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版燕子第二课时教案 课文燕子第二
课时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苏教版燕子第二课时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反复朗读课文，感悟人物语言所包含的情感，使学生
受到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的熏陶。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钱学森为什么要回到祖国。

2、能抓住钱学森的语言进行个性朗读品位，体会钱学森热爱
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1、课件

2、《我的中国心》录音。

设计理念：

本教学设计以“热爱祖国”为切入点，抓住人物的语言，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讨论，在阅读的同时，深化了对文章思想
内涵的理解，升华了他们的爱国情感。让学生感悟钱学森的
爱国情怀。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上节课我们认识了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齐
读课题）

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知道了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爱国
科学家。

2古语说得好，“识其人，听其言”。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找
找钱学森说的话，想想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你感受到些
什么？（学生默读课文，圈画）

二精读感悟

1你找到了钱学森说的话了吗？指名读。出示：（我是中国人。
……）（我们日夜盼望着的，……）

2第一段话钱学森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谁来读读相关的语
句。

引导：钱学森是冯卡门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
你可以看出什么？（受重用）

冯卡门是个怎样的人呢？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出示资
料）

如果在冯卡门身边，意味着钱学森将得到什么？（金钱、财
富、地位、荣誉、优越的工作条件，更早地获得成功……）
可钱学森是怎么说的？谁来读？（出示：我是中国人。……）



他想要干什么？（回国）这又意味着什么？（放弃这一切，）

是的，当时的中国连年的战争，中国落后、贫穷，中国人是
被人看不起的，钱学森能成为如此杰出科学家的最得意的学
生和最得力的助手，你觉得他通过什么做到的？（不懈努力，
付出了无数心血。）

假如你是钱学森，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做呢？

师：尽管在美国有着恩师的器重，过着安逸的生活，可他一
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齐读）

你能否猜测到当时钱学森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请选用以下一
组关联词，说说当时钱学森心里的想法。（出示关联词）

评价：看来，你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

评价：你已经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了。

评价：为了祖国，他甘愿放弃一切。

师：是啊，我们的祖国虽然贫穷、落后，但钱学森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板书：我是中国人】虽远隔万里，
却心系祖国。【板书：心系祖国】让我们一起来读读他的心声
（齐读）

3那钱学森的第二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请同学们自己读
读三四自然段。

谁来交流？（中秋之夜，钱学森和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秋
节）是的，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之夜，海外游
子分外思念自己的祖国。

谁还想补充？（新中国已成立）这意味着什么？（中国人需
要科技人才建设祖国，只有这样，祖国才能强大）



此刻，钱学森埋藏心底很久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那就是：
（出示：早日回到……）

可当时祖国刚解放，情况怎样？（很穷）这意味着什么？
（搞科学研究，困难大）

可钱学森却诚恳地说（出示：我们日夜盼望……）

a钱学森说“这一天”指的是什么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

b联系上下文说说，“为什么我们是应当回去的”？

（因为祖国刚从黑暗走向光明，现在很穷，需要大家——祖
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去建设）

是啊，因为他坚信祖国现在虽然贫穷，但只要中华儿女们共
同努力，我们的祖国一定会从（）走向（），从（）走向
（），从（）走向（）。

钱学森既答复了留学生们的劝说，又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想
一想，假如你是钱学森，说这番话时应是怎样的心情？（激
动诚恳坚决果断）

体会得很好。那你就带着你的激动，带着你的诚恳，带着你
的坚决和果断再来读一读。

这就是他，一个炎黄子孙的真情流露。言为心声，通过品读
钱学森的两段话，我们感受到了他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来!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读钱学森的肺腑之言（出示两段话）

钱学森，祖国刚解放，还很落后、贫穷，搞科学研究有困难，
你还是不要回去了。——生读



4可钱学森的回国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他受到了百般刁难。

听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出示
齐读）

一个师有多少人？猜猜看。

至少25000人啊!钱学森至少赶得上25000人!真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力量无比的人!伟大的人!了不起的人!不可多得的人!打着
灯笼难找的人!神奇的人!）

怪不得海军的高级将领说―――（齐读）

“绝”字什么意思？

（坚决不允许。没有商量的余地。）

读了着句话，你还知道了什么？

（是说钱学森是个难得的人才，坚决不能让他回到中国，这
样美国的损失就大了。）

他们会怎么留？请你想象一下。

（他们会给他涨工资，给他更好的别墅，更高档的轿车。还
会给他升官。

他们如果劝说不行，利诱也不行，可能就要来硬的了。比如
抓起来，拷打他。

会派人监视他，把他软禁起来，不允许他外出、打电话、通
信等。控制他的自由。



实在不听话，不为美国做事，他们有可能对他下毒手，秘密
杀害他。）

（设计意图：让学生发挥想象，说说当年美国政府采取的各
种手段，让学生体会到钱学森回国之路的困难，也就间接地
体会到钱学森回国决心的坚定。）

受到如此的折磨，假如你是钱学森，你会怎么做？

长达5年，行动没有自由，然而，钱学森——（出示第六自然
段第一句话）一起读。他一心想着报效祖国。

【板书：报效祖国】

支持钱学森克服千难万险，回到祖国的信念就是：齐读板书：
我是中国人。

有一首唱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歌曲，正唱出了钱学森的心声。
（出示歌词）——播放歌曲

你认为这首歌的哪些歌词唱出了钱学森的心声？——指名说

小结：一行行歌词，说出了钱学森的心声，一句句歌声，唱
出了钱学森的`爱国情思，一个个音符，流淌出了钱学森的归
国信念。

经过五年漫长的等待，在党中央的关心下，在周恩来的努力
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出示最后一节）

三、大赞“钱学森”

（1）指名一学生读。



（2）哪句话是对钱学森的极高评价。（以一人之力换一国之
力。）

2、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
是可悲的，一个有了伟大人物而不去景仰的民族更可悲。”
钱学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人物，我们应当景仰他。钱学
森现在还活着，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感动中国的人物。让我
们在这儿为他召开一个特殊的颁奖典礼。

（1）请同学们拿出课前下发的纸，先根据提示用心写好颁奖
词。（音乐响起，学生静静地写颁奖辞。）

（2）让我们一起聆听钱学森的颁奖辞。（读颁奖辞。）

（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他，毅然回到了祖国；他，取得
了累累硕果。他是谁？他就是一心报国的钱学森。）

（当他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他是一位
才华横溢的留学生，宁愿放弃优厚的待遇，也要回到魂牵梦
绕的祖国。他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让我们记住他——
钱学森，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5）让我们一起深情地呼唤他的名字——钱学森！让我们把
这个名字铭记心间——钱学森！

三作业：

20世纪50年代，海外学子（例如李四光、李忠尧、邓稼先、
郭永怀等科学家）不顾美、英等国政府的阻挠政策，义无反
顾地掀起了回归新中国的浪潮；今天又有许多海外学子纷纷
归来报效祖国。查阅这方面的材料，将感受最深的做成卡片，
介绍给同学。

板书设计：



心系祖国

钱学森我是中国人（中国导弹之父）

报效祖国

苏教版燕子第二课时教案篇二

教学要点：

图文结合，进一步学文。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听写词语（略）

2、分别指名朗读课文。

二、图文结合，深入学文。

1、看图上燕子的外形，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段。

（2）课文通过哪几方面来写燕子的外形的？用了哪些词语？

（羽毛--乌黑、光滑漂亮。翅膀--俊俏、轻快。尾巴--剪刀
似的。）

2、再看图上画的春天的景色，学习第二段。

（1）理解“阳春”的意思。



（2）自由读，划出描写春天特色的.词语。

（3）课文是从哪几方面来写春天的景色的？

（4）课文用了哪些恰当的比喻来描述春天的特色？看图体会
比喻的意思。

（用“赶集似的”和“盛会”比喻春天万物生长、百花争艳
的景象。）

（5）熟读第二段后试背诵。

3、看图，观察近似燕子活动的情况，学习第二段。

4、观察图中燕子休息的情况，学习第四段。

5、学生讨论归纳中心，教师指正：赞美美丽的春天。春天使
大地回春，万物生长，百花争艳；春天，燕子从南方飞回来
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景象，给人们带来了生趣。

6、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二段。

苏教版燕子第二课时教案篇三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2、3、4自然段，运用“单元提示”中的方法读懂长
句；背诵第4自然段。



2、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教学过程：

一、学习第二自然段

1、学生默读第二自然段，思考：第二自然段有几句话，写的
是什么？（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趣）

2、我们先来学习第二句，齐读。

（1）这句句子是句长句子，用学习提示中的方法，怎么学？

（2）说得很对，那么“黄绿眉眼”指的是什么？（再读句
子“黄绿眉眼”指的就是柳芽）

（3）作者为什么把柳芽比作“黄绿眉眼”，为什么不就说嫩
芽？

（柳树睡了一冬天，发的芽就像睁开的眼睛）

3、学习第三句句子。

（1）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句写什么？指名同学读句子。

（2）要求学生用理解长句子的方法来理解。

（3）指名同学说说你是怎样理解这一句长句子的。

师：什么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是怎样形成的？其它词语
有什么作用？

（4）什么叫“赶集”？

师：去买的，还有卖的，都叫赶集--请说说赶集的情况，再



想想赶集和春天的草、叶、花生长和开放有什么相似之处。

师：古人说：“红杏枝头春意闹”，春天，万花盛开，确实
给人以热闹的感觉。

（5）齐读第三句。

4、学习第四句。

这么热闹、美丽的春天，少了燕子可不行，请大家朗读第四
句。

（1）谁能简单地说说这句话的意思。

（2）“增添”是什么意思，“生趣”是什么意思？

（3）师：同学们，画家画春天少不了燕子，诗人写春天少不
了燕子，歌唱家歌唱春天也少不了燕子，可以这样说，少了
燕子，春天会失去一半的美，下面让我们以赞美的语气来朗
读这一段。

二、学习课文第三自然段

1、大家再读第三自然段，从这一段话中你知道了什么？

（燕子飞行的情景，燕子飞得很快，很轻）

2、你从哪些语句中看出来的？再读第三自然段第一句。

（板书：斜、掠过、唧）

4、你从中看出了什么？读读这个词所在的句子，体会体会。

5、我们从“唧”这个字也可以看出什么？



6、还有哪些地方看出燕子飞得“轻快”？

7、大家把第三自然段朗读一遍，看谁读得让人感觉到燕子飞
得轻快，姿态优美。（学生练读）

师：“小圆晕”是什么？想过吗？

师：作者为什么不说“小圆圈”而说“小圆晕”“晕”是什
么意思？想过吗？

师：“晕”就是日光或者月光透过云层折射出来的七彩圈，
你们见过日晕或者月晕吗？那七彩的光圈可真美！在作者的
眼里，燕子点水荡起的一圈一圈的'波浪就像日晕、月晕。不
但作者笔下的燕子美，就连这小圆圈也是美的！咱们再读读
这一句，领略一下其中的美。

三、学习第四自然段

1、读了第三自然段，我们知道燕子飞得很轻快，姿态很优美。
我们接着读第四自然段，看看写的是什么，谁读懂了谁说。

2、指名说。（燕子落在电线上休息的样子）

3、读懂了，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读读、划
划。

4、“这多么像一首正待演奏的曲谱啊！”“这”指的是什么？
看看书上的插图。

师：这是一个多么贴切而又生动的比喻！我们不能不佩服作
者惊人的想象力！同学们想一想，这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正等
着我们去演奏的曲谱？（这一定是赞美春天，赞美小燕子的
曲谱）

6、学生齐读第四自然段。



7、从课文中，我们进一步领略了燕子的美。这一自然段还有
两个词用得特别传神，不知有人注意没有，请读读第二句。

8、这里的“痕”字用得好，为什么不用“条”？（因为电线
远，而且高，看不清楚，在蓝天里只留下一丝痕迹）

9、大家细细读读这一自然段，再自己细细体会。

10、看图试背。

四、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五、作业。

作业本第5、7、8题。

苏教版燕子第二课时教案篇四

燕子过海（两课时）

教学目标：

1、体会燕子过海的辛苦和艰难，懂得要爱抚益鸟燕子。

2、学会本课11个生字，理解“寒冷、昼夜、疲倦、崇敬”等
词语的意思。

3、运用前两课学到的理解句子的意思的方法，读懂描写燕子
过海不怕辛苦艰难和写水手们对待燕子的态度的句子。

4、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5、能按提示用“------怀着-----心情------（干什么）”
写句子；能听写课文最后剖一个自然段。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课文中写燕子辛苦艰难的句子和水手们对燕子的态度。

教学准备：.课件

教时安排：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疲倦、不分昼夜、甲板、伏、休息等新词，认读生字。

2、充分体会燕子过海的辛苦艰难。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揭示课题。（5分）

1、小朋友，你认识大海吗？.课件：大海

2、大海大吗？谁能用一个词说说大海的大。

3、学习第一段。

（1）、有一句话这样写：.课件海有多大？天连水，水连天，
望也望不到边。（2）你觉得这个句子有没有写出海的辽阔，
它是用哪些词把它写出来的？（3）感情朗读，读出大海的辽
阔。

4、小结：大海是这样的无边无际，和大海比起来，燕子真是
太小太小了，但是，有一群小燕子却要飞过这茫茫的大海。

.课件：课题：燕子过海



5、看着这题目，你在想什么呢？

二、初读课文，畅谈感受。（6分）

1、教师配乐读文。

2、谈谈课文给你的最深的感受。

3、自渎课文，看看你读懂了什么？又发现哪些不懂的？

三、研读课文，体会艰辛。（18分）

*课文哪些句子写出了燕子过海的辛苦、艰难，请用“――”
划出来，用------标出重点词。

1、学习重点句。.课件：它们从寒冷的北方回到温暖的南方
去，在海上不分昼夜地飞呀飞。

（1）学习重点词“不分昼夜”

学习生字昼，并找个反义词，说说什么叫不分昼夜地飞呀飞？

它是怎样飞的呢？我们来感受感受，当小燕子扇动翅膀飞半
分钟，说说体会；用艰难劳累的语气来读。

（2）学习重点词二：从寒冷的北方到温暖的南方，

找出重点词说说为什么？

寒冷的北方到温暖的南方到底有多远？

.课件展示：介绍路远。

朗读（指名读――生自练――齐读――评议）



2、学习重点句

.课件：燕子一定是太疲倦了，看见我们的船，就像雨点一样
落下来，伏在甲板上休息。

（1）找出重点词，说说为什么？

随机学习“疲倦”并比较疲倦与太疲倦的不同，体会燕子飞
行的劳累。

随机学习“燕子像雨点一样落下来”.课件演示，体会燕子看
见船时的迫不及待。感情朗读。

随机学习“伏”做伏的动作。

（2）学生扮演燕子，感悟疲倦的燕子为何急匆匆得“落”下
来，“伏”在甲板上。

（3）感情朗读。

3、学习重点句三：过了一会儿，有的`燕子又展翅起飞了，
有的却在甲板上停止了呼吸，再也飞不起来了。

（1）找出重点词停止呼吸、一会儿、又说说为什么？

（2）相关作业练习。

（3）小结：这样可爱的小燕子就这样在甲板上停止了呼吸，
小朋友的心情怎样？

（4）感情朗读。我们怎样把自己心中的难过表现出来？

（5）生自练，指名读。

四、发挥想象，继续探究。（5分）



2、想象。

3、.课件“狂风巨浪中的燕子”说话，。

五、再创情景，升华情感。（5分）

1、小朋友，看着这些燕子越飞越远，此时此刻，你在想些什
么，你想为他们祝福些什么？

2、学生向着银幕，为远去的燕子高声祝福。

3、是的，看者这些呀燕子，我们心中充满感动，那些亲眼目
睹燕子飞行的水手们，他们心中又会充满怎样的感情呢？他
们又会怎样表达他们心中的感情呢？我们下节课再学。

六、复习巩固，作业练习。（1分）

1、看拼音，写词语。

2、找反义词。

3、作业本5（2）

*4、自主题：写一写狂风中飞行的燕子。

板书：

燕子过海

辛苦艰难

不分昼夜飞呀飞

~~~~~~~~~~~~~~~~~~~~~~~~~~~~~~~~~~~
~~~~



北~~~~~~~~~~~~~~~~~~~~~~~~~~~~~~~~~~~~~南

~~~~~~~~~~~~~~~~~~~~~~~~~~~~~~~~~~~
~~~

第2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体会水手们对待燕子的。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燕子过海的艰辛，培养学生爱护
燕子的思想感情。

3、能按提示用“------怀着-----心情------（干什么）”
写句子；能听写课文最后剖一个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温习回顾。(5分)

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你知道了什么？

谁能说说燕子是怎么过海的？从中你体会到什么？

这节课，你想知道什么？

二、细细品读，体验感情(10分)。

1、燕子过海如此艰辛，水手们看见了又是怎么样的心情呢？

2、自由读课文最后一段，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3、交流：谁对谁说的话？为什么要我们不要伤害他们？（同
桌交流）



4、你还想对有可能伤害燕子的人说些什么？（自由畅谈）

5、过去你是怎样对燕子的？读来课文后你会怎么做？

三，朗读课文，.总结全文。(10分)

1、自由朗读课文。

2、选择自己最感动的句子有感情的读一读。指名读――小组
读――师生评议

3、选择自己赶兴趣的句子写下来。

4、教师小结：课文写燕子不分昼夜的过海，超着一个目标不
断努力，老师读来也感动了，确实作每一件事情都要不怕辛
苦和艰难。

四、指导完成作业：(5分)

1、把三句话连成一句话。

燕子一定是太疲倦了。

燕子像雨点一样落到我们的船上。

燕子伏在甲板上休息。

五、作业：(10分)

作业本第四题。

听写课文第4自然段。

燕子过海（两课时）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苏教版燕子第二课时教案篇五

学习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2.感受贯穿全文的爱心，增加环保意识、爱鸟的意识。

学习重点：通过对课文的整体把握和重点词句的理解，体会
贯穿全文的爱心，增加保护环境、爱护鸟类的意识。

学习难点：领会描写恶劣气候与环境的内容对人们奉献爱心
和关系。感受这样写的表达效果。

教学过程：

一、由疑入境，统领全文

1、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燕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课件出示第二段场景，师引读：这年春天，成千上万的燕子
从南方飞回北方时，在瑞士境内遇到了麻烦，当地气温骤降，
风雪不止，几乎所有昆虫都被冻死。燕子经过长途跋涉，已
经非常疲劳，再加上找不到食物，饥寒交迫，濒临死亡。

你们自己去读读，说说你体会到了什么？3

（生说到燕子，师出示燕子图）

指名说，师板书：政府居民贝蒂

二、攀疑入境，缘词解情

(师视机提示：思考了后，你可以把这些地方用划出)



2、交流及教学对策：

a贝蒂：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间岩缝里，寻找冻僵的燕子。
一天下来，她一个人就救护了十几只燕子。她的脸冻得通红，
手冻得僵硬，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1）默读这些句子，你体会到了什么？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

（2）你能试着把这种感觉读出来吗？（2名）

要读出小姑娘贝蒂和父母一起，怎样不怕危险，不怕寒冷寻
找燕子的经过，突出险（覆盖皑皑白雪的山间岩缝），救助
燕子多（一个人就救护十几只），丝毫不想自己（她的脸冻
得通红，手冻得僵硬，但她一点也不在乎。）

（3）贝蒂她不在乎什么？

师反复引读，贝蒂不在乎冰天雪地的寒冷，只在乎；

贝蒂不在乎漫天遍野寻找的疲劳，只在乎；

贝蒂不在乎饥饿、寒冷、疲劳的三重困难，只在乎。

谁又能带着这种感情去读读呢？指名读（3名）

（4）（引入图，让生观察）师引：小贝蒂在哪儿发现燕子，
她怎么做的，会说些什么？

小结：人类崇高的爱心在展现无疑，你感受贝蒂什么？（红
字板书：关爱）

（5）带着体会到的感觉，谁愿意来读读这些句子。（读出冷，
读出贝蒂的勇敢、爱心）（一定要评出孩子们在朗读过程中
的优点）



b、居民们：听到消息后，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冒着料峭的
春寒，顶着漫天飞舞的大雪，踏着冻得坚硬的山路，四处寻
找冻僵的燕子。

（1）谁愿意来读读？你体会到了什么？从哪些词语体会到？

（2）纷纷：很多居民走出来，这居民当中都有谁呢？可能有
可能有师总结后，让生把具体人物带入说。

教师煽情：春寒料峭，大雪纷飞，我仿佛看见一位拄着拐杖
老奶奶走出家门，冒着料峭的春寒，顶着漫天飞舞的大雪，
踏着冻得坚硬的山路，四处寻找冻僵的燕子。

你仿佛看见走出，冒着顶着踏着四处寻找。

（老奶奶政府官员一位妇女）

（3）四处：都是哪些地方？在在（野外山谷）

听到消息后，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冒着料峭的春寒，顶着
漫天飞舞的大雪，踏着冻得坚硬的山路，在寻找动僵的燕子。
（可以多引几次）

在深山、或是野外、或是在丛林里、或是在雪堆下，纷纷寻
找燕子。这么多地方，容易找吗？年迈的老奶奶，体弱的大
叔，幼小的孩子，在找时，会寒冷，会饥饿，也会疲劳，我
们来读这个句子。

c瑞士政府:

政府都做了哪些事？

（视机问后，出示政府段落，让生读）



做决定：什么决定？

呼吁：政府会怎么呼吁呢？你来当当播音员，学着呼吁一下。
师启发：各位听众，

专列：怎么样的专列？指名说后，再出示：

有一年春天，在欧洲瑞士的一个车站，一列漂亮舒适的空调
列车正准备启程，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他们送的是一批
特殊的客人燕子。

列车开动了。载着燕子的列车，带着人类的友情驶向远方。
燕子在车厢里唧唧喳喳，仿佛在向人类致谢。

指名读，师说：从你的朗读，我感受到了这是列温馨舒适的
列车。还有谁要读？

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做那么多的事情，可是他们还会去关心那
些微乎其微的燕子，能做这样的决定真了不起！

三、回归整体，提升认识

从政府的呼吁到居民们的纷纷行动，再到用专列护送燕子，
都表达了人们对燕子的爱。谁愿意再来感受燕子的幸福，齐
读。出示：

有一年春天，在欧洲瑞士的一个车站，一列漂亮舒适的空调
列车正准备启程，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他们送的是一批
特殊的客人燕子。

列车开动了。载着燕子的列车，带着人类的友情驶向远方。
燕子在车厢里唧唧喳喳，仿佛在向人类致谢。

燕子唧唧喳喳地叫着，仿佛在向致谢，



感谢她（他们）。

四、拓展文本，升华主旨

（1）可爱的燕子快乐地乘着幸福的列车驶向远方，这样的故
事真的很让人感动。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人这样
的故事。

出示《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就是人们保护动物。

（2）学了课文，听了故事，看了图片，此时此刻你一定有很
多话要说，请你把它写下来。

写段练习

（1）我想对贝蒂说：。

（2）我想对救护燕子的瑞士居民说：。

（3）我想对为救丹顶鹤而牺牲生命的小女孩

说：。

（4）我想对说：。

（3）指名4～5个学生展示，

通过同学们这么深情的话语，老师相信《燕子专列》中小贝
蒂，《丹顶鹤的故事》中小女孩都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师多么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像我们今天所看
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用爱，用情
编织更美好的故事。

五、实践活动



搜集人们保护动物、爱护环境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