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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好写景类文章的教学过程 

写景文章是通过运用描写、叙述、抒情等表达方式，来表现作者对某些景物的赞美以及

自身情感。在教师招聘语文笔试中，写景类文章通常会在教学设计题中考查。教学设计最为

核心的环节就是教学过程。因此，华图教师语文教研团队特针对写景类文章教学过程进行简

要分析，希望能够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些帮助。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导入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此类文章常见的导入角

度有描写对象、作家、文章主旨，可选用的导入方法有视听类的图片导入、视频导入、歌曲

导入，教师可播放与景物、事物或作者有关的图片、歌曲、视频，还要注意使用这一类导入

时要辅之以语言引导，比如请学生谈感受；语言类的谈话导入、诗歌导入、讨论导入、故事

导入、谚语导入，采用谈话、讨论、诗歌导入时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不易拔得太高；表

演类的活动导入、游戏导入，形式活泼，极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活跃气氛。例如《观潮》（部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可以采用诗歌导入： 

教师引导：“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是北宋诗人苏轼咏赞钱塘大潮的千古名句。

钱塘江以其奇特卓绝的江潮，流传千古。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观潮》这篇课文，去感受

一下钱塘江大潮的壮观吧。（板书课题） 

这个诗歌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而且可以和课文内容钱塘江大潮建立起联系。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此环节的主要流程如下： 

1.处理生词，扫清障碍：学生自主阅读课文，边读边圈画出不理解的生字词，借助工具

书自主解决，教师检查反馈，点拨易错字。小学选择 2—3 个典型的生字词，从字音、字形、

字义、笔顺等角度进行点拨即可。 

2.朗读课文，梳理脉络：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尝试概括景物或事物的特点、作者描写景

物或事物的角度。疏通文章脉络，从整体上把握作品。 

以《观潮》为例： 

1.解决字词 

（1）自主探究：学生自读，读准字音，找出新词，对不懂的词句借助工具书或与同桌

交流，如“颤、鼎”等，教师巡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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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反馈：教师根据交流情况正字音、析字形，引导学生理解字词含义。如“颤”

是多音字，在本文中读“chàn”，组词为“颤动”，还有一个读音是“zhàn”，组词为“寒

颤”。此外，还要注意“鼎”字的写法。 

2.了解内容 

提问：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写钱塘江大潮的？ 

要求：学生自主阅读，画出跟顺序有点的关键词句并尝试概括，教师点名回答。 

明确：课文按时间顺序写了钱塘江潮来前、潮来时、潮头过后的景象。 

三、研读课文，深入分析 

“研读”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课文内容进行细读深读，达到深入理解和分析的

目的。这是一种理解基础之上的阅读，是一个强化阅读体验和语言积累的环节。此环节可主

要采取以下策略： 

1.抓住景物特点和作者写作角度，找出语句：依托初读概括出的结果，选取最有体会的

部分，回到原文找出语句。 

2.品析词句，分析手法：从关键字词入手，采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赏析语句。小学可

从重要词语、常见修辞手法、表达顺序及表达方式着眼。因小学生对文本的阅读能力有待提

升，教师应予以针对性的引导。 

3.创设情境，引导想象：在理解语句的基础上，教师通过多种手段创设情境，学生展开

想象，然后用语言描述景物在脑海中形成的画面美或特点。适当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朗读（也

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其他阅读方式）相关内容，达到以读促悟的效果。 

以《观潮》为例： 

（一）体会潮来前 

1.提问：潮来前是什么样的景象？文中哪一个词用的 好？为什么？ 

要求：学生读第二自然段，找到相关的句子并回答。 

明确：潮来前江面是平静的。“横卧”用得好，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生动地出刻画潮来

前江面上的平静奇美。 

2.图片感知：多媒体出示“横卧”姿态的相关图片，学生直观感受静态美。 

3.赏析句子：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江面很平静，越往东越宽，在雨后的阳光下，

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 

提问：将这句话中的“薄雾”改为“浓雾”可以吗？为什么？ 

要求：学生替换词语，联系上下文，对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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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不可以。“薄雾”有一种雾蒙蒙的朦胧之美，符合潮来前江面平静的状态，与后

文“若隐若现”相呼应，而使用“浓雾”就看不清江面的情况。 

4.赏析句子：江潮还没有来，海塘大堤上早已人山人海。大家昂首东望，等着，盼着。 

（1）提问：此时人们的状态是怎样的？ 

要求：学生圈画出相关词句。 

明确：“人山人海”“昂首东望”“等着，盼着”。 

（2）提问：将这句中的“早已”删去可以吗？为什么？ 

要求：学生同桌之间交流后回答。 

明确：不可以。“早已”是时间的体现，表明人们对观潮的期盼，说明了他们迫不及待

的心情。 

（3）模拟表演：教师请学生表演“昂首东望”的状态，体会人们此刻急切的心情。 

（二）感受潮来时 

1.赏析句子：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

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踮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1）提问：潮来时的声音如何？ 

要求：学生读第三自然段，并找到相关的词句。 

明确：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 

播放音频：教师播放音频，学生体会闷雷之响。 

（2）提问：此时人群发生了什么变化？ 

要求：学生找到相关词句并回答。 

明确：此时人声鼎沸，“踮着脚往东望”。 

（3）提问：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请用“人声鼎沸”造句。 

要求：学生结合生活体验，造句练习，学以致用。 

（4）提问：此时的江面是什么状态？ 

明确：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2.赏析句子：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

人群又沸腾起来。 

（1）提问：慢慢地，江面出现了什么变化？人群发生了什么变化？ 

明确：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又沸腾起来”。 

（2）提问：此时人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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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合理想象，畅所欲言。 

明确：可能会跳着、叫着、挥着手，还有人可能会大喊：“噢！”“快看，潮来啦！”等等。 

（3）模拟表演：学生情境带入，表演人们“沸腾”的状态。 

（4）指导朗读：学生代表朗读第三自然段，注意情绪的变化。 

3.赏析句子：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两丈多高的水墙。 

（1）提问：“两丈”有多高？ 

要求：教师播放图片，学生结合图片及预习资料体验“两丈”之高。 

明确：一丈是 3.3 米，两丈高就相当于两、三层楼那么高。 

（2）提问：作者为什么要用“水墙”来形容浪潮？ 

要求：学生同桌之间交流后回答。 

明确：使用比喻的手法，生动形象地突出浪潮雄伟壮观的特点。 

（3）提问：看到这样的浪潮你有什么感觉？ 

要求：教师播放浪来时的视频，学生谈感受。 

4.赏析句子：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的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

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1）提问：将这个句子改为“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飞奔而来”，好不好？

为什么？ 

要求：学生小组讨论交流，小组代表发言，教师归纳总结。 

明确：不好，“齐头并起”突出浪之广，“浩浩荡荡”突出浪潮的气势，以极具画面感的

描写突出了浪潮浩大的声势。 

（2）提问：从“山崩地裂”“颤动”两个词语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要求：学生读句子，想象画面，并回答。 

明确：从声音之大体会到浪所带来的如灾难般的强大而又可怕的力量。 

（3）朗读指导：要求学生想象画面，大声朗读第四段，读出浪潮来时浩大的气势。 

5.赏析三、四段： 

（1）提问：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描写潮来时的？请加以概括。 

要求：学生回顾三、四段，以小组为单位，再次浏览课文，梳理概括。教师指名小组代

表回答。 

明确：整体是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来写的，变化顺序是：白线→横贯江面→水墙→浩浩

荡荡→山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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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学生试着用几幅图表示江面的变化，小组内按照文章描写自由作画，并派

代表展示说明，教师引导反馈。 

（3）提问：如果你是观潮中的一员，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想说的？ 

要求：学生带入情境，感受画面，畅所欲言。 

（4）引导：学生按照大屏幕的内容填空，尝试背诵。教师多媒体展示“那条白线（  ）。

再近些，（   ）。浪潮越来越近，（   ）；那声音（  ）”，学生填空并大声背诵。 

（三）品味潮来后 

赏析句子：霎时，潮头奔腾西去，可是余波还在漫天卷地般涌来，江面上依旧风号浪吼。 

1.提问：这段文字哪里能体现出钱塘潮的气势雄伟壮观？ 

要求：学生同桌交流之后回答。 

明确：“霎时”说明时间短暂，潮水奔腾之快。余波涌来，也使江面风号浪吼，江水平

静后，江水已涨了两丈来高，都可以看出潮来之猛，气势之大。 

2.提问：什么叫“风号浪吼”，你是否能用该词造句？ 

要求：学生根据日常积累，进行句式训练。 

3.指导朗读：请学生代表朗读 后一段，读出回味无穷的语气。 

（四）体会情感 

提问：文章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要求：学生再次朗读全文，并体会。 

明确：表达了作者对钱塘江大潮壮观景象的赞叹，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四、巩固拓展，提升认知 

巩固一般发生在主题探究之后。其目的就是强化内容的理解。这一环节就是引导学生把

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去，在应用中解决新的问题，巩固知识的同时，并进一步激发思

维。可采用以下方式：口语交际，深入感知；再读文段，仿写句子；乘兴练笔，勾勒画面；

头脑风暴，拓宽思路。 

以《观潮》为例（在教材中，该篇课文后面的课后练习中有刘禹锡的《浪淘沙》）： 

学生阅读课本上刘禹锡的《浪淘沙·其七》，并从课文中找出与诗的内容相关的句子。 

学生小组合作完成，教师巡视指导，点评。 

五、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课堂的总结与导入正好相反，可视作课堂教学交响乐的尾声。在结束一节课或一个课题

时，可将板书作为线索，由学生回忆本课所学知识；也可采用合作交流的方式，选派代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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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畅谈本课收获，教师可适时点拨、补充。归纳总结可以包括但不仅限于对象特点、文体

结构、修辞手法、写作顺序、表达技巧等内容。 

以《观潮》为例： 

提问：这节课大家有哪些收获？ 

要求：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学生自己总结，教师归纳补充。 

教师总结：作者紧紧抓住钱塘江大潮“天下奇观”的特点，通过具体形象描写钱塘江大

潮潮水来时的样子和潮水奔腾的声音，表现了钱塘江大潮气势宏伟非凡、景象雄伟壮丽的壮

美。 

六、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作业的布置，是教师的教学思想与教学机智的体现，其容量和难易程度等对学生都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教师要全面思考、精心设计。此环节可采用的方法有：积累词句，反复诵读；

美文链接，延伸阅读；阖家同游，深切感悟；学科延展，创编歌曲等。 

以《观潮》为例： 

课下搜集有关钱塘江大潮的相关资料，如图片、影像、文章等。下节课分享。 

以上就是华图教师语文教研团队对如何写好写景类文章的教学过程的简要分析。望广大

考生能够掌握思路，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练习，灵活掌握。 

乘华图翅膀，圆教师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