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第一课时 记金
华的双龙洞教案(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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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一

1、认识本课的11个生字，学会其中9个。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了解作者的写作顺序，分清文章的主次，学习写作方法。

4、阅读与想像相结合，了解双龙洞的特点，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河山的思想感情。

5、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双龙洞的特点，向别人介绍某一景点。

6、能概括地总结双龙洞的特色。

1、了解外洞、空隙和内洞的特点。

2、分清文章的主次内容并领会作者这样写的原因，从而学习
其写作方法。

1、由进内洞时作者的感觉体会空隙的特点。

2、在领会作者写作目的的基础上，学习其写作方法。

课前让学生收集有关浙江金华双龙洞的资料，教师可准备有



关双龙洞风景课件。

2课时

谈话导入。（教师可从衣着上影响学生的感觉）我今天特高
兴，因为叶圣陶爷爷要带我去浙江金华的双龙洞游览去呢！
（等孩子露出羡慕的神态时接着说）你们想去吗？那好，现
在我们就跟着叶爷爷到那里去看看吧！（出示课题）

1、引导学生在读课文时找出作者所游览的景点，并排列顺序。

2、找出表示作者游览景点产生变换的语句，并体会其作用。

3、用做小导游的方法（准备好导游的工具）激励学生细读课
文，理清作者的游览顺序，并请学生按顺序写出几个景点。
板书；（路上、洞口、外洞、空隙、内洞）

1、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读书方式再读课文。

2、小组探究文章的主次，并说说作者为什么这样选材。

3、引导学生学习文章的写作方法。

总结：写文章时与题目关系密切的要详写，不太密切的要略
写，做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

1、让学生说一说自己都到过那些旅游景点，并介绍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感。

2、课下仿写一篇小游记。

1、回顾课文中所描写到的景点。（出示板书）

2、指导朗读课文，找出重点内容。



3、读后分析解决重。难点。

（1）自读描写外洞的内容，找出描写其特点的句子。

＂走进去······一定不觉得拥挤＂

反复读这句话，用一个词总结其特点。板书：（大）

（2）用同样的学习方法，小组探究＂空隙＂的特点。（小）
（窄）

作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告诉我们＂空隙＂的小呢？

引导学生分析，理解空隙的＂窄小＂。

理解空隙如何小的句子。

体验空隙如何窄的句子。

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播放进空隙时的多媒体，问：如果让你躺在小船里会有什么
感觉？

用语气读出作者当时的感受。

（3）用学习前两个景点的方法学习描写内洞的内容。

同位讨论并总结出内洞特点。（美）

从哪些地方看出它的美呢？找出你认为美的句子读一读。

（4）巩固主要内容。

用自己所感悟是情感朗读描写外洞，空隙，内洞的段落。



（教师适时点拨）

（5）其他内容

学习1－3自然段，了解路上的特点。

出示相关句子：

＂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显得有精神。＂

＂粉红色的山······眼前一片明艳。＂

＂随着山势······时时变换调子。＂

指名学生朗读句子，想想，议议体会到了什么？（美）

（出示双龙洞路上的录像）

组织学生用自己的感悟朗读。

根据句子提问：为什么同一类的花儿山上的却比盆栽的有精
神？

为什么同一条溪流会时时变换调子呢？

在学生明白了作者的写作顺序后让学生找出文中有关描写溪
流的句子。并总结：这些句子就是文章的另一条线索。它起
到能把文章各段连接起来使之紧凑的作用。

1、让学生齐声朗读课文，并播放配音乐。

2、教师可由衷＂啊！双龙洞，你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奇的地
方！＂由此让学生也用一句话抒发自己的感受。

3、播放双龙洞景色的课件，并请小导游对其中的某一景点边



看边介绍，评出优秀小导游。

给文中的几个景点的某一处写一导游词。

背诵，并仿写自己喜欢的段落。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二

1、通过语言文字了解金华双龙洞的特点，激发学生对大自然
的热爱。

2、了解作者的游览顺序，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你喜欢的自然段。

1、了解外洞、内洞的特点以及怎样从外洞入内洞。

2、练习理清课文的条理。

教学时间：3课时。

1、通读全文，了解游览顺序，理清文章条理。

2、了解路上景物的特色。

1、指名分段读课文，正音。

2、同桌两人轮流读文，议自然段意。

3、指名说说作者按什么顺序游览双龙洞的。

板书：路上——洞口外洞——孔隙——内洞——出洞



1、哪几个自然段是讲路上景色的.？

（2——3）

2、自由朗读第二三段，想想路上景色有什么特点。

3、讨论。

（1）“新绿”“映山红”什么意思？

（2）“或浓或淡”什么意思？

（3）“明艳”什么意思？你从哪些语句体会出来？

（4）“时而”什么意思？

1、各人自由读，想象景色。

2、指名有感情朗读课文。

预习，想想外洞和内洞各有什么特点。

1、通过自学，了解外洞和内洞及孔隙的特点。

2、体会祖国山河景色的秀丽。

1、《记金华的双龙洞》的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游览的？

2、去双龙洞的路上，作者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的？

1、提出自学要求：

认真读读下面的课文，想一想，外洞和内洞各有什么特点？
作者是怎样由外洞进入内洞的。



2、学生按要求自学，可在书上圈圈画画，同桌也可讨论讨论。

1、课文中怎样介绍外洞的？谁能把有关的语句找出来读一读？

2、外洞的主要特点？（大）从哪儿体会到的？

1、课文怎样介绍内洞的？

3、为什么说“即使不比作什么，也很值得观赏”？

4、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双龙洞吗？

“蜿蜒”什么意思？

五、讨论作者是怎样由外洞进入内洞的。

1、课文哪一部分写的？

2、这一段讲了哪几层意思？

3、作者进洞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从作者的感受中，你体会到什么？

边读边想象外洞、内洞的特点，想象乘船进入内洞的情景。

练习背诵从外洞进内洞的那一段。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2、有感情朗读课文，理解泉水流经的路线。

教学过程：

1、指名背诵从外洞到内洞这一部分。



2、指名说说外洞和内洞的特点。

1、启发思考：

溶洞都是由于流水的常年冲刷而形成的，有洞就必然有水。
本文作者不仅写了洞，而且写了水。请同学们把课文中写水
的句子找出来读一读，再想一想泉水是从哪儿流到哪儿的。

2、学生阅读思考，同桌互相讨论。

3、集体讨论。

板书：深黑的石洞——内洞——外洞——洞口——流下山

课文把双龙洞的特点写得很具体，我们读了，仿佛身临其境。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你喜欢的自然段。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会 12个生字及新词，认读3个生字。

能力目标：在充分阅读、理解、感悟的基础上体会并学习游
览顺序连段成篇的方法及过度句在文中的作用。学习“空
隙”一段的描写方法，写一段话。

情感目标：了解金华双龙洞奇异的景象，产生热爱祖国山河
的情感。

教学重点：

1.以本课为例继续训练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的能
力。



2.在充分阅读、理解、感悟的基础上体会并学习课文联段成
片的方法。

3.体会重点词句的意思，进行读写结合的训练。

教学难点：

体会重点词句的意思，抓住景物特点，仿写一段话。

课时安排：

3 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学会 个生字及新词，认读1个生字。初读课文，了解课文的
写作顺序，找到文章的过渡句。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说一说咱们学过那些叶老写的文章。

请同学说一说自己在课外读过哪些叶老写的文章。

二、新授。

(一)学习生字。

1.默读课文，在课文中画出本课要求会认和会写的生字

两个同学互相读这些生字，要求读准字音



2.生字从课文中走了出来，出示会认的生字，你们认识吗?

找同学读。

全班齐读。

回忆课文中所组的词语。

全班齐读词语。

3.出示会写的生字。

分成小组利用部首查字法，把这些生字注上拼音

小组内读这些生字，把字音读正确

读课文中的词语

4.记住生字字形。

自己看生字，找到易写错的地方

同学互相交流

观察田字格里的生字，说一说怎样写才能漂亮

自己练写生字

全班进行交流

5.这些生字你们都认识了，能把课文读得更加熟练吗?

自己练习朗读课文

请同学读课文



全班齐读课文

6.课文中有哪些词语的意思你还不理解，画下来。

查阅汉语词典，掌握词语的意思

请同学交流这些词语的意思，说一说他们在课文中是什么意
思。

(二)初读课文。

1.自己小声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课文讲了什么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思考文章是按照什么顺序写的，引导学生体会按照游览的顺
序写的

理清泉水流动的线路。泉水怎样流，用笔画下来。

(深黑的石洞)(内洞)(孔隙)(外洞)(洞口)(路上)

两条线索对比体会句子意思“一路迎着溪流，顺势而上。”

2.你能把文章每一段的意思用简单的话说一说吗?

在此引导学生从文章中找准确的词语进行概括。

帮助学生把写相同内容的段落进行归并。

途中的风光(1—3);双龙洞口和外洞(4);通过孔隙到内
洞(5—7);出洞(8)

读了课文你感受到了什么?和同学们说一说



你还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写在书上提出来。

请同学试着提出几个问题，大家一起点评

使学生明白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不理解的词语，应该是对文
章的理解有帮助的。

可以从文章的题目、重点句子、重点词语等方面提问

三、巩固。

朗读课文

自由结合小组画简单的示意图

四、作业。

1.熟读课文

2.写生字词语

3.收集相关的资料

课后反思：

请同学们自己读课文后画图，然后对照课件进行检验，利用
这种方法检查了学生初读课文的情况。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在充分阅读、理解、感悟的基础上体会并学习游览顺序连段
成篇的方法及过度句在文中的作用。了解金华双龙洞奇异的
景象，产生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教学重点：

以本课为例继续训练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的能力。
在充分阅读、理解、感悟的基础上体会并学习课文联段成片
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北山的双龙洞景色奇丽，洞内景物更是引人入胜，让我们跟
随着叶老一起游双龙洞。

二、新授。

1.请学生通读全文，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展示游览路线。

2.品词句，抓景物特点。

提问：叶老站在外洞洞口抬头望，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感觉?
读读有关的段落。

(山高、突兀森郁、感觉有气势)

谁能说说“突兀森郁”是什么样的景象?同桌之间可以交流，
也可以查字典。

洞口像什么?外洞像什么?叶老师怎样感觉的?用了什么句
式?(洞口宽，像桥洞似的。外洞像大会堂。这里用了比喻句)

(窄，只能容两人并排仰卧的小船。)

(矮，小船进出靠工人拉、人仰卧在船内)

(险，左右和上方的石头是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



朗读描写内洞的两个自然段，想一想：内洞景物有什么特点?
用笔画出来。(黑、大、奇)

提问：为什么“首先当然是蜿蜒在洞顶的双龙?叶老为什么说
有点像，到底是像还是不像?(引起争论，发散思维，最后得
出结论。)

学生读后谈出自己的理解。

教师小结：沿途景色犹如悬挂在天地间的一幅巨大的彩色山
水风景画。它那么吸引人，双龙洞在此山水之中，不是景中
景，画中画了吗?它就更美了。洞内外浑然一体，美不可言。

三、巩固。

1.课文里有一个“向导“陪着我们一路游玩过来，大家知道
它是谁吗?

引导学生从泉水着眼，再拟游踪。

2.做个小练习，把溪流的走向填下来。

(路上)(洞口)(外洞)(孔隙)(内洞)(深黑的石洞)

3.这个“向导不仅陪着我们，一路上也陪着作者，想象作者
的游览顺序是怎样的?

(路上)(洞口)(外洞)(孔隙)(内洞)(深黑的石洞)

作者进洞游览顺序与溪流走向相反。

这样引导学生以溪流走向为起点，再拟游览顺序，使学生对
作者“溪水流向、景点转移”的写作顺序有了更为清醒的认
识。



四、作业：

1.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摘抄感兴趣的句子。

板书：

记金华的双龙洞

路上 景色明艳

洞口望 山高、有气势

经外洞入内洞 路狭小

内洞 景美、宽阔

课后反思：

在体会“空隙小”这个环节中，启发学生思考“空隙小为什
么还能容纳小船呢?”经过学生讨论学生能够理解这个“小”
是相对而言的，同时补充相关的资料，难点解决较好。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学习“空隙”一段的描写方法，写一段话。

教学重点：

体会重点词句的意思，进行读写结合的训练。

教学难点：



体会重点词句的意思，抓住景物特点，仿写一段话。

教学过程：

一、整体朗读这一段，读中学写，感悟写作方法。

教师出示一段于原文不同的文字引导学生默读。(很窄、很小、
很黑。)

对比后谈一谈喜欢哪一种表达方式?为什么?

师生共同归纳：形象生动。结合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感受来突
出特点更加真实自然。

再读这段，体会写法。

二、练习围绕一句话写具体。

课后小结：讲解了如何围绕一句话写具体的方法，学生理解
了可以通过描写景物、人物等方面，从侧面去说明要写的一
句话的内容。经过练习，学生能够掌握了方法，但还需要不
断步练习。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四

1、通过语言文字了解金华双龙洞的特点，激发学生对大自然
的热爱。

2、了解作者的游览顺序，练习理清文章的条理。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1、了解外洞、内洞的特点以及如何由外洞进入内洞。



2、练习理清文章的条理。

练习理清文章的条理。

相关的资料及媒体课件。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导入新课。

同学们，我们的祖国以她那壮美的河山、神奇的风光吸引了
人们的目光，留下了人们的赞叹。《记金华的双龙洞》就是
作家叶圣陶游览之后写下的一篇游记，我们就沿着他的足迹
去观赏这一神奇的溶洞。

二、检查预习。

1、指名读导读。

2、开火车按自然段朗读课文。

3、同桌轮流读课文，边读边议每个自然段的意思。

4、指名说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游览双龙洞的.。

三、学习游览路上看到的景色。

1、哪几个自然段是讲游览路上景色的？

2、自由朗读2、3自然段，想想路上的景色有什么特点。

3、讨论路上景色的特点。幻灯片显示讨论题。



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着重理解以下词句。

（1）映山红，就是指杜鹃花。

（2）新绿，指春天新长出的草和树叶的绿色。

（3）明艳，指颜色明亮鲜艳。

（4）时而，指有时候。“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
而急”，就是指溪宽，有时侯窄，有时候慢，有时侯快。

记金华的双龙洞教学反思第一课时篇五

(一)通过语言文字了解金华双龙洞的外洞特点以及怎样由外
洞进入内洞。

(二)感受双龙洞的雄、奇、险，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5自然段。

二、教学重点

(一)了解金华双龙洞外洞的特点以及怎样由外洞进入内洞。

(二)感受双龙洞的雄、奇、险，激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三、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中“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显得有精神”和“虽
说是孔隙，可也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两句话的含义。

四、教学过程

(一)结合课文引入新课。



春末的一天，在浙江金华，作者踏上了去双龙洞的路途。一
路上，春末的景致不断扑入作者的眼帘。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山中的春色吧!

(二)了解作者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感受沿途迷人的景色。

请一名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第二段，学生在书中画出作者所看
到的景物。

作者沿途看到了什么?作者是怎样描述这些景物的?

(作者沿途看到了映山红、油桐、山、溪流。映山红繁多而茂
盛，油桐花也很多，粉红色的山独具特色，溪流随着山势不
断变化)

请一位同学读一下这一段的第二句话，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
的?

(“山上开满了映山红，无论花朵和叶子，都比盆栽的杜鹃显
得有精神”)

对这句话学生理解起来有些难度，教师可设计提问：盆栽的
杜鹃有人照顾，上肥浇水，怎么在作者眼中却没有山上的杜
鹃有精神?引导学生理解花儿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吸收阳光
雨露，任其自然地生长，显示出它的本性姿态，而格外地有
生机有灵气。作者有崇尚自然、赞美自然之意。

请一位同学读一读第2自然段，你能不能用作者写出来的和没
有直接写出来的颜色画出一幅明艳的画面。

教师告诉学生映山红的花大多是红色的，也有红紫色和白色
的。油桐的花朵较大，白色带有黄红色斑点和条纹。

联系春天的草木，理解“新绿”的意思。“新绿”是指春天



新长出的草和树叶的颜色。刚长出时是淡绿的，长出时间稍
长颜色就变深变浓了。

(粉红色的山上，开满了红色的、紫色的、白色的映山红，大
朵大朵的油桐花一丛丛，一簇簇，在一片新绿的映衬下格外
生机勃勃。)

山中有花也有水。谁来读一读一路迎接游客的溪流。(请一名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第3自然段)

(因为山势不断变化，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有时山势高，
有时山势低，有时平坦，有时陡峭，溪流从山上向下流，会
随着山势的变化而时宽时窄，时缓时急。溪声也会时高时低，
时断时续。溪流是从双龙洞中流出来的。)

作者边欣赏着山中明艳的春色，边倾听着淙淙溪声，一路逆
溪流而上，来到了双龙洞洞口。

(三)了解外洞特点，体会双龙洞的“雄”。如果说沿途的风
光可用一个“美”字来概括，那么洞口和外洞你会用哪两个
字来概括。

请一名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第三段。

(板书：山路美)

(洞口可用“宽”字来概括，外洞可用“大”字来概括)

(板书：宽大)

洞口外的景色使你产生什么感觉?读一读，说一说。

(高山之上，树木繁密，感到很有气势，也不禁对双龙洞产生
一种神秘感)



作者的哪些描写让你体会到外洞的大?

作者又一次提到“泉水”，从全篇来看，它起什么作用?

(它是作者在洞中游览的一条线索。迎着溪流入洞—乘船通过
泉水流出的孔隙进出内洞)

乘船从孔隙中穿过是什么滋味，我们也来试试。

(四)了解怎样由外洞进入内洞，体会双龙洞的“险”。

(板书：孔隙)

这是学生理解上的又一个难点。教师可以用“高楼上看物体，
物体好像变小”的生活经验作比方，让学生懂得因为外洞面
积太大了，水洞相对就显得很小，所以作者用孔隙一词是恰
当的。

默读第四段，想一想：作者乘船洞中游与我们平日乘船水上
游，游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作者只能仰卧在船上，身子紧贴船底，由管理处的工人把船
拉进拉出。)

不仅游法上不一样，心情也是大不相同呀!读一读作者当时的
感觉，体会体会他当时的心情。

(随着小船慢慢移动，光线越来越暗，作者的视线也越来越模
糊，心情也紧张起来)

讨论：作者为什么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石似乎都在朝他挤压
过来?

(因为孔隙太小，左右上方山石奇形怪状，周围又是昏暗一片，
作者感觉山石挨着他，似乎将他紧紧包围起来。越往内洞走，



黑暗越浓，这种压迫感就越强)

我们也为作者捏着一把汗，真希望小船早些靠岸。其实这段
水路并不长，大约就十米，但让人觉得船儿走了好久好久。
孔隙中乘船真是太“险”了!

(板书：险)

(五)背诵第四段。

(六)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5自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