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 篇） 

篇一 

一、揭题 

   １、有一种果子叫长生果，你们见过吗？（板书：长生果） 

    ２、说实话，老师也没有见过，不过在神话中听说这种果子

吃了能让人长生不老呢，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阅读课文——我的

“长生果”（完成课题板书） 

    ３、齐读课题。 

    ４、课题中的长生果打上了引号，可见它并不是指真的长生

果，那指的是什么呢？这里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课前老师曾布置同学预习课文，谁查找了作家的资料。 

    2、这么一位高产作家，你们想了解她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吗？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走进作家叶文玲的少年时代的读

书生活。 

    3、请同学们快速默读课文，思考：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

文的哪几件事，从中悟出了什么道理？（边读边画，把自己感受

较深的地方多读几遍。） 



   １、、交流：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

件事？ 

    板书：看：“香烟人”画片——连环画——文艺书籍——中外

名著 

    2、从作者所读的书籍中你看出了什么？（读书的范围越来

越广，内容越来越深，从中得到的知识越来越多） 

    3、作者是怎样读书的呢，她对书倾注了哪些情感？仔细阅

读写他读书的段落，在书上画出相关的句子或词语， 

四、交流，教师点拨 

    １、读自己画的句子，谈谈自己的体会： 

    ２、联系上下文理解词意，例如：津津有味→废寝忘食→囫

囵吞枣→如醉如痴（指名回答，表扬预习的同学）  

    3、从这些词句中你看出了什么？（作者很爱读书，争分夺

秒地读书） 

    4、像她这样读如醉如痴，废寝忘食地读书，简直就是一个

（书迷，书虫，书痴，书狂） 

五、品读课文第二自然段 

    １、高尔基曾经说过：“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

包上。”作者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读书，把读书当作人生一大乐

事。正如文中所写： 

    （点击多媒体出示课文第二自然段） 



   

所以描绘小时候读书的情景才能写得这么美，让我们自己试着美

美地读一读吧。 

    ３、指读、评议。 

    ４、师范读。 

    ５、全班齐读。 

    ６、小结： 

    作者爱读书，他从书中得到了报偿和馈赠。 

六、交流

    １、作者从中悟出了什么道理？ 

    ２、多媒体出示道理。 

    ３、学生结合文中事例和自己平时写作谈谈感受，理解词语：

呕心沥血。 

    ４、欣赏作者写秋天的作文，理解：别出心裁。 

    ５、作者的作文得了“甲优”和“赞誉”都归功于（读书）这就是

读书给他的报偿和馈赠。（板书：报偿馈赠） 

七、总结、升华 

    １、读书使作者一生受益，他成功了，成了一位响当当的作

家，有着精彩的人生，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话：“阅读，生命因你而

精彩。” 

    ２、我们再来看看课题，作者把书比作长生果是因为（作者

喜欢读书，它使人一生受益）正如沙士比亚所说（出示：齐读）



。

    ３、分享一首小诗：神奇的书。 

    ４、总结： 

    让我们养成爱好阅读的。习惯，一生都与好书相伴，它就像

长生果，带给我们一辈子的营养，让我们一生受用！  

八、拓展

    交流：谈谈你在生活中是怎样读书的？说一说你读书中的故

事，你在读书的收获。把自己在读书中所得的收获写成一个小片

段。 

板书设计 

    4．我的“长生果” 

    看：“香烟人”画片——连环画——文艺书籍——中外名著 

    津津有味→废寝忘食→囫囵吞枣→如醉如痴 

《我的长生果》教案 篇二 

【学习目标】 

    1、认识 12 个生字，积累好词好句。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主要内容。 

    3、抓住重点事例及重点句、段，体会作者读书、写作之理，

体会作者对阅读的情趣。 

    4、积累读书及习作方法。 

【教学过程】 

    一、初学提纲 



   1 12 个，读读记记文中新词 20 个。 

    2、读通读顺课文，学会用词素分析法、联系上下文理解词

语：津津有味、囫囵吞枣、不言而喻、牵肠挂肚、别出心裁、呕

心沥血。 

    3、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件事？请用连结事例的

方法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 

    （一）、初读课文，自学生字新词，说说初读印象 

    1、认读生字，积累新词。 

    2、读通读顺课文，学习联系上下文解词。 

    （二）、默读课文，说说读书，作文的几件事 

    1、读香烟人小画册。 

    2、读连环画。 

    3、读文化小站的文艺书籍。 

    4、读中外大部头小说。 

    5、学写《秋天来了》。 

    6、学写《一件不愉快的事》。 

    二、深学提纲 

    1、阅读作者读书的段落，写读书的几件事是按从小到大，

读书范围越来越广的事情发展先后顺序来写的。这几件事透露了

作者（）（）（）（）的读书情趣，赞扬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你

从中明白了读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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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么？你从中悟出了写作的（）道理及写作的（）情趣。 

    3、题目《我的长生果》的含义是（）。 

    4、讨论： 

    课文开头、结尾有什么特点？三、细读探究读书、作文之理，

体会读书、作文情趣 

    1、研读读书之理：博览群书、勤做笔记、广泛积累。 

    2、研读写作之理：构思精巧、真情实感、模仿创造 

    3、体会读书情趣： 

    （读小画片时）津津有味。 

    （看连环画时）废寝忘食。 

    （读文艺书籍）不求甚解。 

    （读中外名著）如醉如痴。 

    酷爱读书。 

    4、体味写作情趣：想象入境、精心构思、动情写作。 

    三、练习提纲 

    1、听写重点词语，选词造句。 

    2、背诵一、二自然段 

    四、回应目标，积累运用 

    1、谈谈本节课读书收获 

    2、背诵一、二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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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生果优秀教学设计 篇三 

学习目标 

    认识“扉、瘾”等 12 个生字，学生互相提醒认清字型，读准字

音。 

    朗读课文，把握课文主要内容，重点感悟作者从读书和作文

中受益的语句。 

课前准备 

    学生预习课文，遇到不理解的字词查字典。 

教学过程 

谈话导入 

    1、同学们听说过“长生果”吗？（板书：长生果）吃了长生果

会怎么样？板书课题，并指名读课题。 

    2、读了课题以后，你想知道什么？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同

学们要运用平时学到的方法自己读懂课文。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标好自然段的

序号。 

    2、提醒需注意的字音：心扉的“扉”读第一声，水浒的“浒”不

读许，过瘾的“瘾”是前鼻音，馈赠的“馈”声母是 k. 

    3、默读思考：“我的‘长生果’”是什么？作者写了童年读书、

作文的哪几件事，从中悟到了哪些道理？找到有关的部分画下来。 



   1、“我”的“长生果”是什么？（书是“我”的“长生果”。） 

    2、作者写了童年读书、作文的哪几件事？ 

    a.作者是怎样读这些书的？（板书：津津有味、如醉如痴、

牵肠挂肚） 

    （1）从作者这样读书中，你体会到了什么？（作者非常喜

欢书。） 

    （2）指导朗读相关的句段。 

    b.作者从作文中悟到了什么道理？读 11、14 自然段。理解

“别出心裁、呕心沥血”等词语。 

    3、读书和作文有什么联系吗？从文中找到有关的句子，并

谈谈理解。 

    4、作者为什么说书是“我”的“长生果”？（书像长生果一样，

对我有好处。） 

    为什么又把书称为人类文明的“长生果”呢？（书是。-j-~ 流

传下来的，我们通过读书可以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书就像“长生

果”一样不老。） 

积累语言。交流感受 

    1、认真读自己感受较深的句子或段落，与同学交流体会。 

    2、课外积累有关读书的格言警句。 

《我的长生果》教案 篇四 



   1、会写本课的生字，辨别形近字并进行组词，读准易误读

字的 字̀音，掌握课文中较有特点的多音字的字音、字义与组词。 

    2、能结合课文理解文中出现的生词的意思；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并抄写自己喜欢

的部分；把握主要内容，体会作者悟出的道理； 

    4、感受作者对阅读的热爱，学习一些读书和写作的方法，

继续开展阅读的综合性学习，逐步培养阅读的习惯。激发学生对

读书学习的热爱之情。 

    5、背诵课文中优美的片段。 

教学重、难点： 

    学习一些读书和习作的方法。 

教学方法： 

    朗读感悟 

学法指导： 

    利用课文中的读书方法，进行读书学习； 

课前准备： 

    搜集整理一些关于读书的名言。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 “长生果”》 

    2、板书：我的“长生果” 

    二、学习课文 

    1、题目中的“长生果”为什么要加引号？ 

    2、指名学生朗读课文，体会： 

    “我”是怎样“吃”长生果的？引导学生用文中的语句作答。 

    3、快速默读课文，思考： 

    a、“我”吃长生果的好处有哪些？ 

    b、你从中受到了什么教益？ 

    4、交流文中含意深刻的句子。 

    ①书，被人们称为人类文明的“长生果”。 

    ②我读得很快，囫囵吞枣，大有“不求甚解”的味道。 

    ③作文，首先构思要别出心裁，落笔也要有点与众不同的“鲜

味”才好。 

    ④小时候受过的一次委屈，平常积累的那些描写苦恼心境的

词语，像酵母似的发挥了作用。 

    ⑤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作文练习，开始离不开借鉴和模仿，

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应该是自己呕心沥血的创造。 

    三、你现在能够理解题目的含意了吗？ 

    四、作业： 

    利用课文中的读书方法，进行读书学习；搜集整理一些关于



    板书设计： 

    4、我的“长生果” 

    别出心裁有鲜味 

    真情实感自己创造 

课后小结：

    教学中我努力使学生懂得读书与作文的关系，引导学生结合

重点段体会作者读书的成长，对书的情感以及对阅读的热爱，把

酷爱读书这种情感贯穿始终。通过重点段的阅读，让学生明白：

作文，要构思新颖，别出心裁；作文，要写真情实感，在模仿借

鉴后要进行呕心力血的创造，才能够打动人心，获得成功。正是

作者在书里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才不断地成长起来。  

我的长生果优秀教学设计 篇五 

【教材分析】 

    《我的长生果》是著名作家叶文玲的一篇叙事性散文。它在

统编新教材五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是一篇略读课文，是第九册书中

的最后一篇课文，选入课文时有改动。 

    作者满含深情地回忆了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她的读物由叫

做“香烟人”的小画片到连环画，再到文艺书籍和中外名著，阅读

的范围与深度在不断增加。而作者也在不断地阅读中和写作中获

得感悟。从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到养成做笔记的习惯，作者锻炼

了记忆力，增强了理解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写作能力。作者用自



说明了读和写的密切关系，也阐明自己作文中悟

出的道理：作文，首先构思要别出心裁，落笔也要有些 鲜味”才

好；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作文练习，开始离不开借鉴和模仿，

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应该是自己呕心沥血的创造。 

【学情分析】

    这篇课文作者回忆了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课文内容与学生

的学习生活紧密相关，学生愿意去读，理解起来不算难。但是文

章比较长，如何能在一节课内完成这篇课文的学习，我想首先得

让学生快速阅读，迅速捕捉文中传递的信息。 

    “长生果”在文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很多孩子可能认为是

“书”。但是再去品读，它应该包含了“阅读”和“写作”两方面的内容。

孩子比较难理解的话，可以通过读、给文章划分层次、梳理文章

内容等方式搭建梯子，让学生明白文章的中心内容。  

    这篇文章不仅内容美，而且语言美，手法美，在了解文章的

中心之后，可以四人小组讨论来完成对文章的评价。在整个学习

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学习单的形式，以学生自学为主，开展小组

合作学习。 

【教学理念】 

    本次教学为复习指导课型，将《我的“长生果”》作为阅读理

解的文本，引导学生如何读懂一篇叙事性散文。首先，在快速阅

读文章的基础上，先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在谈些什么？

《我的“长生果”》的题目加了引号，揭示了文章的中心。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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