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森林断想教案设计(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地下森林断想教案设计篇一

一、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试从几个方面概括地下森林的“品
格”，并作一些解释；再说说作者由地下森林升华出一个怎
样的主题。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通过有感情的朗读，从总体上把握课文的
思想内容。把握课文思想内容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概括地
下森林的“品格”，一是提炼课文的主题思想。课文主题
见“课文研讨”中的“整体把握”的第一段，但回答此题时
不能照搬，应该“升华”出更深一层的主题。

试着概括地下森林的“品格”：

坚忍顽强，不怕艰难险阻，不怕黑暗，忍受漫长的生长过程
的煎熬；

沉着谦逊，拥有无比丰富的财富，却与世无争，沉默寡言；

乐观豪迈，自信生命力的强大，终究能战胜一切困难，任何
时候都不悲伤或消沉；

无私奉献，把伟岸的成材献给人类，用美丽的景色装点大自
然；

作者由地下森林升华出深刻的主题，可以用课文倒数第二段
中的话来回答：大自然每一次剧烈的运动，总要破坏和毁灭



一些什么，但也总有一些顽强的生命不会屈服。这样的回答
好像没有回答完，还应补充一些内容：不怕命运不公平，只
要努力，只要忍耐，终究能获得转机，获得应有的荣耀和尊
敬。

二、联系上下文，回答下列问题。

1、“可是你，为什么长在这里？”“你从哪里来？你究竟遭
受了什么不幸，以致使你沉入这黑暗的深渊，熬过那漫长的
岁月？”

（作者以第二人称“你”来称呼地下森林，倾注了什么感情？
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2、“它懂得阳光虽然嫌弃它，时间却是公正的，为此它宁可
付出几万年的代价。”

（阳光怎样“嫌弃”它？时间又怎样“公正”对待它？“几
万年的代价”指什么？）

3、“地下森林，我们古老的地球生命中新崛起的骄子，谢谢
你的启迪。”

（试找出恰当的格言警句概括作者受到的“启迪”，并找出
一两个事例来印证这一道理。）

设计这些小题，意在引导学生咀嚼课文文笔精华，深化对课
文思想感情的认识和体会。

1、课文有时用“它”，有时用“你”来称呼地下森林，表达
的情感的强弱度有所不同，用“你”表达情感更加强烈，表
达对地下森林的敬仰和热爱，对读者更具有感染力。

2、阳光的“嫌弃”表现在：“它吝啬地在崖口徘徊，装模作



样地点头。它从没有留意过这陷落的大坑，而早已将它遗忘
了。即使夏日的正午偶有几束光线由于好奇而向谷底窥测，
也是斜视着，没有几丝暖意。”阳光通常被视为最公平的，
但这里表现出轻忽、冷漠和不公正。时间对地下森林却是另
一种态度：给予地下森林的生命从无到有的机会，这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时间也拟人化了，表现出爱心。“几万年的代
价”是指：一、极言时间之长；二、在漫长的岁月里，生命
陷于困顿以至窒息，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称为“代
价”。

3、作者在课文的最后明白地说出自己所受到的“启迪”，用
的文字较多，不是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呈现的，现在要求学生
用格言警句来概括，可以顺着作者的话去说，也可以根据学
生自己对课文的体会另作总结概括，如：置之死而后生；只
要忍耐和努力，终究会获成功；一颗优秀的种子，在任何贫
瘠的土地里都能生长……至于让学生举一两事例，可以是自
然界的，也可以是人类社会的。

（短文略）

设计此题，意在引导学生进行比较阅读，体会文学作品和说
明性文章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

课文充分运用想像，描写了几万年之前和几万年之中发生的
事情，其中大都是作者的猜想，未必有事实依据，而且语言
充满激情，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显示了语言的艺术魅力；
而本题所附的短文则是平实地写来，不带感情色彩，没有运
用修辞方法，句式也没有什么变化，都是陈述句、判断句。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文体所体现的思维和语言的不同：

抒情散文，是用有情的笔调写成的；说明性文章是用理性的
客观的笔调写成的。



抒情散文中处处充满鲜活的生动的形象；说明性文章无须执
著于描写生动的形象。

抒情散文采用“焦点关注”，即突出重点不及其余；说明性
文章要全面介绍。

抒情散文的语言是富有文采的，句式富于变化；说明性文章
要求平实、准确。

抒情散文描写时不要求准确无误；说明性文章要求准确地说
明，常使用数据。

地下森林断想教案设计篇二

1、知识和能力目标

（1）了解地下森林的地理位置、形成历史等知识。

（2）作者在文中插入了不少景物描写，让学生感受文章中精
彩的语言，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能力。

（3）品味理解文中的关键语句，从几个方面概括地下森林的
品格,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2、过程和方法目标

采用默读的方法理解内容，运用跳读的方法，用审美的眼光
阅读审视课文语句，从中提取精美的词、句、段、修辞等内
容，用发现阅读法品评出这些内容的精妙之处，以达到深刻
领会课文的阅读目的。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通过作者对地下森林的形成历史的描写，让学生感受到地下



森林顽强的生命力，领悟到顽强忍耐的可贵，领悟到坚守信
念，坚守未来光明的重要。

[教学方式]: 

本文是一篇文质精美的散文，语言优美，内蕴丰富。要引导
学生通过朗读，深入品味文章的语言，理解文章的主题。

1、采用多种阅读方法。用默读的方法理解内容，运用跳读的
方法，提取精美的词、句、段、以及所用的修辞等内容，用
发现阅读法品评出这些内容的精妙之处。

2、注意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重视教师的引导作用，
对于关键的语句要在教师的引导下加深理解。

[教学过程]：

一、以学生对森林的知识导入，引出课文。

二、初读课文，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三、跳读文章，品味欣赏文中文字优美，含义深刻的语句。

四、合作探究，分小组探讨在阅读时遇到的疑难问题。

五、拓展延伸，就文末的“启迪”，结合名言和事例来谈自
己的体会。深入理解文章主题。

[教学实录]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师：同学们，我们先来欣赏一组森林的图片，请同学们用一
句话或一个词语概括画面的内容。



生1：这些森林郁郁葱葱，苍劲挺拔。

生2：看到这些图片使我想到一句诗――“树木丛生，百草丰
茂”。

生3：一片绿色的海洋----森林的世界

师：森林有什么作用呢？

生1：森林可以防止沙尘暴，调节气候。

生2：森林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生3：森林还可以吸收噪音。

生齐答：没有。

师：下面我们就随着现代作家张抗抗一起走进神奇的地下森
林的世界。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首先，请大家快速浏览课文，然后思考本文主要写了什么内
容。

―――――（学生朗读课文　）

生1：本文主要写了地下森林是怎样产生的？

生2：本文还向我们展示了地下森林的壮观景象。

生3：本文表现了地下森林顽强的生命力。

生4：这篇课文告诉了我们地下森林不屈服于生长环境的精神。



三、跳读文章，品味欣赏

师：刚才同学们谈得很不错。请同学们运用跳读的方式再次
快速阅读课文，先用波浪线把你认为美妙的句子或段落标示
出来，然后按照“我发现……句子或段落写得美妙，它的美
妙在于……”的句式组织语言，准备闪亮登场发言。

归纳学生发言：

生1：我发现这一段写的美妙：“它懂得阳光虽然嫌弃它，时
间却是公正的，为此它宁可付出几万年的代价。它在黑暗中
苦苦挣扎向上，爱生命爱得那样热烈真挚。尽管阳光一千次
对它背过脸去，它却终于把粗壮的双臂伸向了光明的天顶，
把伟岸的成材无私奉献给人们，得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荣光。
”它的美妙在于：作者用真挚的语言描写了地下森林苦苦挣
扎，努力向上，永不屈服，默默无闻的精神。

生2：我发现：“秋日的艳阳在森林的树梢上欢乐地跳跃，把
林子里墨绿的松、金色的唐棋、橘黄的杨、火红的枫，打扮
得五彩缤纷”写得美妙。它的美妙在于： 整齐的句式，简
练的语言，以及拟人的应用，使语言显得精致而优美。

师：这位同学从句式和修辞的角度，对他喜欢的语句进行了
品味。

生3：我发现“虽然你拥有珍贵的树木，这大自然无价的财富，
然而你沉默寡言，与世无争――多么不公平啊，你这个世上
罕见的地下森林”这句写得蕴含哲理，它的美妙在于写出了
地下森林具有沉着谦逊的品格，它与世无争，默默无闻。

师：是啊，地下森林沉着谦逊的品格，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生4：我发现：“多少年过去了，风儿把山顶上岩石的表层化
作了泥土，瘠薄而细密，它不辞辛苦地从远处茂密树林里捎



来种子，让雨水把它们唤醒，坡上青翠的小苗，讨得阳光喜
欢了，阳光便慷慨地抚爱它们”写得美妙，它的美妙在于：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誰说灾难只会带来毁灭，在毁灭
之后还会有重生，所以不要因灾难而吓倒，“灾难”有时也是
“美好”的信使。

师：这位同学引用名言，进行了富有哲理的分析，告诉我们
灾难并不可怕，我们应该像地下森林一样，在逆境中成长。

生5：我发现：“干枯的小草儿在我脚下发出簌簌的响声，似
乎提醒我注意它。它确实比你这地下森林要高出好几公分呢，
这得意的小草儿，然而我却想攀着古藤下去，下到深深的谷
底去。那儿的树木虽然远不如山上的小草高，但它却可以自
豪地宣布：‘我是森林！’”写得蕴含哲理。它哲理在于它
的乐观处事的态度，它的这种豪迈无时无刻不震憾着我们的
心灵，地下森林凭它坚强的意志，足以让它自豪与乐观的宣
布：“我是森林。”

四、合作探究，质疑问难

师：刚才同学们的精彩发言，展示了自己的风采，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下面请同学们四人一组将你不能解决的问题
进行合作探究，然后请中心发言人在全班来进行发言，其他
同学可以补充。

生1：文中有很多的问句，有何作用呢？

师：这个问题提的很有价值，我们得好好探究一番。哪个小
组的同学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生2：文章的开篇就连用了三个问句，我认为能引起读者的阅
读兴趣，从而引出下文。

生3：我觉得还向我们提示了地下森林是怎样形成的。



生4：我来谈谈这几个问句吧！“阳光不喜欢峡谷，峡谷莫非
不知道？阳光是公平的吗？峡谷莫非不明白？”这三个问句
与前三个问句不同，是无疑而问。

生5：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这里表达了一种对阳光不公平
的怨恨情绪。

师：大家在前面找一找有没有相关的语句可以证明这一点。

生6：我找到了。这一句：“都说阳光是公平的，在这里却不，
不！”

师：找的很准确。这里是换一种语气强化这种否定的情绪。

生1：作者在文中以第二人称“你”来称呼地下森林，表达了
作者怎样的感情？

师：地下森林本是没有生命的，但在我们看来地下森林却有
了生命。大家围绕这个问题来谈一谈。

生2：我们常在书信中用第二人称的写法，这样显得很亲切。
我们觉得地下森林仿佛是作者的一个朋友一样。

生3：我认为还有一个作用，作者对地下森林非常景仰和热爱，
用第二人称可以使这种感情更强烈，便于直接抒发感情。

师：这个问题很有深度。有哪个组谈谈自己的见解。

生2：这里的种子不仅是指地下森林的种子，

生3：我认为指代那些不怕艰难险阻,不怕黑暗,坚韧顽强的一
类人人。 

生4：还有那些生命力顽强的人。



五、拓展延伸，深化主题

生1：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例，
钱学森是参加“两弹一星“的设计者之一，在设计之中，他
们会遇到重重困难，但他们没有失去信心，而是坚持不懈，
正是因为他们有坚强意志，“两弹一星”才能实验成功。

生2：无论遇到任何险境都不能放弃努力，胜利往往出现于坚
持之中。只要鼓起勇气，鼓足力量，尽力拼搏，又有什么艰
难险阻不能战胜呢？德国诗人海涅生前最后八年是躺在“被
褥的坟墓”中度过的，他手足不能动弹，眼睛半瞎，但他去
写下了大量誉满人间的优秀诗篇。

生3：人生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
么。叶圣陶老人的遗嘱，全文不过130个字，然而却写了三次，
他竟然在第三次修改中写到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院。短
短遗嘱，数年而成，两次增补，发人深思。

师：亲爱的同学们，在人生的征途中，只有矢志不渝的开拓，
才能赢得光辉的未来；只有坚忍不拔的进取，才能到达幸福
的乐园；只有顽强不息的攀登，才能登临理想的颠峰。我将
这一段话送给每一位同学。愿我们的人生是无愧、充实而又
闪光的人生。

[教学反思]

1、联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新知识需要借助学生原有的生
活经验，才容易被学生接受，变成学生自己的知识。

2、文质优美、情感丰富的一类课文的教学可以使用“发现阅
读”教学方式。但需要教师全面占有材料，精心备课，指导、
点拨要有步骤，有层次，力争达到少而精。

3、恰当使用合作与交往的过程。在新课程倡导的课堂教学中，



合作与交往是不可缺少的。教师遇到疑难问题时，要组织学
生合作学习。

作者邮箱： 

地下森林断想教案设计篇三

2、反复朗读，体味字句，感受地下森林成长的艰难历程

3、感悟地下森林给我们的人生启迪

教学难点 ：反复朗读，体味字句，感受地下森林成长的艰
难历程

教学时数：1课时

（一） 导入  新课

亲爱的同学们，一提到森林，我们便不由地会被它那雄伟壮
丽，遮天蔽日、浩瀚无垠的气势所震撼。然而，你们见过地
下森林吗？在遥远的年代的火山爆发的火山口里长出了一片
片参天大树，连成了一片地下森林。那种蔚为壮观的景象更
是震撼人心。今天，就让我们随着著名作家张抗抗的笔触，
一起走进地下森林，共同去感受那非同寻常的力量吧！

（二） 整体感知

1、 展示学习目标

2、 检查字的注音和词语解释

3、 同学们，课前我们都做了详细的预习，我请一位同学用
简洁的语言概括一下文章的大意。



明确：面对大自然创造的地下森林的奇迹，作者展开了丰富
的想象，用优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地下森林形成的过程，
满怀激情歌颂了地下森林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4、 同学们在读文章的过程中，令你最感动的是哪部分内容？
原因是什么？

明确：地下森林形成的历史这段文字。作者凭其想象叙写了
地下森林是怎样在逆境中诞生、成长、崛起的。

原因：大自然生命的伟大力量就是在这艰辛的历程中生动地
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感动我们，引发我们的思考让我们一起
回顾地下森林艰辛的历程，感受生命的最强音。

（三） 精读赏析

1、 教师朗读“那一定是遥远的年代了”……“叫做地下森
林”

学生思考：（1）地下森林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

（2）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它受到了哪些煎熬与不公，又得到了
哪些帮助？

2、 学生讨论，师生共同明确：

（1） 地下森林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毁灭、沉寂、没有生
命；山顶上有了泥土和种子、有了生命；峡谷里有了泥土和
种子、发出了小苗；最后长成了参天大树。

（2） 不公：阳光的不公和无情、寒冷的霜冻

（3） 帮助：长空的大风将石块碾成粉末

洁净的山泉将粉末滋润成泥土



山顶的鱼鳞松将种子撒入峡谷（白杨、青杨、黄菠莺）

就这样，幽谷里的树木突破黑暗和冰冷的封杀而发芽生长并
蔚然成林，险恶的环境，艰难的成长都没有阻挡地下森林脚
步，这正展示地下森林神奇伟大的生命力。从中我们同学们
也应该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启迪。请自由朗读你喜欢的语段，
品味语句、字词，谈谈你的感受。

3、 学生自由朗读（5分钟-3分钟）

4、 学生自由发言，找出自己喜欢的语段，品析关键词句，
字词的深刻含义，谈感受。

（2）“它本可以变成一串明珠似的小湖……”p146

（3）“总有强者活下来了，长起来了。从没有阳光的深坑里
长大了”p146

（4）太阳的不公一部分课文p82

明确：学生可以自由地畅谈自己喜欢的语段，抓住语段中的
关键词语，主要用来突出成长的艰辛，表现地下森林的坚韧
不屈，分析感受顽强的生命力。总结地下森林的品格：坚忍
顽强，沉着谦逊，乐观豪迈，无私奉献。

（四） 拓展延伸

学生结合自身谈对本文的感受？

例：学生实际：自己遇到困难，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面
对挫折

学生感受：甘于寂寞等待；坚韧顽强、乐观、沉着谦逊



（五）小结：看着眼前这难以形容的地下森林，感慨万千，
他不媚俗，阳光不给他光辉，火山制造峡谷、深渊，不给他
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屈服于自
己的命运，历经磨难，终于发出“我是森林”的豪迈宣言，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即将踏上人生的征途，人生的路，路漫
漫其修远兮，在你们启程之际，老师衷心祝福你带着对地下
森林的解读勇敢的上路，相信终有一天，你们也会有“我是
森林”的豪迈宣言！

地下森林断想教案设计篇四

[教学过程]：

一、以学生对森林的知识导入，引出课文。

二、初读课文，整体把握文章内容。

三、跳读文章，品味欣赏文中文字优美，含义深刻的语句。

四、合作探究，分小组探讨在阅读时遇到的疑难问题。

五、拓展延伸，就文末的“启迪”，结合名言和事例来谈自
己的体会。深入理解文章主题。

[教学实录]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生齐答：没有。

师：下面我们就随着现代作家张抗抗一起走进神奇的地下森
林的世界。

2、资料助读



张抗抗，浙江杭州人。1963年考入杭州一中。在黑龙江一国
营农场生活了8年。1972年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第一篇
小说《灯》。1975年出版反映边疆农场建设和知青生活的长
篇小说《分界线》。1977年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
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反映新的历史时期，青
年们对不同的婚姻爱情的认识与追求。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
《隐形伴侣》，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一代知青辗转
矛盾的心路历程。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首先，请大家快速浏览课文，然后思考本文主要写了什么内
容。(学生朗读课文　)

1、什么叫地下森林，地下森林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
程?

地下森林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毁灭、沉寂、没有生命;山顶
上有了泥土和种子、有了生命;峡谷里有了泥土和种子、发出
了小苗;最后长成了参天大树。

2、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它受到了哪些煎熬与不公，又得到了哪
些帮助?

2、 学生讨论，师生共同明确：

(1) 地下森林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毁灭、沉寂、没有生命;
山顶上有了泥土和种子、有了生命;峡谷里有了泥土和种子、
发出了小苗;最后长成了参天大树。

(2) 不公：阳光的不公和无情、寒冷的霜冻

(3) 帮助：长空的大风将石块碾成粉末



洁净的山泉将粉末滋润成泥土

山顶的鱼鳞松将种子撒入峡谷(白杨、青杨、黄菠莺)

地下森林断想教案设计篇五

使感情的表达更加强烈和充沛。第二人称便于抒发强烈感情。

3.对比衬托作用。

火山爆发前和火山爆发后的地理景观恰成对比

作者着意于极写环境的险恶和生命的艰辛，以此映衬地下森
林的生命力的神奇伟大。

5.概括品格。

6.为什么行将结束才描写地下森林的蔚为壮观?

为了突出地下森林在黑暗中艰辛、险恶的经历;更能突出它
的“品格”，读者读来也更觉新奇。

7.象征。

8.大自然每一次剧烈的运动，总要破坏和毁灭一些什么，但
也总有一些顽强的生命，不会屈服，绝不会屈服啊!赏析。

9.全文九个问句，各有什么意味?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第一、二、三问：“可是你，为什么长在这里?”“你从哪里
飞来?……熬过那漫长的岁月?”一方面改变陈述句带来的阅
读的沉闷，提醒读者的阅读注意，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地下森
林的形成历史。

第四.五.六问：“阳光不喜欢峡谷，峡谷莫非不知道?阳光是



公平的吗?峡谷莫非不明白?”与第一、二、三问句有疑而问
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三问句是无疑而问的，其作用是强化
对阳光不公平的怨恨情绪，因为上文就专门谈及阳光的偏私，
“都说阳光是公平的，在这里却不，不!”这里已经否定了阳
光的公平，那么再以反问的形式提出阳光的不公平，是换一
种语式强化这种否定的情绪。

第七问：“它究竟在期待和希望着什么呢?”这一问句的意义
和作用同第一、二、三问句是一样的。

第八、九问：“你的歌是唱给曾在困难中真诚地帮助过你的
伙伴们听的吗?它们如今都到哪儿去了呢……”这是对经历劫
难之后的地下森林的问话，不再有沉重之感，却有另一种动
情的感觉，那就是回首往事，怀念艰苦岁月里的患难真情。
与前面所有问句的作用有所不同，这两问句是提示回味上文
的内容。

10.“它懂得阳光虽然嫌弃它，时间却是公正的，为此它宁可
付出几万年的代价。”

(阳光怎样“嫌弃”它?时间又怎样“公正”对待它?“几万年
的代价”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