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莺的歌声教材分析 夜莺的歌声教学设计
(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夜莺的歌声教材分析篇一

2、从哪儿可看出小男孩是有意让敌人发现的呢？读第2、3自
然段。

3、指名分角色读军官和孩子的对话，思考：小夜莺是个怎样
的孩子？从哪儿体会到的？

理解“刚刚一开火，……就都跑了。”“野兽”实际指什么？

4、再分角色齐读对话。

（二）过渡：由于孩子巧妙的回答了德国兵的盘问，德国兵
觉得他只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相信了他的话，并且让他
带路。路上，小男孩又唱起了夜莺的歌。

1、指名读句子“他有时候学……”，此时，他学夜莺唱是为
了什么？

（为了麻痹敌人，以便他后来用鸟叫向游击队传送情报时不
引起敌人的怀疑。）

2、他还用了哪些办法麻痹敌人？小组读第二部分。

（一甩一甩……答非所问……故意装做不懂事、天真贪玩，



其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取得敌人的信任。）

3、齐读第二部分。

（三）夜莺是怎样向游击队传递情报的`呢？

1、小声自由地读课文第三部分，边读边思考，用自己的话来
回答。

2、读“夜莺的歌声越来越响了。”歌声的作用是什么？（传
递情报）

3、从“如果我们……不要忘了……”这句话中，你能体会到
什么？

（说明小夜莺的重要作用，他不止一次用这种方式同游击队
联系，还说明游击队对他安全的关心。）

4、分角色齐读课文，体会歌声的作用。（适时加入口技鸟叫）

出示题目：

为什么小男孩能如此沉着、机智、勇敢呢？用上以下词语，
说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憎恨临危不惧热爱应变自如祖国敌人毫无惧色坦然自若

夜莺的歌声教材分析篇二

以下是《夜莺的歌声》教学反思范文，仅供参考!

《夜莺的歌声》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被称为“夜
莺”的小男孩把德国官兵引入游击队的伏击圈，使德国法西
斯强盗被歼灭的故事。文章以夜莺的歌声为主线，构思巧妙，



段落分明，语言含蓄幽默，非常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课文的
重点一是要体会“小夜莺的机智勇敢的品质，受到热爱祖国，
仇恨法西斯的教育。二是学习联系上下文等方法体会含义深
刻的句子的意思，抓住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小夜
莺的机智很勇敢，这也是本课教学的难点。但是这篇课文篇
幅非常长，四年级的孩子还很少训练快速朗读课文的能力，
因此我将训练孩子们快速阅读也当成了本课的教学重难点。

在初读课文的时候，让孩子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边读
边注意生字新词的读音。这课的生字新词还是比较多的，因
此，在孩子们阅读课文的时候，要给足孩子们时间，让他们
有时间去认读去消化。带领孩子们认读生字新词的时候，我
也注意了基础知识的落实，不能因为课文较长就匆匆走过场。

接着，让孩子们快速默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讲述了一个什
么故事。孩子们不是概括得太简单就是概括得太罗嗦，此时
引导学生按事情的发展顺序既将故事说完整，又要说得简洁
明了。这学期，我一直在培养孩子们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能
力，不少的孩子进步很大。

然后，我给孩子们出示了一道思考题：课文中出现了几
次“夜莺的歌声”，其出现的目的是什么?你从中体会到了小
男孩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还可以从哪些句子能体会出来，并
将你的体会批注在书上。其实，让学生找与“夜莺的歌声”
相关的句子，是为了帮孩子们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弄清了
歌声的作用，也就弄明白了小男孩是如何为游击队传递情报
的。你从这些句子中体会到小男孩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就
是让孩子们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集体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自学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尤
其在分析含义深刻的句子的时候，孩子们几乎没有费力就能
将句子中的言外之意读出来。并能入情入境地和小组内的孩
子分角色对话。文章以浓重的笔墨谱写小夜莺引诱敌人进入
游击队的伏击圈，写了小夜莺的很多的语言和动作，此时我



注意引导孩子们分析小男孩的心理活动，让他们能展开丰富
的联想，同时又要注意联想的合情合理。

总之，本课以小夜莺的机智勇敢为重点，以夜莺的歌声为主
线，以学生为主体，以读、说、悟，思为主要手段，对学生
进行了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熏陶。

但是，在教学中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在自学环节中，
不少的孩子根本没有动脑，只是在小组交流的时候听取他人
的意见，将他人的看法据为己有，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如何让每个孩子都积极参与到自学环节中来，如何让孩
子们真正地口动手动脑动，这是我该思考的主要内容。其次，
在课堂中，由于课文太长，我老是担心时间不够不够，因此，
教学的每个环节都不太扎实。长文如何短教，我心里没数，
没把握，因此才会在课堂中如此不沉着。

做一名合格的语文老师真不容易啊!

夜莺的歌声教材分析篇三

《夜莺的歌声》是人教版第八册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苏联卫
国战争时期，一个被称为“夜莺”的小男孩把德国官兵引入
游击队的伏击圈，使德国法西斯强盗被歼灭的故事。一个机
智、活泼、乖巧的小男孩形象跃然纸上。文章以夜莺的歌声
为主线，构思巧妙，段落分明，语言含蓄、幽默，掩卷沉思，
那悦耳的歌声仍不绝于耳。课文的重点一是要体会“小夜莺
的机智勇敢的品质，受到热爱祖国，仇恨法西斯的教育。二
是学习联系上下文等方法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的意思，抓住
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小夜莺的机智很勇敢，这是
本课教学的重点，针对课文特点，我设计了以下四个重点展
开教学。

一、抓住主线，理清脉络



我首先让引导学生回顾全文，说说你你对小夜莺有哪些了解，
回顾课文内容，学生也能畅所欲言，达到了解课文内容的目
的。在教学中，学生对小夜莺这个人物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入
了脑海，因此在谈了解的时候，都能抓住小夜莺繁荣精神品
质进行阐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再默读全文，
抓住主线要求学生划出课文中描写体现下夜莺勇敢机智的句
子，读一读，和同桌讨论讨论。最后抓住夜莺的歌声这条主
线，统领全文，点明主题，深化感情。这里由于我没有交代
清楚要求，因此学生画句子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决，不够坚定。
因此花了很多时间，影响了课堂的其他环节。

二、以读促悟，深究感悟

课一开始，我就直奔本课的教学重点，抓住课文中描写体现
下夜莺勇敢机智的句子一条主线，抓住这些句子展开教学，
便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引导学生以读为主，以读促
悟，重点深究你是从哪里体会到小夜莺的机智勇敢成为本课
教学的重中之重。我从以下三个环节引导学生深究。

1、找句子，先让学生找体现小夜莺勇敢机智的句子，自己读
一读，体会体会。特别是是关于小夜莺一些言行的句子，印
象深刻，学生应该能够把他找出来。教学下来，大部分同学
能够找出小夜莺语言的句子，但是对于他的行动的句子相对
来说要困难一点。特别是关于夜莺的歌声的句子，学生没能
把它联想到是小夜莺机智勇敢的表现。

2、说句子，让学生把自己找到的句子说一说，说说你从是怎
样感受到他的勇敢机智的，学生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都表达
出来了，我再根据一定的情况进行补充和引导。这里，我要
达到的目标是学生能说到哪一个程度就到哪个程度，不要求
学生更深的去理解，因为这些句子的理解对他们来说本身就
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每一句的教学都会有一个重点，比如教
学刚刚一开火，村子就着火了，大家都喊：‘野兽来了，野
兽来了’——就都跑了。” 这句话，我要让学生感悟的重点



是小夜莺借野兽来骂敌人，体会他的机智，理解不慌不忙体
会小夜莺的勇敢。教学下来，学生基本上都能顺利的阐述到
这些点上，因此这一句教学比较顺利。而教学小孩有时候学
夜莺唱，有时候学杜鹃叫，胳膊一甩一甩地打着路旁的树枝，
有时候弯下腰去拾球果，还用脚把球果踢起来。他好象把身
边的军官完全忘了。这句话的时候，主要是让学生体会小夜
莺是以自己的天真烂漫来迷惑敌人，表现他的机智和勇敢。
但是学生的体会都不够深或者说不够全面。只言片面，或者
理解出现偏差，说是小夜莺已经在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了。其
实这里他并还没有传送情报，只是为了故意迷惑敌人，为他
以后顺利学夜莺叫杜鹃叫传送情报不被敌人怀疑做好准备。
这里我觉得面对学生的回答后我没有好好的去引导，而是生
硬的拉到我的教学设计思路上，因此，在教学这一句时出现
了理解感受不够深刻的情况。

3、读句子，在充分感悟的基础上，朗读是必不可少的。他可
以表达学生对这些语句的感悟能力，也能促进对这些句子的
理解。特别是各种形式的读，比如个别读，集体读，男女生
比赛读，更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每一次朗读的进度，
都表示他们对小夜莺的勇敢和机智体会得更加深刻了。但是
由于课文设计的内容太多，太松散，因此给朗读造成了一定
的困难。尤其是后面部分，读得远远不够，不透。

夜莺的歌声教学反思

课一开始，我就直奔本课的教学重点，抓住课文中描写体现
下夜莺勇敢机智的句子一条主线，抓住这些句子展开教学，
便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引导学生以读为主，以读促
悟，重点深究你是从哪里体会到小夜莺的机智勇敢成为本课
教学的重中之重。我从以下三个环节引导学生深究。

1、找句子，先让学生找体现小夜莺勇敢机智的句子，自己读
一读，体会体会。特别是是关于小夜莺一些言行的句子，印
象深刻，学生应该能够把他找出来。教学下来，大部分同学



能够找出小夜莺语言的句子，但是对于他的行动的句子相对
来说要困难一点。特别是关于夜莺的歌声的句子，学生没能
把它联想到是小夜莺机智勇敢的表现。2、说句子，让学生把
自己找到的句子说一说，说说你从是怎样感受到他的勇敢机
智的，学生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都表达出来了，我再根据一
定的情况进行补充和引导。这里，我要达到的目标是学生能
说到哪一个程度就到哪个程度，不要求学生更深的去理解，
因为这些句子的理解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但是
每一句的教学都会有一个重点，比如教学刚刚一开火，村子
就着火了，大家都喊：‘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
了。” 这句话，我要让学生感悟的重点是小夜莺借野兽来骂
敌人，体会他的机智，理解不慌不忙体会小夜莺的勇敢。教
学下来，学生基本上都能顺利的阐述到这些点上，因此这一
句教学比较顺利。而教学小孩有时候学夜莺唱，有时候学杜
鹃叫，胳膊一甩一甩地打着路旁的树枝，有时候弯下腰去拾
球果，还用脚把球果踢起来。他好象把身边的军官完全忘了。
这句话的时候，主要是让学生体会小夜莺是以自己的天真烂
漫来迷惑敌人，表现他的机智和勇敢。但是学生的体会都不
够深或者说不够全面。只言片面，或者理解出现偏差，说是
小夜莺已经在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了。其实这里他并还没有传
送情报，只是为了故意迷惑敌人，为他以后顺利学夜莺叫杜
鹃叫传送情报不被敌人怀疑做好准备。这里我觉得面对学生
的回答后我没有好好的去引导，而是生硬的拉到我的教学设
计思路上，因此，在教学这一句时出现了理解感受不够深刻
的情况。

夜莺的歌声》教学反思

《夜莺的歌声》讲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儿童用他
们的智慧和勇敢同入侵者作斗争，保卫自己的家园的故事。

根据这篇文章的结构特点，我在设计教学时把教学重点引向
品读、研读和美读上，让学生透过人物言行，在朗读感悟中
凸显和活化人物形象。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学生都能“读”出



“感悟”来，这就需要教师的点拨。

教学第二部分：“给德国鬼子带路”我就设计引导学生抓两
个易忽略的词：    首先是“他好像把身边的军官全忘
了”中的“好像”一词。当我投影打出此句，请学生注
意“好像”这词，学生恍然明白：小夜莺不是把德国鬼子忘
了，他装着把德国鬼子忘了，实际上是在麻痹敌人，暗地里
却在数敌人的人数和武器。     其次是“军官突然问
答”中的“突然”一词。当我请学生注意“突然“一词，学
生由衷感叹：德国鬼子也不是好对付的，他们不是弱智，很
狡猾，小夜莺时刻有着生命危险。而小夜莺面对敌人的突然
发问回答得又是多么巧妙和机智！

《夜莺的歌声》主角是小夜莺。以上两个部分最能体现夜莺
人物品质及其形象，于是在教学设计上我削枝强干，通过扎
实有效的朗读、品味精读这两部分，使语言训练落到了实处。

《夜莺的歌声》教学反思

《夜莺的歌声》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被称为“夜
莺”的小男孩把德国官兵引入游击队的伏击圈，使德国法西
斯强盗被歼灭的故事。一个机智、活泼、乖巧的小男孩形象
跃然纸上。文章以夜莺的歌声为主线，构思巧妙，段落分明，
语言含蓄、幽默。一课中，作者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除了
常见的“拟人”、“比喻”、“排比”外，还用了“双关”。

课文中还用了“反复”。 课文的题目是《夜莺的歌声》，课
文中多次反复出现“夜莺的歌声”，开始是“打破了夏日的
沉寂”，中间是“越来越响了”，最后是“从孩子的嘴里飞
出宛转的夜莺的歌声”，不仅题目是很好的“照应”，而且
像一根红线贯穿全篇，突出了文章的中心——小“夜莺”
用“夜莺的歌声”给亲人报信，消灭了敌人，取得了战争的
胜利。教学本课时，我就是以“夜莺的歌声”为主线，以学
生为主体，以读、议、悟为主要手段，并穿插说、写的练习，



对学生进行了扎实的语言文字训练，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今天，我和学生一齐学习了《夜莺的歌声》一课，由于这篇
文章的主人公是和同学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所以，同学们学
这一课时兴趣较浓。

教学时我让学生充分地读，在他们自读自悟的基础上，学生
读懂了小男孩的机智、勇敢。聪明。比如：在体会小男孩的
勇敢时，刘卓涛是这样说的：“鬼子说要是你把我们带到别
处去，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可夜莺面对敌人并没有害怕，
如果是我，我会害怕的。”我随即表扬他能联系自己变换角
色来思考，这很好。

这一课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小男孩儿和德国军官的对话，从对
话中，字里行间体现了小男孩的机智、勇敢，学生读时读得
很有劲儿，特别是让学生们分角色读的时候，他们读出了德
国军官的阴险，小夜莺的天真可爱。当我提出：“你觉得这
时小夜莺在德国兵眼里是什么样的？”学生们纷纷回
答：“不懂事、傻里傻气的、憨憨的。” 我接着问：“德国
兵对这样的一个孩子信任吗？”学生们不约而同：“信
任。”然后我又问：“你觉得小男孩是个怎样的孩子？”学
生自然而然地说：“聪明、勇敢。”

由此可见，课文是读懂的，不是老师讲懂的，讲只能让人明
白，读才能使人深切地感悟。

阅读教学最大的尴尬是：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的文章由于教学
的介入，便不再引人入胜，不再生动感人了。《夜莺的歌声》
正是一个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跌荡起伏的战争故事，来自教
材本身的刺激已足够调起学生的阅读欲望。作为语文教师，
我必须找到切入口和训练点，使其浑然天成般地不破坏教材
原有的滋味，且在教师组织、引导和调控下感受成功，迸发
智慧。



不是所有的地方学生都能“读”出“感悟”来，这就需要教
师的点拨。教学第二部分——“给德国鬼子带路”我就引导
学生抓两个易忽略的词：1、“他好像把身边的军官全忘了”
中的“好像”一词。当我幻灯打出此句，请学生注意“好
像”这词，学生恍然明白：小夜莺不是把德国鬼子忘了，他
装着把德国鬼子忘了，实际上是在麻痹敌人，暗地里却在数
敌人的人数和武器。2、“军官突然问答”中的“突然”一词。
当我请学生注意“突然”一词，学生由衷感叹：德国鬼子也
不是好对付的，他们不是弱智，很狡猾，小夜莺时刻有着生
命危险。而小夜莺面对敌人的突然发问回答得又是多么巧妙
和机智！

夜莺的歌声教材分析篇四

“五段！”一个学生迫不及待地说。

“完全正确！”我当即表态，“祝贺你取得第一名。请介绍
一下你的经验。”

“这篇课文在段与段之间有空行，数一数空行就知道了。”

“你说小夜莺是偶然还是必然碰上德国鬼子的？”我抛出第
二个问题。

“是必然碰上的。”学生异口同声的地说。

“拿证据来！”我说，“给你两分钟找证据。”

短暂沉默后，学生说：“我要考虑好联络暗号。”

“你真是个好队长！”我夸奖道。

“老师，我考虑作战地点。”一个男同学说，“作战地点要
在林中空地上。”



“请问队长，为什么要选‘林中空地’？”我请教道。

“多英明的队长啊！”我说。

“还要考虑派人把敌人引进埋伏圈。”又一名“队长”说。

“请同学们大声地读一读书4—19小节，注意人物身份。”我
说。

“军官是个很凶狠家伙，但小夜莺不慌不忙，沉着，冷
静。”

“小夜莺还用‘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巧妙地暗骂德国鬼子。
”

……

……

“小夜莺在战斗中牺牲”是我的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以
为，悲剧的“美”更震撼人心。小夜莺的“死”更能使他的
英勇形象长久地存活于孩子心头。设计这个教学环节，我还
想让学生感受到战争是残酷的，和平是我们永远的向往；我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牢记：夜莺的歌声本质上是呼唤和平的
歌声啊！

夜莺的歌声教材分析篇五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苏联卫国战争中少年儿童的机智勇敢
和爱国主义精神。

2、体会课文首尾呼应应写法。

3、学习生字新词。会用宛转、兴致勃勃造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了解被称为夜莺的孩子是怎样帮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国法
西斯强盗的。

2、了解开头三个自然段和最后两个自然段之间相互照应的关
系。

三、课前准备：课件。

第一教时

1、初步了解课文。

2、学会生字新词。

3、学习课文第一部分。

一、介绍背景，导入新课。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理解词文。

1、学生自学

2、检查自学情况。

三、再读课文，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给课文的每个段落概
括大意。

四、学习课文第一段。要求：

1、在这一段中你了解了什么？

2、怎样理解课文中的几句话：



（1）有个孩子坐在河岸边上，搭拉着两条腿。他光着头，穿
着一件颜色和树叶差不多的绿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木头，不
知在削什么。（这个孩子是夜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有
意地吸引敌人）

（2）怎么会就剩下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猫头鹰，多
着呢。夜莺倒只有我一个！（在敌人不易察觉中戏弄敌人，
体现出他的聪明。）

（3）人哪？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大家都喊：野兽来
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体现出他的机智勇敢，镇静。
让敌人觉得他只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相信他，让他带路。
）

3、小夜莺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你有什么感受？（勇敢机智
聪明活泼能干自信）

4、小结。

第二教时

教学要求：

1、继续学习课文，学习小夜莺的品质及爱国的精神

2、学习课文的写作特点。

一、学习课文第二段

1、自学课文，思考：

（1）一路上小孩为什么有时学夜莺叫，有时学杜鹃叫？（为
了麻痹德国兵，以便后来他用鸟叫同游击队联络是不引起敌
人的怀疑。）



（2）为什么夜莺有时胳膊一甩一甩地打着路旁的树枝，有时
弯下腰去拾球果，还用脚把球果踢起来？（为了麻痹德国兵，
让他们觉得夜莺还是个孩子，顽皮又贪玩）

（3）夜莺回答德国军官的突然问话，表现了他的什么？（机
智，灵活）

2、交流，朗读。

3、小结。

二、学习第三段。

1、学习这一段，想一想这一段主要讲了什么？从中能了解到
夜莺的什么？（主要讲了游击队是怎样从夜莺那里了解到德
国军情况的。从中了解到夜莺与游击队配合的默契，游击队
与夜莺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

2、读一读表现夜莺机智的句子和游击队的对话，加深理解。

3、小结。

三、习第四段

1、 从松树林里发出一声口哨响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游
击队发给夜莺的暗号，让他迅速隐蔽）

2、游击队是怎样消灭德国兵的？请找出有关句子读一读，想
一想游击队为什么会全歼敌人。

3、德国兵被消灭后，小夜莺为什么又坐在原来的河岸边？他
在望什么？

4、课文为什么写孩子穿的衣服是跟树叶差不多的绿颜色呢？
（当孩子把敌人带进伏击圈，接到游击队发出的暗号时便于



迅速隐蔽。）

5、小结。

1、课文紧扣题目，请把出现夜莺的地方划出来。

2、夜莺的歌声的含义：

二是小孩用夜莺的叫声报告敌人的情况，夜莺的歌声是传递
情报的声音；

三是小孩是个爱祖国、恨敌人，机智勇敢的小孩，夜莺的歌
声是热爱祖国，勇敢地和敌人斗争的颂歌。

3、通过一件什么事反映什么？（通过对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一个小男孩帮助游击队歼灭一伙德国侵略者经过的`记叙，反
映了苏联少年的机智勇敢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4、课文的开头和结尾有什么联系？（互相呼应）

板书设计：

夜莺的歌声

起因：引敌发现 主动接近

巧答盘问 取得信任

经过：诱敌进伏击圈 机智勇敢的

巧妙报告敌情 爱国主义精神

结果：全歼敌人

夜莺又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