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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地球爷爷的手——“健康课堂”教学案例
苏伟华

（襄阳市第四十二中学，湖北 襄阳 441000）

摘要：语文教育应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更多的是迎接时代的挑战，

只有培养出适应世界的现代人，教育才完成了它的任务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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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 掌握本课生字。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过程与方法

找出人物说的话，进行反复朗读理解。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留心身边的科学，学科学、爱科学。

教学重点：识字、写字

教学难点：初步了解地心引力这一科学常识。

教法学法：朗读感悟法；实物演示法；直观教学法。

教师准备：PPT 课件，磁铁和铁钉

学生准备：1. 熟读课文；2. 自然段标序号；3. 自学生字，注音、

组词； 4. 查有关地球和地心引力的资料，了解相关知识。

二、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PPT 出示谜语：不用发动日夜转，春夏秋冬自己变。

                              每天能行八万里，满载人类千千万。

2. 学生猜谜语，评价，出示 PPT 地球图片，介绍地球——地

球是上百万种生物的家园。

3. 学生观察图片，问：地球有手吗？

4. 质疑导入：可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名字却是《地球

爷爷的手》。怎么回事呢？相信学完了课文，我们就一定会明白的。

5.PPT 出示课题，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教师要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建构健康课堂。

为了调动学生兴趣，教师要在课上穿插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典

故或创设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境，从而吸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

如：引人入胜的寓言、脍炙人口的诗歌、美妙动听的动听的音乐、

幽默省人的漫画……若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效果会更佳。本课

的教学，就采用了谜语导入，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

（二）自学交流

1. 出示自学目标：（1）识记生字新词；（2）正确、流利、

有感情朗读课文，读好有请求语气的句子；（3）初步了解地心引

力这一科学常识。

2. 学生四人小组合作，自学课文，讨论交流。小组代表总结

学习成果。

【“教育，其实是一种唤醒。”一切知识均来源于自身的学

习。出示“自学目标”，使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学习的重难点，

提高学习的实效。】

（三）展示反馈

1.PPT 出示新词，学生开火车认读，正音，领读，齐读。

2.PPT 出示生字，指名学生认读，正音，说记字方法，总结

识字方法：“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比一比”。

3.PPT 出示课文，指名分段朗读课文，评价。

4. 小组代表谈读课文后的收获和疑问，PPT 出示相关语句，

引导理解，朗读感悟。

重点出示“地球爷爷的话”，引导学生了解地心引力 .

a. 学生读“地球爷爷的话”。

b. 提问：地球爷爷的手是什么？学生回答，板书：地心引力

c. 引导理解：什么叫地心引力？

实物演示：吸铁石靠近铁的现象，体验“引力”。

d. 问：有了地心引力，地球爷爷还可以干什么？

PPT 出示图片：成熟的果子落地，半空中的纸飞机落地，秋

天的落叶落地，人跳跃起来可以落地，可以把水喝到嘴里……

学生填空：地球爷爷的手能　　　　　，能　　　　　。

e.PPT 出示思考题：如果地球爷爷没有了手，我们的世界会怎

么样呢？

学生自由说，出示相关 PPT 图片：太空中水珠飞舞，太空中

巧克力漂浮，航天飞船里的宇航员漂浮……

f. 再读“地球爷爷的话”。

5.PPT 出示课文最后一段。

练习用“……刚……”说话、写话。

6. 小结全文。

学了这篇课文后，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收获？（四人小组

说一说）

总结全文：1. 地球爷爷的手就是地心引力。

               　 2. 我们要留心身边的科学，学科学，爱科学。

7. 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有请求语气的句子，读好对话。）

【抓住学生感兴趣的句子、不明白的地方进行品读、交流，

激发学生探究科学的兴趣，对学生进行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的思想教育。】

（四）巩固拓展

1. 指导会写字的书写。

（1）出示会写字；（2）认读，正音；（3）重点指导“球”

字的写法。

2. 选字填空。

桃　跳　玩　完

（  ）远     （  ）树      （  ）笑      写（  ）

3. 表演性朗读比赛（自编自演）。

4. 讨论并试验：一大一小两个东西从高处落下，哪个先落下？

【“选字填空”练习让学生巩固新课生字的学习，并加强学

生运用生字的能力。“表演性朗读比赛”激发了学生的想象，锻

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引导学生讨论并试验，进一步激发学

生热爱科学的情感和努力探索科学的愿望，把学生学习的范围从

课内引向了课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