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 祖国山水
多美丽网友来稿(大全8篇)

初二教案的编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专
业知识和教学经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五年级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教学思路。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一

教学内容：省编义务教材六年制第三册第六课

教学目标：通过比较、悟读、表演、看录像，让学生领略祖
国山水的美丽，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1.海洋、森林、草原等图片。

2.录音机、配乐磁带。

3.有关祖国山水的课件。

4.水彩笔、纤画纸。

教学过程：

一、复习字词

二、学习二、三、四自然段

1．自由朗读。

2．找出写田野、高山、绿水的话。



3．想想田野、高山、绿水分别有什么特点。

4．在文中各找出一个字概括。（板书：大、高、宽）

5．指名7．找出课文中的话读一读。

8．比较理解。

课文中为什么不直接写田野大、山高、水面宽呢？请你读一
读，比一比。

出示投影：

田野大田野大得望不到边。

山高山高得望不到顶。

水面宽水面宽得望不到岸。

水面宽得望不到岸也可以怎么说？小作者为什么不这样写呢？
（用词富有变化，读起来就更有味道了）

练习：

a.马路长。

b.老奶奶高兴。

9．指导感情朗读（出示课文3句话）

a.指名读并评议。

e.齐读

三.再读课文，理解内容



下面，我们来做个猜一猜的游戏，老师用动作表演照片内容，
请你猜猜是哪张照片。想一猜就对的有什么好办法？对，读
懂课文是关键。

自由朗读，提出不懂之处。

游戏。（师表演，生猜）

学生试着表演，表现田野、高山、绿水的美。

自己试------指名表演------师引读，生表演

四、深化课文，拓展延伸

火车继续往前跑，小作者从车窗往外看，看到的仅仅是田野、
高山和绿水吗？齐读最后一段，想一想，还会看到些什么呢？
学着小作者的方法介绍一下。（出示图片：森林、大海、草
原等图片，自由选择一张，模仿课文说话，说得好的以图片
做奖励）

五、在音乐声中观看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出示课件）

六、回归整体，品读课文

是呀，祖国的山山水水看不完，祖国的山山水水美如画，让
我们为拥有这样美丽的祖国而自豪吧，让我们怀着对祖国的
喜爱之情，来美美地读一读这篇课文。

七.展开想象，自由作画

让我们拿起手中七彩的画笔，用灵巧的双手画下你喜爱的祖
国美景吧！

教学札记：



新课程理念提出了：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递和反馈
的交流过程，更是师生双方情感交融与共鸣的过程。鉴此，
课前，教室里播放《我把祖国爱在心窝里》的歌曲旋律，屏
幕上投影着美丽的山水画面，黑板上飞驶着一列长长的火车。
我认为，创设情景，引导学生进入作者描述的情境中，激发
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1、找一找。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读，在文中各找出一个字概括
田野、高山、绿水的特点，这不仅是在训练学生初步的概括
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读书方法的训练。

3、猜一猜。小学生爱比试，以游戏的形式来“猜一猜”，激
发学生质疑的兴趣，达到理解文中词语的意思，读懂课文。

4、演一演。学生在深入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
以自身的理解来进行动作表演，既适合儿童好动的特点，又
开发了学生智力，活跃了课堂气氛，达到了一举三得的目的。

5、说一说。这是熟悉课文，理解课文的进一步延伸。学生词
汇的积累，语言文字的运用，是应该得法于课内的。因此，
模仿课文片段进行说话训练，这也是口头作文的一种形式，
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对深化课文理解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6、看一看。从课文中的语言转换为屏幕中的图片，把抽象变
成了具体，从而提高了学生的鉴赏审美能力，使学生在深层
次上又大大迈进了一步；也激发了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
思想感情。

7、画一画。从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来看，学生具备了初步的
鉴赏审美能力后，应该把这一种能力进一步拓展提高，让它
们转化为实践动手能力，这也符合新课程理念中变“死课
堂”为“活课堂”的一种具体体现，达到了动口、动脑、动
手的目的。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认读生
字“望”、“肩”、“宽”、“岸”、“撒”、“网”、“捕”；
解词语“挨着”、“渔船”、“星星点点”；会用句式说话。
（知识与能力）

运用多媒体课件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增强学生形象思维。
（过程与方法）

让学生领略祖国山水的美丽，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情感、态度、价值观）

教学重点：理解三幅图的意思，学会用句式说话。

教学难点：理解“渔船星星点点”这个句子的含义。

教具准备：课件。

渗透的教学理念：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导入课题。（4分钟）

t：你坐过火车、汽车去外地旅游吗？你看到过哪些美丽的景
色？（1分钟）

老师也去过我们祖国好多地方旅游，并且拍下了一些美丽的
照片，你们想看吗？（图片欣赏，配解说词）

t：看了这些照片，你有什么感受？

是啊，我们忍不住会说“祖国山水多美丽啊”！（出示课题，



齐读）有一位小朋友也拍了许多照片，你们想看吗？那么就
请大家自己来读读课文，找一找小作者拍了哪些照片？找到
了读给同桌听听。

二、生自由读课文。师巡回指导。

三、研究三张照片。

（一）t：谁来说说小作者拍下了哪些照片？（随机出示3张照
片）

要求说完整话，指2-3人说。

s小作者拍下了（）张照片，一张是（），一张是（），还有
一张是（）。

（2）t：选择你喜欢的照片，把它的美丽景色说给同桌听听。

（二）以“田野”为例：（出示放大照片）

t：谁来说说田野的景色是怎么样的？（根据学生回答适当点
拨）。

t：你们讲的都不错，谁来找一找课文中是怎样写的？（出示
段落）

随机进行生字教学“望”。（这里有几个新朋友，我们一起
来认识一下吧！）

朗读指导。（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大，怎么大？大得怎么样？“望不到边”）

t：那么谁能用这个句式说说呢？



用“田野（），大得（）”说话。（出示句式）

t：哪些小朋友研究这两张照片的？（指名说）

以高山为例：

t：你来说说它美在哪里？

谁还有补充吗？（根据学生回答适当点拨）

t：谁来找一找课文中是怎样写的？（出示段落）

（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随机进行生字教学“肩”。

朗读指导。高，怎么高？高的怎么样？“望不到顶”

t：那么谁能用这个句式说说呢？

山（），高的（）。（出示句式）

哪些小朋友研究了绿水这张照片？

t：谁来说说绿水的景色是怎么样的？（根据学生回答适当点
拨）

谁还想说说？

t：谁来找一找课文中是怎样写的？（出示段落）

（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随机进行生字教学“宽”、“岸”、“渔”“撒”、“网”。



理解词语“星星点点”：从哪里看出星星点点？

朗读指导。

宽，怎么宽？宽得怎么样？“望不到岸”

t：那么谁能用这个句式说说呢？

水面（），宽得（）。（出示句式）

四、整体朗读训练。（课件出示三张照片及三段话）

t：看了这3张美丽的照片你最想说什么？

那就让我们把这种美读出来吧！

五、拓展延伸。

出示照片“公路”，公路（），长得（）。

t：是啊，祖国真美啊，这是我们元通的一条公路，谁能用这
个句式来说说？

六、小结，用歌声唱出对祖国的热爱。

t：我们的祖国很美，你想对祖国说句什么话吗？

就让我们用歌声唱出对祖国的热爱吧！

七、生字复习，指导书写。（课件出示）（机动）

老师还去了广西桂林。漓江的水真清啊，清的可以看到江底
的沙石，漓江的水真静啊，静的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你
瞧，远处那一座座高山，手牵着手，肩挨着肩。



[祖国山水多美丽(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三

新课程改革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虽然，现在二
年级还没有使用新教材，。但我还是紧紧抓住了“课改”的
契机，以“老教材，新教法”这一思想指导教学。全身心地
投入到“课改”的行列中。下面，我就以《祖国山水多美丽》
这一课的第二教时为例，谈谈自己在教学中的做法。

教学内容：

省编义务教材六年制第三册第六课

教学目标：

通过比较、悟读、表演、看录像，让学生领略祖国山水的美
丽，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1。海洋、森林、草原等图片。

2。录音机、配乐磁带。

3。有关祖国山水的课件。

4。水彩笔、纤画纸。

教学过程：

一、复习字词

二、学习二、三、四自然段



1．自由朗读，2．找出写田野、高山、绿水的话，3．想想田
野、高山、绿水分别有什么特点，4．在文中各找出一个字概
括。（板书：大、高、宽）

5．指名7．找出课文中的话读一读。

8．比较理解。

课文中为什么不直接写田野大、山高、水面宽呢？请你读一
读，比一比。

出示投影：

田野大田野大得望不到边。

山高山高得望不到顶。

水面宽水面宽得望不到岸。

水面宽得望不到岸也可以怎么说？小作者为什么不这样写呢？
（用词富有变化，读起来就更有味道了）

练习：

a。马路长。。

b。老奶奶高兴。

9．指10．导感情朗读（出示课文3句话）

a。指b。名c。读，d。评议

e。齐读



三。再读课文，理解内容

下面，我们来做个猜一猜的游戏，老师用动作表演照片内容，
请你猜猜是哪张照片。想一猜就对的有什么好办法？对，读
懂课文是关键。

自由朗读，提出不懂之处。

游戏。（师表演，？生猜）

学生试着表演，表现田野、高山、绿水的美。

自己试——————指名表演——————师引读，生表演

四、深化课文，拓展延伸

火车继续往前跑，小作者从车窗往外看，看到的仅仅是田野、
高山和绿水吗？齐读最后一段，想一想，还会看到些什么呢？
学着小作者的方法介绍一下。（出示图片：森林、大海、草
原等图片，自由选择一张，模仿课文说话，说得好的以图片
做奖励）

五、在音乐声中观看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出示课件）

六、回归整体，品读课文

是呀，祖国的山山水水看不完，祖国的山山水水美如画，让
我们为拥有这样美丽的祖国而自豪吧，让我们怀着对祖国的
喜爱之情，来美美地读一读这篇课文。

七。展开想象，自由作画

让我们拿起手中七彩的画笔，用灵巧的双手画下你喜爱的祖
国美景吧！



教学札记：

新课程理念提出了：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递和反馈
的交流过程，更是师生双方情感交融与共鸣的过程。鉴此，
课前，教室里播放《我把祖国爱在心窝里》的歌曲旋律，屏
幕上投影着美丽的山水画面，黑板上飞驶着一列长长的火车。
我认为，创设情景，引导学生进入作者描述的情境中，激发
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1、找一找。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读，在文中各找出一个字概括
田野、高山、绿水的特点，这不仅是在训练学生初步的概括
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读书方法的训练。

3、猜一猜。小学生爱比试，以游戏的形式来“猜一猜”，激
发学生质疑的兴趣，达到理解文中词语的意思，读懂课文。

4、演一演。学生在深入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
以自身的理解来进行动作表演，既适合儿童好动的特点，又
开发了学生智力，活跃了课堂气氛，达到了一举三得的目的。

5、说一说。这是熟悉课文，理解课文的进一步延伸。学生词
汇的'积累，语言文字的运用，是应该得法于课内的。因此，
模仿课文片段进行说话训练，这也是口头作文的一种形式，
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对深化课文理解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6、看一看。从课文中的语言转换为屏幕中的图片，把抽象变
成了具体，从而提高了学生的鉴赏审美能力，使学生在深层
次上又大大迈进了一步；也激发了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
思想感情。

7、画一画。从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来看，学生具备了初步的
鉴赏审美能力后，应该把这一种能力进一步拓展提高，让它
们转化为实践动手能力，这也符合新课程理念中变“死课



堂”为“活课堂”的一种具体体现，达到了动口、动脑、动
手的目的。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四

祖国的

高山东省高

山水

绿水宽大看不完

六、教后感：

1、运用质疑，讨论及学习迁移等方法让学生在课堂内主动学
习，课堂容量较大，学生思维活跃，参与面广，在掌握知识
的同时学会了学习方法，培养了学习能力。

《祖国山水多美丽》第二课时教学设计之一由本站会员分享，
,请注明出处!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五

1了解近视眼造成的原因及给生活带来的不便。

2、懂得保护视力的基本常识和方法。

3、增强爱眼意识。

戴眼镜的小猫图片、眼镜、保护眼睛的食物图片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幼儿兴趣



出示戴眼镜的小猫图片进行提问。

师：今天教室里来了一位客人，它是谁？小猫怎么了？小猫
为什么要戴眼镜？幼儿回答。

二、欣赏故事，引导幼儿了解造成近视眼的原因以及近视眼
给生活带来的不便。

师：老师这里有一个故事，故事里就告诉我们小猫为什么戴
眼镜？

1、完整欣赏故事。

提问：小猫的眼睛怎么了？小猫的眼睛为什么看不清？

2、讨论：有这么多的行为会使眼睛生病，眼睛生病了给小花
猫的生活带来了那些不方便？

3、戴假眼镜感受近视眼的不便之处。

师：小花猫的眼睛生病了，给它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老师今天带来了一副眼镜，请小朋友戴一戴感觉一下。

小结：戴眼镜不但不方便而且还不漂亮

三、通过讨论，引导幼儿懂得保护视力的基本常识和方法。

1、师提问：那你们觉得我们怎样做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呢？
幼儿进行讨论。

2、请幼儿讨论后自由回答，教师根据幼儿回答做相应的动作
纠正不良的坐姿。

小结：我们可以通过定期检查视力；绘画、书写或看书时，
保持正确的姿势；不在过强或过弱的光线下看书、画画；不



长时间用眼，用眼后最好向远处看一会儿；不走着、躺着或
在动荡的车厢里看书；不用脏手揉眼睛这些方法来保护眼睛。

四、出示保护眼睛的食物以及保护眼睛方法的图片，请幼儿
选择，引导幼儿知道对眼睛有好处的食物。

除了在行为方面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在饮食方面也起到可
以预防作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食物对我们的眼睛有好
处。请你来找一找正确的用眼方法。

请幼儿回家之后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探究讨论保护视力的
方法以及多吃保护眼睛的食物。

有一只小花猫，平时一点也不知道爱护自己的眼睛，得了近
视眼也不知道。一天，猫妈妈叫它出去钓鱼，小花猫高兴地
拿着钓鱼竿下楼去了。刚下到了一半，小花猫还以为到楼下
了，没想到，脚一踏空，从楼上骨碌碌的滚了下去，鱼竿扔
了好远，小花猫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摸摸头上，跌了一
个大瘤瘤，它只好忍着痛钓鱼去了。

远，它只好到菜场买了一条大鱼。

小花猫买好鱼往家走，路上碰到一只黄狗趴在地上，它看不
清，以为是别人丢掉的一件黄衣服，弯腰去捡，没想到手被
狗咬了一口，它又惊又痛，拔腿就逃到家。

看，很可能要请眼镜帮你忙，你看怎样？”小花猫赶紧点点
头说：“好吧！”猫妈妈带着小花猫到医院看眼睛去了。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六

1、认识10以内相邻数。

2、感知一个数与前后两个相邻数之间的关系。



活动准备

1、纸制小猪卡片5个、小猫卡片6个、小猴卡片7个，1-10的
长条点卡

2、数字卡1-10，每人一份

活动过程

一、认识6的相邻数

1、教师将三种动物卡片散贴在黑板上。提问：黑板上三种动
物卡片有什么不同？

2、谁能把一样动物卡片放在一起，并且把它们排队。

3、每种动物卡片的数目可以用数字几表示？请小朋友在每种
动物下面用数字卡表示它们得数目。

5、为什么5个小猪卡片排在6个小猫卡片的前面？6个小猫卡
片排在7个小猴卡片后面？

6、6的前面是几？6的后面是几？6比5怎样？6比7怎样？

二、感知相邻数之间的关系

1、教师出示1-10的长条点卡，引导幼儿观察，并匹配数字卡。

2、教师指着8的长条点卡，提问：图上几个圆点？请找出比
它少1的小朋友和比它多1的大朋友。

3、1个数字有几个朋友？是两个什么样的朋友？

4、数字9有朋友吗？它的朋友是谁？



三、游戏：找朋友

1、老师报一个数，就请你在自己的卡片中找，把这个数的两
个朋友举起来。

2、该游戏重复多次后，可请幼儿两人一组，一人报数，一人
举数卡，然后交换玩。

3、提问：

（1）每种动物卡片的数目可以用数字几表示？

(2)6个小猫卡片的前面是几个小猪卡片？6个小猫卡片的后面
是几个小猴卡片？

(3)6的前面是几？6的后面是几？

4、数字9有朋友吗？它的朋友是谁？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七

1、理解故事中内容，学习小纸人的勇敢精神。

2、能用连贯的语言讲述小纸人一次次上飞上天空而又失败的
心情。

3、感受“小纸人”为实现扆望而不解追求的态度及行为。

故事磁带、可站立的小纸人一个

1、出示小纸人，引起幼儿兴趣。

2、教师讲故事，讲到“我就是想飞、想飞、想飞”处停下，
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荣，体会小纸人的飞行愿望。



（1）小纸人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3、小纸人还是坚持实现自己的飞行愿望吗？他是怎么去尝试
飞行的？心愿终能实现吗？引起幼儿继续听故事的愿望。

4、教师继续讲述故事下半部分，随着情节的发展，为小纸人
粘上翅膀。

（2）结合课件，完整欣赏故事一遍。

5、引导幼儿围绕“小纸人的勇敢精神”展开讨论。

（1）组织幼儿讨论，为什么小纸人一次一次地摔跤却还要天
天练习飞？

（2）幼儿思考并讨论：你最大的原望是什么？为了实现愿望
你会怎么做？

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坚持到底、不怕困难的精神，我们也要
向小纸人学习，所以在我们平时生活、学习中有了小纸人的
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一听，让他们也来
感受一下小纸人的这种精神。

我是一个小纸人。

我想飞上天空，看看太阳、月亮和星星。可是，玩具朋友们
都觉得我的想法真是傻透了。

陶瓷小天使说：“干嘛要飞？一不小心会摔下来的。

小蜡鸟说“我就不飞，天上有什么好？太阳会把我晒化
的！”



不倒翁说“瞧瞧，小天使有翅膀都不想飞，你就别胡思乱想
啦！”

“可我就是想飞，”我向大家宣布，“我会每天练习的。”
于是每天晚上，我都

在玩具架上张开双臂往下飞。

第一天晚上，我头朝下栽到地板上。小猫好奇地走过来，在
我的身上磨了磨他的爪子。

第二天晚上，我跌进了咖啡杯里。幸好杯子是空的，要不，
我就变成一团纸浆了。第三天晚上，我掉进了废纸篓里，差
一点儿被当成垃圾倒掉。

每天早晨，小主人都发现我不在玩具架上。他一点都不生气，
还帮我把身上的灰尘掸掉，把弄皱的地方抹平。我真想把我
的心事告诉他，可是玩具是不能跟人讲话的。

我还是天天练习飞，我一次又一次地掉下来，但是我不怕。
我就是想飞、想飞、想飞。.。.。.

这天早晨，小主人从桌子底下找到了我。“我猜出来了，你
是想飞！”他突然大

声说，又用白纸为我折了一对翅膀。

看啊，我有翅膀了！我快活得想哭、想笑想大声地唱歌。

玩具架是个快乐的家，可我更爱蓝天、白云、太阳、月亮和
星星。我向我的玩具朋友们告别，他们说“什么时候飞累了，
欢迎回家！”我向小主人告别，他说：“祝贺你实现了梦想。
其实，我也想飞！

我永远不会忘记小主人。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他猜出了一



个小纸人的心愿。

大班社会美丽的祖国教案篇八

（第二教时）

教学内容：省编义务教材六年制第三册第六课

教学目标：通过比较、悟读、表演、看录像，让学生领略祖
国山水的美丽，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1.海洋、森林、草原等图片。

2.录音机、配乐磁带。

3.有关祖国山水的课件。

4.水彩笔、纤画纸。

教学过程：

一、复习字词

二、学习二、三、四自然段

1．自由朗读，2．找出写田野、高山、绿水的话，3．想想田
野、高山、绿水分别有什么特点，4．在文中各找出一个字概
括。（板书：大、高、宽）

5．指名7．找出课文中的话读一读。

8．比较理解。

课文中为什么不直接写田野大、山高、水面宽呢？请你读一
读，比一比。



出示投影：

田野大田野大得望不到边。

山高山高得望不到顶。

水面宽水面宽得望不到岸。

水面宽得望不到岸也可以怎么说？小作者为什么不这样写呢？
（用词富有变化，读起来就更有味道了）

练习：

a.马路长。。

b.老奶奶高兴。

9．指10．导感情朗读（出示课文3句话）

a.指b.名c.读，d.评议

e.齐读

三.再读课文，理解内容

下面，我们来做个猜一猜的游戏，老师用动作表演照片内容，
请你猜猜是哪张照片。想一猜就对的有什么好办法？对，读
懂课文是关键。

自由朗读，提出不懂之处。

游戏。（师表演，生猜）

学生试着表演，表现田野、高山、绿水的美。



自己试------指名表演------师引读，生表演

四、深化课文，拓展延伸

火车继续往前跑，小作者从车窗往外看，看到的仅仅是田野、
高山和绿水吗？齐读最后一段，想一想，还会看到些什么呢？
学着小作者的方法介绍一下。（出示图片：森林、大海、草
原等图片，自由选择一张，模仿课文说话，说得好的以图片
做奖励）

五、在音乐声中观看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出示课件）

六、回归整体，品读课文

是呀，祖国的山山水水看不完，祖国的山山水水美如画，让
我们为拥有这样美丽的祖国而自豪吧，让我们怀着对祖国的
喜爱之情，来美美地读一读这篇课文。

七.展开想象，自由作画

让我们拿起手中七彩的'画笔，用灵巧的双手画下你喜爱的祖
国美景吧！

教学札记：新课程理念提出了：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一种信息
传递和反馈的交流过程，更是师生双方情感交融与共鸣的过
程。鉴此，课前，教室里播放《我把祖国爱在心窝里》的歌
曲旋律，屏幕上投影着美丽的山水画面，黑板上飞驶着一列
长长的火车。我认为，创设情景，引导学生进入作者描述的
情境中，激发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1、找一找。让学生通
过自由朗读，在文中各找出一个字概括田野、高山、绿水的
特点，这不仅是在训练学生初步的概括能力，而且也是一种
读书方法的训练。2、比一比。从概括的语言又回到课文中具
体的语言，然后进行三组句子的比较理解，这样，孩子们在
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写作上的启发，（不光要把句子写具



体，还要富有变化，这样，读起来才更有味道。）快乐的表
情洋溢在他们脸上的时候，这难道不是教师最快乐的事情吗？
3、猜一猜。小学生爱比试，以游戏的形式来“猜一猜”，激
发学生质疑的兴趣，达到理解文中词语的意思，读懂课文。4、
演一演。学生在深入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
以自身的理解来进行动作表演，既适合儿童好动的特点，又
开发了学生智力，活跃了课堂气氛，达到了一举三得的目的。
5、说一说。这是熟悉课文，理解课文的进一步延伸。学生词
汇的积累，语言文字的运用，是应该得法于课内的。因此，
模仿课文片段进行说话训练，这也是口头作文的一种形式，
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对深化课文理解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6、看一看。从课文中的语言转换为屏
幕中的图片，把抽象变成了具体，从而提高了学生的鉴赏审
美能力，使学生在深层次上又大大迈进了一步；也激发了学
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7、画一画。从循序渐进的
教学原则来看，学生具备了初步的鉴赏审美能力后，应该把
这一种能力进一步拓展提高，让它们转化为实践动手能力，
这也符合新课程理念中变“死课堂”为“活课堂”的一种具
体体现，达到了动口、动脑、动手的目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