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及板书设计 南州六
月荔枝丹的教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
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及板书设计篇一

当天其实上了两个班：高一(16)班和高一(18)班。两个班的
课，我都是用数码录音机录下来的。比较之后，只录用了高一
(18)班学生的活动情况。高一(16)班情况差不多，没有显著
差异。

整理记录之后，观照课堂实录和教案，发现两者出入其实很
多。以前是喜欢按着教案上课，往往会出现学生要发散，而
我死命的想将其扯回我固有的思路，故往往是前半节课热热
闹闹(因为有背景的补充和介绍)，而后半节课就显得枯燥无
趣。而此次课堂上的突发情况却让我清醒认识到，一个教师，
光是备课是不够的，需要教学机智!如原本在我的设想中，由
荔枝诱人的图片激发学生兴趣，带出我的问题，即学生是否
曾品尝过荔枝，由此让学生来介绍比较，然后引出所要学习
的课文，让学生自发的去寻找作者以及相关的文章特点。可
以让学生逐步去理解文章思路和作者情感。把认知性学习和
体验性学习结合起来。但学生的回答却是截然相反的。他们
抱着一种玩笑的`心态，全班集体说“没有吃过!”幸好当是
手中准备了荔枝干，急中生智。由此逆转情势。可当我要引
入文中之时，童杰举手要发表意见。心急口快的他在举手的
同时，人已经站起来。于是，课堂通过评价丁铭铭的描写而
直接转入了关于说明方式和引用作用的小组讨论。而把作者
介绍、字词正音给直接跳过了。同时因为看到学生的思维比



较活跃，就补充了一个小组讨论，代替了原来的教师幻灯片
展示。

同时，荔枝干这一小道具的运用也激活了课堂气氛。虽然和
原来的预计有所差别，但总算物尽其用。

应该说，本次课堂教学，与我所准备的教案还是有较大出入
的。但通过教学反思，我却发现有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虽
然在我的教学设想中，希望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用自己的
心灵去体会，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用自己的思维去创新，
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但在实际的教案编写过程中还是限于
条条框框，限于固定模式。如引入、作者介绍、字词正音。
其实现在看来，既然已经布置了学生预习，课堂上并没有非
讲不可的理由。从此堂课，学生的自我见解和对说明文论述
形式的熟悉程度，可见其是花了精力和时间去预习的。因此，
通过观察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检查学生的预习，包括字词，
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方法，也是我这堂课所得之一。

的确，课堂教学是动态的生成的，预设的教学流程只能参考，
不能死守，应该根据课堂情况机智处理。

比较可惜的是，由于时间的问题，最后学生的一句结束语未
能行成。作业布置时也未让学生写一句感想，这样会更直观。
至少我可以明了学生对这堂课的感受。觉得很遗憾。但学生
对缩写的认真完成至少让我感觉到了一点：学生的概括能力
是可以的。以后这方面可以放手让学生练，也可以尝试让学
生自我评价。但从丁铭铭的口头表达来看，是需要着重培养
的。他属于班里语文中等水品。应该可以反应一部分同学的
水平。以前曾经尝试过课前演讲，但后来因为学生的反应冷
淡而中止。现在看来，这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在两个班中
进行调查，选择一种学生比较喜欢的口头训练方式。

让每人准备一张白纸作备用的办法很好，有利于以写促思，
细化、深化学生的阅读，我觉得以后在一些情感性比较强的



课文中尤其可以尝试。这同时也可以带动学生的书面表达。
这次教学实录中的相关补记其实也得益于学生的纸上记录。
但也发觉有些学生在写的时候并不是很认真，草稿纸上如同
画符。需要引导。

让学生以情去理解说明文等使用类文章是不是容易背学生接
受?很难说。抽空需要作个调查。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及板书设计篇二

知识与技能：

了解文中介绍的有关荔枝的科学知识，理解作者引用的史料
及诗文

学会筛选信息和概括要点

过程与方法：

明确学习要求

合作探究，采用小组讨论方式，筛选各段要点，理清说明顺
序

点拨，针对课文难点，教师酌情给予指导

态度情感与价值观：

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态度

培养学生注重观察，讲究实证的科学态度

教学重点：

理清文章的思路，训练学生快速概括内容要点



把握说明顺序，鉴赏表达技巧

教学难点：

品读赏析文本作为科学小品所具有的科学性、思想性、文学
性

教学方法：提问法

教学课时：两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多媒体展示“荔枝”的特写镜头，请学生仔细观看画面，并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自己眼中的荔枝。

二、解题：

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荔枝”作为标题目，而用文中之标题？

“南州六月荔枝丹”短短的七个字，包含了荔枝的生长地域、
成熟的时间、以及鲜明的色泽，以这句话作为标题，能激发
人丰富的联想；并且它是引用明朝诗人陈辉《荔枝》中的一
句诗，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同文章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
比用“荔枝”作标题要好。

三、初读课文，概括要点

1、阅读课文，概括每段段意

2、划分层次，理清思路

一、引出说明对象



外形：外壳—颜色—形状—大小

荔枝果

果实：壳膜—瓤肉—特性—果核

二、荔枝的生态

荔枝花

二、荔枝的生产：产地—树谱—移植—产销

3、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

根据层次，试说说文章的说明顺序。

明确：本文是把荔枝作为水果来介绍的，按照从主到次，由
表及里的顺序来写。课文主要介绍荔枝的生产特征，次要介
绍生产情况。在介绍果实时，又根据它的结构特点，采用了
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空间顺序。在说明荔枝果实的外部特
征时，又按照壳面构造—色泽—外形—大小、重量的观察顺
序来写。这样既突出了荔枝的形态特征，又说明了有关它的
其他知识。

四、再读课文，筛选信息

结合课文内容，试分析下列句子对课文理解的正确与否。

1、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的。

2、我们吃的这部分荔枝是荔枝的真正果肉。

3、荔枝的肉是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

4、古代记载荔枝的书有十三种。



5、荔枝在北方是不可能生长的。

6、能产荔枝的地区，应该大力发展荔枝生产。

7、荔枝的成熟期，福建是四月下旬到七月，广东是六月下旬
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

教师总结：高考科技说明文的阅读主要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
其中主要考查学生筛选信息和理解重要语句的能力，其中筛
选信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查学生：1、在原文的基础上，
增加或减少个别词语。如上面第3句原文应是“荔枝的肉大多
数白色透明”，所以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2、在原文的基础
上，替换个别词语。如上面第6句原文应是“盛产荔枝的地
区”，把“盛”替换为“能”，表意大不相同；3、在原文的
基础上，颠倒个别词语的顺序。如上面第7句原文应是“广东
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把“广东”与
“福建”的'位置调换；传递的信息不相同。4、在原文的基
础上，增加或删减附加条件。如上面第1、4、5句与原文相比，
分别少了“成熟的荔枝”、“现在知道的”、“现代科学技
术发达”条件，所以这三个表述是不准确的；5、根据文章，
逻辑推理。如第2句，根据原文的理解，荔枝的真正果肉应是
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所以这个判断也是不准确的。

五：细读课文，鉴赏表达技巧

这篇课文在介绍有关荔枝的科学知识时，运用了哪些说明方
法，试举例说明，并体会其作用。四人一小组进行讨论，并
选出代表发言。

1、打比方：使说明的事物更生动形象，让读者更易理解。

2、列数字，使得事实确凿，更具说服力

如介绍荔枝大小时说，“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



二十多克”;如介绍荔枝贮藏时说，“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
持在1℃到5℃，可贮藏30天左右”;又如介绍荔枝结实时
说，“一个荔枝花序，生花可有一二千朵，但结实总在一百
以下”。

3、举例子，增强文章的厚重感和说服力。

如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鲜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
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如为证明广东很早就有荔枝，用
了“南越王尉佗曾向汉高祖进贡荔枝”的例子。

4、引用，既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又充实了文章的内容。

本文最突出的说明方法是引用。引用古诗文、史料、故事多
达二十多处。

a.白居易的《荔枝图序》，给人感觉开头新颖，引人入胜，
并为后文作者与白居易对荔枝的不同看法提供依据。

b.徐勃《咏荔枝膜》，说明荔枝味美。

c.引用白居易的“一日而色变，……色香味尽去矣”，说明
荔枝不耐贮藏。

d.杜牧的诗歌“长安回望绣成堆……无人知是荔枝来”，一
方面说明荔枝不耐贮藏，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

e.苏轼的诗歌“罗浮山下四时春……不妨长作岭南人”，一
方面为大力发展荔枝生产展现了一幅蓝图，另一方面说明荔
枝的味美。

六、揣摩语言，体会本文的科学性，文学性

1、科学性



“现代科学发达，使荔枝北移，将来也许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事”，作者用揣测语气，说将来也许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改成“将来是完全可能的事”，就变成了肯定语气，指
将来必然产生的事实。

语言的准确还表现在确数、约数的运算上，如“一年开花两
次”、“大约重60克”、“通常直径三四厘米”、“重达四
五十克”等等。

2、文学性

本文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引用古诗文、史料、故事上。从标
题开始，相继引用了陈辉、郭明章、邓萧、徐勃、杜牧、苏
轼等诗人的诗句，既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又充实了文章
的内容。此外，运用“打比方”的说明方法，使表达生动形
象，凸现文采。

总结：本文语言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用词准确、周密。文学
性集中体现在大量诗词典故的运用上，既使说明形象生动，
又使文章诗意盎然。

七、拓展延伸

1、你从本文的学习中悟到了什么？

2、选取你身边的一种地方特产，运用你今天所学到的知识向
人们介绍。

八、课堂小结

本文以短小的篇幅、丰富的知识，饶有兴味地介绍了有关荔
枝的科学知识，既有一般说明文简明准确的特点，又有清新
怡人的诗意，知识与思想并重，诗情盎然，是一篇不可多得
的科学小品。把握说明顺序，理解说明方法，探究说明技巧，



感受语言魅力是学习科学小品的四大要素。培养学生概括要
点，筛选信息的能力是学习说明文的重要导向。

九、布置作业

完成讲义练习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及板书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在学生进一步掌握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把
握文章的基本内容和脉络，学习本文的写作特色，培养学生
对说明语言的感知能力，领悟科普说明文的科学性、知识性、
形象性、可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并在阅读过程
中感受文章的艺术美和爱国主义思想。

教学方法：

在学生初步掌握说明文特点的基础上，以学习自主学生为主，
以学生讨论探究的方式进行。引导学生把握文章的基本类容
和脉络，学习本文的写作特色。

第一课时：

一、引导新课。

荔枝，自古以来被视为水果中的珍品，其香淡雅，其色绚烂，
其味鲜美，千百年来，达官显贵一直对它推崇备至。《荔枝
歌》曰：“海内如推百果王，鲜食荔枝总第一。”索性把它



奉为百果之王。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贾祖璋写的《兰州六月
荔枝丹》。（老师板体）

1、作为“百果之王”的荔枝生态结构怎样呢？生产培植上有
什么特殊的情况和问题呢？哪一位同学知道，请举手发言。
（学生自由发言）

2、《兰州六月荔枝丹》这个标题透露出本文的什么信息呢？
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小组讨论，然后班上交
流）

参考：

（1）这是一篇说明文。

（2）介绍荔枝的产地是兰州，泛指我国南部地区；成熟的季
节是六月（公历7月）；鲜果的颜色。这个题目一句话就讲出
了荔枝生态的主要特点、产地、成熟期，颜色。

（3）文章题目引用诗句富有文采。

3、那么这类富有文学性的说明文是什么体裁呢？（多媒体显
示）

本文是科学小品，属于说明文，既有很强的科学性，又有一
定的文学情趣。

4、文章的作者是谁呢？（学生介绍，然后多媒体显示）

贾祖璋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科普作家。他创作、编写、
翻译了大量的科普作品，是我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解
放前曾写《鸟与文学》、《动物珍语》、《生活素描》等，
解放后出版有《生物学碎锦》。贾祖璋的科普作品大多以绚
烂多彩的生物为写作对象，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



文学知识融为一体，有着相当高的'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

二、默读课文，明确课文当中生字生词的含义。（多媒体显
示）

1、正音：

紫绡酪龟裂粗糙绛囊贮藏

萌蘖雌雄瓢醴缯

2、解词：

龟裂幅员劳民伤财不了了之逼真

绚丽渣滓造化因地制宜

三、认真研读课文，在熟悉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思考以下问题
并分组讨论。讨论结束后，请小组代表发言，最后在教师的
引导下学生总结。

1、文中写到了荔枝哪些方面的特点？用图表示出来，各组拿
出最佳结果。

参考：

（1）说明顺序的恰当安排。

（2）注意古代史料的引用。

（3）纠正了有关历史资料中的错误。

（4）多种说明方法的恰当使用。

（把全班分为四组各讨论一个问题，看哪一组回答得最完整。



）

要点：

（1）说明顺序。

由主到次：主要介绍荔枝果实的形态特征，次要介绍生产情
况。

由外到内：说明果实时，根据荔枝的结构特点。

壳—膜—肉（假种皮）一核。（种子）

观察顺序：在说明荔枝果实的外部特点时，按照壳面的构
造—色泽—外形—大小—重量。

其他顺序：设疑—解疑—建议；过去—现在—将来等等。

归纳为：逻辑顺序，空间顺序，时间顺序，观察顺序。

迅速浏览课文，小组讨论。通过对本文的学习我们在写说明
文是应如何安排说明顺序？

参考：

1、最便于把事物说准确、说清楚的顺序是最好的安排。

2、说明一种事物的顺序不是惟一的，更清楚地说明一种事物
往往要好几种顺序配合交织在一起。

3、顺序应符合事物本身的条理。

4、顺序应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和认知规律。

（2）史料的引用。（略）



（3）文章在介绍荔枝有关知识时，注意准确性和科学性的文
体要求，这表现在使用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数字（确数或概数）
来说明问题等方面。也表现在既重视引用古代诗文作依据，
又注意纠正古代有关知识不确切的地方。如举例出白居易文
不确、不妥的地方及原因。

“壳如红缯”：之所以说壳如光滑的丝绸是由于作者仅着眼
于二者颜色相似，用的是比喻手法。但事实上荔枝壳是粗糙
的。

“膜如紫绡”：这个错误是由于观察不细造成的。

“瓢肉莹白如冰雪”：瓢肉实为假种皮，这是当时科学水平
限制导致的错误。

（4）文中所用的说明方法;引用、列数字、打比方、作比较、
作诠释等。

四、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了解了荔枝的生产、培植情况，感
受到作者的科学、求实精神，同时使我们受到美得熏陶。

五、作业设计。

课下人人动手，依据课文结构独立设计一幅形象的荔枝知识
图谱。

教学反思：

在科学实践中，我发现设计有价值的问题，在学生独立思考
的基础上，分组讨论层层深入地解决提出的问题，容易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问题引导，使课文结构较清晰易于学生把
握。把板书放在第一课时后，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然后第二课时进行交流论辩，这个课堂设计达到了使学生把
握文章脉络、提取文章有效信息的预期效果。

学生自己独立思考与小组讨论相结合，切实体现了新课程改
理念，在教室的引导过程中，做到了重点突出，又兼顾了科
学小品文的一般特点，脉络清晰，主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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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及板书设计篇四

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南州六月荔枝丹》是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上的一篇课文。
在高中六册教材中，集中在第二册教材选入了一个说明文单
元，《南州六月荔枝丹》是此单元的第一篇，是一篇比较典
范的说明文。

它的作用主要是让学生在已有学习说明文的基础上，进一步
把握说明文的文体特征，学会从哪些方面来阅读此类作品，
锻炼学生“筛选信息”、“概括要点”的能力。

学生分析：

学生在初中“浙教版教材”中相继学过两个单元的说明文：
一是第三册第一单元的《中国石拱桥》《祖国的大豆》《核
舟记》《松鼠》；一是第五册第二单元《统筹方法》《晋祠》
《乌贼趣谈》。对说明文的学习有一定的基础。同时，说明
文的主要特征是“它有一个具体可感的说明对象”，与其它
文体的文章相比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本篇的说明对象
是“荔枝”，学生不仅看过，也吃过，但很少阅读过对其详
细介绍的文字资料，学生的兴趣自然会更浓厚。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了解文中介绍的有关荔枝的科学知识，理解
作者引用的史料及诗文

2、学会筛选信息和概括要点

过程与方法：1、明确学习要求

2、合作探究，采用小组讨论方式，筛选各段要点，理清说明
顺序

3、点拨，针对课文难点，教师酌情给予指导

态度情感与价值观：1、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
态度

2、培养学生注重观察，讲究实证的科学态度

教学重点：1、理清文章的思路，训练学生快速概括内容要点

2、把握说明顺序，鉴赏表达技巧

教学难点：品读赏析文本作为科学小品所具有的科学性、思
想性、文学性

设计思想：1、以学生的兴趣作为切入点

2、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导向

说明对象：（事物说明文、事理说明文）对象特征

说明方法：下定义、举例子、打比方、作比较

分类别、列数字、画图表、引资料

学前指导：说明文的学习要点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



序、逻辑顺序

科学性（正确、准确）

说明语言

文学性（生动、形象）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多媒体展示“荔枝”的特写镜头，请学生仔细观看画面，并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自己眼中的荔枝。

二、题解

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荔枝”作为标题目，而用文中之标题？

“南州六月荔枝丹”短短的七个字，包含了荔枝的生长地域、
成熟的时间、以及鲜明的色泽，以这句话作为标题，能激发
人丰富的联想；并且它是引用明朝诗人陈辉《荔枝》中的一
句诗，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同文章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
比用“荔枝”作标题要好。

三、初读课文，概括要点

1、阅读课文，概括每段段意

粗读课文后，选取荔枝的某一个方面，用自己的话或课文的
原话详细准确地表达荔枝的特征。

2、划分层次，理清思路

一、引出说明对象



外形：外壳―颜色―形状―大小

荔枝果

果实：壳膜―瓤肉―特性―果核

二、荔枝的生态

荔枝花

三、荔枝的生产：产地―树谱―移植―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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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及板书设计篇五

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南州六月荔枝丹》是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上的一篇课文。
在高中六册教材中，集中在第二册教材选入了一个说明文单
元，《南州六月荔枝丹》是此单元的第一篇，是一篇比较典
范的说明文。

它的作用主要是让学生在已有学习说明文的基础上，进一步
把握说明文的文体特征，学会从哪些方面来阅读此类作品，
锻炼学生“筛选信息”、“概括要点”的能力。

学生分析：

学生在初中“浙教版教材”中相继学过两个单元的说明文：
一是第三册第一单元的《中国石拱桥》《祖国的大豆》《核
舟记》《松鼠》；一是第五册第二单元《统筹方法》《晋祠》
《乌贼趣谈》。对说明文的学习有一定的基础。同时，说明
文的主要特征是“它有一个具体可感的说明对象”，与其它



文体的文章相比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本篇的说明对象
是“荔枝”，学生不仅看过，也吃过，但很少阅读过对其详
细介绍的文字资料，学生的兴趣自然会更浓厚。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了解文中介绍的有关荔枝的科学知识，理解
作者引用的史料及诗文

2、学会筛选信息和概括要点

过程与方法：1、明确学习要求

2、合作探究，采用小组讨论方式，筛选各段要点，理清说明
顺序

3、点拨，针对课文难点，教师酌情给予指导

态度情感与价值观：1、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
态度

2、培养学生注重观察，讲究实证的科学态度

教学重点：1、理清文章的思路，训练学生快速概括内容要点

2、把握说明顺序，鉴赏表达技巧

教学难点：品读赏析文本作为科学小品所具有的科学性、思
想性、文学性

设计思想：1、以学生的兴趣作为切入点

2、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导向

说明对象：（事物说明文、事理说明文）对象特征



说明方法：下定义、举例子、打比方、作比较

分类别、列数字、画图表、引资料

学前指导：说明文的学习要点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
序、逻辑顺序

科学性（正确、准确）

说明语言

文学性（生动、形象）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多媒体展示“荔枝”的特写镜头，请学生仔细观看画面，并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自己眼中的荔枝。

二、题解

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荔枝”作为标题目，而用文中之标题？

“南州六月荔枝丹”短短的七个字，包含了荔枝的生长地域、
成熟的时间、以及鲜明的色泽，以这句话作为标题，能激发
人丰富的联想；并且它是引用明朝诗人陈辉《荔枝》中的一
句诗，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同文章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
比用“荔枝”作标题要好。

三、初读课文，概括要点

1、阅读课文，概括每段段意

粗读课文后，选取荔枝的某一个方面，用自己的话或课文的



原话详细准确地表达荔枝的特征。

2、划分层次，理清思路

一、引出说明对象

外形：外壳―颜色―形状―大小

荔枝果

果实：壳膜―瓤肉―特性―果核

二、荔枝的生态

荔枝花

三、荔枝的生产：产地―树谱―移植―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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