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
计(汇总8篇)

奋斗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梦想的关键。奋斗
需要坚定的毅力和不屈的信念，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奋斗总结样本，希望能为大家的奋
斗之路提供一些实际的操作和方法。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一

设计理念

以读为本,读中想,读中悟,体会武夷山奇山秀水的美丽.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5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感受到武夷山的美丽,从而更加热爱
我们的祖国.

教学重难点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感受武夷山的美丽.

教学准备：武夷山课件武夷山美景图片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2,板题:美丽的武夷山

(1)齐读课题.

(2)识字.“武”认识吗在哪里见过它能用它说个词吗

“夷”怎么记会写吗(书空)

3,再读题,质疑.

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二,初读.

过渡:让我们先睹为快,一起来欣赏武夷山的美丽风光好吗

1,课件显示武夷山风光图片,师生共同欣赏.

(从视觉上刺激学生感官,为读文生情做准备)

2,谈谈看法.

小朋友,看过武夷山的奇山秀水后有什么话想跟老师说吗

3,初读.要求:自由轻声读文,划出不认识的字词,用自己喜欢
的方法解决.

4,反馈信息,检查字词.

5,送生字回家,读文检查.

6,自我检查,评价.

三,再读文.



要求:标出自然段

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四,重点读,悟,体会武夷山奇山秀水的美丽,读出情感.

1,反馈:读了几遍课文,你解决了哪一个问题

(1)指说(2)读相关自然段.

2,指导读,感悟武夷山的美丽.

(1)结合学生质疑的问题引导学生从文中去发现美.

(2)小组探讨:如何读出美.

(3)多种形式读,评价.

(4)口语训练.

溪水很静,静得像一面镜子.

山很高,高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相机板书.

3,学习最后一节.

过渡:武夷山山美水美,同学们读得也美,那么课文最后一节写
了什么呢

自读.

4,指说.



5,议一议;为什么游武夷山的.人们会有“入诗入画”的感觉

五,积累佳句.

六,总结全文.

1,回到问题,总结学法.

2,配乐读文,生闭目,静听,想象,再次感受武夷山的美丽.

3,齐读课文.

七,作业设置.

识字.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当导游把武夷山的美丽介绍给爸爸妈妈听

板书设计:山奇险

美丽的武夷山入诗入画

水清静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二

设计理念

以读为本,读中想,读中悟,体会武夷山奇山秀水的美丽.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5个生字,会写10个生字.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感受到武夷山的美丽,从而更加热爱
我们的祖国.

教学重难点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感受武夷山的美丽.

教学准备：武夷山.课件武夷山美景图片

教学时间：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三

学

目

标

知识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运用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武夷山的美丽。

能力

联系生活理解、运用词句的能力。



有感情朗读课文的能力

情感

感受武夷山的美丽，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热爱大自
然的美好情感。

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

难点

理解运用词句，在朗读的基础上想象表述。

方法

情景感悟、以读促讲

教具

多媒体课件、教学挂图

一、 导入

长寿老人彭祖茹芝饮瀑的古老传说让武夷山变得神秘，而独
特的风景让武夷山拥有了美丽。这节课我们将走进武夷山，
寻找美丽、感受美丽，继续学习课文《美丽的武夷山》。

二、复习旧知

1、指名领读生字



2、回忆第一段内容：美丽的武夷山在哪里？课文哪句话总体
描述了武夷山的风景？

（武夷山在福建省西北部，那里峰峰有溪水环绕，水道随山
峰弯曲回转。）

三、 新授

明确集中描写山水美景的段落（二、三段），边读边画出你
认为体现山美、水美的句子。

（一）山之美——第二段

1、 山的奇：“三十六峰造型奇特，有的像……，有的
像……，有的像……，有的像……。”

（1） 指导学生按照文中的“有的……，有的……，有
的……，有的……”的句式，读出山的奇特各异。

朗读时注意处理好长句子的停顿、轻重，要读得正确、流利
有感情。

（2） 仿句造句：根据挂图上其他造型奇特的山峰形状，按照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的句式造
句，并能有感情地表达清楚。

2、 山的险：“最险的是大王峰……一直通向峰顶。”

（1） 抓住重点词语“险”、“一直通向”，理解山峰的险。

（2） 变换角色，想象游人登上石阶的感觉。

（3） 图片感知大王峰的“险”

（4） 指导朗读，尤其要注意对重点词句的处理。



3、 学生自主总结武夷山山峰的特点——险、奇

（二）水之美——第三段

1、如果说山美在它的险和奇，那么这里水的美又应该怎样概
括呢？（清、静）

2、学生读文，说出九曲溪名字的由来。

3、指导朗读：

（1）指名朗读体现水清、水静的句子，依据文中情境选择正
确的语调朗读，注意朗读的情景交融。

（2）配乐自读练习

（3） 齐读

4、想想生活中形容水清、水静的句子还可以怎样说？

（三）入诗入画，整合提升——第四段

1、我们到武夷山游览，可以选择哪些方法？

2、理解竹筏在水中漂行的情景。（静静地、缓缓地、曲曲弯
弯地漂行）

3、播放视频（入诗入画）

4、出示宋代朱熹《九曲棹歌》

5、入诗入画——齐读此段，指导朗读。

四、 总结



同学们，感受武夷山美丽的风光，我们对武夷山产生出无限
的向往。同时武夷山也为国人赢得了一份自豪，它已经成为
世界遗产地，向世界展示着它独有的诗画之美，成为我国壮
丽山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相信
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发现更多的
美丽。最后让我们带着所有对武夷山的向往，齐读课题《美
丽的武夷山》。

板书设计：

美丽的武夷山

山美 水美

︱ ︱

︱ ︱

入诗入画

险、奇 —————— 清、静

课件出示课题

板书武夷山美在“山、水”

板书“奇”

挂图出示其他山的造型和排比、比喻的句式

概括水美的体现，板书“清、静”

出示水的插图、配乐

多媒体视频播放武夷山风光。



板书“入诗入画”

课件出示古诗

配乐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认识16个生字，写10个生字，读通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武夷山“入诗入画”的感觉，感受祖
国山水之美。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通过各种方式的读，发挥想象，体味武夷山入诗
入画的美丽景象。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昨天，我们游完了山寨，今天，我们就到闻名遐迩的武夷山
去游览，看看武夷山有哪些吸引我们的地方。

2播放多媒体：说说武夷山的什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初读课文，认读生字。

1、同桌互读课文，达到读通、读准。

2、教师巡视、指导，及时评价学生的读书情况。



3、开火车认读词语词。

4、小组认读生字。

三、学习课文。

1.默读课文，边读边想你觉得武夷山的什么最美？

2.学生汇报：山、水，老师板书。

3.好，先走进山去瞧一瞧。轻声读课文，山有什么特点？

（1）武夷山的山峰造型奇特，山势险峻。

有的象玉柱，有的像火把，有的

（2）出示32页的语文天地第三题，或收集到大山的图片让学
生展开想象的翅膀，给山起名字。你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见过这么多形状不同的山，你能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概括？
（造型奇特）

你再想想，武夷山的山峰还有可能象什么？

（3）那你能试着把这种感受读出来吗？就请你读读这个自然
段。

4.欣赏武夷山的水。默读课文，武夷山的水有什么特点？

（1）介绍了九曲溪，为什么把它称为九曲溪？九个弯。

（2）观看溪水的图片。这是九曲溪的一部分，除弯多，溪水
还有什么特点，（很清，清的可以看见溪底的砂石。）.(想
象透过溪水还能看见什么?)

（3）指导读体会静:



指名读句子,其他人闭眼想.

仿编句子，溪水很清，清得可以看见溪底的砂石。

教室里很静，静得----。

海水很--，--------。

喜欢这溪水的同学，就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读读这段吧。找两
组学生读。

那就是坐竹筏。你怎么知道坐竹筏呢？（在书中找到的）

我可真想知道坐着竹筏游览武夷山，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觉呢？我都会看到些什么呢？现在，就请你仔细地读一读第
四段，借助这段文字，把它变成自己的话，给老师和同学们
介绍一下坐竹筏观赏美景的感受，看谁说的最有感染力。

小组可以合作说。

你说的太好了，仿佛把老师带入了一幅连绵不断的风景画中
一样，我太向往那个地方了。

溪水拍着竹筏，青山徐徐从两边退去，你们会有一种什么感
觉？--入诗入画。

6.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觉读一读。

老师总结：山离不开水，水离不开山，山山水水，交相辉映，
才让这个地方变得这样美丽，才是一幅风景画。

四、拓展延伸:

就要告别武夷山了，你想对它说些什么？



同学们,像武夷山这样的美景还有许多,神奇的大自然他那宽
广无私的胸怀赋予我们如此如诗如画的美景,然而由于人为的
破坏和污染,北戴河的海已无往日的蔚蓝,云南的许多景点也
失去了往昔的容颜,大自然的脸上多了几许人为的雀斑,听到
这个消息你有什么感触?心动不如行动,用心去亲近自然,欣赏
自然,感受自然赞美自然,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热爱自然,赞美
自然,保护自然吧.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五

《美丽的武夷山》选自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第四册，文章中用
优美的语句描绘了武夷山的奇山秀水，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武
夷山的热爱、赞美之情，从而激发学生从小热爱祖国，热爱
大自然。教时安排为两课时，本次教学为第一课时。

《课标》中指出：文句的训练是本册阅读教学的一项重要使
命。阅读教学夸大积聚，夸大团体感觉，夸大学生本性化学
习，提出准确、流畅、有情感地朗读课文。《优美的武夷山》
这篇课文就充实表现语文的人文性，以是在团体计划时，只
管即便去满意学生的需求，通过多种方法，多个关键的激趣，
让学生充实感觉武夷山的美。从而引发学生自动学习的愿望，
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自主地走进文本，从而也充实地表现
了老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职位地方。

1、运用已有的识字方法去认识本课的15个生字，会按正确的
书写要求写10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感受到武夷山的美丽，从而更加热
爱我们的祖国。

根据本册教材的要求和本课的内容实际，我确定了本课的教
学重点、难点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感受到武夷



山的美丽，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1、搜集资料法。这是一篇说明性的散文，因离学生生活的地
理位置较远，课前布置学生借用可利用的条件上网搜集有关
描写武夷山的图片，这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
对武夷山充满一种无比喜爱之情。

2、自主识字法。二年级的学生已拥有多种识字方法，因此，
在识字方面让学生自主选择识字方法，各显其能，然后创设
一定的教学环境对生字进行检测，这样努力做到在活动中识
字。

3、多种读书法。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对武夷山的喜爱
用几句简单的语句是说不清的，因此，我带着学生反复地、
多种形式的朗读课文，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从而激发学生对
武夷山的无比喜爱之情。

1、这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美丽的武夷山》(板书课题)，让
我们一同走进这奇山秀水、风景绝胜的武夷仙境!

2、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说说你对武夷山有哪些了解?(生
自由交流)

3、是啊!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赞叹武夷山的美景，“山
上看水、水中观山”说的便是“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这
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亿万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武
夷山奇峰峭拔、碧水丹山之绝胜美景!

4、好，轻轻地打开书30页，走进课文，你就来到了武夷山;
走进课文，你就亲临了武夷山的奇山秀水;走进课文，你就会
陶醉在这人间仙境!来，此时此刻，你的身边还应该带上什
么?照相机是吧?就带上小小的相机，带上你陶醉的心情，美
美地读一读这篇课文，拿的景色最吸引你，赶紧用小相机照
下来，把那段风景多读几遍!(自读课文)



说说哪处风景最吸引你?

1、感悟第2自然段：

(1)“大王峰”

用一个字说怎么样?(险)

你从哪句话读出了“大王峰”的险?(从峰底向上有人工开出
的石阶，一直通向峰顶)

(出示图片)看，这就是海拔530米的大王峰，仔细观察，它和
我们这边的山峰有什么不同?提高观察，得出大王峰上宽下窄，
到处是悬崖峭壁，若是没有一条狭长的人工开出的石阶盘旋
而上，人们就无法到达大王峰的山顶。

你说大王峰险不险?登上大王峰难不难?想不想登上大王峰去
一览众山小呢?(指导朗读)

(2)“三十六峰”

现在我们就站在大王峰巅，俯瞰四周，三十六峰尽收眼底，
说一说你拿着相机还拍到了哪?(板书：三十六峰)

你是怎样理解“造型奇特”这个词?(有的像玉柱，有的像火
把，有的像鲜花，有的像竹笋。)(板书：奇)

(课件演示其它山峰)其实武夷山的奇秀山峰又何止这些，三
十六峰峰峰变幻，峰峦林立，瑰丽多姿，置身于这云雾缭绕
的山峦之中，真是令人魂牵梦绕、流连忘返!

说一说这“造型奇特”的山峰还像什么?(自由说)

此时此刻，我们就站在险峻的大王峰顶，造型奇特的三十六
峰尽收眼底，俯瞰四周，峰峦叠嶂，到处绿树掩映，云朵漂



浮在你的脚下，山峰轻拂在你的耳畔，那是一种什么感
觉?(引导情境朗读第2段，体会山的造型奇特，山势险峻。)

2、感悟第3自然段：

还有哪一处风景吸引了你?(板书：一溪九曲)

(出示图片)你来看这溪水怎么样?(轻、静)

看屏幕，齐读、再读、一边想象一边再来轻轻地读——

读着读着，你的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自由想象
溪水的轻、静)

多美的一幅风景画!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溪水宛如明镜，两
岸青山、绿竹倒映水中，山花、溪水相映成辉，那真是“分
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指名指导朗读)

3、感悟第4自然段;

带着这种迷恋、带着这种欣喜、带着这种入诗入画的心情，
再读这一段。(引导朗读)

听着同学们如情入境的朗读，老师也不禁发出一声惊叹，真是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此时现在，许多同学都已经抑制不住冲动的心情，恨不得马
山就能眼见武夷山的绝胜美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带上心灵
的这架小相机，一升引心去感觉、埋头去迷恋、埋头去咀嚼
优美的武夷山!(播放武夷山风景片)

此时现在，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武夷山，你最想把心中的哪
个词献给它?(自由说)



好，这可真叫“三十六峰真奇绝、一溪九曲碧荡漾”!(板书)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放声地称赞这——优美的武夷山!一
起来埋头的咀嚼这——优美的武夷山!一起来动情地叹息这人
间瑶池——武夷山!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六

教材内容:北师大版《语文》第二册第五单元第二篇主体课文.

教材分析:

这是一篇说明性散文,主要描绘武夷山的奇山秀水.第一段主
要介绍武夷山的位置和地貌,点出武夷山山水互抱的特点.第
二段主要介绍武夷山的山,突出山的"造型奇特","山势险峻".
第三段介绍水的特点"清,静".第四段写游览的方式,可以爬山,
可以坐竹筏.四个自然段层次清楚,语言优美,采用比喻和整齐
的对句,简洁明丽,适于朗读和积累.

学情分析:

武夷山位于福建,江西两省之间,距离鞍山的孩子来说比较遥
远,大多数学生没有亲自一饱眼福.因此,教学中,需要借助音
像资料,用鲜明的画面,配以清晰的讲解,再通过朗读,引领学
生身临其境,感受武夷山的奇山秀水,进而热爱祖国的山山水
水.本节课是在第一课时学习生字,完成书写,整体感知课文的
基础上进行的第二课时的教学.

教学目标:

1,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积累优美词句.

2,学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武夷山的美丽.



3,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回顾课文内容

1,这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美丽的武夷山》(板书课题),让我
们一同走进这奇山秀水,风景绝胜的武夷仙境!

2,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说说你对武夷山有哪些了解 (生自
由交流)

3,是啊!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赞叹武夷山的美景,"山上看
水,水中观山"说的便是"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这里是典型的
丹霞地貌,亿万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武夷山奇峰峭拔,
碧水丹山之绝胜美景!

4, 好,轻轻地打开书30页,走进课文,你就来到了武夷山;走进
课文,你就亲临了武夷山的奇山秀水;走进课文,你就会陶醉在
这人间仙境!来,此时此刻,你的身边还应该带上什么 照相机
是吧 就带上小小的相机,带上你陶醉的心情,美美地读一读这
篇课文,拿的景色最吸引你,赶紧用小相机照下来,把那段风景
多读几遍!(自读课文)

二,深入感悟

说说哪处风景最吸引你

1,感悟第2自然段:

(1)"大王峰"

用一个字说怎么样 (险)

你从哪句话读出了"大王峰"的险 (从峰底向上有人工开出的



石阶,一直通向峰顶)

(出示图片)看,这就是海拔530米的大王峰,仔细观察,它和我
们这边的山峰有什么不同 提高观察,得出大王峰上宽下窄,到
处是悬崖峭壁,若是没有一条狭长的人工开出的石阶盘旋而上,
人们就无法到达大王峰的山顶.

你说大王峰险不险 登上大王峰难不难 想不想登上大王峰去
一览众山小呢 (指导朗读)

(2)"三十六峰"

现在我们就站在大王峰巅,俯瞰四周,三十六峰尽收眼底,说一
说你拿着相机还拍到了哪 (板书:三十六峰)

你是怎样理解"造型奇特"这个词 (有的像玉柱,有的像火把,
有的像鲜花,有的像竹笋.)(板书:奇)

(课件演示其它山峰)其实武夷山的奇秀山峰又何止这些,三十
六峰峰峰变幻,峰峦林立,瑰丽多姿,置身于这云雾缭绕的山峦
之中,真是令人魂牵梦绕,流连忘返!

说一说这"造型奇特"的山峰还像什么 (自由说)

此时此刻,我们就站在险峻的大王峰顶,造型奇特的三十六峰
尽收眼底,俯瞰四周,峰峦叠嶂,到处绿树掩映,云朵漂浮在你
的脚下,山峰轻拂在你的耳畔,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引导情境
朗读第2段,体会山的造型奇特,山势险峻.)

2,感悟第3自然段:

还有哪一处风景吸引了你 (板书:一溪九曲)

(出示图片)你来看这溪水怎么样 (轻,静)



看屏幕,齐读,再读,一边想象一边再来轻轻地读——

读着读着,你的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 (自由想象溪
水的轻,静)

多美的一幅风景画!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溪水宛如明镜,两
岸青山,绿竹倒映水中,山花,溪水相映成辉,那真是"分明看见
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指名指导朗读)

3,感悟第4自然段;

带着这种陶醉,带着这种欣喜,带着这种入诗入画的心情,再读
这一段.(指导朗读)

听着同学们如情入境的朗读,老师也不禁发出一声赞叹,真是"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三,升华情感

此时此刻,很多同学都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恨不得马山
就能目睹武夷山的绝胜美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带上心灵的这
架小相机,一起用心去感受,用心去陶醉,用心去品味美丽的武
夷山!(播放武夷山风光片)

此时此刻,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武夷山,你最想把心中的哪个
词献给它 (自由说)

好,这可真叫"三十六峰真奇绝,一溪九曲碧涟漪"!(板书)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放声地赞美这——美丽的武夷山!一
起来用心的品味这——美丽的武夷山!一起来动情地感叹这人
间仙境——武夷山!



下课!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七

设计理念：

精读课文的教学，应让学生拥有完整的阅读过程，充分朗读，
让他们经历精读与略读，朗读与默读，自悟与交流，思考与
想象，课文阅读与资料收集利用，感知内容与领悟情感，理
解语言与积累语言的过程。从而锻炼他们的各种表达能力。

教学过程：

(一)过程与方法：

1、将读的训练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在尊重学生感悟个性的基
础上进行赏读。

2、通过一边朗读，一边想象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语感。

(二)知识与技能：

1、能够读通、读顺、读好课文。能够了解武夷山的位置与风
光特点。

2、能通过想象，体会作者所描写的意境。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在感悟语言的基础上，感受祖国山河的美好。

2、愿意和同学合作、探究地进行学习;能用自己的话，大胆
地向他人介绍武夷山的风光。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1、播放音乐：小朋友们，首先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来静静地
听一段音乐。

2、你们说，美吗?今天啊，我们还将去一个同样美丽的地方，
那就是美丽的

二、招聘激趣，初步感知。

1、今天周老师收到一封信，我们一起来看看信上的内
容。(出示课件)

2、谁来读读：大风车旅行社将在一师二附小招聘一批小导游。
你愿意来试试吗?

4、学生充分阅读。

5、都读好了吗?把你读得最好的句子向大家展示展示。

6、学生读文，相机纠正。读课文中难读的词语

7、读了课文，现在你都知道了些什么?相机板书：位置山水
漂行

8、总结：好了，刚才大家课文读得很准确，可别忘了，你们
还要当小导游呢，怎么把武夷山的美介绍给大家呢!我们还得



好好地读一读。

三、自主选择，体会意境。

1、那你们觉得武夷山的什么最美啊?

2、学生自由答问。

3、好的，你能找出这些美的句子读读吗?

三十六峰造型奇特，有的像玉柱，有的像火把，有的像鲜花，
有的像竹笋。(惊奇的语气)

溪水很清，清得可以看见溪底的沙石。溪水很静，静得像一
面镜子，两岸的山峰、绿竹映入水中，就像一幅水上的风景
画。(还不够静)溪水轻轻拍着竹筏，青山徐徐从两边退去，
人们会有一种入诗入画的感觉。(还不够美)

到武夷山游览，可以爬山，也可以坐在古朴的竹筏上，在九
曲溪上绕着山峰静静地、缓缓地、曲曲弯弯地漂行。(回归大
自然的悠闲与静谧。)

4、太美了，老师都陶醉了，我想配上音乐感觉一定会更好。

5、配乐指名读。

四、合作探究，体验尝试。

1、读得真好，我高兴地宣布，二二班全体同学都被招聘为大
风车旅行社的小导游，让我们为自己的成功鼓鼓掌吧!

2、下面，给大家一个展示的`机会，我们来玩一个我当小导
游的游戏。

3、出示课件。



4、学生分组合作准备。

5、汇报。

6、总结。下课。

文档为doc格式

美丽的武夷山第一课时教学设计篇八

谈一谈教材。

《美丽的武夷山》是北师大小学语文第四册第五单元的一篇
课文。本单元主题为青青的山，安排了《山寨》和《美丽的
武夷山》两篇主体课文，旨在引导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
体验与大自然各写相处的感受。本课安排两课时。第一课时，
让学生深入读书、识字，充分理解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热爱
自然，亲近自然，体验与大自然各写相处的感受。第二课时，
复习巩固已认识的生字，掌握8个生字的正确写法，完成语文
天地的练习。

谈教学目标。

一、认识课文中的15个生字，理解“环绕、弯曲回转”等词
语。这是根据新课标识字是阅读的基础这一理念而确定的。

二、引导学生熟读课文，充分理解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热爱
自然，亲近自然，体验与大自然各写相处的感受。这是根据
新课标关于阅读教学要让学生受到情感熏陶这一理念而确定
的。

三、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培养
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体会作者思
想感情的能力。这是根据新课标关于阅读教学要重视朗读训



练，教给学生阅读方法这一理念而确定的。

我教学重点和难点。

根据课文内容和新课标对第一学段识字、阅读的要求，本课
教学重点是：一、理解诗歌内容，认识文中生字。二、培养
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三、引导学生热爱自
然，亲近自然，体验与大自然各写相处的感受，让学生感受
大自然的魅力。这一人文精神的揭示也正是本文教学难点所
在。

说教学过程及教学方法和学法，还有相关的教学评价。

根据二年级学生的识字特点，在教学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中，
我采用了“设置情境，游戏识字”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