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珍珠鸟详细教案(大全14篇)
编写高三教案要注重教学思路的逻辑性和连贯性，确保每个
环节的合理性。随着教育的发展，中班教案也在不断创新，
接下来是一些最新的案例分享。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一

1、通过阅读，赏鉴，让学生能领悟这篇文章蕴含的思想感情。

2、学习散文以小见大的写法，撷取身边小事来体验、感悟生
活。

3、培养学生爱护鸟类，亲近自然的情感。

1、鸟是怎样由生疏怕人变得信赖主人、依恋主人的？

2、信赖不仅是鸟对人的信任，而且是人和鸟双方的交流。
（学生不易把握。）

讨论点拨为主。

录音机及课文朗读带。

一、简介作者

当代作家，代表作、作品风格（略）

我们今天来学习的这篇散文就是一幅体现都市生活的闲适画
卷。

二、按要求，听录音

重点：这篇文章是写我和珍珠鸟的.，主要写什么事？



文中有哪些语句起着暗示作用？

三、讨论上述问题

信赖

怕人熟悉胆大亲近睡熟（依偎）

难点点拨：人对小鸟怀有一种怎样的感情？

由怜惜生爱心，从喜欢到放任信赖，就如对膝下乳儿的疼爱、
流露出融融的亲情，散发着温馨的家庭气息。正是我有这样
的爱心，才能让小鸟欢欣雀跃，让单调枯燥的书斋生活变得
灵动生气起来。

小结思想内容：可见，是我亲近小鸟，关爱小鸟，给小鸟以
爱心，小鸟才带给我平淡的生活带来欢愉和亮色，才能享受
到生活的情趣和哲理。

四、学生诵读课文

一人朗诵，全班赏鉴、思索：文章是怎样将我和小鸟的融洽
相处描摹得绘声绘色的？

鸟怕人人爱鸟鸟亲人

（过渡）

铺垫

成鸟（一点点）雏鸟（睡得好熟）

衬托

小结艺术特色：文章正是撷取这样的生活小浪花，运用娴熟



的写作技巧，来表现书人的闲适与快乐的，饶有情趣。

五、布置作业

记叙文，题目自拟，字数７００字左右。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了解珍珠泉的美丽，体会作者热爱家乡的感情。

3、体会抓特点表述景物的方法。

4、积累课文优美的语言。

1、在中国绵延数百万公里的土地上，有着许多如诗入画的美
丽景象。有巍峨雄壮的长城，有接天荷叶无穷碧的西湖，还
有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漓江。今天，我们要一起去一
个美丽的地方。那就是——板书“泉”。会写“泉”字吗？
把手拿出来跟我写一个。

评议：课堂伊始，教师极富感染力的导语就把学生引领到了
许多美丽的地方，产生了美的享受，从而奠定了整篇文章的
感情基础。

2、师：（多媒体出示各种各样的泉）这是芙蓉泉，清诗人董
芸曾寄迹于此，并赋《芙蓉泉寓舍》诗：“老屋苍苔半亩居，
石梁浮动上游鱼。一池新绿芙蓉水，矮几花阴坐著书。”多
美的泉啊！这色洁如璧，水涌似珠的便是濯缨泉。

生：瞪大眼睛非常专注，不时发出“呀”“哇”的赞叹声。

师：大家看这是什么泉？（多媒体出示珍珠泉的画面和名称）



生：珍珠泉。

师：看着这样的画面，你觉得珍珠泉怎样？

生：我觉得珍珠泉很美。

生：珍珠泉实在太迷人了。

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珍珠泉走一走，看一看。板书：珍珠
泉。

生：齐读课题。

评议：正因为有了前面对各种泉的介绍，学生才有了一定的
情感基础，这时出示声情并茂的珍珠泉画面，孩子们便认真
地、真切地、看着说着，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置身于诗一般的
珍珠泉中，珍珠泉的美也从视觉、听觉走向心灵，孩子们情
不自禁的发出这样的感叹：珍珠泉实在太迷人了！此时此刻
教师抛出“珍珠泉美在哪里？”这一问题，很自然的引发学
生寻找美的欲望。

1、学生按要求自由读课文。

2、师：（生读完课文）珍珠泉美在哪里呢？

生：我觉得珍珠泉的水很美。

生：珍珠泉的水泡五颜六色的非常迷人。

3、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完成板书）珍珠泉真是太美了，课
文中就有这样一句话（课件出示：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
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生：齐读。



师：是啊，美丽的珍珠泉因为有清、绿、静的水和五颜六色
的泡泡而更加迷人。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珍珠泉的水中去看
看。

评议：语文教学要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整体文本的感悟，
有利于学生理清文章的脉络，整体地把握文章。初读课文，
鼓励学生谈珍珠泉美在哪里，这一点便是文章的中心基点，
也是学生的情感基点。接下去，学生再读课文，情感体验便
在珍珠泉的水和泡泡中徜徉。

1、走进水中，感受美。

师：（多媒体出示珍珠泉水的画面）这就是珍珠泉的水，你
看到了什么？

生：珍珠泉的水很清，里面一点儿杂质也没有。

生：珍珠泉的水很静。

生：珍珠泉的水真绿阿，好像被染过似的。

师：课文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写出了珍珠泉的水。课件出示：
水是那样深，又那样清，清得能看见潭底的青褐色的石头，
能看见沉积在潭底的沙粒和已经发黑的树叶。

师：谁能看着画面，把这句话读好。

生：（读）

师：听了你们的朗读，我的脑海里好像出现了那又清又绿又
静的珍珠泉水了，我不禁要说（课件出示）“这就是美丽的
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生：（齐读）



师：刚才我们从珍珠泉那深、清、绿的水中感受到珍珠泉的
美，除了水，珍珠泉还因有珍珠般的水泡而美丽。请同学们
快速读读课文第三自然段，选择自己喜欢的一句好好读读。

评议：儿童是用形象、色彩和声音来思维的，通过让孩子们
看一看，说一说，读一读，他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珍珠泉
水的特点：静、清、绿，从而感受到了珍珠泉的美丽，这样
珍珠泉的美丽在孩子们的心里更加丰满，更加实在。因此，
当读到“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孩子们的情感也愈加强烈！

2、走进泡泡里，体验美。

（生读完第三自然段后。）师：你喜欢哪一句？哪一句话让
你感受最深

师：你什么喜欢它？

生：因为这句话写出了水泡的样子是那样的晶亮、饱满。

生：还写出了水泡的声音：一嘟噜一嘟噜

师：谁能读好这几个词语？

生：读，（一个比一个进步，一个比一个有趣）

师：放到句子中你们能读好吗？

生：很自信的说能。

生：齐读。

评议：重点词句的解读，有助于学生理解句子。当学生把晶
亮的、饱满的、一嘟噜一嘟噜读得精彩了，整个句子也就内
化成孩子的精神产物了。



（2）我喜欢“有时候，透过密密的树叶，太阳筛下一束束金
光，照在水面上，照在正升起的水泡上，一直照到潭底青褐
色的石头上。水面和潭底，金色的光斑和银色的光斑交错着；
水泡闪亮闪亮的，射出红的光，黄的光，绿的光，紫的
光……多像一串一串彩色的珍珠啊！”这句。

生：这句写出了泡泡的颜色很多。

生：写了泡泡像珍珠一样闪亮闪亮的非常美丽。

师：珍珠泉的泡泡五光十色，有红的，黄的，绿的，紫的，
除了这些还有吗？

生：迫不及待的说有

师：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生：我从后面那六点中知道的。

生：那六个小点是省略号，表示后面还有很多没说出来。

师：你理解的真好，你能把你的感受通过朗读表现出来吗？

生：很有感情地读这一句。

师：我读这句话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太阳筛下一束束
金光，而不说射下呢？

生：射下表示太阳光直射，而这里因为有密密的树叶遮挡着，
太阳光不能直射到。

生：太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有些光线被遮住了，有些光线
穿过缝隙，找到地上，所以用筛下一束束金光。

师：你说得真棒，我想你一定也能把他读好。



生：再一次有感情地朗读。

评议：这几句话写得非常优美，是积累词句的首选佳句，同
时这几句话的理解也是难点，教师设置与学生平等对话，让
学生走进泡泡堆里。市声、生生对话、文本对话，对话后的
朗读，朗读中的对话，浑然一体，帮助学生对文本、对泡泡
美的感悟。

（3）我喜欢“开始，水泡很小，摇晃着越升越高，越来越大，
最后在水面绽开了，在‘扑哧’一笑中消失了！”这句。

生：我仿佛看到水泡刚开始很小，后来越来越大。

生：我仿佛看到了水泡摇摇晃晃地不断往上升。

师：水泡摇晃着不断往上升，真有趣，谁能演一演。

生：（表演）用两只手表示水泡，当水泡越来越高时，他们
的手慢慢往上举；当水泡越来越大，孩子们的手渐渐张开。
还用身体扭动表示水泡摇晃的样子。

师：我们一起边读边表演。

生：兴趣浓厚地读着演着。

师：珍珠泉的水泡摇摇晃晃地从潭底冒到水面上可真有趣。
有时阳光照到水面上，水泡还会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美极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水泡时便忍不住要说：（出示句
子）“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泉。”

生：（齐读）

评议：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这一环节的教学中，放手让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好好读读，让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边
读边悟，边演边悟，这样避免了教师的分析和讲解，同时注



重学生、文本、教师三者的对话，让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
创造能力得到了培养，这样的课堂学生学得轻松、扎实，教
师教得自在。

3、回归整体，升华感情。

（1）是的，珍珠泉确实很美！因为它有（指板书）绿、清、
深的水，（在板书添上几笔水纹），还有那彩色珍珠般的水
泡。下面，让我们拿起课文读读二三两自然段，再去感受一
下，珍珠泉的美。

（2）生配乐朗读。

（3）真是太美了！所以，每当我来到珍珠泉边，我看到这样
绿、深、清的水，珍珠般的水泡，我就会情不自禁的说：
（出示句子）“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们村的珍珠
泉！”（齐读）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走进了珍珠泉，感受到了珍珠泉是那样
的美，其实在我们的周围也有许多这样美丽的地方，如苍南
的玉苍山，马站的渔潦大沙滩。今天我也给同学们带来了我
们家乡的一条小河。课件出示：家乡小河的四季美景。你们
看老师家乡的那条小河四季各有不同有什么变化。

生：春天的小河，河水清澈。

生：夏天的小河，是孩子快乐的领地。

生：秋天的小河，灌溉农田。

生：冬天的小河，不再欢唱了。

师：下课后，同学们回去留心观察，把观察到的美丽的地方
也按它们的特点记录下来。



评议：课堂不应只停留在课堂，课堂应与学生的生活融合在
一起。让孩子们在生活中观察家乡的美景、大自然的美丽，
从而懂得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大自然，关心大自然，是文
本的人文价值所在。

四十分钟很快结束了，我和我的孩子们都似乎意犹未尽，还
好似自己身处珍珠泉中一般。往常上公开课总看见孩子们畏
畏缩缩的，老师使出浑身的解数去引导、鼓励，孩子们才愿
开尊口。而今天，他们都兴致勃勃地说着、读着，思维活跃，
真情勃发，灵性涌动，课堂一派“喜人景象”！我想这应该
归功于课堂中对文本的感悟。是呀，真切的感悟就是诗意的
课堂最融合孩子最诗意的心灵，“孩子是天生的诗人”！让
孩子诗意地学着，还孩子一个轻松的'、诗意般的课堂！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他们诗情画意的心灵最容易“草长莺
飞”。一篇美文对孩子的心灵的“诗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润物无声的过程，这种影响既有感觉、思想认识等因素，也
有表达情感的语言和方法的因素，这两者是融合着的，因此
它对学生心灵的“诗化”是全面的。“心灵诗化”的过程也
是人文化的过程，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垫底的过程。这一课
例中，音乐、画面的引用为学生心灵的诗化架起了一道美丽
的彩虹桥：

师：为什么说太阳筛下一束束金光，而不说射下呢？

生：射下表示太阳光直射，而这里因为有密密的树叶遮挡着，
太阳光不能直射到。

生：太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有些光线被遮住了，有些光线
穿过缝隙，找到地上，所以用筛下一束束金光。

师：你说得真棒，我想你一定也能把他读好。

生：再一次有感情地朗读。



在这样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师生对话氛围里，课文中的难
点轻易地解决了。像这样的对话本案例还有很多，在对话中
孩子们理解了课文，同时也不知不觉地遨游了珍珠泉。

2、语文教学的人文性决定了语文教学要重文本的整体感悟，
重语句朗读熏陶。文章的主旨在一次次的阅读中，一次次的
朗读中得到感悟，得到情感的体验，在体验中师生完成了文
本主题的生成。为了突显“这就是美丽的珍珠泉，这就是我
们村的珍珠泉！”所蕴含的情感，我安排多次出示这句话，
在整体感悟中第一次出现，而后又分别出现在感受完水和泡
泡里，最后回归整体时又再现它的身影。通过这一系列的在
教师的导语中，在学生的感悟声中反反复复的朗读、交流，
学生的情感愈来愈浓，愈来愈强烈，这样学生的情感和美丽
的珍珠泉融为一体，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情感徜徉在珍珠泉里
了。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三

1.学习本课要求的13个生字

2.领悟课文是怎么具体表达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的思想的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查找相关资料,了解珍珠鸟的生活习性

2.有关珍珠鸟的挂图和课件

今天，我们将结识一个新的小伙伴珍珠鸟。它娇小、可爱，
就是特别怕人。作家冯骥才用他的'笔、他的心为我们讲述了
他与珍珠鸟之间动人的故事.

请大家打开书，自由读读课文，看看文中哪些画面给你留下



的印象最深刻?

a．我们先进入展现小家伙爸爸、妈妈生活环境的画面.自己轻
声读读课文与这幅图关联的内容，请学生谈谈感受.(学生自
由朗读3～5自然段.)

c．教师小结：是关爱、理解与尊重，使他们与我熟悉起来.

a．这幅图展现了小珍珠鸟远远观望的画面，引导学生根据课
文6～9自然段内容，用不同的画面展现人与鸟的关系.

b．引导学生回到文本：文章中用了怎样生动的语言描绘这幅
图?(指名朗读.)

c．让学生体会小家伙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的情景，引导学
生想象：神气十足的小家伙什么样?让我们欣赏一下吧.(指名
朗读相关文字.)

d.教师小结：小家伙生活得多么快乐，虽然还在远远地观望，
但离我越来越近了.

a.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说一
说这份亲近的情意是什么?(引导学生朗读10~11自然段.)

b.在这看似不动声色中，流露出我对小家伙深深的情意，让
我们也来分享分享吧.同座位两个人，一个人是小家伙，一个
人是大作家，亲近地交流一下吧.(学生互读这两段.)

c．指名朗读，并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

d教师小结：小家伙感受到这份情意，更信任我；我也感受到
这份信任，获得无限享受.(再指名读这句话.)

a.有了这份信任，有一天，小家伙竞在我身上睡着了.这是多



么温馨的画面!让我们静静地欣赏，读读书中描写这一画面的
语句.(加背景音乐.)

b．谁来把你的感受分享给大家?(指名朗读.)

这是信赖创造的美好的境界，能谈谈你对作者流泻下的感受
的理解吗?

欣赏了这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你有什么感受?写一写.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四

知识与技能:

1.认识本课的11个生字和一个多音字“待”。

2.读懂课文内容，理解“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的
含义。

过程与方法:

1.自主阅读与交流感悟相结合，联系生活经验，发表自己的
见解。

2.联系上下文内容，理解重点句的含义。

3.抓住作者赢得珍珠鸟信赖的原因，感受作者与珍珠鸟和谐
相处的美好境界。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与珍珠鸟之间亲近、温馨的情
感，领悟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爱和信赖的
理想境界。



教学重点:把握主要内容，体会作者与珍珠鸟之间亲近、温馨
的情感。

教学难点:理解“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的含义。

1课时

一、鸟语倾听，诗歌引读。

1.鸟语倾听。

让学生欣赏一段鸟儿清脆悠扬的鸣叫声。

2.诗歌引读:同学们，你们喜欢鸟儿吗?林间欢飞的鸟儿是大
自然的宠儿，也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学习与鸟有
关的文章《珍珠鸟》。(板书课题)

3.这篇课文的作者是当代作家冯骥才，他曾养过一对珍珠鸟，
鸟儿给他带来的生活乐趣。你们想了解一下吗?下面就让我们
一起来学习、欣赏吧。

二、初读课文，直击信赖。

1.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

2.说说课文讲了什么内容。读后指名交流。

3.结合课文中的语句，简单了解珍珠鸟是一种怎样的鸟。

外形: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背后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

个性:胆小，是一种怕人的鸟。

4.作者通过自己和珍珠鸟交往的经历带给你什么启发?(“信
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设计意图: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对于文章的内容只要求学生粗知即可。
学生读文、交流的过程，既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梳理，提高
了学生对文章的整体把握能力，又由鸟的外形特点、鸟的习
性，引出人与鸟之间相互信赖的话题。

三、品悟“我”是如何赢得信赖的。

(1)这种怕人的鸟，怎么会变得不怕人?

(2)“我”是怎样逐渐赢得珍珠鸟的信赖的?

(3)默读课文，画出并体会相关的内容。

2.学生交流并找出“我”精心呵护、照料珍珠鸟的语句。

(1)悉心照料:

“我把鸟笼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
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
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

(2)尊重:

“我很少扒开垂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
”

“我呢，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
的眼睛去惊动它们。”

(3)宽容:

“我不管它。”



“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
”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

(4)关爱:

“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

“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

从作者的这些行动上，你又读懂了什么?对“信赖”又有了什
么新的感受?

3.回顾全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同学们交流蕴含着作者
爱鸟情感的语句。

四、雏鸟对作者的信赖。

(1)作者这样关爱鸟儿，鸟儿有什么反应呢?

(2)珍珠鸟与“我”的关系有了什么变化?

2.学生交流反馈。

(1)四周——屋里——桌子上——肩上

(2)开始胆小——渐渐胆大——开始亲近“我”——完全信
赖“我”

设计意图:

简单地感悟鸟对人的信赖，为后面理解“信赖，往往创造出
美好的境界”这句话作准备。



3.从刚才的句子中，你看到了一只什么样的`小鸟?

预设:淘气、可爱、活泼。

课文中有很多地方写出了珍珠鸟的可爱，找出这些的语句，
体会“我”和珍珠鸟之间的情意。

预设:“小脑袋、小脑袋探出来”等词语写出了珍珠鸟的可爱。

设计意图:

体会作者对珍珠鸟的情感。

(它舒适又温暖的巢;它软软的小床;温暖的港湾;树干……)

五、总结升华，体会“信赖”的含义。

1.望着这和谐的画面，感受着鸟儿亲近的情意，作家不由得
从心底流出这样的感慨——

“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联系课文内容说说你对
这句话的理解。

2.“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种境界不仅存在于
人与动物之间，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在生活中，你有过这
样的体验吗?学生交流。

3.总结升华:信赖，就是尊重、理解、宽容。只要心中有爱，
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人与
动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和谐美好的境界。世界万物
共生长，应以诚相待，和谐共生。

设计意图:

这一环节的设计，学生通过联系上下文体会重点句的含义，



进一步体会珍珠鸟在“我”的细心照料下，由怕人到与人亲
近的变化过程，帮助学生理解“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
界”的深刻含义，并由此拓展到生活，延伸到人与人、人与
动物、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六、布置作业。

1.摘抄文中你认为精彩的语句并写出感受。

2.用本文学到的写法写一个状物的小片段。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五

1、学会本课生字，田字格外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

2、会用“居然”、“不由自主”造句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4个自
然段

4、了解珍珠鸟的外形特点、活动范围。

5、理解信赖“就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的深刻含义，培养学
生爱鸟护鸟的思想感情。

理解信赖“就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的深刻含义，培养学生
爱鸟护鸟的思想感情。

三课时

1、学会本课生字，田字格外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小黑板磁带录音机投影仪

教学过程

自我加减

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新的课文讲的是人和鸟友好相处的乐
趣

1、板书课题：29珍珠鸟

2、简介珍珠鸟

1、出示自学题目

a、给课文的自然段写上序号

b、轻声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读顺句子和课文

c、读读下面的词语，或联系上下文想想它们的意思

拨开细腻淘气索性傍晚呼唤扭动

不由自主信赖居然神气十足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适时辅导后进生

3、检查自学

a、读生字，注意音准

b、解释词语



c、指名学生读课文，教师相机指点

d、齐读课文

4、写字指导

a、提示生字描红的注意点

b、学生用钢笔描红这些生字

1、朗读课文三遍

2、读、抄词语（文后第三题）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六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
并领悟"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的内涵。

1、读课文，你认为需要重点掌握的字词整理在下面。

2、朗读课文

合作探究

冯骥才（1942），当代作家，擅长小说，也写散文。代表作
中篇小说《啊》、《神鞭》，短篇小说《雕花烟斗》、《高
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作品构思精巧，语言机智，以描摹
都市生活风情见长。

初读课文，并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1、课文中作者为鸟儿做了哪些事？



2、小珍珠鸟有什么反应？

3、我从中获得了什么感受？

小组可按下列形式及要求朗读课文。

1、自由诵读———要求读的准确流畅

2、接力赛读———要求读的字正腔圆

3、选点精读———要求读的有情有景

赏析：作者在对小鸟神态、动作的描写之中融入了自己的喜
爱之情。请从文章中选择一两个例子，并分析。

1、请大家来听下面这几则相关的材料，看一看这几则材料中
的人们有什么共同特点？

（1）1928年3月，纽约繁忙的百老汇沃尔克大街上，一只名叫
“小黑人”的母猫阻塞了交通，因为它有5只小猫需要救护。
警察詹姆斯·卡德莫尔拦住了过往的汽车和行人，让“小黑
人”把5只小猫一一叼过了马路。当时没有一个人、一辆车因
为这而诅咒。有人拍下了这一动人的情景，题名为《为小猫
让路》。

（2）辽宁省宽甸县军民村有一位叫黄丽杰的妇女，五年前
（1999年）她用准备买蔬菜种子和大棚薄膜的300块钱救下了
一只差点成为人口中食的受伤的大雁。她和丈夫精心治好大
雁的伤，大雁不愿离开他们，就呆在了他们家里。他们给它
取了个名――雁宝（自己的儿子叫忠宝），还买来大白鹅和
它做伴。从此雁宝成了他们家庭的正式成员，并且和那六只
大白鹅日久生情，生下了许多小雁。黄丽杰一家成了远近闻
名的养雁专业户。



（3）北京有一位老太太，她收养了100只流浪猫，从此这些
猫咪有了温暖的家，不再风餐露宿；老太太也因为有了这些
猫咪做伴而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生活充实而愉快。

2、再来看看下面一则材料，你发现了什么？

3、作为新世纪的我们应该如何为保护动物写下一句标语，来
表达你的心声吧！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七

25珍珠鸟

阅读课

1.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体会人与动物和睦相处的美好意境。

2、知识与技能目标：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3、过程与方法目标：珍珠鸟在我的照料下发生的变化。

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理解信赖往往创造出更美好的境界这
句话。

珍珠鸟的挂图

同学们，你们喜欢养鸟吗？有养过的吗？

今天，我就给同学们介绍一位新朋友。

（出示教学挂图，板书课题：25珍珠鸟，师生齐读课题）

1、学生快速阅读课文

2、谈谈你读了这篇课文后知道了些什么？



3、把你最感兴趣的句段划出来

1、想一想，通过阅读你对信赖，往往产生美好的境界这句话
是怎样理解的？

2、小组讨论交流我是怎样照料呵护珍珠鸟的？

3、在班级内交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课文谈谈自己的体会）

25珍珠鸟

人与动物相处

信赖创造美好境界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绿线里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会用”居然””不由自主”造句。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4个自然段。

3、了解珍珠鸟的外形特点，活动范围，理解信赖”就能创造
出美好的境界”的深刻含义，培养学生爱鸟护鸟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珍珠鸟的外形特点、活动范围，理解信赖”就能创造出
美好的境界”的深刻含义。

教学具准备及辅助活动

挂图。投影、磁带



主要板书计划

住处：舒适温暖安全

外形：红嘴红脚毛灰蓝色蓬松的球儿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九

1、引导学生把握文章内容，领悟文章中人和动物之间充满的
爱和信赖的理想境界和深刻的哲理。

2、唤醒学生内心的爱的情感，引导他们体验反思，激发他们
爱护动物、善待生命的情感。

3、品味语言，学习作者对珍珠鸟细腻、人性化的描写方式。

重点：唤醒学生内心的爱的情感，引导他们联系自己生活实
际，思考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难点：文章中融注喜爱之情的描写笔法和蕴涵的深刻哲理。

冯骥才的《珍珠鸟》是一篇充满浓郁诗情和深刻哲理的散文，
它通过对人鸟之间相亲相爱的奇特画面的细腻描写，唱响了
一曲人与动物之间爱和信赖的颂歌。设计用故事导入，可以
激活学生思维和课堂气氛，为本节课奠定深厚的感情基础，
同时又暗示了课文主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朗读全文，理清课
文内容，感知文章主旨和作者的情感。研读课文精彩部分，
重在品析课文优美生动的语言，在品析中受到美的熏陶，领
悟其中深刻的哲理。再结合学生自己的亲身经历拓展延伸，
引导他们体验反思，激发他们关爱动物、善待生命的情感。
最后以一篇震撼人心的《咬舌自尽的狗》结束授课，给学生
留下思考的空间。

师：同学们好！首先给大家讲三个故事



四川省成都市发生过这样一件离奇的事：一位叫申庭美的96
岁的老人，他留下遗嘱，等他去世后将他的5000元的遗产留
给一条和他相依相伴12年的小狗欢欢――申培欢（他给小狗
取的名，他把小狗当作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第二个故事：辽宁省宽甸县军民村有一位叫黄丽杰的妇女，
五年前（1999年）她用准备买蔬菜种子和大棚薄膜的300块钱
救下了一只差点成为人口中食的受伤的大雁。她和丈夫精心
治好大雁的伤，大雁不愿离开他们，就呆在了他们家里。他
们给它取了个名――雁宝（自己的儿子叫忠宝），还买来大
白鹅和它做伴。从此雁宝成了他们家庭的正式成员，并且和
那六只大白鹅日久生情，生下了许多小雁。黄丽杰一家成了
远近闻名的养雁专业户。

第三个故事：北京有一位老太太，她收养了100只流浪猫，从
此这些猫咪有了温暖的家，不再风餐露宿；老太太也因为有
了这些猫咪做伴而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生活充实而愉快。

师：大家听了这些故事有什么感触？

生：动物也有情！

生：善待动物，终有好报！

生：人和动物也能相亲相爱，和睦相处。

生：我们要保护动物！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和谐、相融、灵性，情动人与动物之
间！这三个离奇而又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不由得惊叹感动：原
来人和动物是可以这么和睦相处的啊！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
的散文名篇《珍珠鸟》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和动物和谐温
馨的画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篇美文。



师：我们还是请向媛媛同学来朗读这篇课文，请同学们用心
听，然后说说课文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读略）

生：讲“我”养了一只珍珠鸟，“我”非常喜欢的故事。

师：不是很准确具体，谁来补充？

生：讲朋友送了一对珍珠鸟给“我”，后来这对珍珠鸟有了
雏儿，“我”喂养他们的经过，

生：应该是“我”喂养了一对珍珠鸟，他们有了雏儿。这只
雏儿对“我”由害怕到熟悉到亲近的过程。

生：（齐）喜欢！

师：老师也喜欢这只小珍珠鸟，它确实是只非常可爱的小鸟。
现在请你们自由朗读课文，勾画出文中体现小鸟可爱的句子，
试着品味一下这些句子是从哪些方面写小珍珠鸟的可爱的？
（生读书勾画）

生：我找的是第8自然段，“起先……跟着逃到画框上去
了。”这段用了“飞”、“落”、“站”、“啄”、“撞”、
“逃”这些动词写出了小珍珠鸟的活泼、调皮的特点。

师；噢！动作轻盈，活泼又有点儿胆小。

生：我找的是第7

自然段，写小珍珠鸟外形很漂亮，长得又胖乎乎的，显得很
可爱。

生：我找的是这句：“它先是离我较远，……发出‘嚓嚓’
响。”这段是从小鸟的动作、神态写小鸟可爱。

师：这是小珍珠鸟和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吧。你看它像个娇



憨顽皮的小孩儿，居然懂得看人的脸色行事，聪明的鸟！

生：还有第14自然段，小鸟趴在我的肩上睡着了。它像一个
淘气的小男孩子，玩累了，就趴在我肩上睡了，一点儿也不
害怕！

生：“却是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我觉
得写得很好看！

师；对！万绿丛中一点红，清新美丽！

生：“忽然有一个更大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我觉得这句
中的“探”字用得好，写出了珍珠鸟的胆小，它在试探有没
有危险。

生：还有第13自然段也是写它的动作。

师：同学们找的都很准，分析得也不错！作者正是从小珍珠
鸟的外形、动作、神态来展示它的可爱的，字里行间洋溢着
作者的喜爱之情。（板书：外形、动作、神态）现在我们一
起带着我们的喜爱之情把这几段读一遍。（生读7——14）

生：我（作者）。

师：请同学们浏览课文，找出写“我”举动的语句，看
看“我”为小鸟都做了些什么？

生：“我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
”

师：我为小鸟建了个绿色的家园。

生：“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我呢，决不掀开……惊动
它们”



生：“我不动声色地”“我用手摸一摸它细腻的绒毛”

生：“我手中的笔停了，生怕惊跑了它”……

师：那从这些举动中，你们看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生：爱鸟的人！

生：具有母爱。

生：默默奉献不求索取的人！

师：哦！这怎么讲？

生：他关心鸟，照顾鸟，没有向鸟要求什么。

师：有道理，还有吗？

生：富有爱心！

生：是个细心的人！

师：是啊，“我”是个有爱心的人，所以才能这么细心地、
耐心地照料珍珠鸟，尊重它们的生存空间，给它们提供宽松、
自由的活动场所，不惊扰它的活动，甚至宽容它的淘气捣蛋。
就像许多宠爱孩子的爸爸妈妈迁就他们调皮的孩子一样。所
以小鸟才这样胆大妄为地到处蹦跳，才可以这样放心大胆地
睡觉。（板书：爱心、宽容、尊重）

生：信赖，可以创造美好的境界！

师：爱心、宽容、尊重，是通向信赖的桥梁！是创造美好生
活的基石！有了它们，不仅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沟通，人与
动物之间也可以相互信赖！我想这就是作者想传达给读者的
心声。（齐读此句）



师：我想同学们都有养动物的经历吧，你们是怎样对待你们
养的动物的？说来听听！

生：我家养了一只波斯猫，很可爱，我好喜欢它。

生：我曾经养了一条狗，我也很喜欢它，冬天我用旧衣服给
它作窝；夏天我把它带到河里洗澡。它也很喜欢我，每天放
学后，它都会在路上接我，它很听话的。可惜它后来得病死
了。

生：我对我家的狗是又喜欢又不喜欢。当我高兴的时候，我
会给它好吃的，逗它玩；当我心情不好时，我就踢它，把它
赶得远远的。

师：我想覃聪同学的做法代表了许多人对动物的态度吧。我
们对待自己的宠物，一般是凭自己的心情。心情不错，就把
它抱在怀里逗弄；心情很坏时，看见它就心烦。

生：我不怎么喜欢猫狗的。我觉得它们很脏。我家里曾养过
一只猫，它下了一窝儿，它们到处乱跑，后来身上就长了跳
蚤，搞得我们身上床上也有了跳蚤。我妈一气之下，把他们
全扔了。

生：我家里的那只小狗也蛮讨嫌的，它喜欢乱咬东西。我们
的鞋子和袜子经常不见。可我妹妹喜欢它。

师：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新闻《女主人对忠诚家犬痛下
杀手

义犬放弃反抗含泪亡》，一名叫晓芳的女子为了维护新居的
整洁，狠毒地杀死了共同相处了7年的爱犬，她用绳子绕
在“黑虎”脖颈间、蒙住它的眼睛，任凭“黑虎”泪水横流，
让四位雇来的大汉勒死它。丈夫得知“黑虎”的遭遇后，提
出了离婚，一向很听话的儿子也整日报以敌视的眼光。晓芳



女士想不通，对于其丈夫来说，难道她没有一只狗重要吗？
你想得通吗？大家也来讨论讨论。

生：她丈夫肯定认为她是个心肠狠毒的女人！

生：她儿子也肯定这样认为。

生：她丈夫可能觉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很危险。

师：其实，这并非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生命
的问题。动物也有生命。生活中，像晓芳女士这类视“万物
为刍狗”、轻贱生命，不懂得敬畏生命的人还很多。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一直以自然界的主宰者自居，人类为
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任意残害着其他生灵的生命，或丢或打
或杀或买或吃……去年的非典不正是人类荼毒生灵带来的恶
果吗？如果人们能够树立起健全的生命意识，对动物多一点
人道关怀，那么地球上就会少一些杀戮多一些互爱，人类自
身将有更美丽的发展。我希望同学们经过今天的学习，能够
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关爱动物，善待生
命！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还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一座信赖的
桥梁，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人情味。

最后给大家读一篇文章结束我们这节课。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十

1、认识2个新单词，读好课文。

2、理解文中的叙述顺序，想象文中描述的场景，感受珍珠泉
的美丽与可爱。

3、体验作者表达的感受，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



1课时

第一，进口。

孩子们，你们见过泉水吗？谁能说说泉水的特点？（清澈，
细细的水，顺着山势流淌），这节课老师会带领大家领略珍
珠泉的美。

第二，举例读课文。

思考：作者描述的泉水是什么？

（一）老师带着感情大声朗读课文。

（2）学生找出课文中的相关句子并阅读。

第三，自学课文，梳理层次。

（1）自由阅读，将文章分成小节。

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第一自然段）。

第二段（2―4个自然段）。

第3款（自然第5―6款）。

（2）指导学生分段阅读课文。

第四，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

（1）读第二段，想一想这一段主要讲的是什么？是按照什么
顺序描述的？



（2）读第二段。

2、泉水有什么特点？（青、暗、清），你能说出哪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句型？（并行）。

3、泉水是怎么出来的？"扑哧一笑。"这是关于泉水写的什么？
（人）。

4、讨论：这个泉为什么叫“珍珠泉”？

第四段中的这句话在这篇文章中起什么作用？（总结，概
括）。

（3）读第三段。

讨论：这段话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最后一句“我洒了多少珍珠！”你什么意思？

第五，总结拓展。

第六，布置作业。

请选择你最喜欢的场景，按照一定的顺序写下来，一定要把
自己的感受融入到美景中。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十一

教材解读：这是一篇略读课文，课文描述了家乡山林中一眼
美丽的清泉，写出了泉水的深和绿及冒不完的水泡。抒发了
对大自然景观赞美之情，表达了对家乡热爱的感情。

教学

目标



a类

1、掌握镶嵌  青苔 蕨菜  青褐色   缘故  一嘟噜
  绽开    扑哧         筛下    干涸这
几个字的读音。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

b类

1、  默读课文，看文章首先写了什么，其次写了什么，最
后写了什么？

2、  最详细写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

c类

了解珍珠泉的美丽有趣，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个体学习板块

教学板块

1、老师投影出现生字，齐读，开火车读一遍，完后让孩子自
己注音，并相互检查。

2、让孩子们在语境中理解这两个词语，并会运用。

一、检查生字词（10分钟）

1、  巩固生字，投影出现

2、在语境中重点理解“镶嵌”、“干涸”的意思，并会造句。

1、同学们通过个体读、老师领读、范读，集体读，让孩子能



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2、让孩子在读时找出先写珍珠泉的位置（1自然段）到珍珠
泉的特点（2、3自然段）最后到对珍珠泉的喜爱及赞美。（4、
5、6自然段）

3、让学生再次默读课文，可以同桌讨论。

文章写的最详细的是珍珠泉的特点。

主要写它美丽和有趣的特点。

4、重点指导孩子们读课文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珍珠泉的特点。

5、出示课文的第二、三自然段，让孩子对比学习。

a、珍珠泉的美丽和有趣各体现在什么地方?学生讨论完成。

b、你认为珍珠泉最美是哪里？为什么？

泉水的“绿”、“深”、“清”。联系到预习清单上的口头
填空题。水是那样       （   ），绿得像是被周
围的绿树、绿草染过似的。水是那样（     ），又那样
（    ），清得能看见潭底的深褐色的石头，能看见沉积
在潭底的沙粒和已经发黑的树叶。引导学生读出它的这些特
点。

水泡的私彩斑斓。让孩子通过朗读来读出这种美来。

5、珍珠泉的有趣体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它有趣？

a、水泡从池底下冒出来很有趣，联系到预习清单，通过读这
些拟声词然孩子感受这个乐趣。最有趣的，当然是那晶莹的、
饱满的、（         ）从潭底冒出来的水泡了。开



始，水泡很小，摇晃着越升越高，越来越大，最后在水面绽
开了，在（    ）一笑中消失了。

b、作者的想法很有趣。（文中找出句子）

c、假如身临其境，你会怎么样？

二、逐段读课文，重点学习课文（25分钟）a要求读准，读流
利

b让孩子在读的同时了解课文先写了珍珠泉的什么，其次写了
什么，最后写了什么。理清文章的主要思路。

c文章写的最详细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

三、其实，我们的家乡，我们祖国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神奇
的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希望同学们向本文的作者学习，
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心去体会，用手中的笔来描绘我们
的祖国，我们的家乡。

教学反思：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十二

课时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1、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4-7自然段。

2、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教给读书方法。

过程与方法：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深入朗读感悟，交流所
得。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使学生感受人与动物之间那



种和谐、信赖的美好境界。

教学设计：一、谈话导入：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对新朋友，它们是珍珠鸟。冯骥才爷
爷给了它们一个温暖舒适而又安全的家，因此，它们过得可
开心了。老师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它们有小宝宝啦！这
个小家伙长什么样呢？大家想见见它吗？那就打开课本吧。

二、学习第三段

1、课文的第三自然段为小珍珠鸟画了一张相，谁愿意把第三
自然段读给大家听？（指名读，其余同学边听边思考：这是
一只怎样的珍珠鸟？）

2、从作者的描述看，这是一只怎样的珍珠鸟？（漂亮、可爱、
惹人喜欢……）

3、这么漂亮的珍珠鸟大家一定很喜欢，都想见一见，请自由
朗读第三自然段，注意把你对小珍珠鸟的喜爱读出来。

4、当作者第一眼见到小珍珠鸟时，他的心情如何？你是从哪
儿看出来的？作者是怎么知道有小珍珠鸟了呢？（指名交流）

5、当“我”听到那尖细又娇嫩的鸣叫，看到从叶间探出的小
脑袋，轻轻地拨开绿蔓，就看到了这个小家伙：（课件出示：
图片、文字。教师范读）

三、学习4-7段

多可爱的小珍珠鸟啊？据老师了解，珍珠鸟是一种很胆小的
动物，然而，在作者的家里，却出现了这样的画面：（课件
出示：画面、文字）

1、生性胆小的它是怎样一步步地信赖“我”，到最后竟趴



在“我”的肩头安然入睡呢？请同学们读一读第四自然段，
读的时候注意这些表示时间变化的词语：（课件出示：起
先…渐渐地…后来…）

3、小珍珠鸟玩得这么快乐，作者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见“我”不去惊扰它，小珍珠鸟的胆子渐渐地变大了：（课
件出示：渐渐地…）

（1）、请大家仔细的读一读这两句话，读完后同桌的同学交
流一下你从这两句话中有什么发现？（自由读，同桌交流，
指名交流）

（2）、这小珍珠鸟确实机灵，尽管它很想和“我”交朋友，
但还有一点戒备心理呢。这样聪明的小鸟谁见了不喜欢呢？
女同学喜欢吗？请女同学一起读这两句话。

4、小珍珠鸟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它想和“我”交朋友，可是
它不会说人类的话，“我”也不会鸟的语言，但我们之间有
一个很有趣的交流方式：（课件出示：后来…）

（1）、请大家读一读这两个句子，找一找作者和小鸟是怎样
交流的？

（2）、它们彼此之间想要传递什么信息呢？你就是小鸟，我
就是作者，来，我们交流一下（随机指名同学上台表演）

（3）、多有趣呀。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文字，把人与鸟之
间的亲密劲儿给美美地读出来。

5、同学们，小珍珠鸟起先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
飞来飞去，但离人远远的，渐渐地它胆子大了，后来竟敢啄
我的手指了，离人越来越亲，越来越近。小珍珠鸟的爸爸妈
妈见到它和主人这么亲热，可惊讶了，忍不住问它：“孩子，
你的胆子怎么变得这么大呢？你不怕人类伤害你吗？”如果



你就是小珍珠鸟，你怎么说？（指名联系课文内容说一说）

6、小结：看来，主人确实是一位好人，不光给了它们一个安
全的家，对它们的小宝宝也十分的爱护。

四、引读第五段

小珍珠鸟和作者越来越亲近，给主人带来了快乐，有哪些快
乐呢？白天——傍晚——。

五、学习六、七段

日复一日，小鸟和“我”成了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有一
天，“我”伏案写作时（课件出示画面），这小家伙竟趴
在“我”的肩头睡着了。

1、每次看到这幅画，我们都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作者看小
珍珠鸟的眼神就像一位父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爱意。
让我们轻轻地读一读这段话吧，注意，别把珍珠鸟惊醒了。

2、胆小的珍珠鸟酣然入梦，它害怕作者去伤害它吗？它还用
得着戒备吗？

4、多么富有诗意的想法，令人遐想，作者此时也灵机一动，
发出了一声爱的呼唤：信赖，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吗？“我”和小鸟能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信赖，让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你能把这个句子变成陈述句吗？

六、延伸

2、小结：今天，我们在冯骥才爷爷的书房里，目睹了一幅人
鸟相亲的画卷，这是信赖创造出的美好境界，其实，有了信
赖，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我，他都能在自由的天空下



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七、作业               

1、背诵4-7段

2、以《小鸟的自述》为题，写一篇文章，讲述珍珠鸟在主人
家的快乐生活。

八、板书设计

20、珍 珠 鸟

我       信赖        珍珠鸟

美 好 的 境 界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十三

1、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四自然段。(重点)

2、了解小珍珠鸟的外形特点，以及它与我逐渐亲近的过程；
理解“信赖，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吗？”的深刻含
义。(难点)

一、复习导入：

1、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种观赏鸟类，一起喊出它的名字：
珍珠鸟。板书：珍珠鸟。

2、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师边说边板书：我、鸟）
我为它们营造了一个怎样的巢呢？（边说边出示：我为珍珠
鸟营造了一个________的巢。）指名学生口填空。

3、 过了不久啊，他们就有了雏儿，这会是怎样的小家伙呢？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大作家冯骥才的《珍珠鸟》。

二、出示教学目标，学生自学，交流。

1、老方法，还是让我们先来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吧，出示
教学目标：

（1）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读第三自然段，画出描写小珍珠鸟外
形特点的句子，并用着重号标出形容小珍珠鸟可爱的词语。

（2）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读第四自然段，画出你认为重要的词
语、句子，想一想，小珍珠鸟是如何一步一步接近我、信赖
我的，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写在旁边。

（3）联系上下文，理解信赖的含义。

2、学生朗读教学目标，围绕目标进行自学，教师巡视指导学
困生进行自学。

三、师生互动，学习课文

1、小珍珠鸟长什么样子呀？谁知道 ？

相机出示：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
珠似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

（1）读这句话，你感觉这是一只怎样的鸟儿？从哪里可以看
出来。出示：这是一只____________的鸟儿。指名说，再朗
读。（能把你的理解读出来吗？）

（2）出示词语：小脑袋 小红嘴 小家伙

老师发现文中有许多带小的词语，读一读。都指谁呀？这
个“小”用在里面有什么巧妙之处呢？指名说，读（把你的
理解带进去朗读哦）



尤其是这个“小家伙”，在文中出现过好多次，快速浏览课
文，把这样的句子画下来。指名读句子，教师出示句子：

正是这个小家伙。

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

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上睡着了。

看着这可爱的小家伙。

女生齐读。你觉得用小家伙有什么好处呢？指名说，读（带
着这种理解去读）

是啊，小家伙，平时长辈会把孩子称为小家伙，听起来特亲
切。如果作者直接写成珍珠鸟会有这样的效果吗？自由读，
比较一下。

（1）指名说，师出示句子：

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
__________落在 柜顶上，__________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
__________把灯绳撞得来回晃动。

指名读句子，能把三个一会儿的内容去掉吗？比较一下，这
样写有什么好处？（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小珍珠鸟的可爱、顽
皮。）

出示句子：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
里飞来飞去。

老师觉得大家把“神气十足”读得特别好，为什么呀？说，
读。

小珍珠鸟真淘气，它还可能飞到哪里干什么呢？小组交流后



指名说。

3、 小珍珠鸟已经与我越来越近了，后面的`文字更加形象地
介绍了小珍珠鸟与我亲近的过程。读一读，找一找让你体会
深刻的词语、句子。

一点点竟然 偏过脸 时间顺序词语（生谈体会，带着理解读
句子）

4、 从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都能看出小珍珠鸟的变化，
这一步步的变化一定有其内在的心理活动，现在在座的同学
愿意成为可爱的小珍珠鸟吗？让我们走进它的内心，小家伙
们，愿意和我谈谈心吗？（师生对话）

5、出示第四自然段，齐读。（就这样，小珍珠鸟一天一天与
我亲近了，刚才同学们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了“我”与小珍珠
鸟之间的那份亲密与友好，能用自己的朗，读表现出来吗？）

6、小珍珠鸟已经与我成为朋友了，白天（引读第五自然段）

哎呀，天都快黑了，还要父母再三呼唤才肯回家，你从“再
三呼唤”体会到什么？

（1）出示插图，配乐，你看到了什么？指名说。

（2）谁能把这种理解带进去读一读，指名读。（记住，别惊
醒它哦）

（3）趴在我的肩上睡着了，它把我的肩当成什么了？怀抱。
你在妈妈怀里什么感觉？听你这么一说，老师也想把这温馨
的一幕读出来。用心听，好吗？师配乐朗读。

（4）做梦？会梦到什么呢？让我们把这美好的梦境朗读出来
吧。



8、这温馨的画面、美好的梦境，真是令人动容，让人向往，
难怪作者------出示第七自然段，指名读。

齐读第七自然段

四、总结课文揭示主题，

1、齐读全文

出示，齐读：信赖，可以创造美好的境界。

信赖，是搭建友谊的桥梁。

信赖，____________________。（指名说）

是啊，信赖，可以让世界充满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
板书：和谐

五、检测

又到了我们检测的时间，请大家对照提示，背诵第四自然段。

起先，这小家伙________________,随
后__________________,一会儿______________，一会
儿__________________，一会儿___________________。渐渐
地，它___________,竟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它先
是_________________,见我________________,
便_________________，然后____________________,俯下头
来喝茶，再偏过脸________________。后来，
它________________,索性_____________________,“哒
哒”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用
手_____________________,它____________,反
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作业



学了这篇课文，同学们一定有了不少感想，那就赶快拿起笔，
写下心中的点点滴滴。

板书设计：

珍珠鸟

我

喜爱信赖

和谐

鸟

珍珠鸟详细教案篇十四

写我对珍珠鸟的关心爱护和珍珠鸟对我由害怕到亲近的变化
过程。

（十二）详写了小鸟与我之间的变化过程，略写了大鸟与我
之间的变化过程。

（十三）课文写“珍珠鸟”这个动物，主要从哪些角度来写？

动作、外貌、神态、声音

（十四）大小珍珠鸟的外貌、声音相同吗？不同

找出大小珍珠鸟外貌、声音的不同点。

（十五）通过比较，再问，作者写珍珠鸟为什么能写得这么
好？仔细观察

（十六）作业 ：完成课后练习六，仔细观察一种小动物，



具体介绍它的模样、动作、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