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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9_BD_E6_9D_A8_E3_c38_58473.htm 一、说教材 《白杨》

是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册第二组课文中的一篇

讲读课。这是一篇借物喻人的文章，写了一位在新疆工作的

父亲回内地接将要上小学的两个孩子，在返疆的火车上，向

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以树喻人，歌颂了扎根西部的

建设者博大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本篇课文，一、

是激发学生对献身于西部的建设者的崇敬之情，学习他们的

无私奉献精神。二、是培养学生认真阅读、思考课文内容，

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形成自己见解的能力，并能把自己的

见解说出来。因此，我拟定了以下几个教学要求： 1、学习

本课4个生字，正确读写“戈壁、清晰、高大挺秀、介绍、新

疆”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从“爸爸的微笑

消失了”到课文结束。 3、初步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以及献身祖国建设的崇高理想。 4、理解含义深刻的句

子，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说出自己的见解。 课文重点、难点，

是要了解白杨有哪些特点，体会爸爸借白杨表白了自己什么

样的心，领悟作者借物喻人的表达方法。 二、说教法 本文采

用了借物喻人的写法，表达含蓄，意义深刻。在课文里作者

抓住了人物的神态变化描写和人物对话描写，突出了人物的

不同个性特点。在教学中主要通过朗读帮助理解，并适当地

结合课文内容设计幻灯投影、放录像等方法帮助学生从视觉

上感知理解。 在指导朗读时，可分角色朗读，读书时要把人

物的心理活动揭示出来，如爸爸的神态变化；两个孩子的对



话要读出天真和稚气来，要注意哥哥和妹妹的不同个性特点

；爸爸说的那段话，因为是对孩子说的，严肃中又不失亲切

和循循善诱。本文的教学以读为主，通过朗读一理解一朗读

，并结合多媒体等方法教学本课。而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自

主学习能力，课堂上我大胆放手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发表

自己的见解，我做适当的提示或点评，让学生当学习的主体

，老师则起主导作用。 三、说学法 因为教是为学服务的，教

的目的是为了不教，为了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为了让学生

能自己从阅读中提出问题和见解，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表达自己见解的欲望，我着重引导学生运用朗读、直观、自

己提问题，大家共同研究等方法来读懂课文，体会西部建设

者的博大胸襟。 四、说教学程序 我认为钻研教材，研究教法

与学法是搞好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而合理的安排教学程序却

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一环。根据课文内容可以把课文分成四部

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第三自然段，主要讲列车在茫茫的戈

壁上行驶，车窗外不时闪过白杨的身影。第二部分从第四自

然段到第十四自然段，主要讲爸爸介绍白杨树的特点。第三

部分从第十五自然段到第十七自然段，讲爸爸借白杨表白自

己的心。第四部分最后一个自然，讲爸爸希望孩子们像小白

杨一样在边疆茁壮成长，成为祖国有用之材。课文重点是二

、三、四段，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课文内容，体会中心思

想，培养自我学习能力，我计划两课时授完本课。第一课时

主要让学生初步从整体上感知课文内容，并学习第一部分内

容，了解大戈壁恶劣的自然环境。第二课时重点精读课文，

让学生在朗读中，在不停的设疑、释疑中，了解白杨的特点

以及爸爸表白了什么样的心，从而激发学生对西部工作者无



私奉献精神的崇敬之情，培养学生从小要树立个人要服从祖

国需要的人生观、价值观。现在我单讲第二课时的教学程序

。 （一）复习新词：导入新课，直奔重点。 一上课我将投影

出以下词语：“戈壁、界限、介绍、新疆、浑黄一体、高大

挺秀”，然后提问哪个词最能概括大戈壁的景象？（浑黄一

体）此时在屏幕上展示茫茫的大戈壁景象，车窗外闪过一棵

棵高大挺秀的白杨树，并配上兄妹俩的争论录音。 （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疑。 学要有疑，疑是思之始，学之端

。我先让学生自由朗读二至四部分的内容，琢磨出该用怎样

的语气读，接着分角色朗读。读完后，让学生谈谈他们从朗

读中知道些什么，不理解的是什么？我再把他们有价值的问

题归纳出来，估计有：①白杨有什么特点？②爸爸和白杨有

什么相似之处，爸爸借白杨表白什么样的心？③孩子们知道

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④爸爸沉思些什么，为什么最后嘴

角会露出微笑？ （三）讨论、释疑。 释疑的过程是学生深入

学习的过程。通过反复朗读，学生大至可以明白每部分内容

大概讲的是什么，接着我重点组织引导他们逐步释疑，深入

地学习课文，体会西部工作者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1）

我重点让学生朗读爸爸向孩子介绍白杨的话，提示：读时要

体现爸爸严肃中不失亲切和语重心长的语气。然后请他们讨

论爸爸的三句话说出了白杨的什么特点，根据他们的回答，

板书：高大直立、生命力强、坚强不屈。接着屏幕展示出白

杨与风沙、雨雪搏斗的情景，触景生情，老师引导全班齐读

这些话，读出对白杨的赞美之情。 （2）学生了解了白杨的

特点，由树及人，逐步加深，让他们自学第15至17小节，比

较一下白杨和爸爸有什么共同之处。 完成练习： ①白杨不管



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

，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 爸爸在边疆不管遇

到_____，还是_____，他总是那么___________

，____________，也_____________。 ②大戈壁需要白杨树

，白杨树就在这里扎根。 边疆需要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就在这里扎根。 完成练习后，我再让学生

回顾课文，思考：孩子们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爸爸

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根据学生回答，老师相机板书：扎根边

疆、建设边疆，并点评：爸爸赞美白杨树，实际也是在赞美

千千万万像白杨一样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工作者。 （3）

学生领悟到作者借人物喻人的写法，就不难明白最后一小节

中，大白杨是指爸爸，小白杨是指孩子们。然后重点讨论，

课文中爸爸两次沉思，思些什么，最后为什么会露出微笑？ 

学生明白了爸爸是因为相信孩子们在父辈的影响教育下，也

能像小白杨一样在边疆茁壮成长，成为祖国有用之材而感到

欣慰，发出心底的微笑。这时我深情地转述在边疆建设者中

流传的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儿孙”提问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板书（无私奉献）。 （四）总结课

文，激发情感，教育学生。 同学们，在茫茫的大戈壁到处留

下白杨高大挺秀，坚强不屈的身影，使人为之憾动，而在这

恶劣的环境中那千千万万的边疆建设者，为了改变边疆的落

后面貌，他们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更

使人敬佩。在那里的两棵“小白杨”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

一定会茁壮成长。老师也相信，这儿的几十棵“小白杨”也

会茁壮成长，成为有用之材，到祖国需要他的地方去，建设

祖国。 在《小白杨》的歌声中，结束本课教学。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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