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上）第八单元学习任务设计

一、学习任务：爱读书  会读书

二、学习主题：读书明智

三、核心学习目标：

1.运用多种方法学习本单元字词，围绕“金色的秋天”梳理并积累新鲜语言，

与他人交 流，并主动在表达中运用。

2.通过阅读文本，知道词语在句子、段落中中、有具体的含义，理解表达的特

定意思和 情感，能够运用借助插图、借助注释、查字典、联系上下文、联系生活

经验等方法理解难懂 的词语，读懂文本。

3.在观察生活、记录观察所得的活动中，知道什么是日记，日记可以记录哪些

内容，能 够掌握日记的写作格式，用日记记录观察所得和生活故事，表达情感，

理解日记可以记录生活，促进成长。

四、单元任务框架：

五、单元学习内容一览表：

子任务 课时 学习内容

《古人谈读书》

《语文园地》“书写提示”一、圣贤智慧我来品 3

“日积月累”《观书有感》

《忆读书》

《我的“长生果”》二、名家书籍我来读 3

《语文园地》“交流平台”“词句段的运用”

《口语交际》

三、读书蓝图我来绘 3
《习作》



统编教材五年级上册第 24课《古人谈读书》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古人谈读书》是部编版五年级语文上册的一篇课文，通过介绍

古人读书的方法和态度，教育学生要勤奋学习，热爱读书。课文内容

丰富，包括古人读书的方法、态度、习惯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

值和教育意义。

二、学情分析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但对古人读

书的方法和态度可能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需要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的 比喻、具体的例子等方式，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

三、课时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通过借助注释理解词句，知晓“知 ”等词语的古今异义现象。

3.联系自己的读书体会，梳理古人的读书方法和态度对自己的

启发。

4.围绕单元大任务“读书明智 ”，创设明德学院真实情境，引

导学生领悟先哲智慧，端正学习态度。

四、评价任务

借助课后注释能够理解诗句意思，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悟出古



文所带来的启发，并能学以致用运用到自己的学习之中。

五、学习活动

课前活动：

穿越千年，古人的读书箴言仍回响在世人耳边。看屏幕，我来读

上半句，同学们来对下半句。

课件出示：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劝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观书有感・其

一》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送安敦秀才失

解西归》

（一）创设任务情境

（一）三猜单元主要内容，了解单元语文要素，初识梳理信息。

课件 1：古人谈读书

1.一猜单元主要学习内容。

课件 2：出示语文书目录《古人谈读书》《忆读书》《我的“长

生果”》。

师：请同学们看大屏幕，这是本单元我们要学习的三篇课文，请

你根据题目猜测一下这个单元的学习的主要内容可能与什么有关。

生：都与读书有关。



师：你的依据是什么？

生：《古人谈读书》和《忆读书》都读书两个字，“长生果”可

能指的是书。我猜测这篇课文也和读书有关。

师：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不起。还有想猜的吗？

师：这位同学的猜测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单元我

们学习的内容都与读书有关。

2.二猜单元人文主题。

课件 3：单元导语页。框出苏轼的话放大。

师：我们再来看单元导语页，请你根据苏轼的这句诗，猜测一下

本单元可能学习与读书有关的哪些内容。

生：我猜测本单元会讲读书方法。

师：说说你的理由。

生：因为苏轼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旧书读百遍也不会厌倦，熟读

加上仔细思考你就会明白书中的道理。苏轼提出了读书要熟读和深思

的读书方法，反复阅读仔细思考能更好帮助我们理解书中的内容。

师：你真会读书，但老师要提醒你一点，这里的旧书指的可不是

旧的书籍，而是能给予人无尽智慧启发的经典书籍。这些经典书籍中

蕴含着深邃的智慧，值得我们反复阅读，深入思考，这样才能得到其

中的智慧和妙处啊！

课件 4：单元导语页。解释旧书为经典书籍。



师：感谢你的分享。请你把方法写到左边第一个横线上。苏轼在

这句话里除了提到熟读深思的读书方法还有哪些与读书有关的内容？

（板书：方法）

生：苏轼在这句诗话还提出了读书态度。告诉我们读经典书籍还

应该有百读不厌的态度。

课件 5：单元导语页。读书态度：百读不厌；读书方法：熟读深

思

师：你可真会思考，请你把态度写到中间的第一个横线上。百读

不厌，熟读深思，这个单元以读书为主题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好的读

书方法和读书态度。（板书：态度）

3.三猜语文要素。

师：继续看单元导语页，猜测本单元除了学习好的读书方法和读

书态度还有哪些学习任务？

生：根据要求梳理信息，把握内容要点应该是阅读实践的学习任

务。师: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它是哪方面的学习任务？生;阅读。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把握内容要点，内容应该与阅读有关。

师：抓住关键词，会读书，会思考。请你梳理信息写到黑板右边

的第一个横线上。（板书：梳理信息）继续交流。

课件 6：单元导语页。框出根据要求梳理信息，把握内容要点，

旁边出示阅读。

生：根据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突出重点应该是习作的学习任



务。

师：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生：这里的表达两个字，我猜测应该和习作有关。课件 7：单元

导语页。框出根据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突出重点，旁边出示习作。

师：也抓住了关键词，有理有据。（板书：关键词）孩子们刚才

我们进行了三次猜测。第一次根据课文题目，得出本单元学习的主要

内容与读书有关。第二次通过不厌、百回、熟读、深思这些关键词得

出本单元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第三次根据内容和

表达这两个关键词知道了阅读和习作的学习任务。这就是一次根据要

求，梳理信息，把握内容要点的实践过程。抓住关键词是梳理信息的

好方法。请这位同学把关键词写到黑板右边第二个横线上。

【设计意图】：统编语文教材以双线并行的方式组织单元，这样

使单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这样的结构特点不仅为单元整体教

学提供了便利，而且也有利于全面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本课《古人

谈读书》是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需要承担引领学生了解单元学习内

容和学习重点的任务。设置三次猜测教学情境，猜课文内容，猜单元

人文主题，猜单元语文要素，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任务一、品读书之韵，赏文字之美

师：近期我校“明德书院”预招生一批新学员，无论你是初涉国

学的好奇者，还是深谙其道的雅士，明德书院都热忱欢迎你的加入。

要想顺利进入“明德书院”同学们还需要通过以下四关，才能获得录

取通知书。

课件出示：

第一关：品读书之韵，赏文字之美



第二关：悟读书之理，明智慧真谛

第三关：习读书之法，领学问之妙

第四关：明读书之魂，品文化底蕴

（课件出示书院招生简章，招生标准：德才兼备，热爱国学，求

知若渴，心向明德。）

过渡语：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之旅！

（二）三读《论语》，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体会文言文朗读技

巧，背诵课文。

1.走进孔子，了解《论语》。

师：下面我们一起学习本单元的第一课《古人谈读书》。（板书：

古人谈读书）

师：《古人谈读书》是由两则文言文片段构成。今天我们先学习

第一则。通过课前预习，谁知道，第一则出自哪里？是哪位古人在谈

读书？

生：第一则出自《论语》，是孔子在谈读书。课件 8：孔子、论

语。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时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

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

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

师：这就是孔子，谁来介绍一下他和《论语》？

生：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时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

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E%B6/103415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5%AD%A6%E6%B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8%AF%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E%B6/103415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5%AD%A6%E6%B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8%AF%AD


师：读完课文，你们发现这一则文言文和我们之前学过的文言文

有什么不同？请你。

预设生 1：之前学习的文言文是一段文字或一个故事，这次是一

句话直接说明道理。

师：很细心，发现了内容上的区别，还有吗？

生 2：我们学过的《王戎不取道旁李》只有一则故事，今天学习

的是一条一条，选自《论语》。

师：发现了格式的区别。一句话就是一段，这种格式叫——语录

体。这也是文章的独特之处。（补充：《论语》是中国古代的经典著

作，历经了上千年的时间洗礼，历久弥新，是中国人的必读之书，收

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师：学习文言文的第一步在于——

生：读。

师：有没有信心读好？好，现在请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注意

停顿。读吧。（教师巡视）

2.一读《论语》，正确流利。

课件 9：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师：这句话，你们会读吗？请你来。

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师：这句中有五个知，我注意到刚才他把前四个读知，最后一个

读智。同一个字知，但是你的读音不同，能告诉大家为什么吗？

生：因为最后个知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应该读四声。



师：你太会读书了，原来文言文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语境下字义

不同来辨别字音。课件 10:五个知的读音。所以他刚刚的朗读非常正

确，你也能这样读准字音吗？谁来试试？你来。

生：读。

课件 11：知的读音知道，知的读音同“智”，智慧。

师：读知的时候是知道的意思，读智的时候是智慧的意思。谁还

想来读？

生：读。

师：我听出了文言文的味道，还有谁想读？

生：读。

师：我们一起读。

生：齐读。

课件 12：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师：这一句，谁能读？

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课件 13：出示好，四声。

师：我听出了这个字你读好。为什么。生：好是喜好的意思，读

四声。师：是喜好，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注释里这样说的。

师：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文言文的方法，读注释。

感谢你。这里因为表示喜好，所以它读第四声。课件 14：出示好，

喜好。



师：这个字还有一句话中也有出现，咱们一起看。



课件 15：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谁来读。

生：读。

课件 16：好，四声。

师：你也把这个字读第四声，因为这个字的意思也是？

生：喜好。

课件 18：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师：我也特别喜欢你们刚才朗读的节奏，用这样好听的节奏我们

再来读一遍。

师：那这一句呢？课件出示 19：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

生 4：读。

师：我听出了这个字读识，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生：注释说这个字的意思是记住的意思，所以应该读四声。

课件 19：出示识，记住，四声。

师：你知道的可真多，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一句。

生：齐读。

师：再看，这句话谁来读？

生 5：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师：你读准了这两个字音。课件 20：出示，吾二声，寝三声。

可以告诉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生：吾的意思是我，寑的意思是睡觉。



师：感谢你即读准音，又给我们解释了这两个字。还有谁也能像

他这样读一读。请你。生：读。

师：你很会读书，学着她这样的节奏我们一起读。

生：齐读。

师：扫除了这些字词障碍，我想来看看你们是否真的能读准确。

请这组同学一人读一句。

课件 21：课文六句。

生：读。

师：感谢这组同学。似乎一人读一句并没有难倒大家。我们试试

看一人读两句，怎么样。哪一组可以？从你这里开始。

生：读。一人两句。

师：一人两句也没有问题。你可以试试一人三句吗？

生：读，一人三句。

师：请坐，你可以试试吗？

生：读。

师：咱们班的孩子非常了不起，谁可以试试一人读完六句话。还

可以吗？你来。

生：读。

师：掌声在哪里？生：鼓掌。

师：还有谁能向他这样把六句话一起读出来。

生：读。

师：很优秀，你也读准确了。看来同学们都能读准确。



3.二读《论语》，韵味十足。



师：读文言文，读准确是基础，我们还应该读的有韵味。我想问

问大家，根据你们的经验，怎样才能将古文读的有韵味。

生：交流。

师：同学们既然要读的有韵味，我们就要按照古人的读书习惯来

读，在古代，文字都是竖着写在竹签上的，而且还没有标点，竖版的

古文你会读吗？

课件 22：竖版竹简六句话。

师：试试看，一人一句。你可以选择你最有把握的一句。

生：读。

师：那我们一起，让你的视线从右往左，齐读一遍。生：齐读。

师：运用声断气连的读法我们把古文读出了韵味。

师：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来到几百年前的学堂里，那时的孩子

也读论语，那时候读的论语是这样的。

4.三读《论语》，熟读成诵。

师：我们顺着时间的长河继续往前追溯，我们知道《论语》最早

成书是在战国时期，那时候文字还是这样写的，这回你还会韵味十足

的读吗？课件出示 24：竖版竹简篆文六句话，谁想来挑战一下。

生：读。

师：厉害啊厉害。这都难不倒你。请座。

谁还想来挑战一下。

生：读。

师：抑扬顿挫，古韵十足。坚大拇指。



师：我想问问你，这些字你都认识吗？

生：不是。

师：那你们是一口气把这六句都读出来的

生：刚才读了很多遍，读着读着就会背了。

师：你真是一个会读书的孩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读

书方法，读文言文，在一遍又一遍的大声朗读当中，你会发现不知不

觉，你就能背下来了。这就是熟读成诵，来我们一起读。生：读。

师：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大家一起读。生：齐读。

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读文言何得宝藏。再读。生：齐读。

任务二、悟读书之理，明智慧真谛

师：可谓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我们刚刚读了这么多遍，相

信大家对这几句话有了新的认识。小组间合作交流，可以借助注释，

说说每句话的大意。

1.自读课文，提出疑问。

2.合作学习，理解大意。

（1）借助注释，理解每句话的意思，在小组内交流。 

（2）交流展示，答疑解惑。

3.融入情境，加深理解。

链接教学资源，结合原句背景，利用学习情境等，帮助学生深入

理解六句话的意思。

预设：

（1）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结合原文对话情境理解“是知也”。

    教师补充典故  这句话其实是孔子说给他的大弟子路的。子路这

个人好勇，心直口快，甚至有些老的状态，有一回他又在不懂装懂了。

孔子听到就语重心长的提醒他，读

（生齐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之也）

教师创设情境

师：这是诲人不倦的老师。这让我想起来我们家的儿子，今年二年级。

有一回上小组背课文，他就跟小组长说全会背了，没想到老师这一次

亲自抽查，你猜怎么着？是啊，全露馅了，还连累了组长。各位大哥

哥大姐姐能不能教育教育咱家的小弟弟？（生再读）也谢谢大家同学

们。那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孔子说这句话到底在提醒子路，提醒我们

什么样的学习。

生：我觉得它是提醒我们要谦虚向他人求学。

生：我觉得做人要诚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师：你看你已经读懂了孔子的秘诀，还会概括提炼，特别好。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来读，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知之为知之，

读

（生齐读）

（2）借助资料、联系身边典型，理解“默而知之”“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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