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大单元整体教学作业设计



·语文
【原创内容，侵权必究】

第一单元整体教学主题：民风民俗

单元目
标

1.感知课文内容，理解其中民俗的价值和意义。
2.分析课文的写作方法，体会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3.品味课文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培养语感，积累语言材料。

各课重
点

《社　戏》

思考探究：1.概括事情。2.多种表达方式及作用。3.

理解含义。
积累拓展：4.体会心理。5.拓展阅读，体会情思。

《回延安》

思考探究：1.概括内容，行文线索。2.揣摩情感。3.

品味诗歌地方特色。
积累拓展：4.修辞手法及表达效果。5.背诵。6.拓展

阅读，了解“延安精神”。
《安塞腰鼓
》

1.多种修辞及作用。2.结尾的妙处。3.品味朗读。

《灯　笼》 1.灯笼中包含的情感寄托及文化内涵。2.卒章显志。



·语文
梳理探究
1.【选材探究】默读本单元四篇课文，从物、人、特色民俗、文化风情

四个角度，在课文中找出他乡名片的关键要素，仿照示例，完成“他乡
名片卡”。

他乡名片卡

作者及课文 他乡 选材信息

鲁迅《社戏》
浙江
绍兴

乡土
人情

物 示例：河虾、罗汉豆

人
双喜、桂生、阿发、六一

公公

民族
风情

特色民俗 春赛、社戏

文化风情 归省



·语文

作者及课文 他乡 选材信息

贺敬之《回延安》
陕西
延安

乡土
人情

物
 

人  

民族
风情

特色
民俗

 

文化
风情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小米饭、

米酒油馍、炕、窑

老爷爷、团支书、社主任

住窑洞

信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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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课文 他乡 选材信息

刘成章《安
塞腰鼓》

陕西安塞

乡土
人情

物  
人  

民族
风情

特色民俗  
文化风情  

 安塞腰鼓

后生们
赛腰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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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课文 他乡 选材信息

吴伯箫《灯笼》
山东

莱芜

乡土

人情

物
 

人  
民族

风情

特色民俗  
文化风情  

 灯笼、龙灯、跑马灯、宫灯

祖父、母亲、唐明皇、族姊

还愿唱戏、元宵灯节

上灯学、塞外点兵



·语文

2.【语言赏析】感觉是最难写的，在描绘物的情态和人的心态上，作家

常常借助出彩的修辞方法，选择最有表现力的词语来传达，请你对下面

的句子进行赏析。

(1)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

孩子在浪花里蹿。(《社戏》)

 运用了新奇、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船行之快，说明小伙伴们驾船技术高，

展现了孩子们看社戏归途的愉快心情。



·语文

(2)这腰鼓，使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使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

了，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安塞腰鼓》)

 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冰冷—燥热”“恬静—飞溅”“困倦—亢奋”
构成排比，并形成强烈的对比，写出了表演给现场气氛带来的变化，突

出了安塞腰鼓热烈奔放、豪迈壮阔的特点。



·语文

3.【主旨探究】本单元四篇文章，除了让学生见识多元的民俗现象，增

进学生对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理解外，请你分析这四篇文章的主题还

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高阶思维)

 《社戏》还表达了作者对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淳朴人性的期盼；《回延

安》还表现了延安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安塞腰鼓》 还表现了陕

北高原人民蓬勃的生命力；《灯笼》还表达了保家卫国的意志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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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抒情散文鉴赏】《安塞腰鼓》和《灯笼》这两篇文章同为抒情散文，

请你说一说它们的结尾有什么不同的作用。

 《安塞腰鼓》结尾用渺远的鸡啼更能体现出鼓声停止后场面的安静。以

静衬动，写人们被深深吸引，并沉醉其中，鼓声停止后，人们仍沉浸在

激情中，好像炽热后的沉寂，这时以“鸡啼”反衬寂静。《灯笼》结尾
进一步抒情明志，表明要做抗日“马前卒”的心愿，传达出那个时代的
“正能量”。



·语文
5.【表达方式探究】请你分析《社戏》是怎样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的。

(高阶思维)

课文开篇一段，讲述了“我”的母亲的家乡平桥村的情况，用的都是描
述性语句，“但在我是乐土：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又可以免念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是充满感情的议论语句，尤其是“乐土”
二字分外醒目，表达了“我”对平桥村的热爱和怀念，以及对自己在城
里读书生活的厌倦。文中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都充分运用了

细节描写。又如最后一段关于吃豆的议论，是全文的总结性议论，表达

了“我”内心的想法：“我”觉得那夜的豆好吃，觉得那夜的戏好看，
是因为有那种特殊的经历，让“我”感到新鲜、愉快。这一议论句起着
点明主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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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
读

(一)《豆包儿》　(二)《三月三，荠菜胜灵丹》

表达交
流

1.班级举行以“探寻节日风俗，感受文化情怀”为主题的综合性
学习活动，同学们在活动中开展了“如何看待洋节和传统节日”
的主题辩论。辩论中，有的同学认为时代在不断进步，传统节日
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过洋节，有的同学认为作为
一名中国人，不应该丢弃传统，传统节日是所有中国人的生命印
记。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2.请搜集并记录不少于3个能代表自己家乡精神的典型人、物、民

俗等，设计个性化的封面和文案，完成“我的家乡名片”吧。



·语文

读写结
合

片段作文：介绍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详见《作文专项训练本》
P2)

介绍你所熟悉、了解的民间工艺。(详见《作文专项训练本》P4)

整篇训练：请围绕一个线索，以“记忆中的　　　　”为题，写
一篇文章。(详见《作文专项训练本》P6) 



·语文

群文阅读

(一)豆包儿

肖复兴

①如今的豆包儿，很少有人在家里自己做了，一般都会到外面买。

外面卖的豆包儿，馅大多用的是红豆沙，这种红豆沙，是机械化批量生

产的，稀烂如泥，豆子是一点儿也不看到的，自然，红小豆的那种沙沙

的独有味道，也就大减，甚至索性全无。要想尝到那种味道，只有自己

动手将红小豆下锅熬煮，不用说，这样传统的法子，费时费力又费火，

谁还愿意做这种豆包儿？



·语文

②在北京，唯有柳泉居几家老字号的豆包儿，一直坚持用这样的传

统方法熬制豆馅，制作豆包儿。就因为费时费力又费火的缘故，如今柳

泉居小小的豆包儿，一个卖到两元钱，价钱涨了不少。而且，皮厚馅少，

塞进嘴里，那种豆粒的沙沙感觉，让位给了皮的面香。这绝对不是老北

京豆包儿的做法，老北京的豆包儿，讲究的是皮薄馅大。这和包饺子的

道理一样，主角必须得是馅，一口咬下，满口豆香，才能够吃出豆包儿

独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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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小时候，我吃的豆包儿，都是我母亲做的。那时候只有在改善生

活的时候才能吃到豆包儿。春节前，必定是要包上满满一锅的，上锅之

前，母亲还要在每个豆包儿上面点上一个小红点儿。【A】出锅的时候，

豆包儿变得白白胖胖，小红点儿像用指甲草或胭脂花抹上的小红嘴唇，

格外喜兴。豆包儿，便显得和节日一样的喜兴了。

④因此，每一次母亲包豆包儿，都会像过节一样。包豆包儿的重头
戏，在于熬馅。我家有一口炒菜的大铁锅和一个蒸馒头的铝锅，熬豆馅

必得用铁锅，至于什么道理，母亲是讲不出来的，只是说用铁锅熬出的

豆馅好吃。说完之后，母亲觉得好像没有说服力，会进一步解释：你看

炖肉是不是也得用铁锅？没有用铝锅的吧？这样解释之后，她觉得道理

已经充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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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熬豆馅的重头戏，在于熬的火候。红小豆和凉水一起下锅，一次

要把水加足。不能在熬到半截时看着水不够，一次次地加水逗着玩！母

亲这样说的时候，同时把红枣下进锅里。那红枣是早就用开水泡好，一

切两半，去核。我老家是河北沧县，出金丝小枣，但母亲从来不会用这

种金丝小枣，用的是那种肉厚实的大红枣。用小枣煮出的豆馅没有枣的

香味，那种金丝小枣，母亲会用它来蒸枣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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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水开之后，大火要改小火，还要用勺子不停地搅动，免得豆子巴

锅。豆子不能熬得过烂，烂成一摊泥，豆子的香味就没有了。也不能熬

得太稀，太稀包不成个儿不说，豆子的香味也就没有了。母亲包的豆包

儿，馅一般会比较干，不会有那种黏稠的液体出现，开花之后的红小豆

的颗粒感非常明显，咬起来沙沙的。豆子虽然被煮烂了，但是小小的颗

粒还在，没有完全变成另一种形态，很实在的豆子的感觉和豆子的香味，

会长久地在嘴里回荡，不像现在卖的豆包儿那样稀软如同脚踩在泥塘里

的感觉。按照那时母亲的话说，那是把豆子给熬得没魂儿了！【B】按

照我长大以后开玩笑对母亲说的话是，就像唱戏，那样的豆馅是属于大

众甜面酱的嗓子，您熬的这豆馅属于云遮月的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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