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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0/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40887.htm 《化石吟》是一首科学

抒情诗，通过优美的语言展示了人类对化石的研究成果，再

现了亿万年前的神奇景象。诗中一系列的疑问将人们带入奇

幻的神话般的生物世界，又用优美的语言富有感情的赞颂了

会讲话的奇异的化石。学习本诗，首先应该利用多媒体手段

让学生认识化石，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来理解诗

中的内容，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一、教学目标的设定： 根

据第四单元的主题科学，设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1、有感

情的诵读课，把握内容，体会感情。 2、理清结构，展开合

理的联想和想象。 3、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科学

精神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 二、教学过程的设计： 1、导

入新课： 播放歌曲《木鱼石的传说》，在歌中有一句歌词，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就这句歌词提

出疑问：“石头怎么会唱歌呢？”，引导学生进行探索性的

理解，使学生明确：石头虽然没有生命，但在特定的历史、

特征、环境下，也会保存和传递一些信息，留给后人去研究

。这就是会唱歌的内涵。通过这一阶段探索性的讨论，使学

生对课文中“化石也能说话”这一问题找到一个答案，为学

生本诗打下思想基础。教师可通过多媒体和幻灯机展示一幅

化石图片，让学生对化石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有更分的认识，

有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2、新课讲学： 在这一环节中，

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重点句析。学生朗读课文后，教师可

提出问题：“在这首诗中，你认为这首诗中你最喜欢哪句诗



？谈一谈你对这句诗的理解！以这种形式，通过讨论、分析

、朗读、探究性学习，使学生对文中的重点句子有更深刻的

理解。为后面对诗的整体把握和思想内容的理解打好基础。 

第二步是整体把握，结构分析，内容解剖，从三个方面入手

：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诗的主要内容，引导学生从整

体把握诗歌。 （2）理清层次，明确结构。全诗可分为发问

、抒写、回应发问三部分。分析结构，让学生对诗的结构作

以了解。 （3）体会本诗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把

握思想内涵，体味诗歌韵律，能有感情的朗读本诗。从而达

到本节课预期的教学目标。 在这首诗中的教学中，教师要积

极引导，让学生去想、去说、去读，不要只局限于语文这一

小的知识圈子中，使语文知识和自然、地理知识有机结合起

来，这样会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