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场之国》说课稿

育才京杭小学 周德颖

一、设计源于解读

《牧场之国》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作品，描写荷兰的田园风光。安

排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六组乡村生活主题中，它是本单元唯一一篇描写异国

田园风光的文章。因此，在阅读中去感受“异国”的田园风光，一定是文章的一

个重点，这是由文本的特性决定的。

其次，王荣生先生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对语文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做出

了“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的论述。《牧场之国》文质兼美，

写法独特，可以以“例文”的视角进行设计，让学生欣赏美、发现美、积累美。

第三，从语言特色和写法的细节处来讲，荷兰以郁金香、风车、牧场和运河

而闻名天下，素有“花之国”、“水之国”、“风车之国”、“牧场之国”的美誉。文

章没有华丽词藻的修饰，没有长串的比喻及排比，但是却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安静、

甜美的氛围，读来享受到心神的宁静。四个“真正的荷兰”透出不一样的美，这

正是牧场之国的魅力所在。从段二的安详到段三的自由，从段三的自由到段四的

悠闲，从段四的悠闲有到段五的宁静，文章的动静搭配恰到好处。尤其是第五段

以动衬静的写法让画面和谐而宁静，与第二段显出相同中的不同，而这种写法在

本册语文书中是唯一整段出现的课文，同样的写法只在《七月的天山》中有一句

描述，放过就很难再遇到，太过可惜。因此，这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的境界，在此课中体会是再恰当不过了的。

第四，学生的时代属性决定他们是世界的人，小学四年级的孩子视野已经很

广阔，他们是世界的人。对于文学来说，是没有国界的，文学很多时候是相通的。

《牧场之国》是捷克作家的作品，翻译之后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牧场之国的美和作

者写法的高明，因此鼓励孩子阅读，鼓励孩子多种方式的阅读，阅读同一篇文章

的不同版本，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能体会不同文字在表达上的优势。

基于以上几点的考量，我将教学目标定为：

1.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借助图表理清文章脉络，理解文中四次“这就是真正的荷

兰”的含义。

2.积累课文优美的语句，感受整篇文章拟人、以动衬静等写法。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想象体会荷兰牧场动物与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好

意境。

4.初步了解译作的特点，感受文学的相通性，学会一句“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的

英文表述。

而教学重点定为：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借助图表理清文章脉络，理解文中四次“这

就是真正的荷兰”的含义。教学难点定为：感受整篇文章的动静搭配，体会以动

衬静的写法。

二、教育观念决定学习形式

我们一直说“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主体，教师主导”，这些理念在没有

真正运用到课堂之前，都只是信誓旦旦的“标语”。事实上，如果要把课堂真正

还给学生，就要少从教师嘴中说理归纳，多从学生学习的过程中点拨提升。

其次，一位优秀的教师，对“目标”的理解，决不是狭隘的一堂课的教学目

标，更应是学生本学期的发展目标，课标年段目标，甚至是终身发展的长远目标。

2011 版《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第二学段阅读的目标中提到：初步学会默

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学习略读，粗知文章大意。而第三学段基于此项能力

提高到：默读有一定的速度，默读一般读物每分钟不少于 300 字。学习浏览，扩

大知识面，根据需要搜集信息。作为即将升入五年级学习的学生来说，达到第二

学段的这一目标已不是难事，那么我们何不在默读的速度，浏览把握关键信息的

能力上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训练机会，为第三学段的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衔

接。当然，在训练的伊始，我们可根据班级学生的情况对目标进行适当的下浮，

在时间或字数上做一个调整。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在设计教学时安排了课前欣赏荷兰的风光，默读荷兰的

相关信息，关注阅读提示，以读代讲学习第二自然段，小组合作学习课文 3——

5自然段，各类版本文章欣赏等环节，运用目标教学法、导读法、欣赏教学法、

阅读教学法、合作教学法、比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点面教学法等和与之相对

应的学法指导。

三、教学设计决定学习效果

40 分钟的教学时间，把握好课堂教学的节奏和抓住学生注意力规律是学习



效果好坏的关键。

第一步：课前谈话，走入田园。(时间 2分钟)

今天让我们跟随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去感受异国的田园风光。课前，使

用 ipad 让学生阅读了三屏关于荷兰的文字介绍，一屏文字只呈现 30 秒，训练学

生快速捕捉关键信息的能力，引出课文第一段：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

也是“牧场之国”。

第二步：关注提示，明确任务。（时间 3 分钟）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关注阅读提示是培养孩子们自主阅读能力的重要方法，

通过阅读提示的默读去发现阅读的方法和重点，是学生容易忽略的细节，这是需

要教师引导之处。

第三步：重点突破，指导学法。（时间 8 分钟）

集体学习第二自然段，先欣赏老师的朗读，感受“静”的意境。再回归文本，

快速默读，找出能感受到“静”的词语。用以读代讲的方式，抓住“专注”、“站

立不动”、“贵妇人”、“尊严”、“低头”等词语，体会语言的朴素之美。体会到位

后，指导学生配乐有感情朗读。学习的过程教师同步板书，指导图表的写法，也

是接下来小组合作学习的基础。

第四步：小组合作，自主学习。（时间 20 分钟）

出示学习单，明确自学任务。小组分工学习三个段落，最难的段落可以安排

两位同学。分头学习，小组再交流、补充。小组学习结束后，集体交流反馈，多

种形式有感情朗读 3——4 段。最后，反扣段五，点拨以动衬静的写法，拓展补

充语句，全班感情朗读巩固。

第五步：收束全文，整理思维。（时间 3 分钟）

统整图表，回顾：真正的荷兰是什么？学生结合板书总结。回到课题《牧场

之国》，口头完成填空：荷兰是（ ），（ ），也是

（ ）。引导学生发现第一段引出下文，点明课题的作用。

第六步：总结收获，引申阅读。（时间 4分钟）

孩子们回顾学习，谈谈收获。引申文学是相通的，展示各个版本的《牧场之

国》。在英文版本中，学一句文中反复强调的句子“这就是真正的荷兰。”传达多

种方式阅读的理念。课文学完了，但是学习不能就此停止，最后提示分层作业，



课堂延伸。

★摘抄自己喜欢的或在写法上有启示的句子或段落。

★★阅读推荐文章，与本文相比较。

写法上：老舍《草原》

内容上：[新加坡]尤今《荷兰散记》

★ ★★尝试运用以动衬静的写法，写一段话。

四、思维整理决定板书设计

根据文本段落构成的特点设计学习单，学习单即为板书，由学生合作学习现

成生成，学生书写，也作为结课阶段梳理思维，总结写法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