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湖的绿阅读理解答案 西湖教学
设计(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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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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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的绿阅读理解答案篇一

本文是一篇描写自然风光的优美文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向
我们展现了西湖秀丽的景色，可谓句句是景，字字都美。细
细读来，仿佛聆听悦耳动听的音乐，又如观赏秀美典雅的画
面，身临其境之感随之而来，了解西湖的愿望、热爱西湖的
情感油然而生。

开篇总起全文，点名西湖是杭州“天堂”的一颗明珠，紧接
着，第2、3自然段介绍了远山和湖面的风景，生动描绘了西
湖主要景点的旖旎风光。最后还描写了月光下西湖给人留下
的美妙意境。

弄清作者观察的时间和地点。欣赏比喻句，

掌握比喻的基本特点。进行欣赏性阅读，背诵自己喜欢的段
落。放映西湖的录像。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自然段。

2、初步感知运用比喻手法对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会
用“犹如”、“像”、“仿佛”、“宛如”等词口头造句。



3、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通过朗读品味，了解西湖的美丽景
色，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陶冶审美
情趣。

教学过程：

一、调动积累、激趣揭题。

师：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杭州被称为——，而
西湖就是——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你站在西湖边看到了什么？

3、交流。（相机指导朗读）

4、齐读。

三、学习第三自然段：

1．自由读第3自然段，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学习。

要求：（1）数一数这一自然段共有几句话？

（2）找一找这段介绍了西湖中的哪些景点，用“”圈出。

2．集体分析：

（1）指名答，板书

（2）你最喜欢哪个景点？为什么？

（3）作者把湖中那蜿蜒的白堤和修长的苏堤比作两条翠绿的
绸带，迎风飘逸，真令人赏心悦目。



（4）下面请同学们选择你最喜欢的一个景点，美美地读一读。

“仿佛”是什么意思？你能用仿佛说一句话吗？

“仙境”是什么样的地方？谁能通过朗读把我们带入仙境。

（6）太美了！如果你在这如画的西湖边走一走，看一看，你
的心情会怎样呢？（愉快、舒畅）

找一找文中用哪一个词语来形容这种心境的？（心旷神怡）

带着这样的心情齐读最后一句。

四、出示第四自然段

过渡：夜幕初垂，明月东升，夜西湖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听老师朗读第四自然段。（出示夜西湖的图片，师配乐朗读）

听了老师的朗读，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学生配乐朗读体会

你觉得哪句话特别美？

五、总结：

1、学到这里，你觉得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2、让我们再次齐读课文，再次感受西湖的奇丽风光。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六、作业



把你喜欢的一段背诵下来。

西湖的绿阅读理解答案篇二

引导学生自主参与教学活动，弘扬和培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是现代教育追求的目标,也是新《语文课程标准》倡导的学习
方式。本课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进行教学设计的。在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给学生充
分自主学习和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去探索、研究，自己解决
问题。最后安排自我评价、调节补救环节。这样充分挖掘学
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探究能力都得到发展。

1揭示课题。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杭就是杭州，
西湖就是杭州的一颗明珠。揭题后让学生思考：从题目看，
本文会写什么内容？（描写西湖的美丽景色）让学生简单说
一说。

2自读课文。提示要求：读准字音，读顺句子，不懂的词语借
助字典或联系上下文初步理解。

学生试读课文，指名学生愿意读哪一节就读哪一节。

整体感知，让学生说出文中写了西湖哪几处景物。

3认读生字、生词。

1学生读书，提出问题。如：为什么说西湖是镶嵌在这天堂里
的一颗明珠？西湖周围的'远山景色如何？湖面的景色如何美
丽？月光下的西湖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对小的问题当时予以
解决，归纳出几个主要问题（如上进问题）让学生研究解决。

2精读思考，解决问题。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带着问题
读书，并可以互相讨论。检查学习效果时，可让学生不按自



然段顺序汇报。

第二自然段：你认为写远山和湖面景色的句子中，哪些词很
重要？（绿、青、浓、淡、银镜、飞、一闪一闪等词语）能
说说理由吗？你能把这些词读好吗？让学生反复品读。

找出两个比喻句并口头造句。

第三自然段：什么叫心旷神怡？文中哪些景物让你心旷神怡，
感到特别舒畅？学生自由说。

你能把心旷神怡的舒畅心情读出来吗？

第五自然段：先让学生看图，读出图中意境，再配上舒缓优
雅的音乐范读课文，反复体会月光下西湖的美丽景色。

通过二、三、四自然段学习，谁能说一句赞美西湖的话（西
湖真美啊！等），自然引出：西湖就是镶嵌在这天堂里的一
颗明珠。

学生对照课前准备好的西湖图片（全景、远山和湖面美丽景
色、小洲等主要景点、月光下的西湖风光）当导游讲解，部
分学生戴上头饰、面具扮游人。

试背课文。

做词语汇展游戏，积累词语。老师说意思，学生猜词语；老
师说近义词，学生猜词；老师指（或述）图中景物，学生用
一个准确的词描绘。

评价题：

  1看拼音，写词语；

  2比一比，再组词；



  3写近义词；

  4学生打比方（如：中秋节晚上，一轮明月宛如一个洁白
的挂天空）；

  5根据课文内容填空。（具体内容略）

学生评价后，根据自己薄弱环节作补偿性学习。

西湖的绿阅读理解答案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会用“犹如”、“真象”、“仿佛”等比喻词造句。

2、品味朗读课文，感受西湖的清奇秀丽，激发学生热爱祖国
河山的思想感情。

3、背诵古诗，再次体会，古今文人对西湖的赞美之情。

教学重点：

1、抓住重点词语理解课文，读中体会西湖的美。

2、结合图画初步体会作者的写作技巧。

教学难点：

结合图画初步体会作者的写作技巧。

教学用具：

录音机、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

播放歌曲。让学生说说听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

二、读中品味。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引导思考：本段有几句话，哪句重点写西湖
的？

2、讨论：第一句交代了什么？作者为何要写第一句话？

用。

4、读书体会西湖不同寻常的秀丽景色。

过渡：作者到底是怎样具体写西湖的呢？让我们学习第二节。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教师范读课文，引导学生思考：本段有几句话？每句写了
什么？

2、指名回答：

出示第一句，指名读。

（1）师问：你读懂了什么？

（2）生；我知道这句话是写山的。（师板书：山）

（3）生：我知道这里的山是连绵起伏、层层叠叠。（板书；



连绵起伏、层层叠叠）

（4）师追问：层层叠叠，连绵起伏是什么意思？请看大屏幕
用无字词典解释这两个词语。

你看到这里的山还有什么特点？生答，师引读。（师板书：
真像）指名读。

（5）师问：你读懂了什么？师板书（真像）用真像造句。

出示第二句指名读。

（1）师问：你读懂了什么？

（2）在小组中讨论。（师板书：）。

（3）看图体会西湖湖面的平静，并有感情读书。

（4）板书：水平如镜犹如并指导学生用“犹如”练习说话。

出示第三句指名读。师问：你读懂了什么？（师板书：一闪
一闪）看图欣赏白鸥掠水面的情景，品味动静结合的精彩写
法。

3、再次亲近本节文本语言，品味西湖远景之美。

过渡：宋代大诗人苏轼曾把西湖比作西施，他称赞西湖
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刚才作者带我们欣赏了西湖美丽的
远景，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着作者走近西湖近距离地欣赏西
湖娇美的身姿吧！

（三）学习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问题。



（2）指名回答问题。

2、屏幕出示景点图的动画，选择喜欢的一处，当小导游介绍
景点，学生间互相评价。

3、教师结合学生介绍情况进行小结，板书：景点。

4、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美美地朗读本节语句。

（四）学习第四自然段。

1、读悟第2、3、4句。指名朗读句子，其他同学边听边想好

像看到了什么？

2、指导朗读两个比喻句，体会西湖的美丽。

3、明月东升，湖光灯光交相辉映，此时如果你伴着悠扬的音
乐

泛舟湖上会有什么感觉？

4、指导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句。（把你的感受放入句子中读
一读。）

5、朗读：师读第一句，生读二、三、四句。

（五）教师结合板书进行小结。

1、西湖，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不论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匆匆而过的旅人，无不为之
倾倒。让我们以苏东坡的诗句来结束今天的游览吧！

2、出示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播放轻音乐，师生在音
乐声中齐诵古诗。



（六）写话抒情。

我相信，西湖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你的心坎上，西湖在你的心
中是什么？让你心中的西湖顺着你的笔尖倾泻，让你对西湖
的情感尽情地流淌，让大家共享这份情怀。

西湖的绿阅读理解答案篇四

《西湖的绿》是一篇游记，一般教法是引导学生抓住景物的
特点，但往往在教学中理性的成分多一些，满足于能概括出
景物的特点，而具体地感悟和用心体验少。根据新课标的精
神，应引导学生在后者下功夫。

引导学生多层次地深入体验西湖的绿。

一、设置悬念，激发阅读兴趣

在学生阅读兴趣激发起来后，教师要求学生按阅读提示自学，
并在小组里交流。

二、整体感知，了解西湖的绿

(估计多数同学在初步阅读后会回答，作者对西湖的独特感受
是西湖的绿。)

教师：作者宗璞是个擅长直接描写景物特点的人，她在文章
中直接用了二十多个绿字，请同学们再读课文，把含有绿字
的词语或描写绿的词语找出来，然后小组里交流。

先自读，再小组交流，然后小组汇报，老师把它写在黑板上。
(含有绿的词语或表示绿的词语有：绿、绿色、绿意、苍翠欲
滴、绿得发黑、碧澄澄的、绿得幽、绿得野、绿得闲、绿茸
茸、绿阴阴、青绿、苔绿)



教师：一篇不到20xx字的文章中，作者用了20多个绿的，但
是我们都一点也不觉得重复，多么了不起啊，请再读课文，
让西湖的绿深入我们的心。

三、点上探究，体验西湖的绿

教师：作者感慨地说，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曲
十八洞绿得闲。灵隐、苏堤、花港观鱼看到的绿又是怎样呢？
喜欢读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再想想那里绿得怎么样，也各用
一个词语概括那里绿的特点。

在学生自读和小组交流基础上老师作适当点拨。

教师：灵隐绿得怎样？苏堤绿得怎样？在花港观鱼，看到的
绿又是怎样？请根据你们的理解上来填写，再说说，你为什
么要这么填。

不管填上什么词语，能说出一定的理由就要鼓励。然后加以
引导。

灵隐绿得（）苏堤绿得（）花港观鱼绿得（）（）（）（）

1、灵隐的绿

估计学生会在灵隐的绿填上丰富、丰富多彩、多姿多彩等词
语，老师要引导学生读体会，从道旁的树、飘着的雨、飞来
峰上的树、小径上的青苔、亭旁的溪水等去感受灵隐是绿得
多姿多彩。

2、苏堤的绿

估计学生会说苏堤绿得阴或绿得美。苏堤绿得阴，苏堤两边
是湖水，湖水是绿的，路旁的树是绿的，似乎从树梢一直绿
到了地下。苏堤绿得美，树上的青苔有趣，多种形状都有。



3、花港观鱼看到的的绿

估计学生会说，花港观鱼看到的绿，绿得活泼、绿得成熟、
绿得生机勃勃。要引导学生从作者对荷叶的绿的感受中，体
会到花港观鱼看到的绿，绿得充满生机。

四、体验导游，再现西湖的绿

教师：西湖是这么的美，每年来旅游的人国内客人上千万，
国外旅客也有几十万。你能根据课文的描述，当一回导游吗？
喜欢带到哪个地方就带到哪个地方，要尽量用上课文中的词
语。

(生模拟导游)

五、课外阅读，了解西湖更多的美

教师：西湖的美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人去西湖会有不同的感
受，请课外找一找有关描写西湖的诗文读一读，那时你会有
更多的感受。

文档为doc格式

西湖的绿阅读理解答案篇五

a、主次分明

b、自成系统

c、疏水之去由，察水之来历

d、以上都是

我的答案：d



2将武当山天柱峰上的道宫命名为““大岳太和宫”的古代帝
王是（）。1.0分

a、明仁宗朱高炽

b、建文帝朱允炆

c、明太祖朱元璋

d、明成祖朱棣

我的答案：d

3园林设计是（）的集合。1.0分

a、地形

b、景

c、道路

d、植物

我的答案：b

4扬仁风扇面亭处所栽种的植物是（）。1.0分

a、悬铃木

b、银杏树

c、柳树

d、油松



我的答案：d

5以下作品中，属于范曾先生作品的是（）。1.0分

a、《五牛图》

b、《墨虾》

c、《漓江胜境图》

d、《战栗于恶魔之前》

我的答案：a

6唐纳花园位于美国的哪个州？（）1.0分

a、德克萨斯州

b、佛罗里达州

c、加利福尼亚州

d、俄勒冈州

我的答案：c

8颐和园的前身是（）。1.0分

a、清漪园

b、畅春园

c、静宜园



d、煦园

我的答案：a

9以下不属于文化宣传类园林建筑的是（）。1.0分

a、展览馆

c、溜冰场

d、阅览室

我的答案：c

10关于古代桥梁建筑，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1.0分

a、既有实用价值，又具有装饰功能

b、在园林中有沟通园路和组景的功能

c、多为十八孔桥

d、廊桥可以为游人蔽日挡雨

我的答案：c

11城市公园系统的小路设计，最窄不应低于（）米。1.0分

a、1

b、1.5

c、2



d、2.5

我的答案：b

12建章宫是以下哪个朝代建造的宫苑？（）1.0分

a、秦代

b、汉代

c、隋代

d、唐代

我的答案：b

13花卉的最佳观赏范围是（）。1.0分

a、距花卉四米以内

b、距花卉五米以内

c、距花卉六米以内

d、距花卉七米以内

我的答案：a

14以下植物中，不在春季开花的是（）。1.0分

a、丁香

b、连翘



c、木芙蓉

d、榆叶梅

我的答案：c

15关于园林中的水系设计，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1.0分

a、要体现出活水的感觉

b、水体要有大小

c、只有皇家园林允许造湖

d、水跟岛的结合应该和谐自然

我的答案：c

16中国园林可分为北方皇家园林、江南私家园林和（）三大
类。1.0分

a、西安皇家园林

b、岭南私家园林

c、西南园林

我的答案：b

17被称为“算圣”的古代数学家是（）。1.0分

a、祖冲之

b、刘徽



c、刘洪

d、郭守敬

我的答案：c

18莫愁湖位于以下哪个城市？（）1.0分

a、昆明

b、扬州

c、南宁

d、南京

我的答案：d

19关于欧洲园林的描述中，下列说法错误的是（）。1.0分

a、以凡尔赛宫为主要代表

b、驳岸多为直线

c、常以山石代替雕塑

d、园中植物必须修剪得当

我的答案：c

20

关于凡尔赛宫，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1.0分



a、世界五大宫殿之一

b、位于法国

c、规则式的中轴对称园林

d、朝向是坐东朝西

我的答案：d

21浣云沼与以下哪处景色构成了峰池之景？（）1.0分

a、瑞云峰

b、冠云峰

c、岫云峰

d、祥云峰

我的答案：b

22园林设计规范不包括以下哪点？（）1.0分

a、经济

b、安全

c、美观

d、开阔

我的答案：d



23大同的四大文化不包括以下哪一项？（）1.0分

a、军旅文化

b、佛国文化

c、丝绸文化

d、矿业文化

我的答案：d

24下列植物中，适合种植在殿春簃中的是（）。1.0分

a、腊梅

b、迎春

c、芙蓉花

d、牡丹

我的答案：d

25以下不属于“西湖三岛”的是（）。1.0分

a、三潭印月

b、湖心岛

c、梅峰岛

d、阮公墩



我的答案：c

26西湖三岛不包括以下哪项？（）。1.0分

a、湖心亭

b、三潭印月

c、陶然亭

d、阮公墩

我的答案：c

27中国的第一个佛寺位于以下哪座城市？（）1.0分

a、开封

b、扬州

c、洛阳

d、西安

我的答案：c

28以下建筑中，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是（）。1.0分

a、东直门

b、颐和园

c、天安门



d、圆明园

我的答案：c

29关于扬仁风，下列说法正确的是（）。1.0分

a、属于私家园林

b、表现了园主人的“渔隐”思想

c、为太子读书学习的场所

d、位于乐寿堂西侧

我的答案：d

30园林中园路的作用不包括（）。1.0分

a、引导游览

b、组织交通

c、构成景色

d、安全防护

我的答案：d

31苏州最大的园林是（）。1.0分

a、留园

b、狮子林



c、拙政园

d、耦园

我的答案：c

32一名合格的园林设计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1.0
分

a、熟知植物的特性

b、调查研究的能力

c、绘画功力

d、以上都需要

我的答案：d

33唐学山教授为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设计的庭院的名称是
（）。1.0分

a、墨园

b、量子园

c、宇称图腾园

d、守恒园

我的'答案：c

38要达到自然美跟人工美的统一，造园家在造园时需要遵照
以下哪个法则？（）



a、依山傍水

b、坐北朝南

c、移花接木

d、因地制宜

我的答案：d

39大同御河园的“汉马止步”一景与下列哪个历史事件有关？
（）1.0分

a、火烧赤壁

b、草船借箭

c、昭君出塞

d、貂蝉拜月

我的答案：c

40沈阳白塔公园中的白塔建于以下哪个朝代？（）1.0分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

我的答案：d



42十笏园位于以下哪个省？（）1.0分

a、浙江

b、山东

c、江苏

d、广东

我的答案：b

43紫薇花的花期在以下哪个季节？（）1.0分

a、春季

b、夏季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