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说明

本套教案以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依据，以单元为整
体，紧紧围绕基础训练项目，依照教材的编排顺序，分单元分课文编写。这
套教案把发展学生的语言，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以及在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作为基本目标；把以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作为指导思想，把不同类的教学内容和不同
类的教学风格融为一体；显示了系统、精要、具体、实用，并富有启发性的
特点，是小学语文教师领会大纲精神和教材编写意图，进行备课和教学的必
备的和有用的参考书。该套教案可供教学各种小学语文教材的教师参考，也
可供学生自学和家长辅导。

XIN BIAN XIAO XUE YU WEN JIAO’AN
 新   编   小   学  语  文  教   案

（第四册）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北京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8.5 印张  183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版  1996 年 10 月第 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9.00 元
ISBN7－80126－123－2／G·92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新编小学语文教案》编写
参考意见（代序）

毕来林

《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教学，必须实事
求是，从实际出发、明确培养目标，端正教学思想，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质量。”很明显，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教师素质的提高，而
要提高教师的素质，除教师自身具备一定的思想认识和较高的业务基础外，
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直接的教学实践和间接地吸收优秀的经验。一份优化
的教案，可以说是特定环境里，特定个体一定的教学成果和智慧展示的结晶，
把它们汇集起来，形成系列，便是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众多群体的教学成
果的展示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把这一个精神产品奉献给读者，对于提高线教
师的业务素质，对于促进语文教学的改革与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这套新编教案，以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依据，以单
元为整体，紧紧围绕基础训练项目，分组（单元）分课编写，把指导学生正
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并在听说读写
训练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审美情趣，发展学生的
智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基本目标。把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
练为主线作为设计教案的指导思想，使这套新编教案真正成为切合小学语文
教学实际，启发教师教学思路，能举一反三的施教方案。

新编教案的体例，全册由单元分组、单课（两类课文、读写例话）教案、
基础训练教案三部分组成。具体编写的内容简述如下：

一、单元分组。一年级把入学教育和汉语拼音单独划分两个单元。以后
按教材的基础训练为标志各划分一个单元。每个单元以“第×单元备课指要”
为题，围绕本单元的基础训练项目，点明本单元所含的教学课目和教学内容，
确定本单元的语文基本功训练重点，指出本单元所属课本的训练要求和教学
建议（要点）、教学注意点。注意前后各单元和课文之间的联系和衔接，突
出本单元的智能训练。

二、教案设计。低年级可根据已经审定并试行的九年义务教材的课目按
入学教育、汉语拼音、看图读拼音识字、看图学词学句和单元分组中的看图
学文、讲读课文、阅读课文，分篇目分课时设计教案。中高年级则依据单元
分组中的看图学文、讲读课文、阅读课文和读写例话，分课目分课时设计教
案。各年段教材的基础训练均设计相应的课时教案。教案的设计力求做到教
师的讲读和学生的自读与训练各有所专，又相互联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整体。

新编教案的每一篇教案的内容和安排项目，一般为教学目的要求、教学
重点难点、教学思路、教学资料和教学用具（这两项可有可无）、教学时间
（课时）、教学过程等。

教学中教学目的要求的确定，要紧紧围绕大纲、教材和学生的实际，着
眼于学生的语文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基础知识，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观察、
思维、想象、记忆等基本能力的培养）和思想教育（包括思想认识，道德品
质，意志品格，审美情趣，学习习惯等）两个方面。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也



要结合教学要求、学生的实际和教材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准确地确定。设
计教学思路，要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点明教学步骤、教学方法和教学中要
注意的问题，充分体现教改精神，并注意与教学过程的联系。选编教学资料
要侧重《教学参考》以外，与课文内容有关的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
值的备课资料，力求翔实、精当。

教学过程是新编教案的主体部分，它包括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步骤、
教学方法和师生的双边活动，是教师教学思想、教学艺术风格的具体体现。
因此，设计教学过程要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注意从不同类课文的特点和学
生的实际出发，合理安排教学环节。要注意体现课文、例话和训练这三种教
案的不同特点，要依据课文体裁的不同，篇幅的长短，内容深浅和训练的难
易，以及各年级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合理安排课堂组织
形式，确定教师所发挥的作用和学生独立学习的成分的多和少。从讲读课到
阅读课到读写例话和基础训练，设计教学过程时，教师讲解的成分要依次减
少，而学生自学的成分要依次增多。从教学程序上，讲读类课文一般分指导
预习、初读课文、指导学生精读细读课文、归纳整理、总结提高、通过练习
加深理解等内容，期间教师的指导点拨要相对多一些，学生自学的成分少一
些。阅读类课文或讲读课文中浅显易懂的课文，则可分提示要点、学生自读、
指导学法、学生揣摩规律、质疑、师生联系旧知共同讨论，以及课堂练习等
内容，其中学生自学的成分要适当增强。读写例话要体现指导读懂、自学讨
论、获得新知、联系单元组课文的知识和重点项目、指导读写实践等步骤。
基础训练课要树立整体观念，突出单元训练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体
现启发、诱导和学生独立思考、操作的步骤和方法。

1．讲读课文。讲读课文是教师对学生进行阅读训练的示范教材。一般地
说来，它的教学过程可按照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顺序进行。教案的编写
要从整体着眼，从部分入手，进行字、词、句、段、篇的教学，注意每篇课
文各部分之间、每个部分与整篇课文内容的内在联系，通过部分研习，回归
整体，使学生对整篇课文有比较完整、深刻的理解，并从中掌握学习方法，
培养阅读能力。同时，要注意根据各个年级的不同要求确定每一课的训练重
点。低年级要在指导学生理解课文的过程中，着重进行词句的训练；中年级
要突出过渡性，在继续抓好词句训练的基础上，抓好段的训练和由段到篇的
过渡性阅读训练，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高年级要以篇的训练为重点，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阅读能力。在每个年级段，还要注意不同程度地渗透
朗读、默读、复述、背诵的训练，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新编教案的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指导预习，初读课文。
预习是学生寻求自解课文内容的最初途径，目的是为精读课文作好准

备。教师要放手让学生自查字典，自提疑难，自解课文大意，并练习作简要
的标记，如圈划重点、批注疑难等。教师的指导应重点放在激发学习兴趣，
教会预习方法和检查预习效果上，帮助学生在整体上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2）指导学生精读细读课文。
指导学生精读课文是讲读课教案的重要内容。它包括指导学生理解词句

的意思和感情色彩；了解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段与篇的层次和内在联系；
掌握课文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体会课文作者的思想感情；掌握作者布局
谋篇的思路和方法等。其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要方式有：教师的引导、提问、



点拨和讲解，学生的听说、阅读、思考、讨论等。教师的讲解要讲究方法，
注意适度，要善于指导学生思考的方向，教给学生思考和读书的方法。对学
生思而易误的地方，教师要适当讲解；对估计学生疑而难解或足以促其智力
发展的地方（亦即重点难点），教师的讲解还可适当透彻一点。学生的讨论
要体现教师的引导，避免出现表面上热热闹闹而学生并无所得的教学后果。

为了启发学生的思考，组织学生讨论，要善于设计一系列富有启发性和
典型性的问题（结合学生质疑），以培养学生初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问题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①目的要明确。要根据每一课的教学目
的要求，通盘考虑该问什么，为什么这样问，在何处用什么方式问等，问题
的答案和要求学生回答的程度尽可能在括号内注明。②语言要简练，问点要
准确，并富有启发性和思考价值，避免出现泛泛而问又没有思考价值的现象。
③问题的设置要深浅适度，难易相当，大小相宜，面向全体，突出重点，防
止过大过深或过碎过浅空泛呆板。④问题与问题之间要注意相互衔接，有一
定的逻辑性。

（3）归纳整理，总结提高。
这一教学环节的目的是将学生获得的知识加以梳理，使之条理化，系统

化，并加深印象，提高认识。可通过围绕全篇课文内容，设计带有总结性的，
或有关课文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以及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默读、复述、背诵等方式进行。

（4）通过练习，加深理解。
练习是知识转化和能力迁移的重要环节。教案的编写要重视练习的设

计，并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始终。设计练习要遵循“有序”、“有法”的原则。
所谓练要有序，就是要按课文教学的层次和学生的特点，循序渐进，由浅入
深，从简到繁，先单项后综合，形成一定的序列。学生预习自学阶段，可设
计一些帮助理解课文内容的练习题，包括利用工具书学习生字新词等。答案
一般可在课文中直接或间接找到。在讲读分析阶段，可设计一些能帮助学生
熟悉和掌握课文中心的练习题，包括理清作者的思路，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
等。答案要使学生在认真读议后运用学过的知识或联系上下文才能找到。在
回归总结阶段（也可在讲读中），可设计一些有一定坡度和难度的思维训练
题，包括领略课文中优美的文辞，欣赏课文的优美意境，理清作者的写作顺
序等。这样各个阶段穿插训练，且各有侧重，当堂完成，既训练了学生的能
力，又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所谓练要有法，就是要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
练习作业的思考、动笔方法，以及教师根据练习内容、练习形式、练习层次
等给以恰当的辅导、点拨，使学生能当堂顺利地完成课堂练习。

（5）设计恰当实用而醒目的板书。
板书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新编教案的板书设计，要紧扣

教材内容和教学要求，突出教学重点，体现课文脉络，反映作者的行文思路、
教师的教学思路和学生的学习思路，做到目的性和准确性、条理性和简洁性、
直观性和实用性的和谐统一。板书的出现可以随着教学的进程逐次显现，也
可以总体附于全篇教案后，以供参考。

2．阅读课文。阅读课文是学生半独立的阅读性质的课文，是培养学生自
学能力的重要凭借之一。编写教案时，要注意适当提高学生自学的要求，着
重于指导学生自觉地运用讲读课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进行阅读，使这些知
识、方法得以复习巩固，强化迁移，逐步形成独立阅读的技能。教师的主要



责任在于对教材的重点和难点作必要的指导和点拨，并且要少而精，要有扶
有放。凡是学生自己通过反复阅读、动脑思考能解决的问题，教师就要放手
让学生自己解决。教案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有：

教师提示阅读要点，学生自能读书；教师指导阅读方法，学生揣摩阅读
规律；学生提出疑难问题，教师组织学生共同议论，联系旧知（主要指讲读
课中所学到的知识）学习新知，在了解全文内容的基础上理解重点，突破难
点，真正读懂课文。课堂练习和作业也要由学生独立完成。板书的设计也要
体现阅读类课文的教学特点。

3．读写例话。读写例话是以学生学过的一篇课文为例子，帮助学生领会
本单元读写训练重点的一种课文形式。它往往起着统领本单元的课文知识，
把本单元的读写训练项目加以概括的作用。读写例话不同于知识短文，它虽
然也提供一些读写知识，但这些知识是通过学生的自学得到的，是学生从感
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用于指导读写实践的知识。编写这部分教案时，
首先要注意指导学生自己读懂，通过自学和讨论，自觉形成读写例话所谈的
认识，同时，要注意和本单元的课文特别是讲读课文的联系，引导学生运用
课内形成的读写基本功进行读写实践。体现精要、好懂、有用的特点。

三、基础训练。基础训练是在一定阶段对学生进行字、词、句、段、篇、
标点和听说读写的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性训练，它往往安排在每个单元的最后
面，由各种形式的作业练习题组成。它与本单元的课文有紧密的联系，但又
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各项训练，既有横向联系，又有纵向联系。编写教案
时，要树立整体观念，突出各单元训练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体现启
发、诱导和学生独立思考、操作的步骤和方法。要注意联系学过的课文，引
导学生自觉地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动脑、动手、动口，举一反三，触类
旁通，解决基础训练中的问题。

新编教案在编写时，要从总体上把握以下几点：
1．要依据《大纲》，紧扣教材，密切联系学生的实际，确立明确的教学

目的和要求；要恰当地确定和突出教学重点，找准并突破教学难点；注重语
言文字的教学和朗读、默读、复述、背诵的训练，扎扎实实地进行听说读写
的基本功训练；培养学生初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学
习习惯；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认识，在语言
文字的训练中进行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

2．合理安排教学程序、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教学程序的设计要力求目
标集中，思路清晰，切合教学实际；每个环节的设计要有纲有目，语言表述
要简明扼要，内容安排要详略得当。

3．遵循语文教学规律和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处理好“扶”、“引”与
“放”的关系。教师要“扶”得得法，“引”得适度，“放”得得当。要着
重进行教法和学法的设计，形式要因文而异，在反映相对固定的教学内容和
设计教学程序时，要尽可能设想到教学中的偶发因素，使新编教案既有科学
性和创见性，又有预见性和实用性。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教学有法是指教学要遵循一
定的规律和原则；教无定法是指教学的方法由于受教学思想、教师素质、教
学对象和教学内容等因素的制约，不能强求一律。同样，教案的设计有固定
的形式和体例，但又不能拘于一格，只要是有利于启发教师的教学思路，有
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减轻负担，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



智力，提高质量的教学设计，都可以在教案中尽情体现。能使这套新编教案
真正成为不同教学流派和教学风格相互融合，具有时代特色，又有一定实用
价值的教学参考用书，便是我们编著者的最大心愿。



新编小学语言语文教案(第四册)



第一单元

归类识字（一）备课指要

本册教材归类识字共 14 课，分三部分，分别安排在教材的第一、四、七
三个单元中。本单元的归类识字共 5课，共有生字 69 个。第一课看图识字，
按祖国的名山大川形式归类认识 13 个生字；第二、三课是形声识字，按基本
字带字的形式归类认识 15 个字和按形声字比较的形式归类认识 13 个生字；
第四课是部首字识字，按部首字、图画和词语的形式归类认识 14 个生字；第
五课是部首带字识字，即用常见的部首带出字、词、句的形式识字 14 个。这
69 个生字都要求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认识，即要认识的生字要从新词中
分离出来，认识了生字后仍然要放到词语中去熟练、巩固，对于课文中有句
子的（如第二、五课）则要注意将生字放在句子中去练习。

根据 5课教材的特点，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1.引导学生借助拼音和看图读词读句，初步了解字、词、句的意思；然

后，把词和句联系起来，引导学生看图、联系实际理解词句，使学生在识字
的同时，增长知识，受到思想教育。

2.根据归类的特点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如：根据形声字形旁表义的特
点，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对复杂字形的分析及独特笔画的写法，同时要引
导学生借助形旁理解字义。根据形声字声旁表音的特点，教学时要注意引导
学生体会声旁表音的规律。字音教学要注意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第二、
三课中的 28 个形声字，虽然声韵相同，但声调不完全相同，教学中要特别注
意。对于部首加部件组成的字，要注意引导学生认识字义和部首的联系。

3.部首带字识字，过去叫部首查字典归类识字，是配合学习部首查字典
而设计的识字形式。根据“新大纲”的调整意见，本单元的这种识字形式不
再担负学习部首查字典的任务，只是为三年级学习部首查字典作点铺垫。



归类识字（一）1—5

第 1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3 个生字，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掌握有关的词

语；借助汉语拼音能正确、流畅地读带有生字的词语和句子。
2.初步了解我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及悠久的历史，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

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的 13 个生字是教学的重点，其中“徽、雁、瀑”三个字的字形是教

学的难点；多数学生对这些名胜古迹较陌生，对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意义
的理解也是难点。

教学思路：
这课看图识字应从看图入手。先看图介绍图中的名胜古迹，然后引出拼

音、汉字进行生字教学，再把已学的生字放在词语中去读练。待 8 幅图 13
个生字及有关词语全学完后再学习短文中的 4句话，从而总结出“我们祖国
历史悠久，山青水秀”、“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准备谈话。
你们去游览过祖国的什么名胜古迹吗？请你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老师带你们去游览祖国的 8处名胜古迹，好吗？（如果班内的学

生没有外出旅游过，可舍去第一个教学过程）
二、看图学字学词。
1.学习“安徽黄山”。
（1）看图，介绍安徽黄山的地理位置及黄山的景色特点。（2）教学“徽”

字。
学生拼读字音，试析字形。（教师提示中间部分为“山、一、糸”）学

生读练。
（3）读练词组。
2.学习“杭州西湖”。
（1）看图，介绍杭州的地理位置及西湖的景色特点。（2）教学“杭、

州、湖”三字（步骤与方法同上）。“杭”的右边为“亠、几”。“州”书
写时，要注意左右靠紧，不要写得太宽。（3）读练词组。

3.学习“龙门石窟”。
（1）看图，介绍龙门石窟所在的地理位置及景色特点。（2）教学“龙”

字（步骤与方法同上）。
“龙”的第 4画为撇，点为最后一笔。
（3）读练词组。



4.学习“黄果树瀑布”。
（1）看图，介绍黄果树瀑布的地理位置及景色特点。（2）教学“瀑”

字（步骤与方法同上）。
“瀑”字右边为“曰、共、氺”，右下的不是“水”字，是“氺”。
（3）读练词组。
5.学习“西安大雁塔”。
（1）看图，介绍西安的地理位置及大雁塔的历史意义、建筑特点。
（2）教学“雁”字（步骤与方法同前）。
“雁”字里边有两个单人。也可以这样记：厂下“谁”字的言字旁换成

单人旁。
（3）读练词组。
6.学习“桂林七星岩”。
（1）看图，介绍桂林七星岩的地理位置及景色特点。（2）教学“桂、

岩”两字（步骤与方法同前）。注意“桂”字的右边是两个“土”，中间一
竖不相连，右边有 6画。

（3）读练词组。
7.学习“南京中山陵”。（1）看图，介绍南京的地理位置及在历史上的

地位，介绍中山陵的历史意义及建造特点。
（2）教学“陵”字（步骤与方法同前）。
“陵”的右边是“土、八、夂”。
（3）读练词组。
8.学习“台湾日月潭”。
（1）看图，介绍台湾日月潭的美丽景色及特点，简介台湾是怎样暂时分

离出去的，简述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意义。（2）教学“台、湾、潭”三个字
（步骤与方法同前）。字形教学的重点是“湾”，右边是“亦”和“弓”（“弓”
字在本次归类识字 4才学），因学生写“弓”有一定的难度，要注意笔画的
分解。

（3）读练词组。
三、复习巩固。
1.用卡片复习 13 个生字。
2.用卡片复习有关词语。
3.如有挂图，可进行看图说名胜古迹的活动。
四、作业。
1.抄写 13 个生字。教师在田字格上重点指导“徽、州、瀑、陵、湾” 5

个字。要学生注意“徽、州、湖、雁”四字不要写得太宽。“瀑、陵、潭”
三字的右半个字不要写得太长。

2.读 8 幅图下的词组。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用生字卡片检查学生生字掌握情况。
2.用卡片检查学生有关词语掌握情况。
3.猜谜找汉字。



方法：把 13 个生字卡片都排在黑板上。教师说一个字谜，让学生根据字
谜打出生字来。找对了，全体学生边拍掌边念：对对对，对对对，××同学
找得对（横线表示节奏）。然后齐读这个生字三次。

如果找错了，则念：找错了，找错了，请你再仔细找一找。然后学生重
新找，直到该生找对谜底字。再按上述方法进行。

湖：三点水旁一姓胡，能养鱼儿能行舟。
神州它有好多处，最美一处在杭州。
龙：横撇竖弯钩，下撇上点凑。
现在已经无，古说天上走。
桂：一木旁边土上土，香飘万里是它吐。
人见人爱都喜欢，观赏风景好去处。
台：三角不封口，偏偏把口留。
造在地面上，要见剧院有。
湾：三点水儿弯，避风好停船。
青山把它抱，绿水随它转。
（老师们如有更好的字谜可以替换或充实，这里仅是几个例子。这个内

容也可排在第一课时末。）
4.课文讲了哪些名胜古迹？
二、教学图下的 4句短文。
1.指导学生根据拼音自读短文。要求做到基本上能读通顺。
2.教师边领读一、二两句，边简介“历史悠久”、“山青水秀”。这两

个词语说明了祖国的美丽和伟大，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读练这两句话。
3.教师边领读三、四两句，边简介“热情”、“世界各地”。这两句话

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民热情好客。我们要向世界宣传中国，让各国朋友了解中
国。读练这两句话。

4.指导学生作改变第三、四句句序的练习。告诉学生原来是“来自世界
各地的朋友，我们祖国热情欢迎您”。这里为了押韵，把两句话的次序倒过
来了。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的。这样的句子也叫倒装句。说明了祖国的语言变
化多端，丰富多彩，同样的意思，表达方法可多种多样。

三、总结谈话。
1.教师谈话：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国山青水秀。祖国的名胜

古迹不计其数，这里仅介绍了 8处名胜古迹。
2.你们还知道哪些名胜古迹吗？
3.结束语：今天我们只能在书上“游览”，等我们长大了，或有机会，

欢迎大家到祖国的各处名胜古迹游览观光。
四、作业。
课后练习 2、3。

第 2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5 个生字，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掌握有关的词

语；借助汉语拼音能正确、流畅地读带有生字的词语和句子。



2.初步体会形声字的特点。声旁多标音，形旁多表义。为学习第 3课形
声字规律打好基础。

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的 15 个生字是教学的重点。为防止学生读“半边字”，读错字，形

声字的音变是教学难点。
教学思路：
应从复习与生字有关的形声字入手，然后用熟字带生字的办法学生字。

注意从形旁所表示的意义分析，去理解生字的字义。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 14 个与生字有关的形声字。
1.用卡片复习读练：下、朵、科、力、太、列、劳、丁、几、分、皮、

各、每、包。
2.回忆与上述汉字有关的词语及它们所表示的意思。
二、教学“吓、躲、蝌、蚪、历、态、裂”7个生字。

xi4      xi4
1.教学“吓”。用“下”带出“吓”，分析形旁“口”。因为人受到惊

吓时，会张大嘴巴，因此“吓”是口字旁。从字义再理解词义。
2.教学“躲”（步骤与方法同前）。说明：“躲藏”或“躲开”是说把

身子藏起来，或把身体避开，因此“躲”是身字旁。
3.教学“蝌、蚪”（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蝌蚪像一种小虫，所以这两个字都是虫字旁。也可以说明“斗”

也读“d%u”。
4.教学“历”（步骤与方法同前）。
5.教学“态”（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态度”与人的心理因素有关，因此是心字底。
6.教学“裂”（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衣服裂开最容易看清楚，所以“裂”的下边用上了“衣”字。
7.从上述六组形声字的读音比较分析中可得出：这六组字的声、韵、调

都相同，这些形声字的字音最好记。
三、教学“捞、顶、讥、粉、披、格、梅、雹” 8 个生字。
1.教学“捞、披”（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捞、披”都是用手做的动作，因此都用提手旁。
2.教学“顶”（步骤与方法同前）。
3.教学“讥”（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讥笑”是用语言去取笑别人，因此“讥”用了言字旁。
4.教学“粉”（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粉笔”是用石膏粉做成的，用来在黑板上写字的一种笔。最早

发现的粉是用大米碾碎的粉，因此“粉”用米字旁。
5.教学“梅、格”（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梅花是一种树木开的花；最早的方格是用直的木条组成。因此这
两个字都是木字旁。

6.教学“雹”（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冰雹的形成与雨水有关。因此“雹”是雨字头。
7.分析刚学的 8个生字与原来的 8个熟字的声、韵、调，可发现它们的

声、韵相同，声调不同，读时要记住新字的声调变化，不能读半边字，这是
学习这 8个字的难点。

四、复习巩固。
1.用卡片复习 15 个生字。
2.用卡片复习有关的词语。
五、作业。
抄写 15 个生字及有关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用生字卡片检查学生生字掌握情况。
2.用卡片检查学生有关词语掌握情况。
3.猜谜找汉字（步骤与方法同前）。
吓：说的是口下，口旁安下家。
它来脸会白，其实不用怕。
躲：身在花边藏，花朵巧遮挡。
藏身有学问，全靠巧伪装。
裂：歹边有立刀，排排不相交。
行行排得齐，各行各的道。
衣上有了它，快补莫忘掉。
顶：小顶翻页码，才知力气大。
爬到最高处，美景全在下。粉：米旁八把刀，不多也不少。
磨得最最细，做馍也做糕。
格：木条各管各，排列巧组合。
有横也有竖，想想是什么？
二、教学带有生字新词的 5句话。
1.指导学生根据拼音自己读练这 5句话。
2.学习第一句话。要进一步理解“态度”的意思。带讲“和蔼”的意思。
3.学习第二句话。进一步理解“披”和“格”的意思。
4.学习第三句话。进一步理解“躲”的意思。
5.学习第四句话。了解“日历”和“台历”的区别。
6.学习第五句话。
7.读练这 5句话。
三、总结谈话。
1.这课书我们学习了 15 个生字。这些字都是熟字加偏旁带出的新字。这

些字的读音与原来字的读音有较多相同的地方（但有时不全相同），这些新
组成的字叫形声字。原来的字在新字中起到标音的作用，叫形声字的声旁；
加上去的偏旁，多数起到表义的作用，叫形旁。



2.学习了 14 个带有生字的新词语。
3.还学习了 5个带有新词的句子。
四、作业。
1.完成课后作业 2。
2.熟读 15 个生字和 14 个词语；熟读 5个句子。

第 3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3 个生字，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掌握有关的词

语；借助汉语拼音能正确、流畅地读带有生字的词语和短文。
2.初步了解形声字的特点：声旁多标音，形旁多表义。从而提高学生的

识字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的 13 个生字及形声字的规律是教学的重点。为防止学生读“半边

字”，读错字，形声字的音变是教学的难点。教学思路：
应从复习与生字有关的形声字入手，然后用熟字带生字的办法学生字。

注意从形旁所表示的意义的分析，去理解生字的字义。通过 10 个形声字的学
习，再初步归纳出形声字的规律，最后学习归纳形声字规律的短文。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 10 个与生字有关的形声字。
1.用卡片复习读练：注、桃、慢、蜜、站、竿、蚜、把、峰、围。
2.回忆与上述汉字有关的词语及它们所表示的意思。
二、教学“柱、逃、漫、密”4个字。

zhú       zhù
1.教学“柱”。用“注”带出“柱”，分析形旁“木”。因为“柱子”

最早是用木头做的，所以“柱子”的“柱”用“木”旁。读生字，读新词。
2.教学“逃”（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辶”是表示与行走有关，因此“逃”是走之旁。
3.教学“漫”（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表示水漫过所以用“氵”旁。
4.教学“密”（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宓”也读“mì”。山上树木、竹子很茂密，所以“密”的下边

用上了“山”。而蜜糖是蜜蜂酿的，所以“蜜”的下边用上了“虫”。
三、教学“沾、杆、讶、笆、逢、苇” 6 个字。
1.教学“沾”（带教“湿”）（步骤与方法同前）。说明：因为“站”

是立在那里的意思，所以“站”是“立”字旁。“沾”是水沾湿了东西，所
以“沾、湿”都是三点水旁。

“湿”的右上是“曰”，也可以说是扁日。



2.教学“杆、枪、笆、篱、苇”（步骤与方法同前）。说明：过去的“枪、
枪杆”都是用木头做的，因此这两个字都是木旁。“篱笆”是用竹子做的，
因此都是竹字头。“芦苇”是一种草，因此“苇”是草字头。上面 5个字都
是根据它们的属性来用偏旁的。

3.教学“讶”（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人在惊讶时，常会发出“呀”的声音，这也是人的语言，因此，

“惊讶”的“讶”也用言字旁。4.教学“逢”（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相逢”是说两个人或几个人在路上碰到、遇到。因此“逢”与

行走有关，所以“逢”用上了走之旁。
四、复习巩固。
1.用卡片复习 13 个生字。
2.用卡片复习有关的词语。
五、作业。
抄写 13 个生字及有关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用生字卡片检查学生生字掌握情况。
2.用卡片检查学生有关词语掌握情况。
3.猜谜找汉字（步骤与方法同前）。
柱：木旁一个主，木头圆又粗。
造房要用它，用石更牢固。
漫：一日四下又是它，左边三点水很大。
没过桥梁和房顶，洪水灾害真可怕。
密：宝盖底下一个谜，破谜必须进山里。
要问此谜是什么，树木多得遮天地。
逃：桃字木已无，走之下边补。
跑走用上它，恰当不含糊。
笆：竹下一尾巴，作用可真大。
根根竹子编，庄稼需要它。
逢：山峰没了山，走之下边占。
路上来相遇，问好大声喊。二、教学短文。
1.指导学生根据拼音自学短文。
2.检查学生读的情况（试读）。
3.学习第 1句。看卡片读练形声字。
复习形声字的特点。注意“辨认要仔细”。
4.学习第 2句。看卡片读练“声旁、形旁”。
进一步明确“声旁”和“形旁”。
注意“声旁多标音，形旁多表义”。这里的“多”表示“多数”不是绝

对都“标音”、“表义”。因为漫长的历史，汉字的演变及解放后的汉字简
化，有许多地方突破了原来的汉字构字规律。

5.学习第 3句。
注意：用“住、注、柱”这三个形声字来说明“规律性”。知道了“主”



的读音，基本上可了解“住、注、柱”的读音。这样就“困难变容易”了。
6.总结短文的主要内容。
学习形声字，要从声旁去考虑它的读音，从形旁去考虑它的字义。
7.齐读短文一次。
三、作业。
课后作业 2组词。

第 4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9个部首字及另外 5个合体字。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

字义；掌握有关的词语；借助汉语拼音能正确、流畅地读带有生字的词语和
短文。

2.明确掌握部首字的作用：方便字形分析，有利于掌握字形，了解字义。
并了解部首与字的读音无关，与字义有较密切关系这一特点。

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的 14 个生字是教学的重点，其中“穴、皿、臼”的字义、实物学生

比较陌生，是教学中的难点。“臼、箭”的字形及书写也是教学难点。
教学思路：
应从看图入手，从图引出新词、生字，生字教好后再放回到词语中去练

习、巩固。汉字作部首时要注意笔画、字形的变化。生字新词学好后再学短
文，了解短文的内容，明确学好部首字的重要性和作用。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 14 个生字新词。
1.教学“猎犬”。
（1）看图谈话。谁能说说图上画着一只什么？说话训练：图上画着一只

狗（犬）。

（2）教师说明：狗也叫犬。如猎狗也叫猎犬。教学“犬 quǎn”字。

读字音，析字形。教学“猎（lié）”字。读字音，析字形。
说明：“犬”字原样作部首的字不多。主要是变成“犭”作部首。读作

反犬旁。注意反犬旁的第一撇穿过弯钩，第二撇则没有穿过弯钩。还可组成
“警犬”、“家犬”等词。（3）读练新词“猎犬”。

2.教学“穴”。
（1）看图谈话。图上画着什么？说话训练：图上画着一座山，山脚下有

一个洞穴。
（2）教学“穴（xué）”字。读字音，析字形。说明：“穴”也是洞的

意思。做部首时常用在字的上面，书写时撇捺要小一点，缩小在宝盖里面。
整个部首还要写得扁一点。读作“穴字头”。

（3）读练新词“洞穴”。



3.教学“骨”（步骤及教法同前）。
说明：第 3画是横析，第 6画是竖。“骨”做偏旁时要写得窄一些。
读练“骨头”。“头”读轻声。
4.教学“弓箭”（步骤及教法同前）。
说明：“弓”做偏旁时要写得窄一些。“弓”字析形后要书空。
读练“弓箭”。
5.教学“皿”（步骤及教法同前）。
说明：指盘、碗、碟、盆、缸等盛日常东西的用具（器皿也同样意思）。

作部首常用在汉字的下边，叫皿字底。读练“器皿”。
6.教学“革、制”（步骤与方法同前）。说明：“革”是指去了毛，经

过加工过的牲畜、野兽的皮。“革制品”就是指牛皮、猪皮、羊皮、野兽皮
制成的皮革制品。如皮鞋、皮包。“革”做部首时要写得窄一点。“制”的
左边中间一竖是连着的，是第 6笔。板书后要书空练习。读练“革制品”。

7.教学“臼、齿”（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明：“臼”是石制的，凹下去能盛谷物，舂米的器具。也指像臼的物，

如臼齿。

“臼齿”在口腔后方两侧，各有三颗，用于磨碎食物。“齿”的第七画
是竖折。读练“臼齿”。

8.教学“谷”（步骤与方法同前）。
说话训练：图上画着一棵稻子，一袋谷子。
“谷”的书写：上面一个“八”笔画要写得短小一些，中间的撇捺长一

些。这字做部首时要写得窄一些。读练“稻谷”。
9.教学“页码”（步骤与方法同前）。
页：指书本中一张张纸的一面，页码编号也按这样的次序编。教师可引

导学生看书上的页码。“页”做部首时要写得窄一些。
码：形声字，读音与声旁的“马”相同。
二、复习巩固。
1.用卡片复习 14 个生字。
2.用卡片复习 9个新词。
3.猜谜找汉字（步骤与方法同前）。
猎：犬旁草一日，捕捉禽和兽。
鸟兽见了它，马上就逃窜。
穴：宝盖头下一个八，意是洞洞不是家。
可藏野兽和东西，安在山里或地下。
谷：八人一张口，大米由它变。
做成白米饭，味道香又甜。
弓：腰儿弯又弯，一线成五弯。
生来会射箭，能射靶中间。
革：甘字少短横，中下加一横。
用皮制成鞋，穿上赶路程。
制：牛下连长巾，立刀守边门。
产品做出来，工人多开心。
三、作业。



抄写 14 个生字及有关的词语。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用生字卡片检查学生生字掌握情况。
2.用卡片检查学生有关词语掌握情况。
3.“犬”当部首使用，怎样改写？（指名学生到黑板上改写）
“犭”这个部首怎么读？
二、教学短文。
1.指导学生根据拼音自学短文。
2.学习第 1句话。
解释“部首字”：部首字多数是独体字，而且用这种字做部件（偏旁）

的字很多，为了查字典的方便，编字典的人把这些部位相同的字排在一起，
这些相同部位的字我们就叫它部首字。掌握了一个部首字，我们就可以查到
一串字。因此说：“学习部首字很重要，识字查字离不了。”所谓“识字”
也离不了，是指分析字形时要用到。

读练第一句。
3.学习第二句话。
怎样理解掌握部首的形、义“相关汉字记得牢”？如有“犭”的字，就

与家畜、野兽有关系。如“狗、猫、猪、狼、狮、猴”。其实“犬 qu3n”的
读音与这些字的读音是无关的。因此说部首与字义有密切的关系。

读练第二句。
4.总结短文内容。
这篇短文告诉了我们学习部首字的重要，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部首字，

并掌握它们的变形写法。
三、作业。
完成课后作业 2、3题。

第 5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4 个生字，要求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掌握有关的词

语；借助汉语拼音能正确、流畅地读带有生字的词语和句子。
2.了解部首字加部件（字）组成的新字的特点及部首字在这新字中的表

义作用。能熟练地说出“鞋、盖、预、窑、瓶”等字的部首名称。教学重点
难点：

本课的 10 个带有已教部首的生字是教学的重点。要说出带学字“瓶”的
部首名称及给带学字“冰、紧”换部件成新字是教学的难点。因前者较难分
析出部首，后者有这样部首的字学得不多，仅课文中的两个，较难发挥求异
思维。教学思路：

先复习四个部首字，再逐个教学部首字加部件的生字、新词及带有新词
的句子。最后熟读词语及句子，完成全部作业。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 4个部首字。
1.指名认读“革、皿、页、穴”。齐读。
2.上面 4个字当部首时怎样称呼？
（革字旁、页字旁、皿字底、穴字头或穴宝盖。）二、新课。
1.教学“鞋、鞭”。
（1）读“鞋（xié）”的音。析形：“鞋”是什么部首加上了什么字？

（“鞋”的意思是：两只脚都穿着皮革做的，两只脚都踩在土上。所以这个
字的右边是两个“土”字。）学习“皮鞋”。

（2）读“鞭 bián”的音。析形：“鞭”是革字加上什么字组成的？（说
明：这个是形声字。它与“便”的读音的声母、韵母都相同。）

学习“鞭子”。（说明：最早鞭子是用皮做的，也叫皮鞭。“皮”与“革”
同义，所以“鞭”用“革”做部首。后来逐渐有的鞭子用别的东西编织了。）

2.教学“盆、盖、盏”，带学“瓶”字。
（1）读“盆（pén）”的音。析形：“盆”是什么部首加上了什么字？

（花盆也是一种容器，它要装土种花，所以是皿字底。）
读练“一盆花”。
（2）读“盖（gài）”的音。析形：“盖”是什么部首加上了什么字？

（是“皿”字上加没尾巴的羊字。因为器皿的盖子与器皿有关，所以仍用“皿”
字底。）

带教“瓶”字（步骤与前同）。“瓶”属“瓦”字部。
读练“瓶盖”。
（3）读“盏（zhán）”的音。析形：“盏”是“皿”上加什么字？
读练“一盏台灯”。（台灯是放在桌子上用的，有座子的电灯。）
3.教学“预、颜”。
（1）读“预（y)）”的音。析形：“预”是什么部首加上什么字？
读练“预习”。（学生预先自学老师将要教的功课叫预习）
（2）读“颜（yán）”的音。析形：“颜”是“页”的左边加上什么字？
读练“颜色”。4.教学“窗、帘、窑”。
（1）读“窗（chuāng）”的音。析形：“窗”是什么部首加上什么字？

（“穴”是洞的意思。“窗”也好像一个大的墙洞，所以“窗”也用上穴字
头。）

读练“窗户”。
（2）读“帘（lián）”的音。析形：“帘”是穴字头下加了个什么字？

（窗帘与窗有关，所以也用上穴字头。）（3）读“窑（yáo）”的音。析形：
“窑”是穴字头下加什么字？（“窑洞”也像洞，所以也用上“穴”字头。）
读练“窑洞”。

三、复习巩固。
1.用生字卡片复习 11 个已学的生字。
2.用卡片复习带有 11 个生字的新词。



四、作业。
抄写 11 个生字及有关的新词。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用卡片检查已教的 11 个生字。
2.用卡片检查已教的带有 11 个生字的新词。
3.猜谜找汉字（方法同前）。
鞋：穿着皮革走，右边土上土。
成双又成对，相配莫马虎。
盆：分坐皿上边，装米又盛面。
也用它洗脸，用处万万千。
盖：一只无尾羊，坐在器皿上。
不让锅张嘴，害怕人受凉（要盖上被子）。预：茅房不盖草，还把一撇

少。
翻开第一页，先读学习好。
瓶：倒八字，下边开，瓦在一旁没有盖。
玻璃身子小嘴巴，吃饱又会吐出来。
颜：产下三撇有啥用，翻开一页就看懂。
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色彩在其中。
窗：洞穴下面有烟囱，墙上打开一大孔。
大孔透光把气通，这个道理人人懂。
二、教学 10 个句子。
1.复习“皮鞋”，带教“式”（教法同前）。教学有关句子。（“式样”

即样子）读练句子。
2.复习“鞭子”。
教学有关句子。（“甩”可做动作；“响”可念“叭，叭”象声词表示。）

读练有关句子。
3.复习“盆”。
教学有关句子。（“窗台”指窗子下沿墙体多出的部分，能放花盆。）

读练有关句子。
4.复习“瓶盖”。
教学有关句子。读练有关句子。
5.复习“盏”。
教学有关句子。读练句子。
6.复习“预习”。
教学有关句子。读练句子。
7.复习“颜色”。
教学有关句子。读练句子。8.复习“窗户”。
教学有关句子。读练句子。
9.复习“窗帘”。
教学有关句子。带教“紫”字。“紫”与什么字的字形相似？（紧字）

“紫”与“紧”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不同？（紫色指红和蓝合成的颜色）



读练句子。
10.复习“窑洞”。
教学有关句子。（简要说明窑洞冬暖夏凉的道理。因窑洞沿山崖挖，山

底下洞壁的泥土保持一定的常温。冬天外边气温低，窑洞里边就感到暖和了；
夏天外边气温高，窑洞里边就感到凉快了。所以说“窑洞里冬暖夏凉”。）
带教“凉”字。

读练句子。
三、练读 10 个句子。
1.齐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2.教师引读。即教师读句前的词，学生读相关的句子。教师可按顺序读，

也可跳着读。教师跳着读时，学生要集中注意力，以便及时读出相关的句子。
四、总结。
这课书中，我们又学习了由 4个部首字带出的 10 个生字和另外的 4个生

字，学习了有关的词语和句子。进一步知道了学好部首字的重要性。
五、作业。
完成课文后作业 2、3两题。
（浙江 佘月轩 田小军）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教材包括两篇看图学文《小蝌蚪找妈妈》和《骄傲的孔雀》，以
及基础训练。其中《小蝌蚪找妈妈》是一幅跨页连续图，《骄傲的孔雀》则
有多幅图。看图学文、说话训练都要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为重
点。

指导学生看图要强调按一定的顺序观察。看单幅图，要注意抓住图中事
物之间的联系，还要引导学生结合课文中叙述的内容展开想象；看多幅图，
要注意抓住图与图之间的联系，了解事物的发展过程。教学时要从看图入手，
图文对照，帮助学生认识事物，理解语言文字，了解怎样用恰当的词句表达
图意，逐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在训练要求上要比第三册有所
提高。

《小蝌蚪找妈妈》是一篇自然知识性课文，图文反映了小蝌蚪找妈妈的
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小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本课教学建议：引导学生从图
入手，细致观察，对整幅图有个清晰、完整的感性印象；在讲读课文时，图
文对照，抓住小蝌蚪找妈妈这条线索，弄清小蝌蚪如何变成青蛙的过程。课
文的第二、三、四段叙述方法基本相同，注重教给学生自学方法，重点讲读
第二段，指导学生举一反三地自学课文第三、四段。

《骄傲的孔雀》是一篇思想性较强，富有儿童情趣的课文。教材中的四
幅图形象地反映了课文所描写的客观事物，突出了孔雀骄傲的特点。本课教
学建议：首先从整体到部分观察图画，感知课文内容；然后抓住课后问题，
结合看图，引导学生根据故事情节，理清文章思路；再仔细观察图画中孔雀
的神态，让学生展开想象，深入理解课文中重点词句的意思，学习文章生动、
准确的语言；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合理想象孔
雀听了花喜鹊的话后会怎样，从而发展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语言。并且
在指导朗读时注意人物的语气，启发学生读出感情。最后在熟读课文的基础
上，背诵最后一段。

本单元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看图学文中的生字教学也要体现在语言环境中识字的原则。这两篇教

材都全文注了音，学生可借助拼音初读课文，重点解决字音，不必先设识字
环节；图文结合学文时，利用图画和具体的语言环境重点解决字义；学文后
重点解决字形并通过综合训练达到音、形、义结合的整体效果。

2.在指导看图时，注意遵循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原则。先指导学生
整体观察图画，然后逐图仔细观察，最后再把几幅图连起来看，并引导学生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图意。注意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即按一定的顺序观察图
画，《小蝌蚪找妈妈》的整幅跨页图，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观察；《骄傲的孔
雀》的四幅图则是按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观察。

3.重视朗读训练。学文与看图紧密结合，让学生读读、看看、想想、议
议，具体指导学生朗读的方法，在读中发展思维，发展语言，从读中受到熏
陶，受到感染，受到教育。



1.小蝌蚪找妈妈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9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及由熟字组成的新词，能联系

课文内容辨析“迎上去”、“追上去”、“游过去”几个词语。
2.通过看图学文了解青蛙生长过程中形体上的几次变化，培养学生的观

察、思维和表达能力。
3.能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学会生字、生词。
2.观察图画，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小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
教学思路：
1.指导学生有顺序地观察整幅跨页图，弄懂图意。
2.初读课文（正确流利），了解课文大意。
3.图文对照，逐段讲读，重点讲读第二自然段，教给学生边读边思考的

方法，第三、四自然段逐步指导学生自学。
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让学生通过逐段理解，弄清小蝌蚪是怎样

一步一步变成青蛙的。（2）把讲青蛙特点的句子前后联系起来理解，弄清青
蛙的外形特点。（3）让学生比较课文中“迎上去问”、“追上去叫”、“游
过去叫”三处不同的描写。（4）读全文，简单叙述小蝌蚪变成青蛙的经过。
（5）指导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6）指导完成练习。

教学资料：
青蛙：两栖动物，经常在水里活动，可以消灭大量的庄稼害虫，因此要

保护青蛙。每年四五月间雌蛙在水里产卵，一次产卵几千粒。许多卵粘在一
起成为卵块，浮在水面上。经过一个多星期，卵孵化成小蝌蚪。蝌蚪形状像
小鱼，也用尾巴游泳，用鳃呼吸。蝌蚪在水里逐渐长大，先长后肢，后长前
肢和肺；尾巴逐渐缩短，鳃逐渐萎缩；最后尾巴消失了，肺长成了，这样大
约经过一个月，蝌蚪就变成了小青蛙。此外，蝌蚪有两种，一种是青蛙卵孵
化成的，一种是癞蛤蟆卵孵化成的。

教学用具：
生字词卡片、教学挂图或幻灯片、小黑板。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前谈话，导入新课。
同学们，大家都知道青蛙是庄稼的好朋友，但谁知道它小时叫什么？是

什么样儿的？（出示幻灯片）这就是小蝌蚪。那么，小蝌蚪是怎样变成青蛙
的呢？学了这一课我们就知道了。（板书课题）

二、指导看图，了解图意。
1.出示整幅跨页挂图。要求学生从左至右地观察，边看边想：图上画了

些什么？小蝌蚪们在干什么？（这幅图从左至右有四个部分，连起来反映了



蝌蚪找妈妈的过程。）
2.利用幻灯片，从左至右，一幅一幅仔细观察。
看第一幅图，说说小蝌蚪是什么样儿的；看第二幅图，说说小蝌蚪向谁

游去，小蝌蚪的身子有什么变化（小蝌蚪向鲤鱼游去，长出了两条后腿）；
看第三幅图，说说小蝌蚪又遇上了谁，它们身子又有什么变化（小蝌蚪遇上
了乌龟，它们又长出了两条前腿，身体的颜色变成了绿色）；看第四幅图，
说说小蝌蚪最后变成了什么样，它们找到了妈妈没有（小蝌蚪变成了青蛙，
找到了青蛙妈妈）。

3.再从左至右地把四幅图连起来观察，用“⋯⋯先⋯⋯然后⋯⋯又⋯⋯
最后⋯⋯”的句式说说小蝌蚪是怎样变成青蛙的。（学生只要说出大概图意
即可，避免教成看图说话。）

三、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1.借助拼音自己读课文，要求：一目双行，读准字音，生字和难读的字

多读几遍，并给自然段标序号。
2.分段指名读课文，要求学生注意听，读后师生简单评议。检查生字的

读音，教师用生字卡片正音，注意下面生字和难读字的读音：
塘（táng）注意和方言区别，不要读成 t2n。
群（qǔn）有的方言读 qūn，注意纠正。
捕（bǔ）不能读成 pǔ。
迎（yíng）是后鼻音，注意纠正。
裳（shang）读轻声，衣裳（yí shang）连读。
露（lǒu）不要读成 lú。
蹲（dǔn）有的方言读 dún，注意纠正。
3.学生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象图画的内容。
4.学生仔细看图，听教师范读课文，想一想这课讲了一件什么事，然后

说一说。
四、图文对照，借助图画，讲读第一自然段。
1.读第一自然段，出示“一只小蝌蚪”的幻灯片（或图画），思考：小

蝌蚪是什么样儿的？在文中找到有关词句划出来，说一说。学生回答后板书：
小蝌蚪图片  大脑袋  黑灰身子  长尾巴

2.再出示“一只小蝌蚪”的幻灯片（或图画），这两只蝌蚪能说是“一
群”吗？又同时出示“三只小蝌蚪”的幻灯片（或图画），想象画面外还有
许多小蝌蚪。理解“一群”是指许多小蝌蚪聚在一起。启发学生找一找生活
中所看见的“人群”、“鸟群”、“羊群”等。“甩着”，可让一名女学生
演示甩小辫的动作，并结合生活实际举例。“快活”、“游来游去”，分别
采取去掉“快活地”和把“游来游去”换成“游着”，再读句子。

3.指导朗读第一自然段，注意读出小蝌蚪的有趣、快活的语气。
4.指导学生完成课后 2（1）题，填空，并说一说。

第二课时

一、图文对照，讲读第二自然段。
1.看第二幅图，找出文中的第几自然段是写这幅图的。
2.读第二自然段，出示小黑板（思考题）：（1）过了几天，小蝌蚪有什



么变化？（2）他们看见了什么，问了什么话？（3）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
学生回答后板书（边板书边提示：再仔细看图，弄清小蝌蚪两条后腿的

位置）：妈妈长出两条后腿四条腿，宽嘴巴
3.再各自读，思考：小蝌蚪为什么要找妈妈，他们会怎么想？为什么要

问鲤鱼阿姨？（因为“他们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于是就会想到
自己也该有妈妈，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妈妈长得什么样，在哪里，所以要
迎上去问鲤鱼阿姨。）

理解“捕食”，是捕捉食物，像鲤鱼捉取水里的小虫等；“迎上去”可
利用抽拉幻灯片，让学生明白正面主动向前叫做“迎”，在这里既表明小蝌
蚪有礼貌，也表明鲤鱼是迎面游来的。

4.指导朗读这一自然段。（读小蝌蚪的话，要强调“两．条后．腿”、“我．
们的．．”；读鲤鱼妈妈的回答，要强调“四．条腿，宽．嘴巴”；语气要亲切。）

二、用学习第二自然段的方法，阅读第三自然段。
1.将小黑板上思考题稍作添改：（1）又．过了几天，小蝌蚪又．有什么变化？

（2）他们看见了谁．，说．了什么话？（3）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2.学生带着问题看第三幅图，自由读第三自然段，然后用有关句子回答。
学生回答第（1）问后，板书：长出两条前腿。（提示：后长前腿，仔细

从图上观察蝌蚪前后腿的区别。）
学生回答第（2）问后，抓住“追上去”与“迎上去”进行比较。（“追”，

从背后主动赶向前叫做“追”。）利用抽拉幻灯片演示，还可以请一名学生
上台配合老师用动作演示。讨论：小蝌蚪为什么要“追上去”叫？（不仅表
明小蝌蚪和乌龟的前进方向相同，更表现出小蝌蚪知道部分特征后急于找到
妈妈的心情。）

学生回答第（3）问后板书：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 披着绿衣裳
追问：“小蝌蚪为什么会找错呢？”
引导学生联系第二自然段鲤鱼妈妈的话来体会。（小蝌蚪错把乌龟当妈

妈，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四条腿，宽嘴巴”，而没有完全了解妈妈是怎样的。）
3.指导朗读第三自然段。小蝌蚪“连忙追上去叫”这一句要读出急切的

语气；乌龟的话应显得和蔼可亲。这两句可作范读—练读—指名读。
三、自学第四自然段。
1.要求学生看第四幅图，默读第四自然段，独立思考三个问题［同第三

自然段的（1）（2）（3）思考题］。
2.学生读后，找出有关句子回答以上三问。板书：尾巴变短（出示青蛙

图片）
3.过渡：小蝌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妈妈，那么，他们的妈妈到底是什么

样子的？学生议答后板书：露着白肚皮
4.当他们找到青蛙妈妈时为什么是“游过去叫”，而不是“迎上去”、

“追上去”？（引导学生体会“游过去”表明青蛙是“蹲”在荷叶上，小蝌
蚪不用着急去追赶。也说明小蝌蚪已经从鲤鱼和乌龟那里对妈妈的长相有了
一定的了解，认准了青蛙是自己的妈妈。因为这次肯定不会再认错了，再也
不用着急了，妈妈正等着他们呢，于是，小蝌蚪便高高兴兴，不慌不忙地朝
妈妈游过去。）

5.指导朗读第四自然段，注意读出小蝌蚪找到妈妈时高兴、欣喜万分的



语气；青蛙妈妈的话应读出亲切快乐的语气，在读中进一步体会。
四、阅读第五自然段。
1.读第五自然段，思考：这里为什么称“小青蛙”，而不再称“小蝌蚪”？

（联系青蛙妈妈的话来理解）最后，他们还有什么变化？（学生回答后板书：
尾巴不见了）2.再读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们人人都要自觉地保护青蛙。”

五、引导学生依板书说说小蝌蚪是怎样变成青蛙的。

第三课时

一、读全文，小结课文内容。
1.读全文思考下面的问题：
（1）小蝌蚪是怎样找到妈妈的？
（2）小蝌蚪先是什么样子？在找妈妈过程中，它有哪些变化？最后变成

了什么，是什么样子的？
2.学生先自己小声说一说，再讲给同座同学听，最后指名说。
3.完成课后练习 2（2）、（3）题。
二、指导分角色朗读。
1.教师读鲤鱼、乌龟、青蛙妈妈的话；指一名学生读小蝌蚪的话；其余

学生读叙述部分。
2.学生自读，体会感情。
3.指名分角色读，读后评议。
三、识记生字，分析字形，指导书写。
提醒学生注意下面几个字的写法：
塘：共 13 画，第 8画右边要出头，第 10 画一竖上下都要出头。书写时

注意左窄右宽。
迎：半包围结构，里面的“卬”不要多写一撇。

碧：上下结构，共 14 画。以顺口溜记字形：“一位王姑娘，身穿白衣裳，
坐在石头上，碧，碧绿的碧。”鼓：左右结构，右边是“支”，注意不要写
成“攴”或“文”。

附：板书

1.小蝌蚪找妈妈

青蛙图片小蝌蚪图片

(变)

找 妈妈

大脑袋 长出两条后腿 四条腿宽嘴巴
黑灰身子 长出两条前腿 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
长尾巴 尾巴变短 披着绿衣裳

尾巴不见 露着白肚皮



2.骄傲的孔雀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 11 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新词。联系课文内容比较课后

第 2题的两组句子，并用“美丽的”、“圆圆的”造句。
2.根据图意，结合课后第 1题的提示，讲述课文内容。
3.通过看图和学文，使学生懂得孔雀因为骄傲，结果跌进湖里，落得个

不光彩的下场，以此教育学生要虚心，不要骄傲。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一段。
教学重点难点：
1.图文对照，能回答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孔雀很骄傲。
2.启发学生思考孔雀听了花喜鹊的话后会怎么想。教学思路：
1.观察入手，设疑激趣，揭示课题。
2.观察图画，了解图意，感知内容。
3.初读课文，图文对照，弄懂大意。
4.突出重点，指导学法，逐段讲读。在讲读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要把叙述孔雀骄傲的语句作为重点来

理解。
（2）在第二段讲读中教给学生“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的方法，

在三四段教学中逐步掌握运用这种方法。（3）要认真指导学生朗读，用不同
语气把孔雀那种骄傲的神气读出来。

5.总结全文，感情朗读，指导背诵。
6.识记生字，指导书写，完成练习。
教学资料：
孔雀：鸟的一种，头上有羽冠。雄的尾巴的羽毛很长，平时拖在身后，

展开时像一把五彩缤纷的大扇子。常见的有绿孔雀和白孔雀两种。成群生活
在热带雨林中，吃谷类和果实等。动物园里多有饲养。羽毛可以作装饰品。
教学用具：

生字词卡片、教学挂图、幻灯片、小黑板、课文朗读录音。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观察入手，设疑激趣，揭示课题。
1.出示孔雀图。同学们，这是一只什么鸟？
学生答后，板书：孔雀 kōng qué
读“孔雀”，注意“雀”的读音 qué。你们喜欢孔雀吗？为什么？（学

生发言。因为孔雀很美丽，或很漂亮，或很好看，所以喜欢它。）
2.再仔细看看这只孔雀的样子、神态，你觉得他是一只怎样的孔雀？（学

生看后谈自己的看法，孔雀昂着头，挺着胸脯，很骄傲。）
3.在原板书“孔雀”前加上“骄傲的”，齐读课题。
4.导语：孔雀怎么骄傲，学了这一课后我们就知道了。



二、观察图画，了解图意，感知内容。
1.出示四幅教学挂图（或幻灯片）。按一定顺序将四幅图连起来看一遍，

边看边想：每幅图上画的是什么？他们在干什么？四幅图连起来表达了什么
意思？

2.利用幻灯片，逐图仔细观察，弄清图意。
（1）看第一幅图（或幻灯片），思考：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孔雀的神

态怎样？喜鹊在干什么？（地点是湖边。从孔雀昂头、挺胸、大步向前的样
子，可以看出它不理睬花喜鹊，很得意的样子。从喜鹊躬身向下、主动打招
呼，看出它谦虚，有礼貌。）

（2）看第二幅图（或幻灯片），思考：孔雀发现湖里有什么？他是怎样
做的？（孔雀发现湖里也有一只美丽的鸟，于是停下脚步展开尾巴。）

（3）看第三幅图（或幻灯片），思考：孔雀为什么会掉进湖里？（因为
孔雀看见湖里的那只鸟也很美丽，心里很生气，就昂着头，挺着胸向前迈了
一大步，没想到一下掉进湖里了。）

（4）看第四幅图（或幻灯片），思考：孔雀挣扎上岸后是个什么样子？
他为什么还要朝湖里张望？喜鹊在干什么？（孔雀浑身湿淋淋，尾巴也耷拉
下来了，可他仍忘不了与湖里的那只鸟比美，喜鹊看见了在一旁批评他。）

3.将四幅图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
三、初读课文，图文对照，了解课文大致内容。
1.借助拼音，一目双行，自由读课文，生字和难读的字音多读几遍。
2.指名读课文，其余学生注意听，重点放在是否读正确，读后师生议论，

检查生字的读音。
结合学生实际，注意纠正方音，注意下面几个字的读音。
模，读 mō，不要读成 mó。
炫，读 xuán，不要读成 xuǎn。
丑，翘舌音，读 chǒu，不要读成 cǒu。
扇，翘舌音，有的地方平舌翘舌不分，要注意纠正。
影，yíng，是后鼻韵母，不要读成 yín。
洒，平舌音，读 sǎ，不要读成 shǎ。展，zhǎn，翘舌音。
格，多音字，本课中读 gé，不读 gě。
3.小声读课文，看图画，找出与图画内容相应的段，并作好记号。（第

二自然段写第一幅图；第三自然段写第二幅图；第四自然段写第三幅图；第
五六自然段写第四幅图。）4.教师范读课文（或听录音朗读），想一想这一
课主要写了一件什么事？先同座说一说，再指名说。

四、讲读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大家边听边思考：孔雀为什么很骄傲？从哪里看

出他很骄傲？
学生回答后板书：
很美丽
很骄傲 抖动 展开 炫耀  

2.引导学生理解“只要⋯⋯就⋯⋯”一句，这说明孔雀每次都这样。“抖
动”“展开”“炫耀”几个动词，要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这是孔雀十分骄
傲的表现。（“展开”，张开的意思，这里指孔雀开屏；“炫耀”，指在别
人面前过分地表现自己的长处。）



3.指导朗读。（注意强调“可是”“只要⋯⋯就⋯⋯”“炫耀”等词语
的读音。）

第二课时

一、图文对照，讲读第二自然段。
1.学生仔细看第一幅图，读第二自然段，思考：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孔

雀很骄傲？
2.在第二自然段中找到表现孔雀很骄傲的词语，用“~~~~”画出来读一

读。
3.引导学生在读中结合看图体会这些词语：“昂着头”“挺着胸脯”“理

也不理”。（孔雀因为很美丽，走路时头抬得高高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一
副很了不起的样子，看不起别人，所以，花喜鹊很有礼貌地向孔雀打招呼，
他却理也不理。）学生边议论教师边板书：昂头  挺胸  理也不理

4.指导朗读。（1）各自练读，要求学生抓住表现孔雀骄傲的有关词语，
读出孔雀傲慢无礼的语气。同时注意读出喜鹊有礼貌的语气。（2）指名朗读。
简单评议。

5.小结学法。出示小黑板：（1）看图读文，思考：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孔雀很骄傲？（2）在文中找到有关词句用“~~~~”画出来。（3）一边看图，
一边读文，体会重点词语的意思。（4）有感情地朗读。

二、用学习第二自然段的方法，指导学习第三自然段。
1.学生按小黑板上的几条要求阅读第三自然段。（注意给学生充分的时

间）
2.检查自学情况。
（1）学生回答小黑板上的问题。说说找到了哪些表现孔雀很骄傲的词

句。
（2）引导学生理解以下几个重点句子：①孔雀发现湖里有一只鸟，跟他

一模一样，也十分漂亮。（“一模一样”就是完全相同，没有两样。）还从
哪里可以看出“一模一样”？抓住三个“也”，即：“也十分漂亮”，“也
停住脚步”，“也抖动着美丽的尾巴”。怎么会一模一样呢？让学生看图读
文，知道湖里的鸟就是湖边孔雀的影子。②“他立刻停住脚步，展开尾巴。”
（引导学生联系前面第一自然段中“只要⋯⋯就⋯⋯ ”进行理解，说明孔雀
只要看到谁漂亮，他就会急于展开尾巴，炫耀自己的美丽。）③理解“五彩
洒金”。（指扇面色彩鲜艳，金光闪闪，可用幻灯片直观理解。）

板书：五彩洒金
（3）检查朗读，注意强调“一模一样”、“立刻”、三个“也”，读出

孔雀急于表现自己美丽的语气。
三、用同样的方法自学第四段。
1.学生按要求自学。
2.检查自学情况。学生讨论小黑板上的问题。
3.提示理解重点词句。
（1）“有点儿生气了”和“可真生气了”，从中体会孔雀越来越骄傲。

（2）他无法忍受湖中的鸟也“睁大了圆圆的眼睛”，“抖了抖头上的翎毛”，
就不顾一切地向前迈了一大步。他想干什么？（启发学生联系课文展开想象）



4.有感情地读第四段。注意“有点儿生气”到“可真生气了”的语气变
化。

四、图文对照，讲读第五、六自然段。
1.默读第五、六自然段。思考：（1）孔雀掉进湖里以后怎么样？他为什

么还会高兴呢？（2）花喜鹊为什么笑？他说了什么？
2.引导学生回答。
理解第（1）问，抓住“挣扎了好半天”、“好不容易”、“浑身湿淋淋

的”、“发抖”等词语，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他还会高兴的原因是：他看见
湖里的那只“鸟”不美了，认为终于比赢了，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所以高兴
起来。这更说明孔雀十分骄傲。

理解第（2）问，喜鹊看见孔雀跌进湖里，浑身湿淋淋的，而且在发抖，
这本来够可怜了，而他仍不知道湖里的“鸟”就是自己的影子，反而高兴起
来，所以喜鹊觉得这件事太可笑了。重点引导学生体会花喜鹊说的话的含义。
孔雀骄傲到“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嘲笑自己的程度了。

3.让学生根据图文进行合理想象。孔雀听了喜鹊的话会怎样呢？（引导
学生想象：也许孔雀根本就不相信花喜鹊的话；也许相信了，可还是改不掉
毛病；也许经过这件事后，吸取教训，决心再也不骄傲了。）

4.指导朗读。（1）指名读第五自然段。（2）分角色读第六自然段。（3）
把第五、六自然段连起来读。注意读出孔雀先高兴，后又不高兴的语气区别，
读出花喜鹊诚恳帮助孔雀的语气。

第三课时

一、总结全文。
1.再看四幅图，读全文。
2.思考回答：为什么说这是一只骄傲的孔雀？（引导学生尽量用自己的

话有顺序地叙述故事内容）
3.教师小结：这篇课文讲的是一只孔雀非常骄傲，认为自己长得最漂亮，

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美丽，到最后，骄傲得连自己也不认识了的故事。
二、感情朗读全文，指导背诵最后一自然段。
1.齐读第一自然段，分组读二、三、四、五自然段；分男女生读第六自

然段。
2.先帮助学生理解第六自然段的每一句话，知道上一句和下一句是怎样

相连的，然后在熟读的基础上再背诵。三、认记生字，分析字形，指导书写。
下面几个生字，要提醒学生注意。
雀，共 11 画，第四笔撇要写长一点。

影，共 15 画，书写时注意左右两部分搭配得当。
四、练习。
1.完成课后练习第 2题。（比较句子的不同，使学生知道，在句子中加

上适当的描述词，会使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更形象，更生动。再练习用“美丽



的”、“圆圆的”词语造句，先指名口头造句，教师订正以后，再做书面练
习。）2.抄写生字词，每个 2遍。听写生字词。

附：板书
       kōng qué
2 骄傲的 孔  雀
              sǎ
很美丽    五彩洒金

很骄傲
ǒ ǎ
抖动 展开 炫耀
昂头 挺胸 理也不理

d u zh n







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区别大小写字母。
2.复习巩固生字，练习相同部首字归类。
3.练习区别形近字并组词，读写字词句，了解词句之间的联系。
4.朗读儿歌，借助拼音读懂句子，培养阅读能力。
5.看图说话、写话，综合训练学生观察、思维能力和口头、书面表达能

力。
教学重点难点：
复习巩固生字，读字词句，了解词句之间的联系；朗读儿歌，培养阅读

能力；看图说话写话，综合训练学生观察、思维、表达能力。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练习第一题。
1.指名读题，说说题目的要求。
2.学生小声认读大写字母，再指名读。
3.学生一组一组辨认，说说每一组字母的相似处和不同处。（15 个大写

字母分别排列成 5组，每组字母形体相近，学生易混，通过区别、比较，加
深印象。如：第一组“H、N、M” 3 个字母都有“丨

母都有“丨”，不同的是“L”向右拐，“J”向左弯。）
4.学生在括号里填写相应的小写字母。
二、练习第二题。
1.学生读题，明确题目要求。（在学过的汉字中找出带有这些部首的字）
2.指名说说部首的名称。
3.学生各自找出相同部首的字，并写下来，每个部首写 3—5个字，能多

写而且写得正确的，应予以鼓励。
氵：湖 瀑 湾 潭 漫 沾 湿 洒
木：杭 桂 格 梅 模 柱 杆 枪
⺮：篱 笆 箭
穴：窗 帘 窑
扌：抖 捞 披 捕
皿：盆 盖 盏
4.同桌相互检查，教师抽查。
三、练习第三题。（本题可按调整后的大纲和教学要求酌情教学）
1.降低题目要求：让学生找出表格中字的部首和剩余部分的笔画，理解

字义并组词。
2.引导学生分辨字形，找出部首，然后分别组词释义。（1）学法指导：

①先明确字的部首；②认识找出的部首，熟悉部首的笔画；③弄清本字除去



部首那一部分有几画；④根据字义组词语。
（2）举例引导。码：部首为“石”字旁，有 5画，除去部首还有 3画；

字义为表示数目的符号；组词有：页码、数码等。
3.按照以上步骤学生自己辨析其他字的字形。
四、练习第四题。
1.学生读题，明确题目要求。（上面 3组字音相同，字形相近，字义不

同；下面 3组字音不同，字形相近，字义不同。）
2.指名读准字音。
3.学生区别每组字的音、形、义，重点是区别形、义。例如：“抖”是

提手旁，表明动作。
“蚪”是虫字旁，表明是动物。
4.学生先口头组词，再用铅笔独立填空组词。
5.教师巡回检查订正。

第二课时

一、练习第五题。
1.讲题目要求。巩固学过的字词，使学生了解字词句之间的联系。
2.学生练习读字、词、句。注意“齿”（chí）是翘舌音，“洒”（sǎ）

是平舌音。读句子，要根据标点，读出停顿，语气要平缓。
3.学生自读，指名读，师生评议。通过读使学生了解组字成词、组词成

句的规律。
二、练习第六题。
1.学生自由读，要求借助拼音，读准字音，直到读熟练。
2.指名读，正音。注意“长城”（cháng chéng）是翘舌音、后鼻韵母，

要读准。“白鸽”（bài gé）不要读成（bàigē）。“爸爸”、“妈妈”的后
一个字，“什么”的“么”要读轻声。“星”（xǐng），“领”（lìng）读
出后鼻韵母。“巾”（jǐn）是前鼻韵母。

3.学生练习朗读。要注意停顿，要读出问句和感叹句的不同语气，表达
出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敬爱父母和老师、友爱同学的思想感情。

第三课时

说话训练。
本课时的训练内容是看图说话。
一、学生读题，明确训练要求是什么。（要求是看图回答问题并连起来

说一段话，是观察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的综合训练。要注意按一定的
顺序观察，还要注意图画的景和人与问题之间的联系。）

二、出示挂图（或幻灯片），观察整幅图，思考：图上画的是什么季节，
什么地方？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然后说一说。

（图上画的是春天郊外的景象。小河里的水静静地流着，岸边的树绿了，
桃花开得正红，远处的麦田已经长出了嫩绿的麦苗。）

三、仔细观察图上有哪些人？他们在做什么？
提示：引导学生先用一句话总的说出老师和同学们在做什么；再用“有



的⋯⋯有的⋯⋯有的⋯⋯还有的⋯⋯”句式
分别说出同学们各在干什么；最后再说一说大家干得怎么样。
（图上有一位老师带领着同学们正在植树。他们有的挖坑，有的扶树苗，

有的培土，有的提水，还有的浇水。大家干得十分起劲。）
四、按照由景到人的观察顺序看图，加上合理的想象，把景物的样子和

人物的动作连起来说一段连贯的话。
1.先各自小声试着说。
2.分四人小组说一说，相互补充。
3.指名说，说后师生评议，补充修改，使之合情合理。
4.学生各自完整地说一遍。
（湖北龙军罗汉萍）



第二单元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的教材由两篇讲读课文古诗《春晓》、童话《丑小鸭》和一篇阅
读课文儿童诗歌《春雨》、一个基础训练以及说话、写话教材组成。

这是一组很有特色的教材。
从教材内容上看，本单元教材中的课文内容与小学生的实际显得异常和

谐与贴近。其一，描写春景，赞美春意是这组教材课文内容的主题，当学生
学习这组课文时，大自然恰巧正是春光满目的时节，课文的描述与学生正经
历的现实生活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其二，选入本单元的课文有古诗、童话、
儿童诗歌，这是低年级学生乐于阅读的文体，课文的体裁式样顺合了学生的
阅读兴趣、爱好。

从教材地位上看，本单元教材起着桥梁作用。它既有承上的功能：本组
是第四册第一次“课文”讲读，紧接着上一单元的“归类识字”、“看图学
文”，显得肩负着复习、巩固、运用在一、二、三册教材中所学知识、方法
的任务；又有启下的作用，因为是本册第一组课文，无疑规定、指引着本册
课文教学的基础和方向。

从教材的训练内容上看，本单元教材的训练内容丰富广泛，有识字训练、
阅读训练、说话训练、写话训练、观察训练，无所不包；古诗教学、现代诗
歌教学、散文教学，样样俱有。

教学这样一组有特色的教材，应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的教学目的要
求。

1.指导学生观察、认识春天，从文中进一步了解春天，用自己的语言去
反映春天的情景，激发学生热爱春天的情感。

2.运用查字典等方法学会 14 个生字；运用看图、联系生活实际和上下文
等方法理解文中词、句；运用学过的朗读、背诵方法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和背诵指定的课文。

3.重点学习抓住课后思考题理解自然段的方法。
教学本单元教材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充分调动、凭借学生已有的知识、方法来全面完成教学任务。教学前，

教师要摸清学生通过一年多的语文学习已获得了哪些知识，掌握了哪些方
法，把握学生的知识储量，摸准教学停泊的“锚桩”。教学时，教师要尽可
能为学生提供复习巩固运用的时机和场所，如安排“回顾”环节，引导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方法来解决在新的情景下的新问题。

2.充分利用学生头脑中已形成的生活画面来理解课文内容。文章内容是
生活的反映。本组课文所反映的内容，学生大都比较熟悉，教学时就应该指
导学生将抽象的文字与生动的生活画面结合起来，通过画面理解文字，通过
理解形成新的画面。

3.注意寻找新的训练契机。如前所述，这组教材既有承上任务，又有启
下的作用，因此，教学时，在遵循学生已经基本习惯了的阅读程式（如初读
借助拼音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要相机提出一些新的训练要求，展示一些新
的训练情景，特别要注意发挥“归纳”的作用，通过归纳来揭示基本规律、
总结过去的学习实践，通过把归纳的内容放置到新的学习情景中，使学生知



己不足，从而产生新的求知、求法欲望。



3 春晓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习“晓、眠、觉、闻、啼”5 个生字，做到能读会写、能结合诗句

讲解其意思。
2.能理解各句诗的基本意思；能用自己的话讲解全诗的意思。
3.能朗读、背诵、默写课文。
4.体会诗的意境，产生“春天真美”的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诗意，体会诗的意境。
教学思路：
遵循学习古诗的一般过程（解诗句→讲诗意→悟诗情）和学生认识事物

的一般规律（粗略感知→深入理解→准确把握），牢牢抓住朗读这条主线，
充分发挥两个画面（课文中的插图、学生头脑中的生活画面）的作用，全面
完成本课的教学任务。

教学资料：
1.朗读古诗时，句中停顿的规律与要求是什么？
古诗的节拍（音步）跟速度有关，但跟停顿关系更密切。在每一个节拍

后面轻轻拖腔之后，往往有短暂的停顿，这种停顿主要是为了突出节奏，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句中停顿。节拍的划分一般都是五言三拍，二、三拖腔或二、
四拖腔，即可在第二、三个字或第二、四个字后分别停顿；七言四拍，二、
四、五拖腔或二、四、六拖腔，即可在第二、四、五个字或第二、四、六个
字后分别停顿。另外在一首诗中，有的可能是同一拖腔，即采用同一种停顿
方式，有的可能是两种拖腔同在，即要采用两种停顿方式，这应根据古诗的
实际而定。

2.为何“春眠不觉晓”？
冬去春来，春暖花开，人们常常会觉得困倦，这种现象称为“春困”。

“春困”期间，人特别爱睡，往往天大亮不知醒，所以诗人写出“春眠不觉
晓”。

从生理角度看，到了春天，气温回升，人体表面的毛细血管和毛孔逐渐
舒张开来，体表的血液循环随之旺盛，流往大脑的血液和氧气也就相对减少，
脑细胞的活动受到抑制，所以人便会感觉“春困”，以至于天都亮了，还不
知道醒过来。此外，春季昼长夜短，不够睡，气候宜人，催人欲睡，也是春
眠不觉晓的原因。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指导学生预习课文。
1.板书课题。
2.读课文，引导学生用学过的查字法查出下列生字。
晓、眠、觉、闻、啼



二、指导学生初读课文。
1.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指名读，检查读的效果（注意指导学生读准 5个生字的音）。
3.教师范读，并布置学生边听边看书中的插图，边想：这首诗可能写的

是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的景色？
4.组织学生围绕上述问题讨论，注意追问学生：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5.解题：春晓—晓，天明，早晨；春晓，春天的早晨。这是一首描写雨

后春天早晨情景的诗，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
三、读讲诗句，结合理解生字词。
1.读前二句诗，理解词、句的意思。
（1）边读、边看文中插图（有条件的可以出示挂图）、边想：这两句诗

大致写的是什么意思？从哪些地方可看出来？（提示学生根据预习时所查字
意来分析，后同。）

（2）结合讨论，具体理解字词。春：春天；眠：睡的同义词；春眠：在
春天的夜晚里睡觉。晓：天亮；不觉晓：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处处：到处；
闻：听到；啼：鸟叫。闻啼鸟：听到鸟的啼叫声。

（3）边读边看文中插图，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二句诗的意思。（春天
的气候暖和了，夜里睡得很香，不知不觉已经天亮了。早晨醒来，听到外边
一片清脆的鸟叫声。）

2.仿照上面二句的学习方法读讲后二句。
（1）边读边看文中插图边想：这两句诗大致写的是什么意思？从哪些地

方可看出来？
（2）结合讨论，具体理解字词。夜来：一夜，诗中指昨天一夜。知多少：

不知道多少的意思，本诗指花不知被风雨打落了多少。
（3）边读边看文中插图，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二句诗的意思。（想起

夜里曾听到刮风下雨的声音，不知花儿被风吹雨打，落下了多少。）
四、作业：朗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体会意境。
1.过渡谈话：上节课，我们一句句地理解了诗的意思。这首诗，诗人描

写的是雨后春天早晨自己的所闻、所想的情景。那么，诗中哪两句描写的是
诗人听到的情景？哪两句描写的是诗人想到的情景？

2.边读边看插图边回忆：你见到过、感受过诗中所描述的情景吗？同座
间互相把自己见到的、感受过的情景说一说。

3.结合自己见到的、感受过的情景，读课文，用自己的话说说全诗的意
思。

4.学习了这首诗，你有什么感想？
二、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启发谈话：多美的春光啊！我们应带着什么感情朗读这首诗呢？
2.指导朗读。
（1）确立感情基调（赞美、喜爱）。（2）标出节奏和重音。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朗读。先试读，再指名读，读读评评，有条件的还可以配乐朗读。
三、背诵、默写课文。

说话

教学目的要求：
观察、认识春景，有条理地讲述春景，培养学生观察、思维、表达（口

头）能力和喜爱春天的情趣。
教学重点难点：
有条理地讲述春景。
教学思路：
课外观察，课内讲述（说话），指点基本方法（观察方法、说话方法），

鼓励放胆说话（在把握基本方法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打破程式，放开胆子自
由讲述自己所观察到的情景）。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外观察——组织“找春天”活动。可以由学校组织，可以布置学

生自行组织，到田野、到公园去看一看、玩一玩。
观察提纲：
1.观察内容。
春天到了，气候有什么变化？花草树木有什么变化？人们的穿着有什么

变化？
2.观察要求。
先广泛地观察，再重点仔细观察你认为变化最大的几种事物。
二、课内说话。
1.启发谈话，揭示教学内容。
我们学习了古诗“春晓”，又开展了找春天活动，你们找到了春天吗？

这节课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观察到的景物。
2.提示说话要求。
怎样说呢？我们讲过了说话的基本要求，还记得吗？（说话要大胆，声

音要宏亮，吐词要清楚，语句要完整。）3.指导有顺序说话。
（1）春天到了，气候有什么变化？
（2）春天到了，人们的穿着有什么变化？
（3）春天到了，花草树木有什么变化？
4.指导有重点说话。
（1）在找春天的活动中，我们都重点观察了哪些变化最大的事物，下面

我们就来练习把那些变化最大的事物说具体。（2）（估计很多学生要说到花）
就以花为例吧，说的时候，不能只笼统地说花开了，还要说哪些花开了，开
得怎么样。（3）在学生说的基础上，点明可用“有的⋯⋯有的⋯⋯还有的⋯⋯”
格式来说。

（4）仿照说花的方法，说说自己观察到的变化最大的其他事物。
5.指导围绕主题说话。
（1）谁能给我们刚才说话的内容加一个题目，看谁说的题目最好。（春

天到了；春天悄悄地来到了；春天多美呀；可爱的春天；春天是美的季节⋯⋯）



（2）大家编的题目真好！谁能从这些题目中选一个，把自己看到的春天
景物有顺序、有重点地说一说。

6.说话综合训练。
先分小组说，再由小组推荐代表到班上说，组织说话竞赛。说说评评，

教师要特别注意鼓励那些既遵循了说话的要求和方法，又能创造性地说话的
同学。



4 丑小鸭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习“堆、等、钻、剩、特、瘦、除、咬、越”9 个生字，做到能读

会写、能把握其基本意思。
2.运用看图、联系生活实际和上下文等方法理解“暖烘烘”、“特别”、

“洁白”、“除了鸭妈妈疼爱他，谁都欺负他”等词句的意思。感受依据问
题，分段阅读，把握意思，准确回答问题的方法。

3.了解丑小鸭自出世后就被人看不起，被迫离开家，历经苦难，最后竟
意外发现自己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天鹅这一故事内容，初步懂得一
些从小和善待人、互相尊重和正确认识自己的道理。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一段。
教学重点难点：
运用所学方法理解词句段的意思，感受依据问题、分段阅读、把握意思、

准确回答问题的方法。
教学思路：
以课后练习题一中的三个问题为线索，凭借课中的插图，先大致划出与

各个问题相对应的段落，再抓住各个问题及其所对应的段落，启发学生运用
所学的理解词句段的方法，分段读议，理解基本意思，然后连段思考，回答
问题，从而全面达到本课的训练目标。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前预习。
想一想我们学过哪些童话故事，老师是怎样指导我们学习童话故事的，

拣一篇自己最感兴趣的童话故事，跟家里的人或同学讲一讲。
二、谈话引入新课，揭示课题。
上课前，老师布置了预习任务，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谁能把自己最感兴

趣的一篇童话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今天，我们又来学习一篇有趣的童话故
事。这篇故事是根据安徒生爷爷写的同名童话改编的，叫《丑小鸭》。（板
书课题：4丑小鸭）

三、初读课文。
1.借助拼音自由小声读课文一、二遍，要求读准字音，并用“——”线

将课后的生字在课文中划出来，多读几遍生字的字音。
2.指名读课文，要求学生注意听，检查生字的读音，教师用生字卡片正

音，注意下面生字的读音。
堆（duí），注意和方言区别，不要读成  dǘi。
等（děng）和剩（shěng）都是后鼻音，不要读成 děn和 shěn。
瘦（shǒu）和除（chù）都是翘舌音，不要读成 sǒu 和 cù。
钻（zuán）是平舌音，不要把 u读丢了。
3.自由小声读课文，要求按已往老师教给的朗读长句子的方法和要求读



通文中的长句子，并给自然段标序号。学生读时，教师可相机提醒学生，读
长句子时，在句中可以稍微停顿一下，停顿时，不要读破词语，“的”字前
面一般不要停顿⋯⋯。

4.分段指名读课文，要求学生注意听，检查是否读通了文中的句子。
5.教师范读课文，学生可以小声地跟着读，进一步把课文读正确、通顺。
6.边读课文边看图，边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7.讨论上述问题。（课文主要讲的是一只丑小鸭自出生以来就被人看不

起，被迫离开家，历经苦难，最后意外发现自己不是一只丑小鸭，而是一只
美丽的天鹅。）

四、课堂作业。
1.在课文中找出生字所带的词，读一读。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交待阅读方法。
1.指名学生朗读课后练习题 1。
2.启发谈话：这节课，我们就围绕练习题 1中的三个问题，看图读课文，

一段一段地把课文读懂。
二、围绕课后练习题 1中的第（1）个问题，阅读 1—2自然段。
1.围绕问题（1），看第一幅图，读课文，大致找出写这一问题的段落（1

—2自然段）。
2.分段阅读。
（1）阅读第一自然段，边读边思考，然后讨论。①这一自然段有几句话？
②“暖烘烘的”是什么意思！你有过“太阳暖烘烘的”这样的感觉吗？

“太阳暖烘烘的”这种感觉一般产生在什么时候？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写
的是什么季节的事？

③“鸭妈妈卧在稻草堆里⋯⋯孩子出世。”用我们平常的话说，这句话
应该怎么说？

④用自己的话简单地说说这一自然段的意思。（春天，鸭妈妈在孵小鸭。）
（2）阅读第二自然段，边读边思考，然后讨论。①这一自然段有几句话？
②“特别”是什么意思？（不同一般）
③边读边看图，找一找从这一自然段中的哪些地方看出丑小鸭很特别。

（讨论后归纳）
A.蛋大。
B.出世时间长。（都⋯⋯最后⋯⋯过了好几天⋯⋯才⋯⋯慢慢⋯⋯）
C.又大又丑。（毛⋯⋯嘴巴⋯⋯身子⋯⋯）
④用自己的话简单地说一说这一自然段的意思（抓住“特别”来说）。
3.连段阅读，回答问题（1）。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抓住如下几个要点来

回答：（1）时间；（2）事件（鸭妈妈孵小鸭）；（3）丑小鸭显得很特别。
三、围绕课后练习题 1中的第（2）个问题阅读 3—6自然段。
1.围绕问题（2），看第二、三幅图，读课文，大致划出写这一问题（其

中有两个小问题）的段落（3—6自然段，其中写第一个小问题的是第三自然
段，写第二个小问题的是第四至六自然段）。



2.阅读第三自然段，边读、边看图、边思考，然后讨论。
（1）这一自然段共有几句话？
（2）“除了鸭妈妈疼爱他，谁都欺负他”。“疼爱”是什么意思？“欺

负”呢？联系自己平时的观察，同小鸭在一起的可能有谁？他们谁欺负丑小
鸭？是怎么欺负的？（咬、啄、讨厌）还可能怎么欺负？谁疼爱丑小鸭？从
哪里看出来？（除了鸭妈妈疼爱他）试着用“除了⋯⋯都⋯⋯”说一句话。

（3）“孤单”是什么意思？丑小鸭为什么感到孤单？
（4）试着用“因为⋯所以⋯⋯”说话。
①把“因为⋯⋯所以⋯⋯”加入“丑小鸭感到非常孤单就钻出篱笆，离

开了家”一句中说话。
②把“因为⋯⋯所以⋯⋯”加入“丑小鸭来到世界上，除了鸭妈妈疼爱

他，谁都欺负他”、“丑小鸭感到非常孤单，就钻出篱笆，离开了家”二个
句子中说话。

（5）朗读这一自然段，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2）中的第一个小问题。
3.分段阅读 4—6自然段。
（1）回顾学法——怎样围绕问题来分段阅读课文：先一自然段一自然段

地读，结合图画一句句地弄清各自然段的基本意思，再把几个自然段连起来
读，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

（2）试着运用这一方法阅读 4—6自然段，边读边填写下表，展开讨论。
季节 丑小鸭遇到的困难

（3）检查自学、讨论情况，重点检查学生对第五自然段第二、三句话的
理解情况：从这二句话中可看出些什么？（丑小鸭非常孤单；丑小鸭羡慕美
丽的天鹅，希望像天鹅那样过上欢乐的日子。）

（4）连段阅读，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2）中的第二个小问题。

第三课时

一、围绕课后练习题 1中的第（3）个问题阅读第七自然段。
1.围绕问题（3），看第四幅图，大致找出写这一问题的段落（第七自然

段）。
2.阅读第七自然段，边读、边看图、边思考，然后讨论。
（1）这一自然段共有几句话？
（2）采用引读的方法分句理解课文。老师问学生答：什么时间？（第二

年春天）什么地方？（湖面上）湖水怎样？（湖水很清像镜面）丑小鸭发觉
了什么？（一个漂亮的影子）怎样漂亮？（雪白的羽毛、长长的脖子、美丽
极了）这个漂亮的影子原来是谁的影子？（丑小鸭）

3.用自己的话回答第 3个问题。
二、全文教学总结。
1.读全文，讲一讲这个童话故事。



2.学习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主要就课文的思想内容说，学生
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不要无限拔高。）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先一自然段一自然段地讨论：应带着什么语气读？
2.试读，指名读，读读评评，直到读出感情为止。
四、综合练习。
1.课后练习题 2、3、4。
2.练讲这一童话故事。
附：板书

4丑小鸭

毛灰灰的
嘴巴大大的
身子瘦瘦的

丑小鸭
孤单离家
历经苦难

美天鹅
雪白的羽毛
长长的脖子
美丽极了















5*春雨

教学目的要求：
1.借助汉语拼音，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运用联系生活实际、依据课后思考题等方法读懂诗歌内容，认识春雨

的特点和作用，激发学生喜爱春雨的情感。教学重点难点：
朗读训练，读出喜爱春雨之情。
教学思路：
以朗读为训练主线，课前，布置学生回忆自己对春雨的感受情况，为读

懂课文作铺垫；课中，先组织学生自读课文，达到正确朗读的目的；接着，
让学生运用所学方法读懂诗歌内容；最后，组织学生把自己对春雨的感受和
课文对春雨的描述结合起来，想象画面，体会情感，并把所体会出的情感带
到朗读中，达到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要求。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现在是春天，春天下的雨叫春雨。请留心观察、仔细回

忆春雨是什么样的，雨后景物有什么变化，春雨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益处。
二、检查课前准备情况，揭示课题。
1.讲一讲上面要求每人留心观察、仔细回忆的那些问题。
2.今天我们学习一首写春雨的诗，看看诗中是怎样描写春雨的。（板书

课题）
三、借助拼音初读课文。
1.小声练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2）用序号标出诗中句子；（3）读通诗句。
2.检查练读情况。
（1）请一组同学分句朗读，检查读音和标句情况。提示读准翘舌音：
chún shǎ     shú shǎo  zhuāng  chì
 春雨沙  沙、树   梢、  庄  稼、池  塘、
zhǎn shí  zhǒng
 沾  湿、  种  树
（2）请上中差同学分别朗读全诗，看是否达到朗读要求。
（3）说一说：读了这首诗你觉得春雨怎样？
四、逐句阅读全诗，了解诗句的意思。
1.学习第一句话。
（1）读句子，思考：春雨的声音怎样？样子怎样？（2）讨论。
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什么？（春雨的声音和样子）看图并联系平时见到

听到的说一说，“沙沙”说明春雨的声音怎样？（很小）“细如牛毛，飘飘
洒洒”说明春雨的样子怎样？（雨丝细得像牛毛，轻飘飘地洒落下来。）（3）
引导学生把沙沙的声音和细如牛毛、飘飘洒洒的样子联系起来说说对春雨的
印象。

（4）指导读，体会沙沙的声音小而好听，飘飘洒洒的样子轻而可爱，激
发对春雨的喜爱之情。

2.学习第二、三句话。



（1）边朗读边思考，然后讨论：春雨飘飘洒洒在什么地方？使这些地方
发生了什么变化？

（2）体会春雨使万物变化的情景。
①看图，先找出图中所画的桃花、柳芽、庄稼、青蛙、帽沿、花褂，再

说一说这些景物是怎样的。
②联系自己平时的观察，闭着眼睛想一想这种景色。
③先按“春雨促使桃花开放了”这种说法说说“染绿柳芽、滋润庄稼、

唤醒青蛙”等句子的意思。再讨论：春雨为什么能点红桃花、染绿柳芽、唤
醒青蛙？为什么说是滋润庄稼、淋湿帽沿、沾湿花褂？（主要是春雨细小）

④春雨使万物生机勃勃，使大自然变得更美了。你们喜爱春雨吗？带着
喜爱的感情读一读。

（3）有感情地朗读，进一步体会春雨的可爱。
3.学习第四句话。
（1）看图读句子，回答：我们在春雨中干什么？为什么要顶着春雨种树？

（在春雨中种树，树容易活。小朋友为绿化祖国不怕雨淋。）
（2）指导朗读，读出春雨中为绿化祖国出力的愉快心情。
4.有感情地齐读第五句。
五、有感情地朗读全诗。
1.读全文（或由教师范读），边读（或边听）边联系自己平时见到的、

感受到的春雨，想象春雨的样子，春雨给树木、庄稼、青蛙带来的变化和我
们顶着细雨刨坑种树的情景。

2.说一说：你喜爱春雨吗？为什么？
3.带着喜爱的感情朗读全诗。
（1）确立朗读的感情基调（喜爱、赞美）。
（2）分句指导朗读，重点指导句中停顿和朗读声音轻重、快慢变化。如

春雨/沙沙，点红/桃花，淋湿/我的帽沿（句中停顿）；
二、三句应越读越快，最后一句应越读越轻。（3）试读，指名读，有条

件的还可以配乐朗读，直到读熟为止。



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复习“汉语拼音字母表”，较熟练地运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
2.辨析形近字并能正确运用。
3.恰当运用学过的词语，把事物说得更加具体、形象。
4.会读不同语气的句子，能根据表达的意思，运用不同的语气说话。
5.运用在本组所学方法，朗读儿歌，把握基本意思。
6.看懂图意，说话写话，培养观察、思维、表达能力。教学重点难点：
练习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恰当运用词语；看图说话、写话。
教学思路：
分题进行，适当归并，搞好三个结合：温故与知新结合；操作与归纳结

合；定式（按教材中的练习形式）与变式（在训练目标的控制下，略微改变
一些练习形式）结合，拓展思维，实施综合训练。

教学用具：
小黑板。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一、二题：背诵《汉语拼音字母表》，按顺序填上小写字母；

从字典的“汉语拼音音节表”中查出基础训练中的音节。
1.复习。
（1）背诵《汉语拼音字母表》。要求把音读准，按顺序记熟，先自己练

背，然后背给同桌听，再用比赛形式抽检背诵情况，看谁背得又快又准。
（2）以查“hān”为例，想想说说：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时，应先查什

么，再查什么。
2.练习。
（1）按顺序填上小写字母。
①找一名同学在事先准备的小黑板上填写，其他同学用铅笔在书上填

写。
②讨论小黑板上填写的情况（字母的形和顺序），然后检查自己的填写

情况。
（2）查音节。
①找一名同学带上字典在事先准备的小黑板上查填，其他同学用铅笔在

书上填写，看谁查得又快又准。②评论小黑板上的查填情况，然后检查自己
的查填情况。

3.归纳。
结合学生的复习、练习实际点明注意事项。如：（1）易混字母的区别。
（2）部分整体认读音节或零声母的查检方法。
二、教学第三题：读读比比，再组成词语。
1.认读形近字，注意读音的不同。
2.比较每组字的形和义：这些字在形上有什么不同？分别可组成一些什

么词语？
前 3组中每两个字都是整个字形相似，指导学生仔细区别不同笔画。如

“白”与“臼”从整体上看字形相似，但笔画数量不同，第三、四、五笔有



区别。白可组成白天、白色、明白等词语，臼可组成臼齿、石臼、木臼等词
语。

后 3组中的每两个字偏旁不同。指导学生根据偏旁与字义的关系，把字
形和字义联系起来区别字形。如“借”与“猎”：“借”为什么用“亻”旁？
（指人的活动）“猎”为什么用“犭”旁？（捕捉野兽）“借”和“猎”可
分别组成哪些词语？（借贷、借款；打猎、猎犬）

3.变式练习。
根据学生实际设计，如：改正下列词语中的错别字。臼云、稻各、乌甩、

猎条、土难。
三、教学第四题：词语搭配。
1.练习思考。
（1）按题目要求，请一名同学在事先写好的小黑板上连线，其他同学用

铅笔在书上连线，并想想：为什么这么连？
（2）读小黑板上连好的词语，请同学订正，并讲明订正理由。
（3）把搭配好的词语写在横线上。
2.读读议议。
（1）说一说为什么这么连线？
（2）了解几组词语搭配的效果：“荷叶”与“碧绿的荷叶”有什么不同？

“孔雀”前加“美丽的”、“羽毛”前加“洁白”可使人知道什么？
四、教学第五题：读不同语气的句子，练习用不同语气说话。
1.练习朗读。
（1）读后说说：这三句话各用的是什么标点？
（2）回顾：怎样朗读这三个句子？
第一句用的是句号，语气要平缓。第二句用的是问号，要读出问话语气。

第三句用的是感叹号，要读出赞叹的语气。
（3）试读，指名读，读读评评，直到读准为止。
2.练习说话：照样子练习说三句完整的话，分别用上句号、问号、感叹

号，表达不同的语气。先想后说，说后评，评后说。
3.教师小结：用这三种标点的句子都是完整的句子。今后我们在说话、

写话中要注意运用这三种句子。
五、教学第六题：读儿歌。
1.借助拼音读儿歌。注意读准平翘舌音，“春、睡、着、树、枝、竹、

长”等字，不要读成平舌音，“笋、在”，不要读成翘舌音。注意读准每行
末尾的字音，体会押“ao”韵。

2.了解短文的意思。
（1）回顾：学习了本组几篇课文，你学到了一些什么了解课文意思的方

法？
（2）自读儿歌，然后讨论：通过阅读儿歌，你知道了什么？
（3）练习。
①这首儿歌有几句话？②照样子写意思。
例：“偷偷在长高”是说竹笋在不声不响地朝上长。“微微笑”是说小

花苞__。
3.指导读儿歌。
说话·写话



一、指导学生看图说话。
1.指导观察图画（有条件的可出示挂图，没有条件的可直接观察教材中

的图画）。
（1）读题，把握观察要求和方法：题目上要求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观察这

幅图？（什么地方、什么天气、都有谁、他们在干什么）结合平时的观察实
践，你准备怎样来观察这幅图？（观察顺序、重点）

（2）按上述所讨论的要求、方法观察图画。
2.把握图意。
（1）这幅图画的题目叫什么？说说尊师爱生的意思。（2）从这幅图中

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尊师爱生的意思？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当时是什么天
气？

3.启发想象。
（1）在上学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没带雨具的小同学会怎么做？
（2）走在后面的女教师看到后会怎么做？
（3）这时小同学会怎么想？
（4）高年级的男同学看到这种情景会怎么做？女老师会怎么做？怎么

说？
4.请同学们把观察、想象的内容连起来，按事情发展的顺序说一段话。

要求句子完整，语句通顺连贯，说时可给图中人起个名字。
先自己练习说，然后同桌说，再指名说，大家评议修改。
二、指导学生用几句话把所说的内容写下来。（湖北冯发柱）



第三单元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的教材包括两篇讲读课文《称象》和《刻舟求剑》、一篇阅读课
文《黄鹂和山雀》以及一个基础训练和一次看图说话、写话的训练。

讲读课文《称象》，讲的是曹冲小时候动脑筋想办法解决了如何称象的
问题。全文分 5段，首先写了曹操带着儿子和官员们去看大象；接着写官员
们环顾大象，议论大象的重量；然后写官员们向曹操建议称象的办法和曹冲
想出的称象的办法，最后写按曹冲想出的办法称出了大象的重量。其中，曹
冲想出称象的办法是重点；象大，看象者想知道象有多重是想办法称象的起
因；称出象的重量是结果。教学本课要围绕“称象的办法”引导学生逐段理
解课文的内容，通过提问思考、朗读思考、图文对照、理解重点词语，以及
实物演示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动脑、动口、动手、动眼，理解课文的重点，
启发学生认识到：用心听别人意见，善于观察，积极动脑筋思考问题，就会
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刻舟求剑》是一则寓言（成语）故事，讲的是一个坐船过江的人，不
慎将宝剑掉进江里，他在船上刻了个记号，想等船靠岸后再从记号处下水捞
剑。全文分 4段，段与段之间联系非常紧密。首先讲有个人坐船过江把剑掉
进江里，这是刻舟求剑的起因。“坐船过江”点明船在行驶，剑从船上掉江
里船行剑不行。这是认识刻舟求剑为什么错的关键。接着讲掉剑的人一点也
不为剑掉进江里着急，只是用刀在船舷上刻了个记号。然后讲同船的人对他
的做法不理解，催他赶快去捞剑，并明确告诉他刻记号没有用。最后讲那个
掉剑的人向同船的人讲述他的想法：“刻舟”是想靠了岸再“求剑”，与第
2段相呼应。他能不能“求”到剑，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

教学本课要以第 4段为重点，从段与段相互的联系中了解各段的意思，
初步理解课文内容，懂得办事情不考虑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光凭
自己的主观想象是会碰壁的。同时要加强朗读指导，培养学生的语感，并通
过理解寓意，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

《黄鹂和山雀》以童话的形式，通俗、形象地介绍了黄鹂和山雀捕捉害
虫的知识。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调整意见和教
科书调整意见，本课改为课外阅读教材。（为了便于教师理解和把握教学内
容，本课仍附有教案，仅供教师借鉴。）

基础训练 3，安排了 6项内容，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每道题的训练意图，
进行严格训练，注意训练的综合性。基础训练后的看图说话、写话的教学，
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在教学中，可以单独分课时设计教学，也可以与基
础训练同步设计教学。

（杨苏琴）



6.称象

教学目的要求：
1.通过官员们的称象方法和曹冲称象方法的对比，理解曹冲称象方法的

科学性。
2.掌握本课 12 个生字，理解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分析比较课后习题

2中三对句子间的不同意思。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讲述这个故事。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曹冲称象的方法。
教学思路：
在通读课文，整体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引出课文的教学重点，然后通过

实物演示和分析联想，落实教学重点。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引出课题。教课前，教师先讲有关曹冲的故事，使学生对曹冲
的聪明才智有初步的了解，以此激发学生急于知晓曹冲小时候的故事的兴
趣，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最佳状态。接
着板书课题，在引导学生审题中，向学生说明今天我们要学习有关曹冲的另
一个故事——称象。然后启发学生：“象又高又大，身子像堵墙，腿像四根
柱子，这么大的象怎么称呢？我们读课文时，就要弄明白曹冲怎么称象的，
他称象的方法好不好，好在哪里？”

二、展开学习目标。
1.通读课文后复述故事情节。
2.学会本课 12 个生字。
3.联系课文内容讲讲“又高又大”、“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等

词、句的意思。
三、学生自读课文，教师因人而导。
四、学生分小组相互交流学习情况，复述故事。
五、练习填空：
1.官员们想出来的办法一共有两个，一个是（    ），一个是（    ）。

第一个办法别的官员认为（    ），第二个办法曹操（    ）。
2.曹冲称象的办法是（    ）。

第二课时

一、对比分析，突出教学重点。先指导学生把曹冲的称象和官员们的称
象进行对比分析，在比较分析中使学生了解曹冲称象的高明之处。要求学生
读课文思考：

1.官员们想的第一个称象办法是什么？（砍一棵大树做秤杆称）这个办



法好不好？（这个办法不好，因为有了大秤也不成啊，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
得起这杆大秤呢。）

2.官员们想的第二个称象的办法是什么？（把大象宰了，割成一块一块
的再称。）这个办法好不好？为什么？（这个办法也不好，因为把大象宰了，
割成一块一块，大象活不成了。）

3.曹冲用什么办法称象？曹冲称象的办法与官员们称象的办法相比较，
谁称象的办法好？（曹冲称象的办法好，曹冲称象既不需要造大秤，又不宰
大象，这个称象的方法很科学。）

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曹冲称象的段落，仔细分析曹冲称象的
方法。

二、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把曹冲称象的步骤讲出来。（第一步，大象
上船，人在船舷上画线；第二步，大象下船，船上装石头；第三步，石头装
到齐线的地方，然后分几次称石头；第四步，把石头的分量加起来。）

三、实物演示，让学生按曹冲的称象方法操作。
1.指导学生反复阅读这几句话：“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

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
等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称一称船上的石头。”读后要求学生讲讲这几句话
的意思，把理解课文的重点内容与词句训练结合起来。

2.在学生理解以上句子意思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演示的程序是：先把小
象放到船上，沿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接着把小象拿出来，把石头往
船里装，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时，停止装石头，石头有多重，小象就有多重。

四、分析联想，深化教学重点。
1.读课文，联系演示操作，想想曹冲在称象中联系了哪些实物？（船、

石头、水）
2.请同学们根据这些实物想想，曹冲称象的科学道理在哪里？（水能载

船，船上放了石头，船就会下沉，东西越重，下沉得就越多。石头是一块一
块的，可以一块一块的称。大象在船上时，沿船舷画一条水平线，然后用石
头代替大象，等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这时称船上的石头，船上石头的重量
就是大象的重量。）3.请学生根据这个科学道理，讲讲怎样解决生活中类似
的问题，促使学生把理解的原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

4.完成课后作业 2、3题。
附：板书

官员

曹冲 象上船  画线  装石头  称石头

称象(又高又大)

宰象

用树做秤杆



7.刻舟求剑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 8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及熟字组成的新词；联系课

文内容理解“船舷”、“码头”、“一不小心”、“着急”、“不慌不忙”
等词语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弄懂刻舟求剑的道理，了解那人为什么错了，进而引
导学生了解事物之间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此基础上练习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弄懂那个人为什么要在船舷上刻记号。
2.理解那个人错在哪里。
教学思路：
课文是按事情发展顺序记叙的，因此讲解课文时可围绕“船动剑未动”

这一线索展开。在学生观察图画，了解那个人在船舷上干什么的基础上，展
示课文的学习目标，接着引导学生围绕学习目标，熟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弄清那个人为什么要在船舷上刻记号，然后通过投影的演示引导学生分析那
个人错的原因，接下来练习背诵课文，最后学习生字。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看图揭题。让学生观察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那个人在船舷上干什
么，从而揭题。

二、引导解题。告诉学生刻舟求剑既是一篇寓言故事，也是一则成语故
事，并解释“刻舟求剑”是什么意思。

三、导入课文，展示学习目标。
可这样导入：这个人在船舷上刻记号是为了什么呢？请同学们读课文，

教师相机展示出学习目标。
1.通读课文，回答下面的问题：
（1）那个人的宝剑掉进江里去了，他为什么一点儿也不着急？
（2）按照那个人说的办法，能把宝剑捞上来吗？为什么？
2.联系课文内容理解“一不小心”、“船舷”、“码头”、“不慌不忙”、

“着急”等词语。
3.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吸取什么教训？
四、学生围绕学习目标，通读课文，从整体上了解并把握课文的主要内

容。学生自读课文时，教师注意个别辅导。
五、学生在自读课文后，集体讨论和交流学习结果，教师集体辅导、小

结。

第二课时



一、细读课文 1—2自然段，思考：
1.宝剑是什么时候掉进江里去的？（抓住“坐船过江”这一时间，借以

帮助学生认识那个人为什么错了。）
2.那个人是怎样把宝剑掉进江里去的？（理解“一不小心”的意思。）
3.宝剑掉进江里后，那个人态度怎样？他为什么不着急？
4.怎样朗读这两自然段？（要求读出那个人不着急的语气，并读准课后

生字的字音。）
二、读课文第三自然段，思考：
1.同行的人对他的做法理解吗？是怎样劝说的？
2.怎样读这一自然段？（读出同行的人怀疑、着急的语气，并要求能读

准生字的字音。）
三、读课文第四自然段，思考：
1.对于同行的人的催促，那个人的态度改变了吗？他的态度仍然是怎样

的？他又是怎样说的？
2.他说的对吗？为什么？
（抓住“不慌不忙”、“不用着急”两个重点词，借助投影帮助学生理

解那个人说的话的意思，从而认识到那个人的做法是错的。进一步分析错误
原因：船在行驶而剑未动，等船靠了岸之后，再从刻记号的地方跳下去，是
捞不到剑的。）3.怎样读这一自然段？（要读出那个人不慌不忙和自信的语
气）

四、回到整体。通读课文，思考：从那个人做的事、说的话中，你们认
为那个人怎么样？（通过那个人做的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了解到那个人非常
蠢，不懂得事物之间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五、练习。
1.练习背诵课文。
2.填空：
（1）有个人坐船（  ），他（  ），把挂在身上的（  ）掉进（  ）去

了。
（2）他不（  ），只在船舷上刻了一个（  ），还告诉别人等船（  ），

从刻着（  ）的地方（  ）下去，（  ）准能把（  ）捞上来。
（3）那个人想错了，因为（  ）动了，（  ）不会动，他从（  ）的地

方（  ）下去，是不会（  ）的。

第三课时

一、读课文，划出生字、词。
二、读准字音，分清字形，弄清字义，练习组词。
1.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利用熟字和偏旁记忆字形。如：“求”是熟字“球”去掉了王字旁。
3.结合词语理解字义。
4.重点指导以下字形。
剑：第六笔是撇，不要写成点。号：注意最后一笔不要穿过横。
慌：右边是上中下三个部分组成，注意中间不能写成“云”，下边不要

写成“儿”。



指：右边的笔顺是“丿匕旨”。
三、作业：完成课后习题。
附：板书
过江   不小心   不着急   不慌不忙   靠岸

       掉  剑   刻记号     说       捞剑
（什么也没捞到）

。。。 。



8*黄鹂和山雀

教学目的要求：
1.联系课文内容理解“狡猾”、“惊奇”、“津津有味”、“红通通”、

“黄澄澄”等词语，用“津津有味”练习说话。
2.学习课文，知道黄鹂和山雀是保护果树的益鸟，卷叶虫和梨椿象是危

害果树的害虫。通过对课文的理解，懂得事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练习分角色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树上结满果子与黄鹂、山雀之间的关系。
教学思路：
在学生观察课文插图、弄明白哪是黄鹂、哪是山雀的基础上，展示本课

学习目标，接着引导学生围绕学习目标熟读课文，理解课文写了黄鹂、山雀
干什么，然后分析理解黄鹂、山雀与树上结满果子的关系，练习分角色有感
情地朗读课文。（根据实行新工时制后的教材调整意见，这课可放在课外阅
读，本课的课堂辅导，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增减。）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看图（或标本），让学生观察黄鹂、山雀的外形特征，并讲讲自己
对黄鹂、山雀的实际见闻，从中揭示课题。

二、导入课文，展示学习目标。可这样导入课文：黄鹂和山雀怎么生活
呢？要想懂得更多一些，请同学们读课文。这时，相机展示学习目标。

1.通读课文，回答下面的问题：老黄鹂捉什么虫子给小黄鹂吃？是从哪
儿捉到的？山雀吃的是什么虫子？小黄鹂为什么惊奇地叫起来？为什么说卷
叶虫和梨椿象是害虫？

2.联系课文内容理解课文中的“津津有味”、“惊奇”、“红通通”、
“黄澄澄”、“狡猾”等词语。

3.分析理解海棠和梨为什么感谢黄鹂和山雀。
三、学生围绕第一个学习目标通读课文，从整体上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学生在自读课文时，教师注意个别辅导。
四、学生在自读课文后，一是完成如下填空题：黄鹂在（  ）捉（  ），

山雀在（  ）捉（  ）。小黄鹂和小山雀长大了跟着在（  ）捉（  ）。二
是全班同学集体讨论和交流学习结果，教师集体辅导、小结。

第二课时

一、细读课文一、二自然段，完成以下学习任务：
1.读第一自然段，思考老黄鹂为什么站在窝边的树枝上？（要求学生理

解老黄鹂站在窝边的树枝上，一方面是守护着小黄鹂，另一方面是正在四处
观察寻找食物。）



2.读第二自然段，思考：（1）为什么说卷叶虫真狡猾？（抓住“它吐出
丝，把嫩叶卷起来，自己躲在里面吃叶肉”这句话的意思理解、回答。）（2）
黄鹂捉卷叶虫的本领怎样，从哪里看出来？（3）“津津有味”是什么意思？
并练习用“津津有味”说话。（4）读课文后思考填空：____吃____损害了__。
__吃__，保护了__。

二、小结以上学习方法，学生自读三、四、五自然段，使学法迁移。在
自读中注意比较并小结两组事物，即黄鹂吃卷叶虫与山雀吃梨椿象的比较，
卷叶虫的狡猾与梨椿象坏透了的比较。

三、围绕课文最后一自然段中的“感谢”一词，联系全篇课文先讨论填
空：①（  ）的海棠感谢（  ），是因为（  ）。②（  ）的梨感谢（  ），
是因为（  ）。然后分析鸟、虫、树三者之间的联系，突破教学难点。

四、练习：
1.练习分角色朗读课文。
2.填空：（  ）和（  ）都是（  ）鸟，它们是果树的（  ）；（  ）

和（  ）都是（  ）虫，它们是果树的（  ）（  ）。
附：板书

黄鹂

卷叶虫

海棠

和

感射

和

山雀 益鸟

梨椿象 害虫

梨 果树










↓

↓











( )

( )

( )



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看图，能区别各种动物的叫声，并选音节填空。
2.组字组词练习。
3.抄写字词练习。
4.看图补充句子。
5.区别近义词并能选词填空。
6.朗读练习。
7.看图说话、写话训练。
教学重点难点：
1.字、词、句的基础训练。
2.看图说话、写话训练。
教学思路：
此次训练，按照学生的年龄特征及认识规律，将内容分成了三个部分：

一是基础训练部分；二是朗读部分；三是看图说话、写话部分。基础训练主
要是训练字、词、句等方面，朗读训练主要是培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儿歌，
这两个内容可逐题解决，一题一题地训练。说话、写话训练是在学生看懂图
意的基础上展开合理、丰富的想象，接着采用多种形式练习说话，最后写话。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训练第 1题。
1.看图，指出图上画的是什么动物，这些动物是怎么叫的，并鼓励学生

学学它们的叫声。
2.训练学生读音节，要求能读准音节。
3.选音节填空。
二、练习第 2题。
1.出示卡片认读“西”、“分”、“平”、“主”、“京”、“每”。
2.一组一组地口头组字、组词语。
3.填写词语。
三、读写词语练习。
1.自由读词语，要求读准字音。
2.以一组为例，了解词语的构成特点，如：“吹小号”中，“吹”是表

示一种动作，“小号”是一种乐器的名称。
3.迁移学法，让学生自己分析其他组词的结构特点，师生集体订正。
4.对于一些不常见的词语的意思，教师稍加说明。
5.采用多种形式再读词语。
6.抄写词语。
四、看图补充句子练习。
1.看图，三幅图分别画的是什么？



2.引导学生了解句式及后面的标点符号：第一句的句式是“谁的什么怎
么样”；第二句的句式是“谁在做什么”；第三句句式是“什么怎么样”。

3.根据图意及所写的词语和标点符号，把句子补充完整。

第二课时

一、选词填空练习。
1.弄懂每组 3个词的意思。
用心：指做事精力集中、非常专心。
小心：做事谨慎、留神的意思。
关心：表示对某些人和事物的爱护和重视。
说话：人与人在一起交谈的意思。
议论：指对人对事的好坏、是非等表示意见。意见：是对某事情的一定

的看法。
欢快：欢乐、轻快的意思。
高兴：指心情愉快、兴奋。
喜欢：指对人或事物感兴趣、有好感。
2.试着分组口头填空，然后读读想想是不是符合语言习惯，再选择一个

合适的填在括号里。
二、朗读训练。
1.自由读儿歌，要求能读准字音。2.指名读，注意正音。
3.齐读。
4.议论：这首儿歌共几节，每节各讲什么？
5.有感情地朗读。

第三课时

一、说话训练。
1.引导学生仔细看图。可这样引导：
（1）图上画的是什么季节？你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图上都有谁？他们

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2）特别注意观察少先队队员的手势和大男孩摸头的动作，小男孩天真

的神态，启发学生想想她在向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以后会怎样做。
2.说话练习。
（1）指 3—4名学生将自己所想的内容说给大家听，教师可随时评议、

补充。
（2）引导学生之间相互说，相互启发，开拓思路，以提高说话质量。
（3）出示范文，引导学生自由说。
（4）小组之间比赛说，看谁想的丰富，说的好。（5）老师适当弥补不

足之处。
二、写话练习。
鼓励学生将自己所说的写出来，提醒学生学会应用一些突出春天特点的

词语，并注意书写格式及各种符号的应用。范文略。
（湖北陈天全）



第四单元

归类识字（二）备课指要

归类识字（二）共五课，67 个生字。前两课是按类别看图归类识字，第
三课是部首带字识字，第四课是形声字（基本字带字）归类识字，第五课是
反义词比较归类识字。

本单元归类识字的训练重点是继续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以及观察事
物、认识事物的能力。教学本单元归类识字要注意以下几点。

1.调动学生的识字积极性，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识字知识，继续培养识
字能力。每学一课要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己读准字音，借助偏旁、部首、部
件和形声字构字规律自己分析、记忆字形，结合词句，联系图画，运用音序
查字典自己理解字义。

2.教师的讲解要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不平均使用
力量，主要体现在教方法教规律上。

3.指导学生认真看图，借助图画认识事物，理解词语，把识字与认识事
物紧密结合。

4.学生识字之后，要当堂指导学生认真书写，把字写得正确、端正、整
洁、行款整齐，把识字和写字结合起来。

5.字不离词，词不离句，把识字和组词、造句相结合，同时在识字过程
中培养学生听的记忆，听的辨析能力，把识字与听说训练结合起来。

6.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调整意见，“将学习部首查字法由二年级调至
三年级”，所以归类识字（二）第 3课第 1题可删去不做或改为学习音序查
字法。



归类识字（二）1—5

第 1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2 个生字，理解 9个词语。能为乐器名称词搭配恰当的动词。
2.认识 9种乐器，了解演奏乐器能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背诵短文。
教学重点难点：
分析、记忆 12 个生字字形；动词和名词的搭配。
教学思路：
首先从整体入手通过看图知道这课是写乐器的，再要求学生借助注音读

准字音，达到正确地读，然后结合插图和生活实际认识文中事物，理解词义，
达到流利有感情地读，最后学生自己分析记忆字形，教师重点点拨，达到当
堂能默写生字，并完成课后练习。听说训练贯彻始终。

教学资料：
黑管、长管是管乐器，古筝、二胡、三弦、吉他是弦乐器，铃鼓、小锣

是打击乐器，钢琴是键盘乐器。
教学准备：
有关实物、投影片或挂图，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文内容。
图上画有什么？用上“和”说完整话。（图上画有××、××、××、

××和××。一人最少说出两种，多说不限，但必须用上“和”来说完整。）
它们统称乐器。除图上画的外，如口琴、锁呐、号、手风琴、小提琴等都是
乐器。数一数图上画了几种乐器？今天就学习“归类识字”（二）的第一课
乐器。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达到正确地读，进而流利地读。
1.借助注音自由小声读课文，在难读的字下面用铅笔画上点，多读几遍。

（教师巡视）
2.把你画点的字再连同组成的词，带领大家读两遍。例：管、黑管、黑

管。（让中差生领读，边读边正音）没读到的请补充。（以全班学生把所有
字音读正确为止）

3.把课文按词语和短文分成两部分读。
（1）“开火车”读词语部分。
（2）四人读短文中的四行。在正音的基础上注意指导停顿和重音。
打．起鼓，//敲．起锣，//

弹．起琴，//唱．起歌，//



歌唱祖国．．/歌唱党．，//

歌唱我们的．．．/新生活．．．。

三、再读课文，理解词句，达到流利地读。
1.学习框内词语部分。
（1）框内第一、二排画的是什么乐器？按顺序说。（第一、二排画的黑

管、长笛、古筝、二胡、三弦和吉他）由一人说，其他人看图。全班再齐说
一遍。（出示挂图或部分实物）这六种乐器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管状乐器叫
管乐，可以吹，一种是有弦的乐器叫弦乐，可以弹或拉。请你分一分哪些是
管乐？（黑管、长笛）哪些是弦乐？（古筝、二胡、三弦和吉他）

（2）框内第三排画的什么乐器？（第三排画的钢琴、铃鼓和小锣）一人
说，其他人看图。全班人再齐说。（出示挂图或实物）钢琴是键盘乐器（指
图中键盘），铃鼓和小锣是打击乐器。（看图上人在敲打）

（3）找出第三排中表示使用乐器动作的词，一人读，其他人看图学做动
作。

（4）老师说乐器名称，一组学生“开火车”说使用乐器动作的词，其他
人齐说词语。（师：黑管，生 1：吹，齐：吹黑管；师：长笛，生 2：吹，齐：

吹长笛；师：古筝，生 3：弹，齐：弹古筝；师：二胡，生 4：拉，齐：拉二

胡；师：三弦，生 5：弹，齐：弹三弦；师：吉他，生 6：弹，齐：弹吉他。）

2.理解短文。
（1）儿童节、党的生日、国庆节各在哪月哪日？我们怎样欢庆这些节日？

（敲锣，打鼓，演出文艺节目）人们高兴的时候用乐器、歌声表达人们快乐
的心情。当有人去世后人们也用一种音乐叫哀乐，表达人们悲痛的心情。哀
乐也是多种乐器演奏的。所以说乐器可以表达人们不同的心情，喜事用它，
悲事用它，烦恼时也可以用它诉说人们的心事。

（2）齐读短文，回答：短文表达了人们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人们在歌唱
什么？（结合实际说）

（3）有感情地朗读短文，快速记忆。看谁背得好？
四、学习生字“管、笛、筝”。
1.找出课文中带有竹字头的字，组词读一读。再看生字条中这三个字，

说说他们的共同点（竹字头，都是上下结构，都是形声字等），不同点（音、
形、义都不同）。

2.仔细观察这三个字字形，用自己的办法，分析记忆字形，看谁记得快。
（给 1分钟思考）回答：你是怎样记忆这个字的？你认为要注意什么？（各
抒己见，引导用大部件分析记忆，也可以熟字带生字，也可以按形声字构字
规律分析。）

例：“管”，大部件记忆：上下结构，上面竹字头，下面“官”，合起
来“管”，“黑管”的“管”。

“管”，熟字带生字记忆：“做官”的“官”字上面一个竹字头，就是
“管”，“黑管”的“管”。

“管”形声字构字记忆：形上声下，形旁竹字头，表义，黑管是用竹子
做的；声音“官”表音，“管”与“官”同音（不同调）。

3.指导书写。仔细观察每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注意上小下大，每个
字在横中线、竖中线上的笔画。“管、筝”不要写得过长，“笛”下面“由”



不要写得过宽。一个字在田字格中写 4遍。写完后自己对照课本检查正误，
将写错的订正。同桌互批。

4.有没有写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全班纠正，各写两个。

第二课时

一、学习“胡、弦、吉、弹、钢、琴、铃、敲、锣”九个生字。
1.学习生字“弦、弹”。
（1）找出课文中弓字旁的字，组词，读一读。
（2）看生字条中“弦、弹”二字，分析记忆字形。
弦：左右结构，左边弓字旁，右边“点、横、撇折、撇折、点。
弹：左右结构，左边弓字旁，右边“简单”的“单”。
（3）指导书写。这两个字都是左窄右宽。仔细观察各部分在田字格中的

位置。快速记忆。一个字在田字格中写四遍。看书，订正。同桌互批。
2.学习生字“钢、铃、锣”。
（1）找出课文中金字旁的字，组词，读一读。
（2）看生字条中这三个字，它们都是形声字，按形声字构字规律分析、

记忆字形，再口头组词。
钢：左形右声，形旁金字旁表义，表示“钢”是一种金属，声旁“冈”

表音，表示“钢”读“冈”音。组词：钢笔、钢铁、钢材、首钢、钢精、炼
钢、钢钳等。

铃：左形右声，形旁金字旁表义，表示“铃”是用金属做的，声旁“令”
表音，表示“铃”读“令”音（不同调）。组词：铜铃、车铃、门铃、铃声
等。

锣：左形右声，形旁金字旁表义，表示“锣”是用金属做的，声旁“罗”
表音，表示“锣”读“罗”的音。组词：锣鼓、敲锣、锣声、破锣等。

（3）指导书写。仔细观察“钢、铃、锣”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注意左窄
右宽。写“铃”第七笔捺要有角，写“锣”第十二笔横撇落笔要有尖。

3.学习生字“胡、吉、琴、敲”。
（1）在课文中找出上述 4个字，组词，读一读。
（2）看生字条中这三个字。解释：“胡”，与“二”字组成词“二胡”，

是一种乐器，单独一个“胡”字，是“姓胡”的“胡”，也是“胡子”的“胡”。
吉：与“他”字组成词“吉他”，单独一个“吉”字就是幸福、吉祥的意思，
如：大吉大利。用“吉”组词，例：吉利、吉庆、吉日、吉期、吉祥等。

（3）分析记忆字形，指导书写。
胡、敲：左右结构，左右相等。“敲”的右边是“攴”不是“支”。
吉、琴：上下结构。吉：上大下小，上面是“士”不是“土”；琴：上

下相等，下面是“今”不是“令”。
快速记忆，在田字格里一个字写 4遍，写好后对照生字条订正，同桌互

批。
二、完成课后作业第二、三题。
1.完成第二题。
（1）自由读题，明确要求：写带有“钅、弓、⺮”的字。
（2）找出本课带有这三个部首的字，再次认真记忆字形后，不看书填写。



（钅：铃、钢、锣；弓：弦、弹；⺮：管、笛、筝。）同桌互批。（3）回忆
以前学过的带有这三个部首的字。先说后写。三人上黑板前写，其他人自由
填写。

钅：错、铅、钻、铺
弓：弯、张
⺮：笔、篮、第、竿、答、笑、简、算、篱、笆、箭、等
2.完成第三题。
（1）自由读题、审题，明确要求：一读音，二比形，三组词。
（2）同桌互读音，互说字形区别后口头组词。
古：古代、古怪、古迹、古物、远古、今古
吉：吉利、吉他、吉祥、吉日、吉期
宫：宫灯、宫殿、故宫、皇宫、龙宫、月宫
管：管理、接管、看管
苗：苗头、禾苗、蒜苗、幼苗
笛：笛子、长笛、短笛、汽笛
鼓：鼓动、鼓励、鼓楼、鼓舞、锣鼓、腰鼓
敲：敲打、敲诈、推敲、敲碎
（3）选口头组词中任意一个填在括号里。四人小组里互批后，说出错字，

当堂纠正。
三、说话训练。
1.看图第三行，用“谁干什么”句式“开火车”说话，人称不能重复。

（如：阿姨弹钢琴，姐姐弹钢琴，妈妈弹钢琴等；姑姑摇铃鼓，阿姨摇铃鼓
等；叔叔敲小锣，爸爸敲小锣等。）

2.选图中一种乐器，用“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或“谁在什么时间干什
么”句式说话。（如：哥哥在联欢会上弹吉他。爸爸在戏台上拉二胡。）

四、家庭作业。
1.看电视，认真听，你能辨析出哪几种乐器声。
2.阅读自读课本第 32 课《喜爱音乐的鲸》。

第 2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1 个生字，理解 7个词语。学习怎样准确地使用表示动作的词。
2.了解认识 7种农活。初步了解劳动和收获、享用之间的关系。懂得只

有付出辛勤劳动才会有幸福生活。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
劳动。

教学重点难点：
分析、记忆 11 个生字字形；动词和名词的搭配，劳动和收获的关系的理

解。
教学思路：
通过充分读和观察图（或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词语和短文。充分利用学

生已有的读字音、分析字形、理解字义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老师重点指导，
做到识字分步到位，当堂书写，当堂批改。注意面向多数，最大限度调动每
一个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多人同步和多人异步训练。



教学准备：
有关挂图、识字卡片。
教学时间：
两课时。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从整体入手了解课文内容。
这课归类识字共有几幅插图？（7 幅）图上的人在干什么？用“谁干什

么”的句式按顺序加上称谓一个一个说。（例：阿姨在挑水。叔叔在担柴。⋯⋯）
他们都在干农活。（板书：农活）今天就学习 7种农活名称和一个短文。

二、初读课文，做到正确地读，进而流利地读。
1.借助注音自由小声读课文。不认识的字用铅笔在下面画点，多读几遍。

（教师巡视）
2.把你画点的字，连同组成的词带领大家读两遍。例：挑，挑水，挑水。

（由中差生领读）边读边正音（注意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再请中差生
补充，直到全班同学把所有的字音读准。）

3.“开火车”看图读词语。
4.指导读短文，注意重音、停顿。先男女生分别各读一句，再齐读。
每天/都要．．劳动，

每天/都有．．收获。

用/勤劳．．的双手．．，

创造/幸福．．的生活．．。

二、理解课文，达到有感情地读。
1.学习农活名称。课文中的每个农活名称都是由一件事物和一个表示动

作的词组成。例：“挑水”，“水”是事物名称，“挑”是表示动作的词。
（1）找出 7种农活中表示事物的名称的词（水、柴、奶、农药、化肥、

瓜架、豆角），“开火车”说。其他人看图，想象它们的样子和颜色。
（2）找出 7种农活中表示动作的词（挑、担、挤、拌、撒、搭、摘），

“开火车”说。
（3）两人到台前，一人读表示动作的词，一人表演动作（读一个表演一

个），其他人认真看，表演后大家评议，每一个动作是否准确，不准确的重
新表演。

（4）说出动作相同的两个词。（挑、担）“挑、担”是同义词。
（5）“对开火车”，一组说农活，另一组说结果。（甲 1：挑水，乙 1：

有水喝；甲 2：担柴，乙 2：有柴烧；甲 3：挤奶，乙 3：有奶喝；甲 4：拌农

药，乙 4：杀害虫；甲 5：撒化肥，乙 5：禾苗壮；甲 6：搭瓜架，乙 6：长瓜

秧（或多结瓜）；甲 7：摘豆角，乙 7：有豆角吃。）

2.学习短文。
（1）默读短文，边读边想。
①以前面说话的内容为例，说明哪些是劳动？哪些是收获？（例：挑水

是劳动，有水喝就是收获。⋯⋯）说明要有收获，就必须劳动。
②举例说明“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例：农民伯伯春天



播种，长出幼苗后再施肥、浇水、喷农药、撒化肥，进行田间管理，到秋天
粮食、棉花获得丰收，全家人有吃有穿。这就是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
活。）

（2）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说说劳动和收获间的关系。用上因为⋯⋯所
以⋯⋯（例：因为我们每天努力学习，所以每年都能学到许多知识与本领。
因为李明每天坚持跑步，所以他的身体很健康。）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一说你学了这课后懂得了什么？
三、学习提手旁生字。
1.在课文中找出带有提手旁的 7个字（挑、担、挤、拌、撒、搭、摘），

说说为什么都是提手旁？（因为都是表示手的动作的词）
2.用部首加熟字大部件分析记忆字形：挤、拌、撒、搭。
（l）复习“齐、半、散、荅”。
（2）偏旁加熟字大部件分析记忆字形。
挤：左右结构，左边提手旁，右边“齐”，合起来读“挤”，“挤奶”

的“挤”。
拌：左右结构，左边提手旁，右边“半”，合起来读“拌”，“拌农药”

的“拌”。
撒：左中右结构，左边提手旁，右边“散”合起来读“撒”，“撒化肥”

的“撒”。
搭：左右结构，左边提手旁，右边“荅”，合起来“搭”，“搭瓜架”

的“搭”。
3.用形声字形旁表义特点，熟字换部首记忆生字“挑、摘”。
（1）比较“桃—挑”，形旁“木”表示桃与树有关，形旁“扌”表示“挑”

要用手。把学过的“桃”字的木字旁换成提手旁就是生字“挑”。
（2）比较“滴—摘”，形旁“氵”表示滴与水有关，形旁“扌”表示“摘”

要用手。把学过的“滴”字的三点水旁换成提手旁就是生字“摘”。
4.用你自己的办法分析记忆“担”的字形。
担：左右结构，左边提手旁，右边上下两部分，上面“日”，下面“一”，

合起来就是“担”，“担水”的“担”。
5.指导书写。“挑、担、挤、拌、搭、摘”左窄右宽。“撒”左中右相

生字条自己订正，同桌互相批改。
四、课堂作业。口头填空：
1.______要想_____，就必须_____。
  （谁）  （怎么样）  （怎么样）
2.因为________，所以________。
     (谁)(怎么样)  (他怎么样)

第二课时

一、学习生字“柴、药、肥、架”。
1.在课文中找出木字底的字（柴、架），组词，读一读，再找出它们的

共同点，（上下结构，木字底）分析记忆字形。组词。
柴：上下结构，上面两部分：左边“止”，右边“比”的右半，下面木



字底，合起来是“柴”，“砍柴”的“柴”。口头组词：担柴、砍柴、火柴、
柴米油盐、木柴等。

架：上下结构，上面“加法”的“加”，下面木字底，合起来是“架”。
［形声字构字分析：上声下形，声旁“加”表音，“架”读“加”音（调不
同），形旁木字底表义，架子是用木头搭的。］组词：木架、架子、钢架、
笔架、担架、支架、架桥、招架、打架、劝架、一架等。

2.在课文中找出“肥、药”，组词，读一读。分析记忆字形，再口头组
词。

药：上下结构，上面草字头，下面左右两部分，左边绞丝旁，右边“勺
子”的“勺”，合起来是“农药”的“药”。组词：药材、毒药、火药、杀
虫药、不可救药等。

肥：左右结构，左边月字旁，右边“巴”，合起来是“肥胖”的“肥”。
（熟字带生字分析记忆：“一把”的“把”，提手旁换成月字旁就是“肥胖”
的“肥”。）组词：肥肉、肥沃、上肥、施肥、追肥、基肥、牛肥马壮等。

3.指导书写。“柴、架”上下相等。“药”上小下大。“肥”左窄右宽，
“巴”的最后一笔起笔在竖中线上。每个字在田字格中写 4遍。写完后对照
生字条订正，同桌互批。

二、再仔细看一遍生字条，复习学过的 11 个生字，合书，请你闭目，老
师说一个生字你脑中出现一个生字形象。

三、完成课后作业第一、二题。
1.完成第一题。
（l）审题，明确要求：一看图二读课文三写农活名称。
（2）看图读课文之后听写。听写后自己对照课文订正，同桌互批。
2.完成第二题。
（1）审题，明确要求：一读词，二说表示动作词的特点，三用线连起来

（搭配词语）。
（2）一人读表示动作的词，一人读表示名称的词。表示动作词的特点是：

都是提手旁，都表示手的动作。搭配词语：

棚子

种子

牛奶

撒

挤

搭

桃子

粮食

凉菜

挑

摘

拌

四、说话训练。
1.看图，用“谁干什么”句式，一幅图说一句话。（差生）7 人“开火

车”说，一人一句，人称不许重复，其他人注意听、记。（例：生 1 ：妈妈

挑水。生 2 ：爸爸担柴。生 3：阿姨挤奶。生 4：叔叔拌农药。⋯⋯）

2.请一人（优等生）把前面 7人说的，看图连起来说，最后再用上“他
们都在干农活”。全班人齐说一遍。

3.词语搭配训练。老师说表示名称的词，学生说表示动作的词，再连起
来说。（例：师：柴，生 1：砍，齐：砍柴；生 2：烧，齐：烧柴；生 3：担，



齐：担柴⋯⋯）
例：

师 生 齐
柴 砍、打、挑、卖、拾 砍柴、打柴、拾柴、卖柴、挑柴
水 担、浇、抬、提、打、烧 担水、浇水、抬水、提水、打水、烧水
奶  挤、热、吃、取、喝 挤奶、热奶、吃奶、取奶、喝奶

老师说表示动作的词，学生说表示名称的词，再连起来
说。（例：师：挑，生 1：水，齐：挑水；生 2：柴，齐：挑柴⋯⋯）

例：

师 生 齐
挑 水、柴、煤、筐 挑水、挑柴、挑煤、挑筐
挤 牛奶、鞋油、牙膏、车 挤牛奶、挤鞋油、挤牙膏、挤车
摘 豆角、黄瓜、西瓜、苹果 摘豆角、摘黄瓜、摘西瓜、摘苹果

五、作业。
阅读自读课本《养兔日记》。

第 3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 14 个生字，12 个词，理解 12 个句子的意思。
2.复习巩固形声字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的特点（知道有的字声旁不再表

音）。
3.继续学习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学习汉字的方法。
教学思路：
先明确本课编写规律，然后按由部首到字、到词、到句的方法学习。认

识生字要音、形、义分步到位，充分利用形声字构字规律识字。
教学说明：
因“大纲”中部首检字法移至三年级，因此课后作业第一题删去不做。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明确本课识字教材编写特点。
1.以第一组部首、字、词、句为例，明确编排顺序是由部首带出字，由

字带出词，由词带出句。
2.数一数：全课共出现几个部首？（4个）这 4个部首共带出几个字（数

括号前的字）？（12 个）这 12 个字带出几个词（数括号内的词）？（12 个）



这 12 个词带出几个句（数小号字印的句子）？（12 个）
二、初读课文，做到正确地读。
1.借助注音自由小声读课文，在不认识的字下面画点，多读几遍。
2.中差生领读画点的字及带这些字的词。（例：胳、胳膊）
3.四人一组，分组读课文。一人读部首，一人读字，一人读词，一人读

句，再齐读全文。
三、再读课文，达到流利。
1.用上“和”说出本课的 4个部首名称。
2.读出本课部首带出的 12 个字。
3.读出本课 12 个字带出的 12 个词。
4.读出本课 12 个词带出的 12 个句子。在每个句子前写上序号。注意句

子的重音和停顿。
例：我的胳膊/有点疼。爷爷/穿了一件/新汗衫。
四、理解词义、句义。
1.指出自己的“胳膊（臂膀）”理解第 1、3句。
2.结合句子的前一部分原因，理解第 5、6句及“悲伤”“吼叫”的词义。
母羊为什么悲伤？因为小羊丢了。
老虎为什么吼叫？因为老虎发怒了。
3.通过查字典了解“勇敢”“恩情”的意思，在此基础上理解第 2、4

句。
勇敢：有胆量，敢干。
恩情：深厚的情谊。
4.结合生活实际理解 7、8、9、10、11、12 句。
五、学习月字部和心字部的 7个生字。
1.在课文中找出含有月字旁（底）的 4个生字和含有心字底的 3个生字，

及这些字组成的词，读一读。
2.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分析记忆字形。
（l）月字旁的字从字义上说一般有什么特点？（与人体有关）举例说明。

例：腰、腿、肚、脯等都是人体的一部分。心字底的字（或竖心旁）从字义
上说一般有什么特点？（与心情、心理有关）举例说明。例：急、想、念、
恩、忆、怕、惊等都是说人的心理活动的。

（2）用形声字构字规律分析记忆字形。
月字旁（底）的字：
胳：左形右声，左边月字旁表义，胳字表示人体一部分，右边“各”表

音，表示“胳”读“各”音。
胆：左形右声，左同上，右“旦”表音，“胆”读“旦”音，不同调。
臂：上声下形，上“辟”表示“臂”读“辟”（b@）音，下面月字底表

义，表示“臂”是人体一部分。
膊，（可用部件分析，因尃（f&）不表音，不便记忆）左右结构，左边

月字旁，右边上下两部分，上面是“铺”的右边，下面是“寸”字，合起来
是“膊”，“胳膊”的“膊”。

心字底的字：
怒：上声下形，上面“奴”表示“怒”读“奴”音（调不同），下形心

字底表义，“怒”是一种心理活动。



恩：（可用部件分析记忆，因“因”在这里不表义）上下结构，上面“因”，
下面“心”，合起来是“恩”，“恩情”的“恩”。

悲：（也用部件分析）上下结构，上面“非”，下面“心”合起来是“悲”，
“悲伤”的“悲”。

3.指导书写。仔细观察每个字各部分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胳、膊、胆：左右结构，左窄右宽。膊，14 笔。

恩、悲、怒：上下结构，上大下小。

非每个字在田字格中写 4遍，写好后对照课本自批、订正。同桌互批。

第二课时

一、学习“镰、银、钩、衫、裤、袖、母”七个生字。
1.在课文中找出金字旁和衣字旁的字，再读含有这些字的词。
2.说一说带金字旁的字和带衣字旁的字各有什么特点？（带金字旁的字

与金属有关，带衣字旁的字与衣服针织品有关）举例说明。金字旁的字如：
钢、针、铃、锣等都与金属有关。衣字旁的字如：补、袜、被等都与针织品
有关。

3.用自己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l）形声字结构分析：
镰、银、钩、裤：左形右声，左边表义，右边表音。（2）部件法分析记

忆：
衫：左右结构，左边衣字旁，右边三撇儿。
袖：左右结构，左边衣字旁，右边“由于”的“由”。（3）熟字带生字

记忆：
母：“每”的下面是“母”，“每”去掉撇、横是“母”字。
4.指导书写。
镰、银、钩、衫、裤、袖：左右结构，左窄右宽。镰：（右边笔顺）

一个字在田字格中写 4遍。写好后对照生字条订正。同桌互批。
二、完成课后作业第二题。
1.审题，明确要求：用每个部首组字，再组词，填空。
2.用部首“月、心、 钅、衤”口头组字、组词语，看谁说的多。
月：腰（腰身）、脚（双脚）、脏（脏手）、脱（脱衣）、脑（头脑）、

胜（胜利）、腿（腿疼）、肚（肚子）、膀（臂膀）
心：怎（怎样）、您（您好）、想（想念）、息（消息）、忘（忘记）、

念（想念）、意（意见）、愿（愿意）、总（总结）、志（志向）、思（思
念）、态（态度）、急（急忙）

钅：错（错误）、铺（铺路）、铅（铅笔）、钢（钢琴）、铃（铃铛）、
锣（锣鼓）、镰（镰刀）、银（金银）、钩（铁钩）



衣：补（补丁）、袜（袜子）、初（初中）、衫（衣衫）、裤（裤子）、
袖（袖子）

3.各选其中 3个，填在括号里的横线上。
三、完成课后作业第三题。
1.审题。
2.先读字，说出每一个字的部首。
3.书空数每个字去掉部首后笔画数，数一个填一个。
膊（10） 臂（l3） 镰（13）
裤（7） 银（6） 悲（8）
4.集体订正。

第 4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习 15 个生字，理解本课词语。
2.继续学习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3.继续学习用形旁表义声旁表音的规律帮助识字。
4.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教学重点难点：
分析记忆字形。（重点）“牺牲”的词义，“师”字的字形分析。（难

点）
教学思路：
在指导学生借助汉语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之后，启发学生认识本

课生字编排的规律：由熟字（基本字）加偏旁组成生字。教学中要着重引导
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读准字音，理解字义，分析字形，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要指导学
生当堂练习书写，当堂完成课后练习题。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由小声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
2.指名中差生读课文。（其他同学认真听，听后评议，纠正不正确的读

音。）
3.小组“开火车”读课文。比一比，看哪个小组读得正确、流利，没有

一处错误。
二、指导学生理解课文中生字的编排意图。
1.启发学生认真看书，发现本课生字的编排规律。①本课生字共几组？

②先读一读每组短横左边的字；③再读短横右边的字和括号里的词；④想想
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2.学生讨论。
3.教师总结：本课生字分 12 组排列，由 12 个熟字（基本字）加上偏旁



组成 12 个生字，每个生字后面是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三、将课后 15 个生字在课文中标出。
学生边看边用横线将生字在课文中一一标出，特别注意的是“队”、“牺”、

“师”三个字是由词带出来的。
四、指导学生学习 6个生字：钉材忠伍返呱。
1.指名学生读卡片上的生字和由生字组成的词。
2.启发学生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学生分析字形时，先想

清楚再说，语言要简练、准确。
钉：基本字丁，左边加上金字旁，组成钉，钉子。
材：基本字才，左边加上木字旁，组成材，木材。
忠：基本字中，下面加上心字底，组成忠，忠诚。
伍：基本字五，左边加上单人旁，组成伍，队伍。
返：基本字反，左下方加上走之旁，组成返，返回。
呱：基本字瓜，左边加上口字旁，组成呱，呱呱叫。
3.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帮助分析记忆字形。
教师讲解：本课生字大多是形声字，声旁基本表音，形旁大多能表示字

的意思。但汉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许多字的形旁、声旁已失去了表义和表
音的作用，所以，识字首先要借助汉语拼音把字音读准，如果声旁读音与字
的读音相同，就可以用声旁记忆生字。形旁与字义相同，就可用形旁记忆字
义。

启发学生用形声字构字规律帮助记忆生字。要求学生先想清楚再说，语
言要简练、准确。

钉：金字旁表义，丁表音。材：木字旁表义，才表音。
忠：心字底表义，中表音。
伍：单人旁表义，五表音。
返：走之旁表义，反表音。
呱：口字旁表义，瓜表音。
4.指导学生用“材”“忠”组词。
5.理解“忠诚”的意思。
忠诚，对国家，对人民，对工作尽心尽力。如爸爸对工作认真，尽心尽

力，可以说爸爸对革命事业忠诚。
五、听的辨析训练。
教师口述字形，学生边听边想，对的，拍三下手，错的举手纠正。
如：钉子的钉，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丁；金字旁表义，丁表音。
六、指导书写，启发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的位置。“钉”字要写得左

右相等，金字旁稍偏上一点。
“材”、“伍”、“呱”要写得左窄右宽，木字旁的第 4笔要写成点。
“忠”要写得上小下大。
写字时，要注意横平竖直，撇有尖，捺有角。每字写 4个。七、学生自

己批改，订正错误。
学生写完生字，对照课后生字，自己用红笔批改，教师了解学生批改情

况后，让学生自己改错，然后由学生说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八、布置作业。
1.读课文。



2.将写错的字再写 2遍。

第二课时

一、检查第一课时学过的 6个生字。
指名学生认读生字。（认读生字，分析字形结构，组词。如：钉，左边

金字旁，右边是丁，钉子。）其他学生听后评议。
二、学习其余 9个生字：牺、牲、糕、笼、汪、较、闷、队、师。
1.指名认读生字和由生字组成的词。
2.指导学生自己分析记忆字形。
（1） 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牺：基本字西，左边加上牛字旁，组成牺，牺牲。牲：基本字生，左边

加上牛字旁，组成牲，牺牲。糕：基本字羔，左边加上米字旁，组成糕，糕
点。笼：基本字龙，上面加上竹字头，组成笼，灯笼。汪：基本字王，左边
加上三点水，组成汪，汪老师。较：基本字交，左边加上车字旁，组成较，
比较。闷：基本字门，里面加上心字，组成闷，沉闷。（2）用形声字构字规
律，帮助记忆字形。

牺：牛字旁表义，西表音。
牲：牛字旁表义，生表音。
教师讲解：牺牲的本义是古代为祭祀宰杀的牛羊等牲畜，所以牛字旁表

义。它的比喻义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舍弃自己的生命，或放弃自己的利益，如：
革命者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妈妈牺牲了休息时间到厂里加班。

糕：米字旁表义，羔表音。笼：竹字头表义，龙表音。
汪：三点水表义，王表音。
较：车字旁表义，交表音。
闷：心字心儿表义，门表音。
沉闷：①天气或气氛不好，使人感到沉重而烦闷。②心情不舒畅或性格

不爽朗。
（3）学习“队”、“师”    2 字。
队：耳旁儿右边加上人字，组成队，队伍。
师：左右结构，左边是竖、竖撇，右边是一横下面加毛巾的巾。
（4）练习用“队”“闷”“汪”“牲”“糕”组词。
3.听的辨析训练。
教师口述字形结构，学生边听边思考。对的，拍三下手，错的举手纠正。
如：糕，糕点的糕，左边是米字旁，右边是羊羔的羔；米字旁表义，羔

表音。
4.指导书写，引导学生认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糕、队、汪、师要写得左窄右宽，师的第二笔竖撇不要写成竖。
较，要写得左右相等，车字旁的第 4笔要写成提。闷字里的心，要写得

小一点。
笼，要写得上小下大。
写字时，要注意笔画匀称，横平竖直，撇有尖，捺有角。每字写 4遍。
5.学生自己批改，自己改正错误。学生写完生字，对照课后生字，自己

用红笔批改，教师了解学生批改情况后，让学生自己改错，然后让学生说说



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三、完成课后练习题。
1.学生自由小声读第 1题，说说有几项要求。（两项：先说部首名称，

再组词语。）
2.指名说部首名称。
3.学生自己练习组词，并填在括号里。
4.指名读所组的词语。师生共同评议。
5. 同桌互相批改，订正。
6.学生自由小声读第 2题，说说有几项要求。（两项：先填空，再读句

子。）
7.学生自己根据拼音填空。
8.指名学生读句子，其他同学听后评议。
9.小黑板出示答案，学生自己对照检查、改错。
10.教师了解批改、订正情况，表扬正确率高和认真改错的同学。
四、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
2.课后练习中写错的再写两遍。

第 5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习 15 个生字。
2.理解 12 对反义词。
3.继续学习用偏旁加熟字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4.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分析记忆字形。（重点）反义词的理解。（难点）教学思路：
先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然后指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本课课文

编排的特点。教学中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在教师指导下放手让学
生自学，凭借汉语拼音读准字音，结合生活实际和语言环境理解字义，自己
分析记忆字形。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扎实训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听
说读写能力，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以及自批自改能力，把语文课上成基本
功训练课。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上学期我们学过一课反义词比较归类识字，哪位同学还
能背出来？（学生背：反义词有许多，大家来唱反义词歌。⋯⋯）今天我们
再学习一课反义词比较归类识字的课文。

二、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由小声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



2.指名中差生朗读课文，其他同学听后评议，纠正不正确的读音。
3.学生分组“开火车”读课文，比赛哪一组读得正确、流利。
4.说说课文编排的特点。（反义词归类识字）三、指导学生在课文中标

出生字。
四、指导学生用偏旁加熟字的方法学习 9个生字： 闲闹 讨 详 终 败 哭

硬 暗  。
1.同桌互相讨论，用偏旁加熟字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2.指名学生说（要求先想清楚再说，语言要简明准确）。闲： 门字框里

加木字。
闹：门字框里加市字。
讨：言字旁右边加寸字。
详：言字旁右边加羊字。
终：绞丝旁右边加冬字。
败：贝字旁右边加反文旁。
哭：两个口字下面加犬字旁。
硬：石字旁右边加更字。
暗：日字旁右边加音字。
教师讲解：上面这 9个字也是形声字，它们的形旁大多可以表义，而声

旁已经失去了表音的功能，这是汉字经过几千年演变的缘故。所以，读准字
音首先依据汉语拼音，切不可“识字不识字，先识半个字”。

3.练习用“闹”“静”“终”“败”“暗”组词。
4.造句练习。
用失败、详细、黑暗各说一句话。
五、指导书写。
1.教师边指导，学生边观察生字在田字格的位置。闲、闹、门字框里的

木字和市字要写得小一点。讨、详、终、硬、暗要写得左窄右宽。
败要写得左右相等。
哭是上下结构的字，两个口字写得小一点且要写得一样大小，犬字写大

一些。
2.学生练习书写。
写字时，要求学生把笔画写得端正、匀称，横平竖直，撇有尖，捺有角。

每个字写 4遍。
3.学生自己批改，纠正错误。
学生写完字之后，对照课后生字，自己用红笔批改，教师及时了解批改

情况后，指导学生自己改错。教师及时表扬那些正确率高和认真改错的学生，
再让学生说说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六、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
2.把写错的字再写两遍。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上节课学过的生字。
1.教师出示生字卡片，指名学生读出字音（先直呼后拼读），说出字的



结构，再分析字形，最后组词。如：闲 xián，半包围结构，门字框里面一个
木字，空闲。其他同学认真听，说对了的，拍三下手，不对的，举手纠正。

2.指名学生读课文。
二、指导学生学习旧、窄、薄、厌、失、软 6个字。
1.用部首加熟字的方法学习“旧”字。旧：竖部右边加上日字。
2.用偏旁加部件的方法学习“窄”、“薄”、“厌”、“软”4个字。
窄：穴字头下面加乍（“作”字的右边）。
薄：上下结构，上面草字头，下面分左右两部分，左边三点水，右边又

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铺的右边（甫），下面是寸字。
厌：厂字旁，右下方是大字加一点。
软：车字旁右边加欠（“吹”字的右边）。
3.用数笔画的方法学习“失”字。
失：撇，横，横，撇，捺。
4.练习用“旧”“窄”“薄”“软”组词。
三、听的辨析训练。
教师口述字形结构，学生边听边想，说对的，拍三下手，说错的，举手

纠正。如：厌，半包围结构，厂字旁，右下方是大字加一点。教师有时可有
意识地出一点错误，从而培养学生听的辨析能力。

四、指导书写。
1.教师边指导，边启发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的位置。旧要写得左窄右

宽，一竖不要写成撇。
窄、薄，要写得上小下大，薄的右下部分要写得紧凑。厌的厂字旁不要

写得太小，要包住犬字。
2.学生练习写字。
每字写 4遍，写完后指导学生自己批改订正，教师及时检查。
五、理解反义词。1.通过认识事物理解反义词。
（1）出示《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语文课本》，让学生说：《现

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哪个厚，哪个薄？《新华字典》和《语文课本》
哪个厚哪个薄？

（2）出示棉花、木块、铁块，让学生说：棉花和木块，哪个硬哪个软？
木块和铁块，哪个硬哪个软？

（3）出示红、黄、蓝三个宽度不一的纸条，让学生回答：红纸条和黄纸
条哪个宽哪个窄？黄纸条和蓝纸条哪个宽哪个窄？

教师讲解：厚和薄，软和硬，宽和窄是相比较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新
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较是薄一点，而与《语文课本》相比又显
得厚了一点；木块与棉花相比是硬一些，而与铁块相比又软一些；黄纸条比
红纸条窄，但比蓝纸条宽。

2.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反义词。
忙—闲 始—终 黑暗—光明 失败—成功 简单—详细
（1）爷爷上班时工作很（  ），退休后就（  ）了。
（2）我们做事要有（  ）有（  ）。
（3）（  ）了不要灰心，坚持下去就会（  ）
（4）你说的太（  ）了，再（  ）一些。
（5）（  ）就要过去，（  ）就在前头。



3.造句练习。
用热闹、宁静、喜欢、讨厌各说一句话。
六、完成课后练习题。
1.学生自由小声读第一题，说说题目的要求。（据拼音写词语）
2.学生在课本上完成作业。
3.学生对照小黑板上的答案自己批改。
4.教师了解批改情况并要求学生改错。
5.学生自由小声读第二题，说说题目有几项要求。（先读字、词、句，

再抄写）
6.同桌互相听读字、词、句子。
7.抄写练习。（抄写的时候，要一个词、一个短句地抄，注意加上标点。

不要看一个字写一个字。）
七、作业。
1.把写错的生字再写两遍。
2.熟读课文。

（宁夏  李毅）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的教材由两篇看图学文《我们也要当红军》、《难忘的泼水节》
和一个基础训练组成。其单元训练重点是，继续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以及
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能力，加强词句训练。

本单元的两篇看图学文是由单幅图和说明图意的课文组成。图画是客观
事物在瞬间的定格反映，课文则是透过图画瞬间反映的形象，用比较具体的
语言文字，结合合理的想象来描述事情发生的时间、场景、经过和结果的。
这类课文的教学要把认识事物和学习语文结合起来，通过看图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观察画面）、想象能力（想象在此前后的事情及人物的语言、动作
等）、发展思维；通过学文、使学生了解怎样用恰当的词句表达图意，培养
学生的理解能力。图文结合，使观察和理解能力同步发展。

教学两课看图学文要注意：
1.通过指导看图，培养观察、想象能力。本单元两课都是单幅图，都是

以人物为主的。在开始教学时要由整体到部分，按由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的
顺序指导学生观察，在图文结合观察中要引导学生通过画面人物的表情动
作，想象人物语言、心理活动及此景前后时间内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活
动。

2.图文对照，把看图和学文紧密结合起来。要图文对照，边读边观察，
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形象的图画帮助理解课文，通过理解具体的文字帮助细致
地观察图画。

3.重视词句教学。看图学文属讲读课文，要把词句教学作为重点，要充
分利用图和结合上下文帮助理解词语和句子。

4.重视朗读训练，要把朗读作为最重要最经常的训练，使每个学生能达
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进而达到边读边展开想象，在头脑中再
现画面。

5.识字教学要分散难点，分步到位。初读课文要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
讲读课文中要理解字义，最后自己分析记忆字形，强化记忆，当堂默写。

6.备课不仅要备老师教什么，更重要的是备学生用什么方法学。
本单元的基础训练安排了 6项内容，包括复习汉语拼音的四声，练习查

字典、形近字比较、读写句子、补充句子并加标点的练习以及朗读训练，并
在最后安排了一次说话训练。教学时，要有重点地注意引导，体现教师指导
下的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等操作性活动。

另外，根据“新大纲”和教材调整意见，“将学习部首查字法由二年级
调到三年级”，本单元第 9课后的第 2题和基础训练第二题都可删去不做或
改为练习音序查字法。



9 我们也要当红军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1 个生字，掌握“答、转、要”三个多音字，理解“泥泞、清脆、

恳切、打量、红军、奔来”等词语。
2.通过看图学文，理解句子，使学生知道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进一

步了解过去，受到革命传统教育。3.培养学生观察单幅图的能力和想象能力。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图文结合，理解内容。（重点，尤其是第 3段）两个孩子当红军的原因。

“红军就是你们的家”的理解。（难点）
教学思路：
通过粗略看图了解主要人物，主要事件；通过初读达到正确朗读课文；

图文对照，通过细致看图，帮助理解课文，通过学习具体的语言文字，培养
学生的观察图画能力、想象能力，进而理解课文内容。识字教学要充分利用
已有的识字能力，分步到位，第一课时解决字音，第二、三课时解决字义和
字形。

教材说明：
将课后作业第 2题“(b)shǒu)部首”二字及注音改为“(yínxú)音序”二

字及注音。
教学用具：
挂图。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看插图，理解课题。
1.由近往远看，图上主要人物是谁？他们在干什么？
（两个小孩儿和毛主席，他们在说话。或毛主席和两个小孩说话。）次

要人物是谁？（一支行进中的队伍）你怎么知道队伍在行进？（红旗飘扬，
挥臂，抬脚）连起来说说：图上画的什么？（毛主席和两个小孩儿在说话，
一支红军队伍在行军途中。）介绍红军。

2.结合课题看图，《我们也要当红军》中“我们”指图中谁？（两个小
男孩儿）图中哪些人是红军？（毛主席和队伍中的战士）为什么说“也要”？
留给大家思考。

二、初读课文，做到正确地读。
1.借助注音自由小声读课文。用铅笔在不认识的字下面画点，反复读几

遍。
2.领读画点的字和这些字组成的词。重点正音。例：支、一支；伍、队

伍；泥、泥泞等。（请中差生领读，再补充，直到全班人人读正确每一个字
为止。）

3.快速标出自然段序号。按自然段个别读课文，进一步正音。（中差生



读）
三、找出图文对应段读，做到正确流利地读。
1.找出写图中主要人物——毛主席和两个小孩的对应段个别读。（第二、

三自然段）指导读好长句停顿、重音和对话。
“⋯⋯看见两个孩子．．．．/正向/队伍奔来．．。”

“⋯⋯望着这位/身材高大．．．．的/红军首长⋯⋯”

“红军叔叔，等一等！”要读出是传来的声音，所以语调要拉长，要轻。
“伯伯，我们也要/当红军．．．，收下．．我们吧！”这是感叹句，要读出热切、

恳求的神情。
2.找出写图中次要人物——一支红军队伍和转过脸来的红军战士的对应

段读。（第一、四自然段）指导读好长句子。注意标点间的停顿大于句子中
停顿。

“雨过天晴。///毛主席/带着一支红军队伍，//在/泥泞的路上/前进。
///”

“一个红军战士/转过脸来/笑着⋯⋯”
3.齐读全文，做到正确、流利地读。
四、默读全文。讨论：课题为什么要说《我们也要当红军》，不说《我

们要当红军》“也”说明了什么？（不止他们两个，许许多多穷人家的孩子
部投奔红军了。）

第二课时

一、图文结合，理解课文一、二自然段。
1.齐读课文第一自然段，理解“泥泞”（淤积着烂泥，非常难走）。看

图回答：事情发生的时间？（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天，雨过天晴）事情发生的
地点？（红军长征途中行军路上）联系图中泥泞的路、行军队伍理解时间、
地点。

2.默读课文第二自然段，在表示两个孩子的动作的词下面画点。结合上
下文理解“清脆、满头大汗、身材高大、恳切”，回答：从图中什么地方看
出两个孩子想当红军的急切心情？看图想象当时的情景。课文中哪些词语，
表现了这种急切的心情？

二、学习重点段（第三自然段），完成课后第 1题（2）。
1.指出这个问题答案所在段落。（第三自然段）一人读课文、其他人看

图。解释“打量”（仔细看）“上下打量”（从上向下或从下向上仔细地看）。
从文中看出毛主席打量小孩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破破烂烂的衣
服到草鞋，再到背上背的草帽、小包袱、布鞋。看图回答：毛主席怎样看两
个小男孩的？他看到了什么？

2.结合看图理解第三自然段。
（1）默读，这段话共几句？每一句写什么？（共 5句，第一句写毛主席

笑着打量两个孩子，第二、三、四句写毛主席看到两个孩子的穿着行装。第
五句写毛主席答应了两个孩子当红军的要求。）

（2）看第二、三、四句之间的关系。第二句总的说毛主席看着他俩的穿
戴。第二、三句分别说各自的情况，第二、三句是并列关系，可以颠倒顺序



说，意思不变。读下面句子，与原句比较：
一个孩子背着小包袱，包袱上绑着一双布鞋。另一个孩子也背着小包袱，

还背着一顶破草帽。
课文中先说图上左边的孩子，后说右边的孩子；现改为先说右边的孩子，

后说左边的孩子，两种说法意思不变。说明并列句可以颠倒位置，意思不变。
（3）用自己的话按总分句式说说毛主席所看到的这两个孩子的穿着和行

装。（按“总的——左边的——右边的或总的——右边的——左边的”两种
方式说）

3.回答：毛主席怎样知道两个孩子是贫苦农民的孩子？
三、讨论回答课后第 1题（2）。两个孩子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当上红

军了吗？
1.两个孩子为什么要当红军？
讨论，根据自己的理解回答。（可能他们的父母被地主逼死，有血海深

仇，可能他们的父母养活不起他们，让他们去找一条生路⋯⋯红军就是为穷
人过好日子打天下的，所以他们要当红军。）

2.从什么地方看出他们当上了红军？（从文中“⋯⋯毛主席点点头，答
应了他们的要求”一句和最后一段“⋯⋯红军队伍就是你们的家。”看出他
们当上了红军。）

3.为什么说“红军队伍就是你们的家”？（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军队，
在红军队伍里大家互相帮助如亲人。）

四、讨论。根据图中人物的表情动作，想象毛主席、两个孩子及侧过脸
来的战士的语言，心理活动。（只要学生想象合理，教师就该肯定。）

五、完成课后作业第 2题。
1.审题、明确要求：一查字典，二抄音节。
2.用音序查字法查出读音后据词定音再填空。
答应（dā） 转身（zhuǎn） 要求（yáo）
回答（dà） 转动（zhuàn） 重要 （yào）
3.老师统一订正。

第三课时

一、学习生字“支、泥、传、脆、停、奔、恳、服、背、另、脸”。
1.从课文中找出 11 个生字，以及含有这些生字的词（下面画线）句，读

一读，注意要读完整句。例：
支一支  毛主席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在泥泞的路上前进。
传 传来 忽然从后边传来清脆的喊声：“红军叔叔，等一等！”
2.按你自己分析字形的方法把字归类，可按部首归类，也可按结构归类。

按部首归类：
月：脆、服、脸、背
亻：停、传
氵：泥
十：支
大：奔
心：恳



口：另
按结构归类：
左右结构：泥、传、脆、停、脸、服
上下结构：支、奔、恳、背、另
3.按你自己记忆字形的方法记忆字形，并说说要注意什么。
熟字带生字：（去部首）枝—支别—另

（换部首）呢—泥 转—传
报—服 俭—脸
很—恳

注意：
脆：第 7笔是横，不是横钩。
停：右边是“亮”，把下面“几”换成“丁”。奔：第 7笔是竖撇，第

8笔是竖。上包下的一部分。
4.指导书写。仔细观察每一个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左窄右宽：泥、传、

脆、停、服、脸
上小下大：支、奔、背、另
上大下小：恳
每个字在田字格中写 4个，写完后对照课本生字条订正，同桌互批。
二、完成课后作业第 3题。
1.审题，明确要求。
2.读拼音，再据词定字组词，读一读。然后填空。（不许看书）
3.对照课文订正后，两桌 4人小组交叉批。
三、口头组词语练习。4 人小组先讨论，后推举一人发言，比一比，看

哪个小组组词最多。（一个字一个字赛）给组词最多的小组发一面小红旗。
支：支持、支撑、支援、支付、支配、分支、支流、一支、支吾
传：传授、传单、宣传、传染、传导、传电、传热、传神、传令、传统、

言传身教
奔：奔跑、奔驰、奔波、东奔西跑、投奔、奔命背：背后、脊背、背地、

背景、背心、背面、手背、背诵、背书、背叛、耳背、背道而驰、离乡背井
四、布置作业。

阅读自读课本第 5课《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附：板书

点头，答应，笑着，欢迎

毛主度领导的穷人的队伍

喊、奔、恳切

两个孩子

红军(家)

也要当

我们

说话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习从许多件好事中选一件最有意思的作为说话内容。
2.能说一段含有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完整、连贯的话。
3.培养听的能力，培养听后从优缺点两个方面评说的能力。
教学思路：
先想后说，先自由说，再同桌互说，然后站起来向全班同学说。说后评

议，以鼓励为主，注意保护学生说的积极性。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明确题目要求：先从整体上考虑在学雷锋活动中自己都做了哪些好

事，再选其中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想想是怎样做的，说给大家听。
二、说话前先思考，填空做说的准备。
1.想一想在学雷锋活动中，你做了哪些好事，然后填表。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帮助谁 干什么

2.仔细想一想在表中填的你所做的好事中哪一件最有意义，在旁边画
“√”。

3.想一想，这件事你是怎样做的？（起因、经过、结果）做后有什么感
想？

三、自由说，同桌互说。
1.自由小声说，注意组织语言，把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

过、结果，感受都说上。尽量把学过的好词，佳句用上。
2.在自由小声说的基础上同桌互说。互听时注意：
（1）“四要素”是否说清楚了。（2）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是否说

明白。（3）什么地方说得好，什么地方说得不恰当，要记住。
3.互相纠正，纠正时要指出什么地方说的好，什么地方说得不恰当，应

该怎么说。
四、站起来说，全班评议。
1.指定横排或竖排：一排同学“开火车”说。其他同学注意力集中，按

同桌互听时要求的三点听。
2.评议。先说优点，再说缺点，指出应该怎样说。
3.提示学生给说得好的同学鼓掌。让差的同学重说一遍，有进步的也要

给以鼓掌。
五、总结。
同学们在学雷锋活动中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为大家高兴，希望同学们继

续努力，做一个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革命接班人。



10  难忘的泼水节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 12 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会用“四面八方”、“笑

容满面”造句。
2.通过看图学文了解周总理是怎样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体会周

总理和傣族人民的深厚感情。
3.学习用先人物后背景的方法观察图画。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 4个自然段。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情景，为重点；体会周总理和傣

族人民的深厚感情，为难点。
教学思路：
先指导学生按顺序观察图画，再指导学生借助汉语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

课文，从整体上感知课文内容。读讲课文要图文对照，以读带讲，理解词句
的意思，理解课文内容。在指导朗读训练时，要注意启发学生展开联想和想
象，在头脑中重现画面内容，进一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识字教学要分散难
点，分步到位：初读课文时，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兼顾音义字形；理解
课文内容时，理解字义，兼顾字音、字形；最后集中分析记忆字形。作业要
当堂完成。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我们在第三册课本中，学过《温暖》一课，这课写的是周总理关心清洁

工人的事，表达了周总理和清洁工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今天，我们再来学习
一篇关于周总理的文章。题目是《难忘的泼水节》。（板书课题）

泼水节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傣族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每年的清明节前
后，这一天，傣族人民互相泼水，互相祝福。1961 年，周总理和傣族人民在
西双版纳的黎旺城，与傣族人民共度泼水节。

二、指导看图。
1.图上画的是谁和谁？他们在干什么？（用谁和谁干什么的句式说一句

话）
2.除人物之外，图上还画了什么？（除了人物之外，图上还画了撒满地

的花瓣和盛开的鲜花。）
三、初读课文。
1.读准字音。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由小声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不能直呼音节

的，先拼读后直呼。
（2）指名中差生读课文，学生听后评议，纠正读错的字音。
（3）指名认读生字，师生共同纠正错误。



2.读好长句。
（1）学生标出自然段的序号，尝试读好长句。
（2）检查自然段标序号情况。（3）指导读长句，让学生在课文中标出

停顿符号。
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来到了。//
今年，//傣族人民特别高兴，//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和他们一起

过泼水节。///
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

们泼水，//为人们祝福。///3.读好感叹句。
（1）找出感叹句。
（2）指导读好感叹句，让学生在课文中标出重音符号。
周总理来了．．！（来了要读重音，声音拉长）

清清．．的水，泼．呀，洒．呀！

多么幸福．．．．啊，1961．．．．年．的泼水节．．．！

多么．．令人难忘．．啊，1961．．．．年．的泼水节．．．！

4.读重点段。
（1）哪个自然段写周总理来到傣族人民中间？读一读。（2）哪个自然

段写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互相泼水祝福？读一读。
5.听录音。
四、布置作业。
1.熟读课文。
2.阅读《自读课本》中 27 课《绿色的竹楼》，28 课《关怀》。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指名朗读课文。
2.指名认读生字及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二、细读课文。
1.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
（1）火红火红，一年一度是什么意思？（火红火红——特别红；一年一

度——一年一次）
（2）体会“火红”与“火红火红”有什么不同？（火红只是客观地描写

凤凰花的颜色，而火红火红则倾注了作者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感情。）
（3）读第一自然段。先读“火红的凤凰花开了，⋯⋯”，再读“火红火

红的凤凰花开了，⋯⋯”，体会作者的感情。
2.指名读第二自然段。
用“因为⋯⋯所以⋯⋯”的句式说一说这段话的内容。（原句是先果后

因，改句是先因后果，注意“他们”在什么地方用。）
（1）先自由小声说。
（2）指名说。（今年，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和傣族人民一起过泼水

节，所以他们特别高兴。）
（3）齐读第二自然段。



3.自由小声读第三自然段，想想这段共几句？每句话写什么？这段话写
了什么？

（1）学生讨论。（共 4 句话，第 1 句写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第 2
句写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第 3 句话写人们赛龙船放花炮。第 4
句写人们热情欢呼。这一段写傣族人民热情欢迎周总理。）

（2）四面八方、赶来是什么意思？（四面八方——各处，范围很大。赶
来——急着按时到达，生怕来迟了。）

把“赶来”换成“走来”行不行？为什么？
（3）“一条”和“一条条”，“一串”和“一串串”有什么不同？
（4）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人们是怎样欢迎周总理的？（要按句子的顺序有

条理地说，理解了的词要用自己的意思表达。）
4.齐读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第 1句话，说这句话写什么？（周总理外貌）
（2）找出这句话中描写颜色的词，用“~~~~”标出。
（3）笑容满面是什么意思？用“~~~~”标出这个词。
（4）看图，理解“咖啡色、水红色、笑容满面”等词语。
（5）比较读课文。先去掉“~~~~”标出的词读这句话，再加上“~~~~”

标出的词读，体会哪样写好，说说为什么。
（6）自由小声读第 2句，用“——”标出表示周总理动作的词。
（7）有感情地朗读这一自然段，边读边想象当时的情景。
5.指名读第五自然段。
（1）祝福、祝愿是什么意思？（祝福——祝愿人幸福平安。祝愿——向

人表示良好的愿望。）
（2）想象周总理会说什么？傣族人民会说什么？
（3）这段话共几句话？每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共 3句话，第 1句泼水

节开始，第 2句周总理泼水向人民祝福，第 3句傣族人民泼水祝周总理健康
长寿。）

（4）看图理解：周总理端着银碗，向人民祝福；傣族人民有的端着水碗，
有的端着水盆，有的拿水瓶，有的打着象脚鼓，个个兴高采烈，祝周总理健
康长寿。

（5）有感情地朗读，边读边想象当时的情景。
（6）尝试背诵这一自然段。
6.学习第六、七、八自然段。
（1）“开心”是什么意思？“令人难忘”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傣族人民

这么开心？1961 年的泼水节为什么令人难忘？（用“因为⋯⋯所以⋯⋯”的
句式回答）

（2）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六——八自然段。
（3）熟读，尝试背诵第六——八自然段。
（4）背诵五——八自然段。
三、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背诵课文五——八自然段。

第三课时



一、学习生字。
1.指名认读生字和由生字组成的词。
2.分析记忆字形。
（1）用熟字加偏旁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泼炮鲜祝
泼，三点水右边加“发”字。
炮，火字旁右边加“包”字。
鲜，鱼字旁右边加“羊”字。
祝，示字旁右边加“兄”字。
（2）用替换部件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瓣：辩字中间的“讠”换成“瓜”，就是瓣。
（3）用偏旁加部件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敬 节 福 驶 毯 幸
敬，左边草字头下加“句”字，右边是反文旁。节，草字头下面加单耳

刀。
福，示字旁右边加“一”“口”“田”。
驶，马字旁右边是扁口，加一撇一捺。
毯，毛字旁，右上加两个火字。
幸，土字头，下面点、撇，一个“干”字。
（4）用数笔画的方法分析记忆字形。

3.指导书写。
（1）指导学生观察生字在田字格的位置。
鲜，左右相等，鱼字的第 8笔要写成提。
瓣，左中右相等，三部分都写窄一点，左边辛字的第 7笔写成撇。
节，上小下大，单耳刀要写得宽短一些。
福，左窄右宽，右边的“一”“口”“田”写得紧凑些。毯，半包围结

构，毛字的第 4笔要托住两个火字。教师边指导，边板书，学生跟着写一遍。
（2）学生自己练习，每字写 3个，教师巡回指导。（3）学生对照黑板

自批自改，教师了解批改情况。
二、完成课后练习题。
1.学生自由小声读第 2题，说说有什么要求。（填写表示颜色的词）
2.在课本上填空。
3.同桌互相检查批改。
4.学生自由小声读第 3题，说说有几项要求。（读句子，再造句）
5.先读句子，再用“四面八方”“笑容满面”造句。
6.把句子写在练习本上。
7.背诵比赛，按小组或个人进行比赛。
三、布置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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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声调在读音上的作用，声调不同，读音也不同。
2.继续学习用音序法查字典，培养学生使用工具书的习惯。
3.学习用比较法区别形近字的读音、字义和字形，并能用这些字组词语。
4.进一步认识字、词、句的联系，认识完整句子。
5.培养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短文的能力。
6.培养学生按顺序观察图画的能力，并能在比较中有条理地说明两幅图

的不同点。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指导学生学习第一题。
1.学生自由轻声读第一题，说说题目要求。（读准字音、声调）
2.练习读音节 ke bao shi zhi（先直呼，后拼读，再练习读四声。整体

认读音节先直呼，再读四声。）
3.出示 16 个字的卡片，让学生“开火车”读。（先直呼，后拼读，再组

成词语。整体认读音节先直呼，再组词。）
4.按课文顺序认读。（先直呼，再组词。）
5.启发学生说说通过练习明白了什么？（声调符号在读音中的作用是很

重要的，声调不同，读音就不同，我们在读书时，不仅要读准声母、韵母，
还要读准声调。）

二、指导学生学习第二题。
1.教师讲解：这道题按书上要求是用部首查字法查字的练习。根据新的

课程计划中二年级课时的调整，语文教材现在把部首查字法由二年级调整到
三年级，所以我们把这道题的第一小题删去不做，把第二题改为音序查字法
的练习。请同学们把第二题中“部首”二字改为“音序”，把表格中的“部
首”改为“音序中的大写字母”，把“除去部首有几画”改为“音节”。（学
生在教师带领下改题）

2.学生查字典，并完成表格填写，教师巡回指导。
3.出示小黑板。让学生对照小黑板批改。
用音序查字典的方法，查出下面的字。

要查的字 音序中的
大写字母

音节 在字典的
哪一页

组词语

担 D d1n 78 担水
急 J j0 195 急忙
服 F f ú 127 服从
敲 Q qi1o 370 敲打



4.学生对照小黑板自己批改，订正错误，组词不局限。
5.教师检查批改结果，表扬正确率高和认真改错的学生。
三、指导学生学习第三题。
1.学生默读题目，说说题目要求。（读形近字，比较字形、字义，组词。）
2.指名读。（读上面 4组字注意读准声调，读下面 4组字时，注意读准

字音。）
3.比较字形。（上面 4组是声旁相同形旁不同的字，下面 4组是形旁相

同声旁不同的字。启发学生认真观察，用自己的话说出字形字义方面的区别。
如，岭和铃，形旁不同，岭与山有关，铃与金属有关；思和恩，声旁不同，
思的上面是“田”，恩的上面是“因”。）

4.组词。“开火车”组词，每人组一个，后面同学不得重复前面同学组
过的词。

5.完成作业。
6.同桌互相批改。7.教师检查批改情况，指导学生改错。
四、布置作业。
把作业中写错的地方再写两遍。

第二课时

一、指导学生学习第四题。
1.指名读题目，说说题目有几项要求。（先读句子，再抄写。）
2.指名读字、词、句，要求正确、流利。
3.学生在作业本上练习抄写。（抄写时，要注意：抄字时，看一个字，

写一个字；抄词时，看一个词，抄一个词；抄句子时，要以标点为界，看一
句写一句，不要看一个字写一个字。注意抄上标点。）

二、指导学生学习第五题。
1.指名读第五题，说说题目要求。（先补充句子，再加标点。）
2.指名学生说一句完整的话包括哪两部分？（谁干什么，或谁、怎么样

两部分。）
3.学生默读 4个小题，完成填空，再加上标点。
4.学生讨论答案，纠正错误。
三、指导学生学习第六题。
1.默读题目，说说题目要求。（读短文，回答问题。）2.自由小声读短

文和练习题。
3.指名读短文，要求正确、流利有感情。
4.齐读短文。
5.用“~~~~~”标出描写颜色的词，用“——”标出表示动作的词，自由

小声练习回答问题。（回答问题时可用“__、__和__是描写颜色的词”的句
式，也可用“描写颜色的词有__、__和__”的句式。）

6.指名回答问题，师生共同纠正错误。

第三课时

指导学生看图说话。



1.自由小声读题目，说说题目要求。
2.指导观察方法。（可以由远到近，也可由近到远地观察。）
3.具体指导观察。（两幅图同时观察，从远到近，不同的地方用铅笔做

出记号，观察时不仅看什么事物不同，还要注意它们所在的位置。）
①天空的太阳（两幅图相同）；②天上的飞鸟（第二幅少一只，用铅笔

标 1）；③山上的宝塔和凉亭（第二幅少凉亭，用铅笔标 2）。
4.学生按教师指导的方法自己观察。（顺序：④山上的小草；⑤山下的

树；⑥湖面上的小船和船上的人；⑦湖里的荷叶、荷花；⑧湖水的波纹；⑨
湖面的鸭子；⑩湖上的桥；（11）桥边的树；（12）湖畔的长凳。）

5.指导说话。
（1）第二幅图比第一幅少画了几项内容？（7项）
（2）按从远到近的顺序说，每一项内容先说位置，再说少了什么。
6.学生自由小声说。
7.指名说。其他同学认真听，听后评议。评议时不仅看内容，还要看是

否有条理，语句是否通顺，量词用的是否恰当。
例话：
1.第二幅图比第一幅少了 7项内容：天空少了一只鸟；山上少了一个亭

子，少了许多小草；湖中少了一朵荷花，一只鸭子；桥边少了一棵树；湖畔
少了一条长凳。

2.这两幅图有 7处不同之处：第二幅图湖边少了一条石凳，湖中少了一
只鸭子和一朵荷花，桥边少了一棵树，山上少了许多小草和一个凉亭，天空
少了一只鸟。

（宁夏李毅）



第五单元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教材有四篇课文，即讲读课文《所见》、《蜜蜂引路》、《数星
星的孩子》，阅读课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通过这一组课文的教学，
要着重训练学生对词句的理解和运用；向学生渗透“段”的概念；引发学生
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教学生学习科学的观察方法。

讲读课文《所见》，是一首古诗，是五言绝句。描述了一个活泼可爱的
牧童，由骑在黄牛背上悠闲自得高声唱着歌，到兴致勃勃地想去捉鸣蝉，忽
然又不唱歌了的瞬间情态。书中有表现诗意的插图，生动形象琅琅上口的诗，
真切直观具体逼真的画，都在呼唤小学生们热爱大自然，认识大自然，增强
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欲望。教学中，训练学生对课文熟读成诵，重点应放在逐
字逐句讲清诗句的意义上，特别是对诗中的一些文言词语要引导学生充分领
会，加深理解。同时，要引导学生想象牧童活泼机灵的可爱神态，体会牧童
愉悦快活的心情。

讲读课文《蜜蜂引路》，是一篇记叙文。记叙了列宁通过观察蜜蜂采蜜
和飞行的路线，利用蜜蜂作向导，终于自己找到了养蜂人的故事。教学中，
要充分利用列宁正在和养蜂人亲切交谈的插图，让学生想象两人的语言、动
作、心情和神态。通过熟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让学生初步懂得，遇到疑
难事情的时候，要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周密合
理的推理判断，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讲读课文《数星星的孩子》，也是一篇记叙文。记叙的是我国汉朝的张
衡，从小就爱好天文，从小就有钻研的精神，长大后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的
故事。教学中，要训练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深入理解课文
内容；要让学生了解张衡长大以后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的原因，是他从小就
爱好天文，并且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

阅读课文《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是一首诗歌。介绍了中午、黑夜、
阴雨天、下雪后在野外辨别方向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根据新大纲调整意见，
本课可作为课外阅读教材，要让学生熟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知道这些辨
别方向的知识和方法，都是人们认真观察自然总结出来的，以进一步培养学
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和观察大自然研究大自然的兴趣。

本单元的《基础训练》除安排 6项基本训练外，“说话”训练题要求学
生把一段排列错乱的句子根据图意调整成一段通顺的话，既含有理顺句子关
系的初步逻辑思维训练，又初步渗透了“段”的训练。

本组教材，从写作背景看，时间跨度大；从课文内容看，地域涉及广；
从文章体裁看，有记叙文，有诗歌，诗歌有古诗有现代诗。四篇课文靠“强
化字词句训练，渗透段的概念”和“引发学生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学习
科学的观察方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既注意到了词句训练这个重点，又兼
顾到了向“段”训练的过渡；既注意到了教材组合的阶段性，又考虑到了前
后单元的相互联系和每篇课文之间的相互衔接。因此，本单元的教学，首先
要重视字词教学。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识字基础和识字能力，引导学
生掌握本单元出现的 27 个生字和新词，把识字和学词结合起来。其次要加强
词和句的训练，理解课文内容，在语言文学的训练过程中，陶冶学生的情操，



渗透思想教育。第三，要重视朗读指导。教师要把朗读贯穿于各课教学的全
过程，让学生在读正确、流利的基础上，读出句子的语气和感情，从而提高
学生的朗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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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7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通过查字典和联系词句，理

解“振、欲、插”的意思。
2.逐字逐句理解诗的内容，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中描述的情景，想象牧

童活泼机灵的神态和愉悦快活的心情，体会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3.背诵并默写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让学生学会 7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逐字逐句理解诗的意思，

是教学的重点。
把学生引入诗的意境，使学生受到诗的艺术感染，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思路：
加强生字和词语教学，逐字逐句理解诗的内容，练习背诵和默写，独立

地完成课后作业题。面对全体学生教学，分层次训练，人人动脑、动口、动
手，加强理解，加强记忆。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解题。
这首古诗是清代诗人袁牧的作品。诗中写的是，在夏天里，一个牧童骑

在黄牛背上悠闲自得地高声唱着歌，忽然间闭口不唱了的一瞬间的情景。生
动形象地写出了童心，他要捕捉正在鸣叫着的知了。

二、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1.教师范读。要读出诗句的停顿、节奏和重音，让学生欣赏、模仿。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2.学生轻声练读。（教师巡视指导，注意面对中差生。）
三、学习生字。
1.自学生字。靠汉语拼音读准 7个生字的读音，分析字形，认清字形，

朗读课文理解字义。独立完成课后作业第 1题，查字典，给“振、欲、捕” 3
个字填字音，填字义。

2.检查自学情况。用卡片读生字，指名读，齐读。用卡片练读由生字组
成的词语。3.教学生字。生字的音和形要做重点指导。读准字音，分清平翘
舌音；分析字形，认清字形，利用已有的识字知识记忆字形。如“鸟”字加
偏旁“口”是“鸣”，鸟鸣用口；“门”里加“才”是“闭”，和“闲”有
区别。接着指导写字：所、欲、忽。边写边拼，每字让学生照写两次。

四、熟读课文。
1.范读。
2.教读。一句一句地教学生读。
3.轻声自读。（人人自练，要求达到正确、流利。教师要加强巡视，加

强对中下生的指导。）



4.同桌互读，相互纠正。
5.小组轮读。每人读一遍。
6.全班选读。教师做纠正，做指导。
五、指导学生背诵课文。
1.教师范背。
2.轻声自练。
3.同桌互背。
4.小组轮背。
5.全班选背。
6.全班齐背。
六、复习总结。
1.抄写课文。同桌互验。
2.听写生字。教师巡视、指导，同桌互验。
3.总结。
七、布置作业。
（1）把生字各写两遍。（2）朗读，背诵课文。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听写 7个生字。同桌互批自改。
2.背诵课文。（1）轻声自背。（2）同桌互背。（3）全班齐背。
二、讲读课文。
1.由图入文，理解诗意。
先指导学生看图。仔细看上图，判断诗中写的环境和季节，要注意观察

树干上的蝉（知了）。看下图，从牧童的服装、打扮推断诗中写的年代。
2.推敲词句，体会诗情。
（1）讲读第一、二两句。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一个牧童骑着黄牛，大声地唱着歌，歌声在树林中振荡。牧童：放牧

牛羊的孩子。林樾：树林。振林樾：在树林中振荡。）
讨论：这第一、二两句写出牧童怎样的情绪？（从牧童骑在牛背上放声

高歌，可以看出牧童悠然自得无忧无虑的心情。）
（2）讲读第三、四两句。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牧童忽然闭口停唱，静悄悄地站立在大树下，原来他是想捉住树上正

在鸣叫着的知了。意欲：心想。捕：捉。鸣蝉：叫着的知了。立：站着。）
（诗人为了押韵，将三、四两句倒装，理解、解释诗意时，要调整顺序。

再通过调换诗句顺序，引导学生细心体会诗句间的因果关系：A、意欲捕鸣蝉，
忽然闭口立；B、忽然闭口立，意欲捕鸣蝉。）

3.反复吟诵，循句入境。
（1）人人练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2）出示思考题。先读书思考，然后轻声自说，同桌互说。
①诗中写的是谁？你是从哪个词知道的？（诗中写的是牧童，是从“牧



童骑黄牛”中的“牧童”一词知道的。）
②诗中写的是什么季节？你是从哪些词知道的？（诗中写的是夏季，是

从“林樾”、“鸣蝉”两词知道的。）
③诗中哪些词语能证明诗人观察仔细、用词准确，描写生动？（牛——

黄牛，看到了颜色；蝉——鸣蝉，听到了声音；立——闭口立，写出了神态；
骑、立，写出了牧童的动作；振，写出了牧童歌声的高亢、响亮；意欲，写
出了牧童的心理活动；忽然，写出了时间的短暂。）

（3）用自己的话说说各诗句和全诗的意思。（可先让学生闭目静听老师
的朗诵，边听边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展开想象。想象牧童机智灵敏的动作，
轻松愉快的心情，活泼可爱的神态，体会作者热爱儿童、热爱生活、热爱大
自然的思想感情。然后自己练说，同桌互说。最后教师放映活动幻灯片分行
出示诗句，让学生以诗人的身份讲述“所见”，吟诵《所见》，背诵《所见》。
引发学生产生对大自然的爱，并转化为主动观察大自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
动力。）

（4）说说牧童是什么样的孩子。（从诗的前两句写牧童骑着黄牛放声高
歌和后两句写他听到知了鸣叫，一心想捉住知了，忽然闭住嘴停唱，迅速地
从牛背上跳下来站在大树下眼盯鸣蝉的动作、神态，可以看出牧童是一个天
真活泼、机灵可爱的乡村孩子。）

三、复习巩固。
1.教师小结。
这首古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仅仅用了 20 个字，却写出了十分丰富

的内容。诗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抓住牧童正要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的
一瞬间，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牧童天真活泼、机灵可爱的动作和神态，使牧童、
黄牛、树林、鸣蝉、歌声组成一幅和谐自然的活脱脱的《牧童停歌捕蝉图》。
写出了童心，写出了童趣。

2.动笔填空。
（  ）见意（  ）（  ）林樾
（  ）蝉鸣（  ）（  ）口立
3.默写课文。
附：板书

11 所见

牧 童 骑 黄 牛，
放牧（的）儿童 骑着 黄牛
歌 声 振 林 樾。
歌 声 振动 树林子
意 欲 捕 鸣 蝉，
心 想 捕捉 鸣叫（的）知了
忽 然 闭 口 立。
立刻 住 嘴 站立（在那里）



12 蜜蜂引路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8个生字，学会由生字组成的词语。会用“附近”、“惊讶”造

句。
2.熟读课文，理解内容，知道列宁是怎样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利用蜜

蜂找到养蜂人的。培养学生初步懂得遇到疑难的事情要细心观察，认真思考，
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课文的第三自然段是教材的重点，指导学生理解与蜜蜂引路这件事有

关系的词句，让学生知道列宁是怎样找到养蜂人的，是教学的重点。
2.让学生理解列宁为什么能自己找到养蜂人，是教学的难点。也就是第

四自然段中列宁说的话，学生较难理解。
教学思路：
引导学生依靠汉语拼音把课文读通、读熟，引导学生自学生字，读准字

音，认清字形，结合上下文理解字义和新词。让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全貌后，
从整体到部分逐段讲读。讲读中要抓住重点词句让学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
解；通过朗读和默读训练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懂得列宁是怎样找到养蜂
人的，明白列宁为什么能找到养蜂人。抓住记叙文的四要素进行读写结合教
学。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板书课题。蜜蜂这些小动物怎么会引路呢？听老师读课文。
二、教师范读课文。
思考：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写了列宁没有向导，利用蜜蜂带路，找

到了他要找的养蜂人的事。）
三、学生自读课文。
依靠汉语拼音自己练读课文。要求人人轻声动口读，把课文读通、读熟。
四、学生自学生字。
在课题和第 1自然段中，找到并画出下面 7个生字：引、莫、斯、附、

养、派、谈；画出生字带出的词语：引路、莫斯科、附近、养蜂、派人、谈
天；结合上下文理解这些词语。

五、检查自学情况。
用卡片读生字、词语。指名读，全班齐读。
六、教学生字。
对 7个生字的字音、字形作重点指导。指导写字：引、养、派；另 4个

字自己抄写两遍。
七、讲读第一自然段。
1.轻声自读。



2.指名朗读。
3.默读。思考：（1）这一自然段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事情发

生的时间是 1922 年，离现在 70 多年了，地点是在莫斯科附近，人物是列宁
和养蜂人，事情是列宁常常和养蜂人谈天。）（2）从哪些词语能看出时间、
地点、人物和事件？画出这些词语来。（3）“当地”是什么意思？（本地）
课文中的“当地”指的是什么地方？（列宁住的小山的附近）（4）列宁常常
请养蜂人来谈天说明什么？（“常常”一词说明列宁经常深入群众中作调查
研究，同时也说明列宁平易近人，和人民群众交朋友，打成一片。）

4.讨论。对上面思考题，让学生边读边画边想，想好后按轻声自说、同
桌互说、小组轮说、全班选说的层次进行“说”的训练。

5.小结。这一自然段，告诉了我们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
这是记叙文的“四要素”，作文的时候要学着这样写。

6.朗读训练。（1）轻声自读第一自然段；（2）范读；（3）照老师的样
轻声自练；（4）同桌互读；（5）小组轮读；（6）全班选读（教师加以指导
和训练）。

八、课堂练习。
1.用卡片读生字和词语。“开火车”个人读、齐读。反复读熟。
2.抄写前 7个生字。
3.读课后作业第 3题（1），比较两句话有什么不同。然后用“附近”造

句。先想后说，说后写，写后读，读后评。评后动笔改。为了扩大训练面，
可同桌或小组再全班进行说、读、评、改。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轻声自读全文。思考：（1）第一自然段写了什么事？（2）写一件事

要交待哪四个方面？
2.用卡片读生字。
二、讲读第二自然段。
1.默读。思考：列宁为什么要亲自去找养蜂人？（知道路的人不在——

到莫斯科去了；在的人都不知道路——不知道养蜂人住在什么地方；列宁急
于要找养蜂人谈谈怎样养蜂，还知道养蜂人住在附近，离得不远，于是，“就
亲自去找”。）

2.朗读。（1）指名朗读。（2）范读。（3）轻声自练。
3.讨论。
4.小结。列宁想找到养蜂人，别人都不知道养蜂人的住处，所以决定自

己去找。
三、讲读第三自然段。
1.轻声读。思考：（1）列宁的住处、花丛、园子、养蜂人的小房子，各

在什么地方？在书上画出有关词语。（莫斯科附近的小山上、路边的花丛、
附近的一个园子、园子旁边有一所小房子。）

摆贴。）（2）列宁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什么？（列宁发现了许多蜜蜂。
“许多”一词非常重要。）（3）发现了许多蜜蜂，列宁会怎样想？会立刻联
想到谁？（列宁会想，花丛中的许多蜜蜂一定和养蜂人有关，按照蜜蜂采蜜



飞回的路线就一定能找到养蜂人。）（4）列宁是随便地去敲小房子的门吗？
（不是。列宁通过仔细观察和认真分析，断定养蜂人就住在这所小房子里。）
（5）“果然”一词说明了什么？（说明列宁判断的完全正确）（6）比较两
个“附近”的具体含义。

2.讨论。可用同桌互说、小组轮说的办法练说。
3.朗读。（1）轻声自读。（2）范读。（3）轻声练读。（4）指名朗读。
4.思维训练。引导推想：（1）蜜蜂真的会给人引路吗？要是列宁发现了

蜜蜂不去仔细观察，不去动脑思考，他能找到养蜂人吗？（不能）（2）列宁
为什么能找到养蜂人？（因为列宁遇事能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所以能按事
物之间的联系，进行准确的判断，最终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四、复述训练。
用自己的话，说说列宁是怎样找到养蜂人的。
五、课堂练习。
抄写第三自然段。

第三课时

一、复习。
1.轻声自读全文。
2.听写前 7个生字。
二、讲读第四自然段。
1.轻声自读。思考：（1）列宁终于自己找到了养蜂人，他们见面后会怎

么样？（引导学生仔细认真地看课文插图，从他们的神态、动作，想象他们
会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2）养蜂人见到列宁为什么会惊讶？（每次
总是向导请养蜂人到列宁那里去谈天，这次听到敲门声，养蜂人怎么也不会
想到是列宁，见列宁只身一人，当然要惊讶，忙问“是谁把您领到这儿来的”。）
（3）他们的对话，双方都用“您”字说明什么？（4）“向导”指的是什么？
列宁为什么说“是您的蜜蜂把我领到这儿来的”？（“向导”指的是蜜蜂。
列宁把蜜蜂称为向导，一是对蜜蜂的喜爱，二是点明蜜蜂和养蜂人的密切关
系。）

2.讨论。可先轻声自说，然后同桌互说或小组轮说。
3.教学生字：导。理解：向导。
4.朗读训练。（1）轻声自读。（2）范读。（3）照老师的样自己练读。

（4）指名朗读。（5）分角色读。
三、课堂练习。
1.听写 8个生字。同桌互检。
2.填空。做课后作业第 2题。
3.造句。做课后作业第 3题（2），比较两句话有什么不同，然后用“惊

讶”造句。
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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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星星的孩子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2 个生字及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张衡长大以后能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是因为他

从小爱好天文，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激发学生观察、研究自然现象的兴趣，
培养科学精神，树立献身“四化”的志向。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1.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学习张衡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培

养学生仔细观察事物，认真观察自然现象是教学的重点。
2.天文知识比较难懂，是教学难点。
教学思路：
引导学生依靠汉语拼音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知道课文写了一件什么

事。学会 12 个生字，理解词语，通过朗读和默读训练，让学生把课文读熟。
除让学生学会字词句和掌握课文内容外，还要让学生获得观察方面的知识，
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初步教育。渗透“分段”的教学内容。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晴朗的夜晚，天空中有许许多多亮晶晶的星星，你们有谁数过星星吗？

天上的星星数得清吗？在 1900 年以前，有个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特别喜欢
数星星，他从小热爱天文，长大成了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就是我国汉朝的张
衡（板书课题）。“数”是多音字，（用卡片让学生读“数学”、“数字”、
“无数”、“数数”）“数星星”的“数”读 shǔ，“数数”读 shǔsh)。

二、读通全文。
1.教师范读全文。要求学生注意每字的读音。
2.学生轻声练读。依靠汉语拼音自己练读，把课文读通顺、读正确。思

考：（1）全文有几个自然段？（6 个）（2）写了一件什么事？（写了我国
古代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小时候数星星的故事）

3.讨论。边读边想，自己练说，同桌互说，全班讨论。
三、学习生字。
1.引导自学。自学前 4个生字：数、院、颗、闪。在书上画出由这 4个

生字组成的词语：数星星、院子、一颗、一闪。
2.检查。用卡片读生字和词语，指名个人读、齐读。分析、记忆字形，

训练学生用学过的熟字、偏旁和部件分析、记忆字形。查字组词。
3.教写生字。
四、讲读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
2.看第一幅图（上下两部分）。思考：（1）图上画的谁和谁？（2）他



们正在干什么？（3）是什么时间？（4）从人物服装上看是什么时候的事？
3.轻声自读。思考：（1）晚上满天的星星是什么样的？画出描写星星多

的句子来。比较课后作业第 3题（1）中的两个句子有什么不同。（当学生都
正确找到并画出描写星星多的句子后，通过课后作业题两个句子的比较，使
学生深入体会两个句子的不同，渗透“比喻句”的知识，让学生略知比喻句
的作用。）（2）张衡是怎样数星星的？表示张衡动作的词有哪些？画出来。
（要求学生自己找到并画出“坐、靠、仰、指、数”5 个动词。还要从“一
颗，两颗，一直数到几百颗”这句话让学生深入体会张衡从小观察星星的浓
厚兴趣和认真态度。抓住“一直”这个词，有它和去掉它，让学生反复读读，
体会体会，加深理解。）

4.讨论。让学生自己读书自己思考，想好之后将上面的问题一道题一道
题讨论，可分别采用轻声自说、同桌互说、小组轮说的形式加强“说”的训
练。

5.朗读训练。（1）轻声自读。要求读得正确、流利、有感情。（2）范
读。（3）照老师的样子人人练读。（4）指名读。

五、课堂练习。
1.用卡片指读 4个生字、4个词语。
2.抄写第一自然段。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听写：数星星、院子、一颗、一闪。
2.朗读。朗读第一自然段。
3.讨论。在这一自然段中，找出表现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词语和

句子各是什么。
二、讲读第二、三自然段。
1.学生轻声自读。思考：（1）“奶奶”为什么说张衡是“傻孩子”？（“奶

奶”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数不清的，张衡一颗一颗地数是白费劲。）（2）“奶
奶”的话里，哪些词语是讲星星是数不清的原因的？（那么多星星、一闪一
闪地乱动、眼都看花了。）（3）“奶奶”说的“又在数星星了”中的“又”
字是什么意思？（说明张衡非常热爱天文，经常数星星，有观察大自然的兴
趣和习惯。）（4）“奶奶”和张衡对数星星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奶奶”
认为星星数不清，张衡认为“能数得清”。）（5）张衡为什么说能数得清？
（“能看得见，就能数得清”，说明张衡热爱天文，观察星星的决心大，不
怕困难，不怕麻烦；“星星是在动，可不是乱动”，说明张衡通过长时间的
多次观察，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这颗星和那颗星，中间总是隔那么远”，
进一步说明“星星是在动，可不是乱动”，说明张衡不只是在观察星星，而
是在研究星星的运行规律。张衡小时候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2.讨论。（先想后说，让全体学生以各种形式参加讨论。）
3.朗读训练。（1）轻声自练。（2）指名读。（3）分角色练读。（4）

分角色指名朗读。
三、讲读第四自然段。



1.轻声练读。
2.学习生字。自学后8个生字，读准字音，认清字形后，指导学生写“之、

名、睡、楚”。强调“之”是 3画，强调“睡”的笔顺。
3.学生默读课文。思考：（1）“爷爷”同意谁的意见？从什么地方可以

看出来？（“爷爷”同意张衡的意见，从“爷爷”的前三句话可以看出来）
“爷爷”都说了些什么？（“爷爷”前后说了 6句话，包括三点：一是肯定
了张衡观察得很仔细；二是说星星是分成一组一组的，每组都有名字；三是
以北斗星做例子作进一步说明，使张衡又获得了新的天文知识。）

4.教师讲授北斗星知识。让学生看书上第二幅插图，看北斗星和北极星，
还可用挂图或幻灯片讲解。提问：（1）北斗星和北极星之间是什么关系？“总
是”是什么意思？（2）“爷爷”的后三句话和前三句话是什么关系？（后三
句话是举例具体说明前三句话的）

5.复述练习。指导、训练学生口述“爷爷”讲的天文知识，用“爷爷告
诉张衡⋯⋯爷爷还告诉张衡⋯⋯”的句式练说，人人练说，同桌互说。强调
用自己的话说，严禁背诵课文的语句。

四、讲读第五自然段。
1.轻声自读。思考：（1）“爷爷说的话是真的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张衡的想法，说明他对“爷爷”讲的天文知识很感兴趣。）（2）张衡
为什么一夜没睡好，几次起来看星星？（说明张衡从小就肯动脑筋，对“爷
爷”讲的天文知识不肯轻信，非自己观察，自己验证不可。也说明张衡观察
星星的刻苦精神和认真态度。）（3）课文中哪个词语说明张衡相信了“爷爷”
的话？（果然）2.讨论。先想后说，人人练说。

3.完成课后作业第 3题（2），比较两个句子有什么不同。认识北斗星，
认识比喻句。

4.朗读指导。（1）范读。（2）人人练读。（3）指名读。指导学生在读
中体会张衡对学习知识的刻苦、认真态度。

五、课堂练习。
1.抄写 8个生字。
2.抄写第五自然段。

第三课时

一、复习巩固。
1.听写 12 个生字。小组内互检自改。
2.说说张衡听了爷爷的话后，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二、讲读第六自然段。
1.默读课文。思考：（1）张衡长大以后怎么样？“刻苦钻研”是什么意

思？（细读课文体会“刻苦钻研”在这里的含义。认识张衡长大以后是经过
刻苦钻研才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的，决不是轻而易举、轻松自在的。）（2）
张衡为什么能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提示学生先说张衡小时候是怎样做
的，再说长大以后又是怎样做的，注意“刻苦钻研”的重要性。张衡小时候
喜爱天文，认真观察星空，动脑筋，肯学习；长大以后，刻苦钻研，才成为
著名的天文学家。）

2.讨论。



三、朗读训练。
1.学生自己练读。要求读得正确流利有感情。
2.分自然段指名朗读。四、课堂作业。
1.看拼音写词语。做书上课后作业第 2题。
2.填空。
（1）一个孩子（  ）在院子里，（  ）着奶奶，（  ）起头，（  ）着

天空（  ）星星。
（2）（  ）的星星像（ ）珍珠撒在碧玉（   ）。（3）那七（  ）星，

连起来像一把（  ），叫（  ）星。离它们不远的（  ）星，叫（ ）星。
3.抄写第六自然段。
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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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教学目的要求：
1.借助汉语拼音，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借助字典，能理

解字词的意思。
2.通过阅读，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在大自然中辨别方向的几种方法。初

步懂得自然界里的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只要细心观察，认真分析，就
能认识大自然，掌握大自然，让大自然为我们服务。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
情感和观察大自然的情趣。

3.让学生练习自己完成课后作业题。
教学重点难点：
1.第 2 至第 5自然段是教学的重点。要让学生知道天然指南针指的是什

么，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利用哪些天然指南针才能辨别方向。
2.课文中涉及的自然知识是教学的难点。如“天然的指南针”、“忠实

的向导”、“指路灯”，以及为什么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枝叶稀的一面是北
等。

教学思路：
本课是阅读课文，根据新大纲调整意见，已改为课外阅读课，教师要通

过辅导，引导学生利用从前面三篇课文学到的阅读知识自己读懂课文内容。
本课是一首诗歌，以第二人称的写法，十分亲切地告诉我们，要是在野外迷
了路该怎么办的科学常识。教师要引导学生熟读课文，学会这些知识。对学
生不会的字，不懂的词，教师要引导学生查字典自己解决。最后，由学生自
己独立完成课后作业题。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学生轻声练读全文。
要求：借助汉语拼音，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反复练读几遍。
二、自学字词。
要求：对课文中自己不理解的字词，把它画出来，再查字典，加深理解。

如：迷路、天然、向导、沟渠、指点、指南针、指路灯等。
三、朗读训练。
1.教师范读全文。
2.学生轻声自读。
3.同桌互读。
4.指名朗读。
四、阅读第一自然段。
1.学生默读。思考：这一自然段，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野外，

如果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家，千万别害怕别着慌，大自然的天然指南针会帮
我们找到回家的方向。理解“天然”，就是指自然存在的，不是人工制造的
自然现象。）



2.讨论。
3.背诵。（1）练习背诵。（2）指名背诵。（3）齐背。
五、课堂练习。
抄写第一自然段（鼓励默写）。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背诵第一自然段。（1）自己出声背。（2）指名背。（3）齐背。
2.朗读第二至第六自然段。
二、阅读第二自然段。
1.默读。思考：（1）这里说的天然指南针是什么？（太阳。）（2）什

么叫“向导”？（带路人。）（3）“忠实”是什么意思？（可靠实在）（4）
为什么说“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因为太阳指的方向忠诚可靠，我们住
在北半球，中午太阳在南，树影指向北方。）（5）早上、晚上、太阳都在哪
里？树影各指着什么方向？（让学生自己练说）

2.讨论。
3.朗读训练。（1）教师范读。（2）学生照老师的样练读。
三、阅读第三自然段。
1.轻声读。思考：（1）这里说的天然指南针是什么？（北极星）（2）

结合上一课你能找出天上的北极星吗？（《数星星的孩子》一课中，爷爷说：
“那七颗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叫北斗星。离它们不远的那颗星，叫北极
星。”找到像一把勺子的北斗星，就能找到北极星了。）（3）“指路灯”是
什么？（联系电影、电视及画报中的航标灯来理解。）（4）为什么说北极星
是“指路灯”？（因为地球的北极正对着北极星，在地球上看北极星基本不
动，所以在黑夜里找到了北极星，也就找到了北的方向，北极星就像指路灯
一样，告诉你要找的方向。）

2.讨论。
3.朗读训练。（1）范读。（2）轻声自读。（3）同桌互读。
四、阅读第四自然段。
1.默读。思考：（1）“大树也会来帮忙”是什么意思？（大树也来帮助

人们辨别方向）（2）为什么枝叶稠的一面是南，稀的一面是北？（因为大树
的生长靠阳光，朝南一面受光强，枝叶就长得稠；朝北一面受光弱，枝叶就
长得稀。）

2.讨论。
3.朗读训练。（1）教师范读。（2）学生照老师的样子练读。（3）小组

轮读。
五、阅读第五自然段。
1.轻声读。思考：（1）这里说的天然指南针是什么？（积雪）（2）积

雪为什么能帮助人们辨别方向？（因为积雪被太阳照会融化，通过积雪融化
的快慢就可以辨别方向了。）（3）利用屋顶、沟渠、土堆上的积雪怎样辨别
方向？（屋顶和土堆上的积雪，化得快的一面是南，化得慢的一面是北。相
反，沟渠里雪化得快的一面是北。）

2.讨论。怎样利用积雪辨别方向可能引起学生争论。关于沟渠里的积雪



是个难点，可画图说明。
3.朗读训练。（1）教师范读。（2）学生轻声自读。（3）指名朗读。
六、阅读第六自然段。
1.看插图。思考：（1）图上都画有什么？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2）

图上画的是哪一自然段的内容？（第六自然段）
2.比较。读读第一自然段和第六自然段，看它们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前三句完全相同，后一句不同。第一自然段说“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
针”能帮“你”找方向，第六自然段说“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全靠
“你”自己细细观察多多去想才能找到。）

3.默读。思考：（1）这一自然段讲了什么？（讲在野外，如果迷了路，
只要细心观察，认真思考，就能辨别方向，因为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
（2）寻找天然的指南针靠什么？（一靠“细细观察”，不细不行；二靠“多
多去想”，不多想也不行。）（3）这一自然段有什么作用？（总结全文，呼
应开头。）（渗透总——分——总“段”的知识）

七、课堂练习。
1.完成课后作业第 3题。说说课文里讲了哪些辨别方向的方法，你还知

道哪些辨别方向的方法。（让学生思考，小组讨论，全班交流。课文中讲的
四种方法，可让学生复述；你还知道哪些方法，可引导，启发。例如：①北
方的居民房屋多面向南面。②田埂、土坡、土堤，南面干燥，草生长茂盛；
北面潮湿，多生苔藓。③大树的树皮南面比北面光滑。④树上的苹果红红的
一面是南，青的一面是北等等。）

2.抄写第六自然段。
3.背诵第六自然段。
八、总结。
大自然中有许多天然的指南针，人们是怎样发现的呢？是靠细细观察，

多多去想。只要我们对周围的事物细心观察，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规律并充
分利用这些规律。

附：板书

14*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什么时候 天然的指南针 观察什么
中午 太阳 树  影的方向
黑夜 北极星 北极星的方位
阴雨天 大树 枝  叶的稠稀
雪后 积雪 积雪化的快慢



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通过读拼音猜谜语、析字填词造句等培养学生语言的运用能力和抓住

特点认识事物的能力。
2.了解合体字的构字特点，学会正确使用量词，了解形容词的作用。
3.训练学生说普通话，培养学生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
4.了解句子之间的联系，培养连句成段的能力和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1.读拼音猜谜语和看图填量词训练。
2.读出对话的语气，排好错乱的句子及看图说话。教学思路：
通过指导观察、边读边想、自学自练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完成第一至

五题的练习；通过朗读指导，完成第六题的练习；通过恰当点拨，进行说话
训练。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指导学生读猜纯拼音谜语，训练学生抓住特点认识事物的能力。
1.审题。这道题要求我们做什么？（①读拼音；②猜谜语。）
2.读拼音。指导学生读准每个音节，然后连成句子读，边练读句子边想

句子的意思。
3.猜谜语。句子读熟之后，动脑想，什么东西外形像红屋子，上边有尖

尖的角，里边装着许多晶莹发亮的珍珠，但不能戴。为什么不能戴呢？因为
不是一般的珍珠，“又酸又甜味道好”，说明这些“珍珠”不是装饰品，而
是可以吃的东西。最后让大家猜出谜底：石榴。

4.看实物。因为有不少同学没有见到过石榴，对这种事物的特点很难掌
握，所以适时拿出实物或幻灯片、图片，让学生抓住特点认识事物。

5.熟读拼音。谜底猜出后，再练读拼音，要求熟读成诵。可采用轻声自
读、同桌互读、小组轮读的形式训练。

6.再猜谜语。指导学生抓住事物的特点再猜下面谜语。
（1）黄包袱，包黑豆，咬一口，甜水流。（梨）
（2）小小黄坛子，装着黄饺子，吃掉黄饺子，吐出白珠子。（桔子）
（3）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儿女多，个个黑脸庞。（西瓜）
二、了解合体字是由基本字加偏旁组成的，认识汉字的构字特点。
1.审题。读懂题目的要求：把下面 9个学过的熟字的偏旁（这些偏旁也

是学生熟悉的）去掉，看都是什么字。
2.动笔自练。自己写出这 9 个字，再一个个地分析它们的字形，找出每

个字的偏旁，不写偏旁，先写剩下的部分，看都是什么字。（依次是：鸟、
发、玉、令、兄、民、专、完、耳）

3.学生自做练习。
（1）把下面的字去掉偏旁后，看是什么字？



湖 岩 谜 蚪 格 雹 顶 草 剩
历 笆 帘 鞭 灰 扇 称 这 慌
（2）给下面独体字选择偏旁组成新的字，填在独体字下面的括号里。
氵 口 钅 忄 心 弓 厂 ⺮ 纟
因 西 单 帝 占 犬 龙 冬 荒
（ ）（  ）（  ）（ ）（ ）（  ）（  ）（ ）（  ）
（答案依次为：恩、洒、弹、啼、钻、厌、笼、终、慌）
三、训练学生正确运用量词。
1.看图。每幅图上都画有什么？
2.练说。同桌讨论，每空都该填上什么量词。然后全班交流。（答案依

次为：群、盒、只、瓶、头、架）
3.自练。幻灯或小黑板出示下题：
一（ ）马  一（  ）河
一（  ）牛  一（  ）山
一（  ）羊  一（  ）学校
一（  ）猪  一（  ）班级
一（  ）狗  一（  ）老师
一（  ）鱼  一（  ）学生
（答案依次为：匹、条、头、座、只、所、口、个、条、位、尾、名）
四、在名词前边加上形容词，让学生初步了解形容词的作用。
（美丽的）黄山  （  ）身体（  ）阳光
（  ）队伍  （  ）衣服（  ）空气
（  ）节目  （  ）地毯（  ）田野
1.审题。这道题要求我们做什么呢？要求照“（美丽的）黄山”的样子，

给另外 8个词语的前边也加上适当的词。加上去的词语必须是能说明原来的
词语所表示的事物是“什么样”的。如“队伍”，可以填成“整齐的”队伍、
“长长的”队伍，不能填成“一个”队伍，“我们的”队伍。

2.先说。想好之后，同桌互说，小组讨论，全班交流。
3.动笔。填的词语符合要求就行，不要求一致。开动脑筋，看谁填的更

好。（参考答案依次是：瘦小的、温暖的、整齐的、破旧的、清新的、快乐
的、绿色的、广阔的）

4.自练。按“（美丽的）黄山”的样子，在下面的括号中填上适当的词
语。

（  ）孩子  （  ）队旗（  ）友谊
（  ）老师  （  ）祖国（  ）工厂
（  ）学校  （  ）公路（  ）家庭
（参考答案依次是：聪明的、鲜红的、深厚的、辛勤的、伟大的、宏伟

的、可爱的、笔直的、美满的）

第二课时

一、教学第五题让学生体会，在句子的叙述中，恰当地加上一些词语，
可以使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

1.审题。这道题的训练要求是：（1）把句子读一读。（2）比一比每组



的两句话有什么不同。（3）用带点的词造句。
2.读一读。自己读，同桌读，体会每组两句话的不同。
3.比一比。说说每组两句话的不同。同桌互说，小组轮说。如第二组第

一句“北斗星绕着北极星转动”，只说出了什么在做什么；而第二句“北斗
星绕着北极星慢慢地转动”，在“转动”这个表示动作的词的前面加上了“慢
慢地”，就能让人们知道北斗星是“怎样”绕着北极星转动的。因此，就比
第一句更具体、更形象、更生动。

4.造句。用“不停地”、“慢慢地”造句，先动脑想，再动口说，最后
动笔写。（例句：雨不停地下着，汽车慢慢地开过来。）

二、练习读对话，注意读出语气。
1.审题。题目要求，练习读对话：①要用口语读，就像两个人面对面地

在说话；②要按标点符号读出句间停顿，读出适当的语气来。
2.自练。自己练读全文，读熟，达到正确、流利、有感情，读出停顿和

语气。
3.同桌互读。分角色朗读，交换角色读。
4.集体练读。男女互读，分组互读。
5.指名分角色读。

第三课时（说话训练）

一、看图调整句序并读一读。
1.审题。①要把 5句排列错乱的句子调整成一段通顺的话，读一读；②

要用自己的话把图意说一说。
2.看一看。先看图，图的题目是《看日出》，老师领同学们正在大海岸

边看日出。
3、调一调。先读通每句话，理解每句话的意思。然后根据图意，将 5

句话按“开头，开始⋯⋯接着⋯⋯一转眼⋯⋯结束”的顺序调整成序号依次
为 1、5、3、2、4。

4.读一读。按 1、2、3、4、5的顺序读一读，要读熟，读得流利、正确、
有感情。

二、说一说。
再仔细看图，按调整的 5句话的顺序，用自己的话把图意说一说。可用

上“大清早、开始、接着、一转眼、欢呼、海边、海水、海岛、海鸥、天空⋯⋯”
展开丰富的想象。可用轻声自说、同桌互说、小组轮说、全班选说的多种形
式进行说的训练。

（辽宁  李同昌）



第六单元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是由两篇讲读课文《不懂就要问》、《我的爸爸》，一篇阅读课
文《快乐的节日》，一则说话·写话和一个基础训练组成。本单元中的三篇
课文思想性强，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材料。如何才能寓思想教育于语
言文字的训练之中呢？这是进行本单元教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教学
中，教师要把让学生在知识学习和能力训练中接受思想教育作为本单元的训
练重点。

《不懂就要问》是一篇讲读课文，讲的是孙中山小时候在私塾里读书，
为了弄懂书里的意思，大胆地向先生提出问题的事。课文赞扬了孙中山认真
读书、不懂就要问的好学精神。

教学本课，可先对孙中山先生作简单介绍，激发学生的学习愿望。然后
围绕本课的中心句“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设计问题，（例：私塾先生怎
样教书？学生怎样念书？孙中山对先生只让背不给讲的做法是怎么想的？孙
中山向先生提问后，同学们为什么吓呆了？先生开始怎样对待孙中山？后来
怎么样？有个同学问孙中山时，孙中山是怎么说的？这说明了什么？）启发
学生通过抓重点词语的理解来掌握文章的内涵，让学生不仅知道在自己的学
习中要做到不懂就要问，还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另外，朗读训练在本课教
学中也是不可忽略的。

《我的爸爸》也是一篇讲读课文，讲的是李大钊同志的女儿李星华回忆
小时候爸爸教育自己认真学习并给自己讲革命道理的事。李大钊对女儿的教
育，对当代儿童也同样适合。讲读前，可简介李大钊是什么人，他是什么时
候牺牲的，怎么牺牲的，便于学生理解当时的情况。讲读时，首先让学生默
读课文，说说课文写了几件事，哪几段是写第一件事，哪几段是写第二件事，
然后分块进行讲读。讲读后，播放歌曲《国际歌》，讲解歌词大意，帮助学
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快乐的节日》是一篇阅读课文，根据“新大纲”调整意见改为课外阅
读课文。课文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以优美流畅的语言，抒发了少年儿童
欢度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时的欢快、自豪的心情；说明新中
国少年儿童在祖国的亲切关怀下，生活美好、幸福；表达了少年儿童从小立
志成材，长大建设祖国的崇高理想。这首诗歌语句优美，感情强烈，节奏感
强，适合训练朗读。教师在辅导时要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朗读
找出表达“我们”快乐心情的句子；通过朗读激发学生从小立志成材，长大
建设祖国的情感，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江西  戴芳）



15 不懂就要问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 11 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并继续复习和巩固看拼

音写句子的能力。
2.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孙中山小时候刻苦读书、勤学好问的学习精神。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孙中山思考的问题和他回答同学的那两句话，学习他勤学好问的精

神。
理解课文最后一段中孙中山说的一句话：“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
教学思路：
首先让学生认识孙中山，向学生简单介绍孙中山的生平事迹，使学生对

孙中山有个初步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的愿望。然后让学生初读课
文，使学生对课文大致有个初步的印象，再抓重点语句逐段讲解，来理解课
文内容，体会孙中山“不懂就要问”的认真学习的精神。最后通过总结朗读，
加强对课文内容的整体认识，并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你从孙中山勤学好问的
故事中受到了什么教育？从而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也能养成“不懂就要
问”的好习惯。

教学时要注意把识字教学融于讲读教学之中，做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识字学词。而且生字的教学也应有所侧重。

教学用具：
孙中山的照片挂图一张、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三课时。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前谈话，导入新课。
1.同学们，你们知道孙中山是谁吗？（出示孙中山的大幅照片挂图）
教师简介孙中山的生平事迹。
2.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二、揭示课题，初读课文。
（板书课题）
1.出示字卡“懂（dōng）”，认识“懂”字，再齐读课题。
2.读题后，你们想知道些什么？（谁不懂向谁询问？问明白了吗？）
3.下面，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问题自由轻声读课文，要求：
（1）用“1 2 3⋯⋯”标出自然段的序号。
（2）画出生字新词，然后借助拼音反复读几遍。
三、检查初读情况。
1.指名回答：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2.逐段指名朗读，要求读准字音，启发学生评议、订正。
3.教师范读课文。要求：注意听生字的读音，同时看清字形。
四、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



指名朗读第一自然段，思考：
1.孙中山小时候在哪里读书？（私塾）
2.教师简介“私塾”：是旧时私人设立的教学处所。一般只有一个教师，

采用个别教学的方法，没有一定的教材和学习年限。
3.那时候的私塾是怎样上课的呢？画出有关词语。［根据学生的回答板

书：念——熟读——背诵（不讲）］出示字卡，认识“诵”字。
4.现在学校的老师是怎样上课的？
5.讨论：你认为是现在的学习方法好还是过去那种“只背不讲”的做法

好？为什么？
6.过渡：孙中山对私塾这种只管会背，从来不讲书里意思的做法是怎样

对待的呢？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

第二课时

一、复习上节课的学习内容。
1.全班齐读第一自然段，理清私塾上课的情形。
2.导语过渡。
孙中山是怎样对待私塾这种只背不讲的做法的呢？我们继续学习课文。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
1.指名读，思考：孙中山每天到私塾以后是怎样学习的？有哪些词语能

表现他学习的情景。
2.出示字卡，认识“照”、“例”两个生字。
3.“照例”是什么意思？（按照平常的做法，课文指每天都是这样。）

“流利”一词说明了什么？（说明孙中山学习非常用心，是个勤奋学习的孩
子。）

4.先生听后，有什么反应？这又说明了什么？表现“先生”动作的词语
有哪些？

5.小结：孙中山每次都是认真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读书认真，功
课完成得很好，老师也相当满意。接着，先生又开始教课了，先生是怎样教
课的呢？画出有关句子。

6.认识“圈”、“段”两个生字。
7.结合上堂课所讲的板书内容帮助建立“前后照应”的知识概念。
上堂课我们通过学习第一自然段，知道了私塾上课的情形，这一自然段

中哪句话又提到了这一内容？（这就叫做“前后照应”。）
8.孙中山为什么壮着胆子向先生提问？当时他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做

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孙中山不满足于只能够流利地背诵，要求进一步
理解课文内容。）

9.指导朗读。读孙中山的话时要读出那种渴求知识而又紧张不安的心
情。

10.过渡：当孙中山壮着胆子向先生提出请求时，同学们表现得怎么样？
请看课文第三自然段。

三、学习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本段。
2.看书中插图，注意图中同学们的眼神、表情，体会同学们一个个吓呆



了的样子。
3.出示字卡，认识“呆”字。
4.孙中山大胆地向先生提问，同学们一个个都吓呆了，课堂里霎时变得

鸦雀无声。这里的“霎时”是什么意思？（指时间很短）“鸦雀无声”是什
么意思？（形容没有声音，十分安静。）

5.过渡：先生又是怎样对待孙中山的呢？
四、学习四—七自然段。
1.带着过渡语中提出的问题默读四—七自然段，并画出有关的词语和句

子。
2.指名回答：当孙中山勇敢地向先生提出问题时，开始先生是什么样的

态度？
（1）“戒尺”是干什么用的？（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时所用的

板子，用来打学生的手心。）
（2）出示字卡，认识“厉”字，“厉声”是什么意思？（指声音严肃而

厉害）
（3）小结：当孙中山壮着胆子向先生提出问题时，同学们一个个都吓呆

了，先生也发怒了，说明在那个时候向先生提出这样的请求是要准备挨打的。
但孙中山仍然大胆地向先生提问，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待学习多么认真，在
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宁愿挨打，也要弄清。这是多么的不简单呀！

3.先生的态度改变了吗？先生为什么会改变态度呢？画出有关语句。
归纳：通过孙中山“会背了”、“一字不漏地”背诵，说明正因为孙中

山确实已经完成了先生留的功课，他渴望进一步理解所背的文章内容，而不
是在课堂上无理取闹，所以先生才改变了态度，破例给孙中山讲解书中的内
容。

4.指导朗读。
五、学习最后两个自然段。
1.过渡语：孙中山不满足于学习现状，勇敢地向先生提出请求时，使全

班同学都吓呆了，同学们为什么会吓呆了呢？（害怕先生的戒尺打自己的掌
心）

2.难道孙中山就不怕挨打吗？孙中山是怎样说的？3.齐读孙中山的答
话。

4.理解句子：
（1）“学问”是什么意思？（知识）
（2）怎样才能求得真正的学问？（要学习就要学懂，不懂就该问个明

白。）
（3）孙中山为什么能做到“不懂就问”？（是为了弄清道理，求得真正

有用的学问。）
六、总结课文。
1.齐读课文，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孙中山小时候勤学好问？他为什么要

这样做？
2.联系实际，讨论。
从孙中山勤学好问的故事中，你受到了什么教育？

第三课时



一、指名朗读全文，用自己的话说说孙中山小时候是怎样勤学好问的。
二、课后第二题作业，指名读题中的 8个词语，再齐读，然后抄写下来。
三、课后第三题作业。
1.先默读思考。用直呼的方法熟练读出题中的两句话。
2.在熟读直呼的基础上，用汉字把句子写出来。
3.集体订正，再齐读。
四、指导分析字形，记忆字形。
1.形声字识记：懂、诵、例。
2.对比识记：圈—园 保—呆 段—设 厉—历
3.在分析字形时，尽可能让学生说出各自独立的识记方法。
五、指导书写。
1.重点指导“段”、“圈”、“懂”的结构安排。
2.突出“圈”字中的“卷”，要与“券”区别开。

懂：左右结构，右上是“艹”，右下是“重”。
六、作业：
每个生字写两遍，再组一个词，当堂完成。
附：板书

15 不懂就要问

跟念—熟读—背诵（不讲）

↓

一点儿也不懂

↓

壮着胆子问

学问学问，

不懂就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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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的爸爸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的 8个生字以及由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理解词义，能用“痛

快”造句。
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李大钊同志是怎样教育孩子的，认真体会他说的

话的意思。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李大钊教育孩子的两次谈话所表达的意思。
教学思路：
“释题导入→整体感知→精读理解→总结练习→课外延伸”是本课教学

的主体构想，即教师的教路。教学中，教师要注意设计一系列富于启发性和
思考性的问题指导学生通过读、画、思、议、写等方式，结合观察插图，理
解文中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所表达的意思，体会其思想内涵，从而达到
理解课文内容的目的。同时，注意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如：理解词语的
能力；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遣词造句的能力；以文悟道的能力等。既
认认真真地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又扎扎实实地进行语文基本功的训练。使知
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统一，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释题，导入新课。
1.揭示课题并齐读。
2.释题：“我的爸爸”指的是谁？“我”指的又是谁呢？
3.出示李大钊的有关图片，简介其生平：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领导人之一。1927 年 4 月 6 日，被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 28 日惨
遭杀害。就义时年仅 38 岁。“我”指的是李大钊同志的女儿李星华，课文写
的是她回忆小时候爸爸教育自己认真学习并给自己讲革命道理的故事。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按要求自学。
（1）借助汉语拼音，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2）用序号标出自然段。
（3）不理解的词语作上记号。
2.按上述要求，检查自学效果。
（1）抽读生字卡片，注意纠正字音。
（2）指名读课文，每人各读一自然段。
（3）提出不理解的词语，通过查字典或讨论弄懂意思，部分词义留待精

读课文时结合上下文理解。
三、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名读，思考：这一段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2.“离开”是什么意思？作者为什么不说“死”呢？（“离开”指李大

钊同志牺牲。这里不直接说“死”，而用“离开”，是出于对长辈敬爱的心
情。）

3.“我们”指的是谁？（指的是包括我们每个同学在内的大家。因为李
大钊同志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4.齐读后小结。

这段写作者永远不会忘记爸爸的教育。
5.设疑激趣：
（1）爸爸对“我”都进行了什么教育？
（2）为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教育”？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四、作业。
熟读课文，思考课后思考题 1。

第二课时

一、复习检查。
1.认读生字，纠正读音。
2.指名读第一自然段。
3.重提上节课设置的问题，导入新课学习：
（1）爸爸对“我”都进行了什么教育？作者写了几件事呢？
（2）默读课文，找一找哪几段是写第一件事，哪几段是写第二件事的？
二、继续精读课文。
学习第二至四自然段。
1.默读第二自然段，画出爸爸说的话。
（1）理解“三心二意”、“踏实”、“痛快”的意思。（2）根据自己

的理解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3）指导朗读，启发学生想象爸爸说话时的
心情和神态。读出长辈对晚辈讲道理而又疼爱的语气。

2.指名读三～四自然段，思考：作者具体写了一件什么事？
3.引导理解。
（1）作者开始为什么有几个字写得东倒西歪？（先结合课文内容具体

说，后用“三心二意”加以概括。）
（2）从哪些词句可以看出她写大字时是“三心二意”的？
（3）体会“热辣辣”一词表现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4）从哪几句话里知道作者按爸爸的要求，学习不再“三心二意”了？

（先结合课文内容具体说，后用“踏实”加以概括。）
（5）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他们玩雪时玩得很痛快？齐读第四自然段最后

两句话，体会大家愉悦、欢快的心情。
4.理解课文内容后，再读爸爸第一次说的话，进一步体会其深刻含义。
5.小结：
这段写爸爸教育“我”认真学习的事。
学习第五至六自然段：
1.观察插图，思考：图上画的都有谁？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表情是怎

样的？
2.默读课文，思考：爸爸为什么要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从图中人



物的表情和书中有关的语句两方面去理解）
（1）爸爸为什么“听我们唱完了，眉头一皱”？
（2）画出爸爸说的话，讨论交流：
①爸爸说的第一句话，哪是歌词里唱的，哪是爸爸的话，这句话是什么

意思？（分清歌词和爸爸的话，体会反问句的作用。）
②爸爸说的第二句话，有几层意思，用自己的话说说这几层意思。（明

白这句话不仅具体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表现出爸爸对黑暗的
旧社会的憎恨和不满。）

（3）指导读好一个反问句和一个感叹句，读出激愤的语气。
3.齐读最后一句，“低沉”是什么意思？爸爸为什么要“用低沉的声音

教我们唱《国际歌》”？（一是指唱歌的声音很低，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者
不许唱《国际歌》；二是因为《国际歌》的曲调深沉有力；三是反映李大钊
当时由于愤怒而心情沉重。）

4.小结。
这段写爸爸教我们唱《国际歌》的情景。
三、总结全文。
爸爸对我都进行了什么教育，为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教育？（根

据板书和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加以概括总结）
四、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一、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1.分男、女同学朗读课文。
2.指名分角色朗读课文。（注意文中李大钊说的话，读出不同的语气，

以表达出其不同的思想感情。）3.引导学生评议朗读情况。
二、指导写字。
1.出示生字，进行扩词练习。
2.识记字形，说说记字方法。
3.难点字指导。
“踏、痛、眉、谎”，注意笔画和笔顺，进行书空练习后写在练习簿中。

4.完成课后作业第 3题。
（1）读读两句话，做到准确、流利。
（2）抄写两句话，要求正确、工整。
（3）提出带点的词“痛快”，说说它的意思，再练习造句要求句子完整、

准确。
三、课外延伸。
1.收听歌曲《国际歌》。
2.讲解歌词大意，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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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汤京玲）



17*快乐的节日

教学目的要求：
1.借助汉语拼音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认识到少年儿童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生

活无比幸福，无比快乐，激发学生树立从小奋发向上，长大以后建设祖国的
远大理想。

教学重点难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思路：
这是一篇阅读课文，根据“新大纲”调整意见已改为课外阅读课文。这

篇课文所表现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十分贴近，因此，教师辅导教学时要充分
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读通、读懂课文。

首先，可让学生借助拼音，读通课文，要求音准、句畅、读出句间停顿，
弄懂课文每小节主要讲了什么内容；然后，让学生带着课文后面的问题，再
读课文，画出有关词句，用自己的话回答；最后，借助课文录音和图片再现
课文内容，激发学生情绪，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课文中运用了比喻、象征、拟人等多种修辞方法来表达少年儿童的欢快
心情和宏伟志愿，可通过有感情地朗读加以体会。教学中不要出现上述名词
术语。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仅供参考）：

第一课时

一、揭题激趣。
1.板书：快乐的节日。
2.提问：“快乐的节日”指的是什么节日？你们是怎么过“六一”儿童

节的？当时的心情怎样？
3.放《快乐的节日》录音磁带（声音偏小），让学生说说自己过节的愉

快心情。
4.告诉学生：管桦叔叔写了一首歌最能表达同学们过“六一”的愉快，

你们想不想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17*快乐的节日。（板书题号 17*）
二、复习学法。
大家看课题，这是一篇什么课文？像这样的课文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1.借助拼音，读通课文
2.根据提示，读懂课文。
3.体会感情，朗读课文。
今天，我们还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学习这篇课文。
三、初读课文。
1.借助汉语拼音自读课文，做到音准、句畅、会停顿。
2.用序号标明全文有几小节。（诗歌的小节以空行为标志，本诗由于排

版的缘故，容易使学生产生错觉，教师应注意指导。）



3.指名分节朗读课文，教师要注意正音，指导停顿。
四、分节阅读。
1.第一小节。
（1）指名朗读。
（2）议论交流。
①这一节主要讲了什么？（说出大意即可）板书：幸福
②小朋友欢度自己节日时的心情如何？
③哪些句子讲了“我们”的快乐心情呢？
（3）图文结合，想象一下“我们”过节的欢乐。
（4）有感情地朗读。
①指导：这节诗表达了少年儿童欢快的心情，因此要用一种欢快的心情，

轻松活泼的语调来读。
②示范。
③试读。（按老师的要求自由地练习朗读）
④汇报朗读、评议。
2.第二小节。
（1）齐读本节诗文。
（2）讨论。
①花儿真的会点头吗？小溪真的会欢快地流淌吗？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

呢？
②为什么说有了我们世界就更美丽、就充满希望？
③这一小节主要讲了什么？板书：自豪
④这一小节中哪些词语表现了少年儿童的快乐？
（3）指导朗读。
①指明重音，反复朗读。
②示范定调，帮助提高。
五、小结设疑。
一、二小节告诉我们：少年儿童生活得幸福。也告诉我们：未来的世界

靠我们去建设。那么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长大以后又应该怎么去
做呢？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第二课时

一、复习。
读一、二小节，要读出少年儿童快乐、幸福、自豪的情感。二、学习第

三小节。
1.自由轻声读课文，思考：这一小节共有几句话，每句话讲了什么？
2.讨论：
（1）“等身上的羽毛长得丰满”是指什么？
（2）“勇敢地向天空飞翔”，天空指什么？飞翔又是什么意思？
（3）“飞向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意思？
3.说一说，你们有什么理想？
4.指导朗读，要注意把积蓄在学生心中对祖国的爱诱发出来，感情要奔

放要强烈。



三、学习第四小节。
1.读一读，画一画表现少年儿童欢快心情的句子。
2.议一议：“快乐时光”指什么？
3.小结：这一节进一步抒发了我们欢度节日的心情，把诗歌再一次推向

高潮，朗读时语调进一步向上扬。
四、总结。
1.读全诗，要注意感情的表达，长句的停顿和逻辑重音。
2.看板书说说本诗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3.说说祖国培养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
4.放《快乐的节日》歌曲录音带，学生随录音带同声歌唱。
五、作业。
学唱《快乐的节日》
附：板书

17*快乐的节日

第三课时

说话·写话
今年“六一”儿童节你是怎么过的？参加了哪些活动？把你参加的一项

活动说一说，再写成一段话。
一、启发谈话。
《快乐的节日》一文的作者用诗歌的形式再现了少年儿童欢度节日的快

乐心情，表现了祖国的美好，少年儿童的生活幸福及远大的理想抱负。你们
的“六一”儿童节是怎样度过的呢？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参加的活动以及当时
的快乐心情说给大家听，写给大家看呢？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完成这两项
任务。

二、明确说写要求。
1.读题、思考：题目共有几句话，每句话说了什么？
2.明示要求：
（1）说“六一”儿童节参加的活动，重点是说自己参加的一项活动。
（2）按照顺序把活动过程说清楚，内容要具体。三、提示指要。
说话时，首先交待你和谁在哪儿欢度“六一”；然后说一说你参加了哪

些活动；最后说一说你是怎么参加某项活动的，心情如何。
四、练习说话。
按题目要求及老师提示先各自在下面练说；然后指名交流（好、差各一），

引导学生对他们说的内容进行评议；最后自行修改，同桌练说。
五、写话练习。
1.内容：把你说的写下来，要做到言之有序，语句完整、连贯，意思清

楚明白。



2.格式：一段话的开头要空两格，标点符号要占格。
3.自己写话。
4.交流评议。
事先让两名同学写在玻璃上，幻灯映出，从内容与格式两方面进行评议。
5.修改，誊清。



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复习汉语拼音，能直呼音节，写出汉字，并比较不同的韵母。
2.写出带有指定部首的字，认识相关的构字规律，培养识字能力。
3.辨析形近字，比较字音和字义，提高运用汉字的技能。4.培养学生恰

当运用词语的能力，丰富学生的词汇。
5.阅读短文，回答问题，培养初步的阅读能力，同时向学生进行思想教

育。
6.继续学写留言条。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读音节，看看每组韵母有什么不同，再写汉字。
1.指名读题，看看题目要我们做些什么。（读、看、写）
2.出示音节，直呼。
3.比一比每组两个音节的韵母有什么不同？
（1）上面四组，声母相同，韵母不同。
（2）下面四组，声母不同，韵母也不相同。（第四组除外：声母不同，

韵母不同）
4.程度较高的班级可告诉学生：
（1）ui、un、iu 自成音节时应还原成：wei、wen、you。（2）j、q、x

与 üe 相拼应写成 jue、que、xue。
5.看音节写汉字。
二、写出带有下面偏旁的字。
1.齐读题目，说说要求。
2.指名认读部首并说说带有该部首的字一般与什么有关。
3.写出带有下面偏旁的字 3～5个。（最好写本册学过的）请两人演板，

其他同学在下面做。
4.集体评议，自己修改。
三、读读比比，再组成词语。
1.读题，思考：这一题要我们做什么？在题目的有关词语上加“.”。（读、

比、组词）
2.分四人小组认读、讨论：每组中的两个字在音、形、义上有何异同？

可用什么方法加以区别？如何组词？
3.汇报各组自学情况，集体评议，老师相机指导。
4.各自在书上独立完成。

第二课时

一、下面的词怎样搭配合适？用线连起来，再写在后面。



1.指名读题目，看看题目要我们做些什么。（想、连、写）
2.读词、找规律：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
3.析例：“闭一眼睛”表示做什么。
4.每组中单音节的词应和后面哪个双音节的词连在一起，自己试着连一

连。
5.汇报、评议，抄写在后面。
二、读句子，把带点的词换成意思相近的词，写在括号里。
1.读题，看看题目有什么要求。（读、换、写）
2.举例，介绍做此项练习的方法。
（1）读句子，看看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2）想想带点的词是什么意思，可以用什么词来代替，想好后写在括号

里。
（3）写完之后把句子读一读，看看是否合适。3.师生共同完成 1、3；2

由学生独立完成，老师检查。
三、读一读，回答问题。
1.自己自由地反复地朗读，思考：这篇短文讲的是什么内容？
2.带着文后两个问题边读文，边思考。
3.讨论文后问题。
（1）你的理想是什么？
（2）除了自己努力以外，实现理想还需要什么条件？（引导学生说出：

必须有老师的教育和帮助。）
（3）老师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老师的理想就是帮助学生实现

各自的理想）
4.短文是以对话形式写的，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读出

语气。

第三课时

写话
写留言条
一、引导学生回忆写留言条的内容与格式。

二、默读此次写留言条的内容与要求，用——、~~~~~做相应的记号。
1.留言条的内容：小龙找小岩一起去看孔老师，小岩不在家。小龙让小

岩定个时间，通知他一起去。
2.要求：替小龙写张留言条；按留言条的格式写。
3.口述留言条，老师相机指导。（要引导学生说清楚明白，切忌啰嗦。）
4.写留言条：
（1）请两位同学（一好一差）到黑板上写，其他同学在座位上写。写完

后，同桌互相交流，再共同评议黑板上两位同学写的留言条。



（2）交流、评议的依据。（小黑板挂出）
①格式是否正确。
②留言条的内容是否符合题目要求。
③语言是不是完整、通顺、连贯。
④书写是否整洁、端正。
（3）修改并誊清。
（江西  戴芳）



第七单元

归类识字（三）备课指要

《归类识字（三）》由 4课归类识字和一篇说话·写话组成。
4 课归类识字采用了三种归类方法：第一课是看图归类识字，第二课是

看图数量词归类识字，第三、四课是形声字归类识字。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
点：

一、要充分利用图画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特征。
二、掌握 54 个生字，43 个词语。借助汉语拼音读准字音，通过看图或

联系词语理解词义。通过量词归类识字，除掌握字的音、形、义外还要掌握
量词的用法；通过形声字归类识字，逐步让学生掌握汉字构字规律，提高独
立识字能力。

三、重视写字教学，指导学生写字，不仅要求把字写正确，还要注意指
导笔画、笔顺符合要求，按田字格的范字把字写端正，写匀称。注意培养良
好的写字习惯。

四、通过观察动物说话、写话，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要求
学生按一定顺序说，并写下来。



归类识字（三） 1—4

第 1 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 11 个生字，9个词。要学生注意字形和它表示的事物之间的

联系，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
2.通过学习，让学生认识三种鸟、三种昆虫和三种野兽。初步了解它们

的特征和生活习性。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1.字音：wēn（蚊）cáng（苍）yìng（蝇）  shí（狮）  xǐng（猩）  zh

ū（猪）
2.字形：苍、蝶
教学思路：
激趣（导入新课）——初看图（认识事物）——细看图（学习字词）—

—总结学习方法——教师半扶着学——学生自学。
运用演示法、迁移法。
教学用具：
一幅挂图、音节卡片、生字卡片。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检查。
1.指名认读音节卡：wén  cáng yíng
2.指名认读生字卡：丽、世、文、猎、胡、枪。
3.说出下列偏旁部首的名称。
  鸟    虫
二、启发谈话、导入新课。（激趣）
1.同学们，你们喜欢动物吗？这节课老师和你们一起认识几种动物。大

家要仔细观察这些动物有什么特征，了解它们叫什么名字。
2.板书课题。
三、学生自学课文。
1.要求：看图，读词，想想刚才复习的音节、熟字、部首和这节课要求

学习的生字有什么关系。
2.检查自学效果。指名学生看着挂图，借助汉语拼音读词，初步认识九

种动物。
四、学习字词。（第一、二行）
（一）出示“黄鹂（l0）”（“鹂”的偏旁用红笔写）。
1.指名读字词，并让学生分析“鹂”字的字形（“鹂”字左右结构，左

边是丽字，右边是鸟字旁。）
2.看图想一想，为什么“黄鹂”的“鹂”用鸟字作偏旁？（因为“黄鹂”



是鸟，所以用鸟字作偏旁。）
3.从部首看，黄鹂属于什么类？（鸟类）
4.细看图，黄鹂是什么样的？
提示：（外形）身体黄色，眼部和头部是黑色，嘴淡红色。黄鹂喜欢吃

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喜欢吃卷叶虫。从第 8课知道的。）
教师补充：这是黄鹂的习性，因为吃害虫对树木有益，所以它是益鸟。

黄鹂也叫“黄莺”，它的叫声清脆悦耳，很好听。
5.用“黄鹂”组句说话。
（1）黄鹂吃卷叶虫是益鸟。
（2）黄鹂的叫声很好听。
小结：我们学习“鹂”这个字时，先读准字音，分析字形，再细看图观

察黄鹂的外形，了解它的习性，最后用词说话。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学习下面
的生字和词。

（二）教师半扶着学习“喜鹊、海鸥”（生字偏旁用红笔写）。
1.鹊（qué）喜鹊。
字形：“鹊”左右结构，鸟字旁。左边是“昔”，“猎”字去掉反犬旁。
提示：（外形）嘴尖尾长，身体大部分是黑褐色，肩和腹部为白色。（习

性）吃长满毒刺的松毛虫，叫声喳喳很好听。用“喜鹊”说话。
（1）小小喜鹊，尾巴长。
（2）奶奶说，喜鹊是吉祥鸟。
2.鸥（ǒu）海鸥

告诉学生“区”是一个字，读（qu），姓“区”的“区”。
提示：海鸥大部分羽毛是白色，翅尖长。海鸥是水鸟，善飞，能游泳，

生活在海边，捕食鱼、虾。
用“海鸥”说话。
（1）海鸥生活在海边。
（2）在大海的上空有几只海鸥在飞翔。
3.启发谈话：“鹊”和“鸥”有什么特点？（它们的部首是鸟字旁，同

属于鸟类。）
（三）自学第二行字词。
1.学生在自学生字的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
2.分组汇报自学情况，教师从中调节指导：难读的音，不易理解的字，

难以掌握的字形。
（1）蝴（hú）：蝴蝶。部首是虫字，属于昆虫类。蝴是形声字。形旁是

虫字表义，声旁是胡表音。
（2）蝶（dié）：蝴蝶。“蝶”左右结构，左边是虫字旁，右边由世和

木组成，共 15 画，第 8画是竖。
提示：蝴蝶的幼虫吃农作物，破坏庄稼的生长。
（3）蚊（wén）：蚊子，是形声字。部首是虫字，属于昆虫类。
（4）苍（cáng）：平舌音，上下结构，草字头，下边是“枪”字去掉木

字旁。写字时注意第六画是横折钩“𠃌”。组词：苍蝇、苍白、苍老、苍苍。
（5）蝇（yíng）：整体认读音节，后鼻音。读二声，在苍蝇一词中读轻



声。
3.讨论总结。
蝴蝶、蚊子、苍蝇归什么类？（昆虫类）
提示：昆虫的特点是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部有触角、眼、口，

胸部有三对足，翅膀两对或一对，也有没翅膀的。
（2）根据昆虫的特点观察图上的蝴蝶、蚊子、苍蝇的外形。根据生活经

验说说它们的习性。
（3）从习性可以看出它们不仅是昆虫类而且还是什么？（害虫）
（4）你还知道哪些动物属于昆虫类？（蜜蜂、蚂蚁等）（四）指导写字。
1.看课后田字格里的生字，这节课学习的 8 个生字中哪个字是上下结

构？哪些字是左右结构？哪个字是左中右结构？哪几个字在结构上左右基本
相等？哪几个字左窄右宽？重点指导“鹂、蝴、苍”三个字。

教师在田字格里边板书边讲解笔画、笔顺、结构特点，领写字头，学生
仿照板书在田字格上书写。

五、复习巩固。
1.“开火车”过生字卡。
2.“苍”字的第六笔是什么？“蝶”字共有多少画，部首是什么，右半

部分由什么字和什么字组成？
3.句子练习。
（1）（  ）的叫声最好听。
（2）（  ）、（  ）和（  ）是害虫。
（3）我知道（  ）都属于昆虫类。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 指名认读音节卡片：Shí xǐng zhū

2.指名认读生字卡片：师星都
3.说出下列部首名称：犭
二、学习字词。（第三行）
这节课我们继续用上节课的学习方法学习课文中第三行的词语：狮子、

猩猩、野猪。读短文。要求读准字音，不丢字不添字。
1.学生自学课文。
2.学生交流自学情况。
提示：雄狮体魄雄壮，头大脸阔，从头到颈有鬣。雌狮体较小，头颈无

鬣，毛是黄褐色或暗褐色，尾尖有毛丛。喜欢夜晚活动。
猩猩全身毛赤褐色，前肢特长，头尖，嘴突出，能直立着走，但姿态拙

笨，须用前肢帮助。
野猪外形像家猪，凶猛。
3.讨论总结。
（1）狮、猩、猪三个字在读字音时注意什么？［狮（shí）翘舌音；猩

（xíng）后鼻音；猪（zhū）翘舌音。狮和猩是形声字。］
（2）“狮、猩、猪”三个字是什么结构？部首是什么？归什么类？（左

右结构，反犬旁，归兽类。）



（3）你知道哪些动物也可以归兽类？（狼、老虎等）
三、读短文。
1.指名读短文。要求读准字音，不丢字不添字。
2.再读短文。文中提出哪三个问题？
3.结合看图回答短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
4.指导朗读句子。总结：在归类识字（三）1里，我们学会了11 个生字，

认识了 9种动物，了解了它们的特性。我们知道了动物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们可以使自然界变得丰富多彩，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所以
我们要爱护动物，消灭害虫，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四、指导写字。
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反犬旁的第二画弯度不要太大；②三个字在田字格

中的比例位置都是左窄右宽；③写字时先读词，再从词里提出生字来写。
五、完成课后 1、2两题。

说话写话

教学目的要求：
通过引导学生按一定顺序观察小动物，用几句话写出它的样子和惹人喜

爱的地方，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引导学生按一定顺序仔细观察动物的样子。
教学思路：
观察——思维——口说——书写。
教学用具：
投影仪，写有短文的图片和画有黄鹂的图片。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教师导言。
同学们，你们喜欢小动物吗？在你熟悉的小动物里，你最喜欢哪种小动

物？把它的样子说出来让大家听一听。（指名口述后，教师继续导言）要想
把小动物的样子说清楚，让大家喜欢，必须掌握说话的方法。这节说话、写
话课，我们要写你喜欢的一种小动物。看谁观察得仔细，说得清楚。

二、明确要求。
1.指名学生读题目要求。
2.有几句话，每句话说了什么？（两句话。①要仔细观察一种小动物的

样子和惹人喜爱的地方。②要先说后写。）
3.提示。
（1）要想象自己要写的动物，体态、毛色、鸣叫、吃食等方面有什么特

点。
（2）要先仔细观察，然后认真想一想，想好后一句一句说清楚。
三、分步指导。
（一）用投影仪出示画有黄鹂的图片。
1.教师指导看图。



（1）这是一种什么动物？
（2）仔细看它的样子，按一定顺序来看：先看它全身羽毛是什么颜色的？

眼睛周围和头后边是什么颜色？再看眼睛、嘴各是什么样的？什么颜色？
（3）再想一想，上节课老师向大家介绍黄鹂的叫声怎样？喜欢吃什么？

是一种什么鸟？你认为黄鹂最惹人喜爱的地方是什么？（4）小结。刚才我们
从整体到部分的顺序观察了黄鹂的样子和惹人喜爱的地方，说了它的叫声和
喜欢吃什么。在观察其他动物时也要有一定的顺序。我们再来看一篇短文，
小作者是怎样观察这种小动物的。

（二）用投影仪出示写有短文的图片。见《教师用书》P.122。
1.指名学生读短文。
2.有几句话，每句话写了什么？
3.这些小鸡什么地方最惹人喜爱？
4.这篇小短文是按怎样的顺序写的？
5.板书：

小鸡

（整体）：身上长着黄毛

（部分）：嘴、眼睛、腿

惹人喜爱的地方：眼睛、跑的样子。









6.小结：这些小鸡写得很可爱，就是因为小作者仔细观察，认真想，想
好再说的结果。

三、写作练习。
选出你喜欢的小动物按要求写出它的样子和惹人喜爱的地方。

第 2 课

教学目的要求：
1.借助汉语拼音、图画和汉字部件学会本课 13 个生字、10 个词语。培

养学生的识字能力。
2.初步懂得什么叫数量词，在使用数量词时要注意什么。
教学重点难点：
1.字音：lún（轮）  shū（束）jíng（镜）  fén（份）  zhǐ（纸）  chuán

（串）
2.字形：葡萄
3.数量词与词语的搭配。
教学思路：
复习——自学——短文——字词——练习比较法、迁移法。
教学用具：
图片、词语卡片、音节卡、生字卡、部首卡片。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复习。
1.指名认读生字卡片。lún shū jíng
2.说出下列部首名称。车、阝、巾、金、衤二、揭示课题。
今天我们学习归类识字
（三）第 2课。这一课是量词归类识字。什么叫量词呢，我们来学习课

文。
三、学习课文。
（一）自学课文。
1.看图读词语读短文。要求：读准字音，不丢字不添字，注意“一”的

变调。
2.检查自学效果。指名学生读词语和短文。
（二）学习短文。
1.读短文，想一想，短文中哪些词不懂（数词、量词、数量词）？
2.教师解释学生不懂的词。
数词是表示数目的，如 1、2、3⋯⋯；量词是表示事物单位的词；把数

词和量词合起来用就叫数量词。如：“一头大象”这个词语中，“一”是数
词，“头”是量词，“一头”就是数量词。

3.指名读短文。思考后回答：全文有几句话，每句话说了什么？〔两句
话。（1）在句子中常会见到数量词；（2）使用数量词时要注意和后面词语
的搭配。〕

（三）学习字词。
1.指名读前 7个词语，指出词语中的数量词（一轮、一部、一幅、一束、

一台、一面、一床）。
2.指名学习第一组。
（1）看图上画着什么？
（2）读词语。“一轮明月”（生字偏旁用红笔写）。
（3）指名学生读字音，分析字形并组词。
轮（lún）：前鼻音。左右结构，左边是车字旁，右上面是“人”，右下

面是“北京”的“北”的右边。组词：车轮，轮子，轮流。
（4）细看图。
①图上的月亮是什么样的？给人的感觉怎样？这是什么时候的月亮？
（月亮圆圆的，很亮，这是十五的月亮。）
②当月亮的形状变成弯的时，能说一轮弯月吗？
（不能。只有当月亮圆圆的像车轮一样时，才能说一轮明月。）
（5）练习。
①口述填空：一（轮）红日。
②为什么这样搭配？（因为红日也是圆圆的，挂在空中。）
（6）小结：在学习“轮”字时，我们采用先看图读词语，再学习生字分

析字形，最后组词的步骤来理解当“轮”字在词语中作量词用时要注意和后
面的词语搭配好。用这样的方法学习下面六组词语。

3.自学其他各组。
（1）提出自学要求。
（2）学生自学，教师巡回指导。
（3）汇报自学情况，教师指导点拨。



①“部”（bù）：一部字典。部是左右结构，左上是“立”，左下是“口”。
组词：部队、部分。

比较：
a.口述填空：一（本）书，一（部）字典。
b.看图理解：为什么同是书籍，却用不同的量词？（字典厚而且大，书

相对的薄一些。）
c.小结。当“部”作量词使用时，用于书籍、影片，还可用于机器、车

辆等。如：一部电影，一部电话，一部汽车。
②幅（fǔ）：一幅油画。左右结构，左边巾字旁，右边“一、口、田”

组成。一幅图画，一幅照片。
③束（shū）：翘舌音。一束鲜花。独体字，7画组成。注意中间是扁口。
比较：
a.口述填空：一（支）鲜花，一（束）鲜花。
b.看图理解：一支鲜花与一束鲜花的区别。
（把几支鲜花捆在一起为一束鲜花）
提示：“束”有捆在一起，系在一起的意思。
④录（lǔ）：一台录像机。“录”的字形：“绿”字去掉绞丝旁就是“录”。

组词：录音机、记录、录用。
练习：一台（机器）、一台（电视机）、一台（戏）。
⑤镜（jíng）：后鼻音。一面镜子。镜的字形：左右结构，金字旁，右

边是“愿意”的“意”去掉“心”字底换上“儿”字。
看图理解镜子的面是扁平的，提示：当“面”字作量词使用时，可用于

扁平的物件搭配。
练习：一面（红旗）、一面（镜子）
⑥被（běi）：一床棉被。字形：左右结构，左边是衣字旁，右边是“皮”

字。组词：被单、毛巾被。
练习：一床（被子）、一床（铺盖）。
（四）指导写字。
1.将所学 7个生字在结构上进行归类。
2.重点指导书写：轮、录。
教师在田字格里边板书边讲解笔画、笔顺、结构特点，领写字头，学生

在田字格里书写。
四、巩固练习。
1.“开火车”过生字卡片。
2.词语搭配。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指名认读音节卡片：zhǐ chuán pū tao



2.说出下列部首名称：亻、木、艹
二、学习后三组字词。
这节课我们继续用上节课学习字词的方法来学习后三组词语。要求读准

字音。
（一）学生边看图边自学词语。
（二）学生汇报交流学习情况。教师点拨，指导。
1.份（fěn）：前鼻音。一份报纸。字形分析：左右结构，左边是单人旁，

右边是“分”字。
（1）口述填空：一（张）报纸、一（份）报纸。
（2）看图理解一张报纸与一份报纸的区别。
（一张报纸只有一张；一份报纸可能是一张也可能是几张。）
（3）提示：“份”作量词使用，一般用于报刊、文件，或搭配成组的东

西。
（4）练习：一份（饭）、一份（礼品）、一份（文件）。
2.纸（zhǐ）：整体认读音节，翘舌音。报纸。字形分析：左右结构，左

边“纟”旁，右边和“低”的右边相似，少一“点”。
3.杯（béi）：一杯牛奶。左右结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不”字。

组词：水杯、杯子、酒杯。
提示：凡是装在杯子里的都可以用杯作量词。
口述练习：一杯（水）、一杯（酒）。
4.串（chuán）：翘舌音。一串葡萄。字形，独体字。（1）口述填空：

一（串）葡萄、一（颗）葡萄。（2）看图比较理解：一串葡萄和一颗葡萄有
什么不同？

5.葡（pū）萄（tao）：注意读轻声（萄）。比较字形的相同点：都

里边是“窑”字的下边“缶”。
（三）指导写字。
要注意以下几点：（1）当“金”“木”字作偏旁时与其独体字的不同

重点指导“葡、萄”两字。
教师在田字格里边板书边讲解笔画、笔顺、结构特点，领写字头，学生

仿照板书在田字格中写。
三、练习。
1.把下面字的偏旁写出来。
轮（  ）部（  ）镜（  ）
2.下面的字去掉偏旁是什么字，写在括号里。
被（  ）杯（  ）份（  ）
3.完成课后 2、3题。
（内蒙古  庞金香）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包括两篇看图学文和一个基础训练。与现行通用教材比，《黄山
奇石》是新选课文，《雷雨》虽是保留原通用教材六年制第四册的一篇课文，
但在文字和段落上都作了进一步的斟酌、修改，而且由原来的阅读课文改编
为看图学文，其教学要求、基础训练都相应有了较大变化，因此必须有与之
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这一单元的两篇课文从课型上讲，都属看图学文，通过教学，要使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得到同步的培养；从内容上讲，一篇是讲闻名中外的
黄山风景区有无数的奇石、怪石，景色奇异的自然风光；一篇是讲雷雨前、
雷雨中、雷雨后的自然景象，通过学习都能培养学生观察大自然的兴趣，激
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利于对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这两篇课文一定要体现看图学文这一课型的特点。它要求从图入
手，凭借形象鲜明的图画帮助学生学文，体现学习怎样观察和怎样表达互相
联系起来的教学特点。指导学生看图要强调按一定的顺序观察图画，注意特
点，展开合理的想象，培养良好的观察习惯。指导学生学文要结合看图，图
文对照，把词句训练和朗读训练作为训练重点。教学中，要先看图后学文，
边看图边学文，指导学生理解词句，进行朗读训练。

基础训练是对学生加强语音知识和语文能力训练的综合练习形式。教学
时，既要按照基础训练的安排进行教学，又要尽可能地联系已学的知识，达
到复习巩固的目的，使学生各项能力有所提高。因此，对每道题都要仔细揣
摩设计意图，弄清训练目的，做到题题落实，训练到位。

由于义务教材不再单编说话课本而将阅读说话合二为一，因此在基础训
练中加强了说话写话的训练。本单元基础训练安排了一次说话写话的练习。
形式是把排列错乱的图排列好，再看图说话写话，目的是训练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及看图说话、写话的能力。

教学时可分四步进行，第一步总体上看图，即把五幅图看明白，大致了
解图意；第二步，排列好顺序；第三步，指导说话；第四步，指导写话和朗
读。指导说话时，应尽量启发学生把图上内容说具体、说清楚。写话不必要
求过高，每幅图写一、两句，连起来成为意思清楚、语句通顺的一段话就可
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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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12 个生字和由这些字组成的词语及由熟字组成的新词。
2.通过看图、学文，体会黄山石的奇妙，激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

情。
3.通过观察图画和理解语言文字，培养观察和想象能力。
4.朗读课文，背诵 3、5两个自然段。
教学重点难点：
充分运用图画，启发学生抓住黄山奇石的特点，展开想象。
通过朗读，加深对一些长句的理解。
教学思路：
教学本课应从指导看图开始，让学生对黄山奇石有个具体的印象。再通

过朗读认识奇石特点。讲解课文，要让学生通过对重点词句的理解，加深对
课文内容的理解。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用具：
黄山奇石的幻灯片，黄山风景录相或图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导语：在我国无数的名山大川中，黄山以她的奇秀赢得人们的赞赏，

尤其黄山的奇石更让游人流连忘返。那么究竟黄山奇石有什么特色让人们如
此喜爱呢？我们今天学习课文《黄山奇石》（板书课题）。希望通过今天的
学习，大家能对我国的秀丽山川更加了解，更加喜爱。

2.观看录相资料或挂图。老师随图讲解。
二、老师范读课文，要求同学们听清生字读音，并能说出课文中一共讲

了黄山几种奇石，其中哪几种是详细讲的。（共讲了 7种奇石，其中“仙桃
石”“猴子观海”“仙人指路”“金鸡叫天都”这 4种奇石是详细讲的。）

让学生看拼音自读课文两遍。
三、学习本课生字词。1.挂小黑板，出示本课 12 个生字。
区 省 秀 尤 其 仙 翻 滚 巨 著 形 状
2.指读。省、著、状三字是翘舌音。
3.字形指导。

状：右边是“犬”。组词为“形状”，意思即样子；“壮”多指人力气
大。二字要注意区别。

著：要和“着”区别。著，音 zhū，组词为“著名”；“着”，音 zhe，
可组词“拿着”。

尤：应与龙字区别。



4.理解词语。
闻名：有名。“闻名中外”，就是在中国和外国都很有名。尤其：表示

更进一步。
秀丽：清秀美丽。
神奇：非常奇妙。
陡峭：山势坡度很大，好像直上直下似的。
翻滚：多指水、云等上下滚动。
四、结合课文理解生字新词。
1.自读课文，加深理解。
2.指读课文，听听学生的理解程度。
五、作业：抄写字词。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新词。
二、讲读课文。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
1.指读第一自然段，看课文写了几句话，告诉了我们哪些内容。（黄山

风景区在什么地方；那里的怪石有趣。）
2.观察第一幅图，说说图上有什么，给你的印象怎么样？如何理解“秀

丽神奇”？
3.“尤其”一词在这里强调了什么？这一句对全文起什么作用？（强调

了怪石的有趣；是全文中心句，对全文起引起下文的作用。）
（二）学习二、三、四、五自然段。
1.分别指读课文，看作者每段都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怪石，作者是怎样向

我们介绍这些怪石的特点的。用笔画出各段中的比喻句。
2.观看第二幅插图，说说形状、环境。说它是“仙桃石”的原因是什么？
3.观看第三幅图。课文中哪几句说猴子的样子？“翻滚的云海”从图上

看到的情景能理解吗？“猴子观海”中的“海”是什么海？
4.自读第四自然段，理解“远远望去”“真像”等词语说明什么。
5.观察第四幅图，说说“金鸡”是怎么形成的。指导朗读这一段。
（三）学习第六自然段。
1.指读课文。说说这一段又告诉我们哪些奇石，省略号说明什么。你能

想象出这些奇石的样子吗？这一段与二、三、四、五段比较有什么不同？
三、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三课时

一、指读课文。
二、说说课文重点写了哪几种奇石，它们都是什么样子的，课文略写了

哪几种奇石？
三、辅导课后 2、3题。（略）
四、指导背诵三、五两段。
1.背诵方法：先读熟，再一句一句地背，背过一句，再背第二句，背过



前二句再背第三句。用这种“滚雪球”的方法，会很顺利地背下来。
2.检查验收，背诵好的，当堂练习默写，鼓励背诵全文。
五、作业：用几句话写一处景物，要写出特点。
附：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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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

仙桃石 像大桃子

猴子观海 蹲在山头望云海

仙人指路 像仙人指前方

金鸡叫天都 伸着脖子啼叫

⋯⋯
















19 雷雨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的 7个生字和由这些字组成的词语及由熟字组成的新词，会

用“挂”造句。2.理解课文内容，知道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象。
3.通过看图和学文，培养观察能力和想象能力。
4.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景象。
知道景象描写是作者观察了事物现象概括成的。
教学思路：
教学本课仍须从观察图画入手，调动学生的记忆表象，先让学生对风、

雷、雨、电产生情境感，再通过反复朗读课文，从语言的音韵中、句子的含
意中去进一步了解雷雨。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同学们谁能说一说下雨好玩儿吗？
谁能说出下雨前天有什么变化吗？下雨时什么样？下过雨之后天什么

样，地什么样？
有时候天阴得很快，电闪雷鸣，大雨下了一阵，天一会儿又出太阳了，

这样的雨就叫雷雨。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雷雨前后，都会出现什么景象。
二、初读课文。
1.老师范读，同学们边看书边想象情景。
2.看书上的两幅图各写的是什么时候的情景。3.自读课文，体会课文所

描写的雷雨前后的景象。
三、字词教学。
蝉：俗名叫什么？这是个什么字？
垂：翘舌音，“睡”字右边。原指东西的一头向下，如垂柳。本课是指

蜘蛛逃走时吊在细丝上的样子。
压：半包围结构，左上厂字旁，里面是个土字加一点。网：韵母是后鼻

音。半包围结构，上包下，同字框里面是两个“乂”。
渐：韵母是前鼻音。左中右结构，字形中间部分车字的第二横要写成提。
挂：吊起，悬在高处。例如：城楼上挂着大红灯笼。本课指彩虹出现在

天空中，好像是挂着的样子。谁能用“挂”造个句子？
彩虹：大雨过后天空中出现的弧形彩带。由外圈至内圈呈红、橙、黄、

绿、蓝、靛、紫七种颜色。出现在和太阳相对的方向。
渐渐：一点一点地，慢慢地。例如：小树渐渐长大了。黑沉沉：“沉沉”，

表示程度很深。“黑沉沉”，在本课指乌云很厚，云层很低，天色很暗。
四、默读课文，按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的顺序给课文分段。



第一段（1—3自然段）：雷雨前的景象。
第二段（4—6自然段）：雷雨中的景象。
第三段（7、8自然段）：雷雨后的景象。
五、课堂作业：抄写字词，并用生字各写一句话。

第二课时

一、复习。
分别用“挂、垂、压”各说一句话。
二、讲读课文。
1.指读 1—3自然段，看作者在雨前观察到哪些现象？（乌云黑沉沉，树

叶不动，蝉不叫；忽然刮起大风；雷声越来越响。）
2.蜘蛛从网上“垂”下来与“掉”下来有什么不同？（垂，顺丝下。掉，

无牵扯地落下。）
3.学生齐读 4—6自然段。看作者在雷雨中写了哪些现象。（雨声：哗哗；

样子：雨越下越大；雷声：渐渐地小了。）
4.第 6 自然段连用两个“渐渐”说明什么？（雨是慢慢变小的，这是符

合事实的，这说明作者是细致观察的。）
5.指读 7、8自然段。看作者是从哪些方面反映雨停了后的景象的？（空

气；太阳；彩虹；蝉叫；蜘蛛；池塘里的水和青蛙叫。）指导同学们边说边
看第二幅图。

6.“天亮起来了”与哪一段的哪句话对应？（“满天乌云黑沉沉地压下
来”）

7.“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与前面哪句话对应？（“树上的叶子一动不
动”）

8.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与“吹”来有什么区别？（“扑”比“吹”
来得迅猛）

三、老师根据板书总结课文主要内容。
四、课后作业：背诵课文。

第三课时

一、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二、背诵检查。
1.老师朗读，学生闭眼默诵。
2.分段检查。（按雷雨前、雷雨中、雷雨后，一部分一部分地检查。）
3.指名试背全文。
三、句子训练。
1.读一读，比较每组两个句子有什么不同。（用幻灯打出课后第二题）
（1）树上的叶子不动，蝉不叫。
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叫。
（2）闪电亮，雷声响，雨下大了。
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雨越下越大了。〔第（1）组第二问中说

“一动不动”，“一声也不叫”比原句的“不动，不叫”更具体，更生动了。



第（2）组第 2句中加上“越⋯⋯越⋯⋯”就写出了闪电、雷声和雨的变化。
老师可鼓励好同学仿说几个类似的句子。〕

2.抄写下面的句子，再用带点的词造句。（用幻灯显示，或用小黑板出
示课后第三题。）

（1）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
（2）雷声渐渐地小了，雨声也渐渐地小了。
（3）一条彩虹挂在天空。
（先让学生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用词造句的准确，再说句，抄句、写

句。）附：板书
19 雷 雨

雷雨前：乌云 大风 闪电 雷声
雷雨中：哗哗 看不清 渐渐小了
雷雨后：空气 太阳 彩虹⋯⋯



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拼音训练，练习查字典，比较形近字并组词，抄写句子。
2.观察多幅图，培养说话·写话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应以字词句训练为主，课后说话·写话训练要注重说。让学生把话一句

一句说完整，说具体。要让学生一幅图一幅图地先说一说，再将整个故事连
起来说成一个故事。

教学思路：
本单元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能力为重点，因此，基础训练中应

抓住四、五题的练习让学生进一步体会语言的具体性。“说话·写话”练习
综合性较强，既要观察仔细，又要把话说得完整。

教学时间：
二课时。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第一题。
1.指读儿歌。
2.让学生填出汉字。
3.情境朗读。要求读出活泼感。
4.鼓励学生背诵。
二、教学第二题。（只分析部首，不指导查字典）
1.引导学生认识并熟练掌握带不同部首的字，然后找出部首。
2.指导。

秀：上下结构，部首“禾”。
三、教学第三题。
1.分析每组字音、形、义的异同。
2.组词。
参考答案：

大家 关闭 尤其 压倒
猎犬 清闲 龙头 村庄
文化 方法 尾巴 加号
蚊子 仿照 篱笆 驾驶

3.朗读记忆。
四、教学第四题。1.指导朗读字词句。
2.讲一讲字词句的关系。
3.抄写。可加练“逃、躲、祝、背”等字。
五、教学第五题。
1.先区别近义词。
平静：指心情、环境没有不安或动荡的意思。（海面应填平静）



安静：没有声音和吵闹的意思。（校园应填安静）渐渐：一点一点地，
慢慢地，逐渐地。

慢慢：有缓缓的意思。
（爷爷是慢慢走出来的，雨渐渐变小）
六、教学第六题。
1.集体朗读。
2.说说哪些句子说得具体。

第二课时

一、学习“说话·写话”。
1.指读要求。
2.分清图画顺序。顺序为 5、2、4、3、l。
3.一幅图一幅图地观察描述图意：
（l）放学后，两个小学生帮老奶奶擦玻璃。
（2）他们擦完下边的玻璃，想擦上边的，可是够不着。
（3）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找来一根木棍，在木棍的一头绑上布。
（4）他们用绑好的工具擦上边的玻璃。
（5） 擦完玻璃，他们跟老奶奶告别。
4.写话时应具体些。人物可取名字；人物会说什么，想什么，怎么做，

要入情入境地去写。
写话举例：
放学后，阿宝和秀秀来帮李奶奶擦玻璃。他们擦完下边的玻璃，又去擦

上边的，可是够不着，这怎么办呢？阿宝忽然高兴地说：“我有办法了！”
他慌忙跑到院里找来一根木棍。秀秀帮着阿宝把抹布绑在木棍的一头。秀秀
一边指挥，阿宝一边擦，很快把上边的玻璃也擦干净了。他俩擦完玻璃，提
着一桶脏水走出李奶奶家，对送他们出门的李奶奶说：“李奶奶再见！”李
奶奶高兴地点着头，说：“再见！有时间来玩儿吧！”

（金岩  陈俊华）



第八单元

单元备课指要

本单元有讲读课文两篇，阅读课文一篇，基础训练一个，并穿插一次听
话、说话综合训练和一次说话训练。

《日月潭》描绘了台湾著名风景区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表达了作者对祖
国宝岛台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教学本文，着重在于通过朗读，
结合插图，理解描写日月潭景色的句子，想象、体会出那里的秀丽风光。

《回声》是一篇科学童话，讲的是小青蛙在石桥洞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它奇怪地问妈妈，妈妈的解答使它明白那声音是回声的故事。教学本文，着
重于通过对重点段落中句子的理解，体会“回声”形成的道理。但要注意把
科学知识教育寓于语言文字训练之中，不能上成自然课。

阅读课文《看浪花》是一首诗歌，描述了三个天真的孩子在海滩上看浪
花的情景和他们想到的事情。根据“新大纲”调整意见，本课被改为课外阅
读，本课教师只进行点拨、指导，主要由学生自己阅读。教学指导要着重于
让学生通过感情朗读，体会三个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对祖国美好未
来的向往和他们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对于文中的 5个比喻句要
帮助学生理解。

教学以上几篇课文，均要重视朗读的指导与训练，重视优美词句的积累，
并进行根据课后问题理解课文内容的学习方法的指导与训练。

基础训练中有两个朗读训练内容，着重于轻声音节训练和儿歌的朗读指
导，关于轻声音节可在前几篇课文朗读中加以注意。对于两个词语训练的内
容，重在帮助学生在理解意思的基础上积累词语，并注意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对于句子训练着重在于句子的完整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上作训练。对于排列句
子，连成段落的训练，着重在于训练学生连句成段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每个基础训练项目，可适当增加相应训练内容以便举一反三。

关于听话、说话训练。在 21 课之后单独用一课时进行“听话、说话”训
练，可以课本上的内容为例子，充分让学生说话，然后从多种角度创设情景
训练转述，以使学生在练习中得到训练和巩固。在基础训练 8之后的“说话”
训练，可在基础训练之后单独使用一课时，先观察图画，再说话；先从整体
上看知道写了什么事，再一幅幅图仔细观察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及图上
景物，同时展开想象，然后把四幅图连起来，体现观察的“整体——局部—
—整体”的方法，及说话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并能力求说得具体生动。

本单元教学时，对于有关语文基础知识，有关语文能力的训练，可与前
面的内容相互衔接，以体现新旧知识的联系，并巩固前面所学的有关内容。



20 日月谭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 9个生字，理解由生字带出的词和熟字组成的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日月潭在什么地方，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那里

的秀丽风光怎样，从而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二自然段。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描写日月潭美丽景色的词句，体会那里的秀丽风光。
教具准备：
“日月潭”彩色放大图。
教学思路：
整个讲读课文，体现初读课文，感知内容，细读课文，理解内容，再读

课文，感受情感的过程。
在细读课文时，充分借助于课文后面的问题，通过词句的理解，帮助学

生理解体会课文内容；同时，也对学生掌握阅读课文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引导。
在讲读课文重点内容时，要着重通过朗读、想象、对照，帮助学生感受

日月潭的美丽风光，感受作者的情感。课文插图，可在感知课文、理解内容、
辅助背诵、启发想象等各个教学环节中加以利用。

课文词语优美，可在阅读过程中，帮助学生积累词汇。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谈话导入。l.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许多名胜古迹。还记得我们在归类
识字

（一）中学到过哪些吗？（安徽黄山、杭州西湖、西安大雁塔、桂林七
星岩、龙门石窟、黄果树瀑布、南京中山陵、台湾日月潭）

2.出示“日月潭”彩图，这就是台湾日月潭。（板书：日月潭）
3.介绍：在祖国宝岛台湾，有许多著名的风景区，日月潭就是其中的一

处。今天，我们一起随着课文去游览“日月潭”的美丽风光。
4.朗读课题。（板书：20 日月潭）
二、初读课文。
1.让学生借助拼音，自由地轻读课文，注意把每个音节读准了。
2.检查生字读音：环 huán、绕 rǎo、迹 jì、隐 yǐn、约 yué、建 jiàn、筑

zhú、蒙 mēng、吸 xǐ。
3.指名分段朗读，要求读得连贯、流利，读准每个字，并注意轻声。
4.其他同学一边听，一边画出下列词语：
（l）环绕  名胜古迹  隐隐约约  建筑  吸引  蒙蒙细雨
（2）湖水碧绿  太阳高照  树木茂盛

点点灯光  风光秀丽  薄薄的雾
（齐读词语两遍）



5.默读课文，想想下列问题分别是哪些段落所写的内容。出示问题：
（1）日月潭在什么地方？（2）日月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3）清晨和中午，日月潭的风光是怎样的？
三、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讲读第一自然段。
1、指名朗读，思考问题（1）。
2.指名回答。（可由“台湾省”“台中附近的高山上”，并起来，“台

湾省台中附近的高山上。”）
3.课文是怎样写的？
指导朗读（注意“最大”、“高山”两词）。
4.第一段除了介绍日月潭在什么地方，还写了什么？指名读第三句话。
5.结合图画理解：环绕、茂盛。
讲解词义：名胜古迹（可举例理解“古迹”）。
6.齐读第一段：①了解第一段介绍日月潭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的顺序；

②理解词的意思。
二、讲读第二自然段。
1.日月潭是什么样的呢？默读第二段。
2.第一段重点向我们介绍了什么？
3.画出写日月潭名称来历的句子。
4.出示句子：
湖的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
湖的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
（1）问：日潭是什么形状的？像什么？

月潭是什么形状的？像什么？（2）请同学朗读。（突出“圆圆的
太阳”和“弯弯的月亮”）

（3）问：北边的湖为什么叫日潭？
南边的湖为什么叫月潭？

（4）请同学再读句子。（突出“叫日潭”，“叫月潭”）
5.这个湖怎么会有两部分的？为什么叫日月潭？把 2—4 句话连起来读

一读，说说“日月潭名称的来历”。
6.试背第二段（结合看图）。
三、讲读第三、四自然段。
下面我们来欣赏清晨和中午日月潭的秀丽风光。
（一）讲读第三自然段。
1.指名读，找一找：清晨湖面上景色是怎么样的？湖水中景色怎样？
2.启发说话：薄薄的雾看上去怎么样？
3.湖水中有些什么？这些景物怎么会在水里的？（理解“倒映”）
4.这倒映，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不清晰，书上用什么词语来描绘的？（理

解“隐隐约约”。）
5.清晨，湖中的景物为什么“隐隐约约”的？
6.指导有感情地朗读。（体会清晨，日月潭的清新、朦胧之美。）



（二）讲读第四自然段。
l、中午的日月潭，作者写了哪两种情况下的风光？（太阳高照细雨蒙蒙）
2.指名对照着读（或分两组读）两种情况下的景色。
3.找出两个意思相反的词体会两种景象。（清晰朦胧）
4.有感情地朗读，想象画面。（结合理解“高照”、“建筑”、“蒙蒙”

等词。）
5.用自己的话说说中午日月潭的风光。
（三）将第三、四自然段连起来朗读，体会日月潭的秀美之景。
四、小结。
再次出现课文后面三个思考题，指名回答。

第三课时

一、归纳课文内容。
1.日月潭在台湾省台中附近的高山上。湖中央的小岛把湖水分为两半，

一半是圆圆的日潭，一半是弯弯的月潭。日月潭的清晨、中午的风光都很秀
美。

2.让同学自由地说说日月潭的秀美风光。
二、讲读第五自然段。
l.日月潭的秀丽风光，你喜爱吗？想去游玩吗？齐读第五段。
2.什么叫“吸引”？结合课文说一说。
3.练读。
（l）什么吸引了游人？（突出“风光秀丽”）
（2）日月潭吸引了谁？（突出“中外游人”）
（3）日月潭吸引了多少中外游人？（突出“许许多多”）
三、齐读课文。（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四、作业。
1.指导学生写生字。环：注意“王”字旁，与“坏”区别，并注意“王”

的写法及位置。
绕：注意不要多点。左右结构，右边两部分注意四字格位置。
迹：半包围结构的写法，中间偏旁注意不要写错，整个字的笔顺指导。
隐：左耳旁。
建：笔画较繁，当心写错。
筑：笔画较繁，当心漏点。
蒙：防止漏写中间一横。
2.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课文第二自然段。
3.听写句子（课后练习第 3题）。
先听老师读一遍，然后按标点读半句，写半句，最后把全句读一遍，学

生自己点上标点。
4.抄写词语三遍（课后练习第 2题）。
5.完成没写完的田字格中的生字。



21 回声

教学目的要求：
1.学会本课 5个生字，理解课文中有关词语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能根据课文中的句子展开想象，从而懂得回声形成的

原因。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难点：
理解课文第五段中青蛙妈妈对小青蛙说的话，懂得回声形成的原因。
教学思路：
整个教学除按一般的阅读课文方法外，着重于在帮助学生懂得回声形成

原因的过程中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教学时，可先让学生了解意思，再理解词
语，然后想象内容，懂得道理。教学时要充分运用朗读的手段，尤其注意突
出小青蛙情感变化的内容。要抓住重点词句，强化训练。同时应注意将科学
道理，渗透在语言文字训练之中，防止上成自然课；篇幅较长，但不需逐段
详细讲读。

教学准备：
观察石块击动水面后波纹的传播情况。（可在小河边或池塘中观察）
教学时间：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1.板书课题： 21  回声
2.“回”是什么意思？（回来）
3.激疑：回声是什么声音？在哪儿能听到回声？
4.导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讲科学道理的童话。
二、初读课文。
1.请同学们借助拼音，读通课文（自由读）。
2.出示生字，指读：藏 cáng、捡 jiǎn、扔 réng、波 bó、荡 dǎng。（“①

藏，②扔，③荡”读音上有什么共同点？“波”与“坡”读音比较。）
3.注意课文中读轻声的字。
4.编段落顺序，分段指名朗读，纠正读音。
5.课文写了谁和谁？写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他们在干什么？

（边读边想）
6.出示课后问题：
（1）小青蛙在什么地方发现有一只小青蛙在学他说话？（2）小青蛙问

妈妈，妈妈是怎样做的？又是怎样说的？
7.找一找，以上问题，分别是哪些段意所写的内容。
8.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一、讲读第一、二自然段。
1.出示问题一：小青蛙在什么地方发现有一只小青蛙在学他说话？说一

说是哪些段的内容。
2.指读第一自然段。
（1）出示“倒影”。①问：上一课我们学过哪个有关的词？（倒映）②

倒映在水里的桥洞的影子，就叫——“倒影”。③问：水里的倒影是什么？
（2）读第二句话，结合看插图（一），说说“大月亮”指的是什么。为

什么把“桥洞和水里的倒影连起来”称作“大月亮”？
（3）指导朗读。
①桥洞和水里的倒影连起来，像什么？
②什么好像大月亮？
3.指名读第二自然段。（1）小青蛙和妈妈在哪里？（桥洞底下）
（2）小青蛙心里怎么样？为什么高兴？［结合插图（一）理解“周围”

等词］
（3）小青蛙怎么知道“有一只小青蛙”在学他说话的？（⋯⋯叫⋯⋯，

也在叫⋯⋯；问，也在问⋯⋯）
（4）提醒同学注意：①小青蛙先说话，另一只小青蛙紧接着说（“这时”

一词）；②小青蛙说什么，另一只小青蛙也说什么？（两组相应的话语）
（5）练读第二自然段（注意指导：“高兴”、“疑问”两种语气）。
（6）这是怎么回事呢？小青蛙心里很奇怪。
二、讲读第三自然段。
1.引读：小青蛙——，他问妈妈：“——”
2.出示句子：桥洞里藏着一只小青蛙。
（1）桥洞里的小青蛙看得见吗？
（2）“藏”字就是躲起来，看不见的意思。
（3）“藏”还可以换成什么字？（“躲”）
（4）朗读体会，知道小青蛙听到了另一只小青蛙学他说话，但看不见他

躲在哪儿，从而理解小青蛙奇怪的心理。
3.引读：小青蛙问妈妈，妈妈笑着说：“——”三、讲读四、五自然段。
出示问题：小青蛙问妈妈，妈妈是怎样做的，又是怎样说的？
（一）理解妈妈是怎样做的（第四自然段）。
1.指名读第四自然段。
2.出示句子，填空：青蛙妈妈（捡）起一颗石子，（扔）进河里，河水

激起一圈圈（波纹）。（波纹）碰到河岸，又一圈一圈地（荡）回来。（1）
请同学做两个动作，理解“捡”、“扔”。（2）看图理解“波纹”。

（3）根据课前的观察，理解“荡”字的意思。
（4）波纹一圈圈扩散出去，为什么又荡回来？（理解必要条件：碰上河

岸）
（5）朗读感受，突出重点词语。
（二）理解青蛙妈妈怎么说的。
1.尝试迁移：假如我们的声音也有水一样的波纹，那么声音的波纹碰到

桥的石壁，也会怎么样？
2.朗读青蛙妈妈说的一段话。



3.书上说水的波纹用“荡回来”，而说“声音的波纹”用了什么？（返
回来）

4.点题，理解“回声”：小青蛙的叫声传了出去，碰上桥洞的石壁又返
回来，这就叫——（“回声”）。

5.巩固“回声”概念：小青蛙听到的是另一只小青蛙在学他说话吗？小
青蛙为什么能听到回声？［填空：青蛙叫的声音的（波纹），碰到桥洞的（石
壁），也要（返）回来。］

6.朗读第五自然段。

第三课时

一、复习“回声”概念。
1.填空并朗读。
河水激起的（  ），碰到（  ），又一圈圈（  ）回来；青蛙叫的声音

的（  ），碰到（  ），也要（  ）回来。
2.课文中写了青蛙妈妈和几只小青蛙？
二、讲读第六自然段。
小青蛙在妈妈的帮助下，懂得了什么叫回声。他心里很高兴。于是他—

—（引读第六自然段）。
三、朗读课文，理一理思路：
小青蛙是怎么懂得什么叫回声的？（和学生一起一步步归纳）
四、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1.注意小青蛙的感情变化：
高兴→奇怪→恍然大悟→欢快
2.注意青蛙妈妈说话的语气。
3.注意问句和感叹句。
4.重点是三、四、五三段。
五、延伸。
1.想一想，小青蛙听到回声，有一个重要条件是他在什么地方，因为声

音碰到什么才会返回来？
2.你平时在哪个地方听到了回声？假如你没听过，那你想在哪些地方听

到自己的回声？
六、指导写字。
1.“藏”字最难写，要一笔笔跟老师写。
2.“捡”和“扔”两个字都表示动作，是“扌”旁。
3.“波”、“荡”都与水有关，但“荡”是上下结构，不能写错。
七、把课后作业 2的填空做在练习本上。
八、练习朗读（把课文读给爸爸妈妈听）。

听话·说话

教学目的要求：
1.培养学生听话说话的能力。
2.初步让学生掌握转述的方法。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1.揭题：《练习转述》。转述即把别人说的话说给另外的人听，主要的

意思不能错漏。
2.出示通知一则，让学生朗读后，用自己的话，把这则通知的意思告诉

别人。
3.练习转述。
（1）告诉别的同学，要他（她）通知家长参加会议。（2）告诉自己的

家长，请他（她）参加会议。
（可采用先同桌练说，再指名交流，教师随时指导。）4.练习用其他内

容转述。
（1）教师设计：5 月 31 日，在本班教室里举行庆祝“六一”儿童节文

娱活动，请每一位同学作好表演节目的准备。a.把这通知内容告诉同学；b.
把这件事告诉家长。

（2）进行比赛：
选两组同学（甲、乙组），分别设计三段内容，相互转述。要求：一段

是把老师的话转述给同学，一段是把爸爸妈妈的话转述给老师，一段是把甲
同学说的话转述给乙同学。

5.小结。
转述的时候应注意什么？（读书上最后一段话）



22*看浪花

教学目的要求：
1.能借助拼音，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能找出课文中不理解的词语，在老师的帮助下理解意思。
3.理解课文内容，从小树立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远大理想。
4.初步掌握朗读诗歌的方法；培养阅读课文时根据书后问题边读边想的

习惯和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三个孩子看到浪花所想到的内容，并体会他们的志向。在理解

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文中一些词语是理解的难点。
有感情地朗读，并通过朗读体会意思，是重点。
教学思路：
自读课文，找出不理解的词，交流理解；阅读课文，根据课后问题边读

边想，理解内容；感情朗读，体会课文思想内容。
着重通过朗读，体会重点诗句意思。
对于课文中的有关难于理解的词语，应结合课文理解，教师只略作讲解。
教学时间：
两课时。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引趣揭题。
1.你见过浪花吗？它会做些什么？
2.今天我们学习一首诗歌。板书：22 看浪花
3.看了这个题目，你想知道哪些内容？
二、初读诗歌。
1.读通课文。
2.找一找课文共几小节（诗歌空行处为一节），分小节朗读，注意节与

节之间的停顿。
3.默读课文，找出不理解的词，同桌交流，解决词语。还弄不清的可结

合课文讲读时理解。
4.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结合看插图）
5.三个孩子看到的浪花是怎么样的？划出课文中有关句子。
（1）一束束浪花像问号
（2）一束束浪花像稻穗
（3）一束束浪花像马鬃
（4）一束束浪花像彩绸
（5）一束束浪花像小手
把以上五个句子，连起来读一读，并说说分别在哪些小节。
三、阅读第一小节。
1.这一节中说浪花像什么？像吗？（看图）
2.浪花为什么会像问号呢？3.指导朗读：
①象声词：“哗——哗——”。



②突出“像问号”。
③注意停顿，注意轻声。
四、过渡。
三个孩子分别想什么呢？

第二课时

一、导入。
一束束浪花像问号，在问孩子想什么。
二、阅读二至四小节。
1.默读课文，找一找三个孩子分别想什么。
2.把引号中的句子连起来读一读：
（1）我想让海水变淡水，哗啦哗啦浇庄稼！
（2）我想到海底去打猎，用激光枪捕获大黑鲨！
（3）我想到海底去采矿，抢出千万宝疙瘩！
3.理解三个孩子的不同想法。
①知道这三句话写了他们的理想。
②理解每句话的意思，结合理解有关词语。
4.在写三个孩子的理想时，作者又写了浪花。连起来读一读。
①体会“像稻穗”、“像马鬃”、“像彩绸”。（结合看图）②理解每

句后面相应的句子意思。
5.连起来把二至四节读一读。归纳三个孩子的理想。
三、阅读第五小节。
1.朗读，体会三个孩子对浪花的喜爱和对美好理想的沉醉。
2.体会最后两行诗的意思。
①理解“像小手”。
②体会“抚摩”的意思，感受浪花对孩子们的爱抚。
四、朗读全文。
1.齐读第一、五小节，二、三、四节分小组读。
2.可以单独读“理想”的句子。
3.可以单独读浪花像什么的句子。
五、作业。
1.填空：三个孩子看到的浪花像____，像____，像____，像____，像____。
2.朗读课文。



单元基础训练

教学目的要求：
1.朗读纯拼音儿歌，认识轻声音节，并能注意轻声读法。
2.初步记识叠词，积累词汇。
3.进行反义词练习，理解词义，丰富词汇。
4.进一步建立句子概念，能按句子的两部分补充句子。
5.排列句子，训练连句成段和逻辑思维能力。
6.朗读儿歌，体会感情。
教学时间：
二—三课时。（不分课时写出教案，由教者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教学

过程：
一、自读基础训练各标题，大体了解训练的内容。
二、训练第一项。
1.读题，明确训练要求：①读好纯拼音儿歌；②读准轻声，并画出轻声

音节。
2.练习朗读（自由读）。
3.找出儿歌中的轻声音节。
4.练读轻声音节。
chuāng hu shuǐ lěi le qiáo ya qiào
5.指名朗读儿歌，纠正读错的音节。
6.齐读，注意语气和停顿，说说这首儿歌主要写了什么？
三、训练第二项。
1.读题明确要求。
2.分析例子：亮堂 亮亮堂堂
（1）两个词有什么关系？
（2）知道有些词，可以组成叠词，意思不变，表达更生动形象。
（3）口头练习，再填在书上。
痛痛快快  详详细细  躲躲藏藏
隐隐约约  敲敲打打  热热闹闹
四、训练第三项。
1.读题明确要求。
2.读一读题目每一个词，说说意思，并想一想与其意思相反的词。
3.口头练习，写下来，并把每组连起来读一读。
4.提醒学生，反义词练习时，一个字的，最好也用一个字；两个字的，

最好也用两个字。
5.写出下列词的反义词。
厚——朦胧——
线——难过——
五、训练第四项。
1.读题，明确训练要求。
2.回忆完整句子的要求。
3.逐句让学生充分地填，有错的随时纠正。
例：1.我和秀秀____。（①是什么？②怎么样？③干什么？）



我和秀秀是同学。
我和秀秀很友好。
我和秀秀一起上学去。
4.让学生选择一句填在横线上。
六、训练第五项。
1.读题，明确要求。
2.读句子，想一想：大体写了一件什么事？
3.试着排列，再连起来读一读。
4.排列对了，逐句分析逻辑关系。
5.把排列对的抄下来。
七、训练第七项。
1.提出朗读要求：
（1）读准音节，注意轻声。
（2）读懂这首小诗表达的意思。
2.自由朗读。
3.指导朗读，体会感情。4.理解有关诗句：
（1）“我”的愿望；
（2）“我”的想象；
（3）“看到祖国美丽的春天，金色的北京”所表达的感情。
5.联系课文《日月潭》谈谈感受。
八、作业。（略）

·说话·
一、指名阅读本次说话练习的要求。
二、出示图画。
1.读题：节约用水。
2.提示：四幅图画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
3.指导学生逐幅观察图画。
（1）逐幅观察图画：想想图上画的人在做什么？
（2）连起来观察图画，想一想：
①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画的是什么人？
②图上的人在说什么？
三、指导说话。
1.先总的说一说：这四幅图画的是什么地方？画的是什么事情？
2.指导学生看图，逐幅说话。
第一幅：①妈妈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②谁走过来了？说什么？
③妈妈有什么反应？

第二幅：①小男孩儿想怎么样？他会怎么说？
②妈妈听了，表现怎样？说什么？

第三幅：①小男孩儿在干什么？②妈妈在干什么？
第四幅：①妈妈看见小男孩儿的行动，会怎么说？怎么做？

②小男孩儿心情怎样？
四、连起来说一段话。
1.提醒学生注意图与图之间要用语言过渡。



2.要求意思准确，通顺连贯。
（江苏 蒋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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