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ｉ十
．

实录
1ｉｉ ｚ

ｚ
ｙ
ｃｓ

ｊ
ｓ

ｌ＠  1 2 6 ．ｃ ｏｍ 栏 目 编辑 赵红丽 品课案
1

口

【 第 三届
“

语参杯
”

百佳语文教 师评选大赛征文选登 】

一堂有趣的说明文教学课
—

《看云识天气 》课堂实录

■ 执教 ：福建厦 门 市第
一

中学／黄小娟

■ 插评 ：
福建厦 门 市第 五 中市／钟 焰

■ 总评 ： 江 苏张家港市合兴初级 中学／文 衷

．导入新课云
， 甲骨文字形邊是在夕 （

二
，
即

“

上
”

， 表示天
（ 播放许茹芸的 《如果云知道 》 ，

并 ＰＰＴ 展示云

的形态变化图 片 ）宇 ） 的 下面 力口一 弯舒卷的 线条ｄ）
，表示 气流在天？

上流

师 ：在一 曲优美动听的音乐声 中
，我们欣赏了变 动 。 金文志及早期 篆文方承续 甲 骨 文 字形 。

“

云
”

是

化无常 、 姿态万千的 云 。 今天 ＞ 我们一起来学课文 天空飘浮的 气 团 。

《看云 识天 气 》 。 大 家请看 ，
今天学 习 的任务 是雲在 《 说文解字 》 中 的 含 义是 ： 山 川 升腾的 雾

（屏显 ） ：气。 字形采 用
“

雨
”

作字根
，

“

云
”

字 象 雲 气 回 转 的

1 ． 理解内容 ，
理清结构 ；样子。

2 ． 认识云与天气的关系 ；
师 ：文字是有生命的 ， 它本身有着丰富 的含义 。

3 ． 品析优美精确的语言。根据
“

云
”

的含义
，
课文题 目告诉了我们什么信息 ？

【 插评 】 以许茹芸的一 曲 《 如果云知道 》 导入课生 5 ： 课文题 目告诉我们 ，
看到天上的 云

， 就知

题
，音乐旋律优美 ，

云图 姿态万千 ，
让学生初步感知道天要下雨了 。

云的形态变化
，

可谓
“

未成 曲调先有情
”

，

为学生认师 （笑 ） ： 天上有云就要下雨了吗 ？

识并了解云与天气的关系蓄势 。 学习任务的显示也生 6
： 不
一定 。 天上乌云密布才是要下雨 ，

而那

使这堂课的 目标定位变得明确 ， 教学思路清晰。些轻而薄的云 ，往往是天气晴朗 的象征 。

二、 初读课文 ，想
一

想生 7
： 课文题 目的意思是

，
只要我们善于观察云

师 ： 同学们知道
“

云
”

的 繁体字的写法吗 ？ 与这的不同形态变化 ，就能够识别出不同 的天气。

个繁体字偏旁相 同的字还有哪些 ？师 ：非常正确
，
你理解得很到位 ！

生 1  ：云的繁体字是雨字头底下一个云字。师 ：请同学们 翻到课本第 8 2 页
，给文段标序 ，

并

生 2
：与繁体字

“

雲
”

偏旁相 同的还有
“

下霜
”

的用最快的速度从课文中画 出 与题 目意思相同或相关
“

霜
”

，

“

朝霞
”

的
“

霞
”

……的句子 。

生 3
： 打

“

雷
”

的
“

雷
”
……

 （学生活动 2 分钟后举手 回答 ）

生 4
： 我发现这些字都跟雨有关。生 8 ： 我找到了

，
与课文题 目意思相 同或相关的

师 ： 真聪明 。 请同学们看看
“

云
”

字在 甲 骨 文 、 句子是第 1 段的最后一句——云就像是天气的
“

招

金文 、篆文里的形体变化及在 《说文解字 》 中 的含义牌
”

，
天上挂什么云

，就将 出现什么样的天气。 这句

（
ＰＰＴ 展示 ） ：用比喻的方法说明云与天气有关系 。

［字形演变 ］生 9 ： 我找 的是第 2 段的这句话——天空的薄

云
，
往往是天气晴朗的象征 ；

那些低而厚密的 云层 ’

……常常是阴雨风雪的预兆。 这句用对照 、对 比 的方法
‘ ‘

翻不陋棚通麵示不醜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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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 0
： 我找到 的是第 1 段的最后几句——云 ，有时像一 片 白 色的 羽 毛 ， 有 时像一块 洁 白 的 绫纱。

能够帮助我们识别阴晴风雨 ，
预知天气变化 ，

这对工别看我 身子很单薄 ，
可我最轻盈 ，

站得也最高 ，
阳光

农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 ，
天气变化异常复杂 ，

可以透过我照到 地面 。 我很受欢迎
，
因 为我会给大

看云识天气毕竟有一定的限度。家带 来晴 朗 的天气。

师 （屏显 ） ： 同学们很快就把跟题 目 相关的文句【插评 】 这个环节 的 设计趣味横生 。 精致的视

找出来了 ，
这些文句组合在一起就是这篇文章要告频朗读 图文并茂 ，

画 面感极强 ，适时配以的 闪 电雷鸣

诉我们 的主要内容 ，请看大屏幕 ：更能激发学生 的学 习 兴趣
，
且加深 了 学 生对于 不 同

云就像是天气的
“

招牌
”

，
天上桂什 么 云

，
就将云在天空 中 不 同位置 、不 同形状的感性认识 。 另 外 ，

出现什么 样的天气。以
“

自我介绍
”

的 形 式 向 同 学们 介绍 一 种 云 的做

天空的薄云 ，往往是天气晴 朗的 象征 ； 那些低而法
，
也能掀起课堂小 高潮 。 在活动 中 ， 同 学们将枯

厚密的 云层 ， 常常是阴 雨风 雪的预兆 。燥无味的说 明性文字转化为 生动 活泼的 描述性文

我们还可以根据云上的光彩现象 ，
推测 天 气的字 ，

既锻炼 了 学 生的 口 才
，

又训 练 了 学 生的 语言 转

情况 。化能 力 。

云
，
能够帮 助我们识别 阴 晴风雨 ，

预知 天气 变四、精读第一段 ，
品一品

．

化
，这对工农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 但是 ，

天气变化师 ： 全文最优美最准确的语言是第一段。 下面

弄常复杂 ，
看云识天 气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我们

一

起来朗读
一

遍并细细品味。 请同学们用心朗

【插评 】 这个环节 只 用 了 8 分钟 ，
就将课文的主读课文第一段 ，思考这段文字在表达上有什么特点 ？

要信息删选 出 来 了 。 执教老师从汉字 的构造入手 、 请以
“

ｘｘ 词用得好 ， 好在


”

的句式 ，来品

让学生举 出 与
“

雲
”

字偏 旁相 同 的 词语 ， 意趣横生地析第
一

自然段的优美语言。

激起学 生的 兴趣 ，
既训练 了 学生的思维能 力 ，

又让学生 1 1 ：

“

姿态万千
”“

变化无常
”

这两个词用得

生对课文 内容有更进一层的 了 解
，
适度的拓展增加好

，
因为很有概括性

，
总领了一大段的 内容。

了语文课的 文化含量。 而根据题 目 找 出 与之相关语生 1 2 ：三个
“

像
”

巧用打比方的说明方法 ，使语

句 的活动设计 训 练 了 学 生快速 阅 读、 删 选信 息 的言生动形象。

能 力 。生 1 3 ：

“

飘
”

这个动词用得极为准确 ，写 出 了羽

三、精读雪点段 ，说一说毛的轻柔 。

师 ：请同学们跟着视频有感情地朗读 2 、 3 、 4 段 ，生 1 4
：形容词用得好 ，突出 了云 的特点。 如 ： 轻

边读边想
，
文章介绍 了哪些云 ？ 这些云分别有什么轻、整整齐齐 、严严实实、美丽阴森 。

特点？ 他们将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天气 ？生 1 5
： 叠词用得好 ，

富有音韵美。 如 ： 来来去

（学生动情朗读 ）去、整整齐齐、严严实实。

师 ：请同学们快速抢答如下问题（ＰＰＴ显示 ）

——

生 1 6
：语言很对称 ： 白 云朵朵、 阳光灿 烂、 乌云

1 ． 哪几种云是天气晴朗 的象征 ？ 哪几种云又是密布 、大雨倾盆 ，有时点缀的……有时笼罩的……

阴 雨风雪的预兆 ？【 插评 】 咬文嚼字 ，
是语文课的 基本功

， 执教老

2 ． 最轻盈、站得最高 的云 叫 什么 云 ？ 它 的 出 现师 引 导学生从修辞、 用 词等角 度感知文字 的 魅力 并

将预示怎样的天气 ？品析词语的表达效果 ，
让学 生学有所得 。

3 ？ 夏天
，
天空 中 出现什 么 云就会下暴雨

，有时竟衡量一节课是否有效 ，
关键要看这节课是否 引

会带来冰雹和龙卷风 ？起学生的 兴趣 ， 学生是否有所得
，
课堂上学生学 习 的

（学生讨论 ）积极性是否被调动
，
老师 的 问 题设置是否能够激发

师 ：请大家仿照下列句式 ，任选
一

种云
，
以

“

自起学生的 思维 ，
师 生 、

生生、
文本是否形成互动 ，

预设

我介绍
”

的形式 ，
向 同学们说一说其特点及与天气与 生成是否巧妙结合。 从这节课呈现的 结果来看

，

的关系 ：执教者用一首曲子 《如果云知道》来渲染气氛 ，
用 一

大家好
，我叫卷云 。 我常常

？

丝丝缕缕地飘浮着 ，组图 片
——

云的形 态变化 ，来加强 学生主体感受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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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词
“

云
”

字的 形 体演 变 来暗示 文章 的主要其 实我们都知道 ，
说 明 文教学是初 中语文教学

内容
，

用 一组转换 角 色 的 口语表达
“

我是 ＸＸ 云 …的一个难点 ，教师没兴趣教
，
学生无兴趣学 。

“

想说

我一般在…情况下 出现…我一 出现大地就…
”

来加爱它不容 易
”

， 黄老 师的 课 引 发 了 我对说明 文教学

深学生对云与 天气 的关 系 的认识 。 融知识性 、趣味的更深思考 。 教师在授课 中 ，
究竟 怎样教说 明 文 才

性 、 文学性于一炉 ，使学生的 口 头表达能 力 、 写作能算抓住 了
“

根本
”

？

力 、语言品析能 力 、 信 息删 选能 力 等都得到锻炼 与一

、说明文教学要体现文体特征

提升。中 医治病
，
讲究辨证施治 。 比如

， 中 医把感 冒分

五、作业布置为四种类型
，
即风寒型感 冒 、 风热型 感 冒 、 暑 湿型 感

1
． 制作一张天气预报卡 ，

描述当 日 云的姿态特冒 、 流行性感 冒 。 只 有辨证施治 ，对症下 药
， 才 能 药

点及将预示要出现的天气。到病除 。 同理
，
语文教学也要辨

“

体
”

施教。 说 明文

2 ． 收集有关天气 的谤语 ， 友情提示 ： 第二节课教学要涉及说 明 对象 、 说明 特征、 说明 方 法、说明 顺

交流。序、说明语言等 等 ， 这样 才 能体现说 明 文的 文体特

点
，
才不至于把说明文教学上成记叙文教学 。 黄老

【 总评 】师的这节课 ，

“

趣
”

味横 生
，
但说明 文文体特点表现

说明文 内容相对枯燥 ，
没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情得尚不够 明显 。

节 ，
没有具体可感的人物形 象 ， 学生大 多 不感兴趣。二

、说明文教学要教出
“

这
一

篇
”

特质

教学 内容除 了说 明 对 象、说明 顺序 、说明 方法外 ，
似特级教师蔡 明说 ：

“

教师 对文本 解读 有几分发

乎没有什么 可讲 ，很难上 出
“

趣味
”

。 纵观黄老师的现
，你 的课堂就有几分精彩 。

”

这 句话告诉我们 ，
教

这节课 ，
可谓

“

趣点
”

不断
，
如 ：学过程 实 际 上也是发现 文本、 挖掘 文 本的 过程。

歌 曲导入 ， 激发兴趣。
一 曲 《如果云知道》 的 导

“

这一篇
”

特质 ，是指这 一篇说明 文所特有 的 ， 其他

入
， 营造 了 一种轻松的 氛围 。 让 学生初 步感知云 的说明文没有或不 够 突 出 的 高 点 。 例 如 ，有的 说明 文

形态 ，
吸 引 了 学 生 的 注 意 力 ， 激发 了 学 生 的 学 习语言生动

，
如 《松树金龟子 》是

“

科 学与 诗的 完 美结

兴趣 。合
”

；有的说明 文说明 顺序 明 晰 ，
如 《
人民英雄永垂

巧妙切入 ， 富有情趣。 授课教师从关键字
“

云
”

不朽 》 ；有的说 明 文插叙历 史轶事 ，
增强 了趣味性 ，

切入
，
让学 生 了 解

“

云
”

繁体字 的 写 法及含义。 接如 《凡 尔赛宫 》 。 教学 时 ，
教师 只有抓住

“

这一篇
”

的

着 ，体会课文题 目 中 隐含的信息 ，
让学生从文 中画 出特质 ，教 出文本的独特之处 ，课堂才会呈现不一样的

与文题意思相同 或相近的 句子 ； 最后 ，
将这些 句 子整精彩 。 《看云识 天 气 》 的 第

一

自 然段语言优 美 、 准

合
， 帮助 学生理解 了课文的主要 内容。 教学过程由确

，
其 中 多处运用 比喻、排 比 ，

使语言生动 形 象 ；
运用

点及面
，
循序漸进 ，

逐层深入
，
牵一发而动全身 。叠词

，
富有音劫美 ；

语言对称
，
富有对称美 。 教学 时

，

自 我介绍
，
趣味横生 。

“

精读重 点段
”

这一部分黄老师抓住 了
“

这 一篇
”

的特质 ， 让学 生咀嚼 品味
，

是教学的重点 ，
也是本 节课的 高潮点 。 黄老师请 学令人耳 目 一新。

生仿照 句 式
，
以

“

自 我介绍
”

的形 式并运用 第一人称三、说明文教学要教出
“

语文味
“

介绍一种云 ，
课堂趣味横生 。 在这个语言运用 活动特级教师王嵌舟认为

“

语文味
”

具体表现在
“

动

中 ， 学生深入文本提取信息 ， 并将枯燥的说明性文字情诵读 、静心默读
”

的
“

读味
” “

團 点批注、 摘抄书作
”

转化为 生动的描述性文 字 ，
既训练 了 学 生的 口 头表的

“

写味
” “

品 词品 句 、 咬文嚼 字
”

的
“

品味
”

。 《 看云

达能力 ，
又加深 了 其对文本的理解。识天气 》是一篇介绍 了 云和天气关 系 的 科普文。 教

咬文嚼字
，
富 有理趣。 说明 文教学要抓住词 句学过程 中很容 易缺 少

“

语文味
”

，
甚至会上 成地理

进行咀嚼 、 比较
，
让学生揣摩语言 ， 充 分感 受说 明 文课。 而黄老师 的 这节课 ，

课堂上 充满 了
“

说味
”“

品

用 词 的 艺术。 教学 时 ，黄老师 选取语言最优 美 的 第味
” “

读味
”

，
是一节

“

语文味
”

浓厚的语文课。

一

自 然段 ， 请 学 生以
“

ＸＸ 词 用 得好
，
好在


总之
，
黄 老师 的这 节课 ，

构 思巧妙、

“

语文味
”

―

”

的 句 式进行品析。 学 生 的 回答精彩纷呈 ， 课堂浓、

“

趣味
”

颇 多 ，
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洋溢着理趣。（编辑 ： 常 白 如 ）

中学语文 教学参考 ？ 初中 2 0 1 5 ． 1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