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语文微型课教案 10 分钟 

【篇一：微型课教案】 

《草虫的村落》微课教学设计 

草虫的村落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把握文章内容。体会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展开想象和表达自己独特感受的。 

2、感受作者热爱自然、关爱小生灵的情怀。 

3、学会 6 个会认字，并能按要求进行词语积累。 

教学重点： 

默读课文，把握文章内容。 

教学难点： 

体会作者是如何观察、如何展开想象和表达自己独特感受的。 

教学时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我们学习过了《猫》、《珍珠鸟》和《海豚救人》这三篇课文后，越发感到了动物

是我们人类的伙伴。其实在动物界不仅仅是这些哺乳动物非常可爱，就连大自然中我们常见的

那些不起眼的小虫子也别有一番情趣呢！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虫子的家去感受这份快乐，那

里就是？（学生齐说课题，教师板书） 

（二）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1、自由朗读课文，要做到正确、流利。注意将自己在预习时自学到的生字新词读准确。 

2、指名朗读课文，师生共同评价是否正确，反馈预习情况。 

3、默读全文，想一想：“草虫的村落”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之后学生可简单谈谈，可

以用文中的词语，也可用自己的话。 

（三）默读课文，把握内容： 

1、出示自学提示：默读课文，想一想你在“草虫的村落”中看到了什么，画一画你是从那

些描写中体会到作者的丰富想象和独特感受的？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3、学生汇报交流自学情况，教师点拨： 

（1）从“归来的游侠”中，体会作者的独特感受： 

“我想，它一定是游侠吧！虽然迷了路，但仍有着傲然的气势。它不断地左冲右撞，终于

走出了一条路。” 

追问：作者为什么要把黑甲虫称作“游侠”呢？ 

小结：从这位勇敢的游侠身上，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成功者的喜悦。它是快乐的， 

作者看到了它，并做了合理丰富的想象，也感到了快乐。 

（2）从“村民和谐生活”中，体会作者的独特感受： 

可抓住“驻足痴望”、“攀谈得很投机似的”等关键词句，体会小甲虫们不但同类之 

间相处友好，和异类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大家在这个小天地中，生活得真是其乐融融。 

（3）从“音乐演奏会”中，体会作者的独特感受： 

“他们全神贯注地振着翅膀。优美的音韵，像灵泉一般流了出来。我敢说，它们的音乐优

于人间的一切音乐，这是只有虫子们才能演奏出来的！” 

学生可以通过“音韵”、“灵泉”体会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作者认为甲虫的叫声“优于人间的一切音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4）从“村民的勤勉劳动”中，体会作者的独特感受： 

是什么力量使一只只小虫们这么勤勉地奔忙，你能理解吗？（生活的快乐，以及对自己家

的责任感，促使甲虫们如此勤勉的工作着。大家各司其职，在劳动的同时，它们也从中感受到

了快乐。） 

（四）情感升华，感受写法： 

1、我们随着作者在草虫的村落作了一次奇异的游历。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日

常见到的小虫子写成这么美的文章呢？同桌相互讨论讨论。 

2、师生交流： 

（1）认真观察事物，特别是观察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小生灵，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2）能展开丰富的联想与想象，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 

（3）喜爱小昆虫，有一颗关爱小动物的善良的心； 

（4）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 

…… 

3、大家分析的都很好，其实作者在文中也流露出了，我们来一起对读一下文章的开头和结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尾部分，读出作者这份情怀。 

（五）将自己喜欢的词句摘录在采集本上。 

六年级上册--《山中访友》教学设计 

《山中访友》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揭示课题。 

1．创设情境：瞧，春风夏雨，秋霜冬雪；青松迎客，寒梅报春。这大自然多姿多彩，有声

有色，有情有意。学习第一组课文我们将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领略大自然的风姿，倾听大自然

的声音，与大自然互诉心声、交流感受。 

2．揭示课题：今天，我们跟随一位作家，走进山林，去拜访他的朋友。请同学们一起读读

课题。 

3．读课题，想一想，猜一猜：作者拜访的是一位怎样的朋友？ 

4.让我们带着好心情，跟随作者走进山林，去拜访作者的山中“朋友”。 

二、初读课文，感知全文。 

1．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自读要求：①自由轻声读课文，看谁能把课文读正确，读流畅。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②读中思考：作者去山中拜访的朋友到底是谁？ 

2．读后交流，了解学情。 

(1)作者在山中拜访了哪些朋友？ 

依次列出：古桥－鸟儿－露珠－树－山泉－溪流－瀑布－悬崖－白云－云雀－落花－落叶

－石头－阵雨 

(2)作者为什么把进山看景说成“山中访友”？ 

学生讨论后明确：把进山看景说成“山中访友”，体现出作者与山中朋友之间的亲密无间，

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3)找出语句，交流体会。 

默读课文，找出哪些体现“我”和山里的“朋友”有着深厚感情的有关语句，读一读，交

流体会。 

老桥──“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鸟儿──“呼唤我的名字”； 

露珠──“与我交换眼神”； 

树──“是我的知己”，“仿佛自己也是一棵树”；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山泉──“要我重新梳妆”； 

溪流──邀我“唱和”； 

瀑布──“雄浑的男高音多么有气势”； 

悬崖──“挺拔的身躯”，“高高的额头上仿佛刻满了智慧”； 

白云──“让天空充满宁静、变得更加湛蓝”； 

云雀──谈“飞行中看到的好风景”。 

教师小结：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在作者的眼里，这一花一树，一鸟一

石，一草一木都成了有生命的人。它们能跟我们说话，能跟我们交流，它们成了我们的朋友。

作者进山看景，自然便成了“山中访友”。 

三、再读课文，用心赏读。 

师：作者是那么热爱大自然，让我们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带着丰富的想象，和他一起会晤

山中的好朋友。快速浏览，找出你最喜欢的山中朋友，说说为什么喜欢它？用“我喜欢，是因

为”的句式说一句话。 

品读精彩句段，深入理解内容。 

1.句段一：古桥：一进山，一眼就看到这座古桥，老朋友相见，作者是怎样和他交流，心

里默默地对他诉说些什么呢？请默读课文，在书上画一画。（抓住“德高望重”一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师：对古桥，作者在叙述时人称有无变化？请揣摩一下变化的原因。 

（学生小组合作讨论） 

小结：在作者心中古桥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作者把老桥当做人来写，由第三人称转

为第二人称，生动地传达了对老桥的深厚感情。 

2.句段二：树林里：作者不仅把林中的一切当做自己的朋友，当他进入树林，看到一棵棵

树的时候，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了一棵树，生根长枝。读一读有关语句，体会当时作者是怎样的

感受？ 

抓住：“知己”“人树相融”来理解。 

小结：树为人友，人为树友，人和树已融为了一体。这是多么美妙的情境啊！从这奇特的

想象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知己”情谊。让我们带着这种感受，再读一读。 

3.句段三：这山中的一切，哪个不是我的朋友？ 

（1）这句话指的是哪些朋友？读读第五自然段。 

（2）“哪个不是我的朋友”言外之意是什么？用具体的朋友替换掉“这山中的朋友”，可

以怎么说？（这山中的山泉、溪流，哪个不是我的朋友；这山中的瀑布、悬崖，哪个不是我的

朋友？……） 

（3）面对这么热情的招呼，我们这些朋友可能会怎样回答呢？请选择一位朋友，将他的回

答写下来。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如：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我重新梳妆吗？ 

山泉回答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有感情地朗读全段：同桌对读，或师生轮读。 

四、研读重点，片段仿写。 

1．从称呼角度看，文章在写作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讨论明

确：运用第二人称的写法，如同和人对话，显得亲切自然。 

2．研读第 5自然段，找出起最有特点的句子形式，练习仿写。 

讨论明确：“你好！——”这是典型的第二人称，要注意称呼的选择。示例：a．你好！高

大的树木，你撑着一把巨伞，是让我停下脚步休息吗？ 

b．你好！翩翩起舞的蝴蝶，你和着大自然的音乐，跳起欢快的舞蹈。 

学生练习：假设你是某一景物，实际上景物已经成为游人的朋友了，请你以景物为角色，

与游人互诉心声。写一段文字，字数不限。 

五、体验反思，拓展深化。 

1.问题引领，加深感悟。 

(1)课文体现了人与大自然怎样的关系？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2)现实生活中人与大自然有哪些不和谐的现象？ 

【篇二：语文微型课教案】 

20、纸船和风筝（微型课教案） 

韩秀琴 

教学目标：１、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松鼠和小熊的友谊。 

２、使学生在诵读中悟情，对怎样交朋友和维护友谊有一定的感受。 

教学重点：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松鼠和小熊的情感变化。 

教学难点：感受友谊带来的快乐和失去友谊的痛苦。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 直接导入 

1、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 20 课《纸船和风筝》，齐读课题 

2、交流旧知：通过上节课的学习，你们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谁与谁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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