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精选8篇)
二年级教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指导，
帮助他们巩固和扩展所学内容。为了方便大家备课工作，小
编整理了一些中班教案范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教学工作有
所帮助。

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一

尊敬的各位评委专家：

大家上（下）午好！（鞠躬）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翠鸟》（板书写题目）。关于
这一课，我主要是从说教材,说学情，说教法学法，说教学流
程，以及说板书设计这五个方面来阐述本课的设计思路。

一、纵横联系，说教材

《翠鸟》这篇课文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二组的一
篇精读课文。该组以“爱护周围环境”为专题，从不同角度
描写了人类与动植物之间的故事。《翠鸟》这篇课文形象生
动地介绍了一种生活在水边的翠鸟，在描写它的外型特点和
活动特点的同时，呼吁人类要与动物和谐相处。

1、会认11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正确读写“翠鸟、苇秆”
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体会作者是如何抓住事物的特点进行描写和说明，感受作
者对翠鸟的喜爱之情，培养学生爱护动物的意识。

教学重点是了解翠鸟外型和动作上的特点。教学难点是感受



作者对翠鸟的喜爱之情。

学生。】

二、以人为本，说学情

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聪明活泼，思想活跃，敢于提
出问题，敢于向书本挑战，具有极强的创新意识。因此，在
教学中，要给学生提供张扬个性的平台，让学生在自主、合
作、探究中掌握知识，享受到学习的快乐。

三、灵活多样，说教法与学法（首先，我来说说教法）

本文是一篇优美的精读散文，优美的语句比较多，因此在学
生预习的基础上，我将采用“情境教学法”、“多媒体展示
法”、“导读法”等教学方法。

(其次，说说学法)《新课标》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
体”,因此，我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主要引导学生运
用“品读感悟法、自主合作法”等方法进行学习，通过读读、
划划、找找、写写等,来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多元解读，说流程。

（如何应用这些教学方法，展开教学流程呢？）我打算将本
课的教学分为两个课时，下面就第一课时做详细的介绍，主
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初读课文，来整体感知文章大意，并重点
品读翠鸟外型美这个部分，同时让学生尝试模仿课文的表达
手法来写一写身边的小动物。

（第一环节，激发情趣，导入新课）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儿童的心灵深处，都
有



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那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
者，探索者。”

课堂伊始，我点击播放根据课文插图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引
导学生看图并思考：在生活中你见过这种鸟吗？你觉得这只
鸟漂亮吗？你们谁家里有养鸟的？养的是什么鸟？揭示课题
《翠鸟》。

【这样激趣导入新课，学生的听觉、视觉、思维、想
象，“多频道”运作，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都想成为一
个真正的研究者、探索者去深入文本，于是拉近了生本之间
的距离。】（第二环节，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首先我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画出本课的生字新词，可以多读几遍。随后，检
查他们的预习情况：课件出示生字词，请学生以开火车的方
式认读生字并组词，我适时给予纠正读音，引导他们理解词
语的意思，并指导形难字的书写。

2、接着，我让学生再读课文，并思考：课文写了翠鸟的哪些
特点？带着问题，引导学生共同来感知课文内容。在这里，
我指名学生分自然段朗读课文，检查他们读文情况的同时，
引导学生初步感知课文主要写的是翠鸟的外形美和动作美。

（第三环节，品读欣赏，体会感悟）

带进文本。所以这个环节我是这样设计的：

1、我让学生再读课文第一个自然段，想想这段中从哪几部分
描写翠鸟的外型，写出了翠鸟的哪些特点？请同学们在相关
的词句旁边写下批注，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2、在学生充分自读的基础上,我先让学生小组内进行交流，
再引导学生对文章中的重点词句展开讨论，并汇报。



3、根据学生的汇报，我适时引导他们抓住重点句：“它的颜
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
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
衬衫”，并通过观察图画、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着重从：
“橄榄色”、“翠绿色”、“浅绿色”、“赤褐色”等表示
颜色的关键词中去体会翠鸟颜色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引导学
生来重点学习：“它小巧玲珑，一双透亮灵活的眼睛下面，
长着一张又尖又长的嘴”，抓住关键词语：“小巧玲
珑”、“透亮灵活”、“又尖又长”等，引导学生体会翠鸟
的形状特点。从而来品味作者笔下翠鸟的美。

（第四环节，回归整体，进行总结）

总结课文时，我让学生先说说学习本节课后的感受？待学生
交流完我适时总结学法，并让学生模仿本文的表达手法写一
写身边的小动物。

（第五环节，拓展延伸，布置作业）

课文最后的一个省略号给了我们无穷探究的乐趣，带来了无
穷的遐想，现在，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继续提出一些月球
之谜，课外积极探究，小组长做好记录，及时向家长、老师、
同学汇报探究结果，为开展“月球之谜探究成果”展示会做
好准备。

五、说板书设计（师述：我是这样板书的：）

5翠鸟

外型特点 爪子 喜爱之情

羽毛

眼睛



嘴巴

以上就是我对本节课的说课设计，敬请在座各位评委的点评，
不足之处，请多多批评指导！谢谢！（鞠躬）

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二

词：苇秆、鲜艳、橄榄、花纹、赤褐、透亮、摇晃

重点句子：

1、它的颜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
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
赤褐色的衬衫。它小巧玲珑，一双透亮灵活的眼睛下面，长
着一张又尖又长的嘴。

2、翠鸟鸣声清脆，爱贴着水面疾飞，一眨眼，又轻轻地停在
苇秆上了。它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泛着微波的水面，等待游到
水面上来的小鱼。

3、小鱼悄悄地把头露出水面，吹了个小泡泡。尽管它这样机
灵，还是难以逃脱翠鸟锐利的眼睛。翠鸟蹬开苇秆，像箭一
样飞过去，叼起小鱼，贴着水面往远处飞走了起。

4、老渔翁看了看我们说：“孩子们，你们知道翠鸟的家在哪
里?沿着小溪上去，在那陡峭的石壁上。它从那么远的地方飞
到这里来，是要和你们做朋友的呀!”

主要内容：

《翠鸟》这篇课文形象、生动地介绍了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
鸟——翠鸟。翠鸟颜色鲜艳、小巧玲珑、叫声清脆，捕捉小
鱼时动作迅速、敏捷，十分惹人喜爱。孩子们也喜欢这样可
爱的小鸟，想捉一只翠鸟来饲养，但在老渔翁的开导下，孩



子们打消了自己的念头，把翠鸟看作了朋友。这篇课文在展
示翠鸟的外形和活动特点的同时，呼吁人类要与动物和谐相
处。

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三

1、你说得真漂亮！――庸俗的恭维。这种恭维不利于学生正
确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只会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怎样把肉麻
当有趣。

4、说得真好！大家看，她笑了，这是胜利的微笑！――廉价
的鼓励。我们一些老师总以为学生是低能儿，总以为他们那
些成套的教学用语是可以到处出售的！如果，真有人要按照
这种用语试试，可以遇见到不出三次，就会遭到学生的嗤笑。

7、同学门读得真很美，很有味，这就行了。――无聊的赞歌。
因为是无聊，因为不是发自内心，所以更显得苍白。

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四

摘要：现行中学语文教材，大多文质兼美，为我们展现了一
个绚丽多姿的美的世界。内容涉及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纷
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五彩缤纷的艺术
领域、奥妙无穷的科学殿堂……处处闪耀着美的光辉。由此
可见，在学校美育的多种活动中，语文课中的美育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语文教师应该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艺术境界来指导学生感受、体验、领悟其中之美，从中得到
怡情养性的审美享受和思想道德情操的教育，从而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关键词：语文教学；美育；教育情境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美育，笔者在近几年的语文教学中做
了如下尝试。



一、创设催人发奋、令人向往的氛围，对学生进行美育

在语文教学中，抓住时机，激发学生感情，是进行语文教育
的一个重要手段。教师要根据文章题材、思路和表现手法的
不同，采取相应的方法，调动学生情感。如，在教学《苏州
园林》时，我做了如下结语：“《苏州园林》以不同凡俗的
风采跃然纸上，使人觉得山美、水美、天然美、作者文笔美、
大师情操美。同学们试想，如果作者没有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是不可能写出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美的文章。我们的祖国幅员
辽阔，并且有许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同学们，热
爱我们的祖国吧！为我们的中华而努力学习，愿我们的中华
更加美丽！”这一结语使学生进一步领悟到秀丽的园林风光
无限美的情趣，从而使学生受到艺术感染，获得美的享受。

二、创设悲壮的情境来渲染气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人都是有感情的，现代的青少年，爱憎尤为分明。在语文教
学中，要利用激发学生情感的方式渲染课堂气氛，使课堂气
氛和课文内容相吻合。在教学《孔乙己》一课时，我设计了
这样的导语：时值晚秋，阴风怒号，在江南小镇咸亨酒店前，
现代文学作品的走廊里，“走”出了一位衣衫褴褛、面容憔
悴、神色颓唐、低声下气的老书生。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
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
草绳在肩上挂住。他就是鲁迅著名小说《孔乙己》的主人
公――孔乙己。他是一个惨遭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
毒害的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这样的导语，把学生
带入了情境交融的境界。

三、分析语文教材中的人物和景物，引导学生感知人物的形
象之美和景物所蕴藏的意境之美

语文教材中描写人物和景物众多，各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人物
的形象之美和景物的'意境之美。如，学习杨万里的“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感悟的色彩是明丽的境界：



莲叶绿、荷花红、湖水蓝、骄阳彤，意趣盎然，美不胜收。
景色美，语言更美，使学生的情操得到了陶冶。

四、抓住语文教材中的特殊的虚幻美妙的梦境，启发学生感
悟自然之美和人物之美

语文教材中，许多文学作品用美妙的梦境来表情达意：《荔
枝蜜》里的梦匠心独运、《我的老师》里的梦情浓意深……
教师要恰如其分地启发学生去感知梦之美、梦所蕴含的自然
之美、人物之美。如，《这不是一颗流星》的结尾部分，孩
子：“那我昨天晚上怎么还梦到了阿婆了呢？”“我想跟他
说梦的原理……我原以为孩子天真纯朴的念头像流星一样转
瞬即逝，现在我明白了，这绝不是一颗流星。”讲析时，可
向学生提出：作者以梦作结，有何好处？启发学生思考，让
学生明确：文章以这一真情美梦来收束全文，不仅有力地再
现了孩子那恒星般童真的美丽，而且给人以启迪、感悟。纵
观语文教材，美的教育内容比比皆是，它为青少年展示了一
个绚丽多彩的世界，使他们受到多方面美的展示与感染。

总之，语文教学和美育不能互相替代，但在语文教学中，教
师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有意识地按美育的规律积极创造美的
教育情境，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健康高
尚的审美观”的目的。

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五

1、你说得真漂亮！――庸俗的恭维。这种恭维不利于学生正
确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只会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怎样把肉麻
当有趣。

4、说得真好！大家看，她笑了，这是胜利的微笑！――廉价
的鼓励。我们一些老师总以为学生是低能儿，总以为他们那
些成套的教学用语是可以到处出售的！如果，真有人要按照
这种用语试试，可以遇见到不出三次，就会遭到学生的嗤笑。



7、同学门读得真很美，很有味，这就行了。――无聊的赞歌。
因为是无聊，因为不是发自内心，所以更显得苍白。

于永正教学用语之批判

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六

1、熟读课文，并能感情朗读课文。

2、从水罐的一次次变化中，体会爱心的神奇力量;感知童话
丰富的想象力。

3、学会懂得关心别人，懂得用爱对待生活。

【教学重点】

体会小姑娘美好的心灵与七颗钻石的关系。让学生感受到爱
的巨大力量，培养学生有爱心、同情心、善良的高尚品质。

【教学难点】

通过对课文的阅读，让学生体会是“爱心”使水罐发生了一
次次神奇的变化，使学生受到美好情感的熏陶和感染，.懂得
爱心对别人、对社会的意义，懂得只有爱，我们的生活才会
更加美好。

【教学过程】

(一)设境导入

同学们你们看，这是什么?(出示钻石图片，板书钻石)

漂亮不漂亮?你想说什么?不光漂亮，它还是世界上最珍贵的
宝石啊，它象征着纯洁和永恒啊。(板书：七颗钻石)齐读课



题。

(三)读与悟第2段

教师过渡：小姑娘睡醒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1、请同学们读一读第二段。

2、指名提问。(小姑娘醒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3、齐读文中句子：当她醒来的时候，拿起罐子一看，罐子里
竟装满了清澈新鲜的水。

4、问题预设：此刻，小女孩心情如何?引导学生找文中“喜
出望外”一词。

5、指名提问。(“喜出望外”是什么意思?结合表情理解)

6、齐读。(小姑娘喜出望外，真想喝个够，但是又一想，这
些水给妈妈还不够呢，就赶紧抱着水罐跑回家去。)

7、指名提问。(小姑娘得到水之后想到了什么?)

(她真想喝个够，但更想给生病的母亲喝，于是赶回家。)

(四)请同学们与同桌一起把故事读完，并拿出预习表格相互
交流。

题次小姑娘把水送给谁水罐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原因使水罐
发生变化

第一次母亲有了清澈新鲜的水小姑娘孝顺之心

第二次小狗银罐对小动物的爱心



第三次母女互让金罐母女之间的爱

第四次路人七颗钻石和巨大水源博大的爱

根据学生汇报情况填写表格，并相机进行教学。(表格进行超
链接，随学生回答进行学习。)

第一次神奇变化：

小姑娘往手掌里倒了一点儿水，小狗把它舔净了，变得欢喜
起来。当小姑娘再拿水罐时，木头做的水罐竟变成了银的。

教师过渡语：多么神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水罐为什
么会变成银的。

(1)齐读。

(2)问题预设：为什么小狗要舔净?(回顾第一段，动物焦渴而
死，让学生明白水的重要。)

(3)教师引导：小姑娘只倒了(一点儿水)，就一点儿，说明什
么?女读-评价-男读

(4)问题预设：如果小姑娘再不给它喝水，它会怎样?你体会
到了什么?(水的珍贵)

(5)问题预设：如果是小猫、小羊、小鸡她会让水吗?(扩展小
动物)，说明小姑娘怎么样?(对动物有爱心。)

(6)让我们带着对动物的这份爱一起读一读。

(7)出示银水罐图片

第二次神奇变化：



课件内容：

母亲说：“我反正要死了，还是你自己喝吧。”她又把水罐
递给小姑娘。就在这一瞬间，水罐又变成了金的。

教师过渡：小姑娘抱着银水罐回到家，看到妈妈是什么样子?

(1)个人读。

(2)评价(语气虚弱)(再读)

(3)问题预设：如果没有水母亲会怎么样?那她为什么不喝呢?
他们让来让去说明什么?如果是爸爸、奶奶、哥哥，会让吗?
这些都是小姑娘的什么人?(亲人)

教师过渡：是的，这就是亲情之爱。

(4)师范读：听!

(5)“一瞬间”是什么意思?再换词。

(6)让我们再次感受这份亲情之爱(齐读)。

(7)出示金水罐

第三次神奇变化：

课件内容：这时，小姑娘再也忍不住，正想凑上水罐去喝口
水的时候，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过路人讨水喝。小姑娘咽了
一口唾沫，把水罐递给了这个过路人。

(1)教师过渡：终于得到渴望已久的水，小女孩想喝水想到了
什么程度?齐读(文中找：再也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学生圈
出来。)



(2)“咽”字是多音字，教师带读。

咽喉(名词)

咽唾沫(动词)

(3)“唾沫”轻声词，师教读两遍。

(4)同学们，什么情况下你会咽唾沫?(联想饥渴感觉)

(5)指名读——评价——齐读

(6)问题预设：即使渴到那种程度，小姑娘还做了什么举动
呢?

先填空，后齐读。

(10)所以奇迹发生了：齐读(这时，从水罐里跳出了七颗很大
的钻石，接着从里面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新鲜的水流。)

(11)展示钻石图片，教师过渡：钻石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
它象征着纯洁和永恒的爱(板画爱心)就像小女孩钻石般的心。

(12)结合图片教师过渡：(接着从里面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
又新鲜的水流，因为有了清澈又新鲜的水，小花()。

(13)请两位同学说说自己写的句子。

(14)水对于大自然，对于我们来说多么珍贵啊!童话里还有一
种力量更为珍贵，是什么?爱心的力量是神奇的，感谢童话送
给我们一份至善至美的爱，愿爱心像大熊星座一样普照人间。

(15)全班起立，把手慢慢举起，齐读(那七颗钻石越升越高，
升到了天上，变成了七颗星星)(配乐)



同学们请坐，星星和钻石一样，象征着美好的心灵，象征着
爱心永远地普照人间。《七颗钻石》是一篇童话故事，童话，
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它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
形象，反映生活，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希望同学们课后和你
的小伙伴一起，多读一读自己喜爱的童话，它会送给你意想
不到的收获。

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14个生字，理解18个词语的意思

2、能读懂课文第2段是怎样围绕总起句把翠鸟的颜色写具体
的。并能背诵这一段。

3、了解翠鸟的外形和活动特点，培养爱护小动物、热爱大自
然的情感。

第1课时

教学目标：

1、读准本课14个生字的读音，认清“巧”、“绣”、“纹”、
“腹”、“衬衫”等字的字形，理解“苇秆”、“小巧玲
珑”、“鲜艳”等词的意思。

2、读懂课文第2自然段是怎样围绕总起句把翠鸟的颜色写具
体。

3、读通课文，了解课文的大意。

教学过程：



一、启发谈话。

同学们见过翠鸟吗？这种漂亮的水鸟就是翠鸟，又叫“叼鱼
郎”今天我们所学的课文，就是具体来介绍它的。

二、自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1、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标出课文有几个自然段。

3、课文从几方面介绍了翠鸟？

三、检查自学情况

四、学习1、2、两段。

1、指导读第1自然段，思考：这以自然段主要写翠鸟外形一
个什么特点？找出概括性的一个词。

2、理解“小巧玲珑”一词。

3、文中哪些地方写出它的小巧玲珑？

4、用喜欢的语气读这一段。

5、翠鸟的外形不但小巧玲珑，而且十分美丽。指读第2段，
边听边标序号，思考：这一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用——划
出有关的一句话。用、、圈出这句话中最关键的一个词。

6、反馈、小结：像“翠鸟的颜色非常鲜艳”这句话概括了一
段话的意思，又放在一段话开头，我们叫它总起句，“鲜
艳”时这句话的中心词。

7、读2——4句：



从哪几方面来介绍翠鸟羽毛的鲜艳？

作者是怎样描写各部分的羽毛的呢？投影句子，与原文比较：
哪一处写的好？为什么？

用喜爱、赞美的语气读好2——4句。

这3句与第1句是什么关系？

8、小结学法，学习“学习提示”最后一句话。

9、齐读这两段，用一句话概括这两段意思

五、指导书写

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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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翠鸟教案篇八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能正确读写词语。

2、理解重点词语，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

能力目标：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并能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

情感目标：理解人的自然界动物的关系，让学生懂得如何关
爱动物。

【重点难点】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友人和小海鸥之间的默契。

2.理解友人和小海鸥之间深厚的友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让
学生受到“爱”的教育。

【教学时间】

两课时。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新课。

1.复习生字新词。

2.朗读课文的第一段。



3.谈话导入：同学们，如此漂亮可爱的小海鸥，你们想和它
成为好朋友吗？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友人是怎样做到的。

二、品读课文，体会“深厚情谊”。

（一）相识

1.即将认识的双方是谁？指名回答。（一个是漂亮可爱的小
海鸥，一个是一位作家）

2.他们是在什么地点认识的?（海边小楼窗台）

3.双方给对方的感觉如何?你是从哪些语句体会到的？

4.讨论：人和动物成为朋友的前提是什么？（平等）

（二）相知

1.友人和小海鸥是如何相互了解而成为朋友的？他们都为对
方做过什么？

2.请同学们找出他们各自的行为并画出来，读一读，互相讨
论。

3.学习重点词句：

（1）“友人和这只小海鸥结下了友情，常常为它留一勺清清
的淡水，一盘青色的鲜虾，任它自来自去。他有时还把海鸥
托在手心上喂食。”抓住“常常、自来自去、托在手心上喂
食”感悟友人对海鸥亲人般的关爱。

（3）“?它飞得多自在呀！?友人微微地笑着说。

?它并没有受到伤害，还在飞呢！?友人无比兴奋地说。”抓住
“微微地笑、无比兴奋”体会友人发自内心的对海鸥飞翔的



欣赏。

（4）“友人什么也没说，但从他霍然而起，绕室徘徊中，我
知道他在担心。”抓住“霍然而起，绕室徘徊”理解感悟友
人内心深处对海鸥安危的牵挂和担心。

（5）“我不知它经历了什么：是风雨的侵袭，是雷电的恫吓，
还是恶

浪的阻拦？”抓住“是……是……还是……”体会海鸥那不
畏凶险、顽强抗争的精神和能力，并练习说话。

4.小组汇报交流成果，感悟友人情感，并提出不理解的地方，
师生共同释疑。

5.讨论：友人和小海鸥是如何成为朋友的？（信任）

（三）相爱

2．深入体会“它属于大海！”的含义。

（1）友人很喜欢海鸥，可他为什么又说“它属于大海”？联
系课文说说自己的理解。（因为它属于大自然而不属于友人；
因为它只有在大海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和自由；因为不对它
的行为进行干扰，是对它最好的关爱……）

（2）友人的心愿是什么？（联系课题“飞吧，海鸥”）从中
你体会到什么？

3．引读课题，再一次走进友人的心，感悟友人的情。

看着窗台上跳跃又机(于:小学语文飞吧,海鸥教学设计)灵的
海鸥，友人深情地说：“飞吧，海鸥！”

欣赏着蓝天上飞翔的海鸥，友人无比兴奋地说：“飞吧，海



鸥！”

牵挂着大海上与巨浪搏击的海鸥，友人大声呼唤着：“飞吧，
海鸥！”

4.讨论：友人和小海鸥是如何成为好友的？（自由）

三、总结拓展，升华“深厚情谊”。

1.总结：友人与海鸥的深厚情谊真令人感动。是啊人与动物
之间有了平等、信任，我们就能创造出这种美好的境界。

2.读了这篇文章，你受到了什么启发？你感受到了什么？想
对大家说什么？（生畅谈，师总结。）

3.你知道如何和小动物相处并成为好朋友的方法了吗？

板书设计：

6.飞吧，海鸥

平等信任

小海鸥相识-----------相知-----------相爱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