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火车的故事的教案(通用8篇)
编写高中教案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以
下是一些高二教案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希望能够给大家
带来一些借鉴和思考。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一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读懂课文，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3.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

1.教学课件各种类型的火车动画。

2.师生均准备玩具火车。

一、出示玩具火车，谈话导入

1.大家看，这是什么？对，是玩具火车。有谁见过真的火车
吗？能来给我们讲一讲吗？

2.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列玩具火车，看看火车是什么
构造。

3.下面，我们来学习一篇关于火车的故事。（出示挂图）

4.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二、指导正确琉璃地朗读课文

1.学生初读课文，要求把课文读准确、划出自然段。



2.学生朗读课文，喜欢哪一自然段就站起来读哪一自然段，
要求读准确、流利。

三、朗读感悟

（一）学习第一、二段。

1.小组内互助学习，讨论飞驰而过是什么意思。用玩具火车
演示一下飞驰而过的样子。

2.思考指名读第二段，带动的'意思，并用玩具火车演示一下
带动的样子。

3.指导朗读。读出小明那种奇怪的语气和爸爸鼓励的语气。

（二）学习第三段。

1.出示问题，引导小组合作学习。

（1）读了课文后，你知道了哪几种火车？

（2）最早的火车是什么样的？最先进的火车是什么样的？

2.各小组合作学习，动笔画出关键词语。

3.指导朗读第三段。

（三）自由结合学习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

1.各小组选出代表汇报交流学习成果。

（1）提速：提高速度，即火车开的速度不断提高。

（2）夕发朝至：晚上出发早上就能到达。（指导读出惊喜、
高兴的语气。）



2.教师讲解：

（1）海拔：画图表示。

（2）世界屋脊：语言描述。

3.指导朗读，读出赞叹的语气。

（四）朗读全文。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二

综合课

1 认识“郊、 列”等 14 个生字。会写“名、发”等6 个字。

2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 读懂课文，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识记生字

朗读课文 书写生字

朗读感悟

生字卡片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从题目中我们知道课文是写什么？火车会有什么故事呢？今
天一起学习这一课，你将会学到更多的关于火车的故事。



1、 借助拼音自读课文，画出生字。

2 、听录音，标出自然段，想想课文讲了火车的什么故事。

3 、检查识字情况

1、 读第一二自然段

指名读，理解“飞驰而过”。

2、 读第二自然段

读了以后，你了解了什么？理解蒸汽机 内燃机 电力机车 磁
悬浮火车

朗读领会

3、 自读第四五自然段，提出不懂的问题。

理解“夕发朝至”

爸爸还说了什么？

引导理解不懂的地方。

指导朗读，重点读好长句子：“我国正在……青藏高原。”

4、 读第六自然段

你也想驾驶火车吗？你想驾驶什么样的火车呢？

第二课时

1、 学生读生字卡片



2、 游戏 ：师读一字，生快读相应的卡片，再读词语。

动 发 成

1、 观察字型结构，想想怎样写才好看。

2、 重点指导：“发”的第一笔，“成”的斜钩的书写。

你想象中的新型高速火车是什么样的？展开丰富的想象，以
小组为单位，合作设计一列未来的火车，画下来准备交流。

板书设计:

33、火车的故事

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 电力火车 磁悬浮火车 新型火车

（科技发展）

教后记：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三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读懂课文，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3．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

1．教学课件——各种类型的火车动画。

2．师生均准备玩具火车。

一、出示玩具火车，谈话导入



1．大家看，这是什么？对，是玩具火车。有谁见过真的火车
吗？能来给我们讲一讲吗？

2．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列玩具火车，看看火车是什么
构造。

3．下面，我们来学习一篇关于火车的故事。（出示挂图）

4．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二、指导正确琉璃地朗读课文

1．学生初读课文，要求把课文读准确、划出自然段。

2．学生朗读课文，喜欢哪一自然段就站起来读哪一自然段，
要求读准确、流利。

三、朗读感悟

（一）学习第一、二段。

1．小组内互助学习，讨论“飞驰而过”是什么意思。用玩具
火车演示一下“飞驰而过”的样子。

2．思考指名读第二段，“带动”的意思，并用玩具火车演示
一下“带动”的样子。

3．指导朗读。读出小明那种奇怪的语气和爸爸鼓励的语气。

（二）学习第三段。

1．出示问题，引导小组合作学习。

（1）读了课文后，你知道了哪几种火车？



（2）最早的火车是什么样的？最先进的火车是什么样的？

2．各小组合作学习，动笔画出关键词语。

3．指导朗读第三段。

（三） 自由结合学习课文最后三个自然段。

4．各小组选出代表汇报交流学习成果。

（1）提速：提高速度，即火车开的速度不断提高。

（2）夕发朝至：晚上出发早上就能到达。（指导读出惊喜、
高兴的语气。）

5．教师讲解：

（1）海拔：画图表示。

（2）“世界屋脊”：语言描述。

6．指导朗读，读出赞叹的语气。

（四）朗读全文。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四

1．认识生字，会写6个字，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课文。

2．读懂课文，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3．了解火车的发展成就，激发学生自豪感。

学习生字、新词。



结合对课文内容理解，了解火车的演变历程

2课时

多媒体课件、识字教具。

教学案例（一）

第一课时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关于火车的故事，（边
说边板书课题）你们知道些什么呢?（学生畅所欲言）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火车的故事》你将会了解到更多关于
火车的知识。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借助拼音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画出生字多读几遍。

2．检查识字情况。

齐读，分组读，抽读。

3．听老师范读，标出自然段，想想课文讲火车的什么故事。

三、结合插图，边读边想

1．自读第一、二自然段。

指名读第一自然段，理解“飞驰而过”、可以播放火车疾驶



而过的场景，也可以把自己的手当作火车，演示“飞驰而
过”的样子。

2．读第三自然段，a．读了这个自然段，你了解了什么呢?

蒸汽机车（第二幅图上的车头就是蒸汽机车。它烧煤，从上
面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

内燃机车（它烧汽油、柴油或煤油，不会产生多少烟。）

电力机车（老师出示图片并讲解：电力机车的车顶有电线。
它行驶时下面是两根铁轨，上面靠电线提供能量。）

磁悬浮火车（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火车，速度快，接近普通飞
机。这种火车只有中间一根铁轨，最特别的是：它是浮在轨
道上的。第三幅图画的就是磁悬浮火车。它在日本、德国常
见我国正在研制中。）

3．自读第四、五自然段，提出不懂的问题。

a．理解“夕发朝至”：“夕”是晚上，“发”是出
发，“朝”指的早上，“至”是到来。谁能把词意思连起来
说说?（晚上出发，早上就到了。）

b．爸爸还说了什么?

c．引导理解不懂的地方。

如：教师可以用简笔画，画出海面及山 势的剖面示意图，帮
助学生理解“海拔”、青藏铁路指从青海到西藏高原的铁路，
那里海拔特别高，平均超过40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
被称为‘世界屋脊’。

d．指导朗读，重点读好长句子：“我国正在…青藏铁路。”



4．读第六自然段。

你也想驾驶火车吗?你想驾驶什么样的火车呢?

第二课时

一、朗读课文

二、复习巩固生字

1．学生读生字卡片。

2．游戏：教师读一字，学生快速拿出相应的卡片，再组词语。

三、书写指导

1．观察字形结构，想想怎样写才好看。

重点指导：“发”的第一笔、“成”的斜钩要写好，整个字
才好看。

2．拓展练习

以小组为单位，合作设计一列未来的火车，大家交流。

四、总结

注意肯定学生的创新之处。

教学案例（二）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你们喜欢听故事吗?关于火车的故事，你们知道些什
么呢?（学生自由发言）

今天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火车的故事》。在文中，你将
会了解到更多关于火车的知识。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借助拼音读课文。

对，我们可以把生字画下来，多读几遍。

2．检查识字。

老师这儿有许多生字宝宝，看看谁能把它送回家?（多媒体出
示生字）

你们可真聪明，把生字宝宝安全的送回了家，请大家再大声
地念出他们的名字好吗?

你想和哪个宝宝交朋友，就请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好吗?

3．初读课文

请大家听录音，并在文中标出自然段，再想一想，课文讲了
火车的什么故事呢?

三、结合课文的多媒体动画，理解课文

1．读一、二自然段

谁愿意给大家读一读第一、二自然段?

听了这位同学的读，你知道了什么?



老师有个词不太了解，什么是“飞驰而过”?（学生自由理解）
大家看（出示多媒体画面），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火车飞驰
而过的场景，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小手当作火车，来表
演“飞驰而过”，和老师一起来做。

2．学习第三自然段

你喜欢哪一种?为什么?

你还知道有什么样的火车?给大家介绍介绍?还要简单介绍出
它的特点

你能向小介绍员一样把第三自然段的内容有感情地读出来吗?

比一比，看看谁读的有感情。

3．自读四、五自然段。

请大家自己来读第四、五自然段，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提
出来。

（1）夕发朝至：夕指晚上，发是出发，朝指早上，至是到来，
连起来你知道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指名回答）

（2）爸爸还说了什么?

（3）教师画简笔画，帮助学生理解“海拔”，并介绍青藏铁
路指从青海到西藏高原的铁路。

（4）指导朗读、指名读。

4．读第六自然段

同学们，如果你长大了，想驾驶火车吗?那你说一说想驾驶什
么样的火车?



第二课时

一、朗读课文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火车的故事》这篇课文，谁愿意给大家
读一读?

我们交流一下，看看他读的怎么样?如果老师让你来读，你会
怎样读?

二、复习生字词

1．我们上节课学会了好多的生字，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读一
读?你能用它们来组词吗?

“建”字的偏旁和“进”字的偏旁一样吗?

2．老师这儿有几个字，你能找到另一个字，把他们合在一起，
组成我们今天学过的字吗?谁愿意试一试?（多媒体出示）

三、书写指导

请同学们观察字形结构，想想怎样写才好看?

在这些字中，有两个独体字，“发、成”，“发”字和以前
我们写过的“友”字的写法相近，“成”字在写斜钩时要写
的有点弯度，不能写的太直。

四、拓展练习

如果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位高级设计师，如果让我们来
设计一款新型的火车，会是什么样呢?下面我们以小组为单位，
合作设计一列未来的火车。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可说明，也可动手画下来。



请同学们把自己设计好的火车给大家展示展示。

请同学们评出创意奖、发明奖。

五、教师小结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五

教学要求：

1、认识“郊”、“列”等14个生率，会写“各、发等6

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了解火车的发展，激发创造的欲望

教学准备：

挂图，多媒体课件。

第一课时

一、谈话引入。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关于火车的故事，（边
说边板书课题）你们知些什么呢？（学生畅所欲言）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火车的故事》，你将会了解到更多关
于火车的知识。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借助拼音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画出生字多读几遍

2、检查识字情况。

齐读，分组读，抽读。

3、听老师范读，标出自然段，想想课文讲火车的什么故事

三、结合插图，边读边想

1、自读第一、二自然段。

指名读第一自然段，理解“飞驰而过”、可以播放火车疾驶
而过的场景，也叫以把自己的手当作火车，演示“飞驰而
过”的样子。

2、读第三自然段，

a读了这个自然段，你了解到什么呢

蒸汽机车（第二幅图上的车头就是蒸汽机车。它烧煤，从上
面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内燃机车（它烧汽油、柴油或煤油，
不会产生多少烟。）

电力机车（老师出示图片并讲解：电力机车的车顶有电线。
它行驶时下面是两根铁轨，上面*电线提供能量。）

磁悬浮火车（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火车，速度快，接近普通飞
机。这种火车只有中间一根铁轨，最特别的是：它是浮在轨
道上的。第三幅图画的就是磁悬浮火车。它在日本、德国常
见，我国正在研讨中。）

c．朗读领会。



自读第四、五自然段，提出不懂的问题。

a．理解“夕发前至”：“夕”奖晚上，“发”是出
发，“朝”指的早上，“至”是到来。谁能把词意思连起来
说说？（晚上出发，早上就到了。）

b爸爸还说了什么？

c引导理解不懂的地方。

如；教师可以用简笔画，画出海面及山势的剖面示意图，帮
助学生理押解“海拔”、青藏铁路指从青海到西藏高原的铁
路，那里海拔特别高，平均超过40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地
区，被称人‘世界屋脊”。

d指导则读，重点读好长句子：“我国正在…青藏铁路。”

读第六自然段。

你也想驾驶火车吗？你想驾驶什么样的火车呢？

第二课时

一、朗读课文

二、复习巩固生字

1、学生读生字卡片。

2、游戏：教师读一字，学生快速拿出相应的卡片．再组词语。

三、书写指导

1、观察字形结构，想想怎样写才好看。



重点指导：“发”的第一笔、“成”的斜钩要写好，整个字
才好看。

2、拓展练习

以小组为单位，合作设计一列本来的火车，大家交流。

三、总结

注意肯定学生的创新之处。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六

1.指导学生认识“郊、列”等 14 生字，会写“名、发”等
6 个字。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简单
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3.指导学生了解火车的发展过程，激发学生自豪感。

[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指导学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学会所需认写
的生字。

2.教学难点：指导学生读懂课文，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
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课时安排]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看图说话，导入

1.今天我们教室来了几位新朋友，如果你认识他们就有礼貌
地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课件出示形态各异的火车。学生看图有礼貌地打招呼。

2.他们要给我们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板书课题：33 火车的故事。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借助拼音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画出生字多读几遍。

2.检查识字情况。

齐读，分组读，抽读。

3.听老师范读，标出自然段，想想课文讲火车的什么故事。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课文录音。

2.借助拼音，把课文读通顺，读正确。学生自读课文，教师
巡视了解学生认读情况，并适当地给予帮助。

3.反馈：

（1）你觉得你能为大家读好哪一自然段或哪几句话？学生自
我推荐读课文。



（2）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

（3）小组竞赛读课文。

四、细读课文，读中感悟

1.鼓励学生再读课文。

2.小组交流讨论，教师巡视指导。

3.擂台赛：谈收获（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导理解重点词
语“飞驰而过”“夕发朝至”“世界屋脊”“创举”等）。

4.课件展示：蒸汽机火车、内燃机车、电力火车、磁悬浮火车
（课件展示，教师简单介绍，帮助学生理解。）

五、指导书写生字

1.出示要书写的 6 个汉字。认读要书写的字，并组词。

2.怎样在田字格中写好这 6 个字呢？观察各字在田字格中的
位置、书写要求。

3.反馈，指导。

六、布置作业

同学们，你们想象中的新型高速火车是什么样的，展开丰富
想象，以小组为单位，合作设计一列未来的火车，画下来准
备交流。

第二课时

一、朗读课文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火车的故事》这篇课文，谁愿意给大家
读一读？

仔细听读，看看他读的怎么样？

二、复习生字词

我们上节课学会了许多的生字，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读一读？
你能用它们来组词吗？

三、结合插图，边读边想

1.学习第一、二自然段。

指名读第一自然段，理解“飞驰而过”。可以播放火车疾驶
而过的场景，也可以把自己的手当作火车，演示“飞驰而
过”的样子，集体做动作感受。

2.读第三自然段。

（1）读了这个自然段，你了解了什么呢？

蒸汽机车（课文第二幅插图上的车头就是蒸汽机车。它烧煤，
从上面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

内燃机车（它烧汽油、柴油或煤油，不会产生多少烟。）

电力机车（老师出示图片并讲解：电力机车的车顶有电线。
它行驶时下面是两根铁轨，上面靠电线提供能量。）

磁悬浮火车（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火车，速度快，接近普通飞
机。这种火车只有中间一根铁轨，最特别的是：它是浮在轨
道上的。课文第三幅插图画的就是磁悬浮火车。它在日本、
德国很常见，我国正在研制中。）



3.自读第四、五自然段，提出不懂的问题。

（1）理解“夕发朝至”：“夕”是晚上；“发”是出
发；“朝”指的早上；“至”是到来。谁能把词的意思连起
来说说？（晚上出发，早上就到了。）

（2）爸爸还说了什么？

（3）引导理解不懂的地方。

如：教师可以用简笔画画出海面及山势的剖面示意图，帮助
学生理解“海拔”。青藏铁路指从青海到西藏高原的铁路，
那里海拔特别高，平均超过 4000 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
被称为“世界屋脊”。

（4）指导朗读，重点读好长句子：“我国正在修建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

4.朗读第六自然段。

你也想驾驶火车吗？你想驾驶什么样的火车呢？

四、拓展练习

如果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位高级设计师，如果让我们来
设计一款新型的火车，会是什么样的？把你上节课设计的火
车拿上来展示展示！看谁的设计最有创意。

五、布置作业

你想做一个小发明家吗？用你灵巧的小手创造一个小发明，
研制一个小作品好吗？

六、板书设计



33 火车的故事

机车：蒸汽——内燃——电力、磁悬浮“绿色环保型”

夕发朝至：北京——上海

创举：青藏铁路了不起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七

1.知识与目标：认识18个生字，会写6个。正确、流利、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内容。

2.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文，拓宽知识面。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学习中调动大家学科学、爱科学的
积极性。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课文重点语句

火车的资料、教学课件。

2课时。

教学程序设计意图备注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

同学们，你见过火车吗?说说你对他的了解。

今天，咱们一块来学习有关火车的故事。(板书：火车的故



事)齐读课题

火车会有什么故事呢?

二、初读课文

1.指生读课文

2.学生自由读课文，画出生字，再读两遍。

3.师生开火车读课文。

4.学生评议

5.指名读课文思考：看课文讲了火车的什么故事?

三、细读课文，读中感悟

1.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段

(2)指导朗读

2.学习第二段

(1)这段有几句话?

(2)第一句讲的是什么?

(3)第二句讲的是什么?

(4)读读第二到第五句，从中你知道了什么?

(5)指导朗读，读出夸赞的语气。



3.学习第三段

(1)理解朝发夕至

(2)爸爸还说了什么?指名读，其余同学标出不懂的地方。

(3)“海拔”什么意思?板画，帮助理解。

(4)青藏铁路指从青海到西藏高原的铁路，那儿海拔特别高，
平均超过40000米，是世界上的地区，被称为“世界屋脊。

(5)指导朗读，读出赞吧佩服的语气。

4.学习第4段。

(三)读全文，巩固练习

四、课内升华，课外延伸。

第二课时

一、交流、汇报

1.小组为单位，把你设计的新型火车向大家汇报。

2.对设计进行鼓励，表扬。

二、识字练习

1.开展我是识字小能手活动。

2.给字扩词。

三、写字指导



1.说明每个字在格中占什么位置。

2.教师范写。

3.学生仿写。

四、总结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火车的故事的教案篇八

1、指导学生认识郊、列等14生字，会写名、发等6个字。

2、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简单
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3、指导学生了解火车的发展过程，激发学生自豪感。

1、教学重点：指导学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学会所需认写
的生字。

2、教学难点：指导学生读懂课文，简单了解课文介绍的几种
火车及它们的特点。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看图说话，导入

1、今天我们教室来了几位新朋友，如果你认识他们就有礼貌
地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课件出示形态各异的火车。学生看图有礼貌地打招呼。



2、他们要给我们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板书课题：33火车的故事。

二、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1、借助拼音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画出生字多读几遍。

2、检查识字情况。

齐读，分组读，抽读。

3、听老师范读，标出自然段，想想课文讲火车的什么故事。

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课文录音。

2、借助拼音，把课文读通顺，读正确。学生自读课文，教师
巡视了解学生认读情况，并适当地给予帮助。

3、反馈：

（1）你觉得你能为大家读好哪一自然段或哪几句话？学生自
我推荐读课文。

（2）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

（3）小组竞赛读课文。

四、细读课文，读中感悟

1、鼓励学生再读课文。



2、小组交流讨论，教师巡视指导。

3、擂台赛：谈收获（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导理解重点词语
飞驰而过夕发朝至世界屋脊创举等）。

4、课件展示：蒸汽机火车、内燃机车、电力火车、磁悬浮火车
（课件展示，教师简单介绍，帮助学生理解。）

五、指导书写生字

1、出示要书写的6个汉字。认读要书写的字，并组词。

2、怎样在田字格中写好这6个字呢？观察各字在田字格中的
位置、书写要求。

3、反馈，指导。

六、布置作业

同学们，你们想象中的新型高速火车是什么样的，展开丰富
想象，以小组为单位，合作设计一列未来的火车，画下来准
备交流。

第二课时

一、朗读课文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火车的故事》这篇课文，谁愿意给大家
读一读？

仔细听读，看看他读的怎么样？

二、复习生字词

我们上节课学会了许多的生字，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读一读？



你能用它们来组词吗？

三、结合插图，边读边想

1、学习第一、二自然段。

指名读第一自然段，理解飞驰而过。可以播放火车疾驶而过
的场景，也可以把自己的手当作火车，演示飞驰而过的样子，
集体做动作感受。

2、读第三自然段。

（1）读了这个自然段，你了解了什么呢？

蒸汽机车（课文第二幅插图上的车头就是蒸汽机车。它烧煤，
从上面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

内燃机车（它烧汽油、柴油或煤油，不会产生多少烟。）

电力机车（老师出示图片并讲解：电力机车的车顶有电线。
它行驶时下面是两根铁轨，上面靠电线提供能量。）

磁悬浮火车（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火车，速度快，接近普通飞
机。这种火车只有中间一根铁轨，最特别的是：它是浮在轨
道上的。课文第三幅插图画的就是磁悬浮火车。它在日本、
德国很常见，我国正在研制中。）

3、自读第四、五自然段，提出不懂的问题。

（1）理解夕发朝至：夕是晚上；发是出发；朝指的早上；至
是到来。谁能把词的意思连起来说说？（晚上出发，早上就
到了。）

（2）爸爸还说了什么？



（3）引导理解不懂的地方。

如：教师可以用简笔画画出海面及山势的剖面示意图，帮助
学生理解海拔。青藏铁路指从青海到西藏高原的铁路，那里
海拔特别高，平均超过40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被称
为世界屋脊。

（4）指导朗读，重点读好长句子：我国正在修建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

4、朗读第六自然段。

你也想驾驶火车吗？你想驾驶什么样的火车呢？

四、拓展练习

如果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位高级设计师，如果让我们来
设计一款新型的火车，会是什么样的？把你上节课设计的火
车拿上来展示展示！看谁的设计最有创意。

五、布置作业

你想做一个小发明家吗？用你灵巧的小手创造一个小发明，
研制一个小作品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