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 语文桂林山水教
学反思(通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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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一

文章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风光，开头引
用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统领全文。学习本篇课文，一是
让学生通过朗读，感受桂林山水的美，从而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二是让学生通过品味词句，从中学
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语文新课标指出：“朗读是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应让
学生在积极思维和情感体验中，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
趣。”因此，在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朗读。引导学
生通过想象主动体会，形成独特见解，并通过读表现出来。
使每一个学生想读、能读、爱读，读出美、读出情趣、读出
作者饱含的思想感情。

另外，在讲授过程中，我很注重引导学生品味句子，学习写
作方法。结合学生的习作水平，在教学《桂林山水》时，我
引导学业生抓住许多典型的句子进行讲解，如“漓江的水真
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
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
无瑕的翡翠”这个排比句，把桂林水的特点写得形象具体，
让学生在课文的学习中受到习作方法的指导练，对学生今后
的写作有所帮助。在学习描写桂林的山的部分时，让学生自
由举手朗读，其他学生勾画文中采用了修辞手法的句子，然
后全班同学分享自己找到的句子，尝试作简单分析，这也是



对前面学习桂林的水的部分时老师所讲知识点的一个夯实巩
固。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二

《桂林山水》这一课，用优美流畅的文字描绘了桂林山水独
特的美，如何让学生感受到这种美呢？首先我用图片展现了
桂林如诗如画的美景，激发了学生对桂林山水的喜爱，接着
让学生小组讨论找出描写桂林山水特点的句子，结合看到的
图片，说说对桂林山或水某一个特点的感受，以此引导学生
主动体会，形成读的见解，并通过读表现出来（即自我体会
的情感朗读）；接着在品读、评读、诵读、挑战读、引读、
配乐读……中相互吸引、相互碰撞、相互触发、使每一个学
生想读、能读、爱读，读出美、读出情趣、读出感情。在学
生对朗读的评价中，教师顺其自然地引导学生确定重点词语
进行品析与体会，或结合语境理解，或积极启发想象，或对
照图像认知，在读中感悟意思，用感悟促进朗读；同时，朗
读吸引了学生主动融入阅读情境，感受语言的神奇、内容的`
丰富多彩、内蕴的意味绵长，感悟美、体验美，得到爱的抚
慰、情的熏陶。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三

新课标指出，阅读是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应让学生在
积极思维和情感体验中，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审
美过程是一种见情、见性、见灵、见神韵的活动，靠的是熏
陶感染，潜移默化，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鲁迅说，文
学作品有三美，“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
审美从文章三美入手。

在教学《桂林山水》这篇课文时，我引导学生进行了朗读的
训练，努力读出文章的美。

1、读出音乐美、形象美。我引导学生以一个游览者的身份，



用从容、轻松的语气语速朗读，突出几处强调重音，如“却
从没见过”、“静、清、绿”、“奇、秀、险”等。注意以
上几点，分小组读课文，在读中，注意力高度集中，学生就
能感受到一连串意象的美。

2、通过配乐来朗读课文，使学生的审美感受又进一层。

3、展现桂林风光图画，让学生观赏，学生感叹“啊，这样
美！”学生头脑中意象或与此契合，或没有想象到，通过互
补、印证想象更丰富了。

除了加强朗读的训练，我还引导学生读中悟情，进行语感分
析，析语言之妙。

我让学生读读你认为好的语句，并用“这句话好，因
为______________”句式说话。有的说我认为“桂林的山真
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名不相连，像老人、像骆驼、奇峰
罗列、形态万千”。这句话好，因为它的比喻真巧妙。

有的同学说我认为“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
似火的香山”。这句话好，因为这句话中峰峦雄伟，红叶似
火词语用得好。

我想新理念如何与课堂教学结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
要循序渐进，需要不断琢磨反思。我今后在这方面还需努力。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四

《桂林山水》文章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
风光，开头引用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统领全文，本篇课
文的目标，一是让学生通过朗读，感受桂林山水的美，从而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二是让学生通过品味词句，
从中学习作者的表达方法。



我的授课方式是通过学生多种形式的读和感悟，让学生感受
到桂林山水的美，体会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在读和赏析中，
让学生达成共识：山水相依，自然是和谐的。我们人置身于
这样的美景中，心旷神怡，人与自然也是和谐共存的。

谈话方式导入，孩子们又没有去过桂林，随后展示了介绍桂
林风光的图片，请他们说说看到这些美景后自己的感受，夸
一夸桂林的山和水。有了直观的`感受，学生的感悟自然更深。
有的说：“桂林山水多美啊，名不虚传。”有的说：“桂林
山水甲天下。”学生在欣赏时，非常的投入，表达的学生也
很多。

在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朗读。首先是让学生自由朗
读，对整篇文章有一个整体的把握，通过读为学生展现桂林
如诗如画的美景，激发学生对桂林山水的喜爱，接着让学生
找出描写桂林水特点的句子，引导学生主动体会，形成自己
的见解，并通过读表现出来；接着在师生对读，学生品读、
评读、诵读中使孩子读出美、读出情趣、读出感情。

在教学《桂林山水》时，抓住典型的句子进行讲解，如“我
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看见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
见过漓江这样的水。”让学生知道此句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
以及运用对比后的表达效果。还有“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
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水
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
”这个排比句，把桂林水的特点写得形象具体，这样让学生
在课文的学习中受到习作方法的指导训练，对学生今后的习
作有所帮助。

通过这一课的教学，我体会到，教学写景的文章，主要就是
要指导学生通过朗读和抓重点句子的方法，去理解文章的内
容，体会作者的感情，从而培养学生的情感。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五

《桂林山水》是一篇语言优美流畅的课文。短短四个自然段，
却让桂林山水的独特之美跃然纸上。抓住山、水的特点无疑
是本课的一个重点。当然，我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让学生自
己找出了作者眼中桂林山水的特点，但这还不够，怎样让学
生通过学习本文领悟到如何写作才是更重要的。于是在教学
本课时我做了一项说话训练。

为了培养学生想象，让学生透过文字看到桂林山水之美，领
悟全文意境，在学完全文后，我还设计了让学生当导游向大
家介绍桂林的环节。为了激励学生大胆介绍，我还创设了一
个情景，把我当成说服的对象，通过自己的介绍要让我对桂
林产生一个好的印象，有一种特别想去看一看的愿望。为了
成功说服我，孩子们都积极抓住桂林山水的特点介绍起来。
一些形象、生动的话语，看出孩子们对文中一些难理解的词
语已在头脑中形成了印象；一些书中词语的运用看出孩子们
对课文内容熟悉，为背诵课文打下基础。有学生还拿出自己
的社会书（其中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课）结合其中的
内容介绍了一些书上没写的地方。抓住契机，我让所有学生
都自己读读社会书上的内容，再将自己学《桂林山水》一课
后的感受写在书上，也可以用吟一首诗来表达。巡视时发现
每个孩子都写得非常认真。心中有了真切的感受，写出来才
不困难吧。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六

《桂林山水》这一课，用优美流畅的文字描绘了桂林山水独
特的美，如何让学生感受到这种美呢？首先我用图片展现了
桂林如诗如画的美景，激发了学生对桂林山水的喜爱，接着
让学生小组讨论找出描写桂林山水特点的句子，结合看到的
图片，说说对桂林山或水某一个特点的感受，以此引导学生
主动体会，形成读的见解，并通过读表现出来（即自我体会
的情感朗读）；接着在品读、评读、诵读、挑战读、引读、



配乐读……中相互吸引、相互碰撞、相互触发、使每一个学
生想读、能读、爱读，读出美、读出情趣、读出感情。在学
生对朗读的评价中，教师顺其自然地引导学生确定重点词语
进行品析与体会，或结合语境理解，或积极启发想象，或对
照图像认知，在读中感悟意思，用感悟促进朗读；同时，朗
读吸引了学生主动融入阅读情境，感受语言的神奇、内容的
丰富多彩、内蕴的意味绵长，感悟美、体验美，得到爱的抚
慰、情的熏陶。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七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导入课题。

1我们伟大的祖国，江山如画，风景独好，有许许多多各具特
色的自然美景，现在请同学们观赏几张图片，说说自己的感
受。

2这就是在我国广西省境内的桂林山水，由于当地特殊的喀斯
特地质，形成了独特的山水景观。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一起
去欣赏那儿的绮丽风光。

二、初步感知，了解内容。

1听教师范读课文，说说课文中是怎样评价桂林山水的?

2出示句子：“桂林山水甲天下。”

指导学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甲天下。甲乙丙丁，“甲”居首位，“甲天下”即“居天下
首位”。“桂林山水甲天下”即“桂林山水的美，居天下第
一位”。



指导朗读，读出赞美的口气。

(如有同学可能会找到最后一句：“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
游”，可随机出示课文的最后一小节，指导学生朗读，体会
这句是作者游完桂林山水后感受。)

三、抓住主干，体会写法。

1找到文中具体描写桂林山水的小节。

2指名朗读。

4小组学习、体会。

5全班交流找到的共同点。

(1)运用了比较的写法，衬托桂林山水的与众不同。

(2)都用了排比句式，写出桂林山水的特点。

(3)都运用了先概括，后具体的写作方法。

(4)都运用了比喻、联想等修辞手法把桂林的山水写具体。

四、深入学习，加强体会

不管用什么样的写法，都是为了突出桂林山水的美，下面我
们就去领略一下作者是怎样运用文字表达这种美的。

1学习桂林的水

(1)出示填空：

我看见过____________，欣赏过________________，却从没
看见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攀登过_____________，游览过_______________，却从没
看见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出示排比句式。

默读第二小节，圈出能概括漓江水特点的词语。

(4)学生交流，教师板书：静、清、绿

(5)指导学生用不同的句式把三个词连起来，说一句话，概括
漓江水的特点。

(漓江的水又静、又清，又绿。

漓江的水不但很静、很清，而且很绿。)

(6)如果用感叹赞美的语气怎么说?

漓江的水真静啊，

漓江的水真清啊

漓江的水真绿啊

指导读出“啊”的不同读音。

(7)说说课文是从哪些角度具体写出这些特点的?

(学生从感觉到的、看到的，联想到的品读作者观察方法的不
同。)

(8)齐读第2小节，读出气势，读出漓江水的柔美。

2学习桂林的山



过渡：漓江的水是如此的美，那桂林的山又是怎样的呢?

(1)自由读课文第三节，出示填空：

桂林的山虽然没有_________________，也不
像__________________,但却具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特点。

(2)课文是怎样具体写这些特点的。再读课文，填写下表：

桂林山的特点。

具体描写。

(3)哪个特点给你的印象最深?

(4)理解“拔地而起”、“奇峰罗列”的意思。

(5)播放桂林山的视频，感受桂林的山的独特。

3指导朗读。

全班同学挑读自己喜欢的小节，朗读第二、第三小节。

五、深入感悟，增强情感

1出示课文最后一节，师生共读。

2理解“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含义。

因为桂林山水的景色太美了，就像一大幅美丽的画卷，因此
小船在碧绿的江面上行驶，人就仿佛置身于画卷中。

3这幅画是谁画的?



4小结：大自然用它那绝妙的彩笔为我们描绘了这么美妙的一
幅画卷。

六、总结方法，仿写练习

桂林山水的美深深地感染了多少人啊。作者便用手中的笔把
美丽的桂林山水描绘了出来。为了写出桂林山水的美，他用
对比的手法来衬托，用排比的句式来赞颂，用比喻、联想来
修辞，把文章写得具体、动人，使人身临其境。我们也来学
学作者的写作方法，写桂林的另一处美景。

1出示例段落：

桂林的溶洞

桂林人常说：“宁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游桂林，看桂
林，一看山，二看水，三看洞。如果不看洞，等于没有到过
桂林。

桂林的溶洞大。大的可以放下千军万马，大的可以行舟走船，
大的你一眼看不清尽头，大的可以乘电梯提升，大的可
以“海陆空”旅行。

桂林的溶洞奇。奇形怪状，变幻莫测，石灰岩水晶岩神秘的
结合在一起，发出致幻的光芒。红得像珊瑚，绿的似翡翠，
黄的像玛瑙，白的似堆雪。

游人进入其中便像进入神话世界一样，迷幻如临仙境，置身
像在画中。钟乳石、乳柱、石花、石林、石幔错落其间，琳
琅满目，像一件精雕细刻的工艺品，令人惊叹不已。有的溶
洞充满石笋、石柱、石幔，它们身上如镶嵌上千颗明珠，在
灯光的照射下，放出五彩缤纷的光芒，仿佛置身仙境。

文档为doc格式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八

《桂林山水》这一课，用优美流畅的文字描绘了桂林山水独
特的美，作者紧扣桂林山水的特点，叙述了桂林山水的秀丽
多姿,字里行间洋溢了作者对桂林山水的一片深情。我设计的
这堂课，旨在通过学生多种形式的读和感悟，让学生感受到
桂林山水的美，体会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在教学中我突出
了以下几点:

一、创设情境，提升感悟。

开课我便播放了介绍桂林风光的录像，这样一下子吸引了学
生的注意力，学生欣赏后有了直观的感受，迫不及待的想要
了解桂林山水。这样既使学生有直观感受,又激发了学生的情
趣.

二、入情入境，感情朗读。

教学课文第二自然段。要求:动笔画出描写漓江水特点的词句，
并反复读一读，看看漓江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对于漓江
水的特点学生不难体会，可要是让他们把体会到的内容读出
来有一定难度的。因此，我相机展示画面来加深学生的感受，
同时适当的进行范读，当学生感悟得很不错，能用声情并茂
的朗读来表现他感受到的美时，就追问学生:听了他的朗读，
你觉得他读出水的特点了吗?经过学生的讨论，谈自己的感悟
后，学生逐渐入情入境，接着在品读、评读、引读、配乐
读……中相互吸引、相互碰撞、相互触发、使每一个学生想
读、能读、爱读，读出美、读出感情。在学生对朗读的评价
中，教师顺其自然地引导学生确定重点词语进行品析与体会。

对于“桂林山”这一段的学习我主要是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的。结合学生的汇报我用课件展示相应画面来加深
学生的体会，让学生通过想像画面很自然的理解了“危峰兀
立”、“怪石嶙峋”等词语的含义。结合语境理解，对照图



像认知，在读中感悟意思，用感悟促进朗读;同时，朗读吸引
了学生主动融入阅读情境，感受语言的神奇、内容的丰富多
彩、内蕴的意味绵长，感悟美、体验美。如果有更多的时间
给学生去读去感悟，相信他们会读出更多的精彩，更多独特
的感悟。

总之，在教学中我突出了“以读为本、读中感悟”。因为朗
读，不仅是感悟课文内容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学生语文学
习能力的重要特征。重视朗读，能充分激活学生的内心世界，
引发个性张扬，享受阅读教学的无限乐趣，从而使语文学习
变得生气勃勃和灵性跳动。朗读一旦进入充满情感的表达状
态，它就会不断超越学生原有的认知经验、智慧水平、想象
能力，形成积极的创造精神，从而促进学生语感能力发展。

桂林山水教案第二课时篇九

《桂林山川》是一篇经典之做。正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它即
是一篇笔墨摩登，头绪明晰的文章，以是至今还能背下来。
做者紧扣桂林山川的特点，论述了桂林山川的娟秀多姿。文
章谴词造句严谨，诗化的说话耐人寻味，字里止间弥漫了做
者对桂林山川的一片深情。这篇课文正在假期中便让孩子进
止了背诵，再减上有预习导读单的激发，孩子们预习的也异
常充分。因而，这节课，我旨正在经由过程教生多种情势的
读和感悟，让教生感遭到桂林山川的好，发会大天然的好丽
和神奇。正在读和赏析中，让教生感受漓江水的静、浑、绿；
山的奇、秀、险。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好景中，方寸已乱，人
取天然也是协调共存的。

一、重视朗读。语文新课标指出“朗读是获得审好体验的紧
张路子，应让教生正在自动思想和豪情体验中，获得忖量启
迪，享受审好乐趣。”因而，正在教教中，我采用了多种情
势的朗读。尾先是教师范读，让教生对整篇文章有一个集体
的掌控，经由过程教师的说话把他们发入文本；其次是个人
读，让教生深切文本，取文本对话，从而获得本身的体验；



另外还有小组读，男女同教读等等，让他们取文本对话，从
而能有所思，有所悟。比如正在教生个人读中，让教生正在
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的根基上，辅导教生默读课文，读后组
织交换各自知讲了甚么。正在交换中，有的教生说：“我知
讲了做者写的桂林山川的特点，奇、秀、险，他们奇峰胪列，
怪石嶙峋。”有的教生说：“我知讲了做者写了水的特点，
水静、浑、绿。”有的教生说：“我发明做者正在写这山和
水的特点时，应用了排比句，更形象天减深了我对桂林山川
的熟习。”教生出色的回覆奉告我，他们曾初步发会到了文
章写的主要内容。接着，我问：“你们是从文章的哪些中心
发会出来的？你能经由过程朗读将你的发会表达出来吗？”
教生正在初步感知的根基上，正在深切朗读课文。正在读的
历程中，我随机辅导，从而使教生正在读中具体感遭到桂林
山川带给人们的好。

两、重视说话真践，我让教生闭上眼睛赏识“桂林山川”，
然后展开眼睛描述一下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教生把发生正在
脑海里的画面能讲述出来，但不足好；本因是仄时我不重视
他们说的能力。

3、重视教生念象能力的造就。如我让教生看着书中的句
式“桂林的山真奇啊，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胪列、
外形万千……”让他们仿照说话，有益于进步教生的说话写
做能力。经由过程操演，我发明孩子们寓言相当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