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利用工具书和联系上下文理解“娇小玲珑”、“凶悍好斗”、

“奋不顾身”、“遍体鳞伤”等词语的意思。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3. 读懂课文内容，了解蜂鸟的特点，初步感受本文打比方、列数据的写作方法。

4. 激发学生主动探索自然的兴趣，培养查阅、搜集资料的好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生字、词语卡片；蜂鸟、鹰、歼击机的图片、声像资料。

学生：有条件的可以搜集蜂鸟的图片资料或相关信息；工具书。

教材简析

朋友，你在屏幕上领略过惊心动魄的空中大战吗？那呼啸着的飞机，时而盘旋，时而侧飞，时

而俯冲，天空中交织着密集的光网。《“空中霸王”的克星》这篇说明文为我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鸟类空

中大战。蜂鸟娇小艳丽的外表下隐藏着凶悍好斗的本性，它主动向“空中霸王”——鹰发起攻击，一场小

与大、弱与强的战斗打响了。这场战斗让我们瞠目结舌：庞大的鹰竟然被刺得遍体鳞伤，落荒而逃，直到

轰然坠地。

这是一篇精读课文，共有五个段。第 1段介绍了鹰的霸主特色，巧妙地引出它的克星——蜂鸟。

第 2段描写了蜂鸟惹人喜爱的体形、羽色。第 3～5段对蜂鸟的嘴、肌肉和双翼进行了具体介绍，这是全文

的重点。用“闪电”、“飞机”、“刺刀”、“歼击机”来打比方，突出了蜂鸟敢于作战、善于作战的特

色。文章呈现出浓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是：1.利用工具书理解词语的意思；2.品味语言，积累好词佳句；3.了解

蜂鸟的特点及“克”鹰的原因。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空中霸王”居然有克星！这个课题对学生有强烈的吸引力。教学时可让学生据题质疑，从

而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克星：迷信的人用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推论，认为有些人的命运是相克的，把相

克的人叫做克星。如，猫头鹰是鼠类的克星。本文的“克”含有“能制服”、“能战胜”的意思。



* 第 1 段：介绍老鹰的特点，引出它的克星—蜂鸟。教学时抓住“十拿九稳”、“甚至”、“躲

之不及”等词语去感受鹰的霸主地位，为后文学习蜂鸟“克”鹰做铺垫。通过范读、自读，读出鹰的凶猛。

飘然：轻捷或迅速的样子。翱翔：在空中回旋地飞。兀立自若：毫不拘束地直立（在高山顶上）。

* 第 2段：为了感知蜂鸟确实是鸟类中形体最小的鸟，让学生看一看大拇指，与前文的“庞大”

进行对比，体会鹰与蜂鸟形体和力量的巨大悬殊。引导学生利用工具书和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娇

小玲珑：小巧灵活。

* 第 3段：浓墨重彩地描述蜂鸟用嘴攻击老鹰的场面，极为精彩。这个段是全文的重点。教学

时可引导学生抓住蜂鸟用锋利的嘴攻击鹰的句子朗读体会，想象蜂鸟攻击鹰的情景，感悟蜂鸟凶悍好斗的

性格。凶悍好斗：凶猛强悍，喜欢挑起战争。奋不顾身：奋勇向前，不顾生命。

“别看蜂鸟身材细小，但性格凶悍好斗”是过渡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引出蜂鸟“克”鹰

的精彩场面。课文用“闪电式”、“飞机”、“刺刀”来打比方，形象地写出了蜂鸟快速敏捷、又狠又准

的作战风格。“每冲刺一次，都能刺伤鹰的身体。”教学时抓住“每”、“都”二字体会，说明蜂鸟在与

鹰的交战中是百发百中。与前文鹰捕猎时的“十拿九稳”相比，不得不让人叹服：蜂鸟真是一个作战高手。

* “快速”“敏捷”是蜂鸟的优势。

* 第 4段：蜂鸟为什么像歼击机那样灵活？因为它有结实的肌肉。教学时可出示歼击机的图片

或文字资料，理解两者的相似之处。请学生动手演示“向前飞”、“倒退飞”、“翻滚盘旋”的情态，与

前文鹰飞翔对比，再次体会蜂鸟取胜的原因。遍体鳞伤：满身都是伤，形容伤势重。

* 第 5段：用设问句补充介绍了蜂鸟快速飞行的原因。“由此看来”总结全文。教学时可出示

钟，让学生感受一秒的时值，体会蜂鸟飞行的快速，领略蜂鸟的双翼有着惊人的振速。

* 识字写字教学：可以先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住它们，再集体交流。交流时，对学生

比较巧妙的方法要及时肯定。如，袭：一条龙，穿花衣，腾云驾雾真神气。常见的是用熟字加偏旁、换偏

旁来记忆，如，“歼”。指导书写时，让学生分析哪些字易错和难写。“霸”字上短下长，“逮”字注意

“辶”的写法。

* 课后第 1题：朗读教学采用教师范读、师生合读 、生生自读等方式。教学中注重教给学生

背书的方法：把文字转化成画面，展开想象，称为“放电影”；在关键词句上做上记号，留下读书痕迹；

标出句序，分句背诵，由句成篇。

* 课后第 2、3题可在随文教学中解决。造句时，可鼓励学生尝试用 3个词语写一句话。

教学设计参考

一、观图引入，揭示课题

请学生欣赏蜂鸟和鹰的图片或资料。蜂鸟和鹰将为我们上演一场精彩的空中大战，让我们一同

走进《“空中霸王”的克星》，去目睹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吧！板书课题，生齐读。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 借助拼音，读通课文，学习生字新词。

2. 交流汇报检查生字新词的学习情况，提示“逮”、“ 歼”的读音。

三、细读课文，理解体会

1. 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学生用喜欢的方式再读课文。组内讨论读懂了什么，把不明白的地方在书上相应的词句上打

“？”。

2. 梳理问题，交流解疑。



（1）理解“飘然翱翔”、“兀立自若”、“娇小玲珑”等词语的意思，鼓励学生通过查工具书

和联系上下文解决。

（2）鹰为什么被称作“空中霸王”？引导学生学习第 1段。

（3）蜂鸟有什么特点？引导学生读第 2～5 段，勾出相关词句议一议，然后汇报：身材细小，

羽色艳丽，凶悍好斗，嘴巴锋利，肌肉结实，双翼振速很快。

（4）蜂鸟为什么能“克”老鹰？启发学生联系课后第 3题思考：蜂鸟的某些特点与它“克”老

鹰有什么关系？再次通过朗读在文中找出答案，交流汇报：由于体形细小，因而行动比鹰快速敏捷；嘴巴

锋利，才能刺得又狠又准；因为肌肉结实，所以飞行自如；双翼快速拍动，才能轻易追上老鹰。

3. 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介绍课前搜集的有关蜂鸟的文字、图片等资料。

4. 交流最感兴趣的部分，细细品味打比方的句子，指导朗读。

5. 教给背书方法，指导背诵。

四、拓展延伸，激发探究

1. 说一说：学了《“空中霸王”的克星》一课，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2. 你还知道动物界有关“克星”的知识吗？如果知道，请向同学们介绍介绍。

板书设计参考：

“ 空 中 霸 王 ”的 克 星鹰体 形 细 小—嘴 巴 锋 利—肌 肉 结 实—双翼振速快—蜂鸟

☆秃鹰：身体大，全身棕黑色，头部、颈部裸出，但有绒毛，嘴大而尖锐，呈钩状，以尸体和小动物为生。

参考资料

☆兀鹰：鸟，身体很大，头部较小，嘴端带钩，头和颈的羽毛稀少或全无。翼长，视觉特别敏

锐。生活在高原山麓地区。主要吃死尸。

☆歼击机：一种主要用来在空中歼灭敌机和其他空袭兵器的飞机，装有机关枪、机关炮和导弹

等武器。速度快，爬升迅速，操纵灵便。旧称驱逐机或战斗机。

☆蜂鸟：蜂鸟吸食时悬停在空中，每秒拍翅 70次以上，发出蜜蜂的嗡嗡声，因此叫做蜂鸟。

它的主要特征及生活习性有以下三点：

(1)吸吮花蜜。所有蜂鸟都以花蜜为食物。许多蜂鸟有长喙、长舌，特别适合用来探进不同花朵

里吸食花蜜。植物往往需要蜂鸟的帮助，因为花粉会沾在蜂鸟的羽毛上，让蜂鸟由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

帮助植物繁殖。

(2)纤小美丽。大多数蜂鸟都极为细小，古巴的吸蜜蜂鸟从喙尖到尾尖，身长不足 6厘米，是世

界上最小的鸟。最大的蜂鸟身长也只有 20 厘米左右。雌鸟筑的巢很小，每窝仅下两个白色的蛋。不同物种

的蜂鸟在不同地点筑巢，可能筑在细树枝上，也可能悬挂在树叶下或筑在洞穴里。

(3)求生有术。尽管蜂鸟也吃昆虫和蜘蛛，但花蜜才是它们的主要食粮。蜂鸟有两种进食方式，

一是选定一处有足够花朵供应花蜜的地区，然后保卫这个地盘。一是到处飞行，采集不同花朵的花蜜。有

些蜂鸟因为觅食和逃避寒冷的天气而迁移。红玉喉北蜂鸟由北美洲东部最远飞到巴拿马，旅途中，不停地

飞行 800 千米横越墨西哥湾。棕煌蜂鸟由阿拉斯加飞到墨西哥，全程 3500 千米。

☆动物的相生相克。生物学家发现，鼠害严重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蛇类被大量捕杀。在

大自然中各种动物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平衡关系，它们彼此既相生又相克。如果人为地打破生物之间的这种

平衡，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白蚁和黑蚁是一对冤家，一旦相遇就会大动干戈，往往出现大兵团作战的场面。结果常常是黑

蚁战胜白蚁，白蚁损兵折将，活着的只好纷纷撤离逃命。这就启发人们用黑蚁来防治毁坏建筑物的白蚁。

山雀和啄木鸟是一对好伙伴。山雀喜欢飞到啄木鸟那儿，在地上吃啄木鸟啄出的虫子；啄木鸟由于专心敲



啄树皮，很容易遭老鹰偷袭，而山雀只要看到老鹰一出现，就会突然安静下来，这等于给啄木鸟发出信号，

让它赶快躲起来，以防老鹰的袭击。

在自然界中，动物之间的相生相克是很微妙的。人们研究它，掌握其中的奥秘，可以更好地利

用动物为人类服务。

☆蜂的克星蜂虎。蜂大都有螫刺，所以许多动物，包括我们人都很怕它们。但蜂虎却一点也不

在乎，它们吃蜂的方法也很有趣。当蜂虎叼住一只蜂时，就飞回树上，站稳后将蜂的头部向树上撞去，把

蜂撞昏。接着咬住蜂的身体下半部，在树上来回蹭几下，然后再从头部开始，将蜂整个吞下。这种吃法，

足以保证不会被蜇到。

蜂虎不仅食蜂，也会捕食飞行中的蜻蜓，有时还会扎入水中啄食水生昆虫或甲壳类动物。当草

地或山林着火时，往往可以看到蜂虎飞到烟火的上空，专门捕食被烟火熏起来的昆虫。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能联系上下文理解“揭发”、“制裁”、“生意兴隆”、“水泄不通”

等词语的意思。

2. 学习抓住关键词句体会人物情感的波动，理解丹尼尔为什么向大树道歉，萌发热爱大自然

的思想感情。

3. 默读课文，能简要复述课文。教师：制作课件或准备挂图。

教学准备

学生：搜集环保小故事。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老板在一棵大树下，首先向大树三鞠躬，

然后紧紧地拥抱着大树大声地、深情地说：“大树，我的好兄弟，我真对不起你！……请你原谅！”这场

景谁见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在今天，环保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许多国家都在利用高科技手段

或采用各种方式改造城市环境，绿化、美化家园，这场景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树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破坏或“虐待”树木会受到法律制裁。

本文按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讲述了美国曼哈顿区的一家快餐店老板丹尼尔因“虐待”餐馆门前

的一棵大树，公开向大树道歉的感人故事。丹尼尔的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事实，

也赢得了大家的掌声，体现了人们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理解课文内容，联系上下文理解部分词语。难点是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去感

悟丹尼尔的行为对人们的启发，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激发自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人类自己创造

一个美好家园的愿望，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 当学生读课题“向大树道歉”时一定会产生疑问：谁向大树道歉？他为什么向大树道歉？……

因此，教学时可设计“质疑——解疑——自主探究”为主线的教学思路。

解读与提示

* 第 1段：交代了在美国树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破坏或者“虐待”树木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一

段为下文埋下伏笔。引导学生查工具书理解“虐待”、“制裁”。虐待：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待人。制裁：

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教师可适当介绍西方一些国家和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让学生

初步感知当今社会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环保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第 2段：讲了在纽约曼哈顿区的一家快餐店，由于生意兴隆，交通拥挤，就用自行车送货。

这一段为后文丹尼尔为什么把自行车用铁链锁在树上做了铺垫说明。教学时教师可简单介绍纽约曼哈顿区

的情况，引导学生联系生活经验理解“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生意兴盛。

* 第 3、4段：主要写了丹尼尔是怎样“虐待”树的，人们和管理局是怎样对待丹尼尔的行为

以及丹尼尔的态度的。教学时要引导学生自读自悟。文中的先生把大树比作一个无罪的人，把铁链比作手

铐脚镣，措辞严厉，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环保意识，对丹尼尔“虐待”树木的行为表示出强烈的谴责。公园

管理局对丹尼尔的处罚及为了教育丹尼尔并警醒大家而对丹尼尔提出的要求，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环保问

题的重视。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虐待”、“制裁”、“媒体”、“采访”等词。虐待：本文是指丹

尼尔让送货员用铁链把自行车锁在大树上。制裁：本文是指公园管理局以“虐待”树木的罪名对丹尼尔罚

款 1000 美元的惩处和向大树公开道歉的决定，使之不再“虐待”大树，并主动承担管理培育大树的义务。



媒体：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电台等。本文是指新闻记者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台等

来报道这条奇特的新闻。采访：搜集、寻访。本文指那些新闻记者来寻访丹尼尔向大树公开道歉这条奇特

新闻。还可以用换词或给词语找近义词的方法理解“亲善”一词，“亲善”可换成“亲近”、“亲昵”、

“友好”等词。

* 第 6段：引导学生联系上文从“热烈的掌声”去体会人们对丹尼尔这一举动的赞赏，体会人

们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及人们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感情。在理解的基础上朗读第 5、6段。

* 识字写字教学：注意“鞠”的读音是“”。

* 课后第 1题：旨在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可以在学文中进行。

* 课后第 2题：“衣冠楚楚”反映了丹尼尔对向大树道歉一事的严肃认真；“鞠躬”、“好兄

弟”、“抱得紧紧的”、“贴”等词语表现了丹尼尔改正错误的真诚。教学时应抓住这些重点词语帮助学

生理解句子的意思，体会人物的情感。

* 课后第 3题：鼓励学生谈出自已的感受，可以是多方面的。*“向大树道歉日”即上文所说

的“在指定的时间向那棵大树公开赔礼道歉”的日子。此处引号是特指。

第 5段：这一段主要写了丹尼尔诚恳地向大树道歉的感人场面。用抓重点词句的方法进行认真

理解、朗读、体会。水泄不通：本文指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把大树包围得非常严密，好像连水都不能泄出。

表明记者很多，说明这件事很受媒体关注。衣冠楚楚：本文形容丹尼尔向大树道歉时穿戴整齐、漂亮，表

现了丹尼尔向大树道歉的慎重及诚意。要让学生在读文中找出“大步走”、“鞠躬”、“高声说”、“抱”、

“贴”等表示动作的词来体会丹尼尔态度的真诚。引导学生重点理解“大树，我的好兄弟，我真对不起你”

这句话。这是丹尼尔道歉时说的话。丹尼尔把大树当做自己的好兄弟以表示亲善。作者采用这种拟人的手

法来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丹尼尔道歉的话。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读课题，提出问题

1. 齐读课题，你有什么问题想提出来吗？

2. 教师归纳整理学生的问题，揭示教学目标。

二、初读课文，了解文意

1. 借助拼音，自读课文，勾画生字新词。

2. 说说课文主要讲述了一件什么事。

三、品读课文，感悟体会

1. 默读课文，看看自己读懂了哪些内容，还有哪些内容没读懂。

2. 汇报交流你读懂了哪些内容，提出你不懂的问题，师生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3. 重点引导学生读第 5、第 6段。

（1）自由读第 5段，说说这个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2）最让你感动的词语和句子是哪些？为什么让你感动？

联系上下文理解“水泄不通”、“衣冠楚楚” 等词语的意思。

（3）齐读第 6段，说说这个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你从人们的掌声中悟出了些什么。

（4）指导读好第 5、第 6 段。

4. 小组合作讨论汇报：

丹尼尔为什么向大树道歉？你从中感悟到什么？

5.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四、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1. 如果你是现场的一名小记者，你将怎样向人们报道这条奇特的新闻？

2. 推荐读几个环保小故事。

3. 在改造周围环境，绿化、美化家园的活动中，你能做些什么？请设想一下。

以上三题可根据教学情况及本班学生实际选做。

板书设计参考：

向大树道歉

衣冠楚楚

好兄弟

丹尼尔----大步走向、鞠躬、抱、贴------大树

善待树木，善待人类自己

☆纽约——曼哈顿：曼哈顿在纽约市的中心区，总面积 57.91 平方千米，占纽约市总面积的 7%，

人口 150 万人。纽约著名的百老汇、华尔街、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

中央公园、联合国总部、大都会歌剧院等名胜都集中在曼哈顿岛，使该岛中的部分地区成为纽约的 CBD。

☆美国专门有国家环境政策法，设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委员会每年就环境的状态和情况至少

向总统汇报一次。要求国家应当履行每一代人都作为子孙后代的环境保管人的责任。我国早就颁发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有一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

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或控告，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还要处以罚款或承担法律责任。

☆环保小诗

如 果 没 有 树

如果没有树，

风卷沙尘，

城市变得，

愁云惨雾。

如果没有树，

水土流失，

河流变干枯。

如果没有树，

良田变沙漠，

土地荒芜。

人们啊！

快快停止砍伐，

多多栽树！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借助查字典、词典和生活积累，理解新词。

2.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尝试在阅读过程中旁批。

3. 了解冰山的特点，萌发关注自然、探索自然奥秘的情感。

教学准备

教师：影片《泰坦尼克号》相关片断。

学生：地球仪；搜集有关冰山的资料、图片。

教学简析

提起山，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稳如泰山”这个成语。的确，山是不可动摇的，然而在美

丽的地球上，还有一种会漂浮的“山”——冰山。它们像一个个顽皮的“大个子”，有的作长途旅行，有

的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逛一逛。这些“大个子”曾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这是一篇富有情趣的科普说明

文，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用数据说明，语言生动幽默。

这篇批读课文可以分成两部分来整体把握。用设问句开篇，由“泰坦尼克号”的惨剧引出给人

类带来很大麻烦的冰山；接着用拟人的手法介绍冰山的高度、外形和漂浮的特点。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一边读一边想，了解冰山的特点。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第 2段：弄清漂浮的山指什么，领会感叹号和引号的作用。随波逐流：本文指随着波

浪起伏，跟着海水漂荡。

* 第 3～5段：介绍冰山的高度、外形和漂浮的特点。可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避免作过多过

细的分析、讲解。教师注意点拨学生关注每个段的中心词，引导学生感悟拟人手法的妙处。

可引导学生仿照课文旁批，学习做读书笔记。

* 旁批引导学生了解拟人写法好处。

*此处旁批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出身”也是拟人手法的运用。* 由于把冰山当作人来写，自

然冰山的发源地就是“摇篮”了。

* 鼓励学生在自己的习作中尝试拟人的写法。



* 识字写字教学：本文生字不多，引导学生区别“诞”与“逛”的字形，注意“尼”的读音。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 教师播放影片《泰坦尼克号》冰山毁船的片断，学生被纷乱惨烈的画面所震撼，从而产生

阅读兴趣。

2. 影片中造成船毁人亡的就是“漂浮的山”（板书课题）。引出学习目标。

二、自读自悟，初学课文

1. 出示目标。

(1) 找出新词，利用工具书或联系生活积累理解词意。

(2) “漂浮的山”指什么？课文介绍了它的哪几个方面？

(3) 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为什么？

2. 自由读课文，围绕学习目标自学。

三、巧妙点拨，理解内容

1. 同桌交流讨论。

2. 汇报学习情况，教师适当点拨。

3. 出示小黑板：读句子，说说你喜欢哪一句，为什么。

(1) a.这还不能算是它们实际的“身高”。

b.这还不能算是它们实际的高度。

(2) a.这些顽皮的“大个子”在海上到处漂流。它们有的可以作长途旅行，有的则只能在离自

己家乡不远的地方逛一逛。

b．这些冰山在海上到处漂流。它们有的漂到很远的地方，有的漂得不远。

4. 围绕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指导朗读。

四、拓展思维，提高兴趣

你还知道冰山的哪些知识？说给大家听听。

板书设计参考：

身高

漂浮的山-------平顶、个儿较大-------又多又大

尖顶、个儿较小

漂浮

参考资料

☆冰川和冰山是怎样形成的

在地球上，一些高山地区和两极，长年穿着一件白皑皑的冰雪“外衣”。在高山地区，由于那

里地势高，空气稀薄不保暖，在两极地区，由于从太阳那里得到的热量少，因此气候终年寒冷，一年四季



都堆积着冰雪。这种终年为冰雪所掩盖的地方面积总共有 1600 万平方千米，而 90%以上分布在两极地区。

这些冰雪是以冰川的形式在那里贮存和运动着的。

为什么叫做冰川呢？这是因为它虽然是固体的冰，却能在重力作用下，从高处向低处缓慢流动。

冰川的流动速度，一般每昼夜在 1米以下，个别的冰川，每昼夜最快能流动 20多米。但它们有一条规律：

冰川越厚，坡度越大，气温越高，冰川的流动速度就越快。

构成冰川的冰和普通的冰不同，它不是简单地由冰冻结而成，而是在雪花越降越多，以及由于

间或有阳光照射，稍有融解，但随即又冻结起来的情况下，先结成了颗粒状的粒雪，再进一步结成了冰层，

这种冰比普通的冰略为轻一点，称为冰川冰。

存在于高山上的冰川，称为高山冰川；分布在两极地区的冰川，称为大陆冰川。几乎整个南极

大陆和格陵兰岛的极大部分被埋没在厚度超过千米的冰层下面。

南极的冰川面积占地球上冰川总面积的 85%以上。据估计，冰川总体积约有 2800 万立方千米。

这类冰川的特点是坡度不大，只在边缘处向外倾斜，长长的冰舌伸入海中；在海岸斜坡一带，冰体常发生

裂隙，同时伸入海中的冰体受海水浮力的顶托，会使冰体断裂，成为冰山。有时，浮在海洋上的冰山和伸

入海中的冰舌相撞，把“舌尖”撞断，又形成新的冰山。冰山的形状主要有桌形和角锥形两种，大的能保

持 2～10 年的寿命，一直在海上过着漂浮生涯。浮动着的冰山往往长达几千米，露出海面达 100 米，而这

露出海面的部分约只有整个冰块体积的 1/7。在极地航海家眼里，冰山是最危险的“敌人”，轮船遇到它

有时被迫停驶，一不小心还会发生碰撞事故。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游轮，就是与冰山相撞而沉没的。



教学目标

1. 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哺乳动物的特点。

2. 养成爱护动物，保护动物，主动探索动物王国的奥秘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有条件的可制作课件《动物世界》。

学生：有条件的学生可以阅读《少年百科全书》中有关动物的部分，搜集有关哺乳动物的资料。

教材简析

我们常见的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你听说过像鸭子一样会下蛋的、像鸟一样会飞的、像

鱼一样生活在水里的哺乳动物吗？动物王国就是这么奇妙。本文是一篇融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童话故

事。它用童话的形式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哺乳动物的新知识，同时告诉我们，大自然是神奇而美妙的，

只有不断探索，才能有所收获。学习本文能激发学生关注大自然、关注动物世界的情感。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它内容浅显，结构严谨，条理清楚，语言平实，但描述富有情趣，适宜

儿童自己阅读和合作探究。教学中尽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通过分角色朗

读或演课本剧等多种形式，了解哺乳动物的特点。

全文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第 1段）主要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第二部分（第 2～

16 段）写了联欢会的“风波”，在“风波”里具体讲述了哺乳动物的有关特征。第三部分（第 17 段）是

对全文的总结，写了哺乳动物有会下蛋的，有会飞的，还有生活在水里的。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哺乳动物的特点，激发学生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情感。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风波：比喻纠纷或乱子。本文是指在联欢会开始前，小猴对哺乳动物家族特殊群体——鸭嘴

兽、蝙蝠、蓝鲸和海豚不了解，产生误会而阻拦它们入场。

* 第 1段：交代哺乳动物联欢会召开的时间、地点。通过查词典了解哺乳动物是什么。哺乳动

物：最高等的脊椎动物，基本特点是靠母体的乳腺分泌乳汁哺育初出幼体。除最低等的单孔类是卵生的以

外，其他哺乳动物全是胎生的。



* 第 2～16段：是全文的重点，这部分内容浅显，采用对话的形式具体讲述了哺乳动物的特征。

要让学生自读自悟，找出哺乳动物的特征，进行归纳整理。

* 哺乳动物的特征：哺乳动物大多数是胎生的，都是吃奶长大的。哺乳动物的基本特点是靠母

体的乳腺分泌乳汁哺育初生幼体。指导查工具书理解部分词语。胎生：人或动物的幼体在母体内发育到一

定阶段以后才脱离母体，叫做胎生。乳腺：人或哺乳动物乳房内的腺体。发育成熟的女子或雌性哺乳动物

乳腺发达，能分泌乳汁。

* 海豚：哺乳动物，身体长达 3米多，鼻孔长在头顶上，背部青黑色，有背鳍，腹部白色，前

肢变为鳍。生活在海洋中，吃鱼、乌贼、虾等。俗称海猪。蓝鲸：哺乳动物，种类很多，生活在海洋中，

胎生，形状像鱼，体长可达 30 多米，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前肢形成鳍，后肢完全退化，尾巴变成尾

鳍，鼻孔在头的上部，用肺呼吸。肉可以吃，脂肪可以制油，用于医药和其他工业。俗称鲸鱼。对“陆地”、

“疑惑”、“困惑”、“庞然大物”等词语，可联系生活经验来理解。在学生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指

导读好对话。小猴角色朗读时要热情、有礼貌，其他动物角色要用温和的语气、善意的口吻来读。

* 第 17 段：讲述了小猴在动物联欢会上获得的知识：哺乳动物有会下蛋的，有会飞的，还有

生活在水里的，以及小猴的自责：知识太少。小猴获得的知识应该是学生学文后获得的知识，小猴的自责

也应该是学生学文后所受到的警醒。教学时教师要让学生自读自悟，互相交流收获和体会，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促使其主动探索动物王国的奥秘。

* 课后第 1题：旨在通过朗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并能通过向别人介绍，提高自己的口

语交际能力。

* 课后第 2题：可在学完课文之后，先指导学生读好角色的对话再演课本剧，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教学设计与参考

一、激趣导入，朗读课文

1. 孩子们，你们喜欢动物吗？喜欢什么动物？为什么喜欢？

2. 今天，老师将带你们去动物王国参加一个别开生面的动物联欢会，你将在阅读中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3. 自读课文，想一想：课文讲了哪几种动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二、再读课文，感悟体会

1. 四人小组合作学习。要求：

(1) 你读懂了什么？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还可以把你读后的感受和体会加上简单的旁批。

(2) 哺乳动物有哪些特征？

2. 汇报交流，归纳哺乳动物的特征。

3. 理清课文层次，弄懂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给课文分段，概括段意，并给第二段分层，概括

层意。

三、读演课文，体会情感

1. 自由选择角色，把它说的话读一读，记一记。

2. 试着加上动作、神态再读一读。师生评议，教师相机指导朗读。

3. 分角色演课本剧，可以新增角色。

4. 看了表演，听了介绍，你有新的收获吗？告诉大家你最喜欢的角色。

四、拓展延伸，强化理解



1．课外推荐阅读写动物的《少年百科全书》，收看《动物世界》栏目。

2．同学们交流搜集的有关哺乳动物的资料。☆哺乳动物的起源：最古老的哺乳动物是一种体型

较小、长约 12厘米、类似鼠青的动物，接近于今天的单孔类，它们最早出现在距今约 2.2 亿年的三叠纪。

它们是3亿年前被称为单孔类爬行动物的后裔。这些原始的哺乳动物在侏罗纪和白垩纪（2.08亿年前至6500

万年前）进化为不同的类群。绝大多数早期哺乳动物是肉食性的，但有一些以植物为食，如鼠、河狸等生

活在树上的多节类动物。今天的有袋类、食虫类和灵长类动物最早出现在白垩纪（1.45 亿年前至 6500 万

年前）。恐龙在白垩纪末期灭绝后，这些更加现代的哺乳动物扩散至每一块大陆，进化为数以千计的新物

种。

参考资料

☆哺乳动物：大多数的宠物，如狗、猫和兔子，以及我们劳动中使用的役畜，如马，都是哺乳

动物。我们人类也属于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属于脊椎动物，它们都有脊椎骨。它们也是温血动物，这意味

着不管周围的环境多冷或多热，它们都有恒定的体温。全世界约有 4000 种哺乳动物，它们大多数体表长有

毛。除鸭嘴兽和针鼹外，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通过胎生直接产下幼崽。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它们的幼崽

都靠母乳喂养长大。哺乳动物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爬行动物有多块下颌骨，而哺乳动物只有 1块。

哺乳动物有三大类群，它们是单孔类、有袋类和胎盘类。



教学目标

1. 了解一词多义的语言现象，感受祖国语言的多姿多彩。

2. 背诵有关读书方面的名言警句，丰富自己的积累。

3. 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感受汉语言文字的妙趣，培养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

4. 鼓励学生在精美的语言中学习语言，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个性化语言，提高学生语言实践能力；

初步学会广告语的写作，把握广告语的特性，明确写广告语的要求。

5. 在写作中试着运用想象、联想；产生写作愿望，提高写作兴趣；通过教师点评、同学互改、自己修

改等方式，努力把想象运用得更恰当，更合理；运用修改符号，在原文上修改，养成修改的好习惯。

教学准备

综合性学习：教师搜集精彩的广告语；学生课前观察喜爱的某一件东西，并了解其特点及功能，搜集、

积累广告语。

习作：搜集、阅读具有童真童趣的想象作文。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六个方面的练习。

“温故知新”学习掌握理解多义词的方法。此次练习是在理解多义字的基础上的加深，可以借鉴理解

多义字的方法，联系句子或利用工具书来理解多义词。

“语海拾贝”选择了三句有关读书方面的名言警句，让学生积累，并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开心一刻”是一个有趣的小笑话，它让我们体会到汉语言文字的奇妙，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综合性学习”是“学学做广告”，此题让学生搜集广告语，并学习设计广告语或广告画，真正做到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语言，运用语言。

“习作百花园”要求写一次想象作文，展现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写出自己美好的想象和愿望。选材

可以从天上到海底，从事物到人物,从现实到未来。想象要大胆合理，有新意。

“自主阅读园地”选取了一篇讲述如何读书，如何学好语文的短文。这一练习旨在引导学生用已经学

过的阅读方法自主阅读短文，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建议本课教学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带点的词都是多义词，教师让学生朗读句子，明白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会

不一样。可引导学生联系语境、运用工具书、结合生活实际等方法弄懂它们在句子中的意思。还可以用多

义词的几个意思分别说话，让学生学会运用。

* “语海拾贝”：这是一组关于读书的名言。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解：书就好像良药，如果好好地读它，可以“医治”你的愚钝，让你变得聪明起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解：书读得多，并且完全领会了书中的意思，那么，提起笔来作文时，就会文思泉涌，轻松自如。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说话。

解：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思是说，一本好书，能使读者受到有益的启迪、感染和教育，让读者懂

得做人的道理，所以就像和高尚的人说话一样。

先让学生大致了解三句名言警句的意思，然后熟读成诵，并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 “开心一刻”：让学生在笑声中体验感受汉语言文字的妙趣。在阅读时指导学生理解笑话内容，正

确辨析形近字，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 “综合性学习”：教师应引导学生在精美的语言中学习语言，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提高学生运用语

言的能力。课前教师可让学生搜集精彩的广告语、广告画，透彻地了解自己喜欢的产品；课上指导学生分

析其精彩之处，指导写广告语和画广告画的要点，通过大胆的想象，运用夸张的手法、独特的表达，推销

自己喜爱的东西，呈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

* “习作百花园”：要求写一次想象作文。四年级的孩子正处于想象丰富、充满梦幻的时期，此次作

文无疑是“投其所好”。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写出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

* “自主阅读园地”：运用已学过的阅读方法自主选择阅读，感悟、体会“煮书”的含义和作用,议一

议你如何“煮书” 。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投影出两组句子，读句子，体会每组句子中带点词的意思是否相同。

2. 回忆以前理解多义字的基本方法，可推出理解多义词的基本方法：(1)联系句子理解；(2)利用工具

书；(3)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运用以上三种方法理解词语。

3. 交流学习结果。

4. 用“骄傲”、“特别”的两种意思分别说话。

5. 拓展练习：师出示与书上不同的多义词进行理解，并说话。

二、语海拾贝

1.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许多名人都爱读书，并写下了许多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一块儿来读一读。

2. 说一说这些名言警句大致的意思。

3.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说给大家听一听。

4. 自由读一读、记一记这些句子，看谁记得又快又多。

5. 同桌抽背。齐背。

三、开心一刻

1. 自由读，准备给大家讲述这个笑话。（准备时，可加上动作、表情。）

2. 抽生讲故事。你觉得这个笑话什么地方好笑？

3. 你从这个笑话中感受到了什么？

4. 教师小结。

5. 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笑话？讲给大伙儿听听。



四、综合性学习

1. 激趣导入。

（1）师：同学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越来越丰富，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创意的

广告在商品竞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电视中、报纸上，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广告。（课件播放“没有蚊子，

没虫咬，宝宝金水少不了”、“牙好胃口好，吃饭倍儿香，身体倍儿棒”等广告。）这些通俗、易懂、琅

琅上口的广告语，让我们一听不忘。同学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广告？

（2）生踊跃发言，说自己知道的广告。

（3）品读设计巧妙的广告语、欣赏一幅精美的广告画（课件展示），师生共同探讨写广告语和画广告

画的要点。

（4）明确设计要求。

今天就开动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大胆想象，大胆创新，自行设计一则广告语或画一幅广告画，把自己

喜欢的东西或发明的产品推销推销吧。

2. 学生创作。

（1）作画：学生用简笔画画出自己喜欢的产品(或是创造发明的新产品)，并加上配文。

（2）写广告语：突出特点，语言精美。

3. 修改提高。

（1）自主修改（学生设计好以后，先自己修改）。

（2）小组修改（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互读互看设计的作品，组员之间，读一读，评一评，看看

哪些地方是大家欣赏的，哪些地方还要进一步修改）。

（3）自己再次修改。

4. 全班浏览，评出奖项。

把全班同学的作品放在评奖台上，每个学生浏览后，通过自荐、推荐等方式评出“优秀广告语奖”、

“优秀广告画小设计家奖”、“小小发明家奖”等奖项。

5. 颁奖典礼。

在颁奖典礼这一环节里，让学生拿着自己设计的广告语或广告画进行表演、介绍。表演中、介绍时辅

以表情，配上动作，把广告语、广告画演“活”，演“真”。

五、习作百花园

1. 读懂题目要求。

在学生独立弄清要求的同时，教师相机点拨，帮助理清要点。

2. 出示范文，引导正确选择习作材料。

（1）师生探讨，怎样写才精彩。

①大胆、合理、曲折的情节安排。

②逼真的让人身临其境的环境描写。

③细腻的让人感同身受的心理描写。

（2）师强调写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①植根于现实。

②主题思想健康，丰富多彩。

3. 读写结合。

写作前让学生回忆本单元课文中，作者大胆想象的运用，启发学生根据选材进行合理、大胆、新颖的

想象，然后写作。

4. 自读自改。

运用修改符号，自读自改，知道修改在习作中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习作习惯。

5. 师生合作，当面评改，以点带面。



老师指导修改习作的方向和方法。

6. 小组内互评自改。

引导学生在互评过程中，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在评习作时，学会思考，力求

得到一些启发，运用修改符号，反复修改，养成良好的习作习惯。

7. 小组赏读。

8. 面向全班赏读，增加学生习作的信心和兴趣，取长补短。

六、自主阅读园地

1. 运用已学过的阅读方法，选择你喜欢的段落自主阅读。

2. 勾画出你最喜欢的内容，与小伙伴交流、分享。

3. 提出你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生生、师生互动研讨。

4. 选择你最喜欢的方式，积累好词佳句，包括背诵、摘抄等。

参考资料

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他曾校书于天禄阁达 20年，其间写成

《别录》，开创了我国目录学。

笛卡儿：法国哲学家。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指导心智的规则》（1628）、《方法谈》（1637）、

《第一哲学的沉思》（1641）、《哲学原理》（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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