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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主题

本单元以“奇妙的世界”为主题，编排了《我们奇妙的世界》《海底世界》《火烧

云》三篇课文，语言优美，展现了世界的多姿多彩和不同事物的美。其中《我们奇妙的

世界》展现了世界的神奇和活力；《海底世界》揭示了海底世界景色的奇异和物产的丰

富；《火烧云》描绘了变化极多极快的火烧云的奇特和瑰丽。大自然如同一位神奇的魔术

师，把无穷无尽的奥秘隐藏在天地间，吸引着人们去寻找，去发现。

二、语文要素

1. 了解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把事物写清楚的。这是对本册第三单元“了解课文

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的”进一步提升，从怎么把一段话写清楚到怎么把

事物写清楚，体现了能力训练的梯度发展。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写清楚”的内涵，一

是指文章主要写了“事物”的什么特点，二是了解文章是从“事物”的哪几个方面来

写的。

2. 初步学习整合信息，介绍一种事物。旨在引导学生通过查找资料了解大熊猫，

然后根据问题对相关信息进行整合，写一篇介绍大熊猫的习作。学生之前已经学习过提

取文中明显的信息，为本单元学习初步整合信息提供了基础。

教 材 分 析

第七单元第七单元

要 素 分 解

分类 内容 人文主题 语文要素

课文
22. 我们奇妙

的世界

留心观察

发现美

从天空和大地两个方面，展现了世界的

奇妙。



第七单元 217

分类 内容 人文主题 语文要素

课文

23. 海底世界
热爱自然，

勇于探索

分别从动物、植物、矿产等方面介绍了景色

奇异和物产丰富的海底世界。

24. 火烧云
瞬息万变，

奇特美丽

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写出了火烧云变化

极多极快的特点。

口语交际 劝告 说话的语气
能根据具体情境，采用合适的语气，选择

恰当的方式尝试劝告别人。

习作 国宝大熊猫 大熊猫的特点

能查找资料，整合信息，写一写大熊猫；

能用修改符号修改不准确的内容并补充新的

内容。

语文园地

交流平台 展开交流，增强运用平时积累的语言的意识。

词句段运用
学习用问句作开头说一段话；认识寻物启事

的写法，能用正确的格式写一则寻物启事。

书写提示
能正确书写笔画较少和笔画较多的字，把“止、

露”等 8 个字写规范、写匀称。

日积月累 熟读并记诵4个成语，知道它们的意思。

教 法 建 议

1. 本单元课文语言优美，适合进行朗读训练，要引导学生读出天地之间的神奇与

美好，读出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在理解、朗读、背诵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让

学生认识到“奇妙的世界”就在自己身边，应乐于去观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

2. 要引导学生积累优美生动的词语和句子，并在习作中有意识地运用这些积累的语

言。本单元的课后题和“交流平台”的示例，展示的是一些运用了修辞手法的语句，旨

在引导学生通过朗读体会这些表达的好处，纯粹的修辞知识学习是无意义的。

3. 在本单元的课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学生不太熟悉的词语，如“三桅小船的模型”“水

中听音器”“单细胞海藻”“火烧云”，可以借助多媒体帮助学生认识。有些涉及科学常

识的内容，如“水的反推力”，可以提供相关的解释或鼓励学生自行查找资料了解。对

于词语和常识，如果不影响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可以不要求学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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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认识“呈、蔚”等 8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劲”，会写“呈、幻”等 10 个字，会

写“奇妙、呈现”等 15 个词语。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说出课文分别是从哪些方面来写天空和大地的。

3. 能结合生活经验，理解“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这句话的含义。

4. 能仿照例句，写自己发现的普通而美的事物。

教学重点

1. 能说出课文分别是从哪些方面来写天空和大地的。

2. 能结合生活经验，理解“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这句话的含义。

教学准备

荣德基小学课件资源

教学课时

2 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 认识“呈、蔚”等 8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劲”，会写“呈、幻”等 10 个字，会

写“奇妙、呈现”等 15 个词语。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说出课文分别是从哪些方面来写天空和大地的。

教学过程

Ⅰ   单元导读，激趣导入
1. 单元导读，明确单元主题。

课件出示：（1）了解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把事物写清楚的。

（2）初步学习整合信息，介绍一种事物。

【设计意图】关注单元导语，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整体阅读意识，有助于学生明确整

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及学习目标，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2. 课件出示日出日落、云雾风雨、小桥流水、春草萌芽、牛羊肥美等自然风光的图

片及视频，引导学生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22   我们奇妙的世界  我们奇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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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趣畅谈：刚才我们欣赏了大自然的美景，请大家说说：看到了这些美景，你有

什么感受？学生交流讨论。

4. 导入新课：奇妙的日出日落，有趣的云雾风雨，无不向我们彰显了大自然的神奇

魅力。只要我们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观察，一定会发现世界的奇妙之处。今天，就

让我们跟随英国的彼得·西摩去感受这个奇妙的世界吧！

5.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指导学生观察、欣赏画面，引导学生交流自己的观察所得，同时创设情

境，引导学生感受周围世界的奇妙，发现美好的事物，在情感上使学生受到熏陶。

Ⅱ   读文识字，指导书写
1. 学生自由读课文，自学生字词。

提示：注意读准生字的读音，遇到不懂的词语可以圈画出来多读两遍，试着联系上

下文弄懂这些词语的意思。

2. 检查自学情况。

（1）课件出示会认字。去掉拼音，开火车读。

（2）教师正音：注意“呈”是翘舌音；“呈、芒、型”是后鼻音；“幻、剑”是前鼻

音。“劲”是多音字，在本课中读 jìnɡ，可组成词语“强劲、刚劲、劲风”；另一个读音

是 jìn，可组成词语“干劲、吃劲、费劲”。

3. 运用多种方法理解词语。学生说出自己不理解的词语，互相交流理解，教师重点

指导以下词语：雕饰、余晖、领略。

4. 课件出示会写字。

（1）交流识记方法：

形声字构字规律识字：诱、润、芒、冰、剑、模、型。

熟字加偏旁识字：口 + 王 = 呈。

组词扩展识字：“普”组词为“普通”。

（2）学生独立观察书写视频，分析书写要领。

（3）教师重点点拨：

幻：左边是“  ”，注意不要写成绞丝，右边是一笔，要与“幼”区分开。

诱：左半部分偏窄；右下部分“乃”字先写横折折折钩，且要一笔写成。

润：右边门字框里面是“王”，不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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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左半部分第二笔是点，末笔为提；右半部分竖钩要挺拔有力。

型：上半部分“刑”写得稍短些；下半部分“土”两横间距要紧凑，下横宜长。

（4）教师示范“幻”“诱”“润”“剑”“型”的写法，学生跟着书空，掌握生字的书

写要领。

（5）学生练习写字，教师投影展示学生写的字，师生评价。

【设计意图】读文圈画、自行认读、检查指导，为理解课文内容扫清生字障碍；引导学

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词语，学生习得方法；先观察，后指导，再书写，写字教学得到落实。

Ⅲ   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 默读课文，找出“奇妙”。

师：作者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呢？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请同学们快速默读全文，

找一找。请用一个词语概括。（奇妙；第 1自然段）

2. 课文第 1 自然段中的“一切”指的是什么？作者从哪些方面介绍了世界的奇妙呢？

点拨：学生通过找关键句，明确全文是从“天空”和“大地”两个方面介绍了世界

的奇妙。

3. 了解描写“天空”的写作顺序。

教师引导：同学们，课文写“天空”的是哪几个自然段？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写

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预设：课文第 2—8 自然段是描写天空的。作者是按照一天的时间推移的顺序来

写的。从文中“清晨、一天结束了、黑夜降临了”等可以看出来。

4. 教师引导：写“大地”的是哪几个自然段？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写的？你是怎么

知道的？

预设：课文第 9—16 自然段是描写大地的。作者是按春夏秋冬的时间顺序来写

的。从文中“夏日、秋天、冬天”这些词语可以知道。

5. 引导：读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看看二者有什么关系。学生自由讨论。

预设：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相呼应，这样的文章结构是“总—分—总”。

【设计意图】本环节设计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感知课文内容。通过问题引领，引导学生

明确课文是从天空和大地两方面来介绍这个世界的，天空是按一天的时间推移的顺序来写

的，大地是按春夏秋冬的时间顺序来写的。通过点拨讨论，掌握课文是按照“总—分—总”

的形式构段成篇的。



第七单元 221

Ⅳ   布置作业，复习巩固
1. 课堂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第 22 课，解决了生字词的问题，扫清了阅读障碍。

还初读了课文，从整体上理清了文章结构，知道了课文是按“总—分—总”的结构从天

空和大地两个方面介绍了世界的奇妙。

2. 布置作业： （1）请大家将课文读熟，并把生字认真书写两遍。

（2）把课文读给家人听，和家人一起感受课文中优美的语句。

【设计意图】本环节重在巩固所学知识，丰富学生的积累。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 能结合生活经验，理解“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这句话的含义。

2. 能仿照例句，写自己发现的普通而美的事物。

教学过程

Ⅰ   回顾旧知，导入新课
1. 指名朗读词语。 

2. 引导学生回忆：课文从哪几个方面介绍了世界的奇妙？（天空、大地）

3. 教师导入：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走进课文，走进那奇妙的世界。学习作者从极普

通的事物中找到了美，并生动、形象地将这种美展现出来的写法。（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回顾课文内容，既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检查，也是为接下来的学习做准

备。教师的导入，布置了学习任务，让学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

Ⅱ   品读感悟，体会情感
◆品析天空之“奇妙”。

1. 默读课文第 2—8 自然段，思考下列问题。

（1）天空中的哪些景物让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画出描写天空“奇妙”的 

语句。

（2）作者又是怎样把这些事物写生动、写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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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引导学生感悟“奇妙”的色彩。

课件出示：开始，天空呈粉红色，慢慢地变成了蔚蓝色，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一样

升起来了。

（1）引导学生抓住“粉红色”“蔚蓝色”体会色彩变化之美，抓住“像一个大火球”

体会太阳的形状。

（2）欣赏日出时天空色彩变幻的视频资料，请学生一边想象画面，一边读出当时的

奇妙。

3. 教师引导学生感悟“奇妙”的形态。

课件出示：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

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

（1）引导学生想象：读了这句话，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什么形状的云彩？看着这些

奇妙的情景，你能想象到哪些奇妙的故事？

（2）配乐让学生欣赏天空中形状各异的云彩的视频资料。

（3）指名有感情地朗读第 4 自然段。

4. 教师引导学生感悟“奇妙”的雨。

课件出示 1 ：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雨点就会噼噼啪啪地降落到大地上。

课件出示 2 ：雨后，我们会看到地上有许多水洼，就像有趣的镜子，映射着我们 

的脸。

（1）引导学生抓住“又黑又重”“噼噼啪啪”“有趣的镜子”等词语体会下雨时云的

颜色、雨点的声音、雨后小水洼的奇妙。

（2）课件出示“水洼”的图片，引导学生想象，小水洼里还会映射着什么？（蓝

天、白云、绿树……）

（3）教师小结：雨天有趣的声音，雨后奇妙的映射，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无穷的

魅力。请同学们联系自己在生活中的观察感受，再读一读这两个自然段。

5. 教师引导学生感悟“奇妙”的黑夜。

课件出示：黑夜降临了，我们看见夜空中群星闪烁，就像千千万万支极小的蜡烛在

发光。

（1）过渡：白天的天空妙趣横生，夜晚的天空更是神秘莫测。自由读第 8 自然段，

说一说你从哪些地方体会到了这种“奇妙”。

（2）指名汇报，引导学生抓住“群星闪烁”“就像千千万万支极小的蜡烛在发光”

来体会夜空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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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学生想象：这闪烁的群星还像什么呢？

预设：像千万只眨着的小眼睛，像无数颗发光的珍珠撒在空中……

（4）课件出示黑夜中繁星点点的图片，学生齐读第 8 自然段。

6. 教师小结：是啊！你看那天空，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晴天雨天，都是那样奇妙。

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

◆品析大地之“奇妙”。

1. 学生默读第 9—16 自然段，用横线画出描写大地“奇妙”的语句。

2. 小组内交流，结合自己找到的语句说一说哪些地方令自己感到奇妙。

3. 学生汇报，教师相机点拨。

（1）体会“春”的生长奇迹。

课件出示：我们能看到植物生长的奇迹——极小的一粒种子种到地里，生根，发

芽，不久就开花了，花很漂亮。

引导学生抓住“生根”“发芽”“开花”来体会植物生长的奇迹。

（2）体会“夏”的色彩艳丽。

课件出示：我们能看到各种颜色诱人的水果，圆润的鲜红色的樱桃，深紫色的李

子，浅黄色的梨。

①指名读第 11 自然段，圈出表示颜色的词语。

②引导学生抓住“鲜红色”“深紫色”“浅黄色”来体会水果颜色的诱人。

（3）体会“秋”的神奇。

课件出示 1 ：秋天带着金黄色的光辉神奇地到来了，那时，道路上好像洒满了光

芒。蝴蝶张开漂亮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

课件出示 2 ：鸟儿为了建造它们的房子，衔着泥土振翅飞翔。

课件出示 3 ：我们领略秋风的劲吹——树枝颤动，树叶飘落。

①指名读第 13—15 自然段，交流作者认为奇妙的地方。

②引导学生抓住“蝴蝶张开漂亮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鸟儿为了建造它们的房

子，衔着泥土振翅飞翔”“树枝颤动，树叶飘落”来感受秋的神奇。

（4）体会“冬”的有趣。

课件出示：冬天，我们看到了房檐上垂下的冰柱，它们好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在阳

光下闪耀。等到积雪融化时，从房檐上落下的小水滴，就像一颗颗珍珠。

①结合相关语句，说一说作者觉得冬天奇妙的地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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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引导学生抓住“它们好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在阳光下闪耀”“从房檐上落下的小

水滴，就像一颗颗珍珠”来体会冬的奇妙，体会作者是如何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这种

奇妙展现出来的。

4. 作者在写大地的奇妙时，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写的？

预设：是按照季节变换的时间顺序来写的。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语句，借助对视频、图片的直观感受，通过找出相关

词句、品词析句来体会天空和大地的奇妙之处。

Ⅲ   总结写法，体会作用
1. 自由读文，引导学生说说最后两个自然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预设：这个世界有无穷的奇妙的事物，我们要仔细地观察，寻找。

2. 我们还能从极普通的事物中找到哪些美？拓展说话。

3. 说一说最后两个自然段有什么作用。

预设：总结全文，升华感情。

4. 引导讨论：第 1 自然段在全文中有什么作用？

预设：总起全文，点明中心。开头和结尾前后照应，使文章结构完整。

5. 师：大家觉得这篇文章中的哪些写作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学生汇报，教师相机指导：全文是按照“总—分—总”的结构来写的，课文围绕总

起句，从几个方面把内容写具体；作者抓住事物的特点把事物写得形象、生动。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抓住重点段落梳理文章结构，再渗透写法，从中体会课文是怎

样围绕总起句从几个方面把内容写清楚的。总结全文，升华主题，既加深了理解，又使本

单元的语文要素真正落地。

Ⅳ   拓展练习，布置作业
1. 完成课后小练笔：读一读下面的句子，感受这些普通而又美的事物。你也来写一

写吧。（课件出示句子）

（1）学生思考并讨论：你眼中普通而又美的事物是什么？

（2）课件出示燕子筑巢、植物发芽等普通而又美的事物的图片。

教师指导，照样子，说一说。

  只要我们仔细地观察，寻找，就能从极普通的事物中找到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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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练笔。

2. 教师小结：天地间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寻找，用心去感

受，去体验，就能发现世界的奇妙和美好。

3. 布置作业。

（1）把你认为是描写世界奇妙的句子摘抄下来，再读一读。

（2）把课堂上没写完的小练笔写完。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普通的事物中发现美，再写一写，这对学生的阅读和写作都

起着重要的作用。

板书设计

我们奇妙的世界

天空：太阳、云彩、雨点、余晖、群星

大地：春、夏、秋、冬

奇妙 观察、寻找、发现美

教学反思

本课教学，首先展示图片、视频，引导解题。再在自学的基础上，解决生字新词。

接着梳理文章脉络，掌握文章行文顺序，把握文章结构，对文本进行整体感知。

文中所描写的事物都是大自然中常见的事物，学生十分熟悉，但平时却不一定留心

观察这些事物的特点，也不易觉察其中的奇妙和乐趣，因而在教学时让学生充分地读，

在读中理解、感悟作者所描述的天空的缤纷色彩、奇妙形状和大地上的事物、景物。引

导学生抓住重点段落、重点词句，感悟世界的奇妙。比如，在教学第 4 自然段时，让学

生依据作者描述的云彩形状展开想象，描述还有哪些形状、发生了哪些奇妙的故事，丰

富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不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而且掌握了作者的写作方法，并

从中感受到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学生基本能够从事物中体会到美，但是对于事物的不同变化、形态特征、具有生命

力等方面理解起来比较难，需要教师从中点拨、引导，指导反复朗读，在读中想象、体

会、品味，感受世界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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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认识“窃、私”等 9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差”，会写“宁、官”等 12 个字，会

写“海底、宁静”等 13 个词语。

2.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说出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表现海底世界的景色奇异

和物产丰富的。

3. 理解“窃窃私语”等词语的意思，体会它们的表达效果。

4. 能说出第 4 自然段和第 5 自然段是如何围绕一句话把一个意思写清楚的。

教学重点

1. 能说出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表现海底世界的景色奇异和物产丰富的。

2. 能说出第 4 自然段和第 5 自然段是如何围绕一句话把一个意思写清楚的。

教学准备

荣德基小学课件资源

教学课时

2 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 认识“窃、私”等 9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差”，会写“宁、官”等 12 个字，理

解并积累相应的词语。

2.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理解课文，知道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表现海底世

界的景色奇异和物产丰富的。

教学过程

Ⅰ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 课件出示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下的海面风光图片：同学们，你们见过大海吗？谁

能用几个词语来描述一下你眼中的大海？

2. 教师导入：浩瀚无边的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是个神秘的世界。那

深不可测的海底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到海底去游览一番。

3.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设计意图】结合学生生活经验，从熟悉的海面风光图片入手，通过谈话导入新课，

激发学生探索海底世界的欲望。

23   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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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初读感知，学习字词
1. 自由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序号。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

2. 检查读课文，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读给大家听。

3. 学习会认字。

学生开火车认读，教师相机正音：“私”是平舌音。“储、属”是翘舌音。“肌”读

jī。“胞”读 bāo，不读 pāo。“差”是多音字，在本课读 chā，可以组词为“差异、差

别”；以前学过它的另一个读音 chà，可以组词为“差不多”；在“参差不齐”中读 cī ；

在“差遣”中读 chāi。

4. 学习带有会写字的词语。

（1）指名读词，注意正音。平舌音“速”，前鼻音“官、参、迅、轮”，后鼻音“宁、

汪、攻”。

（2）交流识记这些生字的方法。

形声字结构特点识记：宁、汪、攻、推、迅、速、轮、煤。

形近字比较识记：宫—官、艰—退、秩—铁。  

（3）课件出示生字书写动画视频，学生观看，交流汇报生字书写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①参：上部小，中间撇捺舒展，下部三撇依次渐长。

②推：右半部分是“隹”，不是“住”，注意横画之间的距离不是均匀的，第二个和

第三个横画之间距离较近。 

③“迅、速、退”三个字，教师指导“辶”的写法，强调这几个字的间架结构。

（4）学生独立练习书写。投影评议，教师相机指导。

5. 课件出示本课词语以及包含词语的句子，引导学生理解。

Ⅲ   整体感知，梳理脉络
1. 学生默读课文，思考：大海深处是怎样的？

预设：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学生汇报，用横线画出来。

2. 课件出示课文首尾两段，学生齐读。

3. 指导学生探究：第 1 自然段在文中起什么作用？第 1 自然段和最后一个自然段是

什么关系？

预设：

作用：开头提出问题，点明文章的主要内容。关系：一问一答，首尾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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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考：默读课文，说说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海底世界的。

预设：课文第 2、3 自然段介绍了海底景色奇异，写了海底的环境和声音；课文

第 4—6 自然段介绍了海底物产丰富，着重介绍了海底的动物、植物和矿产。

【设计意图】先从整体入手，了解海底是什么样的；再抓文章结构，了解课文首尾段

的关系；最后分析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介绍海底世界的。这样层层深入，学生便对课文内

容有了整体的把握。

Ⅳ   布置作业，巩固练习
1. 观看与海底世界相关的纪录片。

2. 结束语：今天我们学习了第 23 课，解决了生字词的问题，扫清了阅读障碍。还

初读了课文，知道课文从几个方面描写了海底的景色奇异、物产丰富。那么景色奇异在

什么地方？物产又是怎样的丰富呢？咱们下节课继续学习。

3. 布置作业：课后请大家将词语表里本课的词语认真书写两遍。把课文有感情地朗

读给家长听。

第二课时

课时目标

1. 理解“窃窃私语”“免费的长途旅行”的意思，体会其表达效果。

2. 能说出第 4、5 自然段是如何围绕一句话把一个意思写清楚的。

教学过程

Ⅰ   质疑激趣，导入新课
1. 质疑：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知道大海的深处是怎样的了吗？课文中的哪句话概

括了海底世界的特点？

2. 激趣：在深蓝的大海里各种各样的鱼儿快乐地游来游去，它们互相嬉戏着，成群

结队地穿过造型奇特的珊瑚。啊！多么美丽迷人的海底世界啊！

3. 齐读中心句——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4. 导入：这节课，我们就去海底参观一番，看看作者从哪些方面描写了海底的“景

色奇异、物产丰富”。现在就让我们穿上潜水衣，带上氧气瓶出发吧！

【设计意图】回顾课文内容，既检查了学生对课文的掌握情况，又为接下来的学习做

了准备。教师的激趣导入，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了学生学习课文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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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感悟海底的景色奇异
1. 课件出示学习活动卡，填一填。

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海底世界的？海底世界有怎样的特

点？选择关键词写下来。

活动内容

海底环境 海底动物 海底植物 海底矿物

2. 学生根据活动卡提示，先默读课文，再小组探究。

3. 教师指导学生感受海底暗而有光。

（1）自由读第 2、3 自然段，说说你觉得哪些地方特别奇异、有趣。

（2）品读句子，感受反差。

（3）指名回答：当海面上波涛澎湃的时候，海底是怎样的呢？引导学生抓住“水越

深光线越暗，五百米以下就全黑了”来了解海底的特点。

重点品读：“在这一片黑暗的深海里，却有许多光点像闪烁的星星，那是有发光器

官的深水鱼在游动。”引导学生体会比喻句的生动。

4. 教师指导学生感受海底静而有声。

（1）品读句子：海底是否没有一点儿声音呢？不是的。海底的动物常常在窃窃 

私语。

（2）相机指导学生了解设问句：像这种自问自答的句子就是设问句。

（3）引导学生理解“窃窃私语”的意思，体会其表达效果。

点拨：“窃窃私语”把动物发出的声音当成人在小声说话，写出了海底动物的可爱、

调皮，增强了语言的趣味性。

（4）过渡：那海底都有什么声音呢？戴上特制的水中听音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吧！你听到了哪些有趣的声音？

（5）了解海底的声音。引导学生发现描写海底声音的句子中的省略号，理解这个省

略号是说明海底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

（6）思维训练：指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用下面的句式想象说话。

你用水中听音器一听，就能听见各种声音：有的像           ，有的

像        ，有的像        ，还有的好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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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结：多么有趣的情景！无数的动物在海底小声交流着，真够神奇的！

5. 指导学生朗读第 2、3 自然段。指名读，师生合作读。

【设计意图】先借助活动卡引导学生自读自悟，然后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引导学生

抓住重点语句品读分析，既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又体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培养了学

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Ⅲ   领略海底的物产丰富
1. 过渡：海底动物发出的声音奇妙无比！那么它们是怎样活动的呢？请同学们自由

读课文第 4 自然段，找出你最喜欢的动物的活动方式告诉大家。

2. 学生汇报，教师相机点拨引导学生。

课件出示：海参靠肌肉伸缩爬行，每小时只能前进四米。

（1）质疑：海参是怎样活动的呢？通过做动作帮助学生理解“伸缩”。

（2）追问：你见过什么动物也是这样前进的？

（3）海参的活动有什么特点呢？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4）谁能通过朗读把海参活动的慢表现出来？教师指导朗读。

课件出示：有一种鱼身体像梭子，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的时候，比

普通的火车还快。

（1）你从哪里可以看出身体像梭子的鱼的活动特点？

（2）思考：同样一小时的时间，身体像梭子的鱼能游几十千米，而海参只能前进四

米，这种鱼的速度是海参的多少倍啊！你能通过朗读把身体像梭子的鱼游得快表现出来

吗？教师指导朗读。

课件出示：乌贼和章鱼能突然向前方喷水，利用水的反推力迅速后退。

（1）观看乌贼和章鱼活动的视频，了解它们的活动特点。你知道还有哪些动物也是

这样活动的吗？

（2）乌贼和章鱼多可爱呀！你能读好这个句子吗？教师指导朗读。

课件出示：还有些贝类自己不动，却能巴在轮船底下作免费的长途旅行。

（1）“巴”是什么意思呢？你能换个词理解吗？（贴）

（2）点拨：这句话中的“作免费的长途旅行”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写出了某些贝

类活动方法的与众不同，即形象又生动。

（3）这些贝类可真悠闲啊，自己不动，轮船航行到哪儿，它们就旅行到哪儿。谁愿

意来读？学生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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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究：第 4 自然段是围绕哪句话来写的？是怎么围绕这句话把一个意思说清楚

的？（第一句话。是通过列举靠肌肉伸缩爬行的海参、速度惊人的身体像梭子的鱼、喷

水后退的乌贼和章鱼，以及巴在船底的贝类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动物的活动方法，来写清

楚这句话的意思的。）

4. 过渡：在辽阔的海洋里，除了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外，还有种类繁多、形态

万千的海洋植物。

5. 自由读一读第 5 自然段，思考交流：海底植物的差异大都体现在哪里？

相机引导学生抓住“多种多样”“最大的”“最小的”来体会海底植物色彩的多种多

样，形态大小也各不相同。

探究：第 5 自然段是围绕哪句话来写的？是怎么围绕这句话把一个意思说清楚的？

小组内交流。

6. 海底的植物是什么颜色的？还可能有哪些颜色？这样有趣的海底植物，你能通过

朗读把这种奇异的景象展现出来吗？

7. 读第 6 自然段，你从哪个词语体会到海底的矿产多呢？（丰富）

8. 学习第 7 自然段，探究：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预设：中心句，总结全文。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来品读，并通过视频深化直观感受，借助朗读加

深理解，读出趣味。同时，注意理解文章的构段特点，体会作者是如何围绕中心句来具体

展开介绍的。

Ⅳ   读写迁移，拓展延伸
1. 过渡：海底有这么多的动物、植物、矿产，难怪作者会赞叹道——海底真是个景

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2. 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发自内心地赞美海底世界。

3. 启发探索：学了这篇课文，请模仿课文的第 4 自然段写一段话。

（1）想一想：课文第 4 自然段是按什么结构来写的？

预设：“总—分”的结构。

（2）请你也按这样的结构从几个方面来写话。选题参考：“节日的大街上真热闹”“课

间活动真是丰富多彩”“春天，田野里真美丽”……

4. 推荐阅读：同学们，课后让我们阅读《海底两万里》等名著，来更多地了解海洋

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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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全文：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对于海洋，人类还没有完全地认识它，这就需

要我们靠科学知识去打开神秘的海底世界。同学们，让我们努力学习，立下大志，进一

步探索海洋的奥秘吧！

【设计意图】总结方法，启发仿写，从阅读到写作，从学到用，既巩固了所学知识，

又锻炼了写作能力。课后作业，从课内到课外，引导学生阅读，有助于学生良好阅读习惯

的养成。

板书设计

声音：各种各样

动物：各有各的活动方法

植物：色彩、大小差异大

矿产：丰富

海底世界
景色奇异

物产丰富

教学反思

第一课时的教学内容是扫清阅读障碍，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教学伊始，引导学生学

好生字新词。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梳理结构，帮助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使本单元的

语文要素真正落地。

第二课时主要通过精读感悟、有感情地朗读来突破问题。本课的教学重点是“从哪

些地方可以看出海底是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呢”，首先让学生根据学习活动卡进行自

学，再进行小组探究、指导学习。本课的难点是“能抓住重点句子理解一段话的意思，

并体会这段话是怎样写清楚的”。为了突破这个难点，我做了精心的设计，在学习第 4、

5 自然段时通过探究，使学生进一步体会“这段话是怎样围绕第一句话写清楚的”。

在对学生的朗读指导中，我设计了各种形式的朗读，有指名读、师生合作读、齐

读，特别是丰富多彩的课件丰富了学生想象的空间，使教材变成鲜活的内容与学生进行

交流，从而激发学生从小立下大志，长大探究海洋奥秘的情感。

教学中虽然设计了各种形式的朗读，但是在真正的教学中，学生读得还是不够。我

想这里不光是学生的问题，还是我引导得不够。学生课上发言比以前还是有进步的，但

是语言表达还是不够清楚，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还是学生缺少语言的积累，

词汇不够丰富。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应该要求学生多看书，多积累好词好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4612423500

3011004

https://d.book118.com/546124235003011004
https://d.book118.com/5461242350030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