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 小学语文一年级兰兰
过桥教案(实用8篇)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如何有效地参与环保行动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些国内外优秀的环保总结文献，希望能
够对大家的写作有所帮助。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一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科技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从而激发学生对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兴趣。

1、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 认识“野 取”等12个生字，会写“坐、座”等6个字。

3、通过认识两种很有特色的桥，了解新型大桥的神奇，激发
学生科学兴趣；使学生努力学习、勇于创新、乐于发明。

学习生字新词；激发学生勇于创新的愿望。

1、生字卡片、朗读录音磁带。

2、汽车在潜水桥上行驶的投影片或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2课时）

第一课时学习生字新词，初读课文，感知课文大意。

第二课时通过阅读认识两种特色桥，想象未来的桥。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课文、识记生字

1、板书“桥”小朋友，这是什么字呀！看到这个桥你想到了
什么？（各种各样的桥）

1、自己读一读课文，遇到不会读的字词可以拼一拼，读准每
一个字的字音。把课文读通顺。

2、选一个你喜欢的小节读给大家听一听。让大家帮你纠正字
音。

3、同桌二人你读一个自然段，他读一个自然段，互相帮助纠
正字音。

4、读了课文你知道兰兰过了哪几座桥吗？根据回答板书：潜
水桥塑料桥

5、课文共有几个小节，哪几个小节地讲潜水桥？哪几个小节
在讲塑料桥？找出来和同桌合作读一读。

1、读了这么多遍的课文，你认识课文中的生字了吗？让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出示卡片，谁来当个小老师来带大家读。

2、没有拼音行吗？试一试。

3、这些生字，其中哪几个你已经知道了，请你来当小老师教
大家。教师点拨。

4、读生字。开火车读一读。

1、老师范写，师生共同突破重难点。

2、学生书空。学生练习，互相评价。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课文、识记生字

一、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小朋友，你喜欢科学家吗？上节课我们已经认识了一位桥梁
专家爷爷，是谁的爷爷？(兰兰)今天，我们继续跟随兰兰和
爷爷去学习第32课。咱们一起来读一读课题。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二

1、整体感知，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2、知道两种神奇的桥的主要特点。

3、了解比喻句的用法，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谈话导入：

1、同学们，你看到过桥吗？你走过或认识哪些桥？（学生个
别回答）

2、（出示兰兰图片并出示课题）今天我们课文的主人公叫兰
兰，课文讲的就是兰兰过桥的故事。

二、精读课文，整体感知。

1、爷爷带着兰兰一起去郊游，他将带着兰兰走过两座非同一
般的桥，想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桥吗？请大家把课文读一读，
你将会知道答案。（学生自由读课文）

2、反馈：你知道兰兰过的是什么桥了吗？（学生回答，教师
板书：潜水桥塑料桥）

3、再读课文，思考：为什么说潜水桥和塑料桥非同一般？它



们分别有什么特点？请大家以四个小组为单位再读课文并填
好调查表。（表中加粗部分为学生填写内容，因学生写字量
有限，也可口头反馈，教师板书）

潜水桥塑料桥

造桥地点水里小河上

造桥材料特别坚实的玻璃又薄又结实的塑料

最大的优点不仅方便交通，还可参观海底世界轻巧，体积小，
携带方便

三、学习生字：

1、兰兰的爷爷可真有本领，设计了这么好的桥。同学们你们
长大想干什么？（自由发言）

2、大家的想法都很好。不过，不论是当桥梁工程师还是当飞
行员首先得学会动脑筋，学好一些基础的知识。比如今天要
求我们认识12个生字，大家就可以动动脑子，想一些又简单
又容易记住的方法来认识它们，来，试试看吧，比比谁是最
聪明的。（出示生字，交流记忆方法）

3、有了这么多的好方法，相信大家一定记住这些字了，老师
来考考大家。（将生字组成词语，不注拼音，请学生认读）

兰花、桥梁、工程师、波浪、书架、特别、砖石、划船、采
花、轻巧、又轻又薄、又平又稳

五、结束：

同学们真能干。相信大家有了好的学习方法一定能学到的本
领，长大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作业：

收集各种桥梁的资料，举办“桥梁知识展览”。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三

1．朗读全文。

2．说说课文中兰兰过了哪两种桥，潜水桥和塑料桥各有什么
特点。

1．读生字词。

桥梁工程师波浪特别玻璃砖

划过去采野花很薄轻巧又平又稳

2．指导书写。

（三）实践活动：未来的桥

可参考“教学建议”第三部分。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四

学生自读课文，想一想兰兰过了哪两种桥。

1．学习课文第一至四自然段。

（1）你喜欢哪一种桥？（指名说）请喜欢潜水桥的同学读一
读描写潜水桥的第一至四自然段。

（2）思考：潜水桥有什么特点？（四人小组讨论）

（3）兰兰在潜水桥里都看到了什么？（图文结合回答）



2．学习课文第六至九自然段。

（1）朗读第六至九自然段，思考：你从这几个自然段中知道
了什么桥？

（2）兰兰刚开始看到的塑料桥是什么样的？读出课文中的句
子。过了桥后，把塑料桥怎么办呢？读出课文中的句子。

（3）说一说塑料桥有什么特点。（轻巧，带着方便）

3．学习第十自然段。

（1）齐读第十自然段。

（2）爷爷真会变魔术吗？（是科技的力量）

（三）朗读全文

（四）识记生字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五

1、生字卡片、朗读录音磁带。

2、汽车在潜水桥上行驶的投影片或多媒体课件。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学习课文、识记生字

一、激趣导入新课

借助图画或多媒体课件，让学生观赏兰兰过桥的片断，激发



兴趣，引出课题。

板书课题：兰兰过桥

二、初读课文，引导思考

1、师：我想：好多同学都过过桥，而兰兰过的桥跟我们过的
可不一样。究竟哪点不一样呢？我们读了课文就会知道。

2、学生小声读课文。

要求：

（1）画出文中的生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把自己认为难读
的字多读几遍。

（2）想一想，兰兰过了哪几座桥？

3、检查认读生字的情况。

出示生字卡片，用指名读、集体读、开火车读等形式，检查
学习生字、生词的情况

4、回答“兰兰过了哪几座桥？”（潜水桥和塑料桥）

三、师：好。让我们先来过一过潜水桥

1、清大家先找到写“潜水桥”的段落，认真地读一读。想想
这座桥与我们平常过的桥有什么不同。

2、再读一读，让我们像兰兰那样过一过这座桥，体会体会走
在这座桥上的感受。

四、检查学生自读的情况



师：谁能说说这座桥与我们平常过的桥有什么不同？（实际
上是说“潜水桥”的特点）

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引导学生归纳“潜水桥”的特点：

1、架在水面上。

2、用玻璃砖造的。

3、像一座长长的透明的房子。

师：说说你走过这座桥的感受好吗？

学生可以说课文中兰兰的感受（鱼在周围游，船在桥顶上驶
来驶去），也可以说自己通过想象的感受。

出示生字：兰桥座特结实

１、说说你们用什么方法记住这几个生字。

让学生交流自己记住生字的方法，教师加以肯定。

２、这几个生字中哪个最不好写？

根据多数学生的意见教师进行书写指导

３、学生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完成课后练习第２题的一部分

课堂订正。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六

1．同学们，你们都见过什么样的桥？（指名答）



2．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有趣的课文，（板书课题）课文里所
讲的桥会让大家大开眼界。

（二）初读课文

1．老师范读课文。

2．学生借助拼音自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的音。

3．四人小组分自然段读课文，互相纠正字音。

4．出示生字卡片，检测生字的读音。

（三）初步学习课文，了解课文大致结构

1．指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

2．兰兰跟爷爷过了几种桥？（潜水桥、塑料桥）

3．课文的哪些段写的是潜水桥？谁愿意读一读？（请举手的
同学齐读）

4．课文的哪些段写的是塑料桥？谁愿意读一读？（请举手的
同学齐读）

5．再读全文。我们知道了潜水桥和塑料桥这两种神奇的桥，
现在我们再来把全文读一遍。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七

1、复习14个生字，学会写6个字。

2、启发想象，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展示自己收集到的有关



桥梁知识，并自己动手设计的未来的桥。

游戏《藏头露尾》：学生自制生字卡片一套。教师课前准备
一些较大的生字卡片并用不透明的纸盖住字的四分之三，只
露出一小部分，请学生从自己的卡片中找出被盖住的字，以
此来巩固学生对字形的识记。

2、当读到：“原来是一座架在水里的桥，很像一幢长长的房
子。”时，师问：从这句话中看出，潜水桥大不大？你觉得
还可以说潜水桥像什么？（启发学生想象并学说比喻句）

3、读完第4自然段，师问：课文中的兰兰在桥里面看到了这
些，现在你们都是小兰兰了，你们在桥里面看到了什么？愿
意说给大家听听吗？（启发学生展开想象）

4、读完课文，师问：刚才我们走过了两座神奇的桥，如果你
是桥梁设计工程师，你会设计怎样的桥？（学生想象说话）

1、小组交流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桥梁知识的图片或文字材料。

2、每2上小组推选较有代表性的材料在全班交流。

3、将所收集的材料张贴在教室的“展示台”中，供学生课后
参观。

每生自己设计一座心目中的桥，可图文结合，也可纯图片，
还可以制作桥梁模型。

1．认识“梁、程”等12个生字。会写“兰、各”等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两种桥及它们的特点，激发学生学科
学、爱科学的兴趣。



重点在识字、写字；难点是如何理解这些神奇的桥。

这是一篇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的常识性课文，向我们介
绍了新奇美观的潜水桥和轻巧实用的塑料桥，同时也让我们
了解了迅速发展的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学
科学、爱科学的兴趣。本篇教学设计力求体现一种以学生为
本的理念，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地探究知识，在学生自读、自
悟的基础上使学生的认知得到发展。同时，通过一些开放性
问题的设计启发学生的想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识字
教学上采用先读书，再识字的倒置法。

兰兰过桥课文视频篇八

1.认识“梁、程、波”等11个生字；会写“兰、各、座”等6
个生字

2.能通顺得朗读课文

3.知道课文写了哪两种桥

会写“兰、各、座”等6个生字

正确书写“球、玩”等6个生字，并组2个词

1.图画导入(3min)

展示广州各种大桥的图片，看看学生是否去过或者认识这些
桥。然后导出“同学们，兰兰她今天也要过桥，那么她过了
怎么样的桥呢？我们一起来学习32兰兰过桥”

2.自读课文(4min)

自读课文，把生字词读正确，把课文读通顺。找出不会读的
字词。



3.出示会认的生字词表(5min)

(1)出示生词“桥梁、工程师、波浪、木架、特别、玻璃砖、
划过去、采花、薄饼、轻巧、稳定”

(2)让学生自读生词，随后进行开火车读。

4.出示会写的生字词表(15min)

(1)出示“兰、各、坐、座、带、急”6个生字，读一次

(2)对每个生字进行书空，并对各字结构提示，提示“坐、
座”的写法

(4)开火车读读这些生词

(5)练习“转与砖”;“彩与采”;“等与特”;“坐与
座”;“bao与bo”

5.初读课文、解决问题(3min)

齐读课文，把刚学的生字词读懂读通顺并思考兰兰过了几多
种桥？哪两种？

(1)你在哪个地方找到的？

板书设计：

兰兰过桥

潜水桥

塑料桥



1.有感情得朗读课文。

2.认识两种桥的特点。

3.初步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

认识两种桥的特点。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1.复习导入(2min)

复习上节课生字词，开火车。

2.深读课文，整体感知(10min)

(1)自读课文，找出哪些自然段写了“潜水桥”哪些写了“塑
料桥”?

潜水桥

(2)来全班一起来读读2-4自然段，看看这座桥和我们平时的
桥有什么不同？

四人小组讨论，归纳出特点。(像什么东西)

(3)再来读读2-4自然段，如果让你走在这样的桥上，你会有
什么感觉？

塑料桥

(4)跟着兰兰和爷爷，我们来自读5-9，运用刚才学习潜水桥
的方法，四人小组讨论它的特点，并说说你对它有什么想法。

3.自我感受(3min)



如果你也拥有这样的两座桥你会是怎样的心情？你又有什么
想法了？如果你是兰兰的爷爷，你能设计一座属于你的桥吗？
同位之间互相讨论一下。

4.再读全文、总结结课(10min)

让我们再来读一次课文，和今天的旅程作告别。

5、课后作业。

2个作业选1个完成

1)把你设计的桥写出来？

2)你更喜欢哪座桥？为什么？

板书设计：

兰兰过桥

潜水桥水里结实透明像房子

塑料桥轻巧空气便于携带像雨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