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课件和教案一样吗 莲山课件教
案(模板10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一

设计意图：

活动目标：

1、理解诗的意思，了解秋天红叶的特点，体会诗人热爱秋天、
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的思想感情。

2、体会诗人丰富的想象，感受诗歌美的意境。第一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网

活动准备：

投影视频、大图书、幼儿用书、一曲古典音乐。

活动重点：

理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美的意境。

活动难点：

体会诗美的意境，获得审美的愉悦。

活动过程：



一、导入

播放古诗《山行》视频，幼儿初次感受诗中意境。

师：小朋友，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诗，诗的名字叫《山
行》，老师将带你们一起走入诗中，感受诗中描绘的美丽景
色。

二、理解活动

出示《山行》大图，引导幼儿观察图中内容，并引出诗句。

附古寺：

《山行》

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1、小朋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引出诗人：杜牧）以上
内容源自第一幼儿教育儿童网

师：小朋友，小路是什么样子的？伸向了什么地方？

小结：远处的高山上的路是弯弯曲曲的。

引出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



2、图中住着人家，请你找出这几户人家在哪里？

小结：白云飘浮的地方有人家。

引出诗句“白云生处有人家”。

3、诗人乘车为什么停了下来。

小结：诗人停下来看枫叶。

引出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

4、枫叶真漂亮呀。它们是什么颜色的？

枫叶在什么时候才会变红？

小结：秋天的枫叶比二月的春花还要红还要漂亮。

引出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

三、阅读活动

1、带领幼儿有感情的朗读古诗。

2、跟老师一起完整朗诵古诗。

3、幼儿集体朗诵古诗两遍（播放古典音乐，增加意境）。

四、结束活动

幼儿自主阅读小图书。第一幼儿教育幼儿教育网

活动反思：

《山行》对于某些幼儿来说，已经在家里和家人学习过了，



因此比较熟悉，但是绝大多数幼儿并不理解古诗内容，第一
幼儿教育幼儿教育网所以在本次活动课中的教授中，重点让
幼儿在理解中学习，而不是单纯的灌输，幼儿对学习古诗的
兴趣也比较浓厚，所以课堂氛围比活跃。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二

一、导入

今天我们背着背包，在父母的陪同之下，兴高采烈地来到泸
水四中，开始了我们人生当中的另一个转折点。那么，三年
以后乃至更长的将来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做什么呢?并说说
为达到这一目的，你将如何做?请同学们说说。

(根据学生所说的情况来点拨引导并揭示课文)

板书：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三

教学目标：

1．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常用问候语。

2．愿意学习并使用问候语。

3．以正确使用问候语为荣。

4．知道向别人问候敬意，。对象、时间、唱歌、结清不同，
要采用不同的问候语及问候方式。

教学重点、难点：让学生愿意学习并正确使用问候语。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小红花数朵。

教学过程：

一、导入：小朋友们，我们每天都要和很多不同的人相遇、
相处，比如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老师、同学等等。那么，
和不同的人相遇，该怎么打招呼呢？礼仪小使者要出发了，
我们赶快跟随他一起去看看吧！

二、出示课件，感知礼貌用语。

板书：妈妈，早上好！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妈妈，早晨好！妈妈，早安！）

上学路上，小明看到邻居奶奶买菜回来，他怎么和问候奶奶
的？

板书：奶奶，您好！

如果是你，还可能怎么问候？

三、礼仪活动实践：

1、看课后题：说说下列场合该如何问候？把序号填在括号中。

a问声：“您好！”

b点头微笑/

c招招手。

d面带微笑静静的看着。



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看见熟人正在讲台上讲话，就面带微
笑静静看着，而不是招招手、闻声“您好？”

2、比比看，那个小朋友记得快

太阳升，早上好，

见面说您好、您早，

遇到老师忙问候：“老师早上好！”

老师对我点头笑。

晚上星星不满天，

爸爸加班才返还，

“爸爸晚上好，您辛苦了！”

爸爸夸我长大了。

四、礼仪链接

贝老师讲故事：在优美的音乐声中，一个美好的故事发生
了??

美的回声

一个孩子对着群山高喊：“喂，你干吗？”群山回应
道：“喂，你干吗？”妈妈告诉孩子说：“你对他说‘我们
是朋友！’，听听他会说什么。”孩子又大声喊：“您好，
我们是朋友！”大山回应道：“您好，我们是朋友！”孩子
听了非常高兴。妈妈说：“孩子，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对待别
人，别人也会有用什么样的语言对待你。”



五、课堂礼仪实践

1、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样的语言对待别人呢？

2、以组为单位排演课堂剧：参观的客人来到我们班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四

教材简介:

杜牧的《山行》是苏教版语文第五册第一单元中的一篇课文，
写的是诗人在山中小路上行走时所看到的深秋时节的枫林景
色，描绘了一幅由“寒山”、“石径”、“白云”、“枫
林”等构成的山林秋色图，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美景的热爱
之情。在这首诗中，作者以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
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然纸上。我们可以在观赏胜于
二月春花的火红枫叶的同时，感受秋日山林的勃勃生机。所
以这是一首秋的赞歌，能够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了解
大自然，渴望走进大自然的愿望。

目标预设：

1、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生会背诵。

2、理解诗的意思，了解秋天红叶的特点，体会诗人热爱秋天、
热爱祖国壮丽河山的思想感情。

3、体会诗人丰富的想象，感受诗歌美的意境。教学重点：理
解诗句的意思，体会诗美的意境。教学难点：体会诗美的意
境，获得审美的愉悦。

设计理念：古诗是一种美的教育和情感的熏陶，它必须建立
在每个学生独特的心灵体验上，尊重学生自身的知识构建。
古诗文化博大精深，贵在积累，教给学生一些古诗学习的基



本方法，使他们能在课外迁移运用，在更广泛的学习天地中，
丰富自身的文化积淀。

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明丽、充满生气的秋景诗。作者以丰
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凝炼的语言使这首诗的意境之美跃
然纸上。所以学习这首诗应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感情，欣赏意
境，并体会作者的情感。各种形式的朗读是学习古诗的好方
法。

导航策略：

一、背诵古诗，激发兴趣。

（师根据学生背诵情况及时鼓励，激发学生背诵的.兴趣）

2、（多媒体出示：连绵的群山，满山火红的枫叶）同学们，
说说你看到的景象。

深秋的一天，杜牧乘着马车，顺着山路而上，山上美景让他
流连忘返，他情不自禁挥毫写下了这首千古名句。

（屏幕画面出示一首正楷的《山行》，把学生带入了如梦如
诗的境界。）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山行》，从诗中去领
略一番秋天山林的美景。

二、读诗题，知诗人

1、出示《山行》。读读课题，想一想题目是什么意思？（在
山间行走）

介绍作者杜牧：唐朝晚期著名诗人，和杜甫合称大小杜。
（让学生交流，教师适当补充）

杜牧在山间行走，会看到些什么呢？让我们赶快来读读诗吧。



二、初读诗歌，落实读通。

1、师范读。

2、指名读，结合读指导读准节奏，读准字音。

3、说出自己不理解的词语，并板书到黑板上。

4、结合画面，讨论交流疑难字词。

三、精读诗歌，体会意境。

这一环节主要通过角色转换——孩子成为诗人，完成情感体
验。

你知道这是什么季节吗？

诗中哪些地方告诉我们是深秋呢？

（“霜叶”“寒”“晚”表示季节）

2、出示彩图，观察：说说看到哪些景物？结合观察，引导认
识景物，并感受景物特点。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远上寒山”

（一个“远上”再现了“山”的绵延起伏；一个“寒”传神
地刻画了“山”的凄清寒冷，让人产生一种悲秋之情。）

（1）引导观察：你看到的山是什么样子的？是一座吗？感情
诵读“远上寒山”，体会“山”之连绵起伏。

（2）阵阵秋风裹挟着片片黄叶向诗人吹来。此时，站在山坡



上的诗人会有何感受？从哪个字能读出诗人这种感受？感情
诵读“远上寒山”之“寒”。

“石径斜”

（一个“斜”字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飘逸的远山之中。）

（1）诗人面前是一条石头铺就的小路。这是一条怎样的小路
呢？借助简笔画理解“斜”字。

感情诵读“石径斜”体会石径的弯弯曲曲。

“白云生处有人家”

（1）看图体会：有白云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感情诵读体
会“白云生处”的虚无飘渺。

（2）看图体会：人家在什么地方？感情诵读“白云生处有人
家”，感受虚实结合的诗意画面。

（3）感情诵读一句，加深体会。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过渡：诗人坐在马车上，忽然叫道：“停！停！停！”
这是因为什么呢？

（2）生先自由读2句说说原因。结合孩子的说，引导感悟：

“枫林晚”

（1）看图想象：夕阳照耀在枫林上，是怎样的景象？感情诵
读体会

（2）理解“坐”字，想象此时诗人看到此景会怎样说？



（3）你感受到作者的心情如何？

“霜叶红于二月花”

（1）生看图说说枫叶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二月开的红花是什
么样子的？

（2）感情诵读体会霜叶之红。

（“停车坐爱枫林晚”一句鲜明地表白了作者对枫叶的喜爱
之情，而“霜叶红于二月花”一句将作者对枫叶的喜爱、赞
美之情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以致作为名句千古流传。）

四、感情朗读，学会背诵

1．想象着诗歌意境，练习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2．指名朗读

3．听录音朗诵后再次练习美读古诗，体会情感。

4．现在你就是诗人，请你来到画面前高声吟诵。

五、生字教学

1.出示生字：学生认读。

2.观察字形，说说怎样识记和书写。

3.教师示范，提示重点笔画。提醒学生注意：“径、枫”是
左右结构的字，要写得左窄右宽；“霜”是上下结构的字，
写的时候是上宽而扁，下长而宽。

4.学生练习。



5.小组展示，欣赏评价

作业设计

1、美美地背诵古诗，说说意思

2、请你画一幅秋景图，然后配上这首古诗，并把古诗美美地
背诵给父母听。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五

九莲寺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鸡足山。明代万历三十八年，
由无为法师创建。由堂应法师主持重修。传法系统为临济宗。

现有建筑主要是三圣殿、天王殿、石牌坊等。寺内有柏树一
株，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九莲寺现任住持常应法师，43岁，贵州安顺人，1982年4月出
家，师从果n法师，毕业于四川尼众佛学院，兼任中国佛教协
会理事，云南省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大理州人
大常委，政协委员，宾川县政协委员，鸡足山佛教协会副会
长。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六

1、学会本课8个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通过朗读，感受诗人对寺院里高楼的描写。

二、教材说明

《夜宿山寺》是唐代诗人李白所作，诗人用极度夸张的笔调



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山上的寺院楼非常高。诗题的意思是：
夜晚投宿在山上的寺院里。全诗共四行，前两行“危楼高百
尺，手可摘星辰。”是从视觉感受上写出楼高，后两行“不
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从听觉上进一步烘托出楼高。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危：高。危楼就是高楼，指
建筑在山顶的寺院楼。百尺，虚指，夸张的写法，形容楼很
高。星辰，天上的星星。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高声，大声。语，说话。恐，
怕。惊，惊动。天上人，传说中天上的神仙。

本课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三、教学建议

（一）课前准备

1、生字卡片、课文朗读录音带。

2、教学挂图（投影片或多媒体课件）。

（二）识字、写字教学

1、识字教学。

本课的生字中，“宿”、“寺”是平舌音，“摘”、“辰”
是翘舌音，“敢”是前鼻音，“惊、恐”是后鼻音。

“宿、寺、惊”，可借助学过的偏旁、部件和熟字识记字形。

2、写字教学。

重点提示容易写错的笔画和笔顺。



危：第三笔是“横”，不要写成“横钩”。

摘：右边不要写成“商”。

辰：笔顺是辰。

敢：第一笔是“横折”，右边是反文儿，不是折文儿。

（三）词句教学

可采用一边读诗，一边看图，一边思考提问的方法了解诗句
的大意，在读诗理解的过程中把诗背熟。教学时可分五步进
行。

1、学生读诗题，结合图画理解“夜宿”与“山寺”的意思。

2、引导学生围绕“山寺”提出自己想知道的问题。

3、教师从学生的提问中，筛选出山上寺院的楼是怎样的，作
为重点解决的问题。

4、学生带着问题读诗句，结合图感悟全诗主要讲寺院楼很高。

5、让学生继续读诗句，找出哪些诗句是讲楼有多高的。

（四）朗读指导

这首诗想象丰富，表现了诗人对山寺夜景的喜爱、赞赏。朗
读时要读出惊讶、赞叹和神秘的语气。

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五）扩展活动

根据诗意画一幅想象图，比一比谁画得与众不同，并说说自
己的画。

（六）课时安排

教学本课可用1~2课时。

四、教学设计举例

（一）由原有认知导入新课。

1、回忆一下，你们读过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哪些诗？能试着
背一两首吗？

2、今天，我们再学习一首李白投宿在山上寺院内所写的诗，
出示课题：夜宿山寺。

（二）初步感知课文。

1、教师范读全诗，学生注意听准字音。

2、学生借助拼音初读诗文，画出生字，多读几遍。

（三）借助插图，了解诗意。

2、讨论：你从诗中哪儿可以看出楼很高？作者是怎样讲楼高
的？

（四）指导朗读、背诵。

1、教师范读，学生体会停顿与节奏。



2、自由朗读，指名读。

3、学生提问题，教师筛选出重点问题，先由学生解答，后由
教师讲解。

4、参照插图试背古诗。

5、采用多种形式练习背诵，达到人人会背。

（五）识记字形，指导写字。

（六）完成课后练习。五、参考资料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陕西成纪（今甘
肃内），出生于碎叶城。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
油）青莲乡。二十五岁离蜀，长期在各地漫游。天宝初供奉
翰林，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被流
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于当涂。诗风雄
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富有积
极浪漫主义精神。著有《李太白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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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七

解读画面中长颈鹿和鳄鱼因不同特点而给对方带来的乐趣，
体会天生一对的美好。

活动目标：

1、解读图画中长颈鹿和鳄鱼因不同特点而带来的乐趣，体会
天生一对的美好。

2、观察了解生活周围的配对，感受朋友、亲人、师生之间和
谐的情感。

活动准备：

1、《天生一对》故事课件;

2、背景音乐、游戏音乐。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介绍故事书《天生一对》，引出“一对”的
意思。

二、播放ppt，请幼儿给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进行配对并说说配
对理由。

教师小结：无论他们的样子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只要有理
由就可以配成一对。

三、播放ppt，教师讲述故事《天生一对》。

1、师：故事里的这两个朋友鳄鱼先生和长颈鹿小姐虽然长得
那样的不同，但是他们是一对，而且是非常般配的一对，为



什么说他们是般配的一对呢?(播放ppt，荡秋千、逛糖果店、
抛硬币)

2、请幼儿来说说在幼儿园里跟哪位伙伴是天生一对，并说说
理由。

四、游戏：谁最般配

分别请几对幼儿上来，学故事里的主人公那样，用左右或前
后、上下的动作姿势比比谁最般配，坐在下面的幼儿做裁判。

五、教师继续讲述故事《天生一对》至结尾。

六、师：孩子们你们家里有谁是天生一对的呢?你们的爸爸妈
妈是天生一对的吗?为什么?

七、游戏：天生一对。

幼儿两两为一组，听音乐做律动，音乐停止，听教师的口令
将两人身体的某个部位粘在一起，如：教师说“手掌”，两
人就要把两人的手掌粘在一起。

八：延伸活动：游戏--口香糖，粘哪里。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八

调到日照市市北工业园工作多年，每天上下班皆经过莲山脚
下，因工作的繁忙，加之年龄的增长，那种在内心蠢蠢欲动
的游山玩水的心情逃之夭夭。但是，种在骨子里的那种萌动
总是像火苗闪闪跃动，触动着全身每一条神经。终于在一连
四日的连绵大雨过后，按捺不住心情驱车带着儿女直奔莲山
驶去。

女、儿在车中兴奋地手舞足蹈，形态妙不可言。车在崎岖的



盘山路上颠簸蜗行。

整个山峦重重叠叠。映入眼眸的是一片片苍郁。漫山遍野的
松树、灌木、杂草形态各异，有的似美少女撑着伞，有的像
奔驰的骏马朝天嘶吼，有的'如天宫中座座亭宇…..布局宛然，
如画？似诗？是梦？这层层的油嫩嫩的翠绿令人心旷神怡，
迅间使自己化为点点绿溶入其中粘附在每一处每一点。

那绿，绿得遍体发亮，苍翠欲滴；那绿，绿得似大海波澜壮
阔，一波一波，你推我，我拥他；那绿，似顽皮的孩童贴近
身体拽你一把，旋即离开，再向你伴个鬼脸。“含翠千山矗
如屏”的意境此时领悟的该是多么的深透明了啦。不时的从
绿中悠然的传来声声不同音律的清脆的鸟鸣，清脆的鸣叫声
荡在心中，刹时，心中悠然升起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
使你欲吻不能，欲掬不能！

处处怪石嶙峋，重重叠叠，有的横卧沟壑状如天桥，有的巍
然矗立直插云霄，形似刀削，有的洞穿如塔如宫寂然而立；
形态迥然不同，千奇百怪，如人如手如马……取天工之巧，
夺天工之妙。苔藓悄无声迹地爬上岩石，奇形怪状，是天语
让人遐想万千！

此时的女儿儿子兴奋得到处乱跑，衣服沾漫的青一块黑一块
像花脸，叽叽喳喳地处处指指点点，稚嫩的小脸露出灿漫的
笑容，耳边不停的传来银铃般的笑声，这娇嗔欢快的笑声如
山川随处可见的股股潺潺而流的姗姗跳跃的飞瀑！

不知觉中来到流云峡，恰巧一片浮云慢慢飘过，心中一片惊
喜，牵起儿子的手急急地奔向流云峡，只听女儿“哎呀”一
声，急忙回头，只见她正好与山顶上流下的一股流水撞了满
怀，浑身一个透湿，随即引来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流云峡被这片云雾缭绕着，站在当中放眼望去，矗立在云之
上的叠叠山峰，在阳光的照射下，条条沟壑内的流水宛然嵌



满了珍珠的彩带，五光十色，闪闪烁烁，在风中轻盈漫舞；
透过云隙远眺，脚下的村庄很渺小，若隐若无，一排排的红
瓦房整整齐齐，偶尔听到从农家院传来的狗的叫声，显得那
么亲切又那么遥远。

有时流云恰巧翻滚到身边，伸手可得，当真地伸手触摸时却
早已躲开，抓得一手湿乎乎油腻腻的雾水，缩回胳膊，浓浓
的烟云扑面而来，把你包裹得严严实实，瞬间这种亲切的气
息，使你感受到一种玄妙的不可思议的触动，令人陶醉令人
迷失！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九

忙碌了一个假期，可算迎来了寒假，妈妈也答应我在这个寒
假，我们全家去滑雪。你看这不刚放假，我们就行动了。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滑雪，所以前一天晚上，爸爸上网搜索
了许多关于滑雪的资料，我们都认真地看了一遍，从中知道
了一些滑雪的知识。之后，我准备食物、妈妈准备衣物、爸
爸准备用品，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清晨，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快速收拾
停当后，就开始赶路了。到了赶路了。到了滑雪场，远远看
到有些人在高级雪道上滑得那么潇洒自如，真是好生羡慕，
也觉得滑雪不是那么难。这时，爸爸已租好了滑雪服、雪杖、
滑雪靴和滑雪板，哇！滑雪靴是那么的大，滑雪板是那么的
长。我赶紧穿好全套装备准备“战斗”。我们是初学者，理
所当然去了初级雪道，第一次也没想别的，就滑了下去，可
没想到，连着摔了两个大屁蹲儿，爸爸也和我一样，但妈妈
却不同了，她摔了一个跟头就脱了滑雪板走了下来。唉，滑
雪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呀！我们拉着拖纤往上走。第二次，
我找到了点儿感觉，刚下去滑得还可以，可是滑到下面有很
多人，这时我想起“不怕摔，就怕撞”这句滑雪场上的名言，
眼看撞车不可避免，那就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就势摔了一下。



到了下面，我向四周望望，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再仔细
看看，原来妈妈因为胆小就没下来，爸爸在半路摔了一跤，
还没起来，我笑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再往后，我和爸爸又滑
了好几个回合，已经比较自如了，可妈妈却总是摔跤，等我
们再次回到上面时，妈妈居然提出想回去的念头，那怎么可
以？我和爸爸不断地鼓励妈妈，让她勇敢一些，妈妈滑了几
次后，爸爸指出了她的问题，又鼓励妈妈去尝试，结果这次
顺利第滑到了终点，一个跟头都没摔！我和爸爸真为妈妈高
兴，现在我和爸爸妈妈可以在雪道上“比翼齐飞”了，真爽！

又滑了几轮后，我和爸爸准备挑战中级雪道。到了顶端，我
觉得会滑初级道，就应该会滑中级道，都是同一个道理，我
无所顾忌地滑了下去，可没滑几下就摔倒了，在滑下来的路
上，我心里扑通扑通直跳，非常紧张。下来后，我心理想：
中级雪道真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又高又陡又长，滑下
时速度越来越快，而我又没有掌握好转弯和刹车的技术，容
易失控。爸爸鼓励我再滑一次，我真是太害怕了，不过还想
再试试，就跟着爸爸上去了。爸爸先出发了，我想调整好方
向，可是由于出发点没有平地，稍微挪动一下就会摔倒，这
样反复几次后，我怎么也不敢滑了，就这样在上面呆了半天。
这时我突然看见，远远的，爸爸迈着沉重的脚步爬了上来，
我知道爸爸是怕我有危险才又艰难地上来，其实他已经很累
了。我不想让爸爸再走了，一努劲儿滑了下去。虽然这次我
又摔了两个跟头，但我战胜了心里的'恐惧，超越了自己，真
的很开心，爸爸妈妈也为我骄傲！

滑雪结束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滑雪场。
虽然大家身上都酸疼酸疼的，但是想想滑雪所带来的乐趣，
我们还是非常快乐，相约以后再来。

寒假也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想起这次滑雪的经历，还是激动
不已，它不禁让我感受到快乐，而且让我知道了“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



课件和教案一样吗篇十

［教学要点］：

1、把握苏州园林的'总特征。

2、理清说明顺序。

3、感受苏州园林的图画美。

［教学过程］：

一、布置预习：

粗读课文，抓住本文的说明中心，划分课文段落，借助工具
书弄懂生字词。

二、导入新课：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
美在西湖，苏州美在园林，那么苏州园林究竟魅力何在呢？
让我们伴着清雅的古筝曲，一起来欣赏一组苏州园林的图片，
感受一下苏州园林的美趣。

三、课件显示图片欣赏，请同学们说说看图片后的感受。

［感受苏州园林的美趣，激发学生学习本文的兴趣，激发对
祖国文化的自豪感］

1、图片介绍了哪些园林？

（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留园——苏州四大名园）

2、说说你对苏州园林总的印象。（鼓励学生运用诗句）

四、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下面请同学们听听叶圣陶对苏州园林的评价，看看叶圣陶先
生跟你们有没有同感。

［幻灯出示思考题］:

1、作者对苏州园林总的印象是什么？

2、作者是怎样用一句话概括苏州园林的特点的？

3、作者分项概括，又从四个方面体现以上特点，是哪四个方
面？

4、课文余下部分又介绍了什么？

5、结合是上述问题，标明全文说明顺序。

（电脑播放课件：苏州园林的相关图片、原文文字）（学生
独立解决问题，自由发言。）

五、小组合作，自主探究。

1、结合图片，用语言再现苏州园林四个“讲究”的图画美。

（学生分小组合作，教师提供相应的图片、音乐，小组推荐
代表表演，师生共同点评。）

2、文中优美的句子很多，找出你最喜欢的一句，并说说你喜
欢的原因。

3、从文中你领会到哪些欣赏中国园林的方法。（学生自由发
言）

六、质疑问难。

［提倡学生有发问精神］



（鼓励学生敢于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疑
问，寻求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帮助。）

七、拓展训练。

［学文与作文成为一体，意在指导学生注意作文的条理性］

试以“我的家”为题进行写作练习，要求不实写哪一处景或
哪一件事，而从总的印象写起，引出对事物总的特点的概括，
然后围绕中心多方面说明。

板书设计：苏州园林——叶圣陶

总印象：标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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