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
迷了路教案(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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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
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篇一

1.会认四个生字，会写九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课文，能说出在大自
然中辨别方向的方法。

3.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观察事物的兴趣。

二教学重点

认生字、写生字、积累词语。

三教学难点

让学生懂得为什么说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是天然的指
南针。

四教学方法

情境教学法、图示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直观教学法。

五教学准备

树叶剪纸、太阳、北极星和卡通人物卡片



六教学课时

2课时

七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同学们，请看黑板，黑板上有什么？（课前画好卡通人物）

（学生回答问题）

2.对，可以用指南针！指南针很早就被我们聪明的祖先发明
出来了，但是，是北宋的发明家沈括把它改良了，并且自此
传到其他国家，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那么在指南针还没有被改良，携带不便的古代人们迷路了怎
么办？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古代看看！

（修改卡通人物成古装版）

在沈括改良指南针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称指南针
为“司南”，现在我们也给他取名叫“司南”，要是你就是
穿越到古代的司南，你遇到了一个问题：要是在野外迷路了。
没有指南针，你该怎么办？我们一起翻开课本的第八十七页，
《要是你在野迷了路》。

3.我们一起读读课文的第一节。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千万别慌张”为什么不慌张啊？要
是你就是司南，一个人在野外迷了路又没有指南针，没有手
机，找不到方向啊！

（学生回答）



4.哦？大自然中真有天然的指南针？我们一起读读课文的其
他章节，找一找是不是有天然的指南针，有哪些天然的指南
针。

（二）初读感知

同学们，读完课文后，你觉得有没有天然的指南针啊？你找
到了几个？

（三）分章讲解

1.哦，老师首先听到有人说太阳！书上说“太阳是个忠实的
向导”，化身司南的我们也看到了太阳。

（在黑板上添上太阳和大树）

2.现在我们再来变身，我们不是古代的司南了，我们变成给
司南指路的太阳公公好不好？现在你就是太阳了，我们来以
太阳公公的身份一起读一读第二部分！“我是个忠实的”

3.啊，老师知道了。如果你们就是太阳，中午的时候你们在
天空的？（南边）

（拿出准备好的图片，找同学上来贴到正确的位置）

真不错！太阳在天空的南边，大树的影子正指着？（北方）

那么司南的影子指向？（画出来）有没有同学再来给大树画
上影子？

4．刚才呀你们变身成了太阳，老师知道有一种东西特别怕太
阳，赶快找一找，谁特别怕太阳？（积雪）

5.现在我们又变回去，变成在野外迷路的司南。咦？下雪了？



（画出雪来）

下雪了，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这下可糟了，谁来给我们
指点方向呢？

（学生回答）

沟渠里的积雪？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哦，看看哪边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辨别南方和北方了。
真的是这样吗？老师不相信！我们一起像科学家一样研究研
究吧。

（画出沟渠，太阳光线）

从这里（图中）看出来了，雪化的快得是？（北方）雪化得
慢的是？（南方）

真聪明，果然是小小科学家！我们赶快在书上把它们用线连
起来！

6.前两个方法中啊都是和太阳有关的，要是没有太阳，要是
碰到了阴雨天怎么办？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四部分。

7.读的真不错！下雨了，是谁来帮忙你找到方向的？（大树）

冬天过去了，大树长出了许许多多的叶子，谁来帮大树穿上
衣裳？（出示树叶道具，请学生上来贴树叶）

我们一起来告诉他，哪边的树叶应该多一些？（南）哪边的
应该少一些？（北）

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啊，书上说了，树叶稠的一面是？
树叶稀的一面是？



8.真不错！可是啊，这些都是在白天，要是我们变成了司南，
天黑了没有太阳了（取下太阳），一个人在野外怎么办？看
看课文，找一找哪里写了天黑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原来啊，天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北极星）好，谁来在
天上找一找北极星的家？（出示道具图片，请学生上来贴）

（四）有感情朗读，总结全文

1.我们变身司南的这次穿越之旅马上结束了，我们再一起来
读一读课文，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变身司南后遇到了那些
艰难险阻，又是怎么克服的好不好？（指名读）

2.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即使是我们回到了没有现代工
具的古代，只要我们细细观察，多多去想就会发现大自然的
奥妙，我们能找到的不仅仅是天然的指南针，还有许许多多
的其他有趣的东西！

（六）板书设计

20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时间天然指南针方向

白天太阳中午在南边

雪天积雪化得快，北；化得慢，南

阴雨天大树树叶稠，南；树叶稀，北

黑夜里北极星永远指着正北

（七）练习设计

你还知道哪些辨别方向的方法？说来给大家听一听。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人教版二年级下册)]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朗读课文。

2、能让学生发现一些识字规律，随文自主识字。

3、初步懂得一些利用自然现象辨别方向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出示指南针，介绍。哪些人需要用指南针？

2、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身边又没带指南针，该怎么办？回
忆小诗《东西南北》。

3、揭题：今天一起学习《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他能帮我
们找些辨认方向的方法。

二、初学课文，了解大意

1、老师给大家带来学习指南针，（自学要求）自读小诗。

2、检查词语 指南针 忠实 一盏指南针 稠密

3、“盏”的书写指导。

4、完成《课堂作业本》第2题，加偏旁成新字，再组词。

5、交流读了小诗，你知道哪些辨认方向的方法呀。师板画。



指导孩子把话说完整。

三、细读课文

1、同桌选择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天然指南针，找到相关小节，
仔细读读，你读懂了什么，又什么收获。

2、同桌读课文。

3、交流（学生自主选择）

（1）学习第二节。

a、看中午太阳和树影的图。想想早上，傍晚，太阳的情况。

b、板书晴天。

再读这节诗。

（2）学习第三节

a、你对北极星有多少了解。课件补充。

b、介绍北极星。

c、朗读。

（3）学习第四节

a、学习、理解字词“稠、稀”。寻找规律“带禾字旁的字”，
并在稠 稀 积3个字中选1个自己认为难写的写一写。

b、说说怎样来辨别方向的？理解“树叶稠的一面是南边，树
叶稀的一边是北方”。课件补充。



朗读

（4）学习第五节

猜测积雪如何帮忙。

沟渠的积雪，他的特殊性。利用课件和简笔画突破难点。

带着思考理解读。

四、整体感知课文

1、连起来读读这首有趣的小诗。

2、师生合作完成填空。（口头）

3、总结全文。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篇三

设计意图：

1、合作。新课程理念倡导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主动
参与，合作学习。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如第5小
节引发学生讨论：为什么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的是北，雪化
得慢的是南？在学生有合作需求的基础上生成，迎合了学生，
体现出课堂小组合作的有效性。

2、交际。注重教师和学生语言的融合，创设各种情境进行交
际，如：教学第二段时，教师扮演迷路的小孩，学生当太阳
指点方向；又如：教学第三段，让学生当北极星考一考学生
怎样辨别方向。

4、拓展。重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钻研、利用教材，引



导学生走向更广阔的语文学习空间。如：教学“太阳”指点
方向时，通过当太阳帮迷路的小孩指点方向的游戏，巧妙地
把太阳在早上、傍晚时所指方向蕴含其中，并积累词语“旭
日东升”“夕阳西下”；再如对“忠实”这一词语的理解；
最后提出的“你还知道哪些天然的指南针？”。

学习目标:

1、学习2—5小节的内容，知道诗歌中四种辨别方向的方法。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诗歌，体会大自然的奥秘和情
趣。

3、掌握一些辨别方向的方法，养成学生对大自然的兴趣和热
爱大自然的感情。

课前准备：

课件（演示方向，利于学生的理解） 收集辨别方向的资料

教学流程：

一、猜谜激趣，导入新课

课件出示谜面：身体圆又圆，像钟不是钟，出门随身带，迷
路不发愁。

师：猜一猜，这是什么？你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吗？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一）、自由读课文的1—6小节，想想课文告诉我们大自然
有哪些天然的指南针？用“       ”划出。

（二）、指名交流汇报，师板书：太阳、北极星、大树、积



雪

三、引导学文，渗透学法

（一）、读一读：指名读课文第二小节。想一想：这里天然
的指南针是什么？（太阳）

（二）、说一说：太阳怎样帮我们辨别方向？（课件演示）

1、做实验：

手电筒笔杆让学生用手势指出方向

2、互动游戏：

老师迷了路，你们来当太阳，帮我指明方向。

师边走边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太阳公公（姐
姐），太阳，请你给我指方向！

学生回答，

学生之间互动。

（三）、议一议：

1、质疑：这段话里有疑问吗？

比如：太阳中午的时候为什么在南边？（课件演示）

拓展：如果是早上的太阳，你能辨别方向吗？（学习词语：
旭日东升）傍晚的太阳呢？（夕阳西下）

比如：太阳为什么是忠实的向导？



理解“向导”“忠实”，因为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
下，中午的时候在南边，按一定的轨迹运转，是可以信任的，
可靠的，所以说是忠实的向导。

拓展：我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高兴时他会跟我分享快乐，
我遇到困难他会伸出援助之手，可以把他称作忠实的（ ）

新中国的卫士，不管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下雪，都保卫
着祖国，可以称作忠实的（ ）

你也能举几个例子吗？

2、朗读指导。

（四）、背一背：读第二小节并练习背诵。指名背，比赛抽
背等多种形式。

（五）、小结学法，并自学：刚才我们用读、说、议、背的
方法学习了第2小节，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自
学3、4、5节诗歌的内容。可以用读的形式来学习，也可以自
己发挥想像创造出别的学习方法，如：演一演、画一画。

四、合作学习，设疑解疑

（一）、学生自学，师巡视辅导

（二）、指名汇报3、4两小节

第3小节：

1、你有什么疑问？

比如：怎样找到北极星？（课件演示）

为什么是指路灯？（理解“永远”）



根据学生的汇报相机板书：黑夜 北极星（北）

2、游戏互动：

师戴上星星头饰作“北极星”，走到教室的各个地方，学生
用手势指出“东、南、西、北”

3、朗读展示

用你的声音来展示北极星的乐于助人。

第4小节

1、自由读

2、“大树”自述指点方向的方法：

戴上树枝帽，上台把自己的方法介绍给大家。

3、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问“大树”吗？

比如：为什么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稀的一面的北方？“教
学词语：南稠北稀”

根据学生的汇报相机板书：阴雨天 树叶稠（南） 树叶稀
（北）

（三）、设疑学习第5小节

学了第5小节后，你知道哪边的雪化得快，哪边的雪化得慢？

学生有了两种意见，这时组织学生进行合作讨论，利用课件
演示，（出示有积雪的沟渠图并对应有积雪的屋顶图），使
学生达成共识。



五、朗读感悟，合作演读

（一）、训练朗读。感悟这些天然的指南针是如何来告诉我
们方向的。

（二）、师生合作引读，背诵。

师当迷路的小孩（哭）：怎么都是树呀？怎么没有路了？我
回不了家了，怎么办呀？

（生）太阳：孩子，别哭别哭，我来帮助你。现在是中午，
你看我照着大树，大树的影子指的就是北方。

（生）北极星：别哭别哭，到了晚上，如果天晴，你只要找
到我，就知道北方在哪里了。

（生）大树：我也能来帮助你，你看我的树叶，一面阳光充
足，枝叶茂盛，一面很少见到阳光，树叶稀少。稠的一面是
南方，稀的一面就是北方。

（生）积雪：如果是冬天，你只要看看我就行了，南方太阳
光强，北面的积雪化得快；相反，南面的积雪化得慢。

（师）迷路的小孩：哦！明白了，谢谢你们，再见！

(三)、指名小组合作上台表演。

六、总结全文，拓展训练

（一）学了这首小诗，你明白了什么？

板书：细细观察，多多思考——总结　

（二）你还知道哪些辨别方向的方法？（引导学生交流课前
收集的材料）



(三)课外作业：写诗，学着课文的样子把你知道的辨别方向
的天然指南针编成诗。

板书设计：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中午 太阳（南）     树影 （北）

黑夜                北极星（北）

阴雨天 树叶稠（南） 树叶稀（北）

下雪天 化得慢（南） 化得快（北）

细细观察，多多思考——总结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篇四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
（人教版）二年级下册第20课，是一首小诗。课文提出了一
个问题：要是在大自然中迷了路该怎么办？这首小诗为我们
介绍了几种天然的“指南针”：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

我设计本课的理念是：这是一篇引导学生走进大自然，观察
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课文。学生对大自然充
满着好奇，可是他们对自然世界所知甚少，通过这篇课文的
学习，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趣，
更能启发学生仔细观察，多多去想。在学习本课时，主要是
让学生会对知识进行不断的探索，在疑惑中阅读课文，寻求
答案。对课文中的难点“沟渠里积雪哪边化得快”，通过实
验，在合作与动手中得到答案，充分给他们探索与发现的机
会。



二、案例描述

教学片段一：创设情境，自读自悟

（屏幕上出现四幅图）

师：有一群小朋友到野外去踏青，可是这几组小朋友迷了路。
怎么办呢？

生1：我发现第一组小朋友是在森林中。

生2：有一组小朋友是在夜晚迷路。

生3：我们用指南针来找路。

生4：那用地图吧！

师：要是没有指南针，只有地图，那我们怎么知道方位呢？

生无语。

师：我们来仔细地读读课文，你一定有办法帮助他们的。他
们多着急。（等每一人都认真读好书后，让他们以四人小组
形式，选一幅图为一组小朋友带路）

教学片段二：以太阳为指南针辨别方向

（以小组为代表，根据迷路小朋友的图进行指路，台下学生
质疑。）

生（第1小组）：这一组小朋友迷路是在白天，有太阳。可以
看太阳。

生1：怎样看？



生（第1小组）：中午的时候它指着南边，地下的树影正指着
北方。就是说太阳在南边，树影指北方。

生2：是指在中午时。

生3：为什么太阳在南边，树影指北方。

生（第一小组）无语。

生4：因为树影与太阳是相反的。

师：我们来做一做，用手电筒当太阳，铅笔就是树，看一看
树影在哪边。

生做后，齐答：与太阳方法相反。

教学片段三：沟渠里的积雪哪边化得快

（生带领在山中迷路的小朋友回家时）

生（第5小组）：我们可以看积雪哪边化得快，哪边化得慢。

师：那化得快的是南边，还是化得慢的是南边？

生1：化得快的是南边。

师：真的吗？

生2：真的，南边，太阳晒到多。

师：（指图）这是哪里的积雪？

生2：沟渠。

师：沟渠是怎样的？



生无语：

师（出示沟渠的图片）

生3：沟渠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水沟。

生4：我在田边看过这样的水沟。

师：那我们用手势表示应该是怎样的？（引导生运用手势来
做沟渠）再来做一做看，哪边太阳晒到多。

（小组里用手电筒当太阳，用手势表示沟渠，观察后讨论哪
一面的雪化得快）

生：北面化得快。

生：北面晒到多，是北面化得快。

生：南面被挡住了。

师：那你能用“因为……所以……”的句式，说一说沟渠里
积雪化得快的一面是南方还是北方。

生：因为北面积雪晒到多，所以化得快的是北方。

师：说完整，哪里的积雪。

生：因为沟渠里北面积雪晒到多，所以化得快的一面是北方。

师：那你知道如果是屋顶上的积雪，化得快的一面是哪边？

生想；生用手势，两手合拢成屋顶状；开始有小组再做实验，
轻声讨论。

生：与沟渠的积雪不一样，化得快的一面是南边。



生齐赞同。

三、案例分析

1、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我力求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能
动性，通过学生产生疑惑，动手实践，生生合作，解决疑惑
的教学方法，充分尊重学生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留下足够
的空间给学生探究。如：学生在为迷路的小朋友寻找回家的
路，以这样的情境引导学生进入课文。在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这样的思想情感带动下，学生对课文产生极大的兴趣。小组
合作产生实效，学生在选择了要帮忙的对象后，快速读课文，
寻找“指南针”，辨别方向。

2、通过实验解决课文难点。这一篇课文，曾听过两位老师开
课，这两位老师讲“沟渠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
的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还是南方。”都
说沟渠里的积雪化得快是南方。当时，听到这里时，心里就
觉不妥。后来，同事之间讨论也讲到这点，上网查找也发现
有不少的教学设计中也出现这样的错误。但怎样将这一难点
解决好，想了很久，要简单明了，让学生能一看就知道，当
时也做了一个沟渠的模型，但觉过于麻烦，还发现手势简单
又有趣，就不知效果会如何，在上课之前还是带了沟渠的模
型做预备。但在小组实验中，效果很好。且还能延伸开来，
让学生以手势来当屋顶，了解了屋顶积雪化得快是哪边，形
象而生动，也让学生在比较更加明了。

3、在结尾处进行课外延伸，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的能力，还能
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模仿课文的写法模述课外了解到的大自
然的指南针。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情感。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篇五

一、我会写



二、我能行

三、我会填

慌张　 紧张

1、解放军叔叔正在进行（　）的操练。

2、小军太（　），所以把题目看错了。

【思维拓展】

一、我会填

1、按课文内容填写：

2、大自然有很多（　）的指南针，（　）是个忠实的向导；
（　）是盏指路灯；（　）也会来帮忙；（　）会给你指点
方向。

二、我会做

请从课文中找出三组反义词：

（）——（）　（）——（）　（）——（）

三、我会背

请小朋友把课文背给家长听，再请他们签字。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篇六

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2、学习理解课文2—4节，教学有关的生字词，并能有感情地
朗读。

3、初步懂得一些利用自然现象辨别方向的方法。

1、出示图，说说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迷路）你能不能帮
帮她？

2、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篇课文，这篇课文就是告诉我们
怎样在野外辨别方向。

出示课题：《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齐读课题。

自学课文。

（一）指名分节读课文，并正音。

（二）课文主要讲了什么？说说课文介绍了哪几种事物能帮
我们分清南方和北方。

1、出示图，说说你知道哪一面是南方，哪一面是北方，你是
怎么知道的？

2、课文是怎么写的？从这节中你还读懂了什么？有什么想问
的`？

（1）学习第二节。

a、教学生字“影”。

（2）学习第三节（引：如果是在晚上，我们怎么来辨别方向
呢？）

a、你学懂了哪几个生字，教学生字“盏”“永”“闯”。



b、说说什么是“指路灯”？为什么说它是指路灯？

c、介绍北极星。

（3）学习第四节

a、理解字词“碰、稠、稀”。

b、说说怎样来辨别方向的？理解“树叶稠的一面是南边，树
叶稀的一边是北方”。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2—4节。

2、小结：现在你能不能帮帮这个小姑娘？如果在晴天的中
午——，如果在晚上——，如果在雨天——。

3、指导书写“导，盏，永，稀，碰”

1、能仿照课文段落，写一写自己所知道的天然指南针。

2、知道一些利用自然现象辨别方向的方法。

1、说说你知道了哪几种天然的指南针？怎样用它辨别方向？
完成练习。

（1）中午的时候，太阳所在位置是（）方，地上的树影所指
的方向是（）方。

（2）在晚上，北极星永远指着（）方。

（3）在树林里，树叶稠的一面是（）方，树叶稀的一面是（）
方。

2、齐读课文2—4段。



提示：都是先写什么，再写什么？

（先说明是什么指南针，然后说怎么样利用它来识别方向。）

导：你能不能仿照课文段落，也学着用课文的方法向大家来
介绍一种天然的指南针。

2、你还知道哪些天然的指南针？（出示句式，仿说。）

（1）自由说，可同桌讨论。

（2）指名说。

（3）写一写。（作业本题7）

（4）交流。

1、自由读课文，说说你读了以后知道了什么。

2、交流：

a、与第一节有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b、说说自己对“只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的理解。知道
只有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人才是最聪明、最有办法的人；
知道自己也应该多观察大自然，观察生活，多问几个为什么，
从中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发现其中的规律。

3、指导朗读1，5两小节课文。

11、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南面、北边

中午：太阳、树影



黑夜：北极星、细细观察

阴雨天：树叶稠、树叶稀、多多去想

资料提供者：

人教版二年级语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l、学会本课6个生字和由这些字组成的词语。认识2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了解大自然中辨别方向的几种方法，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
的感情和观察大自然的兴趣。

4、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及结合文中插图和生活实际理解词句
的能力。

5、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探索大自然的兴趣。

6、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妙。

重点·难点

1、学习生字、新词，朗读和背诵课文。

2、如何运用天然指南针辨别方向？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步骤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1．同学们都喜欢到大自然中去游玩、观赏，如果在野外迷了
路该怎么办呢？

2．板书课题《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当我们学习了这篇课
文后，就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二）初读课文，识字，把课文读正确

1、出声试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生字。

2、用波浪线画出你认为不容易读正确的字、词、句，反复读
一读。

3、圈出不懂的.词语，或讨论，联系上下文理解。

4、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三）检查初读情况

1、检查生字词的读音，指名读、齐读。

2、指名分节朗读课文，正音评议，把句子读通顺。

3、说一说，这篇课文主要写什么。

（四）细读课文，了解内容，指导朗读

1、导学第1小节：

（l）指名读第1小节，说一说读后知道了什么？

（2）联系全文内容想一想，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是指
些什么？（指南针



原指用磁针制成的能指示南北方向的一种仪器，在课文中指
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等。）

（3）小结：第1小节讲如果在野外迷了路，天然的指南针会
告诉你准确的方向。

（4）指导朗读第1小节。

2、自学第2－5小节，想一想，天然的指南针怎么帮助人们辨
别方向。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出示带有生字的词语，指名读、齐读。

大自然指南针告诉准确一盏灯乱闯枝叶沟渠

2、说一说通过读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本课是一首介绍自然常识的诗歌。全诗共六节，讲了利用自
然景物辨别方向的方法：中午时看太阳，因为正午太阳在南
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黑夜有北极星出现的方向是北
方；阴雨天时要观察大树，记清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
稀的一面是北方；下雪时要看地上的积雪，因为南面朝阳积
雪化得快，北面背阴积雪化得慢。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明
白，大自然中有许许多多天然的指南针，可以帮助人们辨别
方向，只要你认真观察，动脑筋思考，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
就会找到辨别方向的方法。

（二）导读课文

1、默读课文，以小组为单位说一说天然的指南针怎么帮助人
们辨别方向。



2、汇报讨论结果，全班交流。

（1）太阳帮助人们辨别方向：

思考：为什么说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

出示多媒体课件，看中午阳光树影图。（中午，树影正指着
北方。）

指导朗读。

小结：晴天的中午，可利用太阳来辨别方向。

（2）利用北极星辨别方向：

思考：北极星为什么能准确地指示方向？人们把北极星比作
什么？你能用什么办法找到北极星？怎样利用它辨别方向？
指导看星象图。

指导朗读。

小结：在黑夜里可以利用北极星来辨别方向。

（3）利用大树辨别方向。

大树怎样给我们指示方向？它为什么能给我们指示方向？
（因为朝南的枝叶平时受阳光照射多，朝北的枝叶平时受阳
光照射少，所以才形成南稠北稀。）

相机理解稠、稀两个词。

指导朗读。

小结：阴雨天，大树枝叶的稠密可以指示方向。



（4）积雪指示方向。

严冬时，积雪怎么会为我们指示方向？为什么？（因为沟渠
的积雪朝南的阳光足，而且日照时间长，雪化得快；相反，
北边化得慢。）结合看图理解。

指导朗读。

小结：大雪天积雪融化的快与慢能指示方向。

3、总结2－5小节内容：

以上四小节具体介绍了在野外迷失方向时如何辨认方向的几
种方法。虽然没有指南针，我们也能分清东南西北，所以称
太阳、北极星、大树、积雪为天然的指南针。

4、指导学习第6小节：

小结：大自然有很多指南针，只要你细心观察，认真思考，
就能发现。

（三）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背诵课文

1、先在小组内练习朗读，互相评议。

2、小组推荐一名读得好的在全班朗读，其他同学评议、仿读，
把每一节读好。

3、通过朗读、学习，你知道了哪些辨别方向的方法？用自己
的话说一说。

4、在有感情朗读的基础上背诵课文。

（四）联系生活实际，引导课外活动



（五）进行识字、写字教学

慌：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荒字。

稠：利用部件记忆字形，左边是禾，右边是周。

稀：利用部件记忆字形，左边是禾，右边是希。

要注意指导笔画较多的两个生字：

慌：左窄，忄占三分之一，右宽，荒占三分之二格。

辨：左边的辛的竖写作竖撇，第五笔的横比第六笔的横稍长
些，中间是，

右边辛竖要直。书写时三部分要紧凑。

（六）总结全文，谈感受

大自然真是太伟大了！

随堂练习

1、看拼音，写汉字：

2、组词：

荒（）辨（）稠（）稀（）

慌（）瓣（）周（）希（）

3、选词填空

诚实忠实



（1）王小刚从不说谎，是个（）的孩子。

（2）太阳是（）的向导，在天空给我们指示方向。

紧张慌张

（1）小芳做数学题太（），所以把题目看错了。

（2）解放军叔叔在进行（）的操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