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儿的调查报告(优秀6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鸟儿的调查报告篇一

本文以童话故事的形式，用作者的鸟儿朋友给作者发回的四
份察报告贯穿全文，控诉鸟类遭到人类迫害的种种情形，说
明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本文语言平实、浅显，结构巧妙。教学中以四份侦察报告为
重点，引导学生读文、理解重点词句、有感情朗读课文、以
读促悟；抓住第一份侦察报告渗透学法，其余三份报告由学
生在阅读提示的指引下小组合作学习，再进行全班交流，落
实个性化阅读的要求；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设置联系已有
知识举例子环节、由文章内容想开去环节，使学生在交流、
畅谈过程中，受到主题教育。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文中的重点词语。

2、抓住重点词语、句子反复朗读感悟，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从而以情激情，认识到保护鸟类、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3、引导学生搜集、了解有关鸟儿的资料，仿照课文再写一份
侦察报告。

：课件

一、激发情趣，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喜欢小鸟吗？今天，老师把鸟带到教室来了，



（出示小鸟图），这是一只非常厉害的小鸟，它可是小小侦
察家呢，能向我们发回各种信息，你们愿意跟着这只鸟儿一
起去侦察吗？（板书课题：16鸟儿的侦察报告）

2、读题后问：“你们跟着鸟儿侦察想知道些什么？”

3、过渡：老师相信，只要你们有心，用心地跟随这只鸟儿去
侦察，一定会有收获的。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过渡：下面请同学们先根据老师提供的“自学菜单”自学课
文。

1、出示“自学菜单”:

(1)快速自读课文，把文中带拼音的字词划出来多读几遍，读
通读顺.

(2)找一找鸟儿发回了哪几次侦察报告？

2、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词语花篮》，指名学生开火车竞赛读，正音。

（2）指名回答三次侦察报告。（师相机板书）

二、深入理解课文。

1、现在请同学们自己默读第一份侦察报告，边读边想：

（1）燕子妈妈为什么哭泣？

（3）指名回答。



2、指导朗读：是啊，妈妈最大的希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当
你生病的时候，妈妈恨不得替你受苦，可是现在燕子妈妈却
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失去了，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呀！现在就
请同学们带着这种的伤心的心情读一读第一个报告。

（1）指名读。（2）分男女生读。（评价）

3、出示我会填：

因为（ ），所以燕子妈妈 （ ），从中我体会到了燕子妈妈
（ ）的心情。（指名回答）

小结：看来，同学们也和这只鸟儿那样认真地去侦察，发回
了准确的信息。

4、现在老师教你们一招学习方法。

课件出示“教你一招学习方法”：同学们在学习课文内容的
时候，抓住重点的词语，去体会人语，去体会人物的思想感
情，这是学习课文的一个好办法。

【检查自学情况】 出示：

在第（ ）个报告中，我知道了（ ）。因为（ ），所以（
）。（指名回答）

6、小结过渡：同学们，吃鱼儿的海鸥，还有我的朋友，他们
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失去了这么多鸟类朋友，“我”此时
的心情怎样？（指名回答）

7、指导朗读:现在就请大家带者这种难过、不安、着急的心
情试读第二、三个报告。

（1）指名读、（2）推荐同学读。



8、小结、评价：同学们抓住了重点的语句读懂了这份侦察报
告，真了不起！看来，同学们已经把鸟儿的生命放在了自己
的心中。

四、扩展思维，渗透环保教育。

（1） 那么，你想过鸟类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伤害吗？

（2） 指名回答，师相机板书板书：环境污染

师小结：在我们生活中，由于一些人的私心造成环境的污染，
使每年很多的野生鸟非正常死亡，这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难
过，愤慨。

过渡：同学们，你们的身边有哪些破坏环境的行为呢？

（3） 请同学们联系生活实际说说你身边破坏环境的行为。

过渡：老师这里有一些环境被污染的图片，大家看一看。

（4）课件出示环境被污染的图片。

五、总结课文，深化中心。

过渡：如果地球上没有污染，我们的家园该是多么的美丽呀！

（1）看录像。

（教师解说）百鸟争鸣，展翅翱翔，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
这幅和谐的美景，相信不仅仅是作者，同学们的愿望，也是
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

（2）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护鸟儿呢？你有什么
办法或建议？



（人们行动起来，重视环境，保护家园，立法律；多设立一
些警示标语，如：鸟儿也有生命，请你网下留情；劝君莫打
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等等。）

（3）小结：同学们这次不枉跟随鸟儿去侦察，你们获取了很
多的信息并从中受到了环保教育，这让老师感到很欣慰。

师：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吧，走向社会做好宣传，让人们
增强环保意识，重视环保，保护家园。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到处充满鸟语花香，处处都有鸟的天堂。（板书：共同保
护环境）

六、作业：（任选一题）

1、动手画一幅有关环保的画。

2、动手写二句有关环保的宣传语。

3、动脑想象一下鸟儿在发回“加急电报”前，还可能发回过
什么信息，并试着也写一份侦察报告。

板书设计：

燕子哭泣

16、鸟儿的侦察报告 海鸥飞不起 环境污染

鸟迷失方向

共同保护环境

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我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情感体验，引
导学生采用自读、自悟、合作交流的方式学文，并通过个人、
小组、分角色读文等方法，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探究主题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内心的情感。在实际教学中实



现了我的教学设想，达到了教学目的，同时利用媒体课件辅
助教学，使学生身临其境，与作者情感上产生了共鸣，情感
上受到了熏陶。本节课中，学生参与意识强，充分展示了内
在的潜力，孩子乐学、乐问，从中获得了自己的感悟。教师
教的轻松，学生学的兴趣盎然。

上这堂课，我自己觉得有几点成功之处：

1、这个课我大胆放手又不失时机点拨引导，教学过程中，既
有学生的读、划、批、独立思考，又有小组和全班交流，阅
读方式多样，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教学生机勃勃，学生学习
热情高涨。批注感悟的学习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教
学中天长日久、潜移默化中逐步培养提高的，学生具有了这
种能力，终身受益。

2、课堂上体现了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完美地处理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达到了和
谐统一。这是本课的一个亮点。

3、本课教师精心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供学生欣赏，有情
有景，配有音乐，学生仿佛身临其境，与作者情感产生共鸣，
是本课一个亮点。

鸟儿的调查报告篇二

1、了解侦察报告的选材。

2、在阅读思考、交流表达中，继续发展思维、语言能力。

3、根据自己搜集的资料，写一份侦察报告。

教学重点

了解侦察报告的选材，写一份侦察报告。



教学难点

利用搜集的资料写一份侦查报告。

学情分析

我班孩子已有较强的独立识字学词能力，并具备了一定的阅
读能力。学习本文，大多能了解课文大意，概括主要内容，
领悟课文主题。能在老师的引领下，初步感知文章的表达方
式方法等。在语言表达上，较为积极活跃，表述语言完整，
大多意思清楚。有一定的搜集资料能力，但整理、归类能力
仍需提高。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明确目标

2、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探讨、练习写一份侦察报告。

4、小报告。大屏打出的报告。因为字数少，好弄明白。课文
太长了，不太容易掌握。要掌握大报告的写法，应该先从小
报告入手。

同学们言之有理，做大事，须从小事做起。

二、阅读报告、探究选材

给时约半分钟，学生单个举手作答：1段写的是看到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就是现状，请同学们在段末做批注，师板书现
状。）

引读：鸟儿来到山林里，它看到——

2、3段写的是原因。（我看到会学的同学在及时批注了，师



板书原因。）

让我们分角色朗读，再现这段对话。

4段写的是后果。（请大家在相应的位置做好批注，师板书后
果。）

2、同样是报告，后三份有写到这三方面的内容吗？请快速浏
览后三份报告。

给时1分钟，随后全班交流。

（生说一处，师打出一处）

第一份：现状、原因、后果。

第二份：现状、原因、后果。

第三份：现状、原因、后果。

第四份：现状、原因、后果。

3、请看大屏，对比思考，你发现了什么？

侦查报告都写到了现状、原因、后果。（这就是侦查报告应
该有的基本内容。）

除了这些内容，你觉得还可以增加哪方面的内容？

三、交流资料、口头表达

全班学生随口答：不，还有很多。

第一节课后，同学们在课余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



1、四人小组交流。

2、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请2、3人。

读资料，提醒他把现状、原因、后果都说完整。

你们想为大家敲响环保的警钟吗？

四、书写报告、互助点评

1、孩子们，此刻你们就是小小侦察兵，请继续发回侦察报告
吧！

要求：根据你找到的资料，确定一个主题，把现状、原因、
后果等内容描写清楚。（师手势指向板书）

抓细节描写，用到设问、对话的方式。(板书细节、设问、对
话)

咱们在写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哦！

2、下笔发回自己的侦察报告。给时约十五分钟。教师巡视：
关注学生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展开了想象，而且合理；是否
注意了表达方式方法的运用。

3、请学生汇报（3、4人），老师组织其他学生开展互评。

生生互评为主，如是否有具体的内容；是否进行了想象，而
且合理；是否用到了表达方式方法；语言表达是否清楚、准
确、生动等。

相同主题的可以组合成一份大的侦察报告。

4、课后作业：回家把报告读给父母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
做适当修改。



全文总结：孩子们，今天我们不仅进一步学习了报告，还学
以致用，写出了自己的侦察报告。

通过报告，我们更加关注环境、生活。其实，现在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人重视了这些问题。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人
类和地球上的其它生灵能和谐相处，共享一片蔚蓝的天空。

鸟儿的调查报告篇三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本课的5个生字以
及重点的词语。

2、抓住重点词语、句子，反复朗读感悟，把握作者的思想感
情；掌握四份侦察报告所表达的主题，从而认识到保护鸟类、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3、引导学生搜集有关鸟类的资料，仿照课文再写一份侦察报
告。

教学重难点：

1、抓住重点词句反复朗读感悟，体会鸟儿悲伤痛苦的情感，
产生对鸟儿的同情，以及对人类给鸟儿造成伤害感到自责、
惭愧、后悔，激发学生爱护鸟类、保护环境。

2、仿照课文再写一份侦察报告。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激情导入。

播放鸟儿清脆的鸣叫声——启发谈话：



——听到这清脆婉转的鸟鸣，你有怎样的感受？（亲切、有
趣、心情愉快……）

——那你们喜欢鸟儿吗？为什么？（身形可爱、声音好听、
能捉害虫、传播种子……）

师导：是啊，鸟儿是人类的朋友，谁不喜欢呢？我每当听到
这婉转动听的鸟鸣声，便仿佛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鸟儿们
卖弄着清脆的喉咙，唱着婉转的曲子，跟清风流水应和着，
呼朋引伴地打着招呼，如同置身于仙境，忘却了世间的烦恼。
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写鸟儿的诗句——（学生抢答）“人闲桂
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个黄鹂
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仅我们喜欢，连古代的诗
人也无比的喜爱，我想若没有鸟儿的身影不知要减少多少诗
情呢？可是，在今天这种诗情画意还找的见吗？请大家看鸟
儿给我们人类发回的侦察报告（板书）

二、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大声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边读边画出自己认为生
疏的字词并积累到卡片上，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小组
交流后派代表上台展示，师生共同强调字音字形）如：孵、
呜咽、胚胎、烟囱等。领读、齐读。

2、交流课文主要内容。（小组派代表发言）

三、合作探究（结合学习卡片）

（一）根据下面的提示，各小组找出自己喜欢的一个报告研
读，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每个报告的内容或拟小标题，并谈谈
读后的感受或发现。自由选择阅读的方式努力读出感情。

2、报告二：燕子为什么哭泣？不幸是怎么发生的？你体会到



了什么？应怎样读？

3、报告三：海鸥怎样了？他们的威胁是怎样产生的？你体会
到什么？

4、报告四：加急电报告诉了我们什么？鸟儿朋友为什么遇到
这样的不幸？

（小组交流，教师巡视指导。）

（二）展示成果。

1、第一份侦察报告向我们报告了什么？请该组同学分角色读
一读，并汇报成果。点拨：

（1）内容是——野鸡妈妈因为吃了被农药污染的草籽而孵不
出后代或“无法繁殖”。原因：山林被污染。

——心情怎么样？从那些词句看出来的？

（“忧郁”什么意思？——忧伤、忧虑；“重重叹了口气”
你从她的叹息中听出了什么？——无奈、伤感、对命运的叹
息，对人类的抱怨）

（3）再有感情地读课文。

（4）读完这份报告你有怎样的感受？我们一起读一下作者的
感受。（齐读）

过度：作者担心的不仅是野鸡妈妈，而是山林里所有的鸟儿。
下一个会是谁呢？

2、看第二份报告又告诉我们什么？小组人员分角色读，读出
语气。



点拨：（1）内容——燕子因为吃了打了农药的害虫中毒身亡或
“中毒身亡”。原因：农田被污染。

（2）你读懂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结合理解“呜咽”什
么意思？与哭泣有什么区别？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等词语体会燕子的痛苦伤心和对人类的不满以及鸟儿生存环
境的恶化后果的严重）

——教师深情谈话：实际上不光人类有感情，动物也是有感
情地，我们一起来看一组图片。（放图片）——可见他们也
会伤心欲绝，我们应用怎样的语气来读？（悲愤）

（3）自己再读一遍。不由得让人感叹：啊！（作者的话，齐
读）

过渡：山林中的野鸡孵不出小鸡，燕子死了，作为海洋清洁
工的海鸥怎么样了呢？

3、汇报第三份报告，有感情地朗读或用海鸥自述的形式。

点拨：（1）内容——海鸥被海上泄漏的石油粘住再也飞不起
来了或“无法飞翔”原因：水受到污染。

（2）读到这里你有怎样的感受？（预设：连海上的鸟儿都受
到了伤害——）

齐读作者感受。过渡：正在“我”感到不安时，收到一份怎
样的加急电报？

4、分析报告四：小组派代表有感情地读。

点拨：（1）内容_--—报告消息的鸟儿朋友在工厂排放的烟
雾中迷失了方向与作者失去了联系。或“迷失方向”。原因：
大气受到污染。



（2）当时鸟儿的心情怎样？（着急、害怕）试着读出这种语
气，谁再读一下？

（3）结果怎样？（齐读后两段）

5、总结主题：

过渡：此时作者的心情怎样？齐读倒数第二段。

——预设：环境污染，从住的山林、农田，到饮用的水，呼
吸的空气，处处污染严重。这四份报告都说明了一件什么事？
用自己的话概括。（小组交流）

四、联系实际，领悟主题。

1、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如果你是鸟儿，你想对人类说
些什么？（学生自由练说，再小组交流后展示）

2、师导：这是鸟儿的心声，也是作者的心声，也是我们人类
的心声。我真心地希望——（齐读最后一段）

3、为了让鸟儿们在洁净的天空里欢乐的飞翔歌唱，你我该怎
样做？给鸟儿什么样的帮助？大家商量商量。

如：写标语——“劝君莫打报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等

五、拓展迁移，深化主题。

2、下面阅读《保护鸟类》这篇文章了解有关鸟类的知识，结
合生活中所了解的伤害鸟儿的事情，来仿照文章的写法再写
一份侦察报告。（学生自由写后小组交流派代表展示）

总结：虽然这是一篇童话，但却反映了残酷的现实。我们和
鸟类同是自然的儿女，人类不能为满足自私的欲望而伤害其
他生灵，多行不义必自毙，人类若不警醒，鸟儿今天的命运



也许将是人类明天的写照，让我们爱护鸟类，保护自然，让
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到处都是鸟语花香。

鸟儿的调查报告篇四

教学目的：

1.认读8个生字，以及由生字组成的新词。

2.说说鸟儿的侦察报告都涉及到了哪些方面？你从鸟儿的侦
察报告中都体会到了什么？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学习课文，体会保护动物，爱护环境的重要性。

2.说说自己对这篇课文的体会。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方法：讲练结合法

学法指导：指导朗读法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让学生发言

那么如果没有了鸟儿的身影，这种人间仙境还找的到吗？请



看鸟儿给我们人类发来了怎样的侦察报告。

二。定向诱导

（一）出示学习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抓住重点词语、句子，反复朗读感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
情。

3.通过搜集的有关鸟类的资料，仿照课文写一份侦察报告。

（二）找学生读学习目标，其他学生跟着默读。

三。自学探究

（一）出示自学问题

1.鸟儿发回了哪三份侦察报告？

2.鸟儿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事呢？

（二）学生自读课文，然后找答案。

（三）谁能以故事的形式讲讲这三份侦察报告？

找学生讲这三个鸟儿的故事，要求：流利、有感情讲故事

（四）分小组讨论后派代表发言。

1.小组代表发言回答

鸟儿发回了哪三份侦察报告？



侦察报告一：燕子在哭泣

侦察报告二：海鸥再也飞不起来了

侦察报告三：我迷失了方向

2.小组代表发言回答

鸟儿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事呢？

（1）燕子妈妈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不幸？

学生回答原因

小燕子死了

师问：能不能用四个字概括原因

滥用农药

师再问：这时候燕子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生答：伤心，悲哀，难过，愤怒……

师指导朗诵，你能不能用你的朗读把燕子妈妈的这种感情读
出来。

师又问：如何理解

“这样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这句话？

生答：已经发生过很多回。



很多鸟儿都死了

燕子不是第一个吃了喷洒农药的庄稼而死亡的

……

师总结：同学们说的很正确，因为人类的自私行为，很多鸟
儿都失去了生命。

（2）海鸥呢遇到了什么问题？

师展示海鸥的图片并讲解有关海鸥的知识：天气预报员、海
港清洁工。

生回答：海鸥飞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油船漏油了，海鸥的翅
膀被粘住了。

师问：能不能用四个字概括原因？

油船漏油

师又问：连海上的鸟儿都受到了威胁，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答：

太可怕了

环境太不好了

我们要保护环境了

……

生回答：我的鸟儿找不到方向，回不来了，向我求救。



师问：能用四个字概括原因吗？

烟囱冒烟

师又问：当鸟儿面临生命威胁时，心情怎么样？

生答：恐惧、害怕、担心、盼望有人来救它……

师指导朗读，你该怎么读才能把这种感情读出来呢？

师范读

“这烟雾使我呼吸困难，心跳加快，十分难受。可是我什么
也看不清楚，迷失了方向，辨不出东南西北，我飞不回去了，
快来救救我吧！”

然后再找学生读，通过读让学生深刻理解环境污染对鸟儿造
成的生命威胁。

（4）你如何理解“可是我没有找到它，它再也没有飞回
来。”这句话？

生回答：

鸟儿不会再回来了

鸟儿死了

……

（5）老师进行小结

四。讨论解疑

想像一下鸟儿在发回加急电报前，还可能发回过什么信息？



让学生思考后分小组讨论，然后找小组代表发言

五。总结反馈

师总结：

是啊，鸟儿发回了很多侦察报告，那么受害的仅仅是鸟儿吗？
请同学看相关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病症的图片，配音乐，老
师讲解。让学生深切感受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最后师问：同学们，学了这一课，看了这些图片，难道你不
想说些什么吗？

找学生发言，只要答案是关于保护环境的都对。

师小结：虽然这是一篇童话，但却反映了残酷的事实，我们
和鸟类同是自然的儿女，人类不能因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伤
害其它的生灵。多行不义必自毙，人类若不警惕，鸟儿今天
的命运也许就是人类明天的写照，让我们爱护鸟类，保护自
然，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到处都是鸟语花香吧！

最后大屏幕打出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六作业

请你根据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或搜集的有关资料，仿照课文写
一份侦察报告。

鸟儿的调查报告篇五

曾经读到这样一首小诗：



不愿看到满目的山野荒芜

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绿色丛林的屏障

沙漠将变为人类最后的栖居

不愿听到虫鸟的痛苦悲鸣

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生命纯净的天籁

留下的只有我们孤独的影子……

听这首小诗，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深深感受到环境遭到破
坏后人类凄惨的生存状况。这样的状况，是我们所不愿面对
的。由此，当今世界，保护环境保护家园的意识正在逐步深
入人心。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鸟儿的侦察报告》，就是
这样一篇和环保有关的课文。

一、教材简析

该课文选自义务教育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十单
元“家园的呼唤”。单元编排旨在让学生获得关于地球资源、
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公德意识。这
是继《只有一个地球》后安排的第二篇主题课文。文章语言
朴实、浅显，结构巧妙，以童话故事的形式，用鸟儿朋友给
作者发回的四份侦察报告贯穿全文，控诉鸟类遭到人类迫害
的种种情形，形象地说明了人类的一些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严重的破坏，带来了令人心痛的恶果，希望人类对自己的
行为有所醒悟。

二、学情介绍

我校是一所城镇学校，经历了六年的课程改革，教改成果比
较显著。我班学生在学习方式、质疑能力、朗读能力等方面



都有明显的优势。大部分同学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有自
己的见解，敢于各抒己见，表达能力较强，并有一定独立学
习语文的能力和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通过对上一篇课文
《只有一个地球》的学习，学生对单元主题“家园的呼唤”
已经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三、教学目标

基于以上对教材和学情的把握，我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制定如下教学目标：

1．能从不同的内容中概括出相同的主题思想，培养学生阅读
和概括能力。

2．能通过各种方式朗读，体会作者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情
感。

3．能感悟到是人类的行为破坏了鸟儿生存的环境，提高环保
意识，养成自觉爱护环境的习惯。

重点：通过各种方式朗读，体会作者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
情感。

难点：能感悟到是人类的行为破坏了鸟儿生存的环境，提高
环保意识，养成自觉爱护环境的习惯。

四、教学法设计

教与学是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中双向互动的过程，教学方法是
否恰当是一堂课成功与否的关键，教有千法，贵在得法。为
了达成上述目标，根据大纲要求，结合课文特点，我设定了
以下教学法：

1、情境创设法：通过创设情境，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释放



自己的情感。

2、对话教学法：做到师生对话，生生对话，与文本进行对话，
唤起学生与课文内容产生共鸣。

3、朗读感悟法：贯穿“以读为本”的主线，以读促思，读中
感悟。在朗读中教给学生方法，进行适时评价，激发学生向
更高的朗读目标努力。

4、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
和进取精神。

五、教学过程设计

(一)、创设情境，悬念激趣

特级教师于漪说：“在课堂教学中培养、激发学生的兴趣，
首先应抓住导入新课的环节，一开始就把学生牢牢吸引
住。”

(二)、初读课文，理清层次

崔峦老师说：“阅读教学要有层次地进行。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让学生读通读准课文，理清层次……”所以，在揭示课
题之后，我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初读课文，汇报文中哪
些字词要提醒同学们注意。让学生站在老师的角度，指出哪
些字词应该注意，这样做，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
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掌握了生字。接着以课件的形式呈现
重难点字词，全班齐读，加深印象。（出示课件）然后，从
整体入手，让学生默读课文并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什么？紧
接着追问：作者收到了哪些鸟儿生存状况的报告？我适时梳
理学生的答问并板书：请鸟侦察、收到报告、我的希望。通
过以上的交流和板书，学生对文章的层次能够一目了然了。



(三)、品读感悟、探究主题

鸟儿发回的侦察报告是课文的重点，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人类的一些行为污染了大自然，使得鸟儿受到死亡的威胁。
我向学生提出:四人小组合作，选择共同感兴趣的侦察报告开
展读书活动，可以齐读，分角色读，表演读。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小结：这四份报告向我们揭示了自
然环境受到污染，导致鸟儿受到死亡威胁的主题。

接着，指导学生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情感：看到鸟儿朋友受
到伤害，作者有什么感受？用笔勾画出作者感受的句子。学
生交流，教师（出示课件）引读：“看到野鸡妈妈孵不出小
野鸡，作者感叹——”（唉，看了这份报告，我真替生活在
森林里的那些鸟儿担心。）“看到燕子妈妈失去老伴在哭泣，
作者惊讶----“(啊！打农药是为了除害虫，却连我们的益鸟
朋友也受到伤害啦！)“看到海鸥不能飞翔了，作者——”采
用教师引读的方式体会作者的情感，激起学生与作者情感共
鸣。

作者痛惜鸟儿的语句充满了感召力。我指导学生再次有感情
朗读，并追问：失去这么多鸟儿朋友，作者此时的心情怎样？
（出示课件）指导学生把文中的“我爱看”、“我爱
听”、“我更感谢”都换成“没有”再读一读。此时再推波
助澜，让学生谈谈此时此刻想说什么？与文本展开对话，激
起学生情感的浪花。

最后是作者表白自己的希望，再次采用引读的`方式读课
文：“看到鸟儿朋友受到伤害，作者希望——”（有更多的
鸟儿在洁净的天空里欢乐地飞翔歌唱）。然后，抓住“洁净
的天空”一词，让学生描绘“洁净的天空”是什么样的？根
据学生的描述，教师在黑板上描画出“洁净的天空”，为鸟
儿勾勒美好家园。再让学生小组交流：我们怎么给鸟儿“洁
净的天空”？能给鸟儿什么帮助？把文本的意图，落实到行



动上。

（四）拓展延伸，情感升华

受到死亡威胁的又何止课文里介绍的几种鸟儿呢？我让学生
交流自己收集的和鸟儿有着相似遭遇的一些动物资料。我也
向学生展示（出示课件），并简单介绍了它们的处境。再让
学生仿照侦察报告的方式说一说，再次唤起学生与作者的情
感产生共鸣。同时，也为下一课时写侦察报告做好铺垫。

结语：现在人类已经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就拿保护鸟类的
事来说：开展植树造林，为鸟儿搭建小木屋，开辟鸟语林以
及北京奥运会体育场馆——鸟巢的创意，都表明了人类爱鸟
护鸟的行动已经展开。我们相信,鸟儿会回到自己美丽的家园。
我们会听到它们动听婉转的歌声，看到它们展翅飞翔的雄姿。
（播放课件）在音乐和鸟儿的鸣叫声中，学生感受到鸟儿又
回归到了美丽的大自然。

六、板书设计

请鸟侦察

鸟儿的侦察报告发回报告保护鸟儿、保护大自然

我的希望

我的板书设计着重体现文章的层次和主题，简单明了，再配
上简笔画，能体现图文并茂的特点。

在一切厄运还没来临之前

将绝望带给后代无辜的子孙

经着久远的沧桑与沉重



已经昭示的问题

源于命运休戚相关的存在

以自然为依托

鸟儿的调查报告篇六

我是一只活泼快乐的鸟儿，因奉小主人的命令而来到大自然，
侦查鸟儿的民情。

我来到了一座城市。突然，我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
的一个旮旯里，汇集着许许多多羽毛色彩艳丽，大大小小的
鸟儿。奇怪，他们不去做自己的事情偷偷摸摸地躲在这里干
什么？难不成是在开什么鸟儿之间盛大的聚会，或是在商量
什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也不叫上我？好奇宝宝我决定去一探
究竟。

飞近一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似乎都很忧愁，眉头紧皱着，全
然没有以前的欢声笑语。咦？究竟是怎么了？我带着疑惑飞
到他们身旁。

“嗨！朋友们，发生什么事了？”当他们停止交谈时，我趁
机问道。不知怎么了，他们突然十分激动，争先恐后的对我
说话。可此时一片乱糟糟的，各种各样鸟儿的'叫声混杂在一
起，宛如菜市场一样吵闹。我什么也听不清，加上喧嚣混乱
的鸟鸣声，我的耳膜都快破了。

这时，一只山雀走了出来，她的眼圈通红，显然是刚刚哭泣
过。他用略微沙哑还带着一点哭腔的声音愤怒忧伤地
说：“我们原本住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森林里。我们的生活宁
静安详，处处充满了欢声笑语。”说到这里，山雀的嘴角微
微上扬，显得十分自豪。可马上又换成了一副苦瓜脸。



“可惜，好景不长。”他继续说道。“就在昨天，我正在为
我的孩子觅食，突然看见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壮汉手里拿着电
锯正在大声商讨着什么。这时，我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
感……”

“然后，我看见其中一个人打开电视。我先看到了我们的家
园――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突然，这片美丽的森林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渐渐崛起的工厂，霓虹灯在高楼大厦上
不断闪烁，美丽无比。可我此时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因为我
已经看明白了他们的企图――他们居然要摧毁这个地方，并
用泥土钢筋建筑的高楼大厦来顶替这大自然的恩赐，这山清
水秀的风景！”山雀的话语越来越急促。

“我急急忙忙赶回森林，告诉其他鸟类这件事情，我们准备
齐心协力，一起将他们赶出森林。可没想到那些人将手里黑
咕隆咚的长长的东西举起来，那东西发出‘嘭嘭’几声震耳
欲聋的声音。我的几个姐妹们被那个东西发射出来的小圆球
击中了。纷纷惨叫一声，掉落在地。我们这些幸存的鸟儿见
识到了这些东西的威力，弱不敌强，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
人狞笑着摧毁我们的家园。”

“他们无情地砍掉树木，没有听到大树爷爷与小树妹妹绝望
的哭号声。他们残忍地将草坪、花园铲除，未曾听到小草弟
弟与花儿姑娘伤心的哀泣声。他们冷酷的破坏了我们几十年
来天天精心保护的家园！”说到这里，山雀早已声泪俱下，
泣不成声。“无家可归的我们只能在这里商量我们何去何从。
”

听了山雀的一席话，我早已泪如雨下。我从小在主人无微不
至的关照下长大，一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却没有想到还
有一些无家可归的鸟儿，我真为我们鸟类的命运担忧！

我真希望，从此以后，人类可以与鸟儿和平共处，可以和各
种各样的动物和平相处，珍惜大自然和地球馈赠给我们的一



切！我希望，当人类仰望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时，我们更多
的同胞可以在洁净的天空中自由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