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精
选9篇)

在编写高一教案时，需要考虑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
下面是一些初三教案的范文供教师参考，希望能够对教师们
的备课工作有所帮助。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一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听过了吗? 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精心收集的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原文和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山谷中，早先有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
村前河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

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家有了锋利
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拎起斧头到山上去，
把树木一棵一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

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不断减少，裸露的土地不断扩
大……树木变成了一栋栋房子，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变
成了应有尽有的家具，还有大量的树木随着屋顶冒出的柴烟
消失在天空了。

不管怎样，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八月，
大雨没喘气儿，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到了第六天黎明，雨才
停下来。可是，那个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到了何处。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
斧头。



今天我学了《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以前有一个小村庄，山
上的森林郁郁葱葱，村前河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

可惜村里的人不懂爱护，同时也是为了利益，便把树木一棵
一棵砍掉。就这样树木一棵棵倒下，裸露的土地不断扩大。
终于在一个雨水奇多的八月，大雨哗哗哗的下，雨水淹没了
整个村庄。雨停时，一切都不见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美丽的小村庄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因为小村
庄附近的树木真的太少了!而树可以吸收水份，防止水土流失。
我觉得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生命，那些利益还有什么用
武之地呢?值得这样做吗?所以我们要保护树木，做一个爱护
环境的好居民。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爱护环境，保护家园就是
爱护我们自己。(陈冬云)

山中，早先有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
村前河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

这是我们学的《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我们学习了课文的内
容后，我便认识到不要破坏大自然，否则，它会破坏我们美
好的生活。

我很想对小村庄里的人们说：你们只是觉得树木能给你们带
来金钱，其实它不仅可以给你们带来金钱，而且可以净化空
气，顶风遮雨，你们这样消灭你们的朋友，你们不被洪水冲
走，可能吗?这是你们得到的报应，请你们反省反省吧!

当读完《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篇文章时，我深有感触。人
们肆意地砍伐树木，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面积的植被，变
成了裸露的土地，本来树木茂盛的小村庄就这样被洪水卷走
了。

还能美化环境。如果人类不能认识到乱砍滥伐的危害性，不
懂得珍惜和爱护她，只知道向地球索取资源，人类将会受到



大自然的惩罚。

作为小学生们，从小要有保护环境的意识，爱护花草树木，
爱护小动物，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
使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丽，生活更美好!(新建路二校三年三
班王泽华)

这篇课文描写了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原来长满了茂密的树木，
人们为了盖房子，把一棵棵树砍下来，树木没了，一天，忽
然下起了大雨，这个美丽的小村庄被洪水冲走了。

我们都共同拥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地球。为了让这个家更
美丽，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当春天到来时，我们不
能再去摘柳树条，践踏草坪，更不能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
当我们看见地上有脏东西的时候，要主动捡起来，看到别人
在做对大自然有害的事，我们应该劝说他。

让我们共同来保护这个大自然!这样，天空才会变的更蓝，小
草才会变的更绿，河水才会变的更清，小鸟才会叫的更欢。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二

1、引导学生读通课文内容，了解一个小村庄被洪水卷走的原
因，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

2、帮助学生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3、帮助学生联系上下文，说出有关句子的意思。

4、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受到热爱自然、合理地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的教育。



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的重要
性，懂得生态平衡的意义。

学生收集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

两课时

1、通过学习这篇课文，受到热爱自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
然资源的教育。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受到热爱自然、合理地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的教育。

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的重要
性，懂得生态平衡的意义。

1、轻声读课文，再想一想这篇课文写的是什么。读懂了什么，
还有什么读不懂的，把读不懂的地方做个记号，再往下读。
等读完全文，原来读不懂的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一下子想通
了。

2、仔细思考，这篇课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运用多媒体
课件，再现环境被破坏的有关图象和文字资料。

3、把课文读通顺、读流利。

1．带着问题听教师范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2．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如：自由朗读、圈点生字，
同桌互听互读等。要求把字音读正确，把课文读通顺。



a.读准带拼音的词语。

b.读准多音字。

c.去掉拼音读词语。

d.去掉词语读生字。

3．小组为单位，轮流认读生字

4．推选读得好的同学当小老师，领读生字词

1．指名小组开火车朗读，每人读一个自然段，全班评价、教
师指导，重点要求读正确、读流利。

2．分组朗读，要求：反复练习，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教师
巡视，相机指导。达到要求后全班齐读。

3．鼓励学生质疑，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这样一个美丽的小村庄为什么没有了？

（2）课文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4、引导学生在思考中读懂课文。

1、通过学习课文，受到热爱自然、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的教
育。

2、通过交流材料，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增强学生的
环保意识。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受到热爱自然、合理地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的教育。

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的重要
性，懂得生态平衡的意义。

班内汇报：（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小村庄的人们利用手中的斧
头乱砍乱伐，结果为自己家园创造的一切被洪水无情地夺走
了。）

1、请一人读第一自然段，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小村庄以前是
如何的美丽？

2、班上交流，归纳如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恬静的小村庄，那里绿树成荫，
树木成林。绿茵茵的草坪上雪白的羊群撒欢地玩耍、嬉戏；
牧羊人吹着笛子，悠扬的乐曲声在碧蓝的空中回荡。不远处
有所小学校，从校园里传出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大人们都
在辛勤地建造着自己的家园。整个山村充满了祥和的气氛和
勃勃的生机。）

1、过渡：是呀！多么美丽可爱的一个小村庄，为什么最后会
消失呢？

请同学们默读26自然段，把你读懂的词、句用﹏画下来并作
简单批注。不懂的词句用画下来，可在小组学习中解决，如
果小组解决不了，提到班上解决。

2、小组讨论，班上交流，归纳如下：

根据村庄里的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人们用锋利的斧头把一
棵棵树砍下来，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不断减少，而
裸露的土地不断扩大，然而人们忽略了树能防风、固沙，不



让水土流失的作用。由于村民的无知与自私，造成了山坡上
的植被被破坏，环境在不断地恶化，最终受到了大自然严厉
的惩罚小村庄被咆哮的洪水卷走了，一切都没有了。

3、拓展练习：请同学们想象一下洪水来临时小村庄什么样？
洪水过后又是什么样？

班上交流，归纳如下：

万马奔腾般的洪水把仅剩下的几棵树连根拔掉。当人们听到
可怕的响声正准备逃命时，汹涌奔腾的.洪水已冲垮了他们的
房屋，冲走了他们辛辛苦苦换来的一切。不等呼救，他们已
告别了人世，告别了美好的未来。洪水过后，原本美丽而恬
静的小村庄已成为一片废墟。经过这里的人和听过这个故事
的人都为此叹息道：目光短浅也！罪有应得也！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在谈体会时，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砍伐树木导致土
地裸露以至洪水毁灭村庄的现象中，找出深层的原因，明白
人们缺乏环保意识是其根本原因。从而认识到，增强环境保
护意识，保护绿色家园的重要。

在谈话中引导学生发散思维，联系生活实际进行环保意识教
育，鼓励学生到生活中发现破坏环境的行为，调查周围关于
环保的一些问题，亲自做有益环保事，做生活的主人。

1、读课文。

2、写一写你读此文之后的感受。

以保护绿色家园为主题，办一次墙报。

美丽的小村庄



（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水）

锋利的斧头

（房子、家具）

什么都没有了

（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到了何处。）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三

1、认识15个生字新词，重点指导“冒”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交流、体会、含义深刻句
子的意思，悟出其中蕴含的道理。

3、培养学生从小爱护树木，保护大

一、激趣导入课题

1、示多媒体，让学生欣赏“美丽的村庄”用自己话简要叙述
出来，并用一个词说说你的感受？（美丽），就是这么美丽
的村庄却在多少年多少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知
道为什么吗？板书“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2、读课题，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二、带着问题自读课文，把课文读通读顺，认识生字新词。

出示生字卡，学生找出书上相应的词，重点指导“冒”
是“曰”字头不是“日”字头；区别“犁”与
筏“黎”、“扩”与“括”意、形、义。

三、过度，我们看看课文是怎样具体介绍小村庄的，学习1-4



自然段

1、自由读1-4自然段，边读、边想、边画，把你知道的`
用“——”画出来或作上批注。

2、小组交流，把你的收获同你的组员共同分享。

3、学生汇报，知道了什么？还知道了什么？……

板书：美丽的村庄、裸露。

围绕“裸露”展开学习，老师引导，什么地方裸露了，为什
么裸露了，这些树木都到哪儿去了？学生找出相应的句子读
出来，并谈谈体会。

4、你们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你想对这里砍树的叔叔阿姨说
些什么？

过渡，一棵棵高大的树木被人们白白地砍了，美丽的村庄到
处变得裸露，你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可惜）

5、有感情地朗读1-4自然段

四、过渡：小村庄的树被人们白白地砍掉多可惜呀，不仅如
此，而且多少年、多少代以后又怎样呢？学习5-6自然段。

1、默读5、6自然段，边读边想边画，用你喜欢的方式把你知
道的表示出来。

2、学生汇报（联系我县9·4洪灾进行体会）、板书：洪水卷
走

板书：什么都没有了

看多媒体，“洪水卷走的村庄”想象哪些没有了？（房子、



家具、斧头……甚至人也没有了）

3、看到这种情景，你们心里是什么滋味？（难过，痛苦）

4、有感情地朗读5-6自然段。

五、回顾板书，进行对比，整体感知全文，并板书“变”。

六、学了这篇课文，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今后应该
怎么做？

七、拓展练习：以每一个组为单位办一份“保护绿色家园”
的手抄报。

美丽的村庄

裸露

板书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

变

什么都没有了

洪水卷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四

1．理解课文，了解不加节制地砍伐树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2．继续训练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能力。



3．学会本课15个生字、12个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交流，体会含义深刻的句
子的意思，悟出课文中蕴含着蕴含着的道理。

读懂课文，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1、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指导学生观察图画，根据图画加以想象，说一说这篇课文
会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

1、学生自由读课文，找出生字画出来并小组解决。

2、让学生分组，用自己的话把课文所说的故事说一说。

3、质疑问难

4、带者问题再读课文。

1、学习第一自然段

（1）学生自由读第一自然段。

（2）试着让学生把这个美丽的小村庄画一画，感受小村庄原
来的美丽。

（3）再读一读，深入感受。

2、学习第五自然段

（1）学生自由小声读第五自然段

（2）说说读懂了什么？



（3）提出不懂的问题，大家共同解疑

（4）学习该段生字

1、把第一和第五个自然段连起来想一想：是什么原因使得这
个美丽的小村庄毁灭的？

2、小结：惋惜

1、检查学生对本课生字掌握的情况

2、联系第一与第五段思考：是谁毁了这个美丽的'小村庄？

1、学生浏览第二第三第四自然段。讨论以上问题

2、深入学习第二自然段

（1）指名齐读。

（2）说说这段话写了什么。

（3）谈一谈你读懂的，未懂的组织同学共同解决。

3、深入学习第三自然段

（1）反复读第三自然段

（2）把一间间、一栋栋、应有尽有的家具、工具说一说，画
一画。

（3）讨论理解：还有大量的树木随着屋顶冒出的柴烟消失在
天空中

（4）说一说你从这一段指导了什么。



4、学习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

（2）去掉还跟原句比较出问题的实质。

（3）找出自己读不懂的句子或词语同桌一起想办法解决。

5、学习最后一段

（1)读最后一段，想一想该怎样读好，试试

（2）什么都没有了是指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还有也没有了。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读了这篇课文你想说什么？

以保护绿色家园为主题办一个手抄报。

美丽的小村庄

（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水）

锋利的斧头

（房子、家具）

什么都没有了

（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到了何处。）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五

生：我心里很难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被一些无知的村民全



毁了。

生：我感到很惋惜，居民们把一棵棵大树都砍掉了，最终酿
成了一场悲剧。

生：我很同情村里的居民。由于他们不懂得保护大自然，任
意砍伐树木，最终害了自己。

师：从课文中哪些句子中看出村民们滥砍滥伐，不懂得保护
树木？请同学们再仔仔细细地读一读课文，找一找相关的词
句。

生：“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就捡起斧头到山上去，把
树木一棵一棵砍下来。”从两个“谁”字可以看出在村里，
谁都可以上山砍树，而且没有人会制止他们。

生：从“拎”字也可以看出当地居民不懂得保护树木，什么
时候想用木头了，就拎起斧头到山上滥砍滥伐。

生：小伙子为了盖新房娶媳妇就去砍树。

生：老人们把一棵棵小树砍下来背到家里当柴烧。

生：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为了做各式各样的农具去砍树。

生：气愤。村子里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这种行为。

生：心痛。村民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
厉。

师：从课文中哪些词句中可以体会到居民们在变本加厉？

生：“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木不断减少，裸露的大
地不断扩大……”从“一年年”、“一代代”可以看出连同
村民们的子孙后代也在砍伐树木，长此以往，总有一天，整



个村庄的树木都会被砍完的。

生：山上到处是光秃秃的树桩，没有了鸟语，没有了花香，
整个村庄死气沉沉的。

生：天灰蒙蒙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粒粒沙尘。

师：是啊！更可怕的是，一场灾难正悄无声息地向村民走近，
汹涌的洪水即将无情地吞噬整个村庄！

[反思]

心灵对话，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一种上的沟通，心灵上
的碰撞，通过对话的相互作用，让学生达到实践语言、发展
思维，获得启迪的目的。本案例中，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
生，他们互相倾听着、互相解读着、互相体悟着。学生围绕
话题阅读，在与语言文字的反复接触中，不断调动自己的思
维、想象、情感介入到对文本的层层解读中，使对话得以深
入。同时，在老师的引导、点拨下，在多层面、多角度的对
话过程中，学生不断释放自己的潜能，不断生成情景，生成
体验，生成智慧和，课堂呈现出一种动态生成的态势。这既
是学生和作者心灵的交融，也是学生和学生、学生和老师生
命的互动。

我们期待这样的课堂，我们期盼这样的心灵对话。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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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文档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六

课文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
斧头。 

课堂实录

课前谈话：我们昨天已经是朋友了，你们这个班是个充满自
信的班级，你看他们的眼睛大大的，腰板挺得直直的。（生
眼睛睁大，腰挺直）

师：准备好了吗？

生：好了。

师：上课。 

师：小朋友们好！

生：老师好！

师：我不太喜欢这种称呼。小朋友们好！

生：大朋友好。

师：好，孩子们，咱们今天学习一个新的课文，齐读课题：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生齐读）



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村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放录像：小村庄原来的面貌。

师：这就是村前的那条小河，小河的水唱着歌向远方流去，
一棵大树伸展着茂密的枝叶，浓浓的绿荫之中，就是这美丽
的小村庄。这个美丽的小村庄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就在课
文里呢！请打开书，自读课文，读准字音，开始吧！

生自由读。

师：讲了什么故事呢？生字都认识了吗？

生：认识。

师：我们把生字都勾划出来，和同桌读。借助拼音把它们读
准，读给同桌听，赶快行动。

生读。

师：不少孩子都划好了，别忘了读给你的同桌听啊。都读好
了吗？回答我的问题时声音要大一点。刚才，我发现同学们
读得都很认真，谁来读一读本课的词语。

出示词语：斧头

指名读。

师：请大家跟着他读。下一个——

生：盖房

师：会读的一起读这个词。这个词可不好读，读什么？

生读：造犁



师：我不喜欢你们齐读，谁来读一读？

指名读。

师：非常好，平翘舌都读得很准。咱们城市的孩子没见过犁，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词，一起读。

生读：造犁

师：下面这个词又不好念。

生读：裸露。

师：是这样读吗？你来读。谁来教他读。

生教读。

师：大家一起读这个词。

生读。

师：下面一个词谁愿意读。

生：柴烟。

开小火车读。

不断 减少 扩大  家具  随着  冒出  柴烟 

师：谁来提醒大家写这个字，应该注意些什么？

生：千万不要把上面的日字写成目字。

师：是日字吗？



生：不是。

生：上面那个日字下边不用封口。

师：日字是扁的吗？

生：不是。

师：这个字写时注意什么？

生：下边的目字要写得窄窄的。

师：再仔细看，第三笔和第四笔写时注意什么。我在黑板上
写，你们在本子上写。你写一个不满意就再写一个。

指导书写。

投影出示学生写的生字。

师：好了，咱们继续往下读。你会读你要抢着读。

抢读：洪水 何处 包括……

师：真不简单，全都读对了，这么多生字都认识了，了不起！
这回再读课文我们就不怕了。读课文，待会儿选择你最熟的
段落，读给每个老师听。

师：谁来读读。

生读。

师：来，我们男女生赛读。

女生读。



师：咱们女孩子读得真好。来，男孩子读。

男生读。

师：咱们男女同学都读得很好，我们一起读第五自然段。

生齐读。

师：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第六自然段了。来，我们一起
来读第六自然段。

生齐读。

师板书：什么都没有

师：指的是哪些东西呀，爱读书的孩子，细心的孩子赶快在
书中找答案。

生：指那个小村庄，外面下着雨，下了五天五夜，把小村庄
没了，

师：他说小村庄没了，谁来补充，所以靠斧头得到的一切是
哪些？

生：这些房子和树木都被树木冲走了

师：你是说用斧头砍下的树变成了房子

生：就是砍下的树家具都被冲走了。

生：小村庄为什么被洪水冲走？

师：你善于提问题，是聪明的小朋友。

生：树木减少会造成如此恶劣的环境吗？



师：你很会提问题，说明你认真读书了。我觉得刚才那个孩
子提得问题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小村庄被洪水冲走了，这个
问题我们仔细读课文就可以知道，大家仔细读课文，把和这
个问题有关的句子找出来读一读。开始！

生读。

师：好，不少孩子已经找到答案。下面小组交流讨论一下。

小组交流。

师：因为什么呀！

生：他们把树都砍掉了，所以得到了惩罚。

生：他们把树砍掉了，变成一片草地所以得到了处罚。

师：说得真好，把书中的语句读一读。

生读相关句子。

师：一棵棵？是吗？看看。

生：不是，二三棵，五六棵。

师：家家都这样砍行吗？

生：不行

生：很长。

师：这样不停的吹下去，土地就怎样——

生：裸露



师：一起看看这。

出示：山坡上的树不断减少，裸露的土地不断扩大。（板书：
裸露）

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土地在悄悄地变化。

师：树砍了，土地变化了，小村庄就没了吗？你说。

生：因为盖房。

师：还有吗？

生：把树全砍了。如果有树，小村庄就不会被冲走了。

师：第几自然段写的是小村庄被冲走了。

生：第五自然段。

师：一起读，让我们一起感受那洪水中的小村庄。

生齐读。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

放录像：不幸降临到那曾经美丽的小村庄。滚滚洪水（课件
临时有点问题，没能放完。）

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那洪水中飘摇的小村庄，我们只
能到课文中去看看。

生读。

师：听老师读一遍。



师读。

师：再一起读。

生齐读。

师：多美的小村庄啊，就这样被洪水卷走，什么都没有了。
一起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生齐读。

生：小村庄就这样被咆哮的洪水卷走了，此时此刻你们的心
情怎么样？你来说。

生：我觉得小村庄这样做对环境很不好。

师：你的心情怎么样？

生：我心里不好受。

师：读出你的心里感受，读吧。

生读。

师：请坐，想读的一起读，读出你们各自的感受。

生齐读。

师：亲爱的小朋友，先前那个小村庄的故事结果是那么令人
遗憾，引人痛惜，但给人们留下的是更深的思考，我们下节
课再思考，好吗？下节课老师要检查你们课外搜集的环保的
资料。

结束。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七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原来小村庄空气
新鲜、树木成荫，环境优美。后来，小村子里住了几户人家，
他们不断用锋利的斧头砍树，一天，一天……山上裸露出了
土地。

这个故事使我们懂得了：保护树木、爱护我们的家园。如果
不知道爱护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家园——地球。不爱护
大自然，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失去我们的家园。

我们要爱护地球，爱护大自然，保护好我们的家园，让我们
共同努力做一个环保小卫士!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八

教材理解：本文语言通俗易懂，故事哲理性强，读了让人深
思。文章通过简短的故事告诉我们要保护大自然，不要乱砍
伐树木，否则最后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的道理。

教学理念：努力体现“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全面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的教学理念，我让学生通过多次的阅读，自悟出
道理，有困难的进行适当点拨。体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生命
对话，使课堂充满生命的活力。

教学目标：

1：充分感悟到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相互的，保护环境就是
保护人类自身。破坏环境就是毁灭人类，引导学生从小树立
环保意识。

3：学会本课13个生字，会认读9的生字，有感情的朗读全文，



并背诵喜欢的段落。

教学流程

分为三个版块教学

第一版块：通过课题提问进入：小村庄是怎么样的呢？

（1）课题出示

师问：你看到这个题目，很想知道什么？

预设问题：这是个怎么样的小村庄呢？

（2）学习第一自然段，用朗读和想象表达出村庄的美丽

1、师：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小村庄吧，结合书上的图片，说
说你看到了什么？

2、读一读书上的句子，谁能读得特别美丽

顺势而学习词语：郁郁葱葱、清澈见底、湛蓝深远、清新甜
润

3、学习写作方法

用概括后具体的写法，写出了山、小河、天空、空气

4、背诵

第二版块：对比教学，引发思考

（1）提问：这么美丽的村庄，最后怎么样了呢？

（3）出示最后一句话：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



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

读了这句话，你的心里有什么感觉？

难过，可惜等

读着读着，我的脑中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原来美丽的
村庄哪里去了呢？

先通过预习自由回答，然后进入第三版块学习

第三版块：研究为什么村庄有如此大的变化？

成立小组，然后由小组组织学习，

要求：1、先小组合作读，

2、划一划有关原因的句子

3、谈一谈你的看法

4、小组汇报学习成果

总结：大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摇篮，我们只有保护好大自然，
才能幸福地生活，人类破坏大自然就等于毁灭自己。

作业：

思考：假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不去收拾，这里将会变
成什么？

写一写小片段。

设计作业思考：综合性学习的目标是让孩子走入大自然，让
他们自己感悟到环境的恶化，但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中



我们明白了以小见大的哲理，所以我不要求学生去调查什么
卫生部，调查国家的环境，也让学生以小见大，从身边的环
境着手，让孩子走进现实生活，随后有所启发就可以了。在
语文园地二中还有口语交际《我们能做点什么》，那时候教
师还可以让学生查阅资料，延伸到更深层次的教学。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教案导入篇九

1、会认9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森林、郁郁葱
葱、湛蓝、甜润、盖房、裸露、扩大、一栋栋、各式各样、
应有尽有、锋利、喘气儿、”等词语。2、 有感情地朗读课
文，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领会爱护树木、保护环境、用文
字表达自己对保护环境重要性的认识。3、 联系上下文和生
活实际，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并体会其表达效果。

1、如何调整学生对文本的深入研究，对话。2、校园网络如
何在课堂中提高教学实效性。

课堂反馈（检查第一课时的教学效果）课文讲解（分析课文，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感悟文本深意。）习作训练。

评价方式1、训练反馈数据积累。2、当堂习作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