，豆科，羽
状复叶，春季开花，蝶形花冠，青紫色，总状花序，产于我
国中部，供观赏，花、种、子供食用。



三、指导自学课文，梳理全文结构。

作者如何在花瀑前，将心中的悲痛焦虑化为精神宁静，感悟
生命的.永恒的，同学们把课文仔细读一遍。

要求：

1．读不准的字查字典，弄清字音、字形、字义。

2．把你认为写得最美最精彩的句子画出来。

3．文中从欣赏紫藤萝写到回忆紫藤萝，再思索到人生。读后
分段。

4．提出自己阅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1―6节：看花(第一段)。

第7―9节：忆花(第二段)。

第10―11节：悟花(第三段)。

四、讲读示范，引导学生领会抓住描写对象特征细致描绘的
特点。

1．文章的第一句“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侧面烘托出紫
藤花引人止步，眩人眼目的美丽，也引出下文，照应结尾。

&nbs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七

学习目标：

1．能归纳紫藤萝的形象美，通过品读语言说出其内在美。



2．能抓住句子的特征，写出赏析性的文字。

3．能理解关键句的含义，并说出对生活的感悟。

学习过程：

导入：

同学们，曾经，有一位作家，在一个暮春时节，行走在僻静
的小径上，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树盛开的藤萝时，这时，
她“不由地停住了脚步”，这一处不起眼的藤萝，掀起了她
内心深处巨大的波澜，让她感受到，一种力量在撼人心魄，
涤荡灵魂。沉思过后，“不觉加快了脚步”，这一树藤萝，
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共同感
受她的心路历程。

一、听读生情

【过渡】倾听朗诵，勾画出描写紫藤萝的句子，说说作者对
紫藤萝花是怎样的情感。

（听读、交流。）

【参考】喜爱、赞美；感叹、惋惜对比

二、精读形美

【过渡】用喜爱、赞美的情感朗读描写盛开的紫藤萝的句子，
并结合句子说说紫藤萝美在哪里。

（朗读、批注、交流）

【参考】色彩、香味、形状

三、品读神美



（朗读、交流、归纳）

2。由此可见，作者不由停住了脚步，是不是仅仅因为紫藤萝
的外形美呢？

（补充背景材料）

请大家放声朗读7、8、9三段，先画出有关句子，然后说说紫
藤萝的内在美。

（自读、交流）

3。紫藤萝兴衰的历史，内外并蓄的美，引发了作者对生命的
思考。请齐读第10段。说说“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
幸……”的理解。

（齐读、交流）

【参考】不是个人和家庭不幸命运的哀叹，而是上升到对整
个人类生命的思考，对人类生命的传承，都应该顽强、勇敢
面对。

四、赏读语言美

【过渡】要想表现出紫藤萝的外形美和内在美，就必须运用
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本文语言或修辞贴切，或用词生动，或
含义隽永，传神的表现出了紫藤萝的美和作者对生命的`思考。
请选择一两处画出来，并在旁边做批注。

（自读、批注、交流）

品味语言的方法指导：找佳句、抓特点、析效果、表感情

五、再读创造美



作者仅仅是告诫人们要以平和、宁静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吗？……从哪里看出来的？

“我不觉加快了脚步。”（齐读）

请同学们说一两句。

六、总结

的确，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花儿谢了，有再
开的时候，何况是人呢？让我们用微笑面对生活，因为，微
笑面对生活的人失去的只是自己的烦恼，赢得的却是整个世
界。

板书：

色彩

外形形状

香味动词

喜爱勃勃生机比喻

停赞美美内在活力四射快

敬佩不屈不挠拟人（努力生活

创造人生）

启迪―感悟生命

情感升华主旨深化



瀑布教学设计第二课时篇八

《紫藤萝瀑布》教学设计

〖设计说明〗

课型：品读课

主导教法：朗读法、讨论法

教学创意：自主性学习，让学生说话

《紫藤萝瀑布》选自宗璞的《铁萧人生》，是篇优美的写景
抒情性散文。当时作者积个人悲痛和历史阴霾于心中，在庭
院中偶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释怀。由花儿自衰到盛，
感悟到生命之美好和永恒。作者生动地描写了紫藤萝，突出
了花的勃勃生机，赞美了生命的顽强和美好，抒发了热爱生
命、珍惜生命的思想感情。

《紫藤萝瀑布》文意含蓄，意境深远。如何引导学生走进作
者的心灵是本文教学的成败的.关键。基于本文抒情性的特点，
我将教学设计成“品读课”。

整节课的教学过程可分为三个板块：理解――品味――感悟。
用朗读来贯串这三大板块，通过朗读加深理解，引导学生与
作者进行心灵对话，激活学生对生命、对生活的感悟，培养
学生珍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过程：

课前30秒视频（花繁叶茂的紫藤萝）欣赏，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

一、理解：



1、放朗读录音。

2、学生朗读，标记描写紫藤萝树和紫藤萝花的语句。

3、学生按句式说话：

“这句话，写出了。”

教师择要加以引导：

a．“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
其发端，也不见期终极”

――藤萝生长的繁茂

b．“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

――藤萝色彩的跃动

c．“每一朵盛开的花像一个又一个张满了小小的帆，帆下带着
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
开似的”

――盛开的藤萝花的形状，显得生机勃勃，比作笑容，更显
得可爱，也抒发了喜悦的心情。

d．“我在开花！”它们在笑。“我在开花！”它们囔囔。

――花开之闹，花的勃勃生机和烂漫情趣。

教师小结：作者对藤萝花的描写，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包含
着丰富的内涵。

4、学生朗读课文，理解文章脉络，请学生在下列横线上各填



上一词。

花花花（看、忆、思）

5、学生讨论：用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本文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