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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教案比赛”获奖教案

二等奖教案：《日月潭》

澳大利亚 贾亚楠

所用教材：《中文》第六册 第七课《日月潭》

教学对象：澳大利亚周末中文学校 中高年级班 10人

（均为华裔，学中文约 5年，能用中文写 200字左右的简单短文。）

教学目标：

1.以“游学团”的形式带领学生在课堂上“游览”日月潭，使学生感到

身临其境。

2.在“游览”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交流，加强实际口语应用，掌握生

字词。

3.通过对“旅游杂志”（即课文）的阅读和讨论，加深课文内容的理解。

4.仿照课文的写法，写一篇介绍布里斯班三大美景之一的小作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本课 15 个生字的写法和用法，理解课文，将课文所描述的美景转

化为头脑中的真实图像，再将头脑中有关布里斯班的美景，落实到纸上，写

出一篇自己的美景导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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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在教师带领下，由学生自主探索实践，将语言运用到实际情境中。

在实境中掌握字词，理解课文，并以课文为范例，仿写短文。

教学用具：多媒体、抽签纸、互相关联的阅读理解问题两套、生词卡片

课时安排：每课时 45 分钟，共两课时（具体时间分配详见教学过程）

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游学团”出发前往“日月潭”

一、“游学团”成立（3分钟）：

教学后记：

1.向学生解释 “游学团”

的形式和目的。

2.学生对新颖的形式非

常好奇，成功吸引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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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让学生猜猜“游学团”的含义。

师生组成游学团，将学生分成 2队，选出队长。

二、“游学团”出发（30 分钟）

师：队员之间互相认识，并进行自我介绍。

师：模仿机场广播：

“前往台湾的旅客请注意，您所乘坐的

TW3578 次航班将于 9:55 分起飞，请前往 258 号

登机口候机，谢谢。”

提问学生其中的重要信息，增加情境真实感。

师：候机时间进行“汉字寻宝”的游戏（认识生

力。

3.分组时需注意平衡实

力。

4.以熟悉的自我介绍为

切入点，可以迅速进入中

文语言环境。

5.虽然只是简单的地名

和数字，但是由于融入到

实际生活情境中，使得语

言真正满足交际需要，学

生自然会用中文理解思

考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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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每队在规定时间内找到所有生字，根据生字卡

上的提示闯关，闯过才能填到自己队伍的金字塔

以及一个公共的金字塔中。）

生字卡提示：

半：你在其他汉字中见过我吗？

倒：你知道我的其他读音吗？

毒：我的部首的笔画顺序是？

龙：你见过我作为其他汉字的部首吗？

怕：能给我换个部首组成新字吗？

妻：用我造一个句子吧！

女：我的拼音怎么写？

志：我的上半部分读什么？

除：用我造一个句子吧！

剪：我的上半部分是“前”，我还是形声字吗？

克：用我造一个句子吧！

困：我的国字框还可以包什么呢？

6.汉字卡的提示帮助学

生区分形近字及需要注

意的写法，金字塔帮助学

生分析汉字结构及笔画。

1) 形近字：伙伴、肥胖

2) 多音字：倒映、摔倒

3) “母”的笔画数和顺

序

4) 重点部首，例字：袭、

垄

5) 形近字：拍手、伯父

6) 上下结构，非独体字。

7) 韵母上的两点不能省

略

8) 注意是“士”，不是

“土”。

9) “除了”……“还有”

10) 这也是一种形声

字。

11）“克服”……“困难”



c

胜：我的反义词是？

吐：你知道我的其他读音吗？

俩：我的右边是什么字呢？

11) 团、回、国

12) 反义词：胜利-失败

13) 吞吞吐吐，吐出来

14) 俩，口语，表示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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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很好！让我们带着找到的“宝物”一起去日

月潭吧！

好，现在大家准备登机了。登机后请系好安全带。

三、“游学团”初步了解目的地《日月潭》（12

分钟）

7.用关键的动作和声音

创造情境：如系好安全带

的动作。

8.音乐仅作为教师朗读

课文的背景。

9.长途飞行中，电视节目

和杂志必不可少，尤其是

飞往旅游城市，此设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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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飞行途中”阅读“旅游杂志”（课本），教

师配乐朗读，学生结合问题自读思考。

A队问题：

1.我们要去参观中国宝岛台湾的什么地方？

2.“日月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3.传说古时候的“日月潭”里有什么？

4.为民除害的男女叫什么？

5.为什么人们又有了光明？

6.“大尖山”和“水社山”是怎么来的？

B队问题：

1.“日月潭”在台湾的哪里？

2.“日月潭”景色如何？

3.人们为什么只能生活在黑暗中？

4.可以制服毒龙的宝物是什么？埋在哪里？

5.大尖和水社为什么要守在日月潭边？

师：（第一节课结束）现在请大家拿好行李物品

准备下飞机，我们要转乘大巴车。

第二课时：“游学团”游览“日月潭”

一、观察“日月潭”美丽的风景（10 分钟）

师：（“大巴车上”）按课文顺序提问，使得全篇

文章内容都可以在回答问题时逐步带出。

常合理。

10.使用课文中的字词设

计问题，问题答案均可从

书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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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目的地）看！现在我们就站在日月潭周围

的高山上，前面是什么？

生：（走过来指着屏幕上的日月潭图片）山上有

很多树，还有一个大湖。湖里有一个小岛。“日

潭”像圆圆的太阳，“月潭”像弯弯的月亮。水

里也有树，周围都是山。

师：是的！小岛把湖分成两半，山和树倒映在湖

水里！你站在湖边，湖里也有你的倒影呢！小心

脚下，不要摔倒了！

二、了解“日月潭”动人的传说（15分钟）

11.学习词语：“周围”，

并按一定顺序描述图片：

周围，中间，倒映，总体。

12.“形容词重叠”用法。

如：大大的眼睛、好好学

习、跳得高高的、高高兴

兴、清清楚楚、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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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通过重点词句分析，体会这个传说的动人

之处。

（在黑板上按顺序摆好如下词语，学生手中有的

生字需要留出空白：

13.重点理解的词语：

毒龙 – 可怕

生活 - 黑暗

立志 – 除害

日夜挖山、千辛万苦、

种种困难、终于

天天守、守了好多年

大尖-大尖山

水社-水社山

14.以这三个学生和老师

都熟悉的地方为例仿写，

首先可以引发兴趣，更重

要的是让大家在互评互

学的过程中有据可依，可

以评判是否写出了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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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手里有汉字的学生，分别拿字上来贴在空白

处，讲出课文中这个词对应着的句子，以及意

思。）

三、学习仿写“日月潭”（15分钟）

个景点的特点，并且为以

后其他景点的描写打下

基础。

15.让每一位同学都试着

改写一下其中一两句，确

保学生都明白教师的意

图，再让学生选择景点进

行文章改写。实际中，学

生会主动选择老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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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课文中心思想：

美丽的风景+动人的传说=人们喜爱的日月潭。

从“故事桥”、“袋鼠角”、“南岸公园”选择一个

仿写，教师以故事桥为例教大家仿写。

举例：第一句：美丽的台湾是中国的宝岛。把“台

湾”用“布里斯班”替换，怎么写？

生：美丽的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

师：第二句谁会改写？

生：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河上有一座人工的大

桥，它的名字叫“故事桥”。

师：地理位置写完了。美丽的风景：桥下的河，

河边的建筑；神奇的传说：“故事桥上无故事”。

作业是写一篇仿写文章。

师：好的！我们游学团至此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举例的另外两个景点，并

非千篇一律地模仿老师

说过的，很值得赞扬，并

且主动用稍复杂的词，向

老师请教对应中文表达，

如南岸公园的景点富有

文化-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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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小结：

“游学团”的形式成功吸引了学生，创造许多实

际的机会让学生练习口语表达，通过分组进行竞

争与合作，增强教学效果。但在实际仿写过程中，

学生常会出现语序问题，仍需不断强调以及加强

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