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23 父亲、树林和鸟 

 教学目标 

1.认识“黎、凝”等 5 个生字，会写“朝、雾”等 13 个字，会写“父亲、童年”等

15 个词语。 

2.默读课文，能说出“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这句话的含义，能结合课文内容辨

析对父亲的各种判断。 

3.能体会“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等词语表达的丰富性，能简单说出对这些词语的感

受并选择句子摘抄。 

 教学重难点 

能体会“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等词语表达的丰富性，能简单说出对这些词语的感受

并选择句子摘抄。 

 教学准备 

1.预习提纲：完成《·》对应课时预习卡。 

2.准备资料：“”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2 课时 

第 1 课时 

 课时目标 

认识“黎、凝”等 5 个生字，会写“朝、雾”等 13 个字，会写“父亲、童年”等 15

个词语。 

 教学过程 

板块一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出示课题，学生齐读课题。（板书：父亲、树林和鸟） 

2.说说读了课题，你知道了什么，可以是你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是你大胆的猜疑。 

3.试着将课题中的“、”换成恰当的词句，将课题连成一句话，再读一读。（预设：父

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鸟） 

【设计意图】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结合题目表达特点，指导朗读。 

板块二  初读课文，识记生字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1.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由地小声朗读课文，用你喜欢的符号勾画生字新词，借助拼音自主识字。 

（2）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讨论，交流记字的方法。（重点交流容易混淆的字音和难写

字的字形） 

 

朝
cháo

   雾
wù

   蒙
ménɡ

   鼻
b í
   总
zǒnɡ

   抖
dǒu

   露
l ù
   湿
shī

   吸
x ī
 

猎
liè
   翅

chì
   膀

pánɡ
   重

zhònɡ
   黎

l í
   凝

nínɡ
   畅

chànɡ
   瞬

shùn
 

（3）自由读，开火车读。 

（4）师生共同正音：注意读准平舌音“总”，翘舌音“朝、湿、翅、畅、瞬、重”，

前鼻音“瞬”，后鼻音“蒙、膀、凝”等。 

（5）教师指导识记“黎、凝、畅、瞬、猎”，继续巩固形声字的造字规律。 

2.识记生字，指导书写。  

 

 

（1）说一说：整体结构上要注意什么？ 

“抖、湿、猎、膀”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左窄右宽。“朝”，左右结构，左右等宽。 

“雾、蒙、总”都是上下结构，上窄下宽。 

（2）看一看：关键笔画的写法。 

“鼻”，上下结构，但要注意整个字不要写得过长，还注意“自”和“田”要写得扁

一些，按正确笔顺规范书写。 

“雾”和“蒙”也要注意不要写得太长，各部分写扁一些。 

“翅”，半包围结构，“支”的最后一笔写长一些。 

（3）写一写：老师范写，学生练写。 

（4）对一对：再和课本对照一遍，写得不好看的地方，下一遍及时改正。学生练写,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教师巡视指导。 

（5）投影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字，相互借鉴。 

【设计意图】集中识字，分类指导。聚焦难点，提高识字、写字效率。 

板块三  自主默读，概括大意 

1.自读课文，思考：你从哪一句话中最能体会到父亲知鸟、爱鸟？用波浪线画出来。 

2.自由默读。 

3.生回答，教师相机指导朗读。 

4.读课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1）提问：你能在默读全文后，在文中找一个句子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吗？（默

读时做到用眼看，用脑思考，用手勾画） 

（2）学生汇报：（课件出示）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3）指导朗读：既然父亲一辈子都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那你能读出他那种喜欢

吗？（生自由朗读） 

（4）齐读课文第1 自然段。 

【设计意图】抓住关键语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自主阅读，感受课文特点。 

第 2 课时 

 课时目标 

1.默读课文，能说出“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这句话的含义，能结合课文内容辨

析对父亲的各种判断。 

2.能体会“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等词语表达的丰富性，能简单说出对这些词语的感

受并选择句子摘抄。 

 教学过程 

板块一  聚焦动作，解读知鸟 

自读提示：请同学们认真地读读课文，找一找课文细致描写了父亲的哪些动作，把它

圈出来。 

1.预设一（课件出示）：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1）朗读比较：“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与“望了望，闻了闻”有

什么区别？ 

（2）思考：父亲望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我”望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请在

文中找出相关语句，读一读。 

（3）比较赏析。（课件出示） 

                                                    

  父亲突然站定，朝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蒙蒙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提示：引导学生发现树林幽深、看不清的程度逐渐加深。 

（4）提问：你能从文中找到这种形式的，多个修饰语连用的句子吗？ 

（5）学生默读课文，画出相关语句。 

                                                    

  我茫茫然地望着凝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我只闻到浓浓的苦苦的草木气息,没有闻到什么鸟的气味。 

提示：“凝神静气的”和“像树一般兀立的”都是说父亲在凝神静立中感受鸟儿的存

在。“浓浓的”“苦苦的”都是在写草木气息。可以去掉每句中的一个修饰语，让学生对比

朗读，从而体会句子在表达效果上的不同。 

2.预设二（课件出示）： 

                                                    

  有。树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羽毛焐得热腾腾的。 

  黎明时，所有的鸟都抖动着羽毛，要抖净露水和湿气。 

  每一个张开的喙都舒畅地呼吸着，深深地呼吸着。 

（1）指导朗读：读了这三句话，哪个词语给你的感受最深？（舒畅）“舒畅”是什么

意思？（开朗愉快；舒服痛快） 

①这个词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小鸟的心情开朗愉快） 

②怎样读好这句话？（读出小鸟的欢快舒畅） 

③学生自由朗读。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④交流：用“舒畅”来说一句话。 

（2）提问：“热腾腾”是一种气味吗?谁闻到过“热腾腾”的气味?什么是“焐”?冬

天里，妈妈是怎样为你们焐手的? 想象一下，在树林里过夜的小鸟是怎样将羽毛焐得热腾

腾的? 

（3）提问：父亲为什么强调“一群”“所有的”“每一个”？仅仅是因为鸟多吗？ 

（4）提问：这三句话为什么要分段来写，通过这三句话你读出了一个怎样的父亲？ 

【设计意图】通过反复比较，让学生初步感受到多个修饰语连用的句式特点，理解语

言表达的丰富性。通过追问，让学生感受语言形式之美，感受语言背后的人性之美。 

板块二  聚焦对话，解读爱鸟 

1.自读提示：读着刚才这几句话，你除了感受到父亲对鸟不同寻常地了解，还体会到

什么?（体会到父亲对鸟超乎寻常的热爱）你还从哪些地方看出父亲对鸟的热爱?请同学们

再仔细地读读课文，找找有关的句子。 

2.出示相关句子，交流体会。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我知道父亲此时也最快活。 

3.分角色朗读。 

（1）小组合作，练习对话。 

（2）师生合作朗读。老师读旁白，男同学读父亲的话，女同学读孩子的话。 

（3）加入提示语、表情朗读。（如，父亲的提示语：喃喃着、轻轻地、肯定地、快活

地。孩子的提示语：好奇地、茫茫然地、惊愕地。） 

4.小结：父亲熟知鸟的生活习性，父亲对鸟有着超乎寻常的了解，其实那是父亲对鸟

的爱，爱得悄无声息，而又如此地深切，就像课文第 1 自然段所说——父亲一生最喜欢树

林和歌唱的鸟。 

【设计意图】通过对话展开故事情节，是本文表达形式上的一大特点，分角色朗读、

表情朗读，是感受语言之美的有效途径。 

板块三  细读感悟，发表看法 

1.文章结尾说：“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作者为什么这么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1）小组交流、讨论。 

（2）学生汇报交流。 

提示：引导学生思考,猎人是干什么的?父亲这样了解鸟的习性，如果父亲是猎人会怎

么样？“我”为什么感到高兴？（预设：父亲如此熟悉鸟的习性，如果他是猎人，鸟儿很

难逃脱父亲的捕猎；父亲如此了解鸟儿，却不伤害鸟儿，而是那么喜爱鸟儿，所以“我”

为父亲感到骄傲。） 

2.你同意下面这些对父亲的判断吗?说说你的理由。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鸟。 

  父亲对鸟的习性十分了解。 

  父亲很善于观察。 

  父亲热爱自然。 

  父亲曾经是个猎人。 

提示： 

（1）默读课文，从课文中提取相关信息，自主辨析。 

（2）小组讨论交流。 

（3）教师梳理、指导。 

3.看到这样一位知鸟、爱鸟、热爱自然的父亲，你是怎样想的? 说来听听。 

提示：引导学生交流父亲是个留心生活的人，作者也是个能留心生活并能把自己的想

法记下来的人。 

【设计意图】借助判断题，引导学生主动提取课文中的相关信息，加深对课文重点语

句的理解，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板书设计 

23  父亲、树林和鸟 

父亲：看动静、闻气味——林中有很多鸟——知鸟、爱鸟 

我：茫茫然、惊愕——高兴 

语言形式：多个修饰语连用 

 作业设计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见《·》对应课时作业。 

 教学反思 

本文是一篇回忆性的叙事散文，文中大量的多个修饰语连用的长句子，对三年级学生

来讲是个挑战，同时又是积累生动语言、感受语言多样性的好时机。我通过比较的方式，

让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启发学生思考，与理解课文内

容一样有价值。 

本文还采用了对话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语言富有诗意，句子之间具有很大的跳跃性，

对于这样文质兼美的文章，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朗读。因此我安排了多种形式的朗读训练。

通过朗读，让学生感受语言的音韵之美，节奏之美。通过朗读，让学生感受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美好画面，感受一个作家对父亲的崇敬感激之情。 

22 父亲、树林和鸟 

【教学目标】 

1. 认识本课“黎、凝”等 5 个生字，会写“朝、雾”等 13 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茫然、宁神静气、舒畅、惊愕”等词语。体会

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主动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词语，用“一瞬间”“舒畅”造

句。 

3.体会父亲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妙，体会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激发学生爱鸟、护鸟的思想情感。 

【教学重点】  

   根据体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教学难点】  

    理解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鸟的具体表现，体会父亲的爱鸟情感及作者的护鸟心愿，

教育学生懂得爱鸟、懂得保护大自然。 

【教学课时】2 课时 

第一课时 

【课时目标】 

1.认识本课“黎、凝”等 5 个生字，会写“朝、雾”等 13 个生字。 

2.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工具书理解“黎明”“幽深”“潮湿”“羽翎”“惊愕”等词语。 

3.正确、流利、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大意。 

【教具准备】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小河是鱼儿的家，蓝天是白云的家，草丛是小昆虫的

家，学校是学生们的家，你们知道小鸟的家在哪里吗？(树

林) 

    （课件出示 2）树林和鸟的图片，鸟鸣配音。引导学生

用自己的话说说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起了哪些词

语或诗句。 

2.你喜欢鸟儿吗？为什么？（引导学生用“我喜欢鸟儿，

因为         ”说话。） 

3.教师导言：今天我们将在课文中接触两个人， 他们

和你们一样，十分喜爱鸟儿。（课件出示 1）课题：父亲、树

林和鸟。学生齐读课题。（板书：父亲、树林和鸟）  

4.读了课题，你想说点儿什么？（说说读了课题你知道

了什么，或是你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是你大胆的猜疑。） 

5.试着将课题中“、”换成恰当的词语，将课题连成一

句话，再读一读。（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唱歌的鸟。） 

二、诵读课文，初步探究。 

（一）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由地小声朗读课文，用你喜欢的符号勾画生字新

词，借助拼音自主识字。 

2.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讨论，交流记字的记忆方

法。（重点交流容易混淆的字音和难写字的字形） 

（课件出示 3） 

cháo wù ménɡ bí zǒnɡ dǒu  lù  shī xī 

朝   雾 蒙   鼻  总   抖  露  湿  吸  

liè chì bǎnɡ zhòng lí nínɡ chànɡ shùn  

猎  翅  膀    重   黎  凝   畅    瞬    

 

 

 

 

【设计意图：运用

多媒体课件配上

优美动听的鸟鸣

声，让学生轻松愉

快地凭借音乐感

知画面形象，化抽

象为具体，有效地

吸引了学生的注

意力。】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自由读，开火车读。 

师生共同正音：注意读准平舌音“总”，翘舌音“朝、

湿、翅、畅、瞬、重”，前鼻音“瞬”，后鼻音“蒙、膀、凝”

等。 

2.教师指导“黎、凝、畅、瞬、猎”的识记，继续巩固

形声字的造字规律。 

3.词语练习： 

（1）学生运用形声字“雾、抖、膀、翅”等扩词。 

（2）教师提供词语，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加深对字义

的理解。 

（3）仿说词语：雾蒙蒙、热腾腾、茫茫、喃喃 

4.指名读、分组读等多种形式读通课文。要读得正确流

利。 

5.说说自身从这篇课文中了解到了些什么，提出自身阅

读时遇到的问题。 

7.师生一起归纳小结，知道课文主要写的是什么，还有

哪些需要探究的问题，以明确下一步的目标。 

（二）再读课文，了解大意。 

1.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读第一遍时，要读准字音，学

习生字、新词，读通课文；标出自然段，看看能读懂什么。

读第二遍时，要用心感受，看看有什么新发现。自读后，教

师检查同学字词学习情况，并让同学用简短的语言说说读文

后的感受。 

2.抽生指明分段朗读课文，读后评议。 

3.再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在文中

找一个句子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课件出示 4）（父亲一

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三、识记生字，指导书写 

（课件出示 5：生字田字格课件） 

朝 雾 蒙 鼻 总 抖 露 湿 吸 猎 翅 膀 重 

 

 

 

 

 

 

 

 

 

 

 

 

 

 

 

 

 

 

 

 

【从整体入手，把

握文意，注重学生

的情感体验。学生

通过整体感悟文

章内容，边读边

想，实现学生与文

本的对话。】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说一说：整体结构上要注意什么。 

 “抖、湿、猎、膀”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左窄右宽。“朝”，

左右结构，左右等宽。“雾、蒙、总”上下结构，上窄下宽。 

看一看：关键笔画的写法。 

“鼻”，上中下结构，但要注意整个字不要写得过长，其

中要注意 “自”和“田”的要写得扁一些，按正确笔顺规

范书写。 

“雾”和“蒙”上下结构也要注意不要写得太长，各部

分写扁一些。 

“翅”，半包围结构，“支”的最后一笔写长一些。 

写一写：老师范写，学生练写。  

对一对：再和课本对照一遍，写不好看的地方，下一

遍及时改正。 

      (2)学生练写,教师巡视指导。 

（3）投影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字词，相互借鉴。 

 

 

 

 

 

 

 

 

 

 

 

 

 

 

 

 

 

 

【课堂作业新设计】 

一、给生字组词。 

黎（        ）   幽（        ）    瞬（        ）   凝（        ）        

腾（        ）   翅（        ）    猎（        ）   朝（        ） 

二、写出下面词语的近义词。 

突然（       ）  站定（       ）  幽深（        ）   

生怕（       ）  舒畅（       ）  惊愕（        ）   

三、写出下面词语的反义词。 

黎明（       ）  仔细（       ）   轻声（       ）    

浓浓（       ）  快活（       ）   潮湿（       ）  

 

参考答案： 

一、黎明  幽深  瞬间  凝固  奔腾  翅膀  猎人  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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