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精选8篇)

六年级教案的编写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习惯和学习方式，
提供多样化的教学策略。[教案六]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一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结合课文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并激发学生探究宇宙奥妙的兴趣和培养
热爱科学研究的志向。

4.同时体会作者表达的方法。

凭借语言文字读懂文本，感知作者的表达方法。

2课时

第一课时教学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自学生字新词并结合课文理解生字词。

3、初步感知课文，理清课文的脉络。

流利地朗读课文。

一、引入新课、立体感知



（经常所说的双胎胎。）那“孪生兄弟”最主要的特征是什
么？（很相似）

2、完整地板书，让学生说说能从这个题目上读懂什么？（这
两颗星球都有相似之处）

3、那么这两颗星到底是怎样的相似呢？大家轻轻地朗读课文，
边读边想。

（学生带着这个问题自由地朗读感知。）

4、师生简要交流：

a、交流时指导学生读好第一节。

b、简要地搞清楚火星有没有水。

二、指导正确流利朗读

1、过渡，刚刚我们初步读懂了课文，现在我们需要能正确流
利地朗读全文，请大家按以下要求再自读课文：

a、划出陌生字词自学，并结合课文理解。

b、一句一句朗读，流利地读通每一句。

2、检查自读效果

a、从第二节分节检查。

b、有针对性地解决个别词语。

c、有意识地把关联的小节连在一起读。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2、学生读书寻找，老师渗入指导。

3、再次简要交流，帮助学生理顺文本的内容。

四、指导写字，布置作业。

论坛的“菲儿.”曾经在《中国教育报》专门探讨“语文立体
阅读”，就是说，在中高年级的语文课上，有时并不是必须
遵循先读准读顺课文后再理解课文，可以根据课文及自己教
学的实际情况，可以先入为主，打乱这个顺序。自己也一直
在尝试这个方法。第一课时教学时，我喜欢让学生围绕一个
典型或主要的问题，先让学生来读懂课文，获得一个全面的
感知。然后再让他们“准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这样的教学
我感觉很实在。

在第一课时有一个基本的任务，那就是“读懂课文，理清文
本的脉络”，在这个设计中的第一个环节中，我已让学生对
文本获得一个初步的整体的认识。在第三大环节中，我又专
门设计一个“理清脉络”环节，这个环节等同于分段，但又
不是在分段，因为机械的分段不仅占用时间多，而且枯燥没
味。如果段络比较典型，我一般还是让学生来分段。这一课
有点散，分别介绍了好几个方面，所以我试着设计让学
生“把关系近的小节划在一起，并说说写了什么”，以此来
高效地理清文本写了火星的哪些方面。

第二课时教学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
阳系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的相似之处与差异之处。

2、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宇宙的情趣。



3、体会作者的表达方法及遣词用句。

一、复习导入、整体感知

1、读课题，复习式激问：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火星
与地球相似，他们同样有――同样有……。反过来再师生合作
“只因为火星有――有――所以我们说火星与地球相似，人
们把他们称为－孪生兄弟。”

2、既然他们这么相似，我们的人类现在能不能在上面居住呢？

3、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二、“没水原因”

1、师生共同交流以那个问题。（肯定不能，因为现在火星没
有水）

2、听说原来火星也有水，那原来的水为什么没有留下呢？找
到相关小节，好好读读（6－7小节）。

3、引领学生深入地朗读这节。

a、能不能读懂这节呢？细细地再读。

b、导致火星最后没有水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再读寻找。
（吸引力小）

c、吸引力小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指名读。

同时深入指导品味作者用词表达的效果：

如让学生说说一般用“集体大逃亡”“逃向”来形容什么的，
以此让学生体会，在说明时，如何才能让人感觉生活，有一



定的可读性。

d、再读，要试着把这水分是如何逃亡的原因给表现出来。

4、总结。

三、“水的来历”

1、过渡――刚刚我们一起探讨了火星上水大逃亡的情景。那
火星上的水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2、再读3－5节体会。

3、能不能简要地概括一下说明火星上的水是怎么来的呢？生
再默读思考。

4、交流：

b、生答－地下矿物中带来。

5、总结。（从刚刚的交流中，我们认识到了火星上原来的水
一个方面是由――别一个方面是由――的带来的。）

四、“推断有水”

1、通过刚刚读书，我们知道在火星上原来水是如何来的，也
知道了那些水为什么最后都跑了。那人们是如何推断出来，
原来火星上就曾经有过水的？再读感知。

2、让学生再读，概括地说出。

3、总结：人们由――由――推断出火星曾经有水。

4、品读“推断”。让学生多试着换几个相似的词，体会这个
词语的用法。



五、“到底有没有生命”

1、对以上的学习进行总结。（通过刚刚的学习，我们知道火
星上曾经有水，但又都跑了，所以我们也没法在上面居住了。
……）

2、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呢？自读最后一节感知。

六、拓展深化

1、同学们，现在假如我们想到火星上居住，还需要如何改造
火星啊？

2、提供相关火星的其它的资料。

6．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相似

差异没水？

有没有生命？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习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相似与差异之处，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培养热爱
科学研究的志向。

1、由课题入手，初步把握孪生兄弟的含义

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教学准备：相关资料，投影、录音、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师板书孪生兄弟，指名说说含义。逐步补全课题地球的、
火星，简要说明地球与火

星的关系。

2、用课件或挂图演示两者的真实图片，作一个初步的了解。

3、课文为什么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请同学们带者问
题自由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

1、带着以上问题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读顺句子，读通全文

(2)不理解的字词句同桌相互质疑

(3)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2、检查自读情况，扫清阅读障碍

3、思考交流课文为什么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

4、分析理解课文第一自然段

些方面?

(2)读读、记记两者的相象之处。



(3)师述：课文以四个同样所表达的内容表现了的含义，突出
了文题和主题。再读理解。

(4)引入：由此人们也作出了这样的推测----火星也和地球一
样有水和生命存在。

5、为什么会作出如此推测呢?自读下文思考，并弄明白课文
又介绍了几个方面的内容。

6、简单分析交流后给课文划分层次，概括大意。

第一段(1)由孪生兄弟推测火星上有水和生命的存在

第二段(2-5)推想火星上水的两种来源

第三段(6-8)阐述地球上能留下水并孕育生命而火星却不能的
原因。

7、按段读课文，把握每一段的主要内容

三、书写指导(略)

练习设计

1完成钢笔习字册

2反复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齐读课题

2、说说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中的孪生兄弟?



齐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3、这孪生兄弟还有什么相似和差异之处呢?带着问题自由读
全文。

二、精读课文

(一)学习第二段

1、指导学生观看一组关于火星表面情况的图象，说出自己的
观察所得。

2、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证明火星上曾经有水的存
在。20××年3月分析证实可见，火星有水的推断是具有科学
根据的。

哪句话又能证明推断的可信性呢?读句科学家研究分析了亚马
孙河。激发探究火星上的水从哪里来的兴趣。

3、读读第三自然段，说说水来源的第一种猜测;读读第四自
然段，说说水来源的第二种猜测。多读把握领会。也可同桌
间合作介绍水来源的两种推测。

4、课件演示，指名学生作模拟介绍，说明水来源的推测。

5、读课文进一步把握内容。

(二)学习第三段

读句子，并把握设问句的过渡作用。

2、思考以上问题，并在下文中找找答案。

第三课时



一、复习导入

1、指名说说通过前面对课文的了解，火星和地球有什么相似
和差异之处呢?(师适时补全板书)

2、齐读全文所学内容

二、继续学习第三段

2、带着问题读课文，找出原因。

3、指名交流，分析指导

(1)原因：火星本身的致命缺陷：火星比地球小得多，对物体
的吸引力也小得多

(2)找出具体描述的句子，读读，体会作者形象化的写法写出
了气体脱离火星表面的过程。(如大逃亡、裹挟着赋予人的性
格)

引导读句理解然而

5、可见，在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可以证明之前，任何结论都
不能武断(辨别果断)。科学的探究态度必须是严谨、一丝不
苟的，来不得一丝马虎。

6、火星上生命的存在与否，这是个怎样的谜?你想知道吗?那
么，请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去探究吧。科学的大门正为
你敞开着。

三、结合板书，总结全文

1、弄明白为什么说火星是地球的孪生兄弟?

2、齐读全文，作内容的整体回顾与把握。



四、练习指导

练习设计

1、抄写词语

2、理解加点词语的意思

3、课外收集：宇宙知识知多少?

板书设计：

6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相似处同样

有水和生命存在

差异处水没能留住

生命生存?(谜)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三

教学要求：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4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2个字只识不写。理解由
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妙的兴趣和培养热
爱科学研究的志向。



教学重难点：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
称为太阳系中的“孪生兄弟”。

教具准备：生字卡、挂图、录象

教学时间：3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文，解题

1、梦圆飞天，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已迈出了探索宇宙的一
大步。在群星璀璨的太空中，有两个“孪生兄弟”。同学们
知道“孪生兄弟”指什么人吗？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
科学家们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这是为什么呢？今天
我们就来学习《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这篇课文。
（板书课题）

2、交流火星与地球的资料。

二、自读课文（自学要求）：

1、读准宇音，认清生字字形，读顺每句话，把全文读通。

2、画不懂的词语，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工具书了解它们的意思，
仍然不懂的请做上记号。

3、边读边思考：课文为什么把火星与地球成为孪生兄弟？

三、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读课文，帮助纠正字音和读得不通顺的地方



引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

2、了解词语的掌握情况，对学生不懂的词语教师作适当讲解。

四、分段指名读课文

提出学习要求：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分段，概括段落大
意。

五、指导书写生字

1.学生仔细观察田字格中的生字后，指名板演。

2.引导评价，适当范写。

3.学生用钢笔描红、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练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课文主要写什么？

二、精读课文：

学习第一段：

1、称地球和火星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两者之间有哪些相似
点？



2、自读第一自然段，画出有关句子

3、这是一个什么句式？从中你体会到什么？（同样……同
样……同样……甚至）

4、指导朗读，体会它们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像孪生兄弟。

学习第二段：

1、科学家是怎样推测火星和地球一样有水和生命的呢？（速
读）（分析照片、岩石钻孔）

2、课文用什么方法说明火星上曾经有水？（举例）

3、火星上的水从哪里来的呢？它有几种来源？（默读3——5
自然段）

4、小组讨论，汇报

第一种来源：

（1）抓住“不但……还……”“突如其来”“袭击”“彼此
碰撞”“家常便饭”“最初的水”理解猜测的可能性。（解
决课后第二题）

（2）指导朗读，想象天体中“撞击的画面”

第二种来源：

（1）课件演示火山喷发场面，书上是怎样写的？

（2）抓住“潜藏”“火山爆发”“分离”“释放”“飘
散”“落下”反复朗读

（3）用上以上词，解说火星水的来源，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4）科学家是怎样推测出的？

第三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

二、精读课文

学习第三段

1、为什么火星本身的致命缺陷导致了这个结果？（默读第七
自然段）

2、哪些词重要？火星“大逃亡”，从哪逃到哪？用“因
为……所以……”说说火星没能留住水的原因。（解决课后
第二题）

3、本段描写非常形象，用了什么方法？

4、教师引导有感情的朗读

5、齐读第八自然段，你知道了什么？（用“只要……
就……”说说有关课本的知识）

6、如果地表下真的有生命，它们是什么摸样的？又是怎样生
存的？（想象、交流）

三、总结课文，了解表达顺序、方法

1、围绕为什么说火星是地球的“孪生兄弟”这一中心，先提出
“孪生兄弟”这一概念，推测出火星上有水和生命存在。然
后推想火星上水的两种来源。最后阐述为什么地球上能留下
水并孕育出生命而火星却不能。



2、同学们学了课文，有什么想法？

3、这是一篇说明文，为什么写得那么生动有趣呢？

（举出实例，层层推论，承上启下，过度自然，设问、拟人
的运用）

四、作业：每人出一份有关火星的小小报

板书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
弟”

有水和生命  同样……同样……同样……甚至

推断            分析

潜藏  火山爆发  分离  释放  飘散  落下

致命缺陷    小  引力小  气体逃亡

谜——————热爱科学  探索宇宙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四

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学习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 由课题入手，初步把握“孪生兄弟”的含义

教学重点难点对策

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由课题入手，初步把握“孪生兄弟”的含义



媒体设计

投影、录音

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

1、师板书“孪生兄弟”，指名说说含义。逐步补全课题“地
球的”、“火星”，简要说明地球与火星的关系。

2、用课件或挂图演示两者的真实图片，作一个初步的了解。

3、课文为什么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请同学们带者问
题自由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

1、带着以上问题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读顺句子，读通全文

(2)不理解的字词句同桌相互质疑

(3)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2、检查自读情况，扫清阅读障碍

3、思考交流“课文为什么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

4、分析理解课文第一自然段

(2)读读、记记两者的相象之处。

(3)师述：课文以四个“同样”所表达的内容表现了的含义，



突出了文题和主题。再读理解。

(4)引入：由此人们也作出了这样的推测----火星也和地球一
样有水和生命存在。

5、为什么会作出如此推测呢?自读下文思考，并弄明白课文
又介绍了几个方面的内容。

6、简单分析交流后给课文划分层次，概括大意。

第一段(1)由“孪生兄弟”推测火星上有水和生命的存在

第二段(2-5)推想火星上水的两种来源

第三段(6-8)阐述地球上能留下水并孕育生命而火星却不能的
原因

7、按段读课文，把握每一段的主要内容

三、书写指导(略)

练习设计

1 完成钢笔习字册

2 反复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6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教后记

第二课时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教学重点难点对策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媒体设计

投影、录音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导入

1、齐读课题

2、说说“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中的“孪生兄
弟””?齐读课文第一自然段

3、这孪生兄弟还有什么相似和差异之处呢?带着问题自由读
全文。

二、精读课文

(一)学习第二段

1、指导学生观看一组关于火星表面情况的图象，说出自己的
观察所得。



2、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证明火星上曾经有水的存
在。“2003年3月……分析……证实……”可见，火星有水的
推断是具有科学根据的。

哪句话又能证明推断的可信性呢?读句“科学家研究分析
了……亚马孙河。”激发探究“火星上的水从哪里来”的兴
趣。

3、读读第三自然段，说说水来源的第一种猜测;读读第四自
然段，说说水来源的第二种猜测。多读把握领会。也可同桌
间合作介绍水来源的两种推测。

4、课件演示，指名学生作模拟介绍，说明水来源的推测。

5、读课文进一步把握内容。

(二)学习第三段

1、过渡：火星与地球，同样是行星，环境相似，水的来源相
似，“为什么地球上的水不但能留下来，而且孕育出了生命;
而火星上的水原本可能比地球还多，为什么没能留住呢?”

读句子，并把握设问句的过渡作用。

2、思考以上问题，并在下文中找找答案。

板书设计

6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相似处同样……

有水和生命存在

差异处水没能留住

生命生存?(谜)



第三课时

1 进一步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
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
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2 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培养热爱科学研究的志向。

教学重点难点对策

1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2 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培养热爱科学研究的志向。

媒体设计

投影、录音

教学过程设计

一、复习导入

1、指名说说通过前面对课文的了解，火星和地球有什么相似
和差异之处呢?(师适时补全板书)

2、齐读全文所学内容

二、继续学习第三段

1、问：“为什么地球上的水不但能留下来，而且孕育出了生
命;而火星上的水原本可能比地球还多，为什么没能留住
呢?”

2、带着问题读课文，找出原因。



3、指名交流，分析指导

(1)原因：火星本身的致命缺陷：火星比地球小得多，对物体
的吸引力也小得多

(2)找出具体描述的句子，读读，体会作者形象化的写法写出
了气体脱离火星表面的过程。

如“大逃亡、裹挟着”赋予人的性格

引导读句理解“然而……”

5、可见，在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可以证明之前，任何结论都
不能武断(辨别“果断”)。科学的探究态度必须是严谨、一
丝不苟的，来不得一丝马虎。

火星上生命的存在与否，这是个怎样的谜?你想知道吗?那么，
请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去探究吧。科学的大门正为你敞
开着。

三、结合板书，总结全文

1、弄明白“为什么说火星是地球的‘孪生兄弟’?”

2、齐读全文，作内容的整体回顾与把握。

四、练习指导

练习设计

1、抄写词语

2、理解加点词语的意思

3、课外收集：宇宙知识知多少?



板书设计

6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相似处同样……

有水和生命存在

差异处水没能留住

生命生存?(谜)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3．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爱好和培养热爱科学研究的志
向。

二、说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对课文的阅读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三、说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火星、地球这对孪生兄弟还有什么相似和差异之处呢？带着
问题自由读全文。

（二）学习第二段

1．指导学生观看一组关于火星表面情况的图象，说出自己的



观察所得。

2．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语句证实火星上曾经有水的存在。“3
月……分析……证实……”可见，火星有水的推断是具有科
学根据的。

哪句话又能证实推断的可信性呢？读句“科学家研究分析
了……亚马孙河。”激发探究“火星上的水从哪里来”的爱
好。

3．看来，火星上确实曾经有过水的存在。那么，火星上的水
是从哪里来的呢？自由读读3－5自然段，找找答案。
用“――”画出。

4．指名说。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六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习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激
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培养热爱科学研究的志向。

：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中的“孪生兄
弟”，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培养热爱科学研究的
志向。

从理解题目入手，理解课文内容及说明顺序，透过相关词句，
理解课文用词准确严密、通俗易懂的特点。

投影、多媒体



两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师板书“孪生兄弟”，指名说说含义。逐步补全课题“地
球的”、“火星”，简要说明地球与火星的关系。

2、课文为什么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请同学们带者问
题自由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

1、带着以上问题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读顺句子，读通全文

(2)不理解的字词句同桌相互质疑

(3)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2、检查自读情况，扫清阅读障碍

3、再自由读课文，思考课文每一自然段写了什么?

4、简单分析交流后给课文划分层次，概括大意。

第一段(1)由“孪生兄弟”推测火星上有水和生命的存在

第二段(2-5)推想火星上水的两种来源

第三段(6-8)阐述地球上能留下水并孕育生命而火星却不能的
原因

5、按段读课文，把握每一段的主要内容



三、作业

1、完成钢笔习字册

2、朗读课文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第六课的生字，读通了课文。这节课我
们继续来学习。

齐读课题《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2、什么是“孪生兄弟”?(同一胎出生，双胞胎)“孪生兄
弟”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长相相似)

(“这兄弟俩长得太像了——同样有……，同样有……，同样
有……，同样是……，甚至……。”)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句话中连用了四个“同样”，我们一起
来读一读，好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句式吗?(排比句)

句中的四个“同样”让我们读起来有什么感觉?(火星和地球
之间十分相似)而且我们读起来也非常有气势。

谁能通过朗读让大家感受到火星与地球之间极大的相似程度，
好比“孪生兄弟”。

(指名朗读“这兄弟俩长得太像了……孪生兄弟。”突出“太
像了”、四个“同样”、“甚至”、“难怪”等词。)

你能用一个关联词来说说为什么课文把火星称为地球的“孪
生兄弟”吗?



(因为……，所以人们把火星称为……。)还可以怎么说?(人
们之所以把火星称为……，是因为……。)

3、说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课题。齐读课题。

现在你能说说“孪生兄弟”上为什么用引号?( 相似 表示特
殊含义。)

课题中的破折号表示什么?(表示解释说明)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轻声读读第二自然段，谈谈自己的想法。这种推测是有依
据的。

(1)“科学家研究分析了火星的照片资料，发现……”

(出示火星河床图片)这就是火星河床的照片资料。谁愿意看
着照片向大家介绍一下。

指名朗读第一句。

(2)“20xx年3月以后，人们通过……钻孔分析，进一步证
实……。”

看来科学家的推测是有依据的，大胆的想象推测离不开科学
严密的研究认证。

2、我们一起来读读第二自然段。(齐读)

三、学习第三至五自然段

2、指名说。课件出示。

也许是持续了数亿年的彗星和陨石风暴，给兄弟俩送去了最



初的水。

与地球一样，火星上的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来源。在兄弟俩
诞生之初，水的成分就已经潜藏在一些矿物中了。

3、这两句话中的“也许”、“可能”又说明了什么?

(这些都是科学家们的推测。)

4、哪个自然段讲了彗星和陨石风暴?

指名读第3自然段。

“家常便饭”是什么意思?(很平常、经常发生)

我们可以用什么词语来替换它?(习以为常、十分寻常、普普
通通)

那你觉得用“家常便饭”和“习以为常、十分寻常、普普通
通”哪个更好?

(“家常便饭”通俗易懂，更加形象。)

这一段中还有哪些词能说明当时太阳系内大大小小的碎片彼
此碰撞是家常便饭?

(“经常、突如其来、无数、四处”)

5、火星上的水还有什么来源?从宇宙飞船拍摄的火星照片看，
上面有——，河床上布满了——。看着这些照片，我们仿佛
可以听到——。

读着这段文字，你眼前仿佛出现了什么?请写一写，也可以选
用老师提供的词语：



浊浪滚滚、奔腾咆哮、排山倒海、一泻千里……

指名读写的话。

四、学习七、八 自然段

2、指名说。 用自己的话说

3、水是生命的源泉，地球上的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火星的表
面留不住水，那么肯定就不存在生命了。你认为呢?科学家又
是怎么认为的呢?引导读句理解“然而……”

4、可见，在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可以证明之前，任何结论都
不能武断。科学的探究态度必须是严谨、一丝不苟的，来不
得一丝马虎。

火星上生命的存在与否，这是个怎样的谜?你想知道吗?那么，
请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去探究吧。科学的大门正为你敞
开着。

七、板书：

6、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相似 同样

水 生命

以上就是小编分享的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学教案设计
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继续支持语文网，并提出
您的宝贵建议，小编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收集最好最实用
的教学文章!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七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习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
中的“孪生兄弟”，弄明白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处。激
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培养热爱科学研究的志向。

：了解人们为什么把地球和火星称为太阳系中的“孪生兄
弟”，激发学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和培养热爱科学研究的
志向。

从理解题目入手，理解课文内容及说明顺序，透过相关词句，
理解课文用词准确严密、通俗易懂的特点。

投影、多媒体

两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师板书“孪生兄弟”，指名说说含义。逐步补全课题“地
球的”、“火星”，简要说明地球与火星的关系。

2、课文为什么把火星和地球称为孪生兄弟?请同学们带者问
题自由读课文。

二、初读课文

1、带着以上问题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读顺句子，读通全文



(2)不理解的字词句同桌相互质疑

(3)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2、检查自读情况，扫清阅读障碍

3、再自由读课文，思考课文每一自然段写了什么?

4、简单分析交流后给课文划分层次，概括大意。

第一段(1)由“孪生兄弟”推测火星上有水和生命的存在

第二段(2-5)推想火星上水的两种来源

第三段(6-8)阐述地球上能留下水并孕育生命而火星却不能的
原因

5、按段读课文，把握每一段的主要内容

三、作业

1、完成钢笔习字册

2、朗读课文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

1、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第六课的生字，读通了课文。这节课我
们继续来学习。

齐读课题《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2、什么是“孪生兄弟”?(同一胎出生，双胞胎)“孪生兄
弟”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长相相似)



(“这兄弟俩长得太像了——同样有……，同样有……，同样
有……，同样是……，甚至……。”)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句话中连用了四个“同样”，我们一起
来读一读，好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句式吗?(排比句)

句中的四个“同样”让我们读起来有什么感觉?(火星和地球
之间十分相似)而且我们读起来也非常有气势。

谁能通过朗读让大家感受到火星与地球之间极大的相似程度，
好比“孪生兄弟”。

(指名朗读“这兄弟俩长得太像了……孪生兄弟。”突出“太
像了”、四个“同样”、“甚至”、“难怪”等词。)

你能用一个关联词来说说为什么课文把火星称为地球的“孪
生兄弟”吗?

(因为……，所以人们把火星称为……。)还可以怎么说?(人
们之所以把火星称为……，是因为……。)

3、说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课题。齐读课题。

现在你能说说“孪生兄弟”上为什么用引号?( 相似 表示特
殊含义。)

课题中的破折号表示什么?(表示解释说明)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轻声读读第二自然段，谈谈自己的想法。这种推测是有依
据的。



(1)“科学家研究分析了火星的照片资料，发现……”

(出示火星河床图片)这就是火星河床的照片资料。谁愿意看
着照片向大家介绍一下。

指名朗读第一句。

(2)“20xx年3月以后，人们通过……钻孔分析，进一步证
实……。”

看来科学家的推测是有依据的，大胆的想象推测离不开科学
严密的研究认证。

2、我们一起来读读第二自然段。(齐读)

三、学习第三至五自然段

2、指名说。课件出示。

也许是持续了数亿年的彗星和陨石风暴，给兄弟俩送去了最
初的水。

与地球一样，火星上的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来源。在兄弟俩
诞生之初，水的成分就已经潜藏在一些矿物中了。

3、这两句话中的“也许”、“可能”又说明了什么?

(这些都是科学家们的推测。)

4、哪个自然段讲了彗星和陨石风暴?

指名读第3自然段。

“家常便饭”是什么意思?(很平常、经常发生)



我们可以用什么词语来替换它?(习以为常、十分寻常、普普
通通)

那你觉得用“家常便饭”和“习以为常、十分寻常、普普通
通”哪个更好?

(“家常便饭”通俗易懂，更加形象。)

这一段中还有哪些词能说明当时太阳系内大大小小的碎片彼
此碰撞是家常便饭?

(“经常、突如其来、无数、四处”)

5、火星上的水还有什么来源?从宇宙飞船拍摄的火星照片看，
上面有——，河床上布满了——。看着这些照片，我们仿佛
可以听到——。

读着这段文字，你眼前仿佛出现了什么?请写一写，也可以选
用老师提供的词语：

浊浪滚滚、奔腾咆哮、排山倒海、一泻千里……

指名读写的话。

四、学习七、八 自然段

2、指名说。 用自己的话说

3、水是生命的源泉，地球上的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火星的表
面留不住水，那么肯定就不存在生命了。你认为呢?科学家又
是怎么认为的呢?引导读句理解“然而……”

4、可见，在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可以证明之前，任何结论都
不能武断。科学的探究态度必须是严谨、一丝不苟的，来不
得一丝马虎。



火星上生命的存在与否，这是个怎样的谜?你想知道吗?那么，
请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去探究吧。科学的大门正为你敞
开着。

七、板书：

6、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

相似 同样

水 生命

以上就是小编分享的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学教案设计
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继续支持语文网，并提出
您的宝贵建议，小编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收集最好最实用
的教学文章!

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教案及反思篇八

读了《火星——地球的孪生兄弟》这篇故事，我深有感触。
与此同时，我心中又不免产生了许多疑问，火星跟地球几乎
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就没有孕育出来呢？于是，我上网查
了一下，现在我把这份资料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火星不能孕育生命关键还是在于它的质量太小。为什么这么
说，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火星逃逸速度比较小，不足以长期的将水蒸气留在大气中，
只要火星中的水以水蒸气的形式存在，就会慢慢的挥发到宇
宙空间中。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曾经发现过火星上有水但是现
在却找不到水的根本原因。

2。火星不足以足够抵御太阳风的磁场，即使有简单的生命分
子出现，太阳辐射出的高能粒子足以破坏生命分子的化学键



（如果没有水阻挡的话），索性我们地球磁场足够大，但是
火星的磁场只有地球的1%,不足以抵挡太阳的高能粒子，即使
火星上出现简单生命分子，也会很快被太阳的高能辐射破坏。

因此火星上不可能孕育并且保存生命。

现在你们知道火星的环境与地球相似，但却不能孕育出生命
来的奥秘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