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
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一

本文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为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写
的序言。文章写得极好，散文的形式下洋溢着诗般的情愫。
课题《冬阳童年骆驼队》是全文的文眼，“冬阳”为文章创
设了一种感伤与温暖交织的情绪基调，“童年”揭示了本文
的内容主旨，而“骆驼队”则是贯穿全文的一条线索。三个
词语的结合，勾画出一幅记忆深处的童年印象，营造出了一
种深沉广阔的意象空间和情感空间。

林海音的这篇文章虽好，但对于小学生却不太容易领悟得深
刻。但是从课堂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这些孩子从课始笑谈童
年趣事，到课末以不同的理解纷纷感怀逝去的童年，其理解
的深度、情感的厚度、心灵的广度，提升了何止一个档次。
然而你如果要找他们是在什么“点”上发生了这种变化的，
却会发现根本无从找起——一切似乎就是在不知不觉间、在
读读说说间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没有煽情似的渲染、
没有出人意料的环节设计、甚至没有很明显的教师点拨。

学习这篇课文时，我一方面让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进一
步感受童年生活的乐趣，懂得珍惜童年、珍惜时光；另一方
面，让学生学会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领悟作者围绕“骆驼队”，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方法。因为
本文平实质朴的语言中蕴涵着作者浓浓的感伤和对童年的深
深怀念。因此，我在努力尝试创设情境，营造氛围，拉近学
生与文本的距离。提供充足的阅读时间，利用五步学习法：



读--画--品--思--读，引导学生学完第一件事“学咀嚼”，
然后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在下面的三件事中挑选自己最感
兴趣的片段，充分品读、圈划、想象、体会、交流，笑谈趣
事之趣，品悟无奈和感伤，对童年的无限眷恋。

在这一课中，我犹为欣赏的是两个前后照应的环节——围
绕“总是问”这一部分，我先是让学生尽量去想“她还会问
过哪些问题”。学生也是孩子，这一问，直问得五光十色、
童趣盎然。原文中因为人生沧桑而造成的那份隐约的沉重感
一扫而光，学生原本还略有心灵游离于文本的嫌疑，由此一
问，却和文章、和作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不说人、
文合一，至少也可以说鱼水难分了吧。

如果仅仅是这一问，课堂固然丰富而活跃，但还不足以称之为
“有神”。最妙在于稍后的另一问——结合课堂中反复出现
并诵读的那句“我也不会再问了”，教师提了另一个问
题“哪些问题我不会再问了？”这几乎可称为是神来之笔。
从内容上看，这个问题简直太简单了，学生只需把几分钟前
海阔天空、神思漫游之际的`种种奇问怪问重复一遍即可，连
思考都几乎可以省去。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一问的
意义却决不在此。学生在一个个否定自己不久前提出的种种
奇思怪问时，内心中感受到的决不仅只是否定几个问题那么
简单。一个个消逝的问题，其实代表的是一段段消逝的童年，
一份份消逝的童真。可以看到，学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神
情变得凝重起来。学生的理解和心灵的感悟，在这极富神韵
的一个片段中，和文章、和作者靠近了，结合了。这种结合，
在下面学生进行写片段练习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
生站在未来的立场，审视着作者的也是自己的童年，倾吐出
一段段对往昔的珍惜和留恋，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怀念，
感伤，珍惜，憧憬，种种感情交织在字里行间，弥漫课堂，
充溢心灵，久久不散。

在学习“问去处”这件事时，老师与学生之间入情地分角色
朗读,让学生再一次感受到了小英子的天真可爱。因为中年的



林海音很多问题可能已经不会再问，有些问题即使到中年也
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可能她也不会再问了。

虽然林海音再也不会学骆驼咀嚼，再也不会猜测挂铃铛的原
因，再也不会看骆驼脱毛，再也不会因为夏天见不到骆驼感
到奇怪，但这些童年生活的片断，像一朵朵洁白的浪花，翻
滚向前汇成了一条记忆的长河，以至于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
新。正如她自己所写到：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
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

在文章的最后,让学生借鉴作者借一件件小事抒发情感的写法，
让学生学习作者观察仔细，描写生动，抒情自然的写作特色,
安排了一个小练笔，写下童年难忘的事情。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二

本文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为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写的序
言。文中“冬阳”、“童年”、“骆驼队”三个词语的结合，
勾画出一幅记忆深处的童年印象，营造出了一种深沉广阔的
意象空间和情感空间。整篇文章语言平实、质朴，通过怀想
童年趣事，使我们在感受到童心、童真、童趣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那份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情。

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我一方面让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进
一步感受童年生活的乐趣，懂得珍惜童年、珍惜时光；另一
方面，我让学生学会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
情；领悟作者围绕“骆驼队”，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方法。
因为本文平实质朴的语言中蕴涵着作者浓浓的`感伤和对童年
的深深怀念。因此，我在努力尝试创设情境，营造氛围，拉
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此外，我还提供充足的阅读时间，放
手让学生自读自悟，在理清文章脉络的基础上，挑选自己最
感兴趣的片段，充分品读、圈划、想象、体会、交流，笑谈
趣事之趣，品悟无奈和感伤。



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学生感受到作者童年生活竟是如此有
趣，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经历似乎有点相似。于是，对这篇课
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我的极力推荐下，相信学生会相继到
图书馆借阅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书看，还有可能会
观看《城南旧事》这部电影。美中不足，其实在文章的最后，
我应该借鉴作者借一件件小事抒发情感的写法，让学生学习
作者观察仔细，描写生动，抒情自然的写作特色。课后，可
安排一个小练笔，同学之间互评互议，自主交流。

毋庸置疑，林海音的《冬阳·童年·骆驼队》写得好，散文
的形式下洋溢着诗般的情愫。然而我曾因此怀疑，这样的文
章是否适合小学生学习。因为在我看来，这种遥远的回忆、
这种感伤的情绪，似乎必是经历过后方能领悟得了的。正如
会品茶而识人生真味者，究竟长者居多。这种忧虑应该说伴
随在课堂的大部分过程中。即便师生共同总结出了“淡淡的
感伤、深深的怀念”，即便学生的朗读中已渗入了那么多的
不可名状的感触，我却仍然怀疑着，文中那种无法言表的情
绪是否被学生充分地感触到。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三

《冬阳童年骆驼队》其中有一段话：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
沉得住气。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总会到的；慢慢地嚼，
总会吃饱的。 其实，在语文教学何曾不是这样？文本只
有“慢慢地咀嚼”，才能品味出语文的味道出来。

昨天我开了一节公开课〈〈冬阳童年骆驼队〉〉。在教学过
程前半段，我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对他们觉得有趣的片断
进行学习，让他们反复去咀嚼课文。因此当学生进行汇报的
时候，他们都把各自的体会说出来了，而且有些学生用了很多
“现代语”进行陈述，比如“现代”、“粉丝”等等，真的
令我感到耳目一新。后来评课的曾老师说这个环节的成功之
处是在于我舍得花时间去让学生进行咀嚼，他们会把自己的
体会说出来，也证明了他一定程度上读懂了课文。因此，在



这环节的时候，自己也很兴奋，因为我的兴奋被他们的出色
发言激发了。

虽然这节课，学生的发言交流很广泛。但很多的回答都是表
面的东西，并没有直接深入到语言文字当中去。从这节课当
中，我发现，课堂是活了，但是，怎样让学生去养成“咀嚼
得更有味”的习惯呢？很多学生惯于用自己的话去复述这段
话的内容，其实，这只是很初步的一个体会。那么如何把这
样浅的体会上升到比较高的感悟呢？需要我们平时贯彻给学
生咀嚼的方法。“抓关键词体会，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实
际、想像”等等理解句子的方法，在课堂中要常期落实，这
样学生的咀嚼就不会只停于复述句子意思的层面上。这样，
学生读书才会更加有味道。

朗读感悟是语文学习的重要手段，我这节课也是充分让学生
在朗读的基础上进行感悟，所以课堂活了。但是，在课堂活
了之余，自己想想：这节课语文味是不是淡了一些呢？想到
这里，我就会想一个词，就是“训练”。语言学家张志公提
倡语文要多多进行“语文训练”，而且要扎扎实实地训练。
虽然在课堂上，并不是机械地去为了训练而进行训练，毕竟
那样是很枯燥。但是，如果在感悟上训练得当的话，往往会
可以让学生在言语训练中受到情感的熏陶与智慧的启迪。一
位老师在上《我不是最弱小》这篇课文，老师在教学中，大
多是让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谈一谈自己的体会，说一说从中
感悟到什么，学生感悟往往流于表面，这节课跟我的课差不
多。但另一位老师却是在进行这一段话教学时，从语文训练
的角度出发，出示：“萨沙朝着蔷薇丛走去。他掀起雨衣，
盖在粉红的蔷薇花上。”然后问：“你觉得在括号里可以填
上哪些词语？”学生很快地填上了“立刻、迅速、轻轻地”
接着，在学生的交流中品味到了这一段文字的思想内涵。这
个环节，老师从揣摩词语的精当入手，实则在语言训练中，
引领学生深入文本的世界，学生掌握的不仅是正确使用词语
的技能，同时也受到情感的熏陶。这样比单纯让学生说一说
体会到什么要深透得多。同样，在这一节课中，作者林海音



的文字是很朴实、生动的，四个片断都写得很真挚。如果我
在某些重要的片断中，插入一些语文训练的话，学生对作者
的童年生活特别是学驼咀嚼的时候的画面会理解地更加的透
彻、深入。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四

本文是台湾着名女作家林海音为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写
的序言。文中“冬阳”、“童年”、“骆驼队”三个词语的
结合，勾画出一幅记忆深处的童年印象，营造出了一种深沉
广阔的意象空间和情感空间。整篇文章语言平实、质朴，通
过怀想童年趣事，使我们在感受到童心、童真、童趣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那份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情。

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我一方面让学生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进
一步感受童年生活的乐趣，懂得珍惜童年、珍惜时光；另一
方面，我让学生学会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
情；领悟作者围绕“骆驼队”，表达真情实感的写作方法。
因为本文平实质朴的语言中蕴涵着作者浓浓的感伤和对童年
的深深怀念。因此，我在努力尝试创设情境，营造氛围，拉
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此外，我还提供充足的阅读时间，放
手让学生自读自悟，在理清文章脉络的基础上，挑选自己最
感兴趣的片段，充分品读、圈划、想象、体会、交流，笑谈
趣事之趣，品悟无奈和感伤。

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学生感受到作者童年生活竟是如此有
趣，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经历似乎有点相似。于是，对这篇课
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我的极力推荐下，相信学生会相继到
图书馆借阅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书看，还有可能会
观看《城南旧事》这部电影。

美中不足，其实在文章的最后，我应该借鉴作者借一件件小
事抒发情感的写法，让学生学习作者观察仔细，描写生动，
抒情自然的写作特色。课后，可安排一个小练笔，同学之间



互评互议，自主交流。

毋庸置疑，林海音的《冬阳·童年·骆驼队》写得好，散文
的形式下洋溢着诗般的情愫。然而我曾因此怀疑，这样的文
章是否适合小学生学习。因为在我看来，这种遥远的回
忆、()这种感伤的情绪，似乎必是经历过后方能领悟得了的。
正如会品茶而识人生真味者，究竟长者居多。这种忧虑应该
说伴随在课堂的大部分过程中。即便师生共同总结出了“淡
淡的感伤、深深的怀念”，即便学生的朗读中已渗入了那么
多的不可名状的感触，我却仍然怀疑着，文中那种无法言表
的情绪是否被学生充分地感触到。

冬阳童年骆驼队教案篇五

课文围绕骆驼队，回忆了小英子童年的几件事。为了让学生
走进这些童年的回忆，我通过抓重点词句，来引导学生体会
作者对童年的怀念之情作为我本课时的教学目标。

教学时我紧紧抓住冬阳、童年、骆驼队这三个词导入，直奔
重点，抓住有趣，让 孩子笑谈童年趣事，学生在读读、谈谈、
悟悟的过程中，感受到作者的童年，到课末 我又以板书进行
画面再现的精美总结，学生以不同的理解纷纷感怀逝去的有
趣童年，其理解的深度、情感的厚度、心灵的广度， 似乎就
是在不知不觉间、在读读说说间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
要说，其课如茶，但品起有味。

但任何一节课，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这是一篇具有诗情画
意的、又充满童趣的文章，我们只有用一颗童心去感悟，去
发现，文章才能彰显童真的美好，我在抓有趣这方面，有些
欠缺，如果把孩子的那份有趣再体现出来，作者那妙不可言
的童年将更加生动、更加美好!

学生的朗读不到位，有个别组的学生朗读融不进自己的感情，
以致与导致对课文理解不够深刻。如读骆驼咀嚼的那句学生



不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学生心中无画面，学 生心中的情和境，
也就无法在语言中表达出来。指导学生的朗读要求教师必须
有极深的功底。学生的朗读不到位，有个别组的学生朗读融
不进自己的感情，以致与导 致对课文理解不够深刻。如读骆
驼咀嚼的那句学生不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学生心中无画面，
学生心中的情和境，也就无法在语言中表达出来。指导学生
的朗读要求教 师必须有极深的功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