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语文教案应该(通用8篇)
幼儿园教案还能够帮助教师评估幼儿的学习进展，及时调整
教学策略。范文中的四年级教案经过了实际教学的检验，可
以说是比较可靠的教学参考资料。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一

１．图画作者采用写意画法，把难看的乌鸦描绘成头大目明
的样子，以突出乌鸦聪明可爱的形象，使学生看到图画就喜
欢阅读课文。也为学生理解课文描写乌鸦善于动脑筋想办法
作了形象的揭示。

２．所配彩图把文章的线索勾画得非常清晰。乌鸦喝不到水
（水少瓶口小），乌鸦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往瓶子里放石
子），水位上升。乌鸦喝到水了。三幅图画展示了一个完整
的故事情节。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二

人山人海：形容人聚集得很多，像山一样像海一样。在课文
里是说，秦淮河两岸聚集了很多人来看龙船比赛。

披红挂绿：披挂上红红绿绿的彩绸。为什么事才这样做？喜
庆事。把龙船上披红挂绿，说明人们把龙船比赛当做喜庆事
一样看待。

锣鼓喧天：先讲清“喧”是声音大。什么声音？锣鼓声；大
到什么程度？喧天，是说河两岸的上空，哪儿都是锣鼓声。
人们这样做，说明什么？说明来比赛的人和来观看的人都很
兴奋，情绪高涨。

盼望：实心实意地期望、等待。课文中是说谁盼望什么？茅



以升跟所有的小伙伴儿一样，盼望端午节那天看龙船比赛。

不幸：不好的事，使人失望，伤心、痛苦的事。课文里指什
么事？指桥塌了，好多人掉进了河里。

凄惨：凄，形容悲伤难过；惨，悲惨。合起来是凄凉悲惨的
意思。课文里是指什么事凄惨？桥塌人亡的事。

默默地：默，不出声。课文里是说茅以升看着断桥时不出声、
有心事，也很难过。

结结实实：很结实，课文里指桥坚固，不会倒塌。

天长日久：时间长，日子久。

积累：一点一点地聚集。累，多的意思。

（以上词语的理解，都要让学生先讲意思，说明理解的方法；
再放在课文里理解）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三

请几个同学讲讲自己对思考练习两个问题的回答。师生共议。

（一）第一个问题议论要点如下：

1.什么事？要讲清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

2.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联系1—3段，知道出事的原因是
人多（人山人海），热闹（锣鼓喧天）。

3.茅以升听说出事后怎么样？理解“吃了一惊”“非常难
过”“仿佛看见”反映了茅以升对这件事的关心。

4.行动上如何关心这件事？理解“发呆”，联系“默默地看



着”想象：当时茅以升会想些什么？（立志造桥）

（二）第二个问题的议论要点如下：

1.第9自然段共有几句话？读一句说一句的意思。同时理解词
语。

2.着重理解以下词语。

从此以后：“此”指什么？“留心”是什么意思？“各式各
样”用课文里的话讲。“打量”是观察、看的意思，上下打
量是说观察的全面，“收集”是把分散的事物聚拢，凑在一
起。细心收集是说把有关桥的资料不遗漏地收集在一起。

3.在逐句理解的基础上，请同学们思考并回答：

（1）这一段哪几句是写茅以升“特别留心”各式各样的桥？
（2、3句）

（2）第4句和第2、3句是什么关系？（）这一段前4句话以
总——分——总的结构讲了茅以升“立志”以后，实实在在
做了很大的努力。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四

1、板书课题，引导学生质疑

2、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予以评价。(紧扣学生实际，把引
导学生回忆夜景的美和学生对黑夜的恐怖感作为重点)

二、初读感知，整体把握

1、首读诗歌，划出生字，读准字音。



2、再读诗歌，要读得流利、有感情。

3、检查生词认读，尤其是生字的读音及书写、识记。

4、分组朗读，相机指导。

三、品读感悟，深入理解

(一)指导学习第一节

1、读一读，想一想：怎样把句子读得有感情?

2、读一读，练一练：请同桌为自己提意见。

3、读一读，展一展：请全班同学评点自己的优点。

(教师抓住“很小很小”、第二、第四行诗句引导学生掌握朗
读的方法)

4、议一议：你认为文中的小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为什
么?

5、反复朗读，尝试背诵。

(二)指导学习第二节

1、数一数：这一小节有几句话?

3、“我”在夜晚看到了什么?你觉得夜晚还有什么地方美丽?

4、“我”还怕黑乎乎的吗?是从什么时候不怕的呢?“从此”
是什么意思?

5、你认为课文中的小朋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为什么?



6、想象体验;

7、尝试背诵。

四、指导小结

说一说自己的收获。

五、指导练习

课后练习2

六、指导学习、书写生字

板书设计：

夜色

从前：天一黑就不敢往外瞧

晚上：花草像白天一样

从此：勇敢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五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0课《5美元的故事》

2、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游戏。

根据意思写出对应的四字词语。

(1)形容心里不明白，困惑。(疑惑不解)

(2)形容忽然醒悟。(恍然大悟)



根据课文填一填

(拍卖员)听了(小男孩)的话恍然大悟

(3)形容有顾虑，有话不敢直说或说话含糊不清。

(4)形容什么东西都没得到。(一无所获)

(5)形容非常安静。(鸦雀无声)

根据课文填一填

(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小男孩)，(会场)鸦雀无声

这些四字词语都特别好，如果你们能记住它们，并运用到你
日常的说话和写作中去，这样你会变得更棒。

3、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课文

快来回忆一下，想一想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学生自己说

谁能用这样的句子说一说。

在拍卖会上，()仅有的()美元买到了()的()。

二、深入理解感悟课文

1、学习第二自然段

师：通过读课文，我们知道小男孩特别想买一辆自行车。默
读第二自然段，哪些词可以看出小男孩非常想买自行车?用直
线画出来。



师：谁来读读这句话，

引导学生进入角色

师：你能带着这种感情读读这句话吗?

师：同学们，要想读好课文，我们可以用抓重点词，体会人
物心情和想象当时的情景等方法读。选择适合你的方法再去
读一读。

2、学习第三自然段

生：你为什么不出较高的价钱来买呢?

师：我……我只有5美元。

师：我们来把这一幕演一演，

男生演小男孩，女生演拍卖员，老师读旁白

3、学习第五自然段

师：小男孩最后买到自行车了吗?你是怎样知道的?在文中找
一找，同桌说一说。

生：复述第五自然段

师：咱们把这个情景演一演。

演完后，老师问演小男孩的同学：“你在喊5美元的时候，你
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生：我几乎绝望了，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买到自行车了。

老师问演拍卖场中的所有人的同学：



师：你们不约而同的看着小男孩，会场上鸦雀无声的时候，
你们心中在想什么?

生：谁都不要出价，让小男孩买到车吧!

师：你们为什么不出价?

生：因为小男孩只有5美元?

师：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生：第四自然段

师：最后你们发出的欢呼声，是为了什么?

生：为小男孩买到车而欢呼。

老师问演拍卖员的同学：“你的锤子落这么快，你在想什么?

师：想快点让小男孩买到车。

师：带着你的感受读一读。

指名读

师：那老师想问问你，小男孩为什么用5美元就买下了一辆漂
亮的自行车了吗?

同桌说一说

全班交流

(1)所有的人不喊价

(2)所有的人都同情小男孩



(3)被小男孩的执著感动(每辆车起拍时;小男孩总是第一个
以5美元喊价，当最后一辆车时，小男孩几乎绝望的又喊
出“5美元”)

师：让我们再读读这段感受一下人们善良和爱吧!

板书：善良、爱

请你融入这爱的故事中再轻声的读一读课文。

作业布置：

1、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

2、同学利用课间在小组内分角色演一演。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六

文章开始作者用“到处”说明小乌鸦口渴的程度及找水的焦
急心情；第二段用“看见”、“可是”说明喝不到水的原因；
第三段重复使用“看见”，说明小乌鸦善于观察，交代解决
问题的依据；第四段用“放”、“渐渐”印证“办法”可行。

教学本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七

故事、寻找名人资料，今天我们以小组为单位举行一个故事
会。

分组举行

1.调整座位，各小组围坐在一起。



2.各人先在组内展示自己所画的名人像或图片，简要介绍自
己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

提问，也可以补充；讲完后评选本组“故事大王”1—2名。

4.各小组内学生试讲、教师巡视。

小学语文教案应该篇八

教学目标：

1、认识“鹭、嫌”等8个生字，会写“宜、鹤”等12个字，
会写“精巧、配合”等19个词语。

2、背诵课文，积累喜欢的段落。

3、能想像和说出作者所描写的画面。

4、能借助关键语句，体会作者对白鹭的赞美之情，了解作者
是如何把这种感情融入对白鹭的状写中的。

教学重点：

目标4。

教学准备：

教学课件，白鹭的图片。

课前预习：

学生能自己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字音，通过查字典，了
解“精巧、适宜、嫌、嵌、镜匣、悠然、嗜好、恩惠”的含
义;提前搜集介绍“白鹭”的资料，了解白鹭外形和生活习性
特点。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认识“鹭、嫌”等8个生字，了解古代计量单位“分、
忽”，直观感受大小;理解“精巧、适宜、嫌、嵌、镜匣、悠
然、嗜好、恩惠、铿锵”等词语的字面意思和在文中的意思。

2、读懂白鹭的外形特点、生活习性和与大自然组成的画面特
点，能简要表述这些特点，初步了解作者对白鹭的情感态度。

3、把课文读通顺，读熟练。

4、练习记忆并书写“鹤、嫌、澄、韵”等要求会写的汉字。

教学重点：

读懂难懂词句的意思，了解并能白鹭的生活特点，初步体会
作者所表达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交流关于“白鹭”的资料。

要求：能够了解到文中的“白鹭”原指“白鹭”这一类鸟儿
中的“小白鹭”，了解“小白鹭”的生活习性特征。

1、板书课题，学生交流资料中对白鹭的介绍。

二、检查学生对生字词的预习情况。



1、检查对生字的认读情况，并熟读词语。

2、交流查字典理解词语字面意思的情况，对一个词语多个意
义学生交流有分歧的，将词语放到句子中，来体会词语在这
里应该选择的意义。

其中，学生理解“嗜好”，时结合“嗜”的字形演变历程(嗜，
“耆”是“嗜”的本字。耆，金文(老，老人)(甘，享受美
食)，造字本义：名词，保持一生的口味。)造字本义，体
会“嗜好”的意思及“喜好”的程度。

3、朗读词语。

三、熟读课文，把课文读准确、读通顺，并读懂内容。

本环节教学中，要求学生逐段读书，发现读不通顺的地方直
接纠正、再练;读完后学生汇报自己对关键词句意思的理解、
对段落意思的把握，初步体会作者在段落中表达的情感态度。
针对学生理解和体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依照给出的指
导预设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再朗读。

指导重点：结合上下文读懂关键词句在文中的意思，读懂关
键词句与上下文的联系，进而读懂几段话的内容、全篇的内
容，能够用简要的话来表达作者笔下白鹭的特点;读出作者所
表达出的态度。

教学预设：

(一)第1、2段：读1段，指导读懂作者在用“诗歌的精巧”来
写白鹭的外形，“适宜”是写“精巧”的，白鹭的外形(羽毛
颜色和形体结构)“像诗一样精巧”。

指导预设：



1、再次回顾“精巧”的含义，将“精巧”与“色素的配合，
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联系起来，理解“一切都很适
宜”就像诗歌一样“精巧”。(相机呈现白鹭图片，感受白鹭
外形美丽特点。)

2、从“精巧、一切都很适宜”两处词句的感情色彩，推想作
者对白鹭的态度，朗读，读出作者表达的态度。

(二)第3、4段：结合资料，读懂白鹤、朱鹭和苍鹭给作者的
印象，用简要的话来表述。将第3、4段联系起来，读懂作者
这是在用“对比”来强调“白鹭常见，有容易被人忽略的
美”的特点。

指导预设：

1、读第3自然段，简要表述作者对白鹤、朱鹭和苍鹭的印象;从
“太大、嫌”“也觉得、而且太不寻常”中体会作者的态度。

2、将第4段与第3段联系起来，体会作者在第4段要强调的意
思：常见、有被忘却了美。体会作者在对比中表达出来的态
度——内心更喜欢白鹭。

3、指导学生朗读，读出作者所表达出来的态度。

(三)第5段，能够读懂这段话写了白鹭外形的哪些方面。联系
第2段来体会这段是对第2自然段的具体解释;读懂“增之一分
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
黑”的意思，读懂这句四层意思是在写“适宜”的程度。

指导预设：

1、对照第2段，思考第5段写了白鹭的哪些方面，作者所写外
形与“色素、身段”的对应关系。



2、读“增之……嫌黑”，结合“分、忽”所表达的大小
与“嫌长、嫌短、嫌白、嫌黑”的，来体会作者在这里所强
调的意思和表达的态度。

3、对应第1、2段，体会第4段话是怎样具体解释“精巧、适
宜”的。朗读，读出作者所强调表达的态度。

4、回读2-4段，用简要的话，来表达白鹭外形给作者的深刻
印象。

(四)第6-8段，读通顺的基础上，理解“嵌、镜匣”“悠然、
嗜好”、“恩惠、清澄”在句子中所写的事物特点;读段落，
说出想象出来的三幅不同画面的内容(具体包括：画面的背景、
画面的主体活动特点);体会“精心设计”“悠然、嗜
好”“恩惠、清澄”所表达的态度，朗读。

指导预设：

第6段：

2、第二句话中，“镜匣”在这里指的是什么?精心“设计”
在这里写出了什么意思，想想有人在精心设计时的内心思考;
表达了作者什么态度。

3、用简单的一两个词语来给这幅画起个名字。

第7段：

1、这段话写的是资料中所介绍的白鹭什么特点?(把窝搭在树
上，经常会在枝头站立)?用自己的话来描述此刻看到的画面。

3、朗读。

4、用简单的一两个词语给这幅画起名字。



第8段：

1、反复读两遍，闭上眼睛想象画面，然后，交流描述画
面(画面的背景、画面的主体活动)。

3、理解“清澄、具有生命了”的意思，进而理解这一段话所
强调的内容和态度。

4、朗读这一段，读出作者的态度。

(五)第9-10段，读懂白鹤“不会唱歌的特点”，了解作者把
白鹭比作了一首诗，是在表达对白鹭的喜爱。

指导预设：

1、第9段，作者表达了几层意思?作者要告诉读者的是哪一层
意思?为什么?(理解“铿锵”的意思，从语气中体会作者更喜
欢的是“诗”，无声的、不张扬的美丽。)

2、第10段，作者在强调什么?(理解“实在”的语气)

3、朗读，读出作者要强调表达的意思和自己的情感。

设计意图：

本文词句的意思相对生涩，教师引导学生在查字典和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去读懂这些词句在文中的意思，进而读懂内容，
初步了解作者所表达的态度。

四、出声朗读全篇课文。

五、默读全文，回顾“文中的白鹭在作者的眼中是什么样
子”，练习表述全文内容。

六、指导书写要求会写的部分汉字“鹤、嫌、澄、韵”。



1、分析字形，讨论这几个汉字哪些地方容易写错，怎么记忆。

2、归纳结构特点，体会书写的时候，左右两部分在位置比例
应该注意的问题(鹤、韵，左右各占一半;嫌、澄，左三分之
一，右三分之二)。

3、书写练习。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了解作者是文中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和对比的方式，
状写白鹭特点和表达思想感情的;体会表达方法的作用，进一
步深刻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积累喜欢的段落。

教学过程：

一、了解课文《白鹭》借助具体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特点。

主要任务：将课文与说明文《白鹭》相对比，在对比中感受
课文“借助白鹭表达思想感情”的特点。

1、回顾课文，简要表述作者在本文所写的内容。

2、读说明文《白鹭》，思考、交流说明文《白鹭》写了小白
鹭的哪些内容。

说明文《白鹭》原文：

白鹭

白鹭是白鹭属鸟类的统称。白鹭属共有13种鸟类，其中有大



白鹭、中白鹭、白鹭(小白鹭)、黄嘴白鹭和雪鹭，体羽皆是
全白，世通称白鹭。大白鹭的体型大，既无羽冠，也无胸饰
羽，中白鹭体型中等，无羽冠但有胸饰羽;白鹭和雪鹭体型小，
羽冠及胸饰羽全有。

白鹭分布较广，欧洲南部、非洲、亚洲中部和南部、澳大利
亚等地都有它们的踪迹。它们经常一只脚独立在水中，靠灵
活的脖子和鱼叉一样的尖嘴觅食。它们会将河蚌往石头上甩，
直到河蚌被震开。与其他鸟类不同的是，白鹤不会叫。

白鹭喜欢栖息在湖泊、沼泽地和潮湿的森林里，属涉鸟类。
主要食小的鱼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浅水中
的甲壳类动物。它们把大而不大讲究的窝筑在树上、灌木丛
或地面上。

讨论要点：小白鹭颜色雪白、体型较小;分布较广，喜欢捉鱼
吃，在树上、灌木丛或者地面上居住。

3、默读课文和说明文《白鹭》，将说明文与课文对比，看看
课文所写内容与说明文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讨论要点：

相同点：都写到了外形的颜色、大小、喜欢捉鱼、在树上生
活、不会唱歌;

不同点：课文《白鹭》的作者写白鹭“是一首诗”“精巧、
适宜”“生活场景是一幅幅美丽的画”;作者在写白鹭的时候，
还写了“白鹤、朱鹭和苍鹭”;课文与说明文《白鹭》最大的
不同是：课文表达了作者对“白鹭”非常喜爱的感情。

预设：

找不同点的时候，学生可能不会去关注“课文表达了作者对



白鹭非常喜爱的思想感情”，教师按照如下思路进行提示：

(感觉白鹭很美丽，作者非常喜爱。)

2、读“说明文”对白鹭外形介绍：其中有大白鹭、中白鹭、
白鹭(小白鹭)、黄嘴白鹭和雪鹭，体羽皆是全白，世通称白
鹭。大白鹭体型大，既无羽冠，也无胸饰羽，中白鹭体型中
等，无羽冠但有胸饰羽;白鹭和雪鹭体型小，羽冠及胸饰羽全
有。

3、再读课文，将你认为作者在表达着自己思想感情的句子和
段落，勾画出来。

4、归纳：课文《白鹭》在写白鹭的时候，表达了自己对白鹭
非常喜爱的思想感情。这就是这一单元前面导读中说的“借
助具体事物表达思想感情”。

二、初步认识《白鹭》借助具体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几种方
法。

主要任务：认识写法，探究“为什么这样写”，初步学
习“如何借助具体事物来表达思想感情”，深入体会作者所
表达的思想感情。

过渡：课文中很多句子和段落的描写，都在表达着作者对白
鹭美丽的喜爱和赞叹。那么，我们从课文的这些描写和介绍
当中，能不能学习到一些具体的方法，让我们也能尝试着去
借助具体事物来表达思想感情呢?我们挑选课文中的一部分句
段，来研究一下。

(一)研读第1、2段，体会作者运用“把眼前事物比作其他美
丽事物”的方法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



很适宜。”

1、深入理解精巧，体会作者“把白鹭‘色素的搭配、身段大
小，一切都很适宜’的特点比作‘精巧的诗’”来表达思想
感情的写法及作用。

课件呈现“精巧”的解释：

《文心雕龙》丽辞35“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

精巧：“诗歌中的言语的音、韵、意”要精细巧妙的对称、
般配。对称、般配到极致就是“精巧”，能够让人感觉到诗
歌的美丽。如：孤山独庙，一将军横刀匹马;两岸夹河，二渔
叟对钓双钩。要使对偶的句子文理圆通，事义周密，像双联
的璧玉呈现文采，共同放在一篇文章里。再加上交错地运用
奇句和偶句，像用各种佩戴着的玉石来调节它，这才算是可
贵的。

让学生读解释，从解释中体会精巧具体所指诗歌或者对联中
作者精心的选择用词，用字精准而对仗。精巧的诗，就是用
词精准对仗，让人感觉到像佩戴着玉石的诗，是美丽的。

2、读课文，读明白“精巧的诗”的所喻的“本体特征”。

(白鹭的色素搭配、身段大小，就好像人们精心设计过的，对
仗、搭配得非常精致准确。)

3、推断：作者把白鹭比作精巧的诗，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
情。

4、在这两段话中，哪些词语本身就让你感觉到事物是让人喜
爱的?

(精巧、身段、适宜)



5、总结：作者是用怎样的方法来表达对白鹭喜爱、赞美的思
想感情的?

(把所喜爱的事物比作人们都喜爱的其他事物，并且在用词上
传递令人喜爱的感情。)

6、朗读这两段话，读出你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指导学生读好“精致”“一切、都很适宜”所表达出来的赞
叹语气。)

(“钓鱼图”，这样打比方，画面很美，而且还是“精心设
计”，这样写让人觉得大家都很喜欢。“白鹭本身不就是一
首歌吗?” “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诗”，
这样的写法，与前文的写法是一样的，都是借用美丽的诗来
写白鹭的美丽，对白鹭进行赞美。)

(二)研读第5段，体会作者用“写美人”的句子来写白鹭，表
达喜爱、赞美感情的方法。

1、读课文第4段，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
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
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

回忆“这一段主要强调的是白鹭怎样的特点。”(搭配的合理、
精巧、适宜)

2、课件呈现“增之一分由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
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

要求学生读这段话，想象一下，这段话在强调文中美女怎么
样?

推想：作者把古人描写女子美丽的句子改编后来写白鹭，想



强调什么?

(白鹭是在太美了。美到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挑剔的程度。)

3、朗读，读出作者的赞叹。

(指导要点，读出排比列举出来的具体，欢快的节奏。可以用
提示前半句朗读后半句，提示前半段读后半段，提示“色素
的搭配，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学生读全段，提
示“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学生读全段等多种方式，反复朗
读，读出赞叹的语气，读出愉快的心情。)

(四)研读第7段，体会作者用“把白鹭赋予人的美好特点”来
写的方法表达作者对白鹭喜爱赞美的感情。

1、请学生读课文第7段，回忆已经读懂的本段写法和作者表
达的态度。

(课件呈现配图第7段)

2、对比阅读，体会“把白鹭当成有人的美好特点的”写法的
作用。

在课件上在对比呈现另外一段话：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她
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起来像是不安稳，它却一点事情都没
有。这是别的鸟所没有的特点。

(讨论要点：课文写的白鹭好像是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生
活很有情趣，热爱生活;另一个只是介绍了白鹭的生活习性。
课文写得更让人觉得白鹭非常可爱，因为有思想、有情感的，
不仅有外表的美，还有内在的美，更让人觉得亲近，甚至可
以让人觉得能给人启发。)

指导要点：提示学生抓住“孤独、悠然、嗜好”，展开想象，



想象此刻“白鹭好像就是一个人，在望着远方，想什么，做
什么”。

3、总结：作者在这里用了“把物当人来写”的方法，把人的
美好特点赋予了白鹭，更好地表达了作者对白鹭的喜爱和赞
美。

4、反复朗读，读出此刻白鹭在思索的味道。

(身段、让人觉得有生命了)

学生讨论交流。

(五)小结学到的三种方法。

三、指导背诵。

1、回顾全文的内容，将全文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总写(1、2段);

第二，白鹭的外形特征(3-5段);

第三，白鹭生活的三个美丽画面;

第四，总结。

2、为每一部分找关键词，然后依照关键词提示;练习一部分
一部分地背诵。

第一部分：精巧的诗搭配、大小、适宜

第二部分：白鹤朱鹭苍鹭白鹭常见忘却那那那那增之减之素
之黛之



第三部分：钓鱼潜在玻璃框里镜匣;绝顶悠然嗜好放哨;低飞
清澄生命

第四部分：美中不足一首歌铿锵韵在骨子里

3、依照“一首诗”“一切都很适宜”“水田垂钓”“树顶站
立”“黄昏低飞”“一首韵在骨子里的诗”的内容提示，尝
试背诵全篇。

四、抄写作者用修辞手法写白鹭表达感情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