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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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单元 

 

本单元以“美好品质”为主题，包含《司马光》《掌声》

《灰雀》3篇精读课文,《手术台就是阵地》1篇略读课文，以

及“口语交际：请教”“习作:那次玩得真高兴”和“语文园地

"。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学习带着问题默读，理解课文的意

思"。本单元的 3篇精读课文和 1篇略读课文内容贴近儿童，

以日常生活中的动物、植物和场景为描写对象，表现了周围世

界的五彩缤纷。“口语交际:请教”教学时应引导学生在解决实

际困难的过程中,学习向他人请教的方法和技巧，感受人与人之

间因为相互交流思想、沟通情感而产生的愉悦，培养交际的能

力，体会交际的意义。“习作：那次玩得真高兴”的教学要引

导学生“学写一件简单的事”，要求把玩的过程相对完整地写

下来，并表达出当时快乐的心情.“语文园地”教学时，要引导

学生知道默读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内容
 

课时
 

内容简说
 

教学要点
 

司马 2
 

讲述了司马光砸缸的
1. 

认识 36个生字，读准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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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故事。表现了司马光

遇事沉着冷静、机智

勇敢、善良果断的品

质.
 

4个多音字，会写 33

个字，会写 28个词

语。
 

2.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

文,背诵《司马光》.
 

3. 
能借助注释理解《司

马光》课文大意,并用

自己的话讲故事,初步

感受文言文的特点。
 

4. 
能尝试通过人物的动

作、语言等揣摩人物

的心理活动；能转换

人称复述故事片段。
 

5. 
能 带 着 问 题 默 读 课

文，理解课文内容，

体会人物心情的变化.
 

掌声
 
2
 

写的是残疾女孩英子

在同学们鼓励的掌声

中变得自信、开朗的

故事。
 

灰雀
 
2
 

讲述的是列宁在公园

里找灰雀时与一位男

孩交谈，男孩被列宁

对灰雀的爱惜所感动

而主动放回灰雀的故

事。
 

手术

台就

是阵

地
 

1
 

写的是白求恩大夫不

顾个人安危坚持为伤

员做手术的故事.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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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

交际
 

1
 

请教
 

1. 
就自己不好解决的问

题有礼貌地向别人请

教。
 

2. 
不清楚的地方能及时

追问。
 

习作
 
1
 

那次玩得真高兴
 

1. 
简单地写一次玩的过

程，表达出当时快乐

的心情，正确使用标

点符号。
 

2. 
和同学交流习作，修

改同学看不明白的地

方。
 

语文

园地
 

2
 

交流平台、识字加油

站、词句段运用、日

积月累
 

1. 
能交流、总结默读的

基本方法。
 

2. 
能根据形声字的特点

认识“眨、瞪"等 5个

生字,大致理解和

“目”有关的字词的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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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3. 
能辨析“陆续、连

续、继续”3个副词的

用法并选择一个写句

子。
 

4. 
能分类整理购物清

单，体会分类列出清

单的好处。
 

5. 
朗读、背诵关于如何

待人的名言，大致了

解这些名言蕴含的道

理。
 

 

24司马光
 

 

 

1.认识“司、跌”等 5个生字，会写“司、庭"等 7个字。
 

2.能正确跟读课文，注意词句间的停顿。背诵课文。
 

3。能借助注释了解课文大意，并用自己的话讲故事。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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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简单说出文言文与现代文

的区别。
 

重点
 

借助注释了解课文大意,并用自己的话讲故事。
 

难点
 

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简单说出文言文与现代文的区

别。
 

 

1。朗读与理解并行
 

这是一篇古文，短小精悍，总共 30个字,但是因为语言形

式与白话文不同，所以学生在朗读、理解上有障碍。因此，教

师应在朗读中，结合注释和生活经验，不断引导学生一步步理

解课文内容，从而达到读正确、读通顺、读出停顿与感情的目

标。这样，朗读与理解双线并行，在朗读中帮助理解，在理解

中促进朗读。
 

2.文字与画面共舞
 

文章虽短,但画面感十足，根据课后“借助注释，用自己的

话讲一讲这个故事”这一要求,教师应抓住文中系列动词，聚焦

每个画面，让学生看清、听清，把短小精悍的古文还原成一个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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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具体的白话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让人感觉如临其境,

既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锻炼了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又加深了

对课文的理解和对人物的认识。
 

3。汉字教学不容忽视
 

这篇课文中的生字不算多，也并不算难,但是汉字教学并不

是孤立存在的,它应该和谐地融入整个教学中，与教学相得益

彰。教师应将汉字音、形、义的教学纳入整个课文教学中，引

导学生利用自己熟悉的识字方法识记生字,如字源识字等，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想象画面、体会情感。
 

 

1.预习提纲
 

（1）通过查阅字典认识本课生字,理解题目意思.
 

（2）搜集有关司马光的资料。
 

(3）搜集司马光砸缸的图片。
 

（4）借助注释读文言文，能把文言文读通顺，注意词句

间的停顿.
 

2。多媒体课件
 

教学课时
 

2课时。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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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时
 

 

课时目标:
 

1。认识“司、跌”等 5个生字,会写“司、庭”等 7个

字。
 

2.正确跟读课文，注意词句间的停顿。
 

3.能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简单说出文言文与现代文的

区别。
 

 

一、图片激趣，导入新课.
 

课件出示司马光砸缸的图片。
 

1.师:看见大屏幕上的这幅画，大家会想起那个耳熟能详的

故事，那就是——
 

生：司马光砸缸。
 

2。师：对，这个故事最早是以文言文的形式被记录在我国

元代的一本历史书—-《宋史》里面，也叫作司马光救友。(板

书:文言文)
 

课件出示: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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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文言文：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学好文

言文，可以提升我们的语文素养。
 

3.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司马光》，去看看司马

光的故事。（板书：司马光)
 

4。认识“司",学习复姓.
 

(1）学生说出“司马光”的“司马”是复姓，名是“光”.

简介司马光的相关资料。
 

课件出示：
 

司马光，字君实，号迁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

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他

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

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

来受人景仰。
 

（2）学生回顾一年级下册《姓氏歌》，说说《姓氏歌》

中提到的复姓。
 

生：诸葛、东方、上官、欧阳。
 

（3)学生说说自己认识的复姓的人。
 

学生了解并简单介绍，如，公孙、独孤.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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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小学生对文言文比较陌生，但是同时也对文言文充满好

奇。因此教师通过介绍文言文的重要性及学好文言文的好处，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接下来的授课做好铺垫。此外,课题以

人名为题，让学生在了解复姓的同时回顾《姓氏歌》，既复习

了旧知,又掌握了新知。
 

二、初读课文。
 

1。自学生字新词，试读课文。
 

2。让学生充分地、大声地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

通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课件出示:
 

司   跌   皆   弃   持
 

开火车读，指名读，小老师领读,齐读。
 

3.教师先用较慢的速度范读课文，强调停顿处。学生跟

读。
 

4。教师再用正常的速度范读课文,读出恰当的停顿。学生

跟读，读流利。
 

5。你是用什么方法识记这些生字的？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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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跌”让我想到“跌倒"这个词语，我用联系生活或

者演一演的方法识记。
 

生 2：我用查字典的方法识记“皆"，我还会组词:皆大欢

喜、草木皆兵。
 

教师补充：司，甲骨文  =   （卜，权杖）+   （口，

问审），表示问审、判案.
 

课件出示：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

/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6。指名读。
 

7.分小组朗读,每组读一句，各组练习。
 

8。各组练习后进行比赛。
 

9。师：文言文和现代文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
 

文言文
 

语言精练，简短。概括能力

强，但不好懂。
 

现代文
 

长篇大论才能写出文章，一听

就懂。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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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默读课文，用一句话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司马光砸缸救落水同伴）
 

11。组内交流.
 

设计意图：
 

一读，读正确；二读，读明白；三读，读停顿，重在引导

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出古文的节奏.因此，让学生在初读时，

采用同桌合作交流的方法，降低断句难度，减轻心理压力,让学

生能够大胆发挥。之后，在交流评议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感受

正确的断句读法，并根据初读感受概括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指导生字书写。
 

课件出示：
 

司、庭
 

登、众、弃
 

跌、持
 

1.归类指导:
 

半包围结构：司、庭
 

上下结构：登、众、弃
 

左右结构：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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