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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五年级下册语文

第一单元教案

五年级下册语文教学计划

XX区 XXX小学   姓名 XXX

一、指导思想 ：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下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精神为指导，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为依据编写的。本册教科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从选文到练习设计，从编排结构到呈现方

式，有不少新的突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重视学生知识的积累情况，更要着眼于全面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增强语文实践能力，培养创新精神，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二、学情分析 ：

我班本学期共有学生 45人，大多数都是本地生；其中男同学 25人，女同学 20人。通过

五年级上学期的学习，大多数同学学习态度端正，学习习惯良好。在语文学习中，多数同学

上进心较强，为了取得好成绩认真听讲，仔细作业，有着扎实的基础知识。但仍有少数同学

学习积极性不高，没有自觉学习的习惯，不认真学习，作业拖拉，成绩不理想。希望通过本

学期的努力，从抓后进，保优生入手，争取让我班的语文成绩有所提高。

三、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共有 23篇课文和一个综合性学习。教材仍以专题形式组织内容:导语，课例(精

读课文，略读课文，综合性学习，思考练习，阅读链接，资料袋)，口语交际，习作，语文园

地(交流平台，词句段运用，书写提示，初试身手，日积月累等)。

    教材设计了 8个单元主题，依次是：永远的童年、四大名著、遨游汉字王国、我的祖国、

人物描写、困难面前、世界各地、风趣的语言。

    第一单元为“童年往事”，安排了《古诗三首》、《祖父的园子》、《月是故乡明》、

《梅花魂》等课文，主要让学生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第二单元为“古典名著之旅”，安排了《草船借箭》、《景阳冈》、《猴王出世》和《红

楼春趣》等课文，本单元主要引导学生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第三单元为“综合性学习：遨游汉字王国”，安排了《汉字真有趣》、《我爱你，汉字》

等阅读材料，让学生感受汉字的有趣，了解汉字文化。学习搜集资料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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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单元为“家国情怀”，安排了《古诗三首》、《军神》、《青山处处埋忠骨》

和《清贫》等课文，本单元主要引导学生通过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

    第五单元为“描写人物”，安排了《人物描写一组》和《刷子李》等课文，本单元主要

引导学生学习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

    第六单元为“思维的火花”，安排了《自相矛盾》、《田忌赛马》、《跳水》等课文，

本单元主要引导学生了解人物的思维过程，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第七单元为“异域风情”，安排了《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国》、《金字塔》等课

文，本单元主要引导学生体会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

    第八单元为“幽默和风趣”，安排了《杨氏之子》、《手指》和《童年的发现》等课文，

本单元主要引导学生感受课文风趣的语言。

    四、教学目标：

（一）识字写字

1.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

2.认识常用汉字 200个，会写常用汉字 180个。

3.硬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力求美观，有一定的速度。

4.能用毛笔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

5.写字姿势正确，有良好的书写习惯。

    （二）阅读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默读有一定的速度。

3.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体

会其表达效果。

4.在阅读中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章的基本表达方法。

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砍伐，作出自己的判断。

5.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

6.扩展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25万字。

    （三）习作

1.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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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

累习作素材。

3.修改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做到语句通顺，行款正确，书写规范、整

洁。根据表达需要，正确实用常用的标点符号。

    （四）口语交际

1.与人交流尊重和理解对方。

2.乐于参与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3.听人说话认真、耐心，能抓住要点，并能简要转述。

4.表达有条理，语气、语调适当。

5.能根据对象和场合，稍作准备，作简要的发言。

6.注意语言美，抵制不文明的语言。

五、教学措施：

1.精心钻研教材，让课堂有增量。

2.开展大量阅读，并开设“阅读欣赏课”引领学生走向阅读。　

除此之外，采用各种方式使学生爱上阅读：

（1）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推荐与课文相关的书籍，教师可在上到相关课文时推荐。

（2）向学生推荐现今流行的或一直有的一些文质兼美的书籍。

（3）开展与读书活动有关的系列活动，如学生表现好奖励学生——作业整理课教师给学

生讲一个故事，读书统计活动，与家长共读一本书并写几句读后感，看完一本书可以奖励星

星期末进行统计评选等活动。

3.加大积累量，开展“经典文化诵读”活动。

4.加强提高学习自觉性，端正学习目的，注意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提高同学的自信

心和上进心，让每一位学生都体会到成功的乐趣，配合学校完成素质教育的多项教育措施。

5.营造自主学习的情境。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加强预习指导，自行解决生字词，

课堂有针对性地对重难点稍加点拨，攻破重难点。

6.为了加强学生的阅读面、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的写作能力，为其写作积累素材，继续

要求每天或隔天做课外阅读读物文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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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要求学生每天读报或看新

闻，并把当天最重要的时事写在文摘卡上（用一句话概括新闻的内容）。

8.重视词句段的训练，引导学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要经常给学生提供

机会，练习分析作者的写作目的，情感。

9.继续对班里的朗读情况加以重点指导，并且加强读书的速度训练，以达到一定的要求。

10.重视重点训练项目的训练。精心设计课堂作业和课外作业，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大

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11.促进学习方式的改变。发挥优等生的带头作用，带动全班同学使其形成良好的班风，

即优良的学习氛围，重视班干部的培养，班集体的建设。加强差下生的指导。重视学生的德

育，加强学生的礼仪教育。

六、教学进度表：

周次 教学内容 周次 教学内容

1

古诗三首（二课时）

祖父的园子（二课时）

月是故乡明

13

自相矛盾（二课时）

田忌赛马（第一课时）

田忌赛马（第二课时）

2

梅花魂

口语交际

习作

语文园地一（二课时）

14

跳水（第一课时）

跳水（第二课时）

习作：神奇的探险之旅

语文园地（二课时）

3

草船借箭（二课时）

景阳冈（第二课时）

红楼春趣

15

威尼斯的小艇（二课时）

牧场之国（二课时）

金字塔（第一课时）

4

猴王出世（第一课时）

猴王出世（第二课时）

口语交际

习作

16

金字塔（第二课时）

口语交际《我是小小讲解员》

习作：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语文园地七（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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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园地二（二课时）

5

汉字真有趣（第一课时）

汉字真有趣（第二课时）

汉字真有趣（第三课时）

汉字真有趣（第四课时）

17

杨氏之子（第一课时）

杨氏之子（第二课时）

手指（第一课时）

手指（第二课时）

童年的发现（第一课时）

6

我爱你汉字（第一课时）

我爱你汉字（第二课时）

遨游汉字王国（一）

遨游汉字王国（二）

18

童年的发现（第二课时）

口语交际：我们都来讲笑话

习作《漫画的启示》

语文园地八（第一课时）

语文园地八（第二课时）

7

古诗三首（第一课时）

古诗三首（第二课时）

青山处处埋忠骨（第一课时）

青山处处埋忠骨（第二课时）

军神（第一课时）

19 期末复习

8

军神（第二课时）

清贫

习作：他___了

语文园地（第一课时）

语文园地（第二课时）

20 期末考试

9 期中复习

10 期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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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物描写一组（二课时）

刷子李（二课时）

12
交流平台 初试身手

习作例文

习作

古诗三首

课题 古诗三首 课型 讲读课文 

授课

时间
3 课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会认“昼、耘、供、稚、漪”5 个生字，理解字义，识记字形；

正确书写会写字“昼、耘、桑、晓”；正确读写课文中的重点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主要意思。

4.体会古诗表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

重点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

难点
理解古诗大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第一课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会认 “昼、耘、供”3 个生字；正确书写会写字“昼、耘”；

正确读写课文中“耘田”“绩麻”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默写古诗。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主要意思。

4.通过观察插图、想象画面等方式帮助学生体验意境，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情趣，

体会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5.引导学生发现古诗词的美，培养学生阅读古诗词的兴趣，激发其对古诗词的热

爱之情，从而使其养成课外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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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

准备
课件：作者简介、词语解释、有关图片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同学们，在学习课文和课外阅读中一定积累了很多古诗，

现在老师给同学们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把你最喜欢的一

首描写春、夏、秋、冬的古诗朗诵给大家听。

2.学生自愿举手朗诵古诗。

3.教师评议。

4.谈话揭题：我国宋代有一位诗人，叫范成大。他十分喜

爱农村一年四季的生活，写了很多描写农村四季的诗歌。

今天我们来学习其中描写农村夏日生活中一个场景的一

首。（板书：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5.朗读诗题，理解题意：指名学生读课题。（引导学生理

解：“兴”在这儿读第四声，在文中的意思是兴致；“杂

兴”的意思是各种兴致；“四时”在这诗中表示的是一年

四季。整个题目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诗人看到一年四季不

同的田园景色而产生了很多的感想。）

6.了解诗人。

范成大（1126 年 6 月 26 日—1193 年 10 月 1 日），

字致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

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

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激发学生的认知兴

趣，使学习成为他们自

身迫切的需要，是引导

学生主动探索、自主学

习的前提。

新课

教学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初读诗歌，读准生字。

（1）学生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指名学生读，师生评议，重点指导读准“昼、耘、

供”。

（3）指导书写会写字“昼、耘”。

①学生观察生字，交流生字的书写特点。

②老师范写,学生认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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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生练习书写,教师巡视指导。

④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学生习字，让学生相互交流、相

互借鉴。

2.理解词语。

让学生结合注释和自己的学习经验，互相交流对古诗中词

语的理解。

三、借助注释，理解诗意。

1.学生熟读古诗。自由读、同桌读、小组读、开火车读、

比赛读。

2.借助注释互相交流：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3.全班交流，教师评议并小结：白天出去给田里锄草，到

了夜晚回家搓麻绳，农家男女都各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儿

童不明白怎么耕田织布，但也在桑树下学着大人的样子种

瓜。

四、品读欣赏，深入探究。

1.赏析诗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板

书：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小组交流：这两句诗写了什么内容？（农民劳动的

繁忙景象。）（板书：辛勤劳动）

（2）想象交流：

①“昼”和“夜”分别指什么？（白天和晚上。）

②农民们除了“耘田”“绩麻”还要干些什么农活？（插

秧、收割、犁地、积肥……）。

③看到此情景作者会对“村庄儿女”说些什么？（农家男

女都各自挑起家庭的重担。你们虽然辛苦，但生活是快乐

的。）

（3）指导朗读。（读出对“村庄儿女”的敬重和赞美之

情，读出诗的节奏。）（板书：赞美）

①指名读，师生评议。

A．读出农民的辛苦。

B．读出农民的忙碌，表现繁忙的劳动场面。

C．读出农家生活的和谐。

鼓励学生运用多

种方法识记生字、理解

词语，体现学生学习的

主体性、主动性和自觉

性，养成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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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反复读：自由读、指名读、教师读、学生再读、齐读。

（4）教师小结：从短短的诗句里我们感受到了农民劳动

的辛苦和劳碌，但在当时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却是诗人这

种文人墨客所向往的。忙碌了一天，晚上一家人各自做着

各自的事情，这种温馨，使人们劳动的疲倦和劳累一扫而

光，这种快乐与满足就是人们从劳动中得到的。再次齐读

课文，试着把这种满足与快乐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2.赏析诗句“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板

书：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课件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观察图画，抓住儿童

神态、动作，想象儿童会说些什么。用自己的话描述自己

想象到的当时的情景。

（2）你们了解了这些孩子的什么特点？（天真、勤劳、

好学、可爱、爱劳动……）（板书：天真可爱）

（3）教师引读：在当时的农村不只是村子里的男男女女

各尽其能，做着分内的事，就连那小孩也——“童孙未解

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小组交流：从“童孙”“学种瓜”中你感受到了什

么？ 

①孩子们很懂事：父母的勤劳感染了村庄的“童孙”，孩

子们也喜欢上了劳动。

②孩子们的快乐：他们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心里也想到了

丰收时收获的快乐。

③孩子们的可爱：从孩子们的神情、动作感受到他们的童

真童趣，俏皮可爱。

（5）指导朗读：在朗读中表现出孩子们的自豪；读出孩

子们的快乐；读出小孩子的调皮可爱；读出小孩子的聪明

好学；读出作者对他们的喜爱之情……（板书：喜爱）

3.了解写法。

（1）在这首诗中作者以什么为写作题材？（农村生活。）

（2）作者是怎样描写农家生活的？（作者抓住农家生活

的片段，运用通俗的语言，如“耘田、绩麻、村庄、儿女、

引导学生在反复

朗读中细细品味，练习

有感情地诵读，不但让

学生领悟诗句的表层

意思，还要领悟诗句的

深层意思，体会诗句语

言的感情色彩，体会诗

人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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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孙、耕织、种瓜”等词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教师小结：在这首诗中作者运用平白、朴实、自然

的语言勾画出质朴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具有浓浓的乡村生

活气息。

课堂小

结及拓

展延伸

 五、课堂总结，拓展阅读。

1.《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是南宋诗人范成大所作

的一首田园诗，是其所创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

的一首，诗人抓住村庄男女的劳动局面描写，男的外出劳

作，女的在家忙碌，就连孩子们也深受家长勤劳品质的影

响，学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真实地再现夏日乡村农忙

时的质朴生活。那生活充溢着辛劳，也充溢着恬适。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儿童的（    ），对劳动人民的

（    ），以及对乡村生活的（    ）。全诗语言平白、

朴实、自然，具有浓浓的乡村生活气息。

   喜爱    赞美    热爱

2.学生自由阅读。

四时田园杂兴（其二）

(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3.搜集并阅读《四时田园杂兴》中的其他诗句。

   

在学习完课文之后，

补充《四时田园杂兴》

的其他诗句，鼓励学生

自读自悟，激发学生收

集和阅读田园诗的兴

趣。

板书

内容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辛勤劳动    赞美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天真可爱    喜爱

第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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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读准“稚”字音，理解字义，识记字形；正确书写会写字

“晓”；正确读写课文中“稚子”等词语。

2.有感情的朗读、背诵古诗。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

4.凭借语言文字注解、图片等，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

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的语言美和内蕴美。

5.领悟作者的感情，感受童年生活的情趣和欢乐。

教具

准备
课件：作者简介、词语解释、有关图片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同学们，你们了解我国古代诗人杨万里吗？

2.学生交流与杨万里有关的资料。

3.教师评议。学生自由阅读。

杨万里（1127 年 10 月 29 日-1206 年 6 月 15 日），

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

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合称南宋

“中兴四大诗人”，被誉为一代诗宗。

杨万里一生写作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

千二百首。有《诚斋集》行世。

4.引导学生交流读过的杨万里的诗。

宿新市徐公店

宋代：杨万里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舟过安仁

宋代：杨万里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交流学生熟悉的

古诗，创设童年生活的

童趣画面，引领学生自

觉走入诗的意境。为课

堂营造轻快、愉悦的学

习氛围，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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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谈话揭题：以上两首诗都与儿童生活有关。《宿新市徐

公店》是一首描写暮春农村景色的诗歌，诗中描绘了儿童

捕蝶的欢乐场面，作者将儿童的天真活泼、好奇好胜的神

态和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舟过安仁》浅白

如话，充满情趣，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的充满童

稚的行为——以伞当帆来使船前进。其行为中透出了只有

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体现了两小童的可爱与聪明。今天

我们再来学习杨万里描写儿童生活的另一首古诗《稚子弄

冰》。（板书：稚子弄冰）

5.朗读诗题，理解题意：指名学生读课题。（“稚子”在

这儿的意思是幼小的孩子；“弄”是“玩”的意思。整个

题目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幼小的孩子玩冰。）

6.了解写作背景。

此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春，杨万里当时在

常州任上。打春牛是古时的习俗，立春前一日，用土牛打

春，以示迎春和劝农。这首诗写儿童看到大人们鞭打春牛

的场面后进行模仿的情景，这一场景引起诗人对丰收的联

想。

新课

教学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初读诗歌，读准生字，指导书写 。

（1）学生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指名学生读，师生评议，重点指导读准“稚”。

（3）指导书写会写字“晓”。

①学生观察生字，交流生字的书写特点。

②老师范写,学生认真观察。

③学生练习书写,教师巡视指导。

④投影展示书写正确、美观的学生习字，在相互交流中引

导学生相互借鉴。

2.理解词语：学生结合注释和自己的学习经验，互相交流

对古诗中词语的理解。

三、借助注释，理解诗意

1.学生熟读课文：自由读、同桌读、小组读、开火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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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读。

2.借助注释互相交流：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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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班交流，教师评议并小结：清晨，满脸稚气的小孩，

将夜间冻结在盘中的冰块脱下，用彩线串起，当做银钲。

提在手中，轻轻敲打，冰块发出穿林而过的响声。当欣赏

者正醉心于那穿林而过的响声时，忽然却听到了另一种声

音——冰块落地，发出了水玉破碎的声音。

四、品读欣赏，深入探究

1.指名学生朗读全诗，其他同学闭眼想象，然后找同学说

一说，你眼前浮现了怎样的场景。全班同学齐读诗歌。

2.小组交流，说说自己的感受。

3.全班交流，教师评议，相机小结。

（1）作者在这首诗中抓住瞬间快景避开直接描写，用生

动形象的“穿林”响声和贴切的比喻，用老者的眼光欣赏

稚子的情趣。

（2）诗中孩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

①心态上：虽然在寒冷的天气里“弄冰”，但孩子兴趣浓

厚。

②色泽上：“金”盆“彩”丝串“银”冰。（板书：色泽

上——金盆  彩丝  银钲）

③形态上：是用“金盆”脱出的“银钲”，圆形。（板书：

形态上——圆形）

④声音上：有 “玉罄穿林响”的高亢，忽又转作“玻璃碎

地声”的清脆。（板书：声音上——玉罄穿林响  玻璃碎

地声）

（3）全诗形色兼具，赏心悦目；声意俱美，悦耳赏心。

绘声绘色地表现出儿童以冰为钲、自得其乐的盎然意趣。

（板书：以冰为钲  自得其乐）

（4）全诗突出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儿童忘却

严冬的寒冷，保持他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快乐。孩童与老人

在心理特征上有许多的相通之处，正是因为这样，孩童的

“脱冰作戏”场景在老人的眼里才有依依情趣。

五、感情朗读，背诵古诗。

1.学生练习感情朗读，熟读成诵。

引导学生在反复

朗读中细细品味，鼓励

学生抓住诗句中相应

的字眼，品味到了古诗

所传达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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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着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用自己的话讲述

故事，是对学生叙述能

力的训练，贴合本单元

的语文元素。

课堂小

结及拓

展延伸

 六、课堂总结，拓展阅读

1.《稚子弄冰》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所作的七言绝句。全诗

四句，从小孩幼稚嗜玩的心理特征切入，为读者描绘了一

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脱冰作戏”的场景。

2.搜集并阅读杨万里的其他诗句。

板书

内容

稚子弄冰

宋代：杨万里

色泽上——金盆  彩丝  银钲

形态上——圆形

声音上——玉罄穿林响  玻璃碎地声

——以冰为钲、自得其乐

第三课时

教学

目标

1.自主学习字词，读准生字“漪”，理解字义，识记字形。

2.有感情的朗读、背诵古诗。

3.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

4.凭借语言文字注解、图片等，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

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感受诗歌的语言美和内蕴美。

5.领悟作者的感情。

教具

准备
课件：作者简介、词语解释、有关图片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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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一、创设情境，激情导入

1.课件出示课文插图，学生交流：从图上你看到了什么？

2.学生交流，教师评议，相机引导，导入课题：我们今天

领略的是宋代乡村的一段美丽风光，这段风光是一位诗人

带给我们的，他的名字叫——雷震。（板书：村晚  宋代  

雷震）

3.简介作者。学生自由阅读。

雷震，宋朝，生平不详。或以为眉州(今四川眉山)人，

宋宁宗嘉定年间进士。又说是南昌(今属江西)人，宋度宗

咸淳元年(1265 年)进士。其诗见《宋诗纪事》卷七十四。

4.理解课题。

（1）指名解题。

（2）小组交流：看了诗题，你想到什么？

（3）全班交流，教师小结：“村晚”意思就是乡村的傍

晚，可以知道这首诗是描绘乡村傍晚景色的。

5.谈话过渡：这节课就让我们随着作者雷震一起去欣赏乡

村傍晚的景色。

    借助插图引发交流，

并导入新课，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新课

教学

二、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1.初读诗歌，读准生字，指导书写 。

（1）学生自由读，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指名学生读，师生评议，重点指导读准“漪”。

2.理解词语：结合注释和自己的学习经验，互相交流对古

诗中词语的理解。

三、借助注释，理解诗意

1.学生熟读课文：自由读、同桌读、小组读、开火车读、

比赛读。

2.借助注释互相交流：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

3.全班交流，教师评议并小结：绿草长满了池塘，池塘里

的水，几乎溢出了池岸。远远的青山，衔着通红的落日，

一起把影子倒映在水中，闪动着让人感到寒意的粼粼波光。

那小牧童横骑在牛背上，缓缓地回家去，他拿着一支短笛，

随口吹着，也没有固定的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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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读欣赏，深入探究

1.课件出示课文插图，学生观察图片后自由朗读全诗。

2.小组交流，说说自己的感受。

3.全班交流，教师评议，相机小结。

（1）交流学习：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板

书：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

①从首句中的“草满池塘”你了解到什么？（是说节令已

在春末，池塘里的青草已经长满。）

②从“水满陂”你又了解到什么？（是说正逢多雨季节，

因此水涨得很高。）

③诗中的“陂”和“池塘”意思一样吗？（它们的意思是

相同的，都是包括了池塘和池边上的岸上两部分。）

④鼓励学生找出诗句“草满池塘水满陂”中和图画上相对

应的地方，看看图，再说说诗句的意思。（绿草长满了池

塘，池塘里的水，几乎溢出了池岸。）

⑤从“草满池塘水满陂”一句你感受到什么？（水草丰美，

生机勃勃。）

⑥次句“山衔落日浸寒漪”主要写了什么？（写远山落

日。）

⑦“山衔落日浸寒漪”这一行里的“山衔落日”是什么意

思？看图理解诗句的意思。（远远的青山，衔着通红的落

日。）

⑧为什么要用“衔”字呢？（用一个“衔”字，形象地展

现出落日挂在山头上的情景。）

⑨“寒漪”指什么？（指的是让人感到寒意的的水面波

纹。）⑩“浸”是什么意思？（倒映在水中的意思。）

⑪从图画上能看出“山衔落日浸寒漪”这句诗的内容吗？

你能想象出这部分的图画吗？（学生自由的发挥想象，比

如可以说说图画上没有的内容是怎样的。）

⑫

在学中，注意引导

学生扣住关键的精彩

词语。如诗中的“衔”

字，引导学生想象，感

受落日西沉，夹在两座

山峦之间的美妙情景。

第三、四句诗中抓住对

“横牛背、信口”这些

词语的理解，让学生进

一步感受牧童无忧无

虑、怡然自得的生活，

这不仅是在教给学生

学习诗人锤炼词语的

态度和方法，也是在引

导学生锻炼思维的准

确性，激发想象的丰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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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结：这首诗写景文字集中在一、二两句，写的是山

村晚景。诗人把池塘、山、落日三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描

绘了一幅幽雅美丽的图画,为后两句写牧童出场布置了背

景。（板书：山村晚景）

（2）交流学习：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①在这样宁静优美的背景中，主人公--牧童登场了。一名

同学读这句诗，其他同学闭眼想象画面。“牧童”是指什

么人？（指放牛放羊的儿童，这里指的是放牛娃。）

②“归去”是指去哪里？（去村里）

③“横牛背”是什么意思？（看图理解该词的意思：横骑

在牛背上。）

④看看插图上的牧童在牛背上干什么？（吹笛子）哪一句

诗和这个画面是对应的？（“短笛无腔信口吹”）

⑤你是怎样理解“短笛无腔信口吹”一句的？（拿着一支

短笛，随口吹着，也没有固定的曲调。）

⑥从诗句“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你感受

到牧童的什么性格特点？（调皮可爱，天真活泼，淳朴无

邪。）（板书：天真可爱）

4.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反复朗读，教师小结：这首诗摄

取的画面不大，写景则集中在池塘上，写人则集中在牧童

上，又都紧紧围绕着“村晚”二字落笔，把人引入了江南

优美的田园之中，使人对悠然恬静的乡村生活充满着向往。

诗家有“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说法。

五、感情朗读，背诵古诗。

1.交流了解朗读节奏。

2.学生练习有感情朗读，熟读成诵。

3.试着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六、总结课文主旨。

《村晚》是南宋诗人雷震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是

一首描写农村晚景的诗：形象描绘了一幅有着四周长满青

草的池塘、似被山含住的红红落日以及放牛回家的孩子横

坐在牛背，用短笛随便地吹奏着不成调的曲子。诗人即景

学生用自己喜欢

的方式反复朗读，学生

没有了束缚，朗读伴随

着思维活动和情感活

动，个性化朗读得到了

充分展现，每个学生读

的表情、音调、情感都

各有千秋，有的甚至摇

头晃脑仿佛就置身于

诗中的境界，体验着诗

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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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写，构成了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抒发了诗

人对乡村晚景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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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

结及拓

展延伸

 七、课堂总结，拓展阅读

1.《村晚》是一首描写农村晚景的诗。四周长满青草的池

塘里，池水灌得满满的，太阳正要落山，红红的火球好像

被山吃掉一样（是落山后），倒映在冰凉的池水波纹中。

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在牛背，他拿着短笛随便的吹奏。诗

人即景而写，构成了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

2.对比阅读。

所见

作者：袁枚 (清)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3.搜集并阅读描写儿童生活的其他诗句。

板书

内容

村晚

宋代：雷震

草满池塘水满陂，

山衔落日浸寒漪。    山村晚景

牧童归去横牛背，

短笛无腔信口吹。    天真可爱

2 祖父的园子

▶教学目标

1.会认“蚱、啃、樱”等 10个生字，读准 1个多音字“晃”，会写“蝴、蚂、蚱”等 14

个字，正确读写“蝴蝶、蜻蜓、蚂蚱”等 11个词语。

2.默读课文，了解祖父的园子里有些什么。“我”在园子里做了什么。

3.品读描写园中景物的句子，体会“我”的内心感受。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结合“阅读链接”，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默读课文，感知“我”和祖父在园子里的活动，体会祖父的园子的特别之处。

▶教学难点

品读描写园中景物的句子，体会“我”的内心感受。

▶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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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字词

结合语境，指导学生读准“倭、蚌、蚱”等容易读错的字；通过读音辨析，指导学生读

准多音字“晃”。根据字形特点，归类书写“蝴、蚂、蚱”，“拔、拴”，“瞎、铲、割”

这 3组字 ，重点指导“樱、承、瓢、逛”4个笔画较多的字。

2.阅读理解

运用长文短教的方法，紧扣中心词，梳理课文脉络；品读关键语段，体会“我”的内心

感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课文对园子里的花朵、鸟儿、虫子等事物的描述中，体会字里

行间蕴含着的对祖父和园子深沉的爱与怀念。

3.语言运用

找出文中的拟人句，品读感悟作者的内心感受，仿照文中的拟人句写一写。

▶教学准备

1.预习提纲：完成《状元大课堂·好学案》对应课文预习作业。

2.准备资料：多媒体课件、小说《呼兰河传》。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 1 课时

▶课时目标

1.会认“蚱、啃、樱”等 10个生字，读准 1个多音字“晃”，会写“蝴、蚂、蚱”等 14

个字，正确读写“蝴蝶、蜻蜓、蚂蚱”等 11个词语。

2.默读课文，感知“我”和祖父在园子里的活动，体会祖父的园子的特别之处。

▶教学过程

一 谈话导入，引出课题

1.谈话导入。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往事，快乐也好心酸也好，对于他都是心动神移的最深刻的记

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小女孩向我们讲述的她的童年往事，这个小女孩叫

萧红。

2.板书课文题目，齐读课文题目。（板书：祖父的园子）

3.过渡：萧红为什么会对祖父的园子如此念念不忘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一生魂牵梦萦

的园子。【设计意图】歌曲导入，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介绍作者萧红，引出《呼兰河

传》，为学生学习课文打下基础，也为引导学生阅读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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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文。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2.检查字词学习。

课件出示

第一组：蚂蚱  蜻蜓  蚂蚱  蚌壳

第二组：樱桃  谷穗  倭瓜

第三组：拔草  铲地  割草

第四组：圆滚滚  明晃晃  毛嘟嘟  蓝悠悠

（1）指名分组读，教师相机正音。

（2）引导发现：你发现这几组词有什么特点？

3.重点指导“樱、承、瓢、逛”4个笔画较多的字。

（1）指导写 “樱”字。（学生观察—老师范写—学生练写）

（2）指导写“承”字。最后两笔不要连写。

（3）指导写“瓢”字。右边是“瓜”，不要写成“爪”。

（4）指导写“逛”字。注意不要漏掉“辶”。

4.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小组讨论：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课文主要写了园子里的景象以及园子里发生的趣

事）

【设计意图】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四组词语的朗读别具匠

心，意在引导学生初读时，关注园子里的一草一物以及在园子里所做的事情。引导学生概括

课文主要内容，了解文章大意。指导书写，关注学生书写习惯的培养。

三  走进园子，感受美景

1.教师引导：作者记忆中的园子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走进这个园子。快速

浏览课文，找出文中哪几个自然段直接描写了园子中的景物。（1～3自然段）

2.指名读第 1自然段，思考：这是一个怎样的园子？（指名学生回答）

3.全班学生交流，老师相机概括。

课件出示

动物多：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

颜色美：蝴蝶——白、黄、红中带着金粉；蜻蜓——金；蚂蚱——绿

形态美：蜜蜂——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胖乎乎、圆滚滚、像小毛球似的



 21 / 35

4.教师小结: 作者在这段对园子的描写中，不仅写了好看的，还写了不好看的，不仅写

了昆虫的色彩还写了昆虫的样子，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是一个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园子。齐

读第 1自然段，共同感受这幅五彩缤纷的画面。（齐读）

5.祖父的园子是一个大花园！仅仅只有这些小昆虫吗？（联系下文可知还有天上飞的，

地上长的，果然是样样都有）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朗读课文，初步感受园子中的五彩缤纷、样样都有。指导学生运

用作批注的方法学习第 1自然段，注重学法指导。

四  走进园子，感知趣事

1.默读课文第 4—16 自然段，说说“我”和祖父在园子里做了什么？（栽花、拔草、种

菜、铲地、嬉戏、浇水）

2.这六件事都体现了一个什么字？（乐）还体现了一个什么词？（自由）

3.祖父的园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祖父的园子不仅景色美，样样都有，而且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和自由，难怪

“我”对祖父的园子念念不忘！

【设计意图】这部分的设计是针对课后第一题来完成的，指导学生默读课文，找出“我”

和祖父在园子里做的六件事，感受祖父的园子的特别之处。初识祖父的园子，从整体上把握

课文内容，感受园中的快乐和自由。

第 2 课时

▶课时目标

1.品读描写园中景物的句子，体会“我”的内心感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结合“阅读链接”，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  细读课文，趣中品乐

1.回顾：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我”跟着祖父在园子里做了六件事，是哪六件事？（栽花、

拔草、种菜、铲地、嬉戏、浇水）

2.浏览课文第 4—16 自然段，想一想“我”在园子里做的哪一件事最有趣，为什么？抓

住关键词句，谈谈自己的感受。（全班汇报交流）

（1）预设一。

课件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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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

溜得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

①哪几个词让你感到特别有趣？（东一脚西一脚、瞎闹、踢飞了）

②老师先指名学生表演这几个动作，再指名学生回答：你在瞎闹时的心情怎样？（板书：

快乐）

③指名学生读出这份快乐。教师小结：踢出的是泥土和种子，可飞出去的却是快乐！

（2）预设二。（课件出示课文第 5自然段）�

①想象“我”铲过的地是什么样的？（该铲的没铲，不该铲的却被铲掉了）

②想象“我”铲地的动作是怎样的？（伏在地上，用锄头乱钩一阵）

③教师小结：边读边想象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发现！以后要多运用这种学习方法。

（3）预设三。

课件出示

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

扬，大喊着： “下雨啰!下雨啰!”

①“把水往天空一扬”中，这一扬，你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作者把自己淋湿了，像只落汤鸡。我感受到了她的自由畅快。

②指导朗读。

③教师小结：作者扬起的不仅是水，更是她的无忧无虑。

（4）预设四。（课件出示课文第 13自然段）�

①作者想吃黄瓜就吃黄瓜，想追蜻蜓就追蜻蜓，想捉蚂蚱就捉蚂蚱，真是想做什么就做

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一切让你感受到了什么？（板书：自由）

②指名学生读出“我”的自由。（轻松自由的语气）

3.教师小结：不管是栽花、拔草、种菜、铲地、嬉戏，还是浇水，作者都是在瞎闹、乱

钩、乱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童年生活是自由快乐的。

课件出示

这是一个（    ）的园子。

全班同学一起回答“这是一个自由快乐的园子”。

【设计意图】在作者质朴、欢愉、反复的语言特色中细细咀嚼，理解文章“趣”之所在，体

验作者童年生活的快乐和自由，感悟祖父给作者那深深的爱和温暖，体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

眷恋和对亲人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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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读课文，笑中悟爱

1.引导思考：为什么“我”可以在园子里这样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玩耍、瞎闹呢？（因

为祖父对“我”的宠爱）

2.引导交流：你从文中哪些词句感受到祖父对“我”的宠爱呢？（全班学生交流）�

3.抓住文中的细节描写来体会祖父对“我”的爱。文中还有一个细节描写，即“祖父大

笑起来”，从笑中，我们完全明白了：“我”在这园子里拥有的快乐和自由，都是源自祖父

的爱。（板书：爱）

4.在《呼兰河传》中，作者是这样回忆祖父的笑的。

课件出示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让我们把目光停留在祖父的这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上，发挥你的想象，用“当……的时候，

祖父笑了”来说一句话。

课件出示

当我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把菜种都踢飞的时候，祖父笑了！

指名学生仿照例句说话，对学生进行语言表达训练。

5.祖父这一次又一次的笑，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祖父对“我”浓浓的爱，这爱就组成

了一首爱的小诗。

课件出示

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

祖父栽花，我就栽花；

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

祖父浇菜，我也浇菜……

（1）齐读这首小诗。你发现诗句有什么特点吗？（“我”都是跟在祖父后面，祖父做什

么“我”就做什么）

（2）这首诗还没有写完，帮老师完成这首小诗。（学生练习写诗，老师相机指导）

（3）指名学生读自己写的诗。说说作者为什么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样的句子呢？（作者

是在一次次地回味着祖父的爱）

6.在一遍遍的反复中，作者在一次次地回味着祖父的爱，祖父的爱就像涓涓细流，静静

地滋润着作者，悄悄地在作者的心中流淌。此时，你感受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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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

这是一个（    ）的园子。

全班同学一起回答“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园子”。

【设计意图】抓住祖父的“笑”，体会祖父对我的宠爱，感悟园子里一切都自由的原因。

利用祖父的“笑”，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引导学生读诗、写诗，在诗的意境中感受祖父的

爱。

三 品读重点，感悟表达

1.正因为“我”在这园子里享受着快乐、自由，享受着祖父浓浓的爱，所以“我”看这

个园子时，就感到这园子有一种特有的魅力。（课件出示课文第 17自然段）��

（1）自由读第 17 自然段，用文中的一句话说说这园子特有的魅力是什么？（一切都活

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2）师生接读。

师引读：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

生接读：鸟飞了， 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在说话似的。

师引读：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生接读：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

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

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

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

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2.这段话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运用了排比和拟人的修辞手法）

课件出示

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

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1）指名学生读这句话，想一想作者当时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作者的内心是自由快

乐的）

（2）文中像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从文中找出类似的句子画上横线，和同学交流自己的

感受。（学生互相交流）

（3）仿照这些拟人句写一写。

3.作者萧红曾在《呼兰河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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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

因为我感受到的是自由快乐，所以我看什么都是自由和快乐的。

教师小结：这种借其他的景物来写自己心情的方法就叫作借景抒情、寄情于物。以后我

们也可以在写作中运用这种方法来描写景物。

【设计意图】抓住重点段落，有感情地朗读，让学生体验和感受文中的场景和意境，感

悟借景抒情的表达方法。抓住作者语言表达的特点，感悟作者的内心世界，走入作者内心，

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

四 阅读链接，再悟情感

1.作者在园子里可真是快乐、自由、无拘无束啊！读了

2.故乡住着她的许多亲人，可《呼兰河传》这本书开篇却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

的祖父。为什么“我”只说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呢？（因为只有祖父带给“我”无限

的快乐自由，无限的爱，所以“我”只怀念自己的祖父）

3.无论呼兰河有多少人，“我”都已经淡忘了，唯一记得的只有祖父。只要回忆起祖父，

“我”就回忆起快乐、自由和有祖父疼爱的童年生活，“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温馨、幸福。

于是作者萧红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呼兰河传》。她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呼兰

河这小城里边……（课件出示《呼兰河传》结尾部分）�

（1）学生自由读这段话，说说你对课文有什么新的体会？（体会到作者对祖父、对园子

深深的怀念之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课外阅读：快去读一读《呼兰河传》吧，相信你读完后一定能真正走进萧红的内心，

会对萧红的童年生活以及她对祖父深深的怀念之情有更深刻的体会。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萧红人生经历的资料，让学生走近萧红，通过展示《呼兰河传》

中的结尾部分，让学生走进萧红的内心。介绍《呼兰河传》，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培养学

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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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设计

见“状元成才路”系列丛书《创优作业 100分》或《状元作业本》对应课时作业。

▶教学反思

1.抓住文眼，形散神聚。

教学要立足文本的特点，要遵循学生的阅读规律，从学生阅读前的理解出发，寻找“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线索，以此来推进教学流程。文中“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可谓文眼，扣住此句，引领学生，走进文本，研读文本，

体会园中景物的自由和“我”的自由自在，是祖父的爱给予的，由浅入深，使学生对“自由”

的理解逐步深刻与丰满，使教学如同一篇散文，形散神聚。

2.联系原著，丰富文本。

节选自小说的课文，联系原著可以增加文本的厚度，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文本的旨意，可

以提高学生的感悟水平，可以使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更加深入。将课文置于《呼兰河传》的背

景下，了解萧红的人生经历和内心向往，便可以体会欢乐背后淡淡的哀愁，更好地奠定教学

的基调。

3.展开想象，言意合一。

语文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抓住文本中既能拨动学生情感心弦，又

能引发语言表达的生长点，让文本“立”起来，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想象、表达，走向语言与

精神的共同成长。文中祖父的“笑”等细节颇耐人寻味，引导学生紧紧围绕文本内容形成的

波澜去理解、推敲、琢磨，想象人物真实的心境，情动而辞发，在语言练习中，走进人物的

内心。

单元 一单元 主备人
 

教 学 时 间 第  1   课时教 学

课题

1 古诗三首

四时田园杂兴    年 月  日 总     节

教学

目标

1.会认“昼、耘”等 4 个生字，读准 1 个多音字“供”,会写“昼、耘、桑、

晓”4 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3.理解诗句，想象画面，体会诗中蕴含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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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难点 理解诗句，想象画面，体会诗中蕴含的乐趣。

教具 课件

教学环节 师生活动 自主调控区

自主预学，

提出问题

1.单元导读。

课件出示冰心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往事，

快乐也好，辛酸也好，对于他都是心动神移的最深刻的记忆。

2.导入课文题目。

（1）谈话导入：古时候，儿童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呢？你们

想知道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古诗三首》。（2）板书课

文题目，齐读课文题目。

3.猜读诗题。

（1）教师引导：童年生活历来总是诗人笔下最美的一幅

画卷，诗人范成大将带领我们感受什么样的儿童生活呢？现

在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首古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

一）。板书课文题目，齐读课文题目。［板书：四时田园杂

兴（其三十一）］

（2）教师引导：①猜猜诗题的意思。②读了诗题，你会

有什么疑问呢？

4.了解作者。（课件出示作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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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1.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1）指名学生读古诗。老师相机正音：“供”读一声

“ɡōnɡ”时表示供给，读四声“ɡònɡ”时表示从事；在本

诗中应该读四声。

（2）想想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季节的田园风光？（夏

季）教师引导学生：从哪个词看出来的？理解“桑阴”。“桑”

就是桑树，“桑阴”就是桑树成荫了，当桑树成荫时，就是

夏季。

（3）引导学生读出古诗的节奏。（课件出示诗的节奏划

分）

2.检查生字词预习情况

课件出示：昼夜  耘田  供耕织

指名学生读，相机正音，再齐读。

（3）全班交流汇报古诗的大意。

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读出感情，想象画面。

（1）指名学生读“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

家”。

（2）结合注释说一说“耘田”和“绩麻”分别是在干什

么。（锄草；搓麻线）

（3）查工具书说一说“各当家”是什么意思。（各忙各

的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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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读一读这两句诗，你仿佛看到了什么画面？（全

班交流眼前浮现的画面）

2.观察插图，感悟诗境。

（1）插图也能帮助我们感受诗情。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课

文中这首诗的插图，这样的劳动在我们眼里是辛苦的、忙碌

的，但在当时，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却是人人向往的。（板

书：劳动场景）一天的辛苦劳动后，回家看到妻儿各做各的

事情，这样温馨的画面，使劳动的疲倦、劳累一扫而光，这

种快乐与满足就是从劳动中得到的。难怪诗人看到村子里那

繁忙而井然有序的劳动场面时，不禁感叹——（学生接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不只是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各尽所能，做着分内的事

情，就连小孩子们也——（学生接读）童孙未解供耕织，也

傍桑阴学种瓜。从诗中描述的小孩子学种瓜的情景中，你又

获得了怎样的感受呢？

3.想象画面，体会乐趣。

（1）指名学生读“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

瓜”。

（2）结合注释说一说“解”“供”“傍”和“阴”分别

是什么意思。（懂得；从事；靠近；树荫）

（3）再读一读这两句诗，说说你眼前浮现出了怎样的情

景，体会其中的乐趣。（全班自由交流）

4.教师相机小结：能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事，劳动也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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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板书：勤劳）一起快乐地读最后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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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内

（学生接读）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拓展延学，

生发问题

1.读出诗味，体会诗情。

（1）全班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

思想感情？（表达了诗人对儿童的喜爱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之情）

（2）村庄儿女日夜劳作，虽然繁忙、辛劳，但十分快乐，

孩子虽然不懂耕织，却爱学做农活，也是快乐的。（板书：

童趣、孩子）这样和谐、温馨的劳动场面感染了诗人，让他

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里勤劳朴实的人们，更爱

上了这温馨美好的田园生活。

2.背诵古诗，默写古诗。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单元 一单元 主备人
 

教 学 时 间 第  2   课时教 学

课题

1 古诗三首

稚子弄冰    年 月  日 总     节

教学

目标

1.会认“稚”1 个生字，会写“晓”字。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稚子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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