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 大自然的文字
读后感(大全20篇)

文明礼仪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传统美德的体现，它代表着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
人生目标和追求，从内心地树立起文明礼仪的观念。在写文
明礼仪总结时，了解一些优秀的范文是很有帮助的，以下是
一些精选的文明礼仪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提供参考。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一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大自然的文字》。它告诉我们：
要留心观察身边的事物。发现了它们，就等于教会了我们更
多的知识：

你千万不要小看了一颗星星。在古代，即使没有罗盘，当水
手们需要在海上寻找道路的时候，他们就会仰望星空，找小
熊星座。在小熊座里找到北极星，那边就是北方了。因此，
一颗星也是一个“文字”，他教给我们如何辨认方向。

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飞行员在炎热的夏天驾着飞机飞行
时，如果发现云像铁砧一般，就知道砧状云是雷雨的先兆，
飞行员就会避开它飞行，以免遭到雷轰点电击。

不仅仅是星空和读《大自然的文字》有感天上的云朵，我们
脚下踩的这块土地，在会读他的人开来，也是一本有趣的书。

看到这里，想必你也颇有感触。是啊，在大千世界中，哪怕
就是一片云，一颗星，甚至一块石灰石都扮演的极其重要
的“角色”。大自然的奥秘真是无处不在呀！正如巴甫洛夫
所说的那样：“观察，观察，在观察。”在生活中，我们需
要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二

今天，我读完了《大自然的文字》这本书，对它奇妙的内容
回味不已。现在就让我做一回“大自然翻译员”吧！

这里有星星的作用、云的作用、小鸟的作用、石头的作
用……我最喜欢的，是白云的作用。

白云——天空的衣服，有些人总喜欢在劳累之时仰起头，欣
赏白云的千变万化。可是，有几人知道，白云的变化也是有
学问的。

如果你仰头一看，看到那蔚蓝的天空上有一丝薄雾似的云，
好像一条丝巾。认识大自然文字的人，立刻会说出那云叫卷
云。另外，从卷云可以知道天气不好，十成有九成会是阴雨
天。

在炎热的夏季，如果你乘飞机去旅行。看到一朵云慢慢地变
成铁匠铺里铁砖的模样。飞行员知道，这种云是雷雨的预兆。
如果飞机在这样的云里飞行，那里的强有力的风会将飞机毁
掉。

除了云的.作用之外，我还喜欢小鸟的作用。

如果天空中的燕子飞得很高很高，从低处看很小很小，这说
明什么呢？这说明天气很好。

白嘴鸦飞来了，告诉人们：春天来了！大雁飞走了，春天也
走了，冬天来了。

好了，我要继续去研究大自然了！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三

这是这一篇说明性的文章，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很多自然现象
里都有学问、知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走进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篇科普小文，本课围绕“大自然的文字”分别写了什
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大自然中都有哪些文字及怎样才能读懂
大自然的文字。这里首先需要让学生明确的是“文字”即知
识。接着，文章用了大量篇幅描绘了从天空到大地,从奇妙的
天书到不可思议的地书，所呈现给我们的一页页鲜活有趣的
大自然文字。作者把科普知识蕴于日常生活可见可感的现象，
让学生读来感觉触手可及，举目可见。而且语言平白且富有
儿童情趣，作者多处使用比喻的修辞方法，形象生动的比喻
既准确地介绍了自然界的现象，又增强了说明的文学性。

科普文教学与其他故事类、情感类、人物传记类课文教学的
不同之处，往往在于，这类课文的教学，不是着力于挖掘课
文的深度，而是往往在于它的宽度。

针对课文特点，我制订了如下教学目标：

1. 学会并理解本课的生字词，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
文。

2.了解大自然的文字，懂得它们的作用和意义

3. 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和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4. 感悟作者如何用语言文字将大自然的文字描写的妙趣横生。

重点：了解大自然的文字，懂得它们的作用 。

难点：感悟作者的写法

【设计理念】 本文教学时采用读、议结合的策略：在读中走



进文本，在议中升华文本。

教学过程：

1.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诗，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谁
愿意给大家读一读？

2.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四月，正是平地上春归芳菲落尽的时候，高山古寺之中的桃
花竟刚刚盛放。

你知道原因吗？

“大林寺桃花”是大自然的文字，从山上的桃花开得迟可以
知道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

1.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篇文章——板书：
齐读《大自然的文字》

2.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3.评并总结：同学们问的都很好，可以看出同学们都非常的
善于思考，乐于提问。我们可以把同学们的这些问题归纳为
三个方面：

出示：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学习课文从题目入手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既可以帮助学生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又可以提高学
生学生的阅读兴趣。）

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去读课文，在读的过程中要求同
学们做到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



生读课文并圈画，师巡视。

检查汇报

1.出示生词和几个难读的词语

小熊、耸立、预兆、铁砧 花岗石

解释铁砧，附图片介绍。

认识多音字：岗

2.通过自读，你解决了哪些问题？

交流：

大自然也有自己的文字。天上的每一颗星就是一个字，脚下
的每一粒小石子也是一个字。（天上的每一颗星，脚下的每
一粒小石子，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就是 ；这句话也就是说 。）

课文分别介绍了这样几种大自然的文字：星星、云、石灰石、
花岗石。

怎样才能学会认识大自然的文字：a注意观察；b到书里去寻
找；c请教有学问的人。

1.星星、云、石灰石、花岗石是大自然的文字，言下之意作
者把大自然比作了什么呢？（一本书）

2.为了有条理的介绍，作者还把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册呢，
是哪两册呢？现在就请你再次快速浏览课文，给这两册书分
别取个名字。

阅读提示：建议大家注意研究课文的第四自然段，联系上下



文思考思考，它可能会帮助你很快理清头绪，概括出最符合
作者心意的书名来。

3.交流：你是怎么概括的？（上册：天书，下册：地书）为
什么这么概括？

（第二段，星星写成的`天书；第四段，脚下这块土地，也是
一本有趣的书）

第四自然段在全文扮演了什么角色？（承上启下）

它是怎么“启下”的？（下面的5、6两个自然段介绍了地上
的两种文字——指板书提示）

它又是怎么“承上”的？（提示仔细读这句话——“也是”
的这个“也”字，告诉了我们，2、3自然段介绍的是天上的
文字，所以上册可以概括为天书。）

(文章第四自然段是过渡段。但它和以前学过的用“不但——
而且”连接起来的过渡段稍有不同，不妨作为一个语言点，
训练学生用上这种递进关系的关联词去概括2——6自然段的
内容。)

4.是的，你们很能体会作者的心意。明白了这段的作用，再
观察课文的开头结尾，课文的写作思路就了然于心了。出示：

5.读一读这些选自文中的片段，试着说说课文是怎么样构篇
成文的。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了什么。

（交流：先写大自然有自己的文字，再写天书和地书上的四
种文字，最后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读懂。）

6.现在我们一起去向作者学习，学会读大自然的文字，成为
聪明的孩子吧。四、精读课文



【学习第二段：星星】

1.情境质疑：茫茫大海，没有方向可实在危险，漫漫黑夜，
又如何明辨方向？有经验的水手一点也不怕，他们抬头望望
天空，伸手一指，大声说道：那就是北方！知道为什么吗？
赶快读读第二段。

2.交流答案：（引用书中句子）原来北极星给他指明了方向。

3.你们想看看北极星吗？出示星图，适当介绍：我们熟悉的
北斗七星位于大熊星座，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熊星座，小熊
星座里也有一个小北斗，熊尾巴方向最亮的那颗就是北极星。
由于北极星始终在北天极的方位，所以找到它就能在茫茫大
海上辨认出北方。

启发：仅仅只有北极星是大自然的文字吗？不，不，天文学
家还会说——

满天的星星，都是大自然的文字，里面有无穷的奥秘。精确
观测夜空里的点点繁星可以让我们知道许多关于宇宙天文方
面的知识呢！

4.指导朗读：学到这里，你觉得星星这种文字怎么样？（神
奇）

带着这样的感受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

出示第3自然段

过渡：大自然真神奇！一颗星，一片云，居然能告诉我们这
么多知识！再来领略我们脚下文字的有趣吧。

请大家两人一组，自学课文的5-6小节，看看你能不能完成这
个表格？在书上画一画，待会儿交流。



石灰石的来历，让我们知道了地质的变，花岗石的来历又告
诉了我们什么呢？（地质的迁移）

（语言平白且富有儿童情趣，从而降低了理解课文的难度，
因此这一环节，我放手让学生自已感悟，只在一些比较难理
解的北极星的准确位置，砧状云等地方稍作指点。）

出示材料：冰川是由积雪演化成的、能自行运动的巨大冰体。
冰川在运动过程中把它携带的碎屑物转移到他处。冰川搬运
的物质称为冰运物。冰川搬运能力很大，可将粒径10～20米
以上的巨大岩块搬走。

（1）从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2）那么你能用你的朗读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神气吗？ 评：
不仅神奇，还很有趣呢？你看冰块还会“爬”呢？这是用的
拟人手法。（拟人，用词准确）

【用问句激发兴趣，运用了设问的手法】

【举生动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不是单纯的介绍科学知识而是放到具体的事情中写。

小结：作者用生动地语言写出了大自然的神奇，你们知道本
文的作者是谁吗？（指明说并板书——伊林）

伊林

前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他为青少年创作了《几点钟》、《黑
白》、《十万个为什么》等十几部脍炙人口的科普文艺著作，
他善于把文学和科学结合起来，通过拟人、假设、推理、设
问等形式，娓娓动听的讲述科学知识。

（这一环节的处理，我采用了读的方式，让学生在各种形式



的读中去感受语言的魅力。文中的动词运用也很有特色，如：
搬、穿、爬、带、走??作者采用了拟人的手法，生动形像地
描述了漂砾的形成。教学中，我主要抓住了一个“爬”字指
导学生去理解，去感受作者作词之妙！）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四

2、能力目标：通过谚语和图片了解一些大自然中一些现象所
蕴涵的知识，并能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大自然的知识，3、
情感目标：

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积极主动地观察、了解、探索大
自然。

一、导入1.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张照片和一段音乐，让我
们静静地听一听，感受感受，想想看你感受到了什么？2.大
家从这满地的落叶中找到了秋天，出示秋叶一片，是大自然
的文字，上面写着秋天。学生齐读。3.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
文就是大自然的文字（板书课题）二、读顺课文，初步感知
大自然的文字有哪些1．的确，大自然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除
了落叶，他还写了好多好多的文字，这些文字都向我们传达
着各种各样的知识。那么课文中到底具体写到了哪些大自然
的文字呢？我们一起打开课文。２．出示自学指导一：逐节
朗读课文，边听边在课文中寻找大自然的文字，并圈画出关
键的词或句。３．学生逐节朗读课文，教师随时纠正读音，
其余学生边听边圈画。４．学生交流：星座、云、石灰石、
花岗石（教师板书、媒体显示小结）三、品读课文，体会大
自然的文字１．究竟这些文字向我们传递着什么信息呢？出
示自学指导二：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文字，找出相关内容细
细地读一读，再想一想读懂了什么，把感受在旁边写下来。
２．学生自由选择朗读，并写批注。３．学生交流（１）星
座：古代，当水手们需要在海上寻找道路的时候，他们就去
看星星写成的天书。即使他们没有罗盘，也照样不会迷失方
向。他们朝天望望，在许多由星星组成的星座当中，会找到



小熊星座，在小熊星座当中会找到北极星，有北极星的那边
就是北方。

出示两个星座的图片，学生寻找北极星（在小熊星座的尾巴
上，然后认识大熊星座和北斗星）

出示文字北极星一颗，是大自然的文字，上面写着正确方向
板书：辨别方向（２）云：云，也是天空这本大书上的文字。
炎热的.夏季，远远耸立着一座白色的云山，从这座云山向左
右伸出两个尖头，山变得就像铁匠的铁砧了。飞行员知道，
砧状云是雷雨的预兆，应该离它远些才好。如果在它里面飞
行，它会把飞机毁掉。

出示：砧状云图片和铁砧图片，师生共同描述砧状云的形态
和作用。出示：砧状云是雷雨的预兆。

理解：预兆谁还知道还有什么是什么的预兆？出示图片，句
式练习：__________是__________的预兆。进一步体会砧状
云的作用，出示：砧状云一片，是大自然的文字，上面写着
气象变化。板书：观察气象拓展：天空中只有砧雨云能传递
气象信息吗？（揭示中心句）你还知道哪些自然现象也写着
气象信息吗？学生表达，教师屏显补充。（3）石灰石：在建
筑工地上挖出了一块灰色的石头，它也是大自然的文字。这
个大自然的文字在有些人看来不过是普通的石头，但懂得大
自然文字的人知道它是石灰石。石灰石是由碎贝克造成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贝类是海洋里的居民，可见在远古时代，现
在是城市的这块地方曾经是一片汪洋。出示：石灰石图片，
介绍喜马拉雅山上三叶虫的事情，学生句式填空：________
一块，是_______的文字，上面写着__________。板书：地质
变化（4）花岗岩：花岗石如果森林里有花岗石，说明这森林
以前根本不存在，而是后来才出现的。

这块孤零零的花岗石究竟是怎么来到这的呢？



学生自由表达后，教师图片演示讲解漂砾现象。（形状和大
小不一的冰碛石块，统称漂砾。漂砾的大小极其悬殊，有的
只有拳头那么大，有的则有房子那么大。它可随冰川被搬到
很远的地方，如斯堪的纳维亚的漂砾被搬到一千多公里以外
的英国东部、波兰和俄罗斯平原。山岳冰川的搬运力也不小，
喜马拉雅山有的漂砾直径达28米，重量可达万吨以上。冰川
漂砾常常用做识别冰川活动的标志。）

出示句式：花岗石一块，是大自然的文字，上面写着地质变
迁。板书：地质变迁

句式比较，揣摩写法：那些冰块从寒冷的北方漂过来,沿路把
大大小小的石块带着一起走。

那些冰块从寒冷的北方爬过来,沿路把大大小小的石块带着一
起走。

而后找出这段文字中的搬、穿、爬、带、走4.教师总结：大
家真会观察，读懂了文中介绍的四种大自然的文字。大自然
的文字是不是只有这几种呢？其实大自然这本厚书中写满了
文字。

出示：我们认识了文字,就可以读很厚的书,就可以了解世界
上的事情了。大自然也有自己的文字。天上的每一颗星就是
一个字,脚下的每一粒小石子也是一个字。

三人行必有我师，只有走进自然、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善
于请教，才能真正读懂大自然的文字。七、课外作业1.写一
篇100字左右的小短文，一种你所认识的大自然的文字。2.课
外阅读《十万个为什么》，让我们懂得更多的大自然的文字。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五

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为九年义务教育四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四册第二
单元最后一篇课文，这个单元所选的课文都是围绕人类与自
然共生存，共发展的主题选择的，作者用平实，通俗的语言
介绍了深奥的大自然知识，并把它们比作大自然的文字，学
生很容易掌握。

(二)教学目标：

认知领域：1.了解大自然中的一些自然现象。

2.了解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并掌握它们。

技能领域：1.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培养他们分析问题
的能力。

2.培养阅读能力。

情感领域：激发学生观察大自然的兴趣，培养学生热爱大自
然，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思想感情。

确立教学目标的依据：根据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和新课标要求，
通过听、说、读、写训练使学生获得有关大自然的一些知识，
激发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

(三)教学重点、难点：揣摩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短语或句子。

二、教材处理：

根据以上对教材的分析，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激发学生探
索自然的兴趣，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各种能力的训练，
达到教学目标。

三、教学方法：



探究性，自主性，合作性学习。以探讨问题为主，培养学生
观察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合作学习能力。

四、学法指导：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理清层次，了解文章主要内容。

五、教学设计：

1、导入课文：大自然丰富多彩，大自然奥秘无穷。今天，我
们就要学习有关大自然的文章《大自然的文字》。

2、学生默读自读提示。

3、自由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并读准字音。(出示
小黑板)

霪(yin)

雨铁砧(zhen)

4、继续读课文，标好段序。

5、学生讨论分析，明确全文24段，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1)叙述认识书面文字的好处，全文的引子。

第二部分(2--24)介绍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及认识它们的作用、
方法、成因。

第二部分可分三层：

第一层(2--4)

第二层(5--21)



第三层(22--24)

思考问题：(1)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

(2)认识它们对人类有什么好处？

(3)怎样才能认识大自然的文字？

学生讨论后回答，教师归纳。

想一想：本文选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举例子、作诠释、分类别)学生可举例回答。

6、揣摩重要词语，句子。

例：文字真是好东西，认识了字，就可以读完最厚的.书。

“文字”不仅指书面上的文字，还指大自然的文字，最厚
的“书”不仅指印刷的书，还指变幻无穷的大自然这部
书。“好东西”形象地写出了“文字”是人们学习知识，认
识事物的一种最好工具。

7、小结：学习本文可以和《大自然的语言》对比阅读，同学
们应该自己到大自然中多观察，多积累知识，丰富自己对大
自然的认识，长大后，多研究自然，让它为人类服务。

8、作业：

附板书设计：

认识书面文字的好处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六

我认为在家里不能了解大自然的文字，因为只有走进大自然
才能读懂大自然的文字，我们走进自然，仔细观察，深入思
考，善于请教，在家不能与大自然接触，学到的知识都是呆
板的，只不过是个书呆子而已！而且，在家里只能在电脑上、
电视上和报纸上得来的大自然的文字不是全部准确。就
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看年轮可以知道
树活了多少年，也可以知道它几岁的时候下的雨多，几岁的
时候下的雨少。看鱼鳞可以知道这条鱼多少岁了。看蚂蚁搬
家知道快要下雨了，云也可以。看星星可以知道哪是北
方……可是如果你不出家门、不亲身实践是不知道的，看似
简单，做了就知道很难。

做井底之蛙，而不想去看天到底有多大。

在山脚底下看高山，而不去攀登。

只在家里坐等闲，而不去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丽。

大自然所赋予我们人的生命，也赋予给花，草，动物，植物
生命。

它们都是需要我们去探究的，让我们一起去观察大自然的奥
秘吧！

大自然所给予我们的`是无穷无尽的知识。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七

(一)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为九年义务教育四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四册第二
单元最后一篇课文，这个单元所选的课文都是围绕人类与自



然共生存，共发展的主题选择的，作者用平实，通俗的语言
介绍了深奥的大自然知识，并把它们比作大自然的文字，学
生很容易掌握。

(二)教学目标：

认知领域：

1.了解大自然中的一些自然现象。

2.了解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并掌握它们。

技能领域：

1.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

2.培养阅读能力。

情感领域：激发学生观察大自然的兴趣，培养学生热爱大自
然，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思想感情。

确立教学目标的依据：根据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和新课标要求，
通过听、说、读、写训练使学生获得有关大自然的一些知识，
激发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

(三)教学重点、难点：揣摩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短语或句子。

程中，得到各种能力的训练，达到教学目标。

探究性，自主性，合作性学习。以探讨问题为主，培养学生
观察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合作

学习能力。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理清层次，了解文章主要内容。



1、导入课文：大自然丰富多彩，大自然奥秘无穷。今天，我
们就要学习有关大自然的文章

《大自然的文字》。

2、学生默读自读提示。

3、自由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并读准字音。(出示
小黑板)

霪(yin)雨铁砧(zhen)

4、继续读课文，标好段序。

5、学生讨论分析，明确全文24段，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1)叙述认识书面文字的好处，全文的引子。

第二部分(2--24)介绍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及认识它们的作用、
方法、成因。

第二部分可分三层：

第一层(2--4)

第二层(5--21)

第三层(22--24)

思考问题：(1)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

(2)认识它们对人类有什么好处?

(3)怎样才能认识大自然的文字?



学生讨论后回答，教师归纳。

想一想：本文选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举例子、作诠释、分类别)学生可举例回答。

6、揣摩重要词语，句子。

例：文字真是好东西，认识了字，就可以读完最厚的书。

“文字”不仅指书面上的文字，还指大自然的文字，最厚
的“书”不仅指印刷的书，还指变幻无穷的大自然这部
书。“好东西”形象地写出了“文字”是人们学习知识，认
识事物的一种最好工具。

7、小结：学习本文可以和《大自然的语言》对比阅读，同学
们应该自己到大自然中多观察，多积累知识，丰富自己对大
自然的认识，长大后，多研究自然，让它为人类服务。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八

这是一篇文艺性的说明文，语言通俗，脉络清晰，内容有趣，
教学时主要着眼于学生自学学习，概括等能力的发展，通过
一些句子训练，字词的玩味对学生的语言进行训练。重心理
还原，培养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重
读写结合，在语言的运用中加强知识构建，语言艺术，语言
情理的有机结合。

1、理解大自然的文字指什么?(指知识)了解认识大自然文字
的意义。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发学生观察、了解、探索大自然的
思想感情。



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大自然中充满各种知识。

激发学生观察、了解、探索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小黑板

自然，了解自然，破译自然现象，领略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它就是——(引生说)师板书：大自然的文字，今天，老师就
和大家一起去认识它，了解它，破译它。

1、通过上节课学习，你们知道大自然的文字是写在哪本书上
的吗?(大自然这本书)

3、让学生自由读第2—6节，想好后倾听同桌的书名。

4、交流书名。

5、学生的书名很多，大概分为天书和地书两类。

让学生再依据课文内容填取()的天书和()的.地书，于是书名
为神奇的天和有趣的地书(师板书)。

6、总结刚刚取名方法，师生交流，上册概括了2、3自然段内
容，下册概括了4、5、6自然段内容。

7、黑板出示课文中第4自然段内容，让学生说说这句话中全
文的作用?(过渡)，哪个词让你看出来的?(也)这句话总起作
文，让学生仿照这种写法给课文2、3节也加个总起段，学生
思考后全班交流(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在会读它的人看来，
是一本神奇的书)。

8、同学们，有了书名了，目录呢?学生依据课文说出《神奇
的天书》中目录有星星、云，《有趣的地书》目录有：石头、
花岗石，(师板书)。



(设计意图：采用编书的方式,让学生取书名和编目录.此局举
可

谓一举三得.一得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以另一种身
份进入课堂,不知不觉中学习了课文;二得是此方法让学生从
整体上把握了课文,感知了大自然文字;三得是培养了学生的
概括能力.)

1、同学们，这本书我们编了一部分，你能借助课文的描写，
给大家当一回解说员，分别介绍一下书上的四种自然文字吗?
认真准备，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一种文字进行解说。

2、学生练习解说(师巡回指导，重点指导学生语言要生动有
趣)。

3、指生解说书中的文字(及时评价、引导学生依据课文内容，
用自己生动有趣的语言解说)。

4、评价几位解说员，谁的解说让你感兴趣，为什么?

5、同学们，大家说得很精彩，为了考验一下大家是否真的认
识了这些文字，老师带来了几道测试题，黑板出示：1、如果
在外迷失方向，就去看因为;2、石占状三像如果飞机在空中
飞行，遇到它应该;3、如果在城市里挖出一块灰色的石头，
就知道这里曾经是因为。

6、如果在森林里看到一块披着青苔的花岗石，就知道它不是
人搬来的，而是，因为。

7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自由练习填空，并引导学生发现破译大
自然文字的过程(文字——情态——破译的内容)。

(设计意图：创设情境,让学生当解说员.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又让学生把书本的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言,符合高年级



段的教学.训练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复述能力.)

1同学们，在你们刚刚解说时，都用上了书本上的语言，大家
不知注意了没有，课文为了说明这四种文字，用了许多修辞
手法，让学生找一找，分别说出，打比方和拟人的句子，有
什么好处呢?同座位讨论。(使句子生动、形象、有趣)，特别
品味“爬”字，我们以后也要学会这些写法，让自己的习作
也生动起来。

2、既然这本书这么有趣，那读它有什么益处?让学生带着问
题再默读课文，把益处介绍给大家。

指学生说，师即时板书(1、辨别方向;2、观察气象;3、了解
历史)。

认识大自然文字有这么多好处，那我想问各位小编委，如何
去认识它呢?学生再次读课文，从书上获取了许多方法，有：
观察、读书、请教(师板书)。

(设计意图：语文的工具性在此环节体现的淋漓尽致.科普性
文章一般会采用多种修辞方法,语言生动、有趣.因此,引导学
生赏析语言,玩味语言,至观重要.引导学生品味“爬”字,感
知写作方法,以次此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1、简介伊林小时候的故事，伊林小时候就对大自然，对科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有时到乡间去，守在蚂蚁窝旁，观察
蚂蚁的生活习性，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父亲工厂制造肥皂的
过程使小伊林看得入了迷，他把家里的厨房当成实验工厂，
居然成功了，他按照书上的配方制作鞋油，用其把皮鞋擦的
亮，并高兴的欢呼起来“科学胜利了”。

2、同学们，伊林为什么会成功呢?学生交流：源于他观察、
思考、实践。



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探索大自然兴趣是本课教学的
重点也是难点，在教学中，我正是基于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
认知特点，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精心创设情境。

在这节课上，我让学生充当编委的角色，给大自然这本书取
名、编目录的方式，让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学生
没有意识到在学习时，其实已给对大自然文字有了认识，已
理解了文章的脉络，并训练了概括能力，课上，学生兴趣盎
然，纷纷加入编书的行列，同学之间也动了起来，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

(二)注重语言训练，品悟表达方法，落实语文的工具性。语
文姓“语”，语文教学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使学生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本课上，我抓住一些字词，
如“爬”，让学生感悟这个字的妙处，从而体会到如何使语
言文字生动起来，同时无意中又渗透了写法的指导。

(三)授之以渔，读写结合。

本课学生仅仅能认识大自然文字是不多的，如何让学生去破
译这种文字也非常重要。因此，这节课上，我采用先扶后放
的方式，一层一层深入，逐步引导学生掌握破译的方式，此
时，学生不仅仅是得到了“鱼”，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渔”，
并趁热打铁，让他们把破译的过程用文字记录下来，又进行
了写作的练习。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九

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奥秘与知识，这些奥秘
与知识都是要靠我们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探索的。

无处不在的`蚂蚁就是大自然文字的一员，它们团结一致，辛



勤劳动，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昆虫。那它预示着什么呢？
原来，热爱劳动的蚂蚁是一位天气预报家，它能预感空气中
的湿度，当湿度过大时，它就能预示到下雨，从而提前将家
搬到高处去。所以大家出门前看到蚂蚁在搬家，一定不要忘
带伞哦！

不仅是陆地上的蚂蚁，海中的水母也是一名预示风暴的专家
呢！水母虽然是一种低等生物，但它早在5亿年前，就已经在
大海中漂浮了呢。但为什么它是一名风暴预测家呢？哦，原
来风暴来临之前，空气和波浪会因为摩擦而产生微小的次声
波，这时，水母就能很敏感地察觉，从而逃到大海里的深处
避难。后来，科学家们，就根据水母的特点，发明出了水母
耳风暴预测议，大大减少了海上出行的危险度。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的3个生字，理解新出现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培养探
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多媒体课件。

一、激趣导入新课

播放大自然风光视频，说一说你的感受

导入课题，读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思考：文中介绍了哪几种大自然的文字?这些文字可以分
成几类?

生回答，师总结板书

三、精读、感悟

1、划出水手、飞行员是怎样读“天书”上的文字的句子。读懂
“天书”上文字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小标题概括)(指
名朗读2、3小节)

(1)认识“天上的文字”——星星

师：水手们!“天书”上的文字星星能帮你们干什么呀?

生回答师相机板书：辨别方向

师：水手们，你们是怎样看星星辨别方向的?

出示：他们朝天望望，在许多由星星组成的星座当中，会找
到小熊星座，在小熊星座当中会找到北极星，有北极星的那
边就是北方。(出示小熊星座图)

师：你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什么?生自由回答

师：多么聪明的水手呀，我们一起来朗读这句话!(把他们改
成我们)

师：水手们朝天望望，就可以辨别方向了，你们生来具有如
此能耐吗?

生交流。

师总结归纳：仔细观察注重积累……



(2)飞行员是怎样认识“天书“上的文字——云的?

生：飞行员知道，砧状云是雷雨的预兆，应该离它远些才好。
如果在它里面飞行，会把飞机毁掉。

师：课文怎么形容“砧状云”的?

出示:炎热的夏季,远远耸立着一座白色的云山,从这座云山向
左右伸出两个尖头,山变得就像铁匠的铁砧了。(解释砧字，
出示铁砧图)

师：把你的感受通过朗读表现出来吧。

师：认识“云”对飞行员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生回答师相机板书：观察气象

拓展：“看云识天气”，说一说并出示有关“云”的天气谚
语

2、小组合作学习五、六自然段

要求：

(1)根据课文内容填一填：

看到(工地上挖出的这块灰色的石头)，普通人认为()，而懂
大自然的文字的人知道()。是由()造成的。据此可以推断()。

生边回答边出示石灰石形成图、汪洋图、城市图

并总结石灰石的形成有助于了解地质的变迁

(2)把第六自然段中你最喜欢的句子划出，想一想你为什么喜
欢它?(在句子旁批注)



“地书”上的文字有什么意义?(小标题概括)反馈学习情况：

出示花岗石图片

师：看到这块花岗石你有什么疑问?

出示：它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谁有这么大的力气把它搬到森林里来的呢?

而且，它又是怎样穿过茂密树林的呢?

师：指名学生回答

再出示：它不是人搬来的，而是冰搬来的。那些冰块从寒冷
的北方“爬”过来，沿路把大大小小的石块带着一起走。

出示冰川材料

师：它一下子就把花岗岩搬来了吗?你从哪个字体会出来的?

生：“爬”并表演“爬”动作

师：作者用了个“爬”字写出速度之慢。喜欢这个句子的同
学我们一起来读读

师：你还喜欢哪句话?

生回答，师点评

配乐集体朗读第六自然段

师：读懂“地书”上的文字花岗石有什么意义呢?(地质的变
迁)



四、拓展延伸

生自由回答，师相机板书：虚心求教积极探索……

(2)诵读与欣赏

《大自然的语言》

(节选)

课堂小结：大自然是个美丽的地方，大自然散发着迷人的芳
香，让我们带着智慧的眼睛去亲近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奥
秘吧!

五、课后作业：

选择一种大自然的文字，仿2——6小节写法写一段话，不少
于50字。

板书：

24、大自然的文字

星星——辨别方向

天书

云——观察气象留心观察注重积累

虚心求教积极探索

石灰石

地书地质变迁



花岗石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一

(一)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为九年义务教育四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四册第二
单元最后一篇课文，这个单元所

大自然知识，并把它们比作大自然的文字，学生很容易掌握。

(二)教学目标：

认知领域：1.了解大自然中的一些自然现象。

2.了解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并掌握它们。

技能领域：1.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能力，培养他们分析问题
的能力。

2.培养阅读能力。

情感领域：激发学生观察大自然的兴趣，培养学生热爱大自
然，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的思想感情。

确立教学目标的依据：根据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和新课标要求，
通过听、说、读

、写训练使学生获得有关大自然的一些知识，激发他们探索
科学的兴趣。

(三)教学重点、难点：揣摩理解文中重要词语、短语或句子。



根据以上对教材的分析，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激发学生探
索自然的兴趣，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得到各种能力的`训练，达到教学目标。

三、教学方法：

探究性，自主性，合作性学习。以探讨问题为主，培养学生
观察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合作

学习能力。

四、学法指导：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理清层次，了解文章主要内容。

五、教学设计：

1、导入课文：大自然丰富多彩，大自然奥秘无穷。今天，我
们就要学习有关大自然的文章

《大自然的文字》。

2、学生默读自读提示。

3、自由朗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内容，并读准字音。(出示
小黑板)

霪(yin)雨铁砧(zhen)

4、继续读课文，标好段序。

5、学生讨论分析，明确全文24段，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1)叙述认识书面文字的好处，全文的引子。



第二部分(2--24)介绍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及认识它们的作用、
方法、成因。

第二部分可分三层：

第一层(2--4)

第二层(5--21)

第三层(22--24)

思考问题：(1)什么是大自然的文字?

(2)认识它们对人类有什么好处?

(3)怎样才能认识大自然的文字?

学生讨论后回答，教师归纳。

想一想：本文选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举例子、作诠释、分类别)学生可举例回答。

6、揣摩重要词语，句子。

例：文字真是好东西，认识了字，就可以读完最厚的书。

“文字”不仅指书面上的文字，还指大自然的文字，最厚
的“书”不仅指印刷的书，还指

工具。

7、小结：学习本文可以和《大自然的语言》对比阅读，同学
们应该自己到大自然中多观



察，多积累知识，丰富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长大后，多研
究自然，让它为人类服务。

8、作业：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二

文章以描写自然中涌现着无穷生命力开头，以揭示人生中孕
育着新希望结尾，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坦然面
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明白有多少付出才会有多少收获，保
持坦诚谦虚的胸怀，体会人生的趣味。

本文内容丰富。作者尽情赞美了大自然无穷的生命力。全文
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先描写风雨中的小白花，表达了作
者的敬佩之情。在风雨中，小白花细小的根“却稳固在纠结
于土地之中”;“经过风雨的磨炼和洗礼”，小白花“仍然坚
毅地绽放”。再描写了风雨中的小鸟，振翅高空，“马声啁
啾地回荡在空中。”最后一段是本部分的小结，揭示出了作
者获得的启示：人类不应惶惶度日，要像小花小鸟一样，与
大自然和谐一致，融为一体。“雨要下说下吧，风要就吹
吧”，作者三次重复这一句话，目的就是要人们像小花小鸟
一样坦然接受风风雨雨，不要因为有些风风雨雨，就惶恐不
安，要像小鸟一样扎稳根基。经受磨炼，顽强绽放;要像小鸟
一样，振翅高飞，放声歌唱。

第二部分，作者写了春意渐浓的池水。在简略在勾勒出池边
的景色后，作者描写了这样的一幕，：人们将石头投入水中
激起不同的声音。“面对池畔各式各样的人们和各种各样的
声音，有谁在事后是抱着诗人一般的情怀与感触悄然离去
呢?”作者的发问表明了他的写作意图：以诗人一样的情怀与
感触来审视“各式各样人们和各种各样的声音”，“了悟出
各种大小不同的石头，会响起各种大小不同的声音”。“浑
浑噩噩、匆匆忙忙的世界中”，人们也在浑浑噩噩、匆匆忙
忙地生活，在生活的水池中，我们也在投石头，但我们投入



了多大的石头。激起了多大的声音，在浑浑噩噩、匆匆忙忙
的状态下，我们并不知觉。这一部分中，作者获得的启示是：
有时，我们需要平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的的付出与
获得。

第三部分又写到了天上的云。作者写了为断变化和不同的形
态，目的显示是用来比喻“人的心，”和“人的命运”。
由“云朵的变化”作者想到了很多我，作者想到了人的心境
与人生的际遇的关系，想到了人生如流云一样的变化。由此
得出结论，“纵然欢喜，也不必得意忘形，纵然悲戚，也不
必怨天尤人”。进而推论：“若每个人都能保持坦诚、谦虚
的胸怀，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地工作，必可体会
出漫长的人生中的无穷的情趣。”

第四部分，可以看出是全文的结语，人生中，无论顺境逆境，
只要振作精神，努力进取，必定会取得成绩，自然就有了新
的希望。

从作者的写作意图来看，全文以“大自然的启示”为标题，
起笔是大自然，落笔是启示，表达了作者在对自然景物的观
察中产生的一些人生的思考：坦然接受风风雨雨，与大自然
和谐一致，不因为生活中的些风风雨雨就惶恐不安，思考一
下我们在生活中的付出与获得，勤奋努力，胜不骄，败不馁，
保持坦诚、谦虚的胸怀，认真负责地工作，必定能体会到人
生的乐趣。

看到题目，大家一定会想，大自然会有文字吗?这你就不懂不
懂了吧，其实，在大自然中，天上地下到处都是字。

说实话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明白什么叫作大自
然的文字，后来通过文字中介绍的几个例子，我才知道其中
的奥秘。例如星星，天上的星星可以组成各种星座，帮助水
手识别方向;云彩呢，可以预测天气，告诉飞行员天气的好
坏······这些从不被我注意过的小细节原来有这么大



的作用啊，我想，它们一定是大自然中的知识掌门人了。一
时间我感到自己在仔细观察这方面做得不够，以后一定要多
留心留心了。

我们虽然很早就认识了文字，学会了文字，学会读报看书，
可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但是，这大自然的文字，可不
是每个人都会的。对于不认识这套文字的人来说，所有的星
星白云就全是一样的东西了。大家一定都不想做这样无知懒
惰的人，那么，就请你多走进森林，走进田野，接触大自然，
并且还要认真观察接受更多新鲜的从不知道的知识，当然，
还要学会亲自实践，喜欢问“为什么”，我觉得，长大后的
你如果做一名飞行员，航海员或者建筑工人，当你看大自然
的这本书时，一定会像印在纸上的书一样清楚明白。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三

当你静下心来观察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大自然也是它的文字。
他是一本很厚的书，每一颗星星是一个字，每一粒石子是一
个字。

每天早上醒来，当你拉开窗帘，灿烂的早朝告诉我们——今
天准是个睛天；出来遛达时，你看那地上的蚂蚁，他们告诉
我们——蚂蚁忙着搬家，出门要带雨伞；午饭后，你来到小
河边，看到蝌蚪在水中欢畅地游玩，它们甩动着尾巴在告诉
我们——春天来到人间；你抬头望望蓝天，大雁编队南飞，
多像一串省略号，它们在告诉我们——秋天就在眼前；如果
有大树被坎倒，年轮会告诉我们——一年只长一圈，这就是
大树的年龄；我们钓鱼时，鱼鳞上细小的圆圈告诉我们——
一圈就是一岁，这就是鱼的年龄；当你在某个地方捡到了珍
奇稀少的贝壳海螺，它们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汪洋一片；
如果你发现了许多动物的化石，它们告诉我们——在上万年
前，这里是一片丛林或是一座高山；傍晚，窗外胖胖的黄云
会郑重地告诉我们——明天一定会下大雨。



大自然的文字真是妙不可言，无奇不有。不爱观察和学习的
人，永远都不会看懂它；整天坐在家里的.人，永远也不会读
明它；粗枝大叶的人永远也不会发现它。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四

1、知识目标：认识13个要求认的生字，会写7个要求会写的
字以及三个词语：元旦、北京、乐曲。

2、能力目标：掌握并交流学习生字的方法；知道朗读能够加
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3、价值观目标：体会升旗时的庄严隆重，加深学生热爱祖国、
热爱国旗的情感。

“目标”1、2。

“目标”3.

2课时

一、诱导质疑

1、板书课题。

2、读一读，说一说：你知道了什么？有哪些问题？

二、整体感知，自学生字

1、首读课文，划出生字，读准字音。

2、教师范读课文。

3、再读课文，要读得流利、有感情。



4、检查生词认读，尤其是生字识记方法。

5、；练习：“开火车”认读生字。

6、交流：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7、你有哪些不懂的问题？

8、朗读指导：

（1）学生再度练习朗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2）指名分段朗读，教师相机指导。

三、引导探究

（一）指导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导学生朗读课文后填空，采用观察图画、联系生活实际
的方法理解所填词语的意思。

（元旦、北京、广场、人山人海、庄严、隆重）

2、思考、交流：

为什么说升旗仪式是“庄严、隆重”的？

（可以让学生联系自己所经历的升国旗仪式理解）

（二）指导学习第二、三自然段

1、学生自读，思考；

2、和周围同学交流；



3、指名发言。

板书：

旗手：擎

护旗队员：礼服、绶带、正步（乐曲）

庄严隆重升旗手：接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

军乐队：奏国旗（雄壮的`国歌）

护卫队员：行持枪礼

群众：行举手礼；肃立注目

3、小结：为什么说升旗仪式是“庄严、隆重”的？

四、拓展练习

学了这篇课文，你想说些什么？

五、总结

说说自己学了本课后的收获。

六、指导书写生字

七、欣赏歌曲

《五星红旗》。

附板书：

1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



旗手：擎

护旗队员：礼服、绶带、正步（乐曲）

庄严隆重升旗手：接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

军乐队：奏国旗（雄壮的国歌）

护卫队员：行持枪礼

群众：行举手礼；肃立注目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五

本课为苏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中的一篇科普小品文，课
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大自然的文字以及辨识这些文字的意义。
从而引导学生从小学会认识大自然，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和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作者借助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
--大自然的文字，将深奥的科学知识通俗化、大众化，学生
很容易掌握。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通过听、说、读、写训练，使学生获
得有关大自然的一些知识，激发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我为
本课设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培养探
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教学重点】理解课文内容，知道大自然中充满各种知识。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观察、了解、探索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一）过程开放，体现探究性

《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
话的过程。”也就是说，阅读课堂是由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形
成的。在《大自然的文字》一课的教学中，创设教学情境时，
我先引导学生观察教师的表情，去读懂教师脸上的文字，继
而引出课题，引导学生自己找到探究内容进行探究；在学生
用一句话来概括“大自然文字的作用是什么”的过程中，教
师则是一个能欣赏学生意见的倾听者、能积极参加学生活动
的参与者；当学生就“课文是怎样把森林里的花岗石介绍得
具体、生动、形象的”进行讨论交流时，教师又是能判断学
生认识正误的辨别者。这实质上是一个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的动态生成过程。

（二）挖掘内涵，注重人文性

1、体现课堂交流中的人文性

课堂上，我努力让每一个学生在学习的历程中、在互相的交
流感悟中充分展示自我，提升生命价值，让学生在体味语言、
交流表达过程中，陶冶、塑造学生的情感体验。

2、渗透课堂活动中的人文性

现代教学观需要我们以生活的理念构建起语文教学大课堂。
在教学中，我们要将课堂的语言训练和课外的生活实践活动
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使学生从单一的语文课堂步入广泛的社
会语文空间。如在“拓展延伸”这一活动中，我引导学生根
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交流自己懂得的大自然的文字。这种实
践性的活动形式，让学生亲近自然，很好的淡化了训练意识，
消除了学生学习与生活的界限，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实践的热
情。



（三）感悟运用，突出个性化

《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
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
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
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

1、个性化地体味语言

在教学中，对于大自然文字的品读，我充分引导学生进行个
性化研读，强化个性体验，努力让学生通过自主体验，在字、
词、句、篇的联系中揣摩语言文字的内涵，体会文章内在的
思想感情。

2、多样化地语言表达

语文课是师生个性自由驰骋的舞台，所以要鼓励学生进行多
样化地表达，展示学生的个性。在教学中，通过学生多样化
的表达，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课堂中小练笔的设计：“选
择你喜欢的一种大自然的文字，仿照课文，试着把这种文字
介绍的生动、具体、形象！”这一环节，大多数学生不拘一
格地写出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六

是这一篇说明性的文章，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很多自然现象里
都有学问、知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走进自然的情感。作
为一篇科普小文，本课围绕“大自然的文字”分别写了什么
是大自然的文字、大自然中都有哪些文字及怎样才能读懂大
自然的文字。这里首先需要让学生明确的是“文字”即知识。
接着，文章用了大量篇幅描绘了从天空到大地,从奇妙的天书
到不可思议的地书，所呈现给我们的一页页鲜活有趣的大自
然文字。作者把科普知识蕴于日常生活可见可感的现象，让



学生读来感觉触手可及，举目可见。而且语言平白且富有儿
童情趣，作者多处使用比喻的修辞方法，形象生动的比喻既
准确地介绍了自然界的现象，又增强了说明的文学性。

科普文教学与其他故事类、情感类、人物传记类课文教学的
不同之处，往往在于，这类课文的教学，不是着力于挖掘课
文的深度，而是往往在于它的宽度。

针对课文特点，我制订了如下教学目标：

1. 学会并理解本课的生字词，能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
文。

2.了解大自然的文字，懂得它们的作用和意义

3. 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和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4. 感悟作者如何用语言文字将大自然的文字描写的妙趣横生。

重点：了解大自然的文字，懂得它们的作用 。

难点：感悟作者的写法

【设计理念】 本文教学时采用读、议结合的策略：在读中走
进文本，在议中升华文本。

教学过程：

一、古诗导入，揭题质疑

1.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诗，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谁
愿意给大家读一读？

2.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四月，正是平地上春归芳菲落尽的时候，高山古寺之中的桃
花竟刚刚盛放。

你知道原因吗？

“大林寺桃花”是大自然的文字，从山上的桃花开得迟可以
知道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

二、揭题，质疑

1.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篇文章——板书：
齐读《大自然的文字》

2.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3.评并总结：同学们问的都很好，可以看出同学们都非常的
善于思考，乐于提问。我们可以把同学们的这些问题归纳为
三个方面：

出示：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学习课文从题目入手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既可以帮助学生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又可以提高学
生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明确任务，整体感知：

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去读课文，在读的过程中要求同
学们做到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

生读课文并圈画，师巡视。

检查汇报

1.出示生词和几个难读的词语



小熊、耸立、预兆、铁砧 花岗石

解释铁砧，附图片介绍。

认识多音字：岗

2.通过自读，你解决了哪些问题？

交流：

大自然也有自己的文字。天上的每一颗星就是一个字，脚下
的每一粒小石子也是一个字。（天上的每一颗星，脚下的每
一粒小石子，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就是 ；这句话也就是说 。）

课文分别介绍了这样几种大自然的文字：星星、云、石灰石、
花岗石。

怎样才能学会认识大自然的文字：a注意观察；b到书里去寻
找；c请教有学问的人。

四、整体把握，理清思路

1.星星、云、石灰石、花岗石是大自然的文字，言下之意作
者把大自然比作了什么呢？（一本书）

2.为了有条理的介绍，作者还把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册呢，
是哪两册呢？现在就请你再次快速浏览课文，给这两册书分
别取个名字。

阅读提示：建议大家注意研究课文的第四自然段，联系上下
文思考思考，它可能会帮助你很快理清头绪，概括出最符合
作者心意的书名来。

3.交流：你是怎么概括的？（上册：天书，下册：地书）为



什么这么概括？

（第二段，星星写成的天书；第四段，脚下这块土地，也是
一本有趣的书）

第四自然段在全文扮演了什么角色？（承上启下）

它是怎么“启下”的？（下面的5、6两个自然段介绍了地上
的两种文字——指板书提示）

它又是怎么“承上”的？（提示仔细读这句话——“也是”
的这个“也”字，告诉了我们，2、3自然段介绍的是天上的
文字，所以上册可以概括为天书。）

(文章第四自然段是过渡段。但它和以前学过的用“不但——
而且”连接起来的过渡段稍有不同，不妨作为一个语言点，
训练学生用上这种递进关系的关联词去概括2——6自然段的
内容。)

4.是的，你们很能体会作者的心意。明白了这段的作用，再
观察课文的开头结尾，课文的写作思路就了然于心了。出示：

5.读一读这些选自文中的片段，试着说说课文是怎么样构篇
成文的。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了什么。

（交流：先写大自然有自己的文字，再写天书和地书上的四
种文字，最后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读懂。）

6.现在我们一起去向作者学习，学会读大自然的文字，成为
聪明的孩子吧。四、精读课文

【学习第二段：星星】

1.情境质疑：茫茫大海，没有方向可实在危险，漫漫黑夜，
又如何明辨方向？有经验的水手一点也不怕，他们抬头望望



天空，伸手一指，大声说道：那就是北方！知道为什么吗？
赶快读读第二段。

2.交流答案：（引用书中句子）原来北极星给他指明了方向。

3.你们想看看北极星吗？出示星图，适当介绍：我们熟悉的
北斗七星位于大熊星座，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熊星座，小熊
星座里也有一个小北斗，熊尾巴方向最亮的那颗就是北极星。
由于北极星始终在北天极的方位，所以找到它就能在茫茫大
海上辨认出北方。

启发：仅仅只有北极星是大自然的文字吗？不，不，天文学
家还会说——

满天的星星，都是大自然的文字，里面有无穷的奥秘。精确
观测夜空里的点点繁星可以让我们知道许多关于宇宙天文方
面的知识呢！

4.指导朗读：学到这里，你觉得星星这种文字怎么样？（神
奇）

带着这样的感受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

出示第3自然段

过渡：大自然真神奇！一颗星，一片云，居然能告诉我们这
么多知识！再来领略我们脚下文字的有趣吧。

请大家两人一组，自学课文的5-6小节，看看你能不能完成这
个表格？在书上画一画，待会儿交流。

石灰石的来历，让我们知道了地质的变，花岗石的来历又告
诉了我们什么呢？（地质的迁移）

（语言平白且富有儿童情趣，从而降低了理解课文的难度，



因此这一环节，我放手让学生自已感悟，只在一些比较难理
解的北极星的准确位置，砧状云等地方稍作指点。）

五、体会写法 过渡：从云这种大自然的文字里，我们又可以
了解哪些信息呢？

出示材料：冰川是由积雪演化成的、能自行运动的巨大冰体。
冰川在运动过程中把它携带的碎屑物转移到他处。冰川搬运
的物质称为冰运物。冰川搬运能力很大，可将粒径10～20米
以上的巨大岩块搬走。

（1）从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2）那么你能用你的朗读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神气吗？ 评：
不仅神奇，还很有趣呢？你看冰块还会“爬”呢？这是用的
拟人手法。（拟人，用词准确）

【用问句激发兴趣，运用了设问的手法】

【举生动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不是单纯的介绍科学知识而是放到具体的事情中写。

小结：作者用生动地语言写出了大自然的神奇，你们知道本
文的作者是谁吗？（指明说并板书——伊林）

伊林

前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他为青少年创作了《几点钟》、《黑
白》、《十万个为什么》等十几部脍炙人口的科普文艺著作，
他善于把文学和科学结合起来，通过拟人、假设、推理、设
问等形式，娓娓动听的讲述科学知识。

（这一环节的处理，我采用了读的方式，让学生在各种形式
的读中去感受语言的魅力。文中的动词运用也很有特色，如：



搬、穿、爬、带、走??作者采用了拟人的手法，生动形像地
描述了漂砾的形成。教学中，我主要抓住了一个“爬”字指
导学生去理解，去感受作者作词之妙！）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七

周末，我在家里没事干，随手抄起沙发边的一本杂志，看了
起来。“《大自然的文字》”一个名字首先映入我眼帘，我
看了这个题目，心想：大自然的文字是什么啊？大自然哪里
有文字啊？于是，我便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

看完了，我终于明白了，大自然的文字也许是：星星、云、
鸟、和石头等等。所谓：星星是字，天空是书；云是字，天
是书；鸟是字，天是书；石头是字，地是书。

这就是大自然的文字！它总共有成千上万个字母。你千万不
要小看了一颗星星。在古代，即使没有罗盘，当水手们需要
在海上寻找道路的时候，他们就会仰望星空，找小熊星座。
在小熊座里找到北极星，那边就是北方了。因此，一颗星也
是一个“文字”，它教给我们如何辨别方向。

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预测天气。飞行员在炎热的夏天
驾着飞机飞行时，如果发现云像铁砧一般，就知道砧状云是
雷雨的先兆，飞行员就会避开它飞行，以免遭到雷轰电击。

建筑工地上的一块石灰石，你也许并不会在意它。可是在有
真正学识的人的眼里，它并不普通：它是由碎贝壳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贝类是海洋里的居民。由此可见，这里曾是一片
汪洋大海。你看，仅仅是一块石灰石就能告诉我们这里的地
质演变过程是多么大呀！

看，大自然的文字处处都有！要学会认识大自然的文字要从
小到树林里或田野上走走，做个会观察的人，还可以从书中
寻找答案，也要去请教有学识的人，这才能真正了解大自然。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八

《大自然的文字》这篇课文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
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的兴趣。它生动地告诉我们大自然中那
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平凡的现象，都可以让我们推测过去，
预知未来，增加对自然的认识，并通过了解其规律，并遵循
和利用好这些规律。所以，在教学中，我时时提醒同学们，
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要多用心去观察自然，总会有所收
获的。如此挖掘，使学生对文本的教益领悟于心。同时，因
为本文内容浅显，易理解，我在设计这篇课文的教学时，想
尽量在语言训练上下功夫。利用理解文意的机会，训练了学
生的概括能力，特别是让小组交流讨论并展示成果，培养他
们的合作能力，锻炼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及激发他们探索大
自然的兴趣。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完成得不错：

一、在“追梦者组”展示“有趣的地书”部分中的第二个文
字——花岗石时，为了让学生理解“冰是如何把花岗岩搬到
森林里去的”这个难点，我引导学生抓住描述这部内容的动
词，通过冰川的漂移以及多媒体展示相关图片，经过层层深
入，发挥想象，绝大部分同学理解了这方面的内容，使难点
得以突破。

二、教学探索大自然的方法时，“出类拔萃组”首先以作者
伊林小时候的故事的`引入，既训练了学生的听力，又从另一
个角度丰富了课文信息，启迪了学生的思维。其次，在学习
认识大自然的文字方法时，他们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多加了
一则要求，注重引导其他学生理解作者的观点，有效地促进
了学生把信息的获取与思维训练结合在一起，加深了对文字
的理解，树立了科学的态度，掌握了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还有不如意的地方：



1、好的评价语能够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在这课
当中我做得不够好。在让学生展示成果时，学生们的表现都
不错，我却没有及时进行表扬。

2、课堂上对学困生的关注不够。

3、学生自学时，教师未能及时地参与到小学学习中去，以至
于展示时问题百出。

一次上课就是一次锻炼的机会，我希望能在下次公开课上有
好的发挥，我会更加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能力，为自己加油！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十九

当你静下心来观察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大自然也是它的文字。
他是一本很厚的书，每一颗星星是一个字，每一粒石子是一
个字。

每天早上醒来，当你拉开窗帘，灿烂的早朝告诉我们——今
天准是个睛天；出来遛达时，你看那地上的蚂蚁，他们告诉
我们——蚂蚁忙着搬家，出门要带雨伞；午饭后，你来到小
河边，看到蝌蚪在水中欢畅地游玩，它们甩动着尾巴在告诉
我们——春天来到人间；你抬头望望蓝天，大雁编队南飞，
多像一串省略号，它们在告诉我们——秋天就在眼前；如果
有大树被坎倒，年轮会告诉我们——一年只长一圈，这就是
大树的年龄；我们钓鱼时，鱼鳞上细小的圆圈告诉我们——
一圈就是一岁，这就是鱼的年龄；当你在某个地方捡到了珍
奇稀少的贝壳海螺，它们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汪洋一片；
如果你发现了许多动物的化石，它们告诉我们——在上万年
前，这里是一片丛林或是一座高山；傍晚，窗外胖胖的黄云
会郑重地告诉我们——明天一定会下大雨。

大自然的文字真是妙不可言，无奇不有。不爱观察和学习的
人，永远都不会看懂它；整天坐在家里的人，永远也不会读



明它；粗枝大叶的人永远也不会发现它。

文档为doc格式

大自然的文字试讲稿篇二十

最近，我们学习了课文《大自然的文字》，这篇课文让我感
受很深。

《大自然的文字》这篇课文列举了星星、云、石头几种大自
然的文字，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大自然就像一本书。要
认识大自然的文字，必须从小就到森林或田野里走走，留心
观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要及时请教有学问的人。多与
大自然接触，就会懂得大自然的文字。

学习这一课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五年级时所学的一篇课文
《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课文中也写到了很多种大自
然的文字。只要我们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就能看懂大自然
这本书。

是呀，大自然就如同一本书、一个课本。书和课本都能让我
们懂得许多道理，大自然也是如此。通过观察现象，通过请
教他人，通过他们的解答，我们就会不断地汲取营养。

想到这儿，我就又想到了我的一位课外班同学。她就是一个
真正会读大自然这本书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郊外游玩。大家都背着轻便的小包，
只有她，背着一个较大的包，还装着一本《小学生百科全
书》。大家都笑她，说她出去玩还一副书呆子模样。到了郊
外，只见她拿着笔和本，一刻不停地在写着：“鹅掌木是什
么？为什么叫鹅掌木？……”休息时，大家都在吃东西、聊
天，只有她还忙得不亦乐乎：不停地翻阅百科全书；不停地
阅读、思考；不停地在文章上作记号。休息结束时，她的那



本书几乎作满了记号。

我们应该像她那样，学会观察思考，学会读大自然的文字。
只有这样，才能增长知识，明白更多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