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单元  我与自然

1.欣赏视频。

2.微风轻轻拂过脸庞，带来阵阵花香；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似乎在诉说着森林里的故事；清

澈的小溪在脚边流淌，溪水与石头碰撞，发出悦耳的声响。大自然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充满了无数

的惊喜和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的这个单元，我们就要一起深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去聆听

《大自然的声音》，阅读《读不完的大书》，感受《父亲、树林和鸟》之间的动人故事。大家准备好

了吗？” 让我们正式开启 “我与自然” 大单元的学习之旅！

第一课时 基础大闯关

1.能够正确认读本单元的生字新词，掌握其读音、字形和字义，重点关注易错字和多音字。

2.熟练朗读课文，初步感受课文的大致内容与自然主题。

3.激发学生对本单元  “我与自然” 主题的学习兴趣，为后续课程奠定基础。、

1.正确读写和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在朗读中初步体会自然之美与课文情感。

    

板块一：单元导读，明确要素

1.出示导语，明确单元主题。

（1）课件出示单元导语。

本单元课文主要是围绕“我与自然”这个专题进行编排的。主要由《大自然的声音》《读

不完的大书》《父亲、树林和鸟》三篇课文组成。编排意图是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感受大自然

的美妙，感知课文生动的语言。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感受课文生动的语言，积累喜欢的语句”。课后题从多个角度帮助



学生体会生动的语言。在阅读教学中，要依托课后题目，引导学生感知课文生动的语言，

边学习边交流。

本单元的习作要素是“留心生活，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习作题目是《我有一个想

法》，旨在引导学生把视角转向更广阔的生活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

2.生齐读，明确单元主题。

3.导入：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第七单元的课文，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吧！

板块二：目标定向，自主学习

1.自由阅读本单元课文，了解单元内容。

2.出示自学要求。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准读通，初步理解每篇课文的内容。

（2）正确认读、书写生字，理解词语含义，积累生动优美的词句。

3.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巡视指导。

板块三：全班交流，点拨引导

第一关：生字新词我会读

1.认读本单元生字，学习多音字“呢”。

2.强调容易读错的字。

      

第二关：汉字书写我能行

1.学生观察本单元生字的结构特点，并说说需要注意的地方。

2.教师示范重点生字：奏、滴、柔、摇、露、翅。 

提示：

奏：上边部分三横之间的距离匀称，撇先竖直后略平，捺略平，写得舒展；下半部分最后

一点略长一些。

滴：左窄右宽。“氵”略呈弧形 ；右部笔画较多，布局均匀。

柔：“矛”的竖钩要写得短些；“木”横长且平，竖写在竖中线上，出头略短，撇、捺舒



展。

摇：“缶”上横短，下横长，竖折取斜似，右竖短直。

露：上窄下宽。雨字头四点均匀，横钩较长；下边“足”的末笔是提，右下“口”比左上

“口”稍大。

翅：“支”的捺稍平，向右舒展，捺脚低于撇尖；“羽”的顶部与“支”的横大致在同一

水平线上。

第三关：课文朗读我最棒

1.朗读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根据课文内容体会情感，通过朗读表达出来。

（2）依据课文的情感基调与表达内容调整语速。描写自然景色的优美舒缓部分，语速稍

慢，以便展现画面感；而表达欢快情感或紧张情节时，语速可适当加快，但仍要保证吐字清晰。

（3）深入体会课文所蕴含的情感，将对大自然的喜爱、赞美、敬畏等情感融入朗读之中，

通过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表现出来，让听众能真切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力量。

2.课文朗读指导。

《大自然的声音》

（1）描写风的声音部分

微风拂过时，朗读的声音要轻且柔，语速放慢，狂风呼啸时，则加快语速，加大音量，重

读 “激动”“雄伟” 等词，读出狂风的磅礴气势，。

（2）描写水的声音段落

从小雨滴的声音开始，朗读节奏要轻快，模仿雨滴的滴答声；随着水流汇聚，朗读声音逐

渐增强、变宽，表现出从小溪到河流再到大海声音的变化与宏大。

（3）动物声音部分

朗读时要体现出动物声音的活泼与灵动，模仿不同动物的叫声特点，将动物叫声读得生动

逼真，语调上扬，表现出动物们欢快的情绪以及大自然的生机盎然。

《读不完的大书》

（1）描写空中飞鸟部分

朗读时声音要轻快，表现出飞鸟的自由与灵动，“叽叽喳喳”“蹦蹦跳跳” 读得短促而

欢快，“盘旋”“滑翔”“猛扑而下” 则根据动作特点调整语调，展现老鹰的雄姿。

（2）花草树木和昆虫段落



用舒缓、欣赏的语调，读出对大自然中这些事物的喜爱与赞叹。语速适中，在描述颜色、

形状等特点时，语调微微上扬，突出其丰富多样；对于昆虫部分，则要读得轻盈、灵动，仿佛

昆虫就在眼前飞舞。

（3）水里的虾蟹游鱼部分

朗读节奏稍快，体现水中生物的活泼与灵动，在描述鱼的不同形态时，语调要有变化，突

出各种鱼的独特之处，让听众能感受到水中世界的奇妙。

《父亲、树林和鸟》

（1）整体情感基调

朗读时要传达出一种宁静、深沉且饱含对自然敬重的情感氛围。因为课文主要通过父子在

树林中的经历展现父亲对树林和鸟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情感是内敛而深沉的。

（2）对话部分

父亲的话语应读得沉稳、缓慢、富有经验，要读出父亲敏锐的观察力和对树林、鸟的深刻

了解，语调平稳，声音低沉有力；“我” 的话语则相对稚嫩、好奇，朗读时语调可稍高，语

速稍快，表现出孩子的天真与求知欲。

（3）描写树林环境部分

用轻柔、静谧的语调朗读，语速放慢，“幽深”“雾蒙蒙” 等词适当加重语气，营造出

树林神秘、宁静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那片树林之中，感受父亲与树林之间独特的情感联

系与氛围烘托。

                     板块四：学写撇捺，规范书写

    1.出示要写的 8 个例字。

2.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八个字都带有撇和捺。撇和捺写得舒展，字形就优美。

3.书写提示：

父：首撇宜短平，点要小些。下部撇、捺写得舒展些。

及：第一笔写撇，撇要写得舒展一些。第二笔写横折折撇。第三笔写捺，捺要写舒展，平

衡整体。

英：“央”的横要长，第七笔撇出头，撇和捺都要写得舒展。

柔：上边部分“矛”的竖钩要写得短些。下边部分“木”横长而平，竖写在竖中线上，出

头略短，撇、捺在左右下格的对角线方向舒展出笔。

蒙：秃宝盖要写宽一些。撇画较多，各撇间距均匀，长短不一。



奏：上边部分三横之间的距离匀称，撇先竖直后略平，捺略平，写得舒展。下边部分最后

一点略长一些。

雾：雨字头的四点方向基本一致。“务”的横撇和捺要写得舒展。

翅：“支”的捺要稍平，向右舒展，拖住“羽”。“羽”的顶部与“支”的横大致在同一

水平线上。

   4.教师总结撇捺书写小口诀。

撇捺在中如鸟翅，左右舒展要大度。

撇捺在上如小伞，左低右高让下部。

撇捺在下如支架，左右持平求稳固。

5.描一描，写一写书本上的八个字，写好之后对照比较，看看哪个笔画没有写好，再重写。

6 写完后，小组互评，比比谁的字写得端正美观。

7 本单元中你觉得还有哪些生字含有撇和捺？用学到的书写规则，一起来练练吧。

第七单元  我与自然

单元导读明要素

基础大闯关      学习生字打基础

感情朗读趣读书

学习撇捺写好字

A类：把课文中的生字词工整地抄写两遍。借助工具书查出至少五个自己不理解的词语

的意思，并记录下来。

B类：选择一篇课文，画出你认为描写最美的自然景象的句子，并仿写一句。

C类：收集与本单元自然主题相关的诗词或短文，在班级阅读角分享。



第二课时 课文内容梳理

1.清晰梳理三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概括每篇课文的核心要点。

2.深入理解课文的结构与顺序，明确作者描写自然的角度与思路。

3.培养学生整体把握文本、归纳总结的能力。

1.梳理《大自然的声音》中风、水、动物声音的描写顺序与特点。

2.概括《读不完的大书》中大自然事物的类别与趣味。

3.总结《父亲、树林和鸟》中父亲与树林、鸟的关系及情感。

   

板块一：借助问题，理清思路

1．朗读课文《大自然的声音》，思考:

（1）课文是围绕哪句话来写的？

（2）课文分别从哪三个方面描写了大自然语言的丰富？

2．朗读《读不完的大书》，思考：

（1）“读不完的大书”指的是什么？课文为什么这样说？

（2）这本大书里有些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3）试着给课文划分段落。

3.朗读《父亲、树林和鸟》，思考：

（1）课文中有哪些人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2）父亲、树林和鸟有什么关系？

板块二：小组讨论，课堂展示

1．梳理《大自然的声音》。



（1）先独立思考，然后跟同桌交流。

（2）课堂展示。

明确：

课文是围绕第一段“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这句话来写的。这句话是全文的中心句，

它起到了总领全文的作用。然后分别从“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 “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

家” “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三个方面描写了大自然语言的丰富。

（3）内容概括。

课文先总写了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然后分写了风、水是大自然音乐家，动物是大自

然的歌手。2.出示课题，学生齐读课题，引导理解“蓄须”。

2.梳理《读不完的大书》。

（1）先独立思考，然后跟同桌交流。

（2）课堂展示。

明确：

①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写到：大自然是一本看不完的大画册，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

里面有无穷的奥秘，有无尽的乐趣。可知，“读不完的大书”指的是大自然。这是运用了比喻

的修辞。

②课文第一自然段告诉我们：这本大书里有高远的天空、广阔的大地，有空中的浮云和飞

鸟、地上的走兽昆虫，还有林间的花草树木、水中的虾蟹游鱼。世界万物，不仅好玩，还让人

沉思和遐想。

③课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1）第一部分：总领全文，写大自然中的事物不仅好玩，还让人沉思和遐想。

第二部分（2—5）具体描写动物、植物带给“我”的乐趣和遐想。

第三部分（6）总结全文，写大自然中有着无穷无尽的奥秘和乐趣。3.概括主要内容。

（3）内容概括。

本文以儿童的视角，用细腻的感受、富有韵味的语言，将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带给自己

的不同的趣味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带给人美的享受。

3.梳理《父亲、树林和鸟》。

（1）先独立思考，然后跟同桌交流。

（2）课堂展示。



明确：

①课文中的人物有“我”和父亲，我们走过树林，父亲告诉了“我”很多关于鸟的事情。

②由这些信息可知，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父亲带着“我”从树林边走过，告诉了我许多关

于鸟的事情。

③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一生”一词写出了父亲对树林和鸟的喜欢程度；“最喜欢”一词说明不是一般的爱，喜

爱树林和唱歌的鸟超过所有喜爱的事物。这句话了全文的感情基调。

板块三：分享优美生动的语句

1．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你积累的哪些优美的语句？有感情地把这些语句朗读出来，分

享给同学。

2.小组交流分享。

3.班级共享美句。

①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他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当他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

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

②小溪淙淙地流向河流，河流潺潺地流向大海，大海哗啦啦地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

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

③小麻雀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叫人愉悦。老鹰在高空盘旋，展翅滑翔，突然猛扑而下，

给人以雄健勇猛的感觉。

④蝴蝶张开漂亮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蜻蜓像一架小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

④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⑥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内容梳理课

《大自然的声音》



  《读不完的大书》

                 总起——不仅好玩，还让人沉思和遐想

             动物                       

读不完的大书      分述

                植物

      总结——有无穷的奥秘，有无尽的乐趣

《父亲、树林和鸟》

人物：“我”和父亲

地点：走过树林

事件：父亲告诉了“我”很多关于鸟的事情。

父亲和树林、鸟的关系：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A类：用简洁的语言写出三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B类：与小组同学合作，绘制一幅以三篇课文为内容的手抄报。

C类：尝试从课外资料中找到有关描写大自然的文章读一读。

第三课时 重点讲练（一）

《大自然的声音》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 2、3自然段。

2.能找到第 2—4 自然段的关键句并填写在图表中，借助图表说出课文写了大自然的那些声音。

3.能联系生活经验，体会课文中描写声音的词语的生动。能仿照课文，围绕一种听到过的声音

写几句话。

能联系生活经验，体会课文中描写声音的词语的生动。能仿照课文，围绕一种听到过的声



音写几句话。

回顾课文，导入新课。

1.《大自然的声音》这篇课文把大自然中的事物比作音乐家、歌手，通过对       、       

和      的声音的描写体现了_______________的丰富美妙。

明确：风、水、动物  大自然声音

2.这些音乐家、歌手的乐曲到底有多美妙呢？这节课我们走进课文，去感受那美妙的音乐。

板块一：细读品味，感受大自然声音的美妙

（一）风声的美妙

1.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朗读课文第二自然段，边读边画出哪些语句让你感受到了风

声的美妙。

2.先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讨论交流。

      3.课堂交流。

     交流预设：

（1）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

这句话是本段的中心句，作者把风比作音乐家，写出了风吹过森林时声音多样而动听。多

有趣呀！

（2）他会在森林里演奏他的手风琴。当他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

的歌曲。

你见过手风琴吗？手风琴弹奏出来的音乐美妙动听。作者是运用拟人的修辞，写出风吹树

叶声音的动听。

（3）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

四个“不一样”写出了风吹树叶声音的丰富美妙。

（4）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

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令人感受到大自然

的威力。

“轻轻柔柔”“呢喃细语”写出了微风的特点，“雄伟的乐曲”“充满力量”展现了狂风

的特点。闭上眼，感受一下：风声时大时小，时缓时急，我们仿佛听到了美妙而富有变化的风



声。

4.联系生活场景，想象你在哪里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轻轻柔柔的呢喃细语   雄伟的乐曲   充满力量的声音

5.自由发言。

预设 1：朋友安慰自己时，妈妈哄妹妹睡觉时，同学之间说悄悄话时是呢喃细语。

预设 2：在升旗仪式上我听到雄伟的国歌声。

预设 3：贝多芬的《生命交响曲》是充满力量的声音。

（二）水声的美妙

1. 水也是一个音乐家。朗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边读边画出描写水声美妙的词句。

2.先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讨论交流。

    3.课堂交流。

    交流预设：

（1）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

这句话是本段的中心句，作者把水比作音乐家。风和水都是大自然的音乐家，风演奏的是

手风琴,水玩的是打击乐器。多美妙啊！

（2）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

把小雨滴滴落的声音比作音乐会，写出了雨声的动听，太形象了。

（3）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房子的

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

“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既是对雨声的模拟，又富有音乐之美，就像鼓点，不断敲

击在我们耳边。闭上眼，感受一下这场热闹的音乐会吧。

（4）当小雨滴汇聚起来，他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

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

“淙淙”“潺潺”“哗哗”不仅描摹了水声由小到大的变化，而且体现了小雨滴的“汇聚”

的力量。整个句子的语势层层推进，宛如乐曲逐渐攀升,直至高潮。非常美妙。

（三）动物歌声的美妙

1.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朗读课文第四自然段，圈出表示声音的词语，感受动物歌声的美

妙。

2.先独立思考，然后在小组讨论交流。



3.课堂交流。

交流预设：

（1）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

这句话是本段的中心句，将动物拟人化，表达了作者对动物叫声的欣赏。

（2）叽叽喳喳是鸟叫声，唧哩哩唧哩哩是虫鸣声，青蛙的歌唱声是什么样的？呱呱，呱

呱。你喜欢这些动物美妙的叫声吗?

（3）走在公园里……坐在一棵树下……在水塘边散步……

不同的地方会听到不同的美妙的歌声。

（4）“叽叽喳喳”“唧哩哩唧哩哩”两组拟声词，既写出了动物叫声的丰富，又形象生

动地表现出动物发出的叫声各有特点，非常美妙。我也听到过动物的歌声呢！如：“咕咕咕咕”

是鸽子在唱歌，“喔喔喔”是公鸡在黎明的歌唱，“哞哞”“咩咩”是牧场上牛羊的歌唱。

（5）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

这是作者的想象,想象动物的快乐,其实也是在告诉读者:“我”也很快乐!这快乐源于自然

界美妙的声音。

        

   板块二：围绕一句话，写出生活中的声音的美妙

1.用心倾听，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妙的声音。你听到过哪些“美妙的声音”？试着围绕一句

话写一写，和同学交流。

例如：鸟儿是大自然的歌手……

厨房是一个音乐厅……

  雨天是一场交响乐……

2.独立写一写。

3.小组内交流。

示例一：鸟儿是大自然的歌手。麻雀站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地唱着歌；黄鹂在树梢上哼着

小调；百灵鸟唱着清脆的歌儿……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叽叽喳喳……嘎嘎嘎嘎……布

谷布谷……啾啾啾啾……咕咕咕咕……无论是树上、电线上，还是屋檐下的鸟儿们，都撕扯着

嗓门唱着欢快的歌谣。

示例二：厨房是个音乐厅。当妈妈拿起锅，洗锅的时候，唰……唰……锅开始唱歌了，一

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哗哗啦啦……叮叮咚咚……所有的锅碗瓢盆，锅里的勺子、铲子都



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当火烧起来的时候，它们便一起唱着歌。水龙头哗哗啦啦，勺子、

铲子乒乒乓乓……厨房响起了大合唱。

主题思想

课文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联想,富有韵味的语言,将风和水比作大自然的音乐家,将动物

比作大自然的歌手,把他们发出的声音描绘成各种美妙生动的乐曲,体现了大自然的美妙。

                 板块三：要素总结，感受声音的美妙

1.用心倾听，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妙的声音。如何体会描写声音的词语的生动？

（1）多种形式朗读，体会描写声音的词语的生动。

走进课文美好的意韵中，通过朗读、合作读、对比读、模仿读等方法，感受词语的生动。

如，第 3 纵然段“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

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一句，可采用多种形式朗读，体会“音乐会”的热闹，

感受水声的美妙。

（2）联系生活经验，体会描写声音的词语的生动。

在体会描写声音的词语时，要充分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感受语言的生动。如，阅读“当

微风吹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一句时，我们可以

联系生活中听过的微风吹拂树叶的声音，从而感受“呢喃细语”这个词语的妙用。

（3）关注拟声词，体会描写声音的词语的生动。

拟声词可以生动形象地再现自然界的声音，阅读时要抓住这些拟声词，结合生活经验，通

过朗读体会拟声词表达的不同效果。如“叽叽喳喳”“唧哩哩唧哩哩”等拟声词让我们感受到

了动物歌声的美妙和动物的快乐，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的快乐；再如“滴滴答答”“叮叮咚咚”

等拟声词让我们感受到了雨滴声音的美妙。

拓展延伸

自由朗读阅读链接《瀑布》，把诗歌读准读通顺。（出示课后“阅读链接”）

提示：画出描写瀑布声音的语句，根据这些语句展开想象一下，瀑布飞落下来时发出的声

音是什么样的？然后有感情地朗读这些语句，看能不能想象到的声音读出来。

例如：“好像叠叠的浪涌上岸滩，又像阵阵的风吹过松林。”等语句让人感受到瀑布声音

的丰富美妙。



                            

A类：

1.背诵课文第 2 - 4 自然段。

2.找出文中运用比喻、拟人修辞手法描写声音的句子，抄写 5 句并赏析。

B类：仿照课文描写声音的句式，写一段自己听到的自然声音，如 “雷，是大自然的鼓手，

他会在天空中敲起他的战鼓。轰隆隆……” 不少于 100 字。

C类：用手机录制一段自然声音，为其撰写一段生动的解说词，模仿课文的语言风格。

第三课时 重点讲练（二）

                          《读不完的大书》

                         《父亲、树林和鸟》

1.体会《读不完的大书》中作者对大自然各种事物细致的观察与热爱之情，学习多角度描写自

然事物。

2.理解《父亲、树林和鸟》中父亲对树林和鸟的熟悉与敬重，感受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3.进一步积累描写自然的优美语句，提高学生阅读理解与情感感悟能力。

1.剖析《读不完的大书》中对自然事物描写的细节与顺序，如对花草树木、昆虫等的描写。



2.解读《父亲、树林和鸟》中通过人物语言、动作、神态体现的情感与主题。

                        

板块一：想象画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1.回顾课文，导入新课。

“读不完的大书”指的是       。这本书里有无穷的       和无尽的      。

明确：大自然   奥秘   乐趣

2.大自然这本书里有哪些奥秘和乐趣呢？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去探索吧。

3.问题引路：默读第 2——5自然段。找出作者具体写了大自然中哪些好玩的东西。

（1）先独立思考，然后和同桌讨论交流。

      （2）交流要点。

第 2——5 自然段 写了麻雀、老鹰、蚂蚁、花草、果树、竹子、棕榈树等好玩的事物，

其中麻雀、老鹰、蚂蚁属于动物的活动，花草、果树、竹子、棕榈树属于植物的生长。 

4.问题引路：作者是怎样描写那些好玩的事物的？找出你觉得有新鲜感的句子，想象画面，

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1）先自己在课本上找一找，画一画，然后在小组里交流。

（2）课堂交流。

交流预设。

①小麻雀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的，叫人愉悦。

“叽叽喳喳”写小麻雀的声音之美，“蹦蹦跳跳”写小麻雀的动作之美。这句话把小麻

雀的活泼可爱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②老鹰在高空盘旋，展翅滑翔，突然猛扑而下，给人以雄健勇猛的感觉。

“盘旋”“滑翔”“猛扑”这些动词，准确地描写了老鹰雄健勇猛的特点。

③蚂蚁搬家，井然有序，当两军对垒时，那勇敢忠贞的精神，真叫人敬佩。

你见过蚂蚁搬家吗？它们有组织有纪律，井然有序，能搬动比它们自身大百倍的东西。

当两军对垒时，它们毫不退缩，勇敢忠贞。这句话用拟人的修辞，生动地写出了蚂蚁勇敢团结

的品质。动物世界真有趣呀！

④花草树木的生长、开花、结子、暑寒荣枯，有着不同的趣味。花儿有红的、黄的、紫

的、蓝的，形状有单瓣的、重瓣的，千姿百态。草的叶子各不相同，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



的还带着刺。

第一句话是本段的中心句，说明作者由介绍动物转而介绍花草树木。

“暑寒荣枯”意思是说季节不断变换，草木有荣有枯。花儿颜色各异，花瓣有单有重，

真是千姿百态。植物的叶子也是各不相同，植物世界真奇妙！

⑤我家房子前后栽有各种果树，有梨树、桃树、橘子树、柚子树，在不同的时间里，它

们开不同的花，结不同的果。刚从树上摘下的果子，味道格外鲜美。

这一段写的是各种果树。连用三个“不同”，突出了各种果树带来的不同趣味。

⑥我最喜爱的，是我家屋后的两丛竹子和一株棕榈。竹子长得快，雨后春笋，一天长几

寸，没几天就长得和我一样高了。微风吹来，沙沙的竹叶声，如同温柔的细语。池塘边的棕榈

树高大挺拔，大蒲扇似的叶子在风中摇摆，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它倒

映在池塘的水中，小鱼在倒影间游玩，又是另一种境界。

第一句话是本段的中心句，后面主要写“我”最喜爱屋后竹子和棕榈的原因。

竹子长得快，微风吹来，竹叶声轻柔，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棕榈树高大挺拔，叶子宽大，超凡脱俗。小鱼在池塘的树荫里游来游去，写得富有情趣。

板块二：交流发现，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1.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写到：大自然是一本看不完的大画册，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

里面有无穷的奥秘，有无尽的乐趣。“画册”点出大自然的美，“大书”指出大自然涵盖的内

容十分丰富，“看不完”“读不完”指出大自然的美、形式、内容是无穷无尽的。

2.在丰富的大自然中，不仅有许多好玩的事物，更隐藏着无穷的奥秘、无尽的乐趣，人生

一世是探索不尽大自然的奥秘的，因此作者把大自然称作“读不完的大书”。

3.讨论交流：在大自然这本“读不完的大书”中，你读到了什么？仿照课文说一说，同学

交流。

4自由交流。

示例一：在大自然中，有些蝴蝶艳丽无比，有些蝴蝶像枯萎的树叶，各种各样的蝴蝶多的

数不清！它们是从一只丑陋无比的毛毛虫变成一只艳丽无比的蝴蝶，真神奇！

示例二：秋天是一个成熟的季节。高粱涨红了脸，稻谷笑弯了腰，就连玉米也长出了黑黑

的胡子。农民伯伯高高兴兴地在田间收割自己的果实，脸上洋溢着收获的笑容。这时小燕子也

要从北方飞回南方，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再说：“明年我们好还会再回来的。”



示例三：小河清澈见底，如同一条透明的蓝绸子，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里。一群群小鱼

顶着水游过来，明镜一样的水面顿时漾起了一道道波纹。有几条小鱼在嬉戏者，它们有时停下

来，有时在水里转圈圈，玩得可开心了。

示例四：大自然是一位魔术师。你看，早上那冉冉升起的太阳，红彤彤的，好像一个成熟

的大苹果。天上那飘逸的云朵，变化多端，有时像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白兔，有时像一只洁白的

羊羔，有时又变成了一只凶猛威武的狮子……晚上那玉盘似的月亮，还有那闪烁的星星，像一

只只淘气、幼稚而又充满神秘智慧的眼睛，像宝石一样镶嵌在天上。

板块三：细读品味，感受父亲对鸟的熟悉与热爱

1.回顾课文。

（1）课文主要写了                                                      。

父亲一生最喜欢       和          。                

明确：父亲带着“我”从树林边走过，告诉了我许多关于鸟的事情。

树林  歌唱的鸟

2.为什么说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的？课文是怎样描写的？让我们走进课文亲

身感受吧。

3.问题引路：阅读第 2——22自然段，勾画出描写父亲动作、语言的句子，感受父亲对鸟

的熟悉与热爱，并思考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先独立思考，边读边圈画，写出自己的感受。

5.小组交流，教师巡视点拨。

    6..交流要点：

（1）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林子里有不少鸟。”父亲喃喃着。

提示：读着“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你感受了到什么样的画面？

“幽深”指深而幽静；“雾蒙蒙”指雾天雾气弥漫的样子。这两个词语分别从感官和视觉

两个方面写出了当时树林的特点，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片树林笼罩在雾气中，朦朦胧胧的，什么

也看不太清的画面。

父亲“站定”“闻了又闻”是父亲的动作，父亲说 “林子里有不少鸟”， 在如此难以

辨认的环境下，父亲依然能判断出“林子里有不少鸟”，凸显出他对鸟的熟悉。

（2）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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