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集体备课教案

年级 七年级 科目 语文 课时 共 2 课时 第 1 课时

课题 5 .黄河颂 主备人 授课教师

授课班级 授课时间
教研组长

签字

教学

目标

1.  了解本首歌词的创作历史背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品读歌词中的语言;提高诗歌

的朗读能力。

2 . 通过合作交流，理解诗歌用平实的语言表达深厚浓郁的思想感情。

3 .感受诗中所表现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操。

教学

重难

点

1 .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在理解诗歌的象征手法的基础上，感受中华民族顽强的奋斗精

神与不屈的意志。

2 .引导学生体会黄河的文化内涵。

集体备课 二次备课

教

学

过

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古往今来，黄河以其雄壮的气势，奔腾在中国大地上，滋养

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歌颂黄河就是歌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

族……

让我们一起去聆听《黄河颂》那激昂的旋律…… （听 《黄河

颂》朗读）

二、简洁作家作品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1913年出生在湖北光华县。1927年在

中学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创作了《五月的鲜花》歌词，

1939年到延安后创作了歌颂中华民族精神的组诗《黄河大合唱》。

经冼星海谱曲后风行全国。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大型合唱音乐作品，共有八个乐章，

分 别 是 《黄河船夫曲》 《黄河颂》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对

口曲》 《黄水谣》 《黄河怨》 《保卫黄河》 《怒吼吧，黄河》。

三、检查预习

1 .读准下面划横线字的字音：

山巅didn 哺 bti育 澎 p6ng湃 pA i 狂澜J in  赞 W n歌 发

源 yu G n 屏 障 zhAng浊 zhu6流 滋 z l长 气魄 劈 成

宛 w d n转
2 .解释红字

狂澜：大波浪 山巅：山顶

哺育：喂养 滋长：生长

四、 朗读感知

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这首诗，注意朗读节奏和重音。

朗读指导

1、“我站在高山之颠，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一句总领下文，

因此停顿要稍长。后面的四个分句注意重点词语“奔”“劈”的重读，

且四句应该越读越激昂，表现黄河的气势。

2、三个“啊”要读得深沉，声音稍稍延长，“黄河”要读得高昂，表



明在歌颂。

3、最后的两句“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充满了战斗的决心，要读

得铿锵有力

五、自主、合作、探究

1、题 目 《黄河颂》中，哪个是关键词？ “颂”

2、本诗可以分几个部分？请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

三个部分：序曲、主体、尾声。

3、序曲部分和尾声部分之间有什么关系？各自的侧重点是什么？

本诗首尾呼应，但序曲部分重点在“黄河”上，尾声部分重点在“中

华 儿女''上。

4、请同学思考“主体”部分：可以分成几部分？重点在哪里？我们

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什么？

两部分 绘黄河 颂黄河，第二节是主体部分，统领全文的是
« 望”字。

5、 用简洁的语言概括“绘黄河”部分所写的内容及其作用。

从三方面实写黄河之景，表现颂歌气势，为 “颂黄河”蓄势。

6、朗读“颂黄河”部分，思考：诗人从几方面来歌颂黄河？
黄河养育中华民族

三方面 黄河保卫中华民族

黄河激励中华民族

“颂黄河”这一环节也有明显的外部标志，这就是文中反复出现

的 “啊！黄河！ ”。默读第二节，思考：这句话把内容划分为几

个层次？每个层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句话将内容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二课时

一、讨论、探究：

1、”黄河的精神''是什么？从本文的哪些词句中可以体会黄河的这

种精神？

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的精神

2、作者借歌颂黄河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作者借歌颂黄河来歌颂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歌颂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歌颂中华儿女的勤劳勇敢、伟大坚强，从而激发整

个民族以英勇的气概和坚强的决心来保卫黄河，保卫中国。

3、如何理解黄河是“摇篮”，是 “屏障” ？

把黄河比喻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

发祥地，黄河哺育、滋养了世代炎黄子孙。

把黄河比喻为“民族的屏障”，侧重于黄河对中华民族的保

4、这首赢的主要内容是歌颂黄河，在歌颂前对黄河进行了一番

描绘。你觉得这些句子表现了黄河的什么特点？

一往无前，无坚不摧

5、歌颂黄河的部分能分为几个层次？分别是从哪些方面进行赞颂

的？

以“啊！黄河！ ”为标志分为三层，分别从黄河的历史贡献，

地理特征，自然特点这三方面歌颂了黄河。

6、结合时代背景，你认为作者描绘黄河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特

点，歌颂它伟大坚强的精神，是要表达什么情感？

作者借歌颂黄河来歌颂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歌颂中华民族

的伟大精神，歌颂中华儿女的勤劳勇敢、伟大坚强，从而激发整

个民族以英勇的气概和坚强的决心来保卫黄河，保卫中国。

七、探究写法



说说这首诗在写法上的特点及好处

1、采用第二人称写法，这样面对面的倾谈，显得更为直接、亲切，

也更能抒发丰富复杂的感情。

2、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如比喻、反复等，使形象更鲜明生动，
杼情的勺鬲再胃吊列
诗中反复出现"啊,:黄河”起了什么作用

反复三次，体现了内容层次，由实到虚，环环相扣，逐步深入，

同时加强了抒情的气势。

八、课堂小结
' 同学们，先辈们用血汗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你们珍

惜短暂而宝贵的学习生活，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祖国。

板
书

设
计

黄河颂

光未然

序曲 主体 尾声

黄河伟大坚强 望黄河颂黄河 学习黄河精神

作
业

设
计

1、收集有关黄河的古今诗词、歌曲、民谣，收集有关黄河的古今诗词、歌曲、民谣。

2、学 唱 《黄河颂》。

教

学

反

思



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集体备课教案

年级 七年级 科目 语文 课 时 共 2 课时 第 1 课时

课题 9.木兰诗 主备人 授课教师

授课班级 授课时间
教研组长

签字

学
标

教
目

1 .反复诵读，感受诗歌的语言美，背诵全诗。

2 .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感知诗歌的内容，体会诗歌表达的情感和文化内涵；以自主、

合作、探究的方式，感知木兰的形象。

3 .把握木兰这个古代巾帼英雄的形象，学习古代劳动人民优秀品质，弘扬传统美德。

教学

重难

点

1 .理解木兰的人物形象及体会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2 .赏析木兰这一古代巾帼英雄形象，并领会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集体备课 二次备课

教

学

过

程

第一课时

一、讲故事，介绍故事出处

请学生讲讲花木兰的故事。

花木兰的故事源于《木兰诗》， 《木兰诗》选自宋朝•郭茂倩

编 的 《乐府诗集》，这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民歌。

二、检查预习

1、读准下列加点字的音

机 杼 (zhii ) 可 汗 ( kehan) 鞍 鞫 ( jian)辔 头 ( pGi)燕山

( y a n )胡 验 (ji)或 机 ( rong)朔 气 (shu。 ) 金 柝 (tud ) 红

妆 (zhuang)置我旧时裳(zhuo) 傥 走 地 ( bang)

三、朗读感知课文

1、课文词字解析

唧唧：织机声，叹息声，虫鸣声。 机杼声：织布梭子的声音。惟：

只 可汗：古代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君主的称号。 为：为此(指

替父出征) . 市：买。 旦：早晨。暮：晚 上 戎 机 ：战争。

度：过。 朔：北方。 金柝：古时军中守夜打更用的器具。

铁衣：铠甲。 策勋：记功。 转：次。 强：有余。 郭：外城。

扶将：扶持。 霍霍：磨刀的声音。 著：穿。 扑朔：动弹。

迷离：眯着眼。 傍：贴着。 安能：怎能。

雄雌两兔一起贴着地面跑，怎能辨别哪个是雄兔，哪个是雌兔？

2、“互文”句子的翻译

1、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韩，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意思是到各处街市备办鞍马的战具。(不是一处地方买一样东西。)

2、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意思是征战多年，经历很多战斗，许多将士战死沙场，木兰等幸存

者胜利归来。 (不是说将军都百战死了，壮士十年后回来了。)



3、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意思是每间房子都要开了门进去看看， （不是开了东阁的门而不进

去，然后转到西阁的床上去坐着. ）

4、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意思是当着窗户，对着镜子，先理云鬓，后贴花黄。 （不是只当着

窗户理云鬓，只对着镜子贴花黄。）

四、了解句式特点

1 .复沓句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旦辞爷娘去……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复沓与叠句的区别是，复沓可

以更换少数词语，而叠句的词语完全相同

2 .顶真句又称“联珠”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

3 .对偶句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4.排比句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

磨刀霍霍向猪羊。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鞫，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第二课时

一、理清结构

1、请概括本诗主要情节

一、 （1, 2）决定代父从军，

二、 （3）准备出征奔赴战场

三、 （4）十来年征战生活

四、 （5）还朝辞官

五、 （6）木兰还乡亲人团聚

六、 （7）比喻赞美， 讴歌英雄

二、赏析诗句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一勤劳孝顺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一军情紧急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愿

勇敢坚毅忠孝两全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鞘，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渲染战前准

备的紧张和忙碌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黄河流水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 女儿情怀衬托思亲之情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征途之遥 生活之苦 战斗之多 时间之长 战况之

烈一勇敢坚强的英雄气概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木兰不用尚

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不慕高官厚禄热爱和平生活。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

磨刀霍霍向猪羊。一渲染归家的欢乐气氛亲人团聚的喜悦心情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

对镜帖花黄。—— 渲染木兰的热爱生活，美丽可爱的女儿情态。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机

智、谨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机趣智

慧充满自豪

七、分析木兰形象

既有女儿情怀更具英雄气概

古代杰出的巾帼英雄形象

奇女子 普通人

既是 巾帼英雄 又是 平民少女

矫健的勇士 娇美的女儿

品质

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 淳厚朴实又机敏活泼 热爱亲人又报效国

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

八、探究写法

诗中n那些地方写得详细？哪些地言写得简略？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从军缘由一一详写

出征前的准备一一略写

出征中的思亲心理—— 详写

关山飞度，征战沙场一一略写 详写女儿情态略写英雄气概

凯旋辞官一一详写

家人迎接一一详写

木兰改装一一详写

1 （在内容上）突出木兰的儿女情态，丰富了木兰的英雄性格，使

得人物形象真实感人。

2 （在结构上）详略得当，使全诗显得简洁紧凑。

繁简安排有详有略

起到了突出人物特征 突出对木兰的孝敬父母、勇于担当重任的

性格的颂扬

表现作者倾向的作用 隐含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祝福，对战

争的冷淡和远离

九、讨论

一千多年来，木兰的形象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原因是什么？



一是人物的传奇性，一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

切动人。

勤劳善良，坚毅勇敢，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英勇善战，建立功勋。

竭尽爱国之忠心，又不慕高官厚禄，这正是千百年来传奇故事历久

不衰的原因。

你还知道我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女英雄吗？

穆桂英挂帅破天门梁红玉击鼓战金山 红娘子起义赴疆场

《水浒传》里的母大虫顾大嫂 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

《木兰诗》与 《孔雀东南飞》一起被称为“古代乐府双璧”。

十、拓展阅读

杜牧诗 弯弓征战作男儿， 梦里曾经与画眉。 几度思归还把酒，

拂云堆上祝明妃

查歧昌诗 帕首弓腰出阁姿，卷漳营郭记完碑。女郎剩取花名在，

岁岁春风一度吹。

板

节

谈

计

木兰诗

花木兰—— 巾帼英雄

奇女子 普通人

既是 巾帼英雄 又是 平民少女

矫健的勇士 娇美的女儿

作

业

设

计

1、背诵课文。

2、改 写 《木兰诗》

教

学

反

思



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集体备课教案

年级 七年级 科目 语文 课时 共 2 课时 第 1 课时

课题 6 老山界 主备人 授课教师

授课班级 授课时间
教研组长

签字
孙长

学
标

教
目

1、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热爱长征的革命传统。

2、理解一些词语的含义，赏析精彩的语段。

教学

重难

点

1、学习按时间变化和地点转移记叙事件、安排层次的方法。

2、理解生动描写对表达中心的意思的作用。

集体备课 二次备课

孽

过

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1、导语

二万五千里长征，历时一年，震惊中外。英勇的红军战士克

服了重重困难，越过了万水千山，胜利到达陕北。同学们，你们

知道红军翻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是哪一座吗那就是老山界。这座

山高三十里，悬崖峭壁，十分险峻，可我们的红军战士却勇敢地

翻过去了。大家想听听这段故事吗那就请亲身经历过这次翻山战

斗的一位老红军给我们讲述吧。

二、在学生预习课文的基础上，整体感知文章，要求用一句话概

括故事内容。

讨论、明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老山界。

三、探究学习

㈠明确顺序安排
1、写文章首先得有条有理、顺序清楚。本文以什么为顺序

呢（

时间变化、地点转移）

2、要求学生在文中找出表明时间、地点的词句。

㈡了解事件经过。填表说明红军翻越老山界的经过。

时间地点人物活动

第一天（上午傍晚天黑夜黑半夜）

第二天（黎明以后下午）

㈢理清结构层次。

1、提问：记叙一件事，文章结构一般如何安排?交代起因，

记叙经过，说明结局。

分三部分：交代决定翻越老山界（第一自然段）；记叙翻越老

山界的经过（2 - 3 3段）；说明老山界比起其它“小得很”（34段）。

一、作者以时间变化和地点转移为顺序记叙了红军翻越老山

界的经过。但翻越老山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 “难”表现在

口那些方面呢？

㈠引导学生细读课文，全面思考。

走路难、睡觉难、吃饭难、处境难



㈡对于这些困难，课文是怎样描述的（

要求学生跳读、勾划、概括）。

走路难：悬崖峭壁、山高路险。睡觉难：路窄石硬、寒气逼

人

吃饭难：粮食奇缺、肚子饥饿。处境难：敌人追击、枪声密

集。

㈢面对这般重重困难，我们的红军战士是如何对待的呢？

打趣逗笑、奋勇登山。酣然入梦、观赏夜景。

鼓着勇气、继续前进。毫不畏惧、嘲笑敌机

㈣这些描述表现了红军战士怎样的思想性格？

顽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

㈤首尾两段的作用。

1、文章主要记叙翻山的艰难，首尾两段说了这个意思没有

呢？

⑴首段交代了高度（三十里高）名称（土名叫老山界）说明山

难翻（暗示中心意思）。用土名“老山界”

（联系与瑶民攀谈一段）通俗亲切：暗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尾段。抓 住 “第一座”、 “小得很”细加体会。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课

二、继续学习课文，揣摩生动描写

1、本文把红军战士的‘顽强意志和乐观刻画得具体形象，靠

的是什么一

一生动的描写。

2、作者是从哪些方面描写的一

一行动、语言、场面、景物

3、揣摩行动描写

行动描写贯穿全篇，只要求学生抓住几个典型细节加以领

会。

向读文中需吾言描写，表现了红军的什么精神？

如 “别掉队、做乌龟、顶着天、哈哈笑”等，表现了相互鼓

励，豪迈乐观。

5、揣摩场面描写

⑴找出最典型的场面描写。 “之”字奇观

⑵作者是怎样描绘这一奇观的？

着重于观察的立足点和角度的理解，想象场面的雄奇壮观。

⑶这样描写表现了红军战士的什么精神？

烘托出红军英勇豪迈的英雄气魄。

6、揣摩景物描写

⑴找出最精彩的一段。

半夜醒来观赏夜景（所见所闻）

⑵ “见”主要写了哪些景物以什么为序用了哪些修辞手法

星星、山峰、山谷；自上而下；比喻、排比

⑶ 所 “见”景象给人什么感受“闻”突出了什么特点

庄严、奇伟。寂静

⑷可作者描写的却是各种‘'声响"，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以动写静，角度巧，效果好。（进一步要求学生谈

谈自身感受）
⑸言些声音有何特点采用什么方法写出

远、近、大、细；比喻、拟人（山泉呜咽）



⑹这段景物描写对表现中心意思有何作用？

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身打颤，而红军战士却能平心静气

地欣赏眼前景、细听耳边声，可见红军战士的镇定与豪迈。这是

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形象刻画。三、小结

本文真实、生动地叙述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全过程，写出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

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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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第二单元集体备课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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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本文的创作背景，了解通讯的文刊

2 .感知课文内容，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

1 .学习本文围绕中心选材、巧妙组材的特

2 .体会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表

3 .学习根据表达需要和语言环境选用人称、词

1 .学习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陶冶情操

2.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

，特点。

点。

达方式综合运用的表达效果。

语、句式和修辞的方法。

O

主义精神。

教学

重难

点

学习本文围绕中心选材，巧妙组材的特点。

体会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的表达效果。

集体备课 二次备课

教

学

过

程

—、导入新课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们先看一段视频。（播放国庆70周年

阅兵视频片段）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

场景，受阅战士整齐的步伐、矫健的身姿、昂扬的精神状态，让

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新时代军人的可敬、可爱。那么，7 0 年前朝

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是怎样可爱呢？今天，我们就从魏巍的通

讯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来了解他们美好的心灵，感受他们博大

的胸怀，学习他们高尚的品格。

二、自主学习

（一）、助学资讯

1 .作者作品

魏 巍 （1920—2008）, 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河南

郑州人,毕业于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国当代作家、

诗人。代表作有长诗《黎明的风景》，长篇小说《东方》 《地球

的红飘带》, 通讯集《谁是最可爱的人》，散 文 《我的老师》。

其中《东方》获 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并于2019年入选“断

中国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抗美援朝期间，魏巍曾两次到

朝鲜前线，深入连队生活，深深感到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

回国后，他提炼了三个典型事例，选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

一醒目而又发人深思的题目，表现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主题一

一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从而热情地讴歌了志愿军战士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2 .写作背景

（播放抗美援向视频片段）1950年 6 月 2 5日，朝鲜战争爆发。

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立即采取武装干

涉政策，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妄图侵犯我国领土。因此，

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



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

经过五次大的战役，中朝人民军队把侵略者赶回汉江南岸，终于

迫使美帝国主义在1953年 7 月同中朝方面签订停战协定。作者

魏巍在朝鲜前线采访期间，每日接触到许多志愿军战士英勇作战

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受到极大的震动，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来表现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最初写成

的通讯，题目叫作《自豪吧，祖国》，里面写了二十多个生动的

例子。但魏巍感到例子堆得太多了，好像记账，哪一个也说得不

清楚、不充分，所以没有发表。后来他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从中选取了三个最典型、最能本质地表现英雄人物优秀品质的事

例，所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篇通讯问世后，不仅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凡是保卫祖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战士，我们都习惯地称

之 为 “最可爱的人”。

3.文体知识

通讯，和消息一样，也是用事实说话，不同的是，通讯的内

容比消息更详尽、具体、形象。通讯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①生动性：通讯多借用文学手段，可以描写、抒情、对话，

可以用比喻、象征、拟人等手法。因此通讯在语言和表达方法上

都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②完整性:通讯要相对完整、具体地报道人物或事物的过程。

③评论性:通讯可运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对人或事直接做出评

论。

（二）、字词积累

1. 字音字形

军隅里（yii） 掘 倒 （3n） 掰 断 （bdi）
淳*卜（chiin） 由 固 （yin） 南 亮 （hub）

憋 闷 （bid） 坚 rGn （韧） 谦 xiin （逊）

fd （覆）灭

2 .多音字

好 （x i d n ）朝鲜 什 （shf ）什物 覆 （fii）

惹火

（x i a n ）新鲜 （Shen ）什么 履 （M  ）履行

3 .词义

什物：指家庭日常应用的衣物及其他零碎用品。

豁亮：宽敞明亮。

坚韧：坚固有韧性。

淳朴：诚实朴素。

谦逊：谦虚恭谨。

覆灭：全部被消灭。

（三）、整体感知

1 .阅读课文，找出生字、生词，对照课本上的注释或查词典

弄清意思。

2 .本文中志愿军战士的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

纯洁、高尚的品质，坚韧、刚强的意志，淳朴、谦逊的气质，

美丽、宽广的胸怀。

3. 志愿军战士的“可爱”是通过哪三个故事表现出来的？为

这几个故事分别拟一个小标题。

松骨峰战斗、火中救小孩、防空洞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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