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 沙漠中的绿
洲教学实录(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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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一

从飞机上往下看，阿联酋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这不是白雪，
而是沙漠。在这白茫茫的沙漠中，有着星罗棋布的绿洲——
那是城市。

我们来到迪拜访问。这里绿树成阴，鲜花遍地。地上没有一
片落叶，更不见有人攀树枝、摘鲜花，或是在草地上行走。

阿拉伯朋友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株小树，每一棵小草，都
是国家花很大的代价培植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
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原先这里是沙漠，
地面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好像罩着一层硬硬的壳。这里，土
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简直是块不毛之地！恶劣的自然环境
并没有难倒阿联酋人民。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
买来树苗和花草。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
种植树木的泥土，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由总水塔输出的
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自来水管，源源不断地送到树木花草
的根部。“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
丽。”阿拉伯朋友这样说。

那天清晨，我们在迪拜最大的中心公园漫步，正巧碰上一个
穿黄马夹的园林工人在浇水。



“这下面都有自来水管，还需要浇水？”我们指着那些树和
草皮问。

“不，不！”园林工人竖起一个手指连连摇着，又从路边一
个大箱子里拉出一根大皮管。霎时，一阵雨雾从空中洒下来，
把树叶、草和花上的尘土淋得干干净净。眨眼工夫，树叶更
绿，小草更翠，鲜花更艳。园林工人高兴地笑了，做了个洗
脸的动作，说:“你看，它们更漂亮了！”

阿联酋人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花草树木。正
是有了这些绿树和鲜花，沙漠中的人们才有了良好的生存环
境。

师：齐读课题，你觉得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

学生自由读文。自己读自己的。学生读书，教师席间巡视，
及时加以指导：有问题吗？有难认识的字吗？没有。真棒。

怎么样，孩子们？绿洲到底在什么地方？阿联酋。阿联酋那
儿沙漠的地方，迪拜。你要是把这三个字的关系弄清楚，我
觉得你就会知道。

出示世界地图 讲解迪拜是阿联酋的第二大城市。像迪拜这样
城市，可多了。

第六自然段中的“霎时” 讲解

找到字的结构找到窍门儿 就能理解。绿洲是什么意思？（生
答师板书：绿树成荫 鲜花遍地）

找出相关的语句。教师席间巡视。

生：请大家翻到第三自然段，

生：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买来树苗和花草。他



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并
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

生：我看到他们是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买来树苗和
花草。（买来用红色）

师：读读，你感受到了什么？三个买来说明他们什么都没有。

生读。

比较：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淡水，树苗和花草。他们又把
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并在土中
埋下自来水管。

生：我认为就用一个“买来”就觉得他们缺的也不多。

师：三个“买来”，意思就不同了。

生再读。

师：我有一个感觉，如果三个词一样，第一个词轻一点，然
后一个比一个高。师范读。

生读。

师：你们知道吗？在阿联酋水比石油还要贵。你们再来读。

生读。

师：还有哪些词语触动了你？再来读读，理解。

生：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
土，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

师：这句里面有三个动词。红色出示“挖 填 埋”再读一读。



师：谁来读一读，我们一起读，行吗？

孩子们，就让我们走进现在的迪拜，一起去看一看吧。

师：怎么样？

生：我觉得真是鲜花遍地，绿树成荫

生：我觉得那里就是美丽的天堂

生：我知道迪拜的那些人用自己的勤劳，换来了这么多美丽。

师：所以，阿拉伯朋友会说——“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
草，生活才更加美丽。”

他们还会说——“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
美丽。”

师：听了，看了，你有哪些心里话要说？

生：如果南京要这样好，就太好了。

生：保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师：广告词都用上了。世博会的宣传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要说，“绿洲让沙漠更美好。”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绿线中的生字只识不写，理解由生字组成
的词语。



3、会用“纵横交错”、“适宜”造句。

4、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
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1、会用“纵横交错”、“适宜”造句。

2、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教学具准备及辅助活动：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三课时

主要板书计划：

7、沙漠中的绿洲

恶劣 良好

咸而板结 绿树成阴

不毛之地 鲜花遍地

像爱孩子一样

花代价培植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提示课题



1、你见过沙漠吗？了解沙漠吗？

谁能说说沙漠有哪些特点？(板书：沙漠)

2、提示课题（完成板书：沙漠中的绿洲）

3、质疑：看了题目，你有什么问题吗？

二、初读课文

1、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课文，要求：

（1）读准生字字音，圈出生字组成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想想
意思。

（2）注意读顺长句子，难读的地方做上标记。

（3）给每个自然段标上序号，想想意思。

2、学生自学

三、检查自学情况

1、检查生字掌握情况，注意下列生字的读音

霎罗马劣适侍良

2、检查词语掌握情况，说说下列词语意思

恶劣侍弄适宜培植纵横交错觉不毛之地

3、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说说每一自然段的意思

4、重点指导下列句子



（1）在这白茫茫的沙漠中，有着星罗棋布的绿洲——那是城
市。

（2）地上没有一片落叶，更不见有人攀树枝、摘鲜花，或是
在草地上行走。

（3）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木的泥土，
并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

四、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告诉了我们什么？

2、按每一自然段的意思怎样分段。

五、指导写字

1、描红

2、抄写生字词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给带点的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霎时恶劣

侍弄适宜良好

2、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二、细读课文

1、细读第一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第一自然段，想想读后头脑中出现了什么样
的景象？

（2）你是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的？（重点抓住“不是……而
是……”“到处”“白茫茫”）

（3）你还读懂了什么？从哪里可看出来？（抓住“白”
与“绿”的对比，体会。结合理解：“星罗棋布”并指导说
话）

（4）指导朗读（重点词语要重读）

2、读第二自然段

（1）激疑：沙漠中的绿洲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沙漠中的绿
洲又是怎么来的呢？

（2）出示图片让学生欣赏，想想你看到了什么？能介绍一下
吗？

（3）学生交流

（4）自由读二自然段，看看书上是怎样介绍的，边读边找出
描写迪拜美的句子。

（5）指导朗读（自由读—指名读—齐读，用赞美、佩服的语
气）

3、细读第3自然段

（1）质疑：学了第三自然段后，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吗？



（2）生带着问题自由读第一流自然段，边读边做上记号。

用——画出描写环境恶劣的句子，用~~~~~~画出写阿联酋人
民不怕困难建设绿洲的句子。

（3）分四人小组自学讨论

（4）学生交流

（5）师引读：同学们，你们知道植物生长最基本的条件是什
么？

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淡水，而那里原先是——（生齐读）

（6）出示沙漠图

瞧！这样的环境书上用了一个词语不毛之地（结合理解）

师：但是，这样恶劣的环境，阿联酋人民退缩了吗？

生：没有，师：他们从___________

（7）结合理解：纵横交错

（8）指导朗读第3自然段

4、细读第4—6自然段。

（1）自由轻声读，说说读后你们感觉到了什么？你是从哪些
词句中看出来的？

（2）生交流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5、细读第7自然段

（1）齐读，想从这一段里你知道了些什么？

（2）阿联酋人民为什么要精心侍弄花草树木？

（3）生交流

（4）师小结。

三、作业 

四、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指名读课文

2、说说从哪里可看出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树木非常精心？

他们为什么那样爱护花草树木？

二、指导造句

1、理解“纵横交错”、“适宜”的意思

2、找出课文中带有这两个词语的句子，读读

3、补充句子

4、指名学生说说

三、布置作业 



课后当小导游互相说说。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三

生1：八遍。

师：了不起！

生2（迫不及待）：十二遍！

生（声音不太响亮）：愿意。

师：不愿意就算！

生（声音响亮地）：愿意！

师：做老师的老师，有信心吗？

生（声音不太响亮）：有。

师：信心不足。

生（声音响亮地）：有！

（微笑地以“书读几遍了”一个轻松的话题，与学生拉家常
似的导入新课，有利于学生心理放松，为学习新知提供良好
的心理准备。教学中，老师对学生的读书成果并不只以“真
不简单”一句表扬结束，而让学生做本节课的小老师，使学
生明确本节课主要是向老师展示自己的读书所得。这一要求
激起所有学生的表现欲，激发了他们读书的兴趣。）

师：下面请同学们把课本打开，轻声读课文2——6节。边读
边想象：像老师这样，课文只读了一遍，又没有去阿联酋旅
行过的人会不知道些什么。



（生自由读课文）

师：老师发现乔羽同学就很会读书，她一边读一边还划着什
么写着什么。

（通过榜样，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既表扬了会读书的同学，
又潜移默化地教给了其他学生读书方法。）

（其余生有所悟，边读书边动笔。）

师：谁来说说老师会不知道些什么。

生1：老师不知道在阿联酋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
孩子。

师（出示“阿联酋朋友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株小树，每一
棵小草，都是国家花很大的代价培植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这里，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老师
粗略地计算一下，在我们农村培养一个孩子至少需要两万元。
照这样算，建造一个中心公园需要多少钱呢？（彩图出示阿
联酋迪拜中心公园）下面大家一起来算一下，我数树，大家
计算钱。

师：一棵。

生：两万。

师；两棵。

生：四万。

师；三棵。

生：六万。



师：四棵。

生：八万。

师：五棵。

生：十万。

……

师；大家看，中心公园中的树还有很多。你估计一下建造这
座公园需要多少钱？

生1：一百五十万！

师：才七十五棵树。

生2：二百五十万！

师：才一百二十五棵树。

生3（鼓足气）：一千万！

生4：一亿美元！

（引导学生通过数树算钱，将“培育一棵树抵得上培养一个
孩子”具体化，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又使教学富有
情趣。）

师：需要这么多钱，你相信吗？

生：相信。

师：老师就不信，建造一个公园需要这么多钱，都花什么地
方去了？能告诉我吗？



（生再次读2节。）

生：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买来树苗和花草。

师：什么？泥土也要买？

生：因为土是咸的。

师：水也要买？

生：水也是咸的。

师：原来如此，泥土、淡水、树苗和花草都需要花钱买来。

生：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

师：什么，挖沙石也要钱？

生：工钱。

师：老师有点相信了。

生：他们还在土中埋下自来水管。

师：一根自来水管值不了多少钱。

生：是纵横交错的自来水管。

师：你来在黑板上画给老师看一看。

（生在黑板上画数不清的交错的“水管”）

师：原来那么多的水管，老师现在相信了。

（通过画画，理解“纵横交错”，加深学生对自来水管多的



认识。）

师：谁来读一读？

（一生读）

师：半信半疑。

（另一生读）

师：老师相信了。老师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
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的句号可以改一下。

（生试读后，争先恐后举起了手。）

生：句号可以改成感叹号。

师：为什么？

生1：建一个公园需要花很多钱！

生2：建造一个公园是多么得不容易！

师：读一读。

（生大声读）

师：老师知道了，你没有吹牛。

（《新课标》指出要让学生在理解语句的过程中，体会标点
符号的用法，而不应枯燥乏味地讲解。）

请再把三节读一读，告诉老师，阿拉伯人民给你留下了什么
印象？



生1：热爱生命。

生2：爱护生存环境。

生3：吃苦耐劳。

师：像老师这样课文只读了一遍，又没有去过阿联酋的人还
会不知道些什么？

生：不知道没有人攀树枝，摘鲜花，或是在草地上行走。

师：你想告诉老师什么？

（生吱唔说不出。）

师：请同学们自由读二节，谁能知道他想告诉老师什么？

（生自由读二节。）

生：阿联酋人民很爱护花草树木。

生2：迪拜很美。

师：能通过读告诉老师吗？

（生自由读二节。）

生1：读2节。

师：迪拜很干净！

生2：读2节。

师：迪拜不但很干净，而且很美。



师：像老师这样还会不知道什么？

生：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很精心。

师：从哪儿看的出？

（生读6节。）

（师出示6节，生自由读6节。）

生：很沉重。

生：很不舒服。

师：你最想干什么？

生（齐答）：洗澡！

生1：不在沉重了。

生2：很舒服。

师：想对园林工人说些什么吗？

生1：谢谢你园林工人，帮我洗干净了身上的泥土。

师：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生2：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

师：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你们健康成长是我们的希望。

师：能通过读6节，把你们内心的感受告诉我们吗？

（生自由练读。）



生1读6节。

师：老师听出来了，洗过澡后很舒服。

生2读6节。

师：刚才洗得不是很干净，坐下去再读一读。

（语言描述再现情境，引导学生进入语言文字描述的空间，
充分触摸语言。通过角色情境，加深阿联酋人民像孩子一样
精心侍弄花草树木的情感体验。）

师：下面请同学们把课文完整地读一遍，边读边体会：阿联
酋人民哪一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生自由读全文。）

生：阿联酋人民热爱生活，他们不惜花很大的代价种植花草
树木。

生：阿联酋人民很爱护花草树木。

师：阿联酋人民很爱护花草树木，我们的同学们呢？

生：也很爱护。

师：从哪儿看出的？

生：给小花浇水。

师：有没有不爱护花草树木的？

生：有。

师；从哪儿看出？

生：有的同学走草坪。



生：有的同学攀小树。

师：怎么办呢？

生：让他们的老师也给他们上《沙漠中的绿洲》这课。

师：这个办法不太可行。

生：学校用广播通知。

师：这个办法不错。

生：在花园中、草坪里竖一个个小木牌。

师：这个办法很好，可是上面写些什么呢？

生：禁止走草坪！

师：这样的话，同学们读了不舒服。

师：老师这儿征集了几句话，同学们读一读。

咦，太阳公公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光秃秃的冬青树）

师：谁再来说一说？

生1：好痛呀，别再拽我的长发了！——垂柳姑娘

生2：请别再踩我了，再踩，我就成浆糊了！——小草

生3：我愿为你送去一片绿荫。——小梧桐

师：课后愿意把自己想的写下来吗？

生：愿意。



师：下课！

（《新课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
基本特点。”“应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
的价值取向。”综观这一环节的教学，“阿联酋人民很爱护
花草树木，我们的同学们呢？”使学生由文本走向生活，注
重了编者意图、文本的价值取向。“小木版上写些什么？”
激起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内心需要。这一切在潜移默化中
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起来。）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要求：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2、学习课
文，理解课文内容，在语言环境中理解“不毛之地”“纵横
交错” “代价”等词语意思。3、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
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
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了解了课文内容，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旧知。课题中的“绿洲”是指什么？
这样的绿洲多不多，你从哪儿可以看出来？（学生回答）这
些知识你是从课文的第几自然段知道的？（生答）你愿意把
这一自然段读给大家听听吗？（生读）二、学习第2、3、自
然段。1、谈话：迪拜就是这众多绿洲中的一个，看题头图，
谁能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学生回答，师适时小结：柏油马路
四通八达，各式车辆川流不息，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与之相
伴的还有绿树成阴，鲜花夹道，芳草成坪，好一个一个生机
勃勃的都市！2、过渡谈话：在众多景物中，本文作者只选取
了什么来表现迪拜风采呢？让我们齐读第二段，找出最能表
现迪拜风采的词。学生回答后学生板书：绿树成阴，鲜花遍
地3、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看图，说说那时的迪拜是个什么
样子。（学生回答）课文是怎么介绍的呢？引读第三段中句
子，相机理解“不毛之地”，学生板书：不毛之地。4、教师
指板书，用箭头，让不毛之地上绿树成阴鲜花遍地容易吗？
阿拉伯朋友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引读第三段第一句话。教师



相机板书：花大代价。什么叫代价？（估计学生会回答指钱）
5、到底需要多少钱呢？引读第二句。6、老师粗略地计算一
下，在我们农村培养一个孩子至少需要两万元。照这样算，
建造一个中心公园需要多少钱呢？下面大家一起来算一下，
我数树，大家计算钱。

7、师：需要这么多钱，你相信吗？这么多钱，都花什么地方
去了？能告诉我吗？（生再次读2节。）

（学生回答，相机理解“纵横交错”的意思并加以运用）

8、师：我们来齐读一下写迪拜人民怎样花大代价的句子。9、
师：老师相信了。老师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
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的句号可以改一下。

10、看迪拜人民为此做了那么多工作，不仅花了钱，其实更
多的还花了——精力，真是用心良苦。所以呀，“代价”这
个词不光有花钱的意思，还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精力。
11、过渡：是什么让人们有这么大的决心去建设这样的绿洲
呢？引导认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指导学生用
“自豪”的语气读好“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
更加美丽。”这句话。12、再请再把三节读一读，感受迪拜
人民给你留下的印象。三、学习第4、5、6、7自然段。

4、师：能通过读6节，把你们内心的感受告诉我们吗？

四、总结全文。1、　师：下面请同学们把课文完整地读一遍，
边读边体会：阿联酋人民哪一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生
自由读全文。）

精心侍弄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五

第二课时的教学，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对比教学，引起震撼。

二、品读课文，理解感悟。

本篇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培
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个孩子。我以此为切入点，提
出了“为什么说‘在这里，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养一
个孩子’？”的问题引领学生深入文本。

1、通过三个“买来”以及“挖去”、“填上”“埋下”等词
语了解到建设绿洲的艰巨和复杂，代价之昂贵，体会到阿联
酋人民战胜困难的决心之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坚定。

2、第四到第六自然段具体写了阿联酋人是怎样精心管理花草
树木的，通过读园林工人的劳动过程，学生懂得了浇水的目
的还在于把花草上的尘土清洗干净，使“树叶更绿”“小草
更翠”“鲜花更艳”，从而体会到阿联酋人民侍弄花草树木
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

三、利用文本，进行教育

利用文本我针对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反问学生一句：“阿联
酋人民很爱护花草树木，我们的同学们呢？”使学生由文本
走向生活，注重了文本的价值取向，这一设计其实也是对前
面教学的一个检验。另外，从情感的角度看，这一设计还延
续着课文内在情感的发展过程，熏陶着我们每个学生，达到
了双性统一的教学效果。

四、拓展延伸，读写结合。



积累是为了运用，吸纳是为了表达。由读到写，以读促写，
读写结合是我们语文教学的优秀传统经验。在这堂课上，我
巧妙地为学生的写找到了一条链接通道——旅行归来向人们
介绍“沙漠中的绿洲”，激发人们的环保意识。这样，首先
从精神激发了学生内在的需要，使之情动而辞发。其次，对
于观察表达的一系列指导也如响鼓句句敲在学生心坎上，为
学生指明了方向，为“写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学生的
作业反馈来看，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永远是一门缺憾的艺术，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不断地
努力探索，力争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反思

在《沙漠中的绿洲》这一课的教学中，我主要以课文重
点“阿联酋人民是怎样把沙漠变成绿洲”作为线索展开教学，
抓住难点“阿联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认识到环境和人
类的关系”进行突破。

上完课后我细心体会，总得来说这是一节比较成功的语文阅
读教学，整体的教学设计能结合学生实际，抓住课文的重点
内容。在教学中，我能用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在
与文本的对话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体会文章的美好意境，
使学生的感情得到共鸣，从整节课的教学来看，学生表现比
较活跃，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首先，我创设了一个环境恶劣的沙漠情境切入，过渡到绿树
成阴，鲜花遍地的绿洲，让学生认识到“沙漠中的绿洲”的
美丽，通过对比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份美丽是来之不易
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接着，就自然地引出了重点阿联酋人民是如何精心侍弄花草
树木和怎样爱护它们的。在这一重点教学中我主要让学生通
过读课文找句子，出示重点句子让学生进行圈划动作词并配



合动作体会他们的付出；在体会阿联酋人民如何爱护花草树
木时就让学生把看到的演出来，再让学生说感受。这样学生
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中来，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但
在这一教学中也有一些遗憾，就是学生读的机会和演的机会
还不够多，指导学生在朗读阿联酋人下决心改造环境时那种
语气不够到位，学生品词品句还不够深入。

最后，指导学生体会阿联酋人民如何对环境的保护，同时联
系我们的实际谈谈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看法和做法，这个内
容源于学生的实际他们也就有东西可讲，所以同学们都很踊
跃发言，学生受到了思想教育。

但是，这节课也有一定的遗憾：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
学生朗读课文的训练，这节课学生朗读课文的形式稍微少了
一些。时间的安排有些前松后紧，课堂上的练习没有真正落
到实处。在最后的课堂小结还做得不够，没能很好地总结全
文，学生在整体认识上就没有梳理好，还有就是在布置作
业“续写爱的故事----迪拜街头风光”时为了简化难度本来
是想让学生先说的，但还是时间的不允许就匆匆收场了。这
也使我认识到要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注意调控，不断在一节
课中完善，并优化课堂，提高课堂效率，提高教学效果，使
学生真正受益。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一句现代名言，也激励着我
们不断地学习、研究、探索、实践、总结，让我在今后做得
更好。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

借助课文具体的语言材料，感悟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
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壮举，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学
生热爱人类家园的感情。



教学过程 ：

一、读课题。

二、说说“沙漠”、“绿洲”

1、教师：“沙漠”在你的印象中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绿
洲”在你的想象中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可以用词语、一
句话或者一段话来描绘你脑海中的“沙漠”和“绿洲”，可
以用上课文中的词语或句子。

2、自己读全文。

3、交流“沙漠”

（1）引导学生抓住关键的词语、句子：

白茫茫一片

地上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好象…… 教师相机板书：恶劣、不
毛之地

土是咸的，水也是咸的，不毛之地…… 咸而板结

环境十分恶劣

（2）看图，进一步感受环境的恶劣。

教师：阿联酋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3）指导读好句子

a、从飞机上往下看，阿联酋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这不是白
雪，而是沙漠。



b、原先这里是沙漠，地面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好象罩着一层
硬硬的壳。这里，土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简直是块不毛之
地！

4、交流说说“绿洲”

教师相机板书：绿树成阴 鲜花遍地 良好的生存环境

出示图片，看图进一步感受美好。

三、精读第三自然段。

2、自己读课文第三自然段，用线划出他们是怎么做的句子？

3、交流出示句子。

4、再好好地读读这两段文字，你有什么体会？

引导学生体会：困难是巨大的；建设绿洲的代价是巨大的，
但阿联酋人民不怕困难，建设绿洲的决心是坚定的。

板书：花大代价培植

5、齐读第三自然段。

四、精读4、5、6自然段。

1、自己读4、5、6自然段，谈谈你有什么感受？

2、交流出示：阿联酋人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
花草树木。

引导学生理解“侍弄”？

3、再读课文，你从哪里体会到他们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护花草



树木。圈圈画画词、句。

4、交流句子，指导读好句子。

五、总结课文。

1、教师：阿联酋人民为什么那样爱护花草树木？

那么，在阿联酋，仅仅只有迪拜这样一个城市绿洲吗？你是
怎么知道的？（星罗棋布）

2、教师：阿联酋人民在沙漠中创造了奇迹！

所以，后来，2000年开始，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全球组织评比
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这个奖项就叫“迪拜奖”。用来
奖励在改善居住环境做出杰出贡献的范例。

（中国的广州、周庄也获得了此奖项）

3、学了课文，你有什么想法？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七

这是一篇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课文，作者向我们介绍了阿联
酋人民在茫茫的沙漠中种植并精心侍弄花草树木，建设绿洲，
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壮举，表现了阿联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课文的第二段是文章的重点段。

本科的教学设计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围绕文章的中心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
获得自主发展。为了让学生真正的感受出阿联酋人民精心侍
弄花草，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举，我抓住了文章的重点
词句来加强朗读训练，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另外，
我让学生在课钱收集沙漠荒凉的图片、阿联酋以前环境的图



片及现在城市美景的图片，让学生在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中
获得知识和能力。

1、了解阿联酋人民精心侍弄花草，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壮
举。

2、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热爱人类家园的情感。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复习导入

过渡：在浩如大海的沙漠中怎么会有绿洲的呢？课文中有一
句话告诉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课文。

二、体会阿联酋人民是如何精心侍弄这些花草树木的。

1、学生自由读课文，找出这句话。

学生找到后出示：阿联酋人民像爱护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
这些花草树木。

指名读。理解“侍弄”（仔细照看）齐读。

2、那么课文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阿联酋人民是像爱孩子一样
精心侍弄这些花草树木的呢？

3、学生默读2-6小节，然后小组讨论。

4、学生交流。

(1)细心呵护。（板书）

出示：这里绿树成阴，鲜花遍地。地上没有一片落叶，更不
见有人攀树枝，摘鲜花，或是在草地上行走。



指导朗读（读出人们如何爱惜的感情）

师述：这也是作者初次来到迪拜时的感觉，你们有什么感受？
谁来读出这种美来。

（2）精心种植（板书）

a.阿拉伯朋友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株小树，每一棵小草,都
是国家花很大的代价培植的。

b.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这里，培育一棵树的费用抵得上培
养一个孩子。

c.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买来树苗和花草。他们
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并在
土中埋下自来水管。由总水塔输出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
自来水管，源源不断的送到树木花草的根部。

阿联酋人民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呢？（环境很恶劣你从哪里
看出来的？）

过渡：可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难倒阿联酋人民，他们为
了美化自己的生存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知
道“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丽。”

（3）辛勤的浇灌（板书）

生：虽然有地下水管给花草浇水，但还是每天给花草浇水，
为的是使花草更漂亮。

过渡：是啊，刚浇完水的花草树木更加美丽、青翠了，请同
学们自由读课文第六小节。

出示：霎时，一阵雨雾从空中洒下来，，把树叶、草和花上



的尘土林得干干净净。眨眼功夫，树叶更绿，小草更翠，鲜
花更艳。

指导朗读。

（2）小结：正是由于阿联酋人民精心种植、辛勤浇灌、细心
呵护，像爱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这些花草树木，才有了今天
阿联酋人民良好的生存环境。

三、出示阿联酋环境照片

过渡：通过刚才我们体会到阿联酋人民如何精心侍弄这些花
草树木，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营造良好生存环境，建
设自己的家园。有些同学在课前收集了大量阿联酋环境的照
片，就请大家看一下吧！（实物投影，出示照片）

四、联系实际，谈谈体会

【设计这个环节，使学生通过学文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并纠正学生的日常行为。】

五、总结

是啊，人类有了绿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丽，让我
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起来保护我们周围的环境吧！

板书：

精心种植

沙漠中的绿洲辛勤浇灌改变环境

细心呵护建设家园



沙漠中的绿洲教学设计篇八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目标3既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

以上目标，我初步设想通过两课时完成。

下面我将重点谈谈第二课时的设计

精读课文，理解感悟”

“拓展延伸，读写结合”三个环节引领学生深入文本。

一、复习导入，寻找切入点

二、精读课文，理解感悟

（一）回顾“培养孩子”的历程，体验那人们坚定的信心。

（二）再现“爱护孩子”的画面，感悟“精心侍弄”的场景

（三）走入“城市风光图”，感受迪拜的美丽、洁净

三、拓展延伸，读写结合

板书设计：             19 沙漠中的绿洲

花大代价

不毛之地———绿树成阴、鲜花遍地

精心侍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