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精选8篇)
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充满了梦想和希望，是无数可
能性的起点。如何度过难忘而充实的青春呢？青春是一张白
纸，需要我们书写精彩的篇章。青春是宝贵的资源，需要我
们珍惜和利用好。青春是成长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努力学
习和积累。青春是开拓自我的机会，需要我们敢于挑战和突
破。青春是追寻梦想的阶段，需要我们坚持和努力奋斗。青
春是建立自信的时刻，需要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青
春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代，需要我们秉持真善
美的原则。青春是锻炼意志和坚韧的时期，需要我们坚持理
想信念并勇往直前。青春是体验生活和拥抱世界的时间，需
要我们去探索和体验不同的事物。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青春总结范文，希望能对大家写作有所帮助。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这是一篇写景状物的课文，介绍了泉城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作者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用优美的语言描写了济南名泉的
奇丽景色。文章开头总写了济南的泉不仅多而且美，结尾写
了泉城名字的由来。文中分四个自然段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
珍珠泉的“神奇”，五龙潭“泉多”，黑虎泉“水声喧腾”，
趵突泉的“大、清、美”，抒发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学会本课10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3个字只识不写。理解
生字组成的词语。

3、凭借课文的语言材料，了解泉城特有的自然景观，体会泉
城的泉多、水美，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1、旧知导入，学习第六自然段，总领全文。



2、引领学生精读第一自然段，品词品句，感受泉的形态美、
声音美。

3、放手自主学习第二至第五自然段，抓住特点有侧重地学习
四大名泉。激发热爱自然之情怀。

4、课外延伸，鼓励积累阅读。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在品词品句中感受济南泉水的美，感受语言文字魅力的同
时受到热爱大自然情感熏陶。

一、联系已有知识导入，学习第六自然段：

1、王老师和大家来玩个游戏—超级联想：我说一些词语，看
你会联想到什么？

2、点击出示春城，你想到了哪个城市？(昆明)

师追问：你知道为什么昆明又被称为春城吗？

(昆明气候温暖，四季如春)师评：所以有了这样的别称！

山城重庆(重庆是建在山上的)师评：哦！原来是因建在山上
而得名的呀！

冰城哈尔滨(哈尔滨冬季寒冷，冰冻很厚)师评：由此而得名！

羊城广州(广州有“五羊衔谷”的传说)师：因传说而得名！

3、点击出示济南，你又会想到什么？(板书，读题)

师追问：为什么称济南为“泉城”呢？师评：以泉水而闻名
天下，难怪会有这样的别称！



4、出示第六自然段，齐读。

6、过渡：说到泉城济南，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济南的七十二泉。
那就让我们跟随着课文去泉城看看那里天下闻名的泉吧!

二、精读感悟：

1、第一自然段：

(2)交流：

＊听了他的朗读，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泉水？（出示句子）

这些泉有的白浪翻滚，好像银花盛开；有的晶莹剔透，好像
明珠散落；（个别读）真美！

a你在哪儿见过白浪翻滚？（大海）从白浪翻滚中你体会到这
泉水怎样？（大、有气势）

b(出示图片)看，这就叫白浪翻滚！洁白的浪花上下滚动，不
断地翻腾，多有气势呀!(读词“白浪翻滚”)

c白浪翻滚，好像――（读句子）

评价：听了你的朗读，感觉这泉水真美！多美的泉水呀！如
同一束束盛开的银花！这美美在有气势!

d那你又见过晶莹剔透的东西吗？说说哪些东西是晶莹剔透的？
（露珠、钻石、水晶、雨滴、水珠…）

e你又从晶莹剔透中体会到这泉是怎样的？（透明的，细腻的，
纯净的…）

f（读句子）评价：像钻石一样晶莹透亮，闪着光亮！真美啊！



这泉水如同断了线的珠串散落满地，真美呀！我仿佛听到了
珍珠落地的清脆的声音，多美的泉水呀！

g这泉水真是形态各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齐读)

*除了这形态美，如果你闭眼倾听，泉声也带给你别样的感受。
（出示句子）

有的声音洪大，听起来如虎啸狮吼；有的声音低细，听起来
如秋雨潇潇。（自由读）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泉城》是新课标苏教版四年级上册第三组课文中的一篇精
读课文。本单元的主题是“发现美、感悟美”，描绘的是祖
国山河的自然风光，与人教版四上第五组课文《长城》《颐
和园》等同为写景文章。《泉城》描写了济南名泉的奇丽景
色，展现了一幅泉水淙淙，诗情画意的意象。课文是典型
的“总－分－总”的写作结构，第1自然段总写济南泉的多和
美，2-5自然段，结构相似——先介绍各泉的地理位置，再抓
住其特点，名字由来进行介绍。第6自然段略写了泉城名字的
由来。本文语言清新优美，字里行间透露着“景美”信息的
同时彰显了作者精确用词、行文有方的言语秘妙，是学生阅
读、积累言语的典范之作。

处理、把握好这类课文的教学，学生得到的不仅是语言文字
的训练，还能从中获得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因此，这次大
赛组委会选择这篇文章是有深远意义的。

基于对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学生的认知基础，我们认为应引
导学生进行学法上的迁移，将本篇课文作为人教版第五组课
文的一篇延伸精品，从新课程目标建构的三个维度出发，把
本课的教学目标设定为：



1．识记“济、亩”等生字，积累“虎啸狮吼、秋雨潇潇”等
四字词语。

2．借助“阅读表”，梳理文章。

3．欣赏课文语言，体会作者是如何通过“涌、汇注、喷吐、
冒”等动词写出四处泉的特点。

4．转换文本语言，择一处泉写导游词，并以小导游的身份介
绍。

5．朗读感受泉城的泉多、水美，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自然的
思想感情。

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我们预设教学重点是抓住重点词
句感悟济南泉水的美丽,神奇；体会作者对济南壮丽景观的发
自心的赞叹和热爱。教学难点则是体会"涌","汇注","喷
吐","冒"这几个词是怎样生动形象地写出泉水流动的特点。

对于这篇文章，学生读懂内容不难，但把优美、精炼的语言
转化成画面就有一些难度了。所以进行这类文章教学时，老
师要抓住景物的特点，采取引导法，把时间充分地还给学生，
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学生通过摘录重点词，填写阅读表、
作批注，互动交流等言语实践，积累语言，习得方法，从而
感知文本，内化文本语言，让学生在下次学到类似文章的时
候能驾轻就熟！

为了达成目标，我们安排了2课时完成教学。课前调查，我们
发现孩子们最想了解的是那几处泉，考虑到孩子的阅读需求，
我们将第一课时的目标定位为：重点研读2-5自然段，欣赏课
文语言，体会作者是如何通过“涌、汇注、喷吐、冒”等动
词写出四处泉的特点。并择一处泉写导游词。第二课时：学
习课文第一自然段，感悟优美的语言文字，并积累运用；了
解总分总的构段方式，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下面我着重讲



讲第一课时的教学安排。

第一板块：简洁入课，直奔“四泉”

第二板块：扣词悟文，体味言语

（我们设计了二个环节来达成这一板块的教学：）

一、读文，摘录

泉水从地下往上涌，好像一串串珍珠。

五龙潭在旧城的西门外，由五处泉水汇注而成，所以人们称
它为“五龙潭”。

泉口是用石头雕成的三个老虎头，泉水便从“老虎”的口中
不断地喷吐出来。

泉池正中有三股比吊桶还粗的清泉，“咕嘟咕嘟”地从泉底
往上冒，如同三堆白雪。

（紧接着，老师引导学生发现）同样是写泉水的流动，为什
么用的词语不同呢？选择你最感兴趣的一处泉，仔仔细细地
读，并写下你的想法。

二、交流，得“言”

请学生选择一处用词，谈谈自己的感悟，几次磨课下来，我
们发现孩子通过自主读文很快就理解了“汇注”“喷吐”这
两个动词，因此，五龙潭和黑虎泉这两段的学习我们略处理，
而把交流的重点放在珍珠泉和趵突泉上。

1、下面，我先扣“涌”字，说说我们的教学设想：

首先让学生自由畅谈，我们预设学生会这样回答：涌表示从



下往上/涌的速度快，然后教师顺势引导：这泉水虽然水量不
多，但向上流的速度很快，它从地下往上涌，好像——（孩
子会说：一串串珍珠）。

是呀，这些珍珠串，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示句子，老师引
读。

都说写景的文章难读，孩子更是如此，因此老师从孩子的角
度出发，让泉水富有童趣，于是老师播放了泉水不断往上冒
泡的视频，那有声有色的动画效果一下子吸引了孩子的注意
力，他们的认识变得感性起来，同时也丰富完善了自己的想
象，这时，老师紧紧抓住孩子的心理，问道：孩子们，如果
你就是那泉水，你最想干什么？孩子思维的火花一下子就被
激发出来了，（有的可能会说：这些珠串聚在一起，形成一
颗颗大珍珠，有的会说，这些珠串散开，仿佛颗颗珍珠散落
满地；）

有声音，当然还得有画面，老师继续引导：孩子们，再去看
看，你又看到了什么？孩子深入品读句子：

泉池正中有三股比吊桶还粗的清泉，“咕嘟咕嘟”地从泉底
往上冒，如同三堆白雪。

读中引导孩子发现“三股清泉比吊桶还粗”，作者用了对比
的方法写出了泉的大以及泉的形态，“清泉如同三堆白雪”
又用了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描绘出了泉冒出来的形和色，从言
语的角度去品味句子，语文味也就出来了。

当孩子有了这样的感悟之后，再把句子美美地读出来，学生
在进行美文美读的同时，也获得写作方法的指导。

紧接着，老师又从文化的视野，丰厚学生的文化底蕴，链接
了100多年前，900多年前，1400多年前，3500多年前关于趵
突泉的相关文字记载，在感知泉文化的同时，孩子情不自禁



地发出赞叹：这趵突泉真不愧为天下第一泉！

第三板块：写中留文，说泉留香

领略了泉的魅力之后，老师引导学生回顾第五单元学习
的“导游词”，请学生在5分钟内写一段导游词，并当当小导
游来介绍一下趵突泉的美景。

设计意图：在熟读的基础上，让学生以导游的身份介绍，实
际是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对课文内容进行加工、重组，训练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出示句子，学生齐读

济南的泉水天下闻名，所以人们称济南为“泉城”。

课末，教师意犹未尽、娓娓道来：自古就说：齐多甘泉，冠
于天下！当这72泉汇聚一城的时候，那又会是一番如何瑰丽
的美景呢？泉城这篇文章在结构上有何特点呢？我们下节课
继续交流。

板书设计：

泉城天下闻名济南

设计意图：抓住课文的中心词进行板书，简洁明了，加深学
生对泉城济南的印象。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泉城》是苏教版小学四年级上册的一篇讲读课文，也是小
学课改最高年级的一篇课文。自课改以来，就尝试着用新理
念来讲授课文，就是这样，我每备一节课，就先在组内进行
教研、备课，课授完后大家还要在一起研讨，就是这样，上



完每一节课，我从中受益非浅。

本节课从选课到两次授课，在组内经历了无数次的研讨，对
于在课堂上的备课和授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大家
在一起，共同研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为了解决学生之间
的合作能力、掌握写作方法而选了本课，在学生一边欣赏祖
国美景的同时，掌握学习方法，寓教于乐。

起初在设计本节课时，主要是针对学生的合作能力，而忽视
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为此主任张老师、本组组长王轶
群老师、屈鑫丽老师、王红梅老师等，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行
教研、说课，积极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通过在读中
去感悟课文内容、品味生字词，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美好
景色的感情。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认识到了教师在上课之
前挖掘文本的重要性。老师悟到多少也就意味着能交给学生
多少，所以需要我们首先以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教材这一最
基本的课程资源，其次要充满智慧地深度开发教材的教育资
源，“用好”、“用活”、“活用”文本资源，最后在具体
的教学中动态生成最适应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内容。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今天听了老师的《泉城》一课，想法颇多。老师能根据教材
特点，注重朗读训练，帮助学生理解语言文字，感受泉城的
特点，培养学生的语感，但在朗读指导的过程中，缺乏有效
的控制，教师的主导作用没有充分的发挥。

1.恰当发挥范读的作用。

小学生模仿力很强，教师的范读对于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十
分有效。范读时机的选择也要恰当，不是学生初次接触文本
就范读，我们要充分相信学生对文本的感知能力，在什么时
候范读依具体情况而定，可在学生遇到困难不能解决时范读，
在学生要求范读时再范读，教师要做到语言准确，富有激情，



表情到位，感情到位，真正为学生起到示范作用。范读的内
容：依具体情况而定，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体会文章内容可范
读全文，为解决难点可范读一些重点句段，范读那些与中心
思想关系密切、语言鲜明生动的段落。范读时可以由教师范
读，也可以找领悟快、朗读能力强的学生范读。

2.朗读要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参与热情。

朗读作为阅读教学的一部分，不是少数学生的表演、展示，
要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除了要采用多种形式让学生
朗读以外，教师一定要当好朗读活动的组织者、调控员，多
抓学生闪光点，多鼓励学生，让每个学生的朗读水平都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

3.朗读要与培养学生语感，积累语言有机结合起来。

叶圣陶指出：语言文字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吕叔湘
先生也认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语感。也就是
说，学习语言的方法不是靠理性分析，而是靠对语言直接感
受积累。朗读就是对语言的直接感受，读的多了，文章的语
言、节奏、句式、格调等自然而然地浸润到学生的内心深处，
不知不觉中就提高了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力，转化成了自己的
语言，古人所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
是这个道理。

4、要处理好朗读与理解、感悟课文内容的关系。

朗读与理解、感悟课文内容都属于阅读教学的范畴，它们之
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朗读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感悟
课文内容，而理解了课文内容才能进行感情朗读，它们不能
孤立地进行，也无法孤立地进行。在教学时，可以让学
生“充分地读”，在指导朗读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
容，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已经悟出了文章的语言美、
意境美，我们还能说学生对课文不理解吗?没有自己的感悟



吗?通过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朗读，学生一定能理解、感悟
课文内容。

总之，朗读是一种最常见的学习活动，教师要多一些思考，
精心设计，使朗读成为培养语感，学习语言，陶冶情操的艺
术创造，艺术享受，使我们的语文课堂充满琅琅的读书声。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学了《泉城》后，并当堂写下自己读文的感想，趵突泉的泉
水很清，是第一泉。珍珠泉忽聚忽散，忽断忽续，忽急忽缓，
非常有趣。

黑虎泉的泉口是老虎头，十分壮观。五龙潭水多，由多处泉
水汇注而成。趵突泉虽是第一泉，但也有会说其它的泉更美。

从不同的角度看，我觉得五龙潭的池水幽静，水面像一面镜
子，是那么的静，其它的泉水缓缓流来，给人一种幽静的感
觉。

济南的水不愧为天下闻名，水是那么的绿，那么的甜，那么
的清，那么的美。有空在这儿赏赏泉，下下棋，自己仿佛变
成了一位悠闲的神仙，在如此美的仙境中下棋赏泉。趵突泉
排在七十二泉之首，以它的三个特点一定会把你吸引过来的。
天堂之美等你来观赏呢。济南这个泉城真是名不虚传的呀。
有空一定要来济...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六

从文本自身出发，通过字词的理解来理解文本;同时在课堂上
还要体现写作指导;另外还要有对文本自身的挖掘，比如在描
写泉水流动时所用的四个动词，要给学生以引导，掌握描写
事物要抓住事物的特征去写，而且要用词准确。



本节课用的不是本班的学生，所以在授课过程中，老师对学
生的不熟悉和学生对老师的不熟悉，造成了这节课气氛上
的“低落”这节课整个过程进行的非常的顺利，层次清晰，
合理的把握好了时间。课后我们展开了教研，认为这节课在
对文本的处理上还欠佳，对重点词语“涌”“汇注”“喷
吐”“冒”的处理不当，虽然有图片做参考，但是学生没有
真正的掌握这几个词语的用法。为此我们对本课的重难点，
又展开了讨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让孩子们理解?读中去感
悟?他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老师直接讲授?不符合新课改理
念。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视频，通过学生自己的观察，来
发现这四个词语的准确性。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七

案例:

师:济南的七十二泉各有特点,但其中最著名的还要数……

生:珍珠泉,五龙潭,黑虎泉,趵突泉.

师:同学们想去这些泉看看吗老师给同学们准备了四辆旅游车,
一辆通往珍珠泉,一辆通往五龙潭,一辆通往黑虎泉,还有一辆
通往趵突泉.你们想参观哪个泉就乘哪辆车.

生:(移动座位)

师:旅游车就要开了,临开车之前老师还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
先读读旅游须知.

1,读读课文,想想你参观的这处泉在什么地方

2,到了那儿你看到了什么



3,这处泉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4,小组同学可以在一起读一读,画一画或者演一演.

生:(分小组自学,师指导)分小组汇报.

师:哪个小组愿意第一个上来汇报.

生:我们这组参观的珍珠泉,它在泉城路北.到了那儿我们看见
它的泉水很清很美.好像一串串珍珠.最吸引我们的是那珠串
忽聚忽散,忽断忽续,忽急忽缓,很神奇.

师:你们这小组准备用什么办法来展示

生:我们想来演一演,我是导演.

生1演太阳.生2读旁白.生3,4,5演泉水.

(开始表演:旁白开始有感情地朗读,太阳发光,泉水向上涌,一
会儿聚在一起,一会儿分开,一会儿断开,一会儿连上,一会儿
流得急,一会儿流得慢,旁白用一只手将它们拎了起来.)

师:刚才这小组同学通过表演体现出珍珠泉的特点,接下来的
小组准备如何汇报呢

生:我们小组参观的是五龙潭,它在旧城的西门外.到了那儿我
们看到了……,五龙潭最吸引我们的是…….

生:我们刚才根据书上的'插图以及自己的想象画了一幅画.

生:(介绍这幅画)

师:五处泉水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五龙潭,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
词概括



生:汇注而成.

师:看了他们这小组合作完成的这幅画,我们可以感受到五龙
潭泉群的特点.

生:泉很多.

师:这小组非常有创意,能通过画来表现五龙潭的特点.

生:我们这组既不表演,也不绘画,我们想有感情地来朗读,我
们相信我们能读得很好.我们这组参观的是黑虎泉,它的源头
在悬崖下的洞穴中.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了……,最吸引我们的
是……下面我们全组来为大家朗读这一段.(小组齐读)

师:我觉得他们的朗读能体现这儿的泉水很大.例如:不断地喷
吐这个词,我仿佛看见水一直在不停地往外喷.

生:还有喧腾这个词,也能感受到水大.感受水声很大,很热闹.

生:昼夜不息他们是这样读的,昼—夜—不息感觉这个水不分
白天黑夜地在流.

师:有哪个组想跟他们比一比吗

生:(踊跃尝试)

师:看来每个小组都做了精心地准备.我感觉我们班的同学有
的成了演员,有的成了画家,还有的成了朗诵高手.

反思:

通过读,丰富孩子的情感想象.

读是语文教学的主要手段,如何通过读来丰富孩子的情感想象,
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给学生提供充裕的时间,让学生在



读中自得,自乐,自悟.例如:在学习黑虎泉这一段时,学生通过
朗读理解重点词句,从而了解黑虎泉的很大,很急.并从朗读中
找到乐趣.最后,我再引导学生开展赛读,评读.通过赛读,评读,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朗读水平,最终达到通过读,丰富学生情
感想象的目标.

通过画,培养孩子思维创新

语文教学如何与其它学科整合,达到既丰富语文教学内容,激
活孩子语文学习的兴趣,又能培养孩子各种综合的能力,我在
语文教学中常让学生画一画,并且渐渐的发现孩子的兴趣很浓.
例如:在学习第三自然段时,学生选择了画一画的方式来理解
课文.小组同学在一起合作完成了五龙潭泉群图,从他们所画
的画中,感受到了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如通过画面来表达汇注
而成的意思,通过一些小圈小点来表达这是一个泉群.这不由
地使我感叹:学生的思维多么活跃,在我们大人看来是一件简
单的符号,而在孩子们看来却是一次伟大的创作.

通过演,展示孩子的创新能力

《泉城》这篇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描绘了珍珠泉的特点,学生在
小组学习时选择了通过演一演来理解课文.有的演泉水,有的
演太阳,演泉水的同学通过他们的动作来表现聚,散,急,缓,断,
续这些动词,从而体会到珍珠泉泉水的多变.这些内容仅仅通
过朗读一是难以体会的.同时,在练习时充分体现了小班互动
的特点,人人参与,相互启发,合作完成.学习在表演时,也发挥
了各自的想象力,能运用不同的动作来表达珍珠泉泉水的动态
美,展示了他们的创新能力.

泉城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八

教材简析：



这是一篇写景状物的课文，介绍了泉城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作者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用优美的语言描写了济南名泉的
奇丽景色。文章开头总写了济南的泉不仅多而且美，结尾写
了泉城名字的由来。文中分四个自然段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
珍珠泉的“神奇”，五龙潭“泉多”，黑虎泉“水声喧腾”，
趵突泉的“大、清、美”，抒发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背诵课文。

2、借助语言文字材料，了解泉城特有的自然景观，体会泉城
的泉多、水美，体会描写泉城泉水流动的动词在句子中的作
用。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方法：通过资料与文本学习，抓住重点词句，学习作者
的表达方式，了解泉城特有的自然景观，体会泉城的泉水多、
泉水美。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对泉城的热爱，对大自然的赞
美之情。

教学重点：了解泉城特有的自然景观，体会泉城的泉多、水
美

教学难点：体会描写泉城泉水流动的动词在句子中的作用。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师：这节课，我们继续上第八课《泉城》，拿起右手和老师
一块写课题。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泉城指的是？济南为什么被称为
泉城？（板书：天下闻名）

谁能用因为……所以……连起来说一句完整的话？谁还能用
之所以……是因为……说一说。男女生分别说。

二、感受泉水整体的美

师过渡：因为济南的泉水天下闻名，所以

1、请大家读课文的第一句话。师生接力，老师前半句，学生
后半句。

2、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还有一些事物它们的名声也很大，我们来填一填吧！

一说到就会。

3、济南的泉水名声这样大，一定有它独到的特点。下面就让
我们透过文字去感受泉水的神奇与美丽。

4、指名读第一自然段。

师提示：孩子们，只要你用心地去听，用心地感受，一定会
有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

师：下面老师要提问题了“看看这句话共有几个分句，是从
哪几个方面来写济南的泉水的？”

俗话说的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没找到答案，我们接着
读。

这些泉有的白浪翻滚，好像银花盛开；有的晶莹剔透，好像
明珠散落；有的声音洪大，听起来如虎啸狮吼；有的声音低



细，听起来如秋雨潇潇。

四个分句，从形态和声音两方面写。

师：相信通过以上学习，我们一定能完成下面的练习。

5、用有的……有的……有的……有的……练习说话。

三。欣赏四大名泉

我们知道，济南有72泉，作者只介绍了珍珠泉、五龙潭、黑
虎泉和趵突泉。这是因为他们？这就是一种选材的方法，我
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也要注意选择最能表达中心的材料。让我
们走进这些景点，伫立潭边，一饱眼福。

1、自己读一读2—5自然段，看看你最喜欢哪个泉？

1）珍珠泉在——泉城路北。

2）之所以叫珍珠泉是因为——泉水从地下往上涌，好像一串
串珍珠。（小黑板出示句子）

3）在阳光的映照下，那珠串——忽聚忽散，忽断忽续，忽急
忽缓，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把它们拎到了水面上来。

教师读，学生四人一组表演。最佳表演奖。

女生们一齐有声有色地读一读。这哪是朗读啊，俨然就是在
播音啊，太美了。谁再带着我们欣赏一次？其他同学在欣赏
的过程中别忘了我们的学习方法。

5、领略了珍珠泉的风采，我们可算是大饱眼福。三人一小组
选择你最喜欢的一个泉，去欣赏吧。注意我们的学习方法：
（大屏幕出示学习法）



（1）边读边画：泉的位置；泉的名称由来；泉水的特点。

（2）与同学交流。

（3）再读、体会泉的美，表达你的喜悦。

6、迁移学法，汇报其他三泉。

7、指名说：你喜欢哪个泉？请教：五龙潭在什么地方？为什
么喜欢它？（多）从哪儿看出来的？（汇注，泉群）汇注：
几处泉水从不同的方向流入，时间不同，声音也不一样，像
秋雨潇潇。读一读，加深印象。

8、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哪个泉？谁来介绍？黑虎泉在哪儿？
男生再一起来读一读。

9、名列七十二泉之首的趵突泉更是美妙奇特。

11、我们已经兴致勃勃地游完了济南的四大名泉，相信同学
们一定能轻松地完成下面的表格。

有时间说说四个动词的不同用法。

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同样是在写泉水的流动，课文却用了
四个不同的词

涌、汇注、喷吐、冒

四、总结全文

请大家看着板书完成练习。

课文首先总写济南有，

然后分别写了



、、、

最后再总写济南的泉水.

同学们看出这篇文章的结构了吗？总---分----总

五、作业

背诵课文

板书设计

8、泉城

珍珠泉闻

72

五龙潭名

泉

黑虎泉天

趵突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