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飞向蓝天的恐龙第一课时教案(通
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飞向蓝天的恐龙第一课时教案篇一

教学目的：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弄明白课文的主要内容、

2、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教学重点：

弄懂课文内容，领悟想象在文中的作用。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性，领悟想象在文中的作用。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流资料，激趣导入。



听了同学们的交流，我们都知道了恐龙是一种庞然大物，现
在已经灭绝了，然而有谁回想到这种庞然大物会与灵活的鸟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这节课就来解开这个谜团。

二、整体感知，反馈预习。

1、读全文（指读，想：课文写了什么，你对哪部分内容感兴
趣。）

2、查生字掌握情况（随文）

3、指名说说课文写了什么？

三、精读重点，领悟写法。

1、阅读了解恐龙飞向蓝天的演化过程是怎样的。

方法（1）先自己读。（2）再讨论。（3）汇报。

（1）第一种大约出现在……和狗一般大小……

（2）数千万年后，它的后代……家族……

（3）其中，一些……长得……像鸟类……

（4）它们学会了滑翔……飞向蓝天的鸟类。

2、阅读感悟写法上的特点。

3、用自己的话说说恐龙飞向蓝天的演化过程。

4、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喜欢的段落。

四、谈谈本节课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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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学会生学新词；

2.理解一支恐龙怎演化成鸟类的过程，并有条理地说说；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展示有关恐龙图片，读课题质疑。

二、学习生字新词，初步感知全文

三、导读第1～2自然段

1.说说第一、二自然段的主要意思。

2.体会课文语言的准确：“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的演化，最
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抓住“一支”、“漫长的演
化”等词体会）

3.体会课文语言的准确、生动：“辽西的发现向世人展示了
恐龙长羽毛的证据，给这幅古生物学家们描绘的画卷涂上
了‘点睛’之笔。”（抓住“画卷”和“点睛之笔”的意思
和关系来体会，理解辽西的发现为什么能称为“点睛之笔”）

四、导读第三、四自然段，理解恐龙演化成鸟类的过程



1.默读第4自然段。

2.学生小组学习：用自己的话说说恐龙演化成鸟类大致有几
个步骤。

3.深入体会课文语言的准确、生动：

如第二句话：它的后代繁衍成一个形态各异的庞大家族。
（“繁衍”、“形态各异”、“庞大家族”、“凶猛异常”、
“茹毛饮血”等词语来体会）

4.在读第四自然段，用自己的话有条理地说说恐龙飞向蓝天
的演化过程。

五、导读最后一段

理解“这一历史进程”具体指什么?

六、整体感悟

七、拓展练习（略）

执教者简介(上一篇文章为本课的教学实录)

李卫东，1967年出生。天津市南开区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
师，国家级骨干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天津市劳动模范。兼
任天津市小语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机制研究分会特约
讲师、山西省小学教师培训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顾问等职。
现任教于天津市南开实验学校。

师从著名特级教师靳家彦十余年。2002年创立“小学语文感
悟式教学”理论，该成果获天津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一
等奖第一名、全国小语会一等奖。出版专著《小学语文感悟
式教学》和《李卫东经典课堂与创新设计》，编著有《靳家
彦经典语文课研究》一书，出版音像专著《中国名师——李



卫东小学语文感悟式教学法专辑》，教学经验收入《中国名
师语文课堂：小学》《新课程名师精彩课堂实录》等书中，
参与《名师同步教学设计》等丛书的编写工作。另有多篇论
文发表、获奖，多种教学光盘和录像带出版发行。近年来，
应邀赴各地做课、讲学二百余场。emil：

飞向蓝天的恐龙第一课时教案篇三

1、会认7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恐龙、欣喜若狂、
轻盈、敏捷等词语。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恐龙是怎样演化成鸟的。

3、培养学生探索自然知识的兴趣。

4、背诵感兴趣的部分。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恐龙飞向蓝天的演化过程。

2、树立学生探究的意识，培养他们钻研科学的精神。

【教学准备】

有关恐龙的资料、课文朗读磁带、教学挂图等。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挂图展示，激趣导入

二、板书课题、解题

飞向蓝天的恐龙

三、听课文录音带，自学生字词

1、听课文录音，整体感知课文。

2、自学生字词：

（1）认读字：

钝凌。

（2）书写字：

恐、凶、笨、鸽、仅、顿、描、绘、吨、盈、敏、捷、崭。

（3）新词：

迟钝：反应慢，不灵敏。

五*斑斓：灿烂多*。

凌空翱翔：在空中回旋的飞。

后裔、欣喜若狂、隧道、繁衍、茹毛饮血、毋庸置疑等词语
让学生用老师教的方法自己解释、讨论。

四、自由朗读课文，感悟课文结构

第一部分（第1、2自然段）：写大量的化石显示，鸟儿是由
恐龙演化而来的。



第二部分（3、4自然段）：科学家们假想恐龙是如何演化成
鸟儿的。

第三部分（第5自然段）：科学家们希望能从化石中重现这一
历史过程。

五、小结第一课时学习内容，确定自己喜欢的段落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检查生字的掌握情况。

2、发表你对课文的理解。

二、深入分析，理解全文

采用逐步分学习的方法理解课文：

1、指名学生朗读课文第一部分，探究第一部分内容：

（1）二者似乎毫不相干中的似乎是什么意思？

（好像、仿佛的意思）

（2）这一段怎样引出观点的？

（把恐龙与鸟类作比较）

（3）老师问：

科学家们在这一部分中提出了什么样的假说？

（鸟类不仅和恐龙有亲缘关系，而且很可能就是一种小型恐



龙的后裔。）

（4）老师问：

科学家为什么欣喜若狂？

（因为可以*鸟类是由古代的恐龙演变而来的。）

（5）学生讨论：

辽西的发现向世人展示了恐龙长羽毛的*据，给这幅古生物学
家们描绘的画卷涂上了点睛之笔。

点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是点睛之笔呢？

2、指名朗读课文第二部分，师生共同探究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是科学家们假设猜想恐龙向鸟儿进化的过程。

（教学这一部分必须注意：恐龙进化经过了漫长的年代；并
不是所有恐龙都在向鸟儿进化；有较多内容是科学家的一种
假设、推断。）

3、学习第三部分，质疑、探究：

老师：谁能说说希望能重现这一历史进程这句话饱含的信息？

学生回答，教师指正。

三、反馈全文，学生质疑

1、用自己的话说说恐龙是如何飞向蓝天的？

2、质疑并解答，学生交流、讨论，教师释疑。



四、总结全文

课文假想了恐龙向鸟类演化的过程，作者说明简洁、意思表
达完整、准确，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激发了我们探索自然的
兴趣。希望同学们在此启迪下，将思绪放飞蓝天，去探索大
自然以个又一个奥秘，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飞向蓝天的恐龙第一课时教案篇四

1、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本学期学到的阅读方法，认真阅读课文，
体会课文在语言表达方面的特点，乐于与同学讨论疑难问题
交流阅读体会。

2、 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3、了解科学技术创造的奇迹，感受科学技术发展的惊人速度，
畅想科学技术。

4、鼓励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有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资料，
以帮助深入理解课文内容，激发热爱科学的情感。

5、能联生活实际，畅谈自己的感受及未来。

6、 通过本组课文的学习，激发学生产生热爱科学、探索科
学奥秘的兴趣。

弄懂课文内容，领悟想象在文中的作用。

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性，领悟想象在文中的作用。

1、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收集有关恐龙的资料。

（一）导入：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篇关于恐龙的课文，我们一起写“恐”
这个字。 “恐”是生字，上面是一个“巩”，下面是一个心
字底，当你看到心字底时，你想到了什么？（很恐怖、很害
怕、可怕的恐龙等等）“心字底”表示这个字常常和心情有
关系。

（二）检查自学，学会字词

1、出示词语：

2、这样不相干的两组词语、这样两幅不相干的画面，却有着
很深的亲缘关系呢！

3、课文中除了有生僻的词语外，还有难读的句子，老师找到
了两个长句子。谁会读？自己试一试。指名读，提示：注意
句子中的停顿。齐读。

（三）学文：

1、字词、句子都能读准确了，现在可以来解决大家刚才提出
的问题。（出示： “恐龙是如何飞向蓝天的呢？”）请大家
认真读读课文，哪个自然段能回答这个问题？（第四自然段）

2、那就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聚焦在第四自然段。默读课文，一
边读一边用“/”划分处恐龙飞向蓝天经历了那几个阶段？
（师巡视，指导）

3、下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地球上的第一种恐龙，谁来读读
第一句？

4、作者又是怎样向我们介绍恐龙庞大的家族呢？请大家自己
读读第二句，一边读一边用序号标一标有几类恐龙？指名说。
（六类，分别说一说）。六个“有些”写出了恐龙庞大家族
的形态各异。



5、在这庞大的恐龙家族中，有一些猎食性恐龙变得越来越像
鸟类了。请大家自己读一读这两个句子，比较一下，看看老
师改动后的句子是否更简单更准确？说说理由。

是啊！这不是几百年几千年间就能发生的变化，而是千万年，
甚至上亿年间的变化，怪不得“逐渐”不能少，“越来越”
也不能少。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课文中还有像这样用词准确的地方呢，请大家读一读本段后
面的句子，一边读一边画。指名读句子并指出用词准确的词
语及理由。

是啊，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需要大量的证据，
现在已经有了化石提供的证据，请同学们自读第二自然段，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

飞向蓝天的恐龙第一课时教案篇五

《飞向蓝天的恐龙》是一篇科普文章，主要向人们介绍了科
学家们根据研究提出的一种假说：鸟类很可能是一种小型恐
龙的后裔。20世纪末，我国科学家在辽西首次发现保存有羽
毛印痕的恐龙化石，为人们想象恐龙飞向蓝天，变为鸟类的
演化过程提供了证据。文章既揭示了科学家们在古生物方面
的重大发现，也向学生开启了一扇探索古生物的科学之门，
唤起了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首先我让学生欣赏了恐龙与鸟类图片，其中穿插本课的部分
词语，进行分类导入，这个地方由于图片激趣，引导学生产
生了好奇心，求知欲，激发了学生读书的学习积极主动性。
之后，让学生自学课文，读词语。然后就重点分析设计的几
个点。一是第一小节的最后一句话，初读完毕，我引导学生
重点对科学家的观点句“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漫
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进行探讨分析，
重点抓住“中生代时期、一支、漫长”这三个词语进行理解、



丰润，帮助学生理清这一科学概念。二是课文的第二自然段
讲述的是科学家提出的观点的依据。在教学时，我先让学生
自由读课文，然后将文本内容概括成简练的三句话，让学生
进行排序。这一设计既让学生再次梳理了课文的内容，也让
学生感悟到科普类文章语言的有序性。科普类文章同样不能
丢了情感。我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最后两句话时，重点抓
住“欣喜若狂”，引导学生层层深入的理解科学家们此时的
心情，然后进行感情朗读达到情感和语言的外显和内化。第
四小节这个段是按顺序写的，很有条理。我就让学生以填表
为主，让他们填好后再交流，指导朗读。

其次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我留给学生较多的读书时间，充分
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何进取精神。顺学而导，以学定教，由
浏览读课文再至默读课文，引导学生练习默读，养成“不动
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逐渐发现
孩子们朗读和领悟能力较差，还需平时多加练习。进入中高
年级，我考虑最多的是让课文内容本身去打动学生，很少考
虑一些别的激发手段。看来，这也是我需要学习的方向。另
外，本课的教学内容设计过多，导致一些文本内容挖的还不
够透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