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 六年
级山中访友教案(精选8篇)

教案模板的编写需要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需求进
行调整和优化。我们整理了一些小学教案的素材和示范，希
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一

走出门，就与含着露水和栀子花气息的微风撞了个满怀。早
晨，好清爽!心里的感觉好清爽!

不坐车，不邀游伴，也不带什么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
踏一条幽径，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

那座古桥，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啊·，老桥，你如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这涧水上站了几百年了吧?你把多少
人马渡过对岸，滚滚河水流向远方，你弓着腰，俯身凝望着
那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岁月悠悠，波光明灭，泡沫聚
散，唯有你依然如旧。

走进这片树林，鸟儿呼唤我的名字，露珠与我交换眼神。我
靠在一棵树上，静静地，以树的眼睛看周围的树，每一株树
都在看我。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变成了一株树，脚长出根
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我的头发长成树冠，我的手变成
树枝，我的血液变成树汁，在年轮里旋转、流淌。

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我亲切的和他们打招呼：
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一面明镜照我，是要重新梳妆吗?你
好，汩汩的溪流!你吟诵着一首首小诗，是邀我与你唱和吗?
你好，飞流的瀑布!你天生的金嗓子，雄浑的男高音多么有气
势。你好，陡峭的悬崖!深深的峡谷衬托着你挺拔的身躯，你
高高的额头上仿佛刻满了智慧。你好，悠悠的白云!你洁白的



身影，让天空充满宁静，变得更加湛蓝。喂，淘气的云雀，
叽叽喳喳地在谈些什么呢?我猜你们津津乐道的，是飞行中看
到的好风景。

捧起一块石头，轻轻敲击，我听见远古火山爆发的声浪，我
听见时间的隆隆回声。拾一片落叶，细数精致的纹理，那都
是命运神秘的手相，在它们走向泥土的途中，我加入了这短
暂而别有深意的仪式。采一朵小花，插上我的头发，此刻就
我一人，花不会笑我，鸟不会羞我，在无人的山谷，我头戴
鲜花，眼含柔情，悄悄地做了一会儿女性。

忽然下起雷阵雨，像有一千个侠客在天上吼叫，又像有一千
个醉酒的诗人在云头吟咏。满世界都是雨，惟有我站立的地
方没有雨，却成了看雨的好地方，谁能说这不是天地给我的
恩泽?俯身凝神，才发现许多蚂蚁也在洞内避雨，用手捧起几
只蚂蚁，好不动情，蚂蚁，我的小弟弟，茫茫天地间，我们
有缘分，也做了一回患难兄弟。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二

一、导入。

生：作者可能去访问一位德高望重，曾经与自己同呼吸共患
难的山中隐士。

生：我想作者可能去访问一位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朋友，
他们约好了对酒吟诗。

生：作者访问的朋友是一位丹青妙手，他经常在山中实地写
生。

……

二、听录音范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同学们一边听朗读，一边在这些景致“朋友”的名称下
做上记号。我看着同学们个个绽开着笑脸，一双智慧的眼睛
看着老师，老师很高兴，好！现在开始。

2听朗读。

3师：作者在山中究竟看到了哪些景致，访问了哪些朋友？请
同学按照顺序齐声说就行了。

师：作者是如何称呼这些朋友的？

师：我们说以上这些是我们的亲戚，还有石头、落叶、小花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这哪是在山林，这简直就是在家，这些亲朋好友欢聚一堂，
浓浓亲情，真正如人所言：“自然是我家，我们热爱她”。

三、研讨课文。

2学生浏览课文。

3全班交流。

师：谁能说说。

老师准备：（1）我喜欢老桥，（深情地朗读）“你把多少人
马渡过彼岸，你把滚滚流水送向远方，你躬着腰，俯身吻着
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波光明灭，泡沫聚散，岁月是一
去不复返的逝川，惟有你坚持着，你那从不改变的姿态，让
我看到了一种古老而坚韧的灵魂。”老桥的特点在于一
个“老”字，像慈祥的老爷爷，无言地唱着历史的歌，老桥
总是默默地为人们服务着，它宁愿自己永远保持同一种姿态，
我喜欢它那种坚韧的意志。

（2）我最喜欢的.是：“你好呀，悬崖爷爷，高高的额头，



刻着玄奥的智慧，深深的峡谷漾着清澈的禅心，抬头望你，
我就想起历代高僧和隐士，你也是一位无言的禅者，云雾携
来一卷卷天书，可是出自你的手笔？”因为悬崖爷爷虽然没
有花仙子们美丽，没有溪流妹妹清澈，但他那种无杂念的心
境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那么的高大，充满着智慧，从他
身上我明白了做人要如悬崖一样，永远保持平和良好的心态。

（3）我最喜欢瀑布大哥，他是雄浑的男高音，纯粹的歌唱家，
不拉赞助，不收门票，天生的金嗓子，从古唱到今，不知疲
倦，不求回报，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与现代社会上一些走
穴的歌星，形成鲜明的对比。

（4）我喜欢白云大嫂，作者把白云的纯洁比喻成白衣天使，
使我感到生动亲切，并且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白云用
自己的身躯为天空增添活力，使我仿佛感到白云有了思想，
有了生命，而且是一位热情的大嫂，有无私奉献的秉性。

4、师：从大家刚才的交流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山中朋友的
美丽，而且得到了许多珍贵的启迪，相信大家已经深深的体
会到了。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看了一路的美
景，可作者为什么说成是“山中访友”？而不是“林中观
景”？下面请四人小组讨论一下。

（四人小组讨论）

师：有了答案吗？谁来说说。

5师：让我们带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齐声朗读全文。

（师生同读，音乐声起）

四、拓展延伸。

1师：合着优美的音乐，我们再一次深深得陶醉在那美妙绝伦



如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中。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来自山林
间的真实旋律，想象你新生了一对翅膀，也飞到了山中，用
心去感受它。

（播放音乐。）

师：大自然用惟美纯真的旋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图景，此
时此刻你们的心中或许已经有了不同的美景，请把刚才听到
的，感受到的、想象到的，口头描述出来并且记录下来，让
我们集思广益，看看哪一位同学想象最丰富，语言最生动。

（循环播放音乐）

老师准备：

（1）我仿佛听到了风精灵带着一阵花香飞来了，在树林间穿
梭，回旋，每一株树都被这奇异的味道陶醉了，翠绿的双手
有节奏地摆动着，白云见了忍不住要与他们共舞，呼唤着她
们的女儿―雾来完成这个心愿。

（2）我看到阳光，它射进了树林，大树爷爷们用翠绿的叶子
剪刀，将阳光裁成许多块，送给小鸟们，送给小草们，送给
每天陪伴树爷爷的小蘑菇们，鸟儿们收到了树爷爷的阳光片，
歌声更宛转，小草收到了阳光片，把阳光当作被子，暖暖和
和地盖在身上，伸伸懒腰，渐渐入睡。

五、结束语。

师：每一位同学的表现都很不错，想象丰富，语言生动，富
有感染力，我们只有在大自然这么宁静和谐的气氛里，才会
奔涌出这么多的新奇美妙的灵感，课后希望同学们多亲近自
然，与自然为友，相信你们会留恋往返，受益匪浅。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三

李汉荣先生给这篇美文起了一个让你容易往“写人叙事”方
面思考的题目——山中访友。乍一看，你一定以为作者写得
是去山中探访一位隐者，等你读全文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
来如此。“山中访友”这个题目是全文之眼。这个题目很精
彩，“山中”指出了地点，“访友”说明了事件。精彩处当
然在于“访”和“友”两个字上。访是探问，看望的意思;友
即朋友、故人。写景之文用“访”——看望，作自己的行动
取向，而不同“赏”更不用“游”;对景物的称呼用了一
个“友”字，使文章未始，就已给自然界的景物赋予了人格。

这篇文章都是围绕“访友”而展开叙述的。全文的开头，结
尾以及主体部分用了五勾带“朋友”的句子，与课题呼应，
并由此展开全景式的叙述。

开头，“独白去访问我的朋友”。作者在开头运用富有节奏
的，跳跃性的短语进行描写，表现了心情的愉悦。第一小节，
作者特意将“早晨，好清爽!”这个个人的感受放在段尾，这
是有意安排的。作者的清爽不是因为昨晚的`好梦，而是“走
出门，就与微风撞个满怀”，而且“风中含着露水和桅子花
的清香”。与这湿润的甜蜜的芬芳的微风撞了个满怀，使作
者不由得发出“早晨，好清爽”的感叹。随即便有了“不坐
车，不邀游伴，也不带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踏一条
幽经，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的念头与行动。

本段中的“撞”字，赋予了微风人格，把风儿当作了朋友，
同时也表现出了与风儿相遇的突然，与风儿碰得结实。第二
小节中三个“不”和一个“就”的描写也极俱特色，写了三个
“不”是为了突出一个“就”——“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
重点在于“好心情”，有好心情就足够了，至于怎么走，与
谁走，带什么走，都是次要的。

接着，作者用三个带“朋友”的句子，统领课文主体部分的



三个小部分，展开“全景式”的描写。

在第一小部分，作者写“古桥”，读到这一段时，我们才会
明白，作者所说的“友”不是人，而是物，但这些物，却有
人一样的品格。

第二部分写“树”，说“每一棵树都是我的知己”。

第三部分写“山中的一切”，说：“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
我的朋友?”

这篇文章的结尾，说“我轻轻地挥手，告别山里的朋友，带
回了满怀的好心情，好记忆，还带回一路日色”点名时间，
我在山中呆了一天，又与课题与文章开头呼应。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童心和好
奇心的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访“山
中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童话
世界，表达了作者对于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四

一、教材分析：

《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像力、充满童心和好
奇心的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探访山中
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童话
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山中访友》这篇文章景物优美、写法独特、感情真挚、语
言精彩，对初一学生来说应该是一篇能打动他们的文章，在
讲课过程中应着重调动起他们对于美好的自然景物、优美的
语言的体验和感悟，让他们进入作者用文字营造的优美的自
然世界中。



在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今天，能有一次回归自然的远足应是
多么的珍贵，能在心田里保有一片清朗纯净的自然则更是珍
贵。作者满怀激情投身到大自然中，充当大自然中的一个角
色来赞美自然，歌颂美景，同时，也想让同学们领悟到人与
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真谛，这也是生命教育指导思想中的一
部分：引导学生热爱生命与自然。

二、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本文讲课中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对景物的描写过于繁多和零散，
如果逐一分析，难免会显得零乱，时间上也不允许，而且逐
一讲解的后果是课文给学生的感觉会支离破碎。如何使学生
既能细致地体味课文，又保持着课文的整体感、一气呵成的
美，这是教材处理中的一个难点。

在教材处理中尽量注意给学生时间去认真阅读文本，注重学
生个性化的阅读感受，教师起到统观全局的作用，在遇到重
点、难点时着重强调，其它地方点到即可，用自己的激情去
感染学生，指导学生用美好的情感去阅读美丽的语言。

另外，在由文本中想象的特点拓展延伸到课外所学的古诗时，
学生思考起来可能会觉得吃力，这时，教师可用学生最近知
识储备中的古诗为例加以引导，作为学生思想飞跃的跳板，
进而让思想的火花穿越时空，感知想象的魅力所在!

三、教学目标：

1、积累课文中出现的词语，理解词语在句子中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品味优美的语言，领会文章第二人称
的妙用、拟人手法的运用，鉴赏本文新奇浪漫的想象美。

3、 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并用心去感悟我们的周
围，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



四、教学重点：欣赏品味文章的语言，在欣赏和品味中感受
作者心境，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学习本文写景的技巧(细心观察、用心领悟)，感
受其中蕴涵的情感。

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与探究式教学相结合

教学手段：ppt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导入新课：

寒假刚刚过去，我想请问大家在寒假你都做了什么?

走亲访友是逢年过节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好久不见的亲朋
好友聚在一起，或在家中抑或在饭店，聊一聊天，促进了人
与人之间的沟通。

有位作家李汉荣也曾经有一次去拜访他的朋友，带回了好心
情，好记忆，同时也把他的好心情记录了下来，写了这篇文
章。

他拜访了怎样的朋友呢?就请我们来共同欣赏李汉荣的《山中
访友》

学生自由回答：

帮助父母做家务



学习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五

1、知识与技能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知内容，了解作者所访之“友”。

(2) 抓住重点词语，理清思路，理解本文新奇的构思，体会
作者所表达的感情。

2、过程与方法

(1) 通过反复诵读，培养联想和想象的能力。

(2) 展开想象，感受作者的心境。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并用心去感悟大自然。

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

反复诵读，体会作者的感情。

2、难点

理解文章的写景状物的技巧和联想、想象的能力。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与学互动设计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大家都有许多好朋友吧?谁来说说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朋
友?(学生自由发言)请同学们就文章标题展开想象，猜一猜作
者到山中去访问一位怎样的朋友?作者到山中究竟访问什么朋
友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带着丰富的想
象，跟随作者去会一会他“山中的朋友”。

(二) 自读感知，整体把握

1、 走近李汉荣

李汉荣，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政协委员，著名诗人、
散文家。多年来写作诗歌约3000首，散文随笔1000多篇，中
短篇小说30余篇。

2、 指导学生积累生词

栀子(zhi) 唱和(he) 禅心(chan) 湛蓝(zhan) 憔悴(qiaocui) 逝
川(shi)

逝川：流水,比喻消逝的时光。

凝神：精神高度集中，不分散。

玄奥：玄秘深奥。

唱和：指歌唱时此唱彼和，互相呼应。

德高望重：道德高尚，有很高的声望。

津津乐道：形容有滋味或有兴趣的说道。



憔悴：形容人瘦弱，面色不好看。

3、 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课文，学生思考：本文的题材是什么?写了什么?
作者要表达怎样的感情?

[点拨]《山中访友》是一篇构思新奇、富有想象力、充满童
心和好奇心的散文。作者“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走进山林，
探访“山中的众朋友”，与“朋友们”互诉心声，营造了一
个如诗如画的童话世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自渎课文

[学生活动]画出文中“走进山林”后所描述的具体事物，抓
重点词语，感知内容，理解思路。

(使学生在自由阅读中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感情，自主
培养阅读能力)

[点拨]作品依次描述了：古桥—树林—山泉—小溪—白云—
瀑布—悬崖—云雀—石头—落叶—小花—阵雨—老柏树—蚂
蚁—归鸟。

(三)合作交流，解读探究

1、理解作品中作者“走进山林”后的所见所想

(分小组讨论，合作探究，教师参与。对学生的发现给予鼓励，
这类训练重在语言的感悟和理解)

[点拨]古桥——德高望重——古老而坚韧的灵魂

树林——知己——我变成了树



山泉——姐姐——照出我的浑浊

小溪——妹妹——唱和小诗

白云——大嫂——天空的护士，使天空返老还童

瀑布——大哥——天生金嗓子，无回报地从古唱到今

悬崖——爷爷——给人清净、无杂念的心境

云雀——弟弟——纯洁少年，从不说是非

石头——敲击——时间的回声

落叶——纹理——命运的手相

小花——采一朵插在头上——悄悄做一会儿女性(寻找一份
美)

阵雨——侠客吼叫，醉酒的诗人朗诵——感动又吓人

老柏树——慈祥——恩泽、遮雨

蚂蚁——小弟弟——患难兄弟

归鹤——拌我披月回家

作者从山中的众朋友身上悟到了这样的启示：做人要有持久
而不变的坚韧的灵;要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当中;要爱护大自
然，保护人类的朋友——鸟类;要淳朴善良;用爱心待人;不去
搬弄是非;永远健康地、身心愉快地投身于工作和生活。

2、 探究，领会深层内涵

[学生活动]引导学生结合课文后练习以及下列问题分小组研



讨，深入领会作者匠心，然后在全班分小组发言，教师予以
评价点拨。

(1)“那座古桥，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德高望重的老
桥，你在这涧水上站了几百年了?你累吗?”本段文字中，对
古桥，作者在叙述时人称有无变化?如果有，请揣摩一下变化
的原因，并思考变化时应注意的问题。

[点拨]本段文字中对古桥的叙述人称有变化，由第三人称变
为第二人称;用第二人称，似面对面的倾诉，更亲切自然，更
利于抒发强烈的感情。由第三人称变为第二人称，请注意呼
告语，如本段中“德高望重的老桥”。

3、 味文学创作，感受艺术魅力

本文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六

教学目标：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掌握8个生字，正
确读写15个词语。

2.感受美景，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学习运用比喻、拟人、
排比、联想等修辞手法表达感情。

教学准备：

制作简单的教学课件(或用小黑板抄课文重点句子123，抄生
字词;录音机和课文录音带。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二、听课文录音(或范读)，出示生字词，生读，正音。

三、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题目叫《山中访友》，访，用课文的词来理解，——访问，
拜访。自已找近义词，——探访。友，当然指的是朋友。作
者访问了哪些朋友呢?浏览课文，填表：

我们首先拜访了( )，然后走进()，访问了()()和();接着，
我们在山中又热切地与()()()()()()打招呼。

2.我们访问好朋友，带着怎样的心情?——好心情。

除了看到好朋友，好风景，作者的.好心情还表现在什么地
方?

出示(或板书)：()落花——()落叶——()石头——()雷
雨，(填上一个动词)于是告别的时候，作者带回了满怀的(好
心情)(好记忆)。

四、细读课文，欣赏体味：

(过渡语)如此的好风景，不要那么快地离开吧，让我们回过
头去重游一遍。这一回，可要多长个心眼，细心观察，用心
思考，耐心记忆。

1.细读第三自然段，第一个拜访的是谁?——老桥。“拜访”与
“访问”有什么不同?——还有带着恭敬的心情。

2.老桥为什么让我恭敬?——德高望重。说说这个词的意思。

为什么说老桥德高望重?找出相关的句子品读。划出“站、渡、
弓、俯身、凝望”等动词。



3.有感情朗读这段：体味老桥默默无闻服务大众、恒久不变
的情怀，读出缓慢、平静的语气，以及恭敬的心情。

反复引读：那座古桥，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啊，老
桥，……

4.这个句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比喻。把()比作()，突出了老桥()、()的精神。

五、总结学法：

初读课文，理清(结构)大意。

精读段落，体会词句。

六、作业：感情朗读一二三段，尝试背诵;抄生字词。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听写词语：清爽 幽径 拜访 德高望重 凝望 明灭

2.第一课时用了什么学习方法?——这节我们就继续运用第二
种学习方法去学习。

二、自读四、五自然段。

1.说说哪个句子让你最喜欢?为什么?

体会拟人、反问、设问、排比和联想几种修辞手法;有感情朗
读与背诵。

2.让我们与山中的朋友热切地打招呼吧。——有感情朗读四、



五自然段。

3.假若你是清清的山泉，你听到了我亲切的问候：你好，清
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我重新梳妆吗?——你会怎
样回应我的问候呢?(指名说)

4.同位相互问答，清泉，溪流，瀑布，悬崖，白云，云雀。

三、(过渡)云雀在叽叽喳喳地谈论好风景，“我”当然也津
津有味地欣赏好风景。除了“欣赏”，我还寻获了“趣味”。

引读：

1.捧起一朵落花，捧在手中，我嗅到了——

拾起一片落叶，细数精致的纹理，我看到了——

捧起一块石头，轻轻敲击，我听见——

2.理解“这短暂而别有深意的仪式”指的是什么。

4.理解“我站立之处成了看雨的好地方，谁能说这不是天地
给我的恩泽?”(改为陈述句)

5.小结这部分内容：

(1)作者愿意离开这些朋友吗?你是否有过类似的体验?

(2)这部分内容用了哪些修辞手法?(排比、比喻、拟人)你能
背诵哪些优美的句子?

(3)课文结尾怎样与开关呼应?

四、总结全文：



1.作者以“山中访友”为题，其实写的是自己在山中看到的
好风景给自己带来了好心情、好记忆。把自然景色看作朋友，
作者全身心融入大自然之中，可见其对大自然无比热爱，当
然也热爱生活。

2.作品“语言优美，情意深长，联想丰富，意境动人”，每
个段落都有各自的修辞特色。

3.能仿照“一字诗”，写一首诗来概括本文的内容吗?

例1：一桥一树一溪流，一花一叶一石头。一访一望一阵笑，
一风一雨一挥手。

例2：一桥一树一溪流，一眼山泉一瀑布。一花一叶一场雨，
一轮明月一酒壶。

例3：一山一水一古桥，一石一树一鸣鸟。一吟一诵一唱和，
一路月色一路笑。

五、作业：

1.朗读全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填空：

()的山泉()的溪流()的瀑布

()的悬崖()的白云()的峡谷

()的云雀()的纹理()的气势

()的额头()的身影()的身躯

3.造句：



德高望重……

津津乐道……

4.摘抄优美的句子。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七

学习目标

知识与技能

抓住景物特征，体会运用拟人等修辞方法的表达效果；

发挥想象，感受文章蕴含的美。

过程与方法

阅读作品，品味语言，理解文章内涵；

研读讨论，把握写作技巧及作者情感表达方式并加以实践。

情感态度

融入作品情境中，理解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学会关爱
大自然。

重点

品读优美语言，把握景物特征，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难点

激发学生想象，在品味语言的基础上，把握文章的深刻内涵。



预习

1、反复朗读课文，解决疑难字词。

2、思考：作者欣赏山中美景为什么说成是“访友”？

教学过程

1、导语：当你久居城市，远离大自然，你是否有一种被困笼
中的感觉呢？想不想到大自然中去放松自己的心情呢？今天
就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和作者一起走进山中，进行一次
美的巡礼。

2、检查预习

（1）字词

（2）解题：“访”是一次精神的沐浴和洗涤，“友”把自然
人格化，文中的拟人手法的运用皆缘于此。

3、文章赏析

就文章中的一位朋友或一幅画面谈谈你喜欢它的.理由，或就
某一句话谈谈它给你带来的启示。

4、技能延伸

请任选一位你喜欢的自然界中的朋友，结合其特点，模仿本
文的写作方法进行描写。

5、思维拓展

山中访友教案以及试讲过程篇八

山中访友(人教版七年级必修教案设计)



学习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全文，整体感知内容。

2.品味重点语句，理清思路，了解文章的新奇的构思；

3.展开想象，感受作者情感，体味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

学习重点：

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感受作者心境，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
想感情。

学习难点：

品味重点语句，理清思路，了解文章的新奇的构。

课型：略读课

教法：谈话法、启发法

学法：朗读法、讨论法、合作学习法

课时：一课时

教具：投影仪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阅读标题，揣测文章内容，猜测作者创作内容。

教师总结：



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带着丰富的想象，跟随着作
者，走进山林，走到山涧边，去感受作者的心，去会晤作
者“山中的众朋友”，去感受作者用动情的话语描绘的那童
话般的世界。

查阅资料，扫清文字障碍

感悟内容：

1、作者在山中拜访了那些“朋友”？作者都是怎样称呼它们
的？

2、本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研读赏析：

你认为文中的哪些语句令你有所感触，请你找出来，与同学
们一同交流一下。

（小组讨论，全班交流，教师点评）

合作探究：

在物质文明急速发展的今天，能有一次回归自然的远足该是
多么的珍贵，能在心田里保有一片清朗纯净的“自然”则更
是珍贵。在自然野地里筑起围墙、栅栏，树起表示“文
明”“文化”的各种标牌，由导游引来成百上千人践踏、污
染，这种地方不再是自然之地；在柏油马路旁边或在水泥地
中间种上一片红绿花树，这种“保留地”也不是自然之地；
带着各种欲念进入自然场地，拍张照片表示到此一游，这不
是回归；即使带着画家、诗人的眼光，心想“作品”，却只
是像旁观者似的张望一下便回家“创作”起来，也不是真正
的回归。最重要的是端正或净化心态与意向。人们啊，不妨
一试，“不骑车，不邀游伴，也不带什么礼物，就带着满怀



的好心情，哼几段小曲，踏一条幽径，独自去访问我的朋
友”，面对山水林木飞禽走兽呼唤一回亲朋好友，放下红尘
负载轻松自然地进入精神涅境界，恍兮惚兮惚兮恍兮不知我
之为物抑或物之为我，这才是真正的回归，或曰与自然同化。
人生有一次这样的回归与同化，足以永铭心间。

课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