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边的橡树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路边的橡树教案篇一

《路旁的`橡树》是本单元的最后一篇课文，从《翠鸟》《燕
子专列》《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到本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来建立学生的环保意识，几天的教学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今
天讲了《路》的第二课时，虽是自读课文，但我还是着重了
注意引导学生对文中人物心理活动的体会，重点放在体会主
人公高尚的人格和强烈的环保意识上。

今天上《路旁的橡树》，感觉有点散，碎片多了点。说实话，
我不太喜欢这篇课文，我觉得好象有点过，那么一条路为了
一棵橡树，在一个地方弯曲成马蹄形，这隐藏了不少交通隐
患呀。也许有了这种想法，没有和课文的意图合拍，情未动，
上起课来，没味道。

“这是一棵怎样的橡树？”默读课文，找到相关的句子，请
学生读，“你读得可真有气势。”“仿佛看见了一棵高大的
橡树，比六层楼还高呢！”朗读评价语的确能起一定作用，
学生在我的评价下，读得挺不错，再请学生动笔圈圈，句中
的哪些词语，让你感受到了橡树的高大？学生说到了挺立、
粗壮、结实，像哨兵一样。最后齐读：“在这条路应该延伸
过去的地方，……”接着，就引导学生去看路了。圈词体会，
反复诵读，学生对这句话有了一定的理解，但只停留在：橡
树的外在美，美在它的高大，挺拔。难道这棵橡树的作用仅
仅是美化环境吗？如果只是这样，为这棵橡树而在一个地方
弯曲成马蹄形，似乎不太值。可以在“像草原的哨兵”处，



挖掘更深的内涵。为什么把橡树当作草原的哨兵？狂风怒吼
着，橡树……除了狂风，还可以说说噪音，黄沙。

接下来，我请学生思考：工程师和工人们面对这棵橡树，心
里在想些什么？朗读4、5、6三段后，学生说这棵树很美，砍
掉了多可惜。工程师和工人们的心情学生就是一个舍不得。
如果通过上一个教学环节，让学生认识到橡树的作用，认识
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工程师和工人们面对这棵橡树，心
里在想些什么？学生还可能想象到没有了树，空气不再那么
清新，风沙迎面扑来，人们睁不开眼来，鸟儿无家可归……
想到这，他们的心情将会多么难过，多么沉重。

最后，我请学生讨论“工程师的决定，工人们的做法，你怎
么看？”学生说到的都是：这棵橡树太美了，他们真善良，
虽然学生说到了要保护树木，保护环境，但是感觉有点牵强。
如果学生认识到橡树的作用，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问问学生：工人们和工程师保护的只是这一棵橡树吗？学生
联系到生态环境的保护，理解“高尚的心”就有水到渠成的
感觉。

路边的橡树教案篇二

上周，在教研组上了一堂研讨课，教学内容是略读课文《路
旁的橡树》。教学中我紧紧围绕略读课文教学的原则“略其
所略，重其所重”来展开教学。围绕阅读提示来确定教学目
标，让学生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并发表对这件事的看法，感
受到筑路人对橡树的爱护和对环境的保护。为此，我设计了
这样的教学流程：从简介橡树入手;接着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然后以课文最后一句为突破口，让学生
研读课文中描写工程师和工人们的动作、神态、语言等语句
来感受到筑路人对橡树的爱护、对环境的保护这颗高尚的心;
最后，让学生通过小练笔倾诉来结束本堂课。

在备课时感觉还是很不错，没想到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发现



自己备课那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有些设计在落实时发现
我高估了学生的学情，如在把握课文主要内容时，我愿以为
有了我给予的填空题的帮助，同学们应该不成问题。可实际
三年级学生对主要内容的把握刚刚接触，只有充分地读课文，
才能在老师的帮助下，概括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备课
时要充分把握学生的学段特点。当然这一目标的达成与否与
预习是否充分有关，本课学生的课前预习是安排在家庭作业
中让学生自己去读读课文，结果不少学生把家里的口头读书
作业忽略不计，当然也不去做了。没有对课文内容有大致的
了解，直接影响了对这件事的看法的交流。因此，教学初读
这一关一定要做扎实了，否则影响深入研读的质量。

教学中，我觉得对于中段年级的学生的自学要平时加强学法
指导。在今天的课堂上，我让学生选择其中一句用抓住关键
词的方法来学习。没料到，不少学生傻眼了，竟然不知如何
下手，于是自主学习又变成了流于形式。显然这与平时的教
学有关，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要更关注学生自学能力的培
养，尤其是略读课文更应该放手让学生根据学习提示和精读
课文中学到的学习方法来自主学习。

路边的橡树教案篇三

《路旁的橡树》是第二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课文讲述的是
人们在的过程中设法保护粗塣，结实、的橡树的故事。故事
所透露的是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高，内容简单，学生完
全可以自主阅读领会文章的主要内容以及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在教学本课时，我学生运用学过的阅读方法，尽量放手学生
自主学习，另外，对于文中文中描写橡树的样子以及公路弯
曲成马蹄形则引导学生细细品读，感受作者的细腻的描写。

首先，让学生通过读课文说一说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这也是课前导读引导学生阅读的明确要求，我让学生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能够说一说课文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
学生读完课文，大多能够说出课文主要写筑路工人为了保住



橡树而绕开树铺路的故事。但是他们不能这么简练地概括，
当然，这还要学生进一步练习才能达到，但是我又引导学生
还应该再说出受到人们称赞这层意思，应为这也是文中的`内
容所反映出来的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总结课文的
主要内容时，既要抓住主要的还要注意课文意思的完整性。

在引导学生学习作者描写橡树的样子时，我注意引导学生要
图文结合，橡树的粗塣、结实、挺拔，并且进一步引导学生
体会橡树和的相似性，进一步感受这棵橡树给草原带来的视
觉美，也为下文感受筑路工人和设计师为保留这份美而做出
改变的心灵美加深体验。

不足之处，本课教学对于知识点的训练不够，比如，对于扩
写句子没有结合后面的语文园地中的我的发现进行训练，下
次，海英注意知识的连贯性。

路边的橡树教案篇四

《路旁的橡树》是一篇略读课文，讲述的是一棵粗壮、结实、
挺拔的橡树的故事。在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工人们遇到一棵
高高挺立的橡树，为了保护这棵橡树，筑路工人与工程师经
过精心设计，在不改变筑路计划的前提下，使公路在橡树边
拐了一个马蹄形的弯儿，既保住了这棵橡树，又圆满的完成
了筑路计划。课文语言质朴，情节简单，通过寻常小事，不
寻常的处理方法，感染学生，增强环保意识。

初读课文概括主要内容时，我有意引导学生对工人与工程师
语言进行感悟，但学生们诞生了另一个精彩。一个学生说课
文主要讲工程师和工人们为了不砍橡树，就把公路修成了马
蹄形。这时另一个学生表示反对，他认为工程师想砍树，是
在工人们的影响下才改变主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
习契机，于是我向学生了解他们的看法。有七八个孩子同意
后者。于是我让孩子们仔细读课文，找到自己的根据。孩子
们找的很认真，不一会，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举起来了。认为



前者的孩子首先找到的根据是“工程师说:”计划是不可以修
改的.“说明他认为计划是最重要的,意思是要砍掉橡树。马
上就有孩子反驳：“请读这一句：他长久地看着计划，然后
把目光转向橡树，叹了口气。如果他想砍掉橡树，还会长久
地看橡树吗？说得多好。我马上对孩子们说：“读读这一句，
想想他在想什么？”一个孩子说:”他在想计划是不能修改的.
“另一个孩子说:”他在犹豫.“一个孩子说:”他不知道该怎
么办.“这时一个孩子站起来说:”他不想砍掉橡树,也不想修
改计划,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工人们的话让他做了决
定."于是我们又一起读了这两段.孩子们肯定了这种想法.于
是我们看他们这样做得到了怎样的结果,一个孩子提出什么是
高尚的心.很多孩子自动举手回答了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回
到课文中,让孩子们找出哪些句子能表现他们的高尚,孩子们
很快找到了,并且谈到了自己的体会.在理解的基础上感情朗
读了句子.孩子们热烈地讨论着，我微笑地听着他们的见解。
一个个重要的句子就在他们的辩论下轻松地解决了，最后孩
子们达成了共识：工程师也有一颗善良的心。这篇课文就在
孩子们的朗读感悟中学完了，大家都感觉很轻松。字词也没
有象原来那样查资料的方式来理解，而是溶入了每个人的心
中。

路边的橡树教案篇五

《路旁的橡树》这篇课文语言质朴，情节简单，通过寻常小
事，不寻常的处理方法，感染学生，增强环保意识。以下是
我教授此课后的几点感受：

一、留足空间实现多元解读。

一开始，让学生质疑，他们对“高尚”一词不太理解，通过
研读课文，体会工程师内心复杂的思想斗争，特别是理解他
如果选择砍去橡树，也一样可以得到赞美或者得到更多的赞
美，但最后却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让学生懂得，在平凡小事
中，在矛盾挣扎中，能让好的思想占上风就是一种高尚。在



教学过程中，反复地让学生朗读课文的最后一段，让“高
尚”一词在学生的心灵上打上深深地烙印，把这种环保意识
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中去。

二、人文性与工具性并举

在引导学生抓住文中重点的词句，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美
好的`行为时，除了让学生感受他们品格的高尚，还不失时机
地安排一些语言训练。看着这个弯曲的马蹄形进行说话练习，
让学生想象风中的橡树在跟人们说些什么，这样的练习既让
学生体会到这像箭一样笔直的公路上，这唯一的马蹄形的弯，
昭示了筑路工人高尚的心灵，又让学生在说话练习中，锤炼
了文字的准确性，提高了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三、联系生活拓展语文外延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
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
应是语文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把学生的视线引向广阔
的生活课堂，让学生感受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语文，积累丰
富的生活经验。因此，在学完课文之后，我让学生了解身边
保护环境或破坏环境的事例，把学生的视线从语文之河引向
广阔的生活之海。

虽然自己很努力，想离完美更近一些，但回头审视自己的课
堂，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1、在理解课文时，过于注重了对文本的解读，却忽略了朗读
的训练，如工程师与筑路工人沉默不语时的场面，如果能让
学生通过朗读加深体会，效果可能会更好。

2、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但自感放手不够，老师扶得还较多。
对于略读课文，应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