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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本文是一篇杂交文体的文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

全文看，有完整的记叙要素，是记叙文。而内容上主要是介

绍科学知识的。因而是一篇“运用记叙的框架，借助对话来

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课文主要谈了北极旅鼠身上的几大

奥秘，北极旅鼠和一般的老鼠外形上没有多大差别，“但人

们研究了好几个世纪，却始终解不开它们的奥秘”。它的第

一大奥秘是繁殖能力强。第二大奥秘是一旦繁殖过多，就会

千方百计吸引天敌的注意，主动通过天敌控制种群数量。第

三大奥秘是死亡大迁移，浩浩荡荡，无所畏惧。到底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无从知道，或许是自然正用一只无形

的手控制着这一切，这就揭示出自然的奥妙无穷。由此我们

也真正体会到《敬畏自然》中所论述的“大自然的智慧是无

与伦比的”一句的深意。文章的意义不止于此，旅鼠保持种

群数量的方式也给我们人类敲响了警钟：“如果人类也毫无

节制地繁衍下去，也许有一天不得不走旅鼠的道路”。 学习

这篇文章，一要引导学生比较本文与一般说明文在写法上的

不同，二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激发求知欲和探究学习

的欲望。三要与其他课文相参照，把各部分内容串联起来作

全面深入的理解，达到融会贯通，激发学生关注自然，保护

自然，树立环保意识。这既是本单元训练目标的体现，又是

新课标精神的体现。本文是一篇自读课，安排一课时 根据本

单元目标和本文内容，我定下了本文的教学目的和教学的重



难点。 教学目标: 1．了解北极旅鼠的三大奥秘 2．体味本文

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独特写法 3．学会仔细地观察，深

入地思考，生动地 描摹，得体地表达。 4、培养科学理性精

神和人文关怀精神，热爱自然，探究自然无尽的奥秘。 依据

上述教学目标与课文内容，我又确定了以下教学重点难点：

1.概括旅鼠的三大奥秘，整体把握文意。 2.领会文章给我们的

启示。 3.把“理解文章主旨”作为本课的第三个重点，也是

难点。 二、 教学方法 1、 根据课文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 运

用多媒体展示法、讨论法、合作探究法、引导法等。 据新课

标强调：“教学过程应突出学生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主动

地获取知识，科学地训练，全面提高语文能力。”我根据本

课目标和内容，从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基础、发展水平出发，

应用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2.学习方法上，指导

学生以自主、合作、探究的小组学习为主，要求他们课前查

阅资料并整理、预习课文，同时教给他们跳读、勾画、批注

、分析与思考等方法，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章主旨，深

入探究。因为初二的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还比较欠缺，所以要

不断地训练。 首先激发学生学习本文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在读的过程中思考提出的疑问，最后在教师适当

的点拨、归纳、小结中解读课文，理解本文中作者的感情。 

三、教学设想 根据新课标的精神，结合课文内容,我的教学设

想是：以课文内容为载体，师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觉

性与主动性，培养他们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培养他

们的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引导他们多角度思考问题，使他

们具备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等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

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还要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



文性统一的特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既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又能使他们关注社会问题，

探索自然奥秘，加强学科间的联系与思考，激发想像，发展

思维能力。 四、教学过程：（概括；言说；启迪） （一）、

激趣导课 我想可以由旅鼠的故乡北极入手，让学生根据预先

查找的资料说说北极，说说旅鼠，说说大自然的未解之谜，

激发学生探究科学的好奇心。 （二）、整体感知 1、学习本

文，我认为首先要抓住题目了解旅鼠到底有哪些难解之迷，

可以让学生归纳旅鼠的几大奥秘： 它的第一大奥秘是繁殖能

力强。虽然是哺乳动物却有和细菌相似的繁殖能力。在分析

这个奥秘时可以思考：作者为了说明旅鼠的繁殖能力，运用

了什么说明方法。好处是什么？从而让学生明确：作者用一

系列数字说明旅鼠繁殖能力极强，这些数字准确说明了旅鼠

繁殖数量，也就是旅鼠的第一大奥秘。而且作者在说明的过

程中，条理十分清楚，有详有略，每一处都交代的十分清楚

。 第二大奥秘是能够根据条件控制繁殖。一旦繁殖过多，就

会千方百计吸引天敌的注意，主动通过天敌控制种群数量。 

第三大奥秘是死亡大迁移，周期性的进行“死亡大变迁”。

只往西、往北，往海里死亡。 2、接着可以讨论旅鼠的几大

奥秘的原因。这个问题课文没有明确回答，设置这个问题可

以丰富学生的想象，也可以引导他们了解旅鼠是集体观念很

强的动物，旅鼠有这种本能。从而也了解大自然的智慧是无

与伦比的。 三、探究思考 主要探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内容

，二是写法。 内容上重要设置两个问题： 1、 旅鼠的奇特行

为给我们人类什么启示？ 2、“如果人类也毫无节制地繁衍

下去，也许有一天不得不走旅鼠的道路。”讨论一下，这样



说对不对?为什么?（中国马寅初在建国初期的忧患，美国阿

西摩夫在1972年的预见。 为什么设置这两个问题呢，一是对

文章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文章并不仅仅在写旅鼠，而且从不

同的角度看，可以给我们不同的启示。 二是人口问题，是全

球第一号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师：美国科普作家、未

来学家阿西摩夫在1972年就人口的未来写道：“目前，世界

人口正以每日20万或每年7 000万人的速度增长着⋯⋯完全有

理由担心，到公元2000年，全球人口将超过60亿⋯⋯如果地

球人口继续像现在这样每过35年就增加一倍，那么，到公

元2570年人口将增加100 000倍⋯⋯到公元3550年，人类机体

的总质量就会等于地球的质量⋯⋯到公元7000年，人类的质

量就会等于已知宇宙的质量!⋯⋯看来很明显，如果目前的趋

势持续下去⋯⋯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 3、了解写法。因

为这篇课文的写法很特殊，应该了解一下。 可以先问学生本

文记叙了一件什么事情？先用记叙的要素来衡量。记叙的要

素完完整整，可见是地地道道的记叙文体。可是这篇记叙文

很特殊，它所叙述的故事跟一般记叙文叙述生活故事不一样

，讲的全是关于旅鼠的知识。这篇“记叙文”还有一个特点

，通篇几乎都是“我”和丹尼斯的对话，而且丹尼斯的话大

段大段的，讲的都是旅鼠的奥秘，用了许多说明性的语言。

这样看来，说这篇文章是“用记叙的框架、对话的方式，生

动有趣地介绍知识的科学小品”是不错的。从文体上可以说

，是说明文和记叙文杂交品种，或者叫做跨文体的文体。可

见，介绍知识的文章也可以不拘一格，应该努力创新，应该

考虑怎样讲效果更好，怎样才能吸引读者，让人喜欢。 四、

拓展延伸 1、你还知道自然界的哪些动物有奇特的现象？ 2、



“人们研究了好几个世纪，却始终解不开它们的奥秘。”对

此，你怎么看的？ 五、领悟创作 1、以“我是旅鼠”的身份

来自我介绍。 2、“⋯⋯之谜”小编推荐： 2010年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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