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青山不老教案教学设计 六年级语文
公开课青山不老教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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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青山不老教案教学设计篇一

《青山不老》是本册教材第四单元的一篇略读课文，教学安
排为一课时。文章语言生动优美，用清新的笔触向我们描绘
了一位山野老农，面对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艰辛，
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植树造林的工作中，用时间在晋西北奇迹
般地创造了一片绿洲，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后代造福。

通过选编意图与对教材的钻研，我确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能力目标：认读生字，理解词义，概括课文内容，说
明青山不老的涵义，领悟老人的情怀。

2、过程和方法目标：通过自读，结合上下文理解，围绕课文
主线索印发思考，小组质疑、合作探讨，分析奇迹与老人高
尚品质的内在联系。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感受老人改造山林的艰辛，引发学
生热爱地球、保护环境从我从小事做起的思想感情；也给学
生树立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做事原则。

4、教学重难点：围绕教学目标，我将“找出老人创造的奇迹
及这其中的困难”定为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是体会“青山不
老”的真正含义。



二、说学情

旬邑清塬镇的自然条件也是多风、尘土大。虽说没有达
到“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倒行，或擎之高二三丈而坠”的
地步，但也的确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吹到东，无风处处土，
风起土眯眼”的现状，所以，谈及晋西北地区的恶劣的自然
环境，我们学生能有一个较清晰的感性认识，理解课文比较
容易。另外，这一课为本单元最后一篇，前三课的学习学生
已经基本的有了环境危机感与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就更能理
解文章要传达的意图。

三、说教法学法

根据新课标的以学定教，我采用了谈话法、创设情境法和多
媒体辅助法。而学法则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自读来感悟课文，
以读代讲，抓重点句分析，放手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质
疑、讨论、交流，从而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

四、说教学过程

为完成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我决定抓住
“一个中心线索――奇迹”来整体规划全文教学，让学生认
识奇迹、走进奇迹、感悟奇迹。我是按以下五个环节来展开
教学的。

（一）复习导入，强调本单元主题。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眷恋
与珍惜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守
护地球”主题文章，来看看一位老人与青山之间的故事。

（二）预习情况检查。在短时间内解决字、词、主要内容，
使学生对课文内容有大致的了解。这个环节主要以练习题的
形式呈现。

（三）读中理解，读中悟情。这一环节，我紧扣导读中的三



个问题，引导学生把握文章主要线索，再沿着这个线索分析
课文。首先，我让学生寻找体现老人创造的奇迹的句子(描绘
青山的句子)，学生找到了三个句子我引导他们分析，使学生
领悟老人的巨大贡献；接着出示晋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及沙
尘暴、大风的图片，让学生讨论、感悟老人在创造奇迹过程
中的.不易；最后分析体现老人品质的三个句子，体会“青山
不老”的含义。巍巍青山，棵棵杨柳，记载了老人寄情荒山、
造福后代的足迹，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他的精神却在茫
茫青山之中得到永恒，而且将随着青山永垂不朽。这正
是“奇迹”的价值体现。

就这样在层层递进中，我将教学重难点一一突破，引导学生
感悟了文章的深刻内涵。

（四）畅谈感想，升华情感。以“看到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
都可以为改造自然做这样大的贡献，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引发学生畅谈植树造林、保护环境。而且，让同学认识到，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有心的话，每天都可以是“植树
节”、“地球保护日”。

（五）拓展。植树谚语的学习，使学生明白，做任何事，
用“心”是基石。做生活的有心人，没有荒凉的沙漠，更没
有荒凉的人生。

五、说教后反思

“完美无懈”的课堂是不存在的，何况初登教坛经验不足的
我，上完课我就意识到了这节课的许多不足之处，清醒的认
识以便清楚的更改。

1、课堂任务未按时完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检查预习，也
就是字词拖的时间过长；二是不能熟练的进行课堂管理，本
来的自渎过程却点名让一个跑神儿的学生读从而耽搁了时间。



2、讨论环节时间给予的比较少，学生未能真正进入讨论，也
让一些淘气的学生趁机捣乱了。

3、点名让学生读时她唱读，另外对她读的过程中的错字讲价
不够及时。

4、课件制作时有一些小动画，却起了反作用，使学生的注意
力不集中。

5、由于字词的时间过长，致使课堂前松后紧，为总结强调。

这是我的说课内容，希望其他的老师也能开诚布公的提出意
见给出建议。

青山不老教案教学设计篇二

窗外是参天的杨柳。院子在山沟里，山上全是树。我们盘腿
坐在土炕上，就像坐在船上，四周全是绿色的波浪，风一吹，
树梢卷过涛声，叶间闪着粼粼的波光。

我知道这条山沟所处的大环境。这是中国的晋西北，是西伯
利亚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是干旱、霜冻、沙尘暴等与生命
作对的怪物盘踞之地。过去，这里风吹沙起，能一直埋到城
头。当地县志载：“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倒行，或擎之
高二三丈而坠。”就在如此险恶的地方，我对面这个手端一
杆旱烟袋的瘦小老头，竟创造了这块绿洲。

我还知道这个院子里的小环境。一排三间房，就剩下老者一
人。老人每天早晨抓把柴煮饭，带上干粮扛上铁锹进沟上山;
晚上回来，吃过饭，抽袋烟睡觉。六十五岁那年，他组织了
七位老汉开始治理这条沟，现在已有五人离世。他可敬的老
伴，与他风雨同舟一生;一天他栽树回来时，发现她已静静地
躺在炕上过世了。他已经八十-一岁，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也会
爬不起来。他的女儿三番五次地从城里回来，要接他去享清



福，他不走。他觉得种树是命运的选择，屋后的青山就是生
命的归宿。

他敲着早烟锅不紧不慢地说着，村干部在旁边恭敬地补
充……十五年啊，绿化了八条沟，造了七条防风林带，三千
七百亩林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去年冬天，他用林业
收入资助每户村民买了一台电视机——他还有宏伟设想，还
要栽树，直到自己爬不起来为止。

在屋里说完话，老人陪我们到沟里去看树。杨树、柳树，如
臂如股，劲挺在山洼山腰。看不见它们的根，山洪涌下的泥
埋住了树的下半截，树却勇敢地顶住了它的凶猛。这山已失
去了原来的坡形，依着一层层的树形成层层的梯。老人
说：“这树下的淤泥有两米厚，都是好土啊。”是的，保住
了这黄土，我们才有这绿树;有了这绿树，我们才守住了这片
土。

看完树，我们在村口道别。老人拄着拐杖，慢慢迈进他那个
绿风荡漾的小院。我不禁鼻子一酸也许老人进去后就再也出
不来了。作为一个山野老农，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种东西。他是真正与山川共
存、与日月同辉了。

这位普通老人让我领悟到：青山是不会老的。

中，晋西北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青山不老教案教学设计篇三

1、通过自学，大体理解诗意;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并能默写。

3、使学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体会作者对雄伟自然的赞美之



情。。

4、感受诗句的优美，品味诗人用词的精妙，进一步培养学生
的语感。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诗句意思，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感情。

教学过程

一、知诗人，解诗题。

1、直接揭题：浪淘沙

2、理解诗题，学生结合课前预习自由说说。

(1)浪淘沙：唐教坊曲名。创自刘禹锡、白居易，其形式为七
言绝句。后又用为词牌名。

(2)浪淘：波浪淘洗。

3、了解诗人。

学生交流有关刘禹锡的资料，教师相机引导学生背背积累的
刘禹锡的诗，并适时提示学生注意作者与当地的关系，了解
当时的创作背景。

刘禹锡(772-842)，唐代诗人，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是柳宗元的好友，人称刘柳，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流放，性
格豪迈，决不向恶势力低头。他的诗也写得很有豪气，白居
易因而称他“诗豪”。他的七律和七绝都有许多名篇，而用
民歌体裁来写七绝更是他引人注目的特点，为唐诗中别开生
面之作。



二、读通读顺。

浪淘沙 刘禹锡

三、抓字眼，明诗意。

1、初读，理解词义。

浪淘沙：唐教坊曲名。创自刘禹锡、白居易，其形式为七言
绝句。后又用为词牌名。

九曲：自古相传黄河有九道弯。形容弯弯曲曲的地方很多。

浪淘：波浪淘洗。

簸：掀翻。

牵牛织女：银河系的两个星座名。自古相传，织女为天上仙
女，下凡到人间，和牛郎结为夫妇。后西王母召回织女，牛
郎追上天，西王母罚他们隔河相望，只准每年七月七日的夜
晚相会一次。

2、再读，理解诗意。

想一想，为什么这么读?，联系上下文解决。

(1)——理解第一、二句。(事物的形状、状态。)借助简笔画
理解。

(2)——理解第三、四句。

(景物的雄伟壮观，作者的夸张方法。)引导学生联想进行理
解。

(3)——学生连起来说说诗意。万里黄河弯弯曲曲挟带着泥沙，



波涛滚滚如巨风掀簸来自天涯。现在可以沿着黄河直上银河
去，我们一起去寻访牛郎织女的家。借用图片理解。

3、品读，深化理解。

名句赏析——“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1)读读诗句，想想意思，是否有新的疑问产生?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2)引导学生释疑，在此过程中体会诗人内心的豁达与豪迈。。

四、品用词，练语感。

(一)品评“上”字

1、诗的每个字都要经过仔细推敲，你知道诗中哪个字作者反
复推敲才决定用它的吗?

2、猜猜他曾用过哪些字?(到、过、去、……)

把这些字填进去读读，与“上”字比一比，“上”字好在什
么地方?

小结：是啊!一个“上”字，引发了我们学生多少联想

(二)尝试推敲。

现在，老师让你们也来当一回小诗人，推敲推敲，琢磨琢磨，
该用哪个字合适?并说说为什么。

1、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客船。(来、去、到、
见、……)



2、风乍起，吹一池春水。(动、皱、翻、起)

五、自主小结，自主作业。

1、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呢?(引导学生从多方面进行总结)

2、你认为这堂课应做什么作业。(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特长
进行巩固或延伸，如配乐诗朗诵，画画情境图，改写散文或
现代小诗等等)

青山不老教案教学设计篇四

1、识“虐、踞、淤”，理解“肆虐、风雨同舟、三番五次、
归宿、山川共存、日月同辉”的意思。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相关图片资料、课件。

教 学 过 程

出示图画，*导入

1、出示一幅如诗如画的山林图。

2、板书课题：青山不老。

3、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要求学生用较快的速度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读流畅、读
正确。圈出自己认为最关键的词语。 教师出示重点词，学生
进行练习。

自由选择下列词语中的五个，把它们连起来说说课文主要讲
了什么内容：



扛上 肆虐 盘踞 绿洲 归宿 奇迹 宏伟 价值 命运

以文入情，感受奇迹

1、抓“奇迹”。

师：青山为证，绿树为凭。老人绿化造林，执著地坚守着大
山。从他的事迹中，哪个词可以概括你受到的震撼?(奇迹)

15年啊，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3 700亩林网，这
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去年冬天，他用林业收入资助每户村
民买了一台电视机。

这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呀?引导学生想象，然后齐读。

2、课文的哪些部分还具体写到了这一奇迹?找出来进行交流。
(第1自然段和第5自然段)

这一奇迹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学生读课文，
概括。

(1)出示：我知道这条山沟所处的大环境。

联系课文，结合注释，学习第2自然段，了解恶劣的自然环境。

(2)我还知道这个院子里的小环境。(学习第3自然段)

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种东西。他是真正与山川共
存、与日月同辉了。

把这句话多读几遍，联系课文内容边读边想，并背诵下来。

再读全文，积累句段

读课文，摘抄或背诵自己喜欢的内容。



青山不老教案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要求：

1、学习生字：淘、簸、涯。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3、理解古诗的内容，想象诗句描绘的画面，体会诗歌表达的
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1、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把对句子的理解和想象结合起来，体会诗歌表达的情感。

教学准备：

1、课前收集有关作者及其作品的资料。

2、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文。

2、这节课，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黄河的风
采神韵吧!

3、板书课题：浪淘沙。齐读课题。

二、检查预习，交流资料。

1、通过预习，你有什么收获?



2、谁愿意为大家读一读这首诗?个别读、集体读同桌对读

3、检查自学生字情况。

三、精读古诗，理解诗句。

1、学习第1、2句。

(1)出示诗句“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2)指名读、全班齐读诗句。

(3)分小组学习、交流。

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是你不懂的?

(4)学习汇报。教师随机答疑。(板书：浪淘风簸)

(5)咱们可以用什么词概括黄河给你留下的印象?(板书：气势
雄伟)

(6)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朗读把黄河的这种雄伟壮丽、
气势磅礴的力量美表现出来吧!自由朗读、指名读、分组读。

2、学习第3、4句。(出示3、4句诗)

(1)全班齐读。

(2)诗人想直上银河去做什么呢?(板书：直上银河)

(3)让我们随着诗人的脚步，沿着黄河顺流之上，到那天上的
银河之畔，探访牛郎和织女。男、女生读诗句。(板书：想象
写实)

3、指导朗读。



4、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诗的意思?

5、尝试背诵。(指名背。全班背。)

四、拓展延伸，保护黄河。

1、诗人向我们展示雄伟壮丽、气势磅礴的黄河。黄河历经千
年，如今怎样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出示黄河被污染的
素材。

2、你看到了什么?你的心情怎样?

3、请同学们开动脑筋，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为保护我们的
母亲河献计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