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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9_B4_E7_BA_A7_E6_c38_58553.htm 一、说教材 我说课的

内容是小学语文第七册第三单元11课《观潮》，这是一篇绘

景文，作者以事物本来的发展变化作为观察顺序，用人潮相

对，动静对比的方法，写出了钱塘江大潮这一壮丽的“天下

奇观”，从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本课要两

课时完成，依照大纲要求，第一课时，在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了解大意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利用工具书，解决生字、新

词，同时依据小标题给课文分段。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 1

．认知目标：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能用“逐渐”、“恢复

”造句，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2．技能目标：学习作者有顺

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引导学生从中学习怎样积累材料；

通过语感训练，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情感目标：让学

生通过了解钱塘江大潮的壮丽与雄奇，激发热爱祖国大好河

山的感情。 因为本单元的重点训练项目是“怎样注意积累材

料”，所以确定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注意积累材料”，即在

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中，学习作者是怎样留心周围事物和积

累材料的。“潮来之时”是文章的重点部分，所以学习作者

有顺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是本课的教学难点。 本课是第三

单元的第三篇讲读课文，而讲读课文在语文基本功训练和重

点读写项目的训练方面负担着最主要的训练任务，因此，编

者将这课安排在这里，是在前两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它

为例，让学生学习作者是怎样留心周围事物的，在知识体系

上，它与上单元的训练重点项目“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街



接紧凑。同时也为下单元“内容中体会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说教法 在教学方法上，因为本课是篇文质兼美的写景记

叙文，篇幅不长，但“天下奇观”的景象极为少见，因此，

我将借助电教手段（录相、录像等）采用“情境教学法”进

行教学，即让学生入境界，进角色，动真心，吐真情来体会

潮来时宏伟的气势，从而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力量。 三、说

学法 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这节课我将引导学

生“边听边看，边读边思”的方法来学习，即引导学生在观

看录像时要用心看，仔细听，在阅读文章时要一边读、一边

想，并能做到联系上下文，读后想前，边读边想。叶圣陶老

先生曾经说：“活读运心智，不为书奴仆”，只有学会怎样

读书，才能将一本死的教材读活，“自能读书”是语文教学

的最终目标，因此，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尤为重要。 四、课

堂教学程序安排 （一）这节课我的教学思路是：“会文入境

动心吐情”即通过读课文，从整体上感知课文，再通过电教

手段的辅助作用和对课文言语的细读入境界，进角色，通过

边看边想，动之以情，最后又能通过感情朗读表达出对“天

下奇观”的赞叹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通过以上四步的教学

，要让学生逐渐达到培养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的目的。

我的教学思路的依据是：1．符合儿童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事

物规律；2．符合本课的教材特点；3．符合作者的思路。叶

老常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 （二）课前准备：

投影仪、胶片、放相机、电视机、录音机。目的是要用电化

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入情入境，理解课文内容，提高教学质

量和效率，缩短教学时间。 （三）教学过程 1．导课 首先用

解题切入的方法导入新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11课，课



题是什么？板题（11、观潮）“观”是什么意思？“观潮”

是干什么？回忆2节学习内容，本课是写作者在哪儿观什么潮

？钱塘江大潮在世人眼中是怎样的一种景观？（依据学生的

回答板书：天下奇观）“天下奇观”四个字说明了什么？这

个称号何时有的？从哪里知道？（理解“自古以来”一词）

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向我们介绍这天下奇观的？（结合学生

的回答板书，潮来之前，潮来之时，潮过之后） 我这样导课

的依据是大纲对四年级阅读能力要求的第一条、即培养学生

理解题目的能力，懂得题和文的关系，养成读文先读题的习

惯，学会以题目为线索去阅读文章，并能找出表达中心的词

语和句子。同时遵循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原则，让学生阅读

课文，回顾写作顺序，完成教学思路中的“会文”。接下来

由整体插入部分逐段分析。 2．逐段分析课文 （1）过渡学习

第二段 过渡语：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下奇观”

，那一定壮丽、雄奇、令人神往，遗憾的是这么壮观的景象

，老师却没有见过，你们见过吗？想不想去看看？好，那我

们就做好准备？（带什么去？）老师建议大家带好两样东西

：“眼睛”和“耳朵”。谁知道老师为什么这样说？（引导

学生明白，要用心听、仔细看），现在做好准备了吗？好，

我们现在马上出发，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 设计

这样的过渡语是为了下一步能带学生入境界奠定基础，其次

以幽默的语言，告诉大家要用心听、仔细看，学习作者有顺

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 接着教师利用文中的语言继续渲染

气氛：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一度的观潮日，这一天早上，我

们来到了海宁县的盐官镇，据说这里是观潮最好的地方。我

们随着观潮的人群，登上了海塘大堤。这时浪潮来了没有？



关于潮来之前是怎样一番情景呢？书上哪儿告诉我们？ 引导

学习第二段，自由朗读第2小节，说说你知道了什么？（江面

平静，人山人海、古塔、中山亭、观潮台、⋯⋯）依照学生

的回答教师板书，江面很平静。 这一部分是文章的非重点地

方，且语言通俗易懂，教师略讲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读之后，

谈谈“潮来之前”的景观特点，使学生理解这些特点反衬了

“潮来时”天下奇观的“奇”，接着引入下段的学习。 （2

）过渡学习第三段 教师过渡：海塘大堤上早已人山人海，大

家昂首东望，等着、盼着，期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午后

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放江潮来时的录音）请大家发挥耳

朵的作用，用心听，一会儿告诉老师你听到了什么？潮来之

时的壮观景象，在文章哪儿详细告诉了我们？引导学习第三

段（3、4小节），完成教学思路中的“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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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