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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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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念：

新课程的实施，课堂已是师生互动，心灵对话的舞台，是师
生共创奇迹的时空，是向未知挺进的旅程，是点燃学生智慧
的火把。因此，我力求在这课的教学中贯穿生活性、发展性、
生命性这三大理念，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过程
中学习，这也是新课标倡导的学习方式。

然而，《世纪宝鼎》却是一篇学生觉得枯燥、乏味的说明性
文章，要让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我切实
地动了一番脑筋，这将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得以体现。

教学目标：

1、学会七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铸赠、铭文、堪称、
结构、造型古朴、工艺精湛、钟鸣鼎食、一言九鼎，鼎志昌
盛、龙兆吉祥。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抄写自己喜欢的词句。

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世纪宝鼎“的精美艺术和深刻寓意，
体会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和新世纪的美好祝愿。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世纪宝鼎“的精美艺术和深刻寓意，
体会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和新世纪的美好祝愿。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师：同学们，在上课之前，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这
个游戏的名字叫《巧猜成语》。听好了：敲着钟，列鼎而食，
形容富贵人家生活奢侈豪华——钟鸣鼎食;一句话顶的上九个
鼎，形容说话分量特别重——一言九鼎。很优秀的作
品——“扛鼎之作”，很有名气——“鼎鼎大名”。全力帮
助——鼎力相助;三分天下——三足鼎立。

师：同学们，注意到没有，刚才老师考大家的成语有什么共
同点?

(都有一个鼎字。)

师：鼎是象形字，也是个生字。我把它写在黑板上，请大家
注意它的笔顺。(板书“鼎”字)，我们一起书空，(学生书空。
)

师：知道什么是鼎么?(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

出示挂图，师述：这是一只现代宝鼎，是我国政府专门为联
合国50华诞铸造的，它现在伫立于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它
叫——生：世纪宝鼎。

师：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一篇介绍它的课文《世纪宝
鼎》。(板书课题“23世纪宝鼎，齐读课题。)

二、整体感知，读取信息。



师：请同学们自由读一读课文，注意把字音读准确，语句读
通顺。看看课文介绍了关于世纪宝鼎的哪些信息?(学生自由
读课文，教师巡视。)

师：读了课文了解了世纪宝鼎的哪些信息呢?

(学生汇报：教师板书：来历、外形、价值、寓意)

三、创设情境，品读意蕴。

生：汇报。

2、师：好，请同学们想介绍哪一部分就重点读哪一部分，并
找出有关的语句说出理由。

学生阅读，讨论。

3、学生汇报：生：世纪宝鼎的底座上饰有56条龙，因为我们
国家有56个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样可以更好的反映中华
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以我介绍这一部分。

生：鼎座高0。5米，象征联合国成立50周年，鼎身高2。1米，
象征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了这些数字的
象征意义，还知道世纪宝鼎是专门为联合国成立50华诞而精
心设计的。所以我介绍这一部分。

生：鼎重1。5吨，三足双耳，腹略鼓，底浑圆，四周有商周
纹饰，浮雕兽面，云纹填底。这句话虽然只有二、三十个汉
字，但是把世纪宝鼎的造型、纹饰介绍的很清楚。所以我介
绍这一部分。(生介绍时，出示这句话。)

学生结合资料谈

师：是啊，世纪宝鼎造型古朴，给人以美的享受。谁来读好
这句话?



指名读。评价，再读，齐读。

师：请同学们接着汇报。

生：“鼎在远古的时候，是中国先民使用的一种炊具，后来
又发展成一种礼器。”这句话写出了鼎的发展历史。我想加
利秘书长作为外国人，可能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所以我打算
介绍这一部分。

生：鼎作为一种重要礼器，象征团结、统一和权威，是代表
和平、发展、昌盛的吉祥物。从这句话能看出鼎的象征意义，
所以我介绍这一句。

生：“这座世纪宝鼎，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之大成，熔古
代技艺与现代科技于一炉。”我读了这句话，我觉得咱们中
国能造出这么好的鼎，心中充满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所以
我想介绍这一句。

师：(出示句子)那你再读一遍，读出自豪感来。评价，再读，
齐读。

生：“联合国珍藏着世界各国赠送的礼品，各有意义。中国
的这个宝鼎寓意更深。鼎志昌盛，龙兆吉祥。”鼎是代表和
平、发展、昌盛的吉祥物，我觉得这句话代表着全世界爱好
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心愿。所以我准备介绍这一部分。

师：世纪宝鼎是和平的象征，是和平的使者。让我们用动情
的声音去传递世纪宝鼎所寄托的`这份美好祝福吧!齐读课文
最后一段。

四、自主实践,发展语言

师:我们说了这么多，加利先生一定等急了，你们的现场赠宝
仪式作好准备了么?不过赠宝时要真正做到落落大方,彬彬有



礼,咱们还得进入角色认真练习.请在小组里合作练习。

(学生进入角色练习)

师:同学们,咱们现在已经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赠宝的新闻
发布会现在开始!

赠鼎记者招待会

师：记者提问踊跃,中国的赠宝大使和秘书长先生更是沉着应
答,你们可真棒!

师总结:全世界人民爱好和平，期盼和平，让我们共同祈祷咱
们的世界永远和平昌盛

板书设计：

23世纪宝鼎

来历外形价值寓意

和平昌盛

教学反思：

课前我让学生收集了与“鼎”有关的成语、与“鼎”有关的
资料，为上课做好准备。开始我带着学生做游戏《巧猜成语》
引入课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我创设情境：刚才初
读课文，我们了解了有关世纪宝鼎的简单信息。同学们，如
果时间能够倒流到1995年10月的那一天，你愿意代表咱们中
国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并向当时的秘书长加利作相关介
绍么?如果有这个机会，你最想向秘书长加利介绍宝鼎的什么
呢?让学生品读课文，最后设计了一个“赠鼎记者招待会”，
学生热情高涨，积极投入到这个活动中来，使他们在精神活
动的参与中得到语言能力和精神世界的全面提升。这节课的



不足之处：在品读“1。鼎重1。5吨，三足双耳，腹略鼓，底
浑圆，四周有商周纹饰，浮雕兽面，云纹填底。2。这座世纪
宝鼎，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之大成，熔古代技艺与现代科
技于一炉。”这两个句子时挖得不够深，学生对中国的悠久
历史、灿烂文化还体会得不够深，学生的朗读还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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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5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呼风唤雨、出乎
意料、改观、程度、依赖、农耕社会、腾云驾雾、寄托、幻
想、洞察、原子核、程控电话、因特网、联系、哲学家、归
根到底等词语。

2、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语言简洁、条理清楚的表达特点，
能联系生活实际，谈出自己的阅读感受。

3、了解20世纪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激发热爱科
学的情感以及学习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

【教学过程】

一、解题导入，激发兴趣

板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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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教了《海洋――21世纪的希望》这篇课文，第一课时目
标如下：1、拟题的艺术；2、读通课文；3、自学字词；4、
概括主要内容；5、讨论解决文后第2题。

在导入新课之时，我抓住课题中的破折号，引导学生说清题



意，而后引导学生体会作者金波拟题的艺术。学生能说出，
这样的题目能设置悬念，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还有一个好
处，就是能让人对课文重点内容一目了然。这个好处，放到
第二课时，引导学生回顾课文时，再请他们思考思考。

关于读通课文和自学字词这两个环节，我的想法是以学生预
习为基础，以检查为主要手段，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学习中
来，我要的是学生实实在在的学习效果，而且要在课堂上体
现出来。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引导概括主要内容时，我教给学生抓住重点句的方法。不
少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方法，就连叶雨这位平时不大爱发言的
同学也举手了。这也归功于作者写作上结构严谨、条理分明。

讨论解决文后第2题：课文是抓住哪些要点来说明海洋是人
类21世纪希望的？这是这一节课的教学重点。我留给学生自
读课文的时间，在交流时，让多名学生说，然后再请中下生
说，这样让全体学生都能用心地听、准确地说，通过积极地
学习，当堂大面积巩固学习成果。不要以为第一课时没有什么
“嚼头”，其实每一课时都是一样有意思。

另一方面，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特地让学生总结第五至八自
然段写法上的共同点。这几个自然段都是先写人类面临的危
机，再写海洋怎样帮助解决危机。

回顾这一节课，我认为这是一篇简明的科普类说明文，不需
要怎么去花心思品读，那么针对这一文体，第一课时我确定
了以上几个目标。而第二节课，我会引导学生完成这样两个
目标：1、学习第一至三自然段，了解海洋在人们心目中的位
置，学习本文当中不同于一般说明文的表达方法；2、解决文
后第3题，让学生课前查找资料，动笔写一写：未来的海洋是
什么样子的？这样由文至写，进行非常必要的综合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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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认识“赖”“耕”两个生字，会
写“赖”“耕”“改”“程”

4个生字，能正确读写词语。

２、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第一至第二自然段。

３、理解课文第一至第二自然段。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第一至第二自然段。教学难点

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启发兴趣

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看过西游记吗？你们喜欢里面的哪个人物？
为什么？

2.同学们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法术高强，要风得风，要雨
得雨。他们可真是呼风唤雨呀！今天我们就要走进一个呼风
唤雨的世纪。

3.板书课题。



二.整体感知了解课文内容

1.默读课文，标出自然段。

2.课件出示课文中的长句，生自由多读几遍。

3.学习生字“耕”“赖”。

三.精读课文学习课文第一，二自然段

1.默读课文第一二自然段，找出中心句。

2.联系上下文说说呼风唤雨的意思。

3.课件出示词语，指导学生读准确。

4.讲解“发现”与“发明”并进行练习。四．指导书写

1.观察字形及占位。

2.教师范写，学生练习书写。

3.交流展示，教师评议。

五．作业：1.抄写生字词语。

2.熟读课文第一二自然段。

六.板书设计：

发明发现

呼风唤雨的世纪第一课时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



五

1．课文中哪儿写出了它的变化很巨大、迅速呢？默读课文找
一找，把相关的语句画下来。

２．我看到同学们画出了很多句子，先和你的同桌交流交流
彼此的感受吧。

3．谁在第3自然段画出了句子呀？

（1）“人们只能在神话中用“千里眼”“顺风耳”和腾云驾
雾的神仙，来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

人们用“千里眼”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

人们用“顺风耳”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

人们用腾云驾雾的神仙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

过渡：是呀，农耕社会的人们只能用“神话”来寄托自己的
美好愿望了。

4．谁在第4自然段画出了句子呀？

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潜入深海，洞察百亿光年外的天体，
探索原子核世界的奥秘；20世纪，电视、程控电话、因特网
以及民航飞机、高速火车、远洋船舶等，日益把人类居住的
星球变成联系紧密的“地球村”。

（1）．谈感受，读句子。（一读，旨在读出个人感受）

（2）．这里有这么多的发现和发明，你觉得哪一个最了不起？
（学生畅所欲言，师可做适当引导：如登上月球、潜入深海、
洞察百亿光年外的天体、探索原子核世界的奥秘等。）



如孩子质疑，师可稍做解释：原子核、光年等或师可相机介
绍原子核、光年。

原子核：让你想到什么？原子的核心部分，它的裂变可以产
生巨大的能量，在军事、医疗等方面运用广泛。

光年：一种计算恒星间距离的长度单位。光年指的是光在真
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一光年约为九万四千六百亿公里，那
么百亿光年呢？（二读：读出“了不起”。）

（3）．相比较于农耕社会的生活，哪儿能看出我们的生活更
舒适、更方便呢？

（4）．“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听的，看的，玩的，学的，
都有什么变化？（精神文化生活。）

（5）．生活在这样科技发达的新世纪，你的心情怎么样？
（生：愉快、高兴、激动、兴奋）

（三读：读出前后变化之大，读出“高兴、骄傲”）

（四读：师生接读）

5．还有在其它段落中画出相关句子的吗？（学生自由交流）

6．你瞧，你们多会读课文呀，你们读出了这20世纪变化之大，
变化之快，再看看课文，有没有没读懂的内容呢？（引向诗
句的教学。）

7．这变化之大、之快真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引读：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齐读，知道这句诗的意思吗？学生说说。表面理解：



一夜春风就吹开了千树万树的梨花。

（4）想一想，诗句的意思和变化之巨大、之迅速有什么关系
呢？学生畅所欲言（注意引导学生从字面上谈）。是呀，
这20世纪的变化就好像这一夜变白的世界一样让我们惊喜，
再读诗歌。

（5）多好的诗呀，把它记在你的积累本上吧，以后就可以用
它来形容日新月异的'变化了。

（6）学生将其抄写在记录本上。

8．孩子们，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20世
纪吧。（播放影音文件）

小结：是的，是科学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科学技术造
就了一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20世纪，更是科学技术使人
类仿佛拥有了“呼风唤雨”的力量，我们再来读读课题——
呼风唤雨的世纪。

20世纪是神奇的，路甬祥爷爷用了不到600字就将20世纪100
年的辉煌都写出来了，这是另一种“神奇”。他是怎样写的
呢？（板书：？）回家再读读课文，想一想，下节课我们一
起交流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