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蟋蟀的住宅第一课时教学设计一等奖部
编版 蟋蟀的住宅第二课时教学设计(模

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蟋蟀的住宅第一课时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一

师：上节课，我们讲了蟋蟀住宅的选址，从中感受到了蟋蟀
的不肯随遇而安，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剩下的内容。

（一）讲解住宅外部的特点

师：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的第5自然段，找一找蟋蟀住宅的
外部有什么特点？预设a：在朝着阳光的堤岸上，青草丛中隐
藏着一条倾斜的隧道，即使有骤雨，这里也立刻就会干的。
师：能不能用几个词来概括？（引导：朝着阳光可以概括为？
而且这条隧道是隐藏在草丛中的，别人很难发现，说明它有
怎样的特点？骤雨是什么样的雨？（又大又急的雨）下骤雨，
这里竟然立刻就干了，说明它怎么样？）共同得出：朝阳、
隐蔽、干燥。（板书：朝阳、隐蔽、干燥）

预设b：隧道顺着地势弯弯曲曲，最多不过九寸深，一指宽，
这便是蟋蟀的住宅。

师：“九寸深，一指宽”是多大？你们知道一寸是几厘米吗？
大约是三厘米三毫米，那九寸将近有30厘米。一指宽就是一
个手指这么宽。（师比划）这样的隧道对一只只有两三厘米
长的小蟋蟀来说够大了吗？足够宽敞舒适了。预设c：出口的



地方总是有一丛草半掩着，就像一座门。

师：蟋蟀的住宅有什么？预设：有门。（板书：有门）

师：看看书上的插图，出口的旁边有一丛草，就像咱们房子
的门一样，多形象呀！预设d：那微斜的门口，经过仔细耙扫，
收拾得很平坦。这就是蟋蟀的平台。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
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

师：除了有门，还有？预设：平台。（板书：有平台）

师：蟋蟀还在这平台上弹琴呢！看来这小小的蟋蟀还很会享
受生活！师：我们把第5自然段连起来读一读。（齐读）

师：那住宅的内部又有什么特点呢？默读第六自然段，找一
找。预设a：屋子的内部没什么布置，但是墙壁很光滑。

师：重点在哪个词？预设：光滑。（板书：光滑）预设b：大
体上讲，住所是很简朴的，清洁、干燥，很卫生。（板书：
简朴、清洁、干燥、卫生）

师：住宅虽然简朴，但是我想，蟋蟀在里面一定过着舒适安
逸的生活。我们把这两句话一起读一读。

（二）体会“伟大的工程”

师：作者又是怎么赞叹蟋蟀的住宅的？预设：假使我们真可
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指名答，再齐读）（板书：伟大的
工程）

师：读到这儿，我们不禁产生一些疑惑，蟋蟀怎么会有修建
住宅的才能呢？它有特别好的工具吗？作者又为什么发出这
样的赞叹呢？一起读第三自然段。（齐读）



师：蟋蟀就用这样柔弱的工具修建了舒适的住宅，怎能不让
人感到惊奇呢？那蟋蟀又是怎样用这柔弱的工具修建出这么
好的住宅呢？课文7—9自然段着重写了这方面内容，请三位
同学分别朗读一下这三个自然段，其他同学仔细听，圈一圈
描写蟋蟀挖掘时的动词。（板书：挖掘）预设：扒、搬、踏、
推、铺。

师：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进行挖掘，你们觉得它盖房子的过
程辛苦吗？非常地辛苦。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齐读）它盖
房子的工具有哪些呢？预设：钳子、前足、后足、锯。

师：凭着这么简单的工具却能盖出有门、有平台、清洁、干
燥的住宅，难怪作者会

这样赞叹——ppt：这座住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

师：当蟋蟀累了的时候，它会怎样？预设：蟋蟀钻在土底下
干活，如果感到疲劳它又进去继续工作。

师：多么勤劳的小家伙！谁能再读读这段文字？（指名读）

师：其实这些都是作者细心观察后才告诉我们的。读读这句
话。ppt：我一连看了两个钟头，看得有些不耐烦了。

师：你觉得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预设：有耐心、细心、善
于观察

师：现在，蟋蟀的住宅已经挖了有两寸深，这么宽敞了，已
经可以住了，可是蟋蟀好像并没有满足，它又做了什么？预
设：整修。（板书：整修）

师：它是怎么整修的呢？默读第九自然段。（生读）能不能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它是怎么整修的呢？预设：蟋蟀长时间
地进行整修，天气变冷了或身体增长了，它就把洞加深加阔，



即使在冬天，它都在里面不停地工作。

师：我们发现了，住宅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整修，要不断地加
深加阔。这个过程是十分繁重而漫长的，最后，蟋蟀才能修
建了一座精致舒适的住宅。对于这样一个柔弱的小生命来说，
这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生接：伟大的工程。）

（一）品味拟人手法及运用师：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蟋蟀的住宅，那为什么读了这篇课文之后我们就如同亲眼所
见一样呢？预设：因为作者描写得很生动。还用了拟人、比
喻等手法；因为作者写得很具体，观察得非常仔细师：有同
学发现课文中有很多地方用了拟人手法，请你们在课文中找
一找把蟋蟀当作人来写的句子，找到了就自己读一读。（学
生汇报）师：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蟋蟀的
喜爱之情都流露在字里行间。你能不能也用拟人的手法来写
写小动物呢？试试看。ppt：仿写：用拟人的手法来描述一种你
喜欢小动物。

（二）介绍法布尔和《昆虫记》师：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文章的作者。把书翻到31页读一读“资料袋”。作者是法国
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他的作品叫《昆虫记》，蟋蟀
的住宅就是其中的一篇。

老师从作品中摘录了一段话，与大家分享。ppt：我的蟋蟀们！
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我才感到生命的活力，而生命是我们这片
土地上的灵魂一个活着的微点——最小最小的生命的一粒，
更能引起我的无限兴趣，更让我无比地热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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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种形式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和
住宅的修建过程，领悟作者的一些表达方法。

2.抓住关键的词句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精神。

3.通过学习课文明白观察的重要性，逐渐养成仔细观察的习
惯。

教学重点：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及修建的过程，学习抓住特
点形象生动地说明事物。

教学难点：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精神。

（一）激趣导入

1.设置游戏猜一猜。通过播放蟋蟀的叫声，学生猜测，引入
课题。蟋蟀不仅是有名的歌唱家，还是著名的建筑家。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蟋蟀的住宅吧！板书课题《蟋蟀的
住宅》，齐读课题。

2.开火车读词语，复习巩固。

（二）品读课文，重点探究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默读课文，思考：课文围绕蟋蟀的住宅
讲了哪两方面的内容？



学生通过朗读课文，抓住关键词句，概括：文章是通过蟋蟀
住宅的特点和蟋蟀住宅的修建过程两个方面来写的。（板书）

学习蟋蟀住宅的特点

1.蟋蟀的住宅有什么特点呢？请同学们再读课文，用“—”
画下有关句子，并能把每一个特点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学生自由读课文，找特点并概括。板书蟋蟀住宅的特点。明
确：这一部分主要从选址、工具和洞内外三方面讲述了蟋蟀
住宅的特点。

2.蟋蟀是如何选址的呢？作者写出了蟋蟀和别的昆虫不同之
处，蟋蟀不肯随遇而安。这里运用了什么手法？（对比）那
么蟋蟀会慎重地选择怎样的住址呢明确：排水优良，并且有
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成的洞穴。从这些地方上我们知道
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肯随遇而安”。拓展：联系上
下文理解“不肯随遇而安”的意思。

明确：“随遇而安”指能适应各种环境，在任何环境中都能
满足。课“不肯随遇而安”是指蟋蟀对自己的住宅要求很高。

3.认真阅读课文第5、6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下列问题。（1）
蟋蟀的住宅有哪些特点？（2）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来写蟋蟀的？
这样写给人什么感觉？学生通过圈画关键句子，朗读体会作
者对于蟋蟀住宅的描写。明确：外部特点——向阳、隐蔽、
干燥、弯弯曲曲、有门、有平台。内部特点——光滑、简朴、
清洁、干燥、卫生。通过作者的描写，你想象出一个怎样的
住宅？非常安全舒适的住宅。作者的描写非常细致，这依靠
的都是作者细致地多角度的观察。

4.朗读描写蟋蟀的住宅外部特点的句子，进一步体会作者生
动的表达。明确：作者运用了精确地语言、生动的比喻和拟
人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集舒适和休闲于一体的蟋蟀的住



宅。通过仿写拟人句，进一步体会其表达的生动之处。学生
想象：在明亮的月夜、蟋蟀在平坦舒适的平台上，迎着微微
的晚风，悠闲地弹起了琴，这是一种怎样的舒适与惬意啊!

5.“蟋蟀的住宅”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在文中把这句话
找出来。明确：“这座住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

6.为什么说蟋蟀用来挖掘的工具“是那样简单”？又为什么
说蟋蟀的住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明确：因为蟋
蟀盖房的工具，只是简单的四只脚和钳子，所以说蟋蟀用来
挖掘的工具“是那样简单”。又因为蟋蟀用如此简单的工具，
建造出平坦、清洁、干燥、卫生的住宅，所以蟋蟀的住
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

学习蟋蟀住宅的建造过程

1.小组学习：自由读课文第7—9自然段，思考：蟋蟀是怎样
修建住宅的？找出描写蟋蟀修建住宅经过的句子。明确：这
一部分从建造时间、怎样建造和整修三个方面介绍。

2.圈出表示蟋蟀挖掘动作的词语。指导朗读：朗读要抓住重
点的动词，从而进一步体会：从这些动词中，我们能体会到
蟋蟀建造过程的艰辛，从而体会到蟋蟀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3.住宅的重要部分快完成了，余下的是长时间的整修，蟋蟀
是怎样整修的呢？重点语句：即使在冬天，只要天气温和，
太阳晒到它住宅的门口，还可以看见蟋蟀从里面不断地抛出
泥土来。

4.朗读体会，谈谈自己的理解。明确：蟋蟀建造住宅从秋天
开始，到了冬天还在不停的整修，说明它非常的勤劳、非常
的努力，我们应该向它学习。

5.学生从时间、挖掘过程、整修三个方面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通过再次介绍，进一步体会蟋蟀的品质。
学生交流，教师提示：这真是一只吃苦耐劳、不随遇而安、
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小蟋蟀啊！我们应该向它学习。

学习作者的观察态度和方法作者为什么能把蟋蟀建造住宅的
写得这样形象、具体、生动呢？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谈谈自己的看法。

明确：作者通过对蟋蟀盖房子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才把文
章写得这样细致入微。观察还要做的多角度：眼看、耳听、
心想。通过分享法布尔关于观察的名言，进一步引导学生学
习其观察的精神和方法。作者观察昆虫时是从外到里，不同
的角度、连续不断地观察才能发现别人忽略的特，写出如此
动人的文章。

（三）品读感悟，解读重点词句

联系上下文理解“不肯随遇而安”的意思。

明确：随遇而安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都会满足。作者运用对
比的手法，通过与其他昆虫的对比，进一步突出蟋蟀对于选
址的慎重。同时，通过蟋蟀会选择排水优良、有温和的阳光、
不利用现成的住宅三个方面来表现蟋蟀的“不肯随遇而安”
的特点。

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

明确：在这句话中，作者巧妙地把蟋蟀发出的声音比喻
为“弹琴”，又将蟋蟀洞穴门口的平地称为“平台”，运用
了拟人的手法让读者感到，这座住宅的设计是很讲究的，它
不仅安全舒适，而且还具备了休闲娱乐的功能。生动的语言
还蕴含着作者对蟋蟀的喜爱之情。我一连看了两个钟头，看
得有些不耐烦了。明确：“我”看得都不耐烦了，可蟋蟀还
在认真修建住宅，更加反衬出了它修建住宅时能吃苦耐劳。



抓住细节，理解反衬手法的精妙之处。

（四）疑难探究

师：作者为什么要把蟋蟀挖掘的洞穴说成是“住宅”，而且
还说是个“伟大的工程”呢？通过学生交流、教师总结明确：
蟋蟀盖房的工具，只有简单的四只脚和钳子工具非常简单、
柔弱。但是蟋蟀用如此简单的工具，建造出的住宅却是那么
清洁、干燥、卫生，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我们体会到了蟋
蟀的建造住宅简直是一个奇迹，所以说“真可以算是一个伟
大的工程了。”

（五）拓展延伸

巩固运用

1．鼓励学生进一步阅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撰
写的《昆虫记》

2.学习作者认真观察的态度，学习写观察日记，通过进一步
交流体会细心观察的乐趣并通过讨论交流观察的方法。

（六）课堂小结

这样伟大的工程，作者是怎样的观察到的呢？就是凭借着细
致地、多角度的观察，作者才能把蟋蟀建房的特点、过程写
得如此具体生动。在这里，老师跟同学们分享一句法布尔的
话，让我们一起学习作者的认真观察的精神，去留心身边的
事物，发现它们独特的美！

__________，运用_____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蟋蟀
的___________品质，表达了作者对蟋蟀的_____________！

（八）作业超市1.课后阅读《昆虫记》。2.尝试连续一周观



察某种动植物，把每天的观察发现写成日记，一周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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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默读课文，读懂课文中蟋蟀住宅修建过程的内容，并结合
蟋蟀住宅的特点理解蟋蟀的住宅算是“伟大的工程”的原因。

2.聚焦蟋蟀修建的工具和时间，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
体会观察的乐趣。

3.品味拟人写法，感受语言的生动形象。

1.默读课文，读懂课文中蟋蟀住宅修建过程的内容，理解蟋
蟀的住宅算是“伟大的工程”的原因。

2.能从课文的相关语句中，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体会
观察的乐趣。

一、回顾特点，质疑“伟大”

1.出示词语，开火车读。

2.观察词语谈发现。

（1）红色字体为本课生字。

（2）这些词语写了蟋蟀的住宅。（板书：蟋蟀的住宅）

3.选择其中一些词语描述一下蟋蟀的住宅或者夸一夸蟋蟀的
住宅。（板书住宅特点：阳光充足便于排水简朴卫生安全隐
蔽）

4.对于蟋蟀的住宅，法布尔给予了怎样的高度评价？

5.引导学生针对“这座住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进行



质疑。

二、聚焦“工具”，感受作者细致的观察

1.自读第七自然段

（1）自读第七自然段，圈出“蟋蟀的工具”。

看图认识工具，谈感受。（板书工具柔弱：前足、钳子、后
足、后腿）

（2）再读第七自然段，蟋蟀是怎么运用这些柔弱的工具？
用“”标出表示动作的词。（板书动作协调：扒、搬、踏、
推、铺）

交流体会（板书表达准确生动）

2.创设情境,练习采访。

（1）同桌两位同学扮演小蜜蜂和蟋蟀先生

（2）学生练习采访,教师巡视。

（3）优秀小记者采访展示。

三、关注“时间”，感受作者连续的观察

1.自读第七至第九自然段

用横线划出带有时间的相关语句，读一读，谈谈有什么体会。
（板书时间漫长：十月秋初寒长时间冬天）

2.集体交流，谈体会。

小结：像法布尔这样长期的、不间断的观察就叫做“连续观



察”。

3.补充《昆虫记》原文语句，加深对作者连续观察的体会。
（板书观察细致连续）

四、综合“特点、工具、时间”，理解“伟大”

1.指名个别学生对蟋蟀住宅的特点和修建过程进行小结。

3.再次出示蟋蟀的图片，教师小结。

五、对比品悟，感受生动表达

1.找一找，说一说。

用浪线划出文中把蟋蟀比作人，把蟋蟀的巢穴比作人的语句。
思考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2.比一比，说一说。

出示课后第三题中的片段，引导学生思考表达上与课文有什
么不同，你更喜欢哪一种。

3.想一想，读一读。

引导：展开想象，朗读文中把蟋蟀比作人的语句，将这种情
趣表现出来。

六、读写结合，拓展延伸

1.完成小练笔，尝试用不同的词语表达情感。

出示：在我眼里，这里是蟋蟀的，它在这里。

2.引入《昆虫记》中一段话，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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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认识7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住宅、隐蔽、
毫不可惜、随遇而安、选择、住址、洞穴、柔弱、搜索、隐
蔽、倾斜、平坦、扒土、宽敞”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读懂蟋蟀的“住宅”是
怎样建成的，激起观察自然的兴趣。

3、积累好词佳句体会作者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具体事物
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点：

了解蟋蟀是怎样建成住宅的，通过重点词句体会蟋蟀吃苦耐
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精神。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导入：

同学们，你们喜欢小昆虫吗？你们捉过蟋蟀养过蟋蟀吗？你
听到过蟋蟀的鸣叫吗？哪位同学能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说一说。

自由读文、了解内容

1、以自己喜欢的形式读课文，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2、在读课文时还要圈画出不认识的生字和不理解的生词。

小组交流、集体修正



1、利用或询问同学的办法解决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生词，
也可把自己圈画出来的生字、词让小组的同学认读和理解，
有争议的或不会得再问老师。

2、小组内的同学说一说文章的主要内容。

3、选取两名同学汇报小组的交流所得，然后集体修正和补充。

分段朗读课文、明确文章层次

1、分别朗读“蟋蟀住宅的特点”和“蟋蟀是怎样建造自己住
宅的”两部分。

2、把自己作为蟋蟀，向同学们介绍自己住宅的特点和建造过
程。

3、选择自己喜欢的语段读一读。

细读课文、提出问题

1、边读边思考，在读懂的文字旁边写上见解和感悟。

2、标记出不理解的句段并提出问题。

小组交流并解决问题、老师归纳关键疑问。

1、根据小组交流的情况，老师归纳出具有共性的重点问题。

如：法布尔为什么不把蟋蟀居住的地方称作“巢、洞、窝”，
而是把它称作“住宅”呢？

2、小组交流探讨自己提出的问题，老师随时介入讨论，和学
生共同解决问题。

整理问题、留作预习任务。



1、记录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问题，在小组内找一个合作伙伴，
利用预习时间共同解决这些疑问。

2、观察一种小动物，记录它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

第二课时

复习导入

上节课同学们提出了几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老师要求两个
同学合作解决，大家遇到困难了吗？那么请大家回答下面的
问题。

问：为什么说蟋蟀的住宅是伟大的工程？

（过程艰辛、工具简单）

读课文、画“住宅”

1、带着问题读课文：蟋蟀的住宅有哪些特点？画出重点词句
加以体会，在体会的基础上反复的读一读。

2、老师出示一张有错误的蟋蟀住宅图，让大家找一找它的毛
病在哪儿。

3、拿起画笔，画出正确的住宅示意图，注意体现蟋蟀住宅的
特点。

4、展示自己的作品并抓住课文里的重点词，以“我的家”为
题说一说自己画出的内容。

5、师生进行评议，并把最好的作品贴到黑板上。

品味重点词语的作用



（读文章的第二自然段，抓关键词进行体会）

2、谁能联系上下文并结合自己读课文的体会说一说“随遇而
安”的意思？

3、反复读“蟋蟀和它们不同，不肯随遇而安。”这一句，你
还能体会到什么？

品读句子、体味情感、领略文章内涵出示句子。

假如我们想到蟋蟀用来挖掘的工具是那样简单，这座住宅真
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

1、先体会这一句该怎样读，然后自己试着读一读，指名读，
教师范读。（读出赞美）

2、根据这句话提出问题：

（1）蟋蟀用来挖掘的工具是什么样的？

（2）为什么说这座住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

（3）作者为什么能把蟋蟀建房子写的那样形象、具体呢？

3、解决问题

步骤：

（1）读课文画出描写蟋蟀建造住宅的工具，并说一说这些工
具的作用。

（2）把自己当作蟋蟀，想象是怎样建造住宅的，小组内说一
说。

（3）听完了介绍，交流一下感受。



（4）体会朗读，读出对蟋蟀不辞劳苦建造住宅的赞美之情。

4、用作者的话和自己的话分别赞美蟋蟀。

步骤：

（1）找出文中三个直接表达作者情感的句子读给大家听。

（2）用自己的话表达对蟋蟀的评价。

学习“资料袋”

读“资料袋”的内容，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和收获。

小练笔

借鉴拟人化的写法，写一篇有关小动物或小昆虫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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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种形式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和
住宅的修建过程，领悟作者的一些表达方法。

2.抓住关键的词句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精神。

3.通过学习课文明白观察的重要性，逐渐养成仔细观察的习
惯。

教学重点：理解蟋蟀住宅的特点及修建的过程，学习抓住特
点形象生动地说明事物。

教学难点：体会蟋蟀吃苦耐劳、不肯随遇而安的精神。



（一）激趣导入

1.设置游戏猜一猜。通过播放蟋蟀的叫声，学生猜测，引入
课题。蟋蟀不仅是有名的歌唱家，还是著名的建筑家。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蟋蟀的住宅吧！板书课题《蟋蟀的
住宅》，齐读课题。

2.开火车读词语，复习巩固。

（二）品读课文，重点探究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默读课文，思考：课文围绕蟋蟀的住宅
讲了哪两方面的内容？

学生通过朗读课文，抓住关键词句，概括：文章是通过蟋蟀
住宅的特点和蟋蟀住宅的修建过程两个方面来写的。（板书）

学习蟋蟀住宅的特点

1.蟋蟀的住宅有什么特点呢？请同学们再读课文，用“—”
画下有关句子，并能把每一个特点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学生自由读课文，找特点并概括。板书蟋蟀住宅的特点。明
确：这一部分主要从选址、工具和洞内外三方面讲述了蟋蟀
住宅的特点。

2.蟋蟀是如何选址的呢？作者写出了蟋蟀和别的昆虫不同之
处，蟋蟀不肯随遇而安。这里运用了什么手法？（对比）那
么蟋蟀会慎重地选择怎样的住址呢明确：排水优良，并且有
温和的阳光。它不利用现成的洞穴。从这些地方上我们知道
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肯随遇而安”。拓展：联系上
下文理解“不肯随遇而安”的意思。

明确：“随遇而安”指能适应各种环境，在任何环境中都能



满足。课“不肯随遇而安”是指蟋蟀对自己的住宅要求很高。

3.认真阅读课文第5、6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下列问题。（1）
蟋蟀的住宅有哪些特点？（2）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来写蟋蟀的？
这样写给人什么感觉？学生通过圈画关键句子，朗读体会作
者对于蟋蟀住宅的描写。明确：外部特点——向阳、隐蔽、
干燥、弯弯曲曲、有门、有平台。内部特点——光滑、简朴、
清洁、干燥、卫生。通过作者的描写，你想象出一个怎样的
住宅？非常安全舒适的住宅。作者的描写非常细致，这依靠
的都是作者细致地多角度的观察。

4.朗读描写蟋蟀的住宅外部特点的句子，进一步体会作者生
动的表达。明确：作者运用了精确地语言、生动的比喻和拟
人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集舒适和休闲于一体的蟋蟀的住
宅。通过仿写拟人句，进一步体会其表达的生动之处。学生
想象：在明亮的月夜、蟋蟀在平坦舒适的平台上，迎着微微
的晚风，悠闲地弹起了琴，这是一种怎样的舒适与惬意啊!

5.“蟋蟀的住宅”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在文中把这句话
找出来。明确：“这座住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

6.为什么说蟋蟀用来挖掘的工具“是那样简单”？又为什么
说蟋蟀的住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明确：因为蟋
蟀盖房的工具，只是简单的四只脚和钳子，所以说蟋蟀用来
挖掘的工具“是那样简单”。又因为蟋蟀用如此简单的工具，
建造出平坦、清洁、干燥、卫生的住宅，所以蟋蟀的住
宅“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

学习蟋蟀住宅的建造过程

1.小组学习：自由读课文第7—9自然段，思考：蟋蟀是怎样
修建住宅的？找出描写蟋蟀修建住宅经过的句子。明确：这
一部分从建造时间、怎样建造和整修三个方面介绍。



2.圈出表示蟋蟀挖掘动作的词语。指导朗读：朗读要抓住重
点的动词，从而进一步体会：从这些动词中，我们能体会到
蟋蟀建造过程的艰辛，从而体会到蟋蟀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3.住宅的重要部分快完成了，余下的是长时间的整修，蟋蟀
是怎样整修的呢？重点语句：即使在冬天，只要天气温和，
太阳晒到它住宅的门口，还可以看见蟋蟀从里面不断地抛出
泥土来。

4.朗读体会，谈谈自己的理解。明确：蟋蟀建造住宅从秋天
开始，到了冬天还在不停的整修，说明它非常的勤劳、非常
的努力，我们应该向它学习。

5.学生从时间、挖掘过程、整修三个方面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通过再次介绍，进一步体会蟋蟀的品质。
学生交流，教师提示：这真是一只吃苦耐劳、不随遇而安、
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小蟋蟀啊！我们应该向它学习。

学习作者的观察态度和方法作者为什么能把蟋蟀建造住宅的
写得这样形象、具体、生动呢？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谈谈自己的看法。

明确：作者通过对蟋蟀盖房子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才把文
章写得这样细致入微。观察还要做的多角度：眼看、耳听、
心想。通过分享法布尔关于观察的名言，进一步引导学生学
习其观察的精神和方法。作者观察昆虫时是从外到里，不同
的角度、连续不断地观察才能发现别人忽略的特，写出如此
动人的文章。

（三）品读感悟，解读重点词句

联系上下文理解“不肯随遇而安”的意思。

明确：随遇而安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都会满足。作者运用对



比的手法，通过与其他昆虫的对比，进一步突出蟋蟀对于选
址的慎重。同时，通过蟋蟀会选择排水优良、有温和的阳光、
不利用现成的住宅三个方面来表现蟋蟀的“不肯随遇而安”
的特点。

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

明确：在这句话中，作者巧妙地把蟋蟀发出的声音比喻
为“弹琴”，又将蟋蟀洞穴门口的平地称为“平台”，运用
了拟人的手法让读者感到，这座住宅的设计是很讲究的，它
不仅安全舒适，而且还具备了休闲娱乐的功能。生动的语言
还蕴含着作者对蟋蟀的喜爱之情。我一连看了两个钟头，看
得有些不耐烦了。明确：“我”看得都不耐烦了，可蟋蟀还
在认真修建住宅，更加反衬出了它修建住宅时能吃苦耐劳。
抓住细节，理解反衬手法的精妙之处。

（四）疑难探究

师：作者为什么要把蟋蟀挖掘的洞穴说成是“住宅”，而且
还说是个“伟大的工程”呢？通过学生交流、教师总结明确：
蟋蟀盖房的工具，只有简单的四只脚和钳子工具非常简单、
柔弱。但是蟋蟀用如此简单的工具，建造出的住宅却是那么
清洁、干燥、卫生，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我们体会到了蟋
蟀的建造住宅简直是一个奇迹，所以说“真可以算是一个伟
大的工程了。”

（五）拓展延伸

巩固运用

1．鼓励学生进一步阅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撰
写的《昆虫记》

2.学习作者认真观察的态度，学习写观察日记，通过进一步



交流体会细心观察的乐趣并通过讨论交流观察的方法。

（六）课堂小结

这样伟大的工程，作者是怎样的观察到的呢？就是凭借着细
致地、多角度的观察，作者才能把蟋蟀建房的特点、过程写
得如此具体生动。在这里，老师跟同学们分享一句法布尔的
话，让我们一起学习作者的认真观察的精神，去留心身边的
事物，发现它们独特的美！

__________，运用_____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蟋蟀
的___________品质，表达了作者对蟋蟀的_____________！

（八）作业超市1.课后阅读《昆虫记》。2.尝试连续一周观
察某种动植物，把每天的观察发现写成日记，一周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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