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小学五年级下册语文教案

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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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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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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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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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自相矛盾（二课时）



祖父的园子（二课时）

月是故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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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园地二（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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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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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期末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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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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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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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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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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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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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ɡō

n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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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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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板书：勤劳）一起快乐地读最后两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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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解古诗《稚子弄冰》的意思，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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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导入。

童年是纯真、难忘的岁月，身处童年时期，你们正经

历着人生的快乐时光，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美

好的。古时候，儿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喜爱

儿童和富有童心的诗人为我们留下的诗词中，我们能

清晰地看到古时候孩童的生活情景。现在我们就一起

来学习第二首古诗《稚子弄冰》。

2.板书诗题，齐读诗题。（板书：稚子弄冰）

3.指名学生猜诗题的意思。

师总结：“稚子”是指幼小的孩子，“弄”是玩的

意思，古诗题目的意思是幼小的孩子玩冰。

4.了解诗人杨万里。（课件出示诗人的资料）

5.学生自由朗读古诗。

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初读古诗，感知诗意

1.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1）指名读古诗，相机正音：“钲”应读“zhēnɡ”，“磬”

应读“qìnɡ”。

（2）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季节发生的事？（冬季）

（3）给古诗划分节奏，引导朗诵古诗。（课件出示诗的

节奏划分）��

2.检查生字词预习情况。课件出示：稚子  玉磬

指名学生读，相机正音，再齐读。

3.指导学生正确书写汉字“晓”。（学生观察—老师范写

—学生练写）

4.运用学法，理解诗意。



（1）让学生运用第一首古诗的学法，自学这首古诗，理

解诗意。（课件出示自学提示）

课件出示

 借助注释或工具书理解诗意。

 读古诗，想象画面，体会其中的乐趣。

（2）全班交流汇报古诗的大意。

5.教师相机小结：清晨，儿童将铜盆里结冻的冰块剜下

来，用带来的丝线穿起来当钲来敲打。敲出的声音像玉磬一

样穿越树林，冰忽然落在地上发出像玉石碎裂一样的声音。

 品读古诗，想象诗境

1.读出感情，想象画面。

（1）指名学生读“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

（2）结合注释说一说“稚子”“金盆脱晓冰”“钲”分别

是什么意思。（幼小的孩子；早晨从金属盆里把冰取出来；一

种金属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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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想象画面，体会情境。

（1）指名学生读“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2）结合注释说一说“磬”“玻璃”分别是什么意思。

（一种用玉或石制成的打击乐器；一种天然玉石，也叫水玉，

并不是现在的玻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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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多么调皮的孩子，他从金属盆里把冰取出来——（学

生接读）稚子金盆脱晓冰；多么聪明的孩子，他用彩色的线

把冰块穿起来当作银锣来敲——（学生接读）彩丝穿取当银

钲；多么快乐的孩子，敲出的声音像玉磬一样穿越树林，真

好听——（学生接读）敲成玉磬穿林响；多么沮丧的孩子，



冰忽然落在地上发出像美玉摔碎的破裂声——



（学生接读）忽作玻璃碎地声。

4.教师小结：快乐也好沮丧也好，对孩子来说都是心动

神移的最深刻的记忆。对作者来说，他多么羡慕这个无忧无

虑、聪明可爱的孩子啊。

拓展延学，

生发问题

品读古诗，想象诗境

1.读出诗味，体会诗情。

（1）全班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2）圈出这首诗中的动词。（脱、穿、敲、碎）

（3）从这几个动词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这首诗通过对小孩子一系列动作的描写，如“脱”字，

形象传神地写出了孩子剜冰的样子，表现了孩子的天

真烂漫。

（4）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诗人对儿童的喜爱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

情）

2.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单元 一单元 主备人  

教 学 时 间 第   3  课时教 学

课题

1 古诗三首

村晚    年 月  日 总     节

教学

目标
１. 会认“漪”1个生字。

２.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村晚》。



３.理解古诗《村晚》的意思，体会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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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导入。

上节课我们学了两首关于古时候儿童田园生活

的古诗，一首诗通过小孩子学种瓜来体现孩子们的天

真可爱，一首诗通过孩子因冰块做成的打击乐器摔碎

而失落沮丧来表现孩子的聪明、天真。你们还能背诵

这两首诗吗？谁愿意背一背这两首诗？

2.谈话引出作者。

这节课我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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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板书诗题，齐读诗题。（板书：村晚）

4.读了诗题，你想到了什么？

“村晚”的意思就是乡村的傍晚，所以这首诗描

绘的是乡村傍晚的景色。

5.学生自由朗读古诗。

（1）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两首古诗，我们学

习《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和《稚子弄冰》用

了哪些学习方法？

学生交流学习古诗的方法：借助注释、查工具书、

结合课文插图理解、小组交流讨论等。

（2）运用这些方法自学古诗《村晚》，理解诗意。

（课件出示自学提示）�

课件出示



 正确、流利地朗诵古诗《村晚》。

 利用注释、工具书和插图理解诗句的意思，

理解诗意。

6.教师小结：诗人抓住了对景物和人的描写。

（板书景：草、水、山、日；板书人：归、横、吹）

整首诗描绘了一幅牧童骑牛吹笛晚归图。

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品读古诗，想象诗境

1.读出感情，想象画面。

（1）指名学生读“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

浸寒漪”。

（2）结合注释说一说“陂”“漪”分别是什么意

思。（池岸；水中的波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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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画面，体会情境。

（1）指名学生读“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

信口吹”。

（2）结合注释说一说“腔”“信口”分别是什么

意思。（曲调；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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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乡村的晚景多美啊——（学生接读）草满池塘

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的生活多么悠闲自在

呀——（学生接读）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

吹。

4.教师小结：《村晚》这首古诗描写了乡村傍晚

时的景色，给人一种无限的遐想，特别是牧童骑在牛

背上随意吹着短笛的悠闲自在，让人无比向往。

诵读古诗，感悟诗情



1.读出感情，体会诗情。

（1）全班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2）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向往之情）

2.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1）全体师生在配乐中有感情地朗读古诗《村晚》。

（2）学生自由背诵古诗《村晚》。

拓展延学，

生发问题

对比阅读，感悟表达

1.现在我们已经学完三首关于古时候儿童田园

生活的古诗，请比较一下这三首诗有什么异同？四人

小组讨论，完成表格。

2.全班学生交流汇报并填表。（课件出示表格的

答案）�

3.教师小结：这三首古诗都向我们展示了古时候

儿童生活的情景，只是写的事情不同，《四时田园杂

兴》（其三十一）写了夏天孩子们学着大人在桑树下

种瓜的事情；《稚子弄冰》写了冬天孩子们剜冰，用

彩线将冰穿起来当打击乐器，冰块摔碎了孩子们失落

沮丧的事情；《村晚》写了傍晚，牧童骑在牛背上吹

笛归来的事情。三位诗人都善于捕捉儿童在做某件事

时某一个瞬间的情景，来体现田园生活的美好。我们

在今后的习作中也要留心观察，捕捉某件事中的某一

个瞬间的情景，掌握由面到点的写法。

4.完成课后小练笔。



（1）这三首古诗中所描绘的田园风光都很美，

都体现了古代儿童的有趣可爱，古代田园生活的和谐

美好。请同学们根据诗歌内容，展开想象，选择其中

的一首改写成短文。

（2）学生自由完成小练笔。（老师相机指导）

（3）用展示台展示写得好的小练笔。

5.范成大晚年作的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共 60

首，这也是他田园诗的代表作品。请同学们课后去搜

集这组古诗中的其他古诗，读一读，背一背。

【设计意图】利用表格的形式，找出三首古诗的

异同，让学生一目了然，利用古诗中描绘的情景指导

学生注意捕捉生活中某件事的某一个瞬间，了解由面

到点的写作方法。指导学生写小练笔，意在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读写结合。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单元 一单元 主备人  

教 学 时 间 第 1    课时教 学

课题
2 祖父的园子

   年 月  日 总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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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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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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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 品读描写园中景物的句子，体会“我”的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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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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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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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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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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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延学，

生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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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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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祖父的园子

   年 月  日 总     节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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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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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点 品读描写园中景物的句子，体会“我”的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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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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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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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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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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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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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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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延学，

生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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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单元 一单元 主备人  



教 学 时 间 第 1    课时教 学

课题
3 月是故乡明

   年 月  日 总     节



教学

目标
1.会认“徘、徊、渺”等 15个生字，读准 1个多音字“燕”。 

2.默读课文，能说说作者由月亮想到的往事和经历，体会作者对故乡的

怀念之情。

3.搜集一些思乡的古诗，和同学交流

重点 默读课文，能说说作者由月亮想到的往事和经历，体会作者对故乡的怀

念之情。

难点 默读课文，能说说作者由月亮想到的往事和经历，体会作者对故乡的怀

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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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吟诵：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有月亮。

自古以来，月亮就寄托了中国人的思乡之情。古人最爱用诗

词吟诵月亮，你们想到了哪一首诗？

2.学生吟诗。（课件出示吟诵月亮的诗句）�

3.导入课文题目：吟诵月亮的古诗可真不少！今天我们

一起来学习一篇表达思乡之情的散文《月是故乡明》。板书课

文题目，齐读课文题目。（板书：月是故乡明）

4.简介作者。

《月是故乡明》这篇散文是季羡林爷爷写的，季羡林是

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吧。（课件出

示季羡林的资料）��

5.过渡：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散文，走进季羡林爷爷的

内心世界。

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初读课文，感知往事和经历 

1.自由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不认识

的字和不懂的词语、句子做上记号。

2.检查生字词学习情况。（课件出示词语）��

（1）指名学生读，相机正音，再齐读。

（2）读准多音字“燕”。（课件出示词串）



课件出示

燕京  燕园  燕山  姓燕

指名学生认读。

3.学生自主阅读。

（1）课件出示阅读提示。

课件出示

默读课文，说说作者由月亮想到了哪些往事和经历，

抒发了哪些内心感受？

（2）学生自主阅读。学生根据阅读提示自学课文，在文

中做批注。

4.全班交流，感知往事和经历。

（1）引导交流：作者由月亮想到了哪些往事和经历？

（指名交流）

（2）引导概括：你能用课文中的词语简要概括作者由月

亮想到的往事和经历吗？（板书：数星星、捉知了、看月亮、

做梦）

【设计意图】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出示阅读提示，引导

学生自读自悟，老师相机指导。初读课文，感知作者由月亮

想到的往事和经历。

板块三  再读课文，感悟作者内心

1.引导交流：作者写了哪些地方的月亮？

2.品读描写外国月亮的部分。

课件出示

在这期间，我曾到过将近三十个国家，看到过许许多多

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无边无垠的非洲大

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

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非常喜

欢。



（1）指名朗读，交流：你有什么体会？作者的内心感受

又是怎样的？

（2）师生合作朗读。教师读描写外国月亮的语段，学生

读“我”的内心感受。

3.品读描写北京燕园月亮的部分。

教师引导：北京燕园的月亮又是怎样的呢？谁来读一读？

课件出示

我现在年事已高，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夸大一点儿

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

风光无疑是绝妙的。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

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数顷，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

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

引导交流：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作者内心的感受是怎

样的？

师生合作朗读。

4.品读描写故乡月亮的部分。

（1）默读课文：每逢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

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季羡林爷爷心中故乡的

小月亮又是怎样的呢？在文中找出描写故乡的月亮的语句，

用横线画出来。

（2）指名学生朗读。（课件出示课文第 4自然段）�

指名学生读，评价，再齐读。

5.教师小结：外国的月亮再美，北京的月亮再好，我永

远忘不掉故乡的小月亮。对比之下，故乡的小月亮究竟好在

哪里呢?（指名学生说）

6.师生在配乐中朗诵课文。

7.教师小结：季羡林爷爷走出了鲁西北那个小村庄，走



出了国门，但没有走出那植根心底的爱国情结；他走进

燕园，走上了大学的讲台，但没有走出那融入生命的乡土情

结；他走上了社会的高层，步入了人生的辉煌，但没有走出

那刻骨铭心的平民情结。季羡林爷爷即使功成名就，即使身

在他乡，依然对自己的故乡念念不忘。

1.感悟写法。

作者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情感的亲疏深浅只有通过

对比才能凸显出来，故乡的小月亮为什么那么美，除了亲切

而温馨的回忆外，作者还通过与其他场景进行对比来表现：

从济南到北京，一直说到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见过的月亮

都美妙绝伦，但在作者看来，哪一处的月都不及故乡的，月

始终是故乡的明。

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会想到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

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我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

无论如何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

（1）仿照这句话写一个对比句。（学生练习写对比句，

老师相机指导）

（2）展示台上展示写得好的对比句。

2.季羡林爷爷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对那个小山村念

念不忘呢？（因为那里有季羡林爷爷童年的快乐和美好的回

忆，那里是他的故乡）

3.作者只记得那些由月亮想到的往事和经历吗？除了记

得在故乡发生的事，他还记得故乡的什么？（他还记得故乡

的景色，比如故乡的水）

4.在作者心中故乡的水又是怎样的呢？（指名学生回答）

课件出示

至于水，我故乡的小村子里却到处都是。几个大苇坑占

了村子面积的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

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烟波浩渺之势。



指名读，再齐读。（板书：景——月、水）

5.作者写故乡的月亮是为了表达思乡之情，他为何要写

故乡的水呢？（指名学生回答）



课件出示

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儿孤单。

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总有什么东西给月亮当陪衬，最

多的是山和水。

6.教师小结：原来故乡的水是给故乡的月亮当陪衬的。

作者写家乡的月也好，水也好，都是为了借物抒情。借故乡

的月亮，借故乡的水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故乡的一切都

是他无法割舍、无法忘掉的。自古以来，月亮就寄托了中国

人的思乡之情。季羡林爷爷心中的那个小月亮，寄托了多少

他对故乡深深的思念啊！（板书：情——思乡）

拓展延学，

生发问题

1.回扣课文题目，出示杜甫的诗。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唐代诗人杜

甫的《月夜忆舍弟》中的一句诗。（课件出示《月夜

忆舍弟》） （1）指名学生读这首诗。

（2）老师简单介绍：这首诗写了杜甫兄弟几人

因战乱而离散，杳无音信，于是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特别是在异乡的戍鼓和孤雁声中观赏秋夜的月亮，这

种思念之情越发显得深沉和浓烈。

2.布置作业。

请大家课下再搜集一些思乡的其他古诗，和同学交流。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单元 一单元 主备人  

教 学 时 间 第 1    课时教 学

课题

4 梅花魂

   年 月  日 总     节

教学

目标
1.会认“葬、腮、虬、玷”等 13个生字。



2.默读课文。通过课文写的外祖父的几件事，体会外祖父眷恋祖国的感情。

3.读懂课文题目，了解梅花的品格。

重点 默读课文。通过课文写的外祖父的几件事，体会外祖父眷恋祖国的感情。

难点 读懂课文题目，了解梅花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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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导入，引出梅花。

（1）教师导语：“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

梅居首位。元代王冕写了一首关于梅花的诗，大家想

读吗？（想）（课件出示《墨梅》）�

（2）教师示范读，学生齐读。思考：你心目中

的梅花是怎样的？

2.出示寒梅傲雪图，引出课文题目。

古往今来，多少人通过画梅、唱梅、写梅来赞美

梅花。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个与梅花有关的动人故

事。板书课文题目，齐读课文题目。（板书：梅花魂）

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初读感知，理清结构 

1.请同学们带着下面两个问题默读课文，边读边

思考。（课件出示阅读提示）

课件出示

默读课文。说说：课文写了外祖父的哪几件事，

表达了外祖父怎样的思想感情，再和同学你对题目的

理解。

2.检查生字词预习情况。（课件出示词语）

课件出示

葬身  腮边  玷污  郑重  秉性  凉飕飕  码

头  撩乱  手绢  华侨  眷恋



指名学生读，正音，再齐读。

3.全班交流汇报：课文写了外祖父的哪几件事？

4.指导学生写小标题。

能不能用小标题的形式概括课文写了外祖父的

哪几件事？如第 2自然段可以概括为“读诗词落泪”。

5.引导学生概括小标题。指名学生说，相机出示

课件。

6.课文写了外祖父的五件事，表达了外祖父怎样

的思想感情？（表达了外祖父喜爱梅花，深深地眷恋

祖国的思想感情）

7.通过情境引入对课文内容的学习。

（1）让时光倒流，让我们一起回顾往昔，追忆

外祖父往日的情怀。你瞧，那梨花木大交椅上，外祖

父一遍又一遍地教“我”读唐诗宋词。用横线画出外

祖父教“我”读的诗词。

（2）指名学生读画线的诗句。

课件出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3）这三句诗是写什么的诗？（写思乡的诗）

每当读到这类诗词，外祖父总会泪雨纷纷，这是为什

么？（外祖父非常思念家乡）

8.探寻落泪缘由，感受浓浓乡愁。

（1）诗句里不绝的乡思、无边的愁绪，勾起外

祖父满腔的乡愁，怎能不潸然泪下呢？课文中共三次

写到了外祖父的眼泪，另外两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

情况下落泪的呢？请同学们找出来并画上波浪线。

（2）指名学生读画波浪线的句子。



课件出示

 我跑进外祖父的书房，老人正躺在藤椅上。

我说：“外公，您也回祖国去吧！”

想不到外祖父竟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呜地哭了

起来……

 想不到眼含泪水的外祖父也随着上了船，递

给我一块手绢——雪白的细亚麻布上绣着血

色的梅花。

（3）外祖父三次落泪，表达了外祖父怎样的思

想感情？（表达了外祖父思念祖国的思想感情）

9.教师小结：外祖父三次落泪，都表明了他渴望

回国返乡的强烈感情。所谓叶落归根，年纪越大，情

感越浓，从眼泪中我们感受到，不能回国已成为外祖

父心中刻骨铭心的痛。于是，外祖父在异国他乡将浓

浓的思乡情寄托在梅花上，爱梅花超过了一切，我们

从哪件事上可以看出外祖父分外喜爱梅花呢？

（1）在文中找到外祖父分外喜爱梅花的句子或

段落。（课件出示课文第 3自然段）��

（2）找出描写外祖父动作、语言、神态的句子，

读一读，从这些句子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外祖父爱惜墨梅图，并不是墨梅图价值连城，而

是在外祖父眼里，这不仅是一幅画，更是祖国的象征。

每当思念祖国时，这墨梅图能慰藉外祖父的心。

（3）请仿照这段话来描述你熟悉的一个人，要

抓住这个人的动作、语言和神态来说。（学生自由进

行语言训练）

（4）指名学生上台口头描述自己熟悉的一个人。



（5）教师小结：希望同学们以后在写人的文章中，

可以加入对人物的动作、语言和神态的描写。【设

计意图】检测学生对课文中词语的识记及理解的

程度。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提炼学生的语

言组织能力和对文本的归纳能力。本环节环环相

扣，步步为营，在循序渐进的启发式教学引导下，

使学生更进一步体会外祖父的思乡、爱国之情，

从而自然顺畅地过渡到外祖父教育“我”要有梅

花品格的这一重点段落的阅读。

板块三  质疑课文题目，感悟爱国之心

1.回归课文题目，引导质疑。

师：看到课文题目，你有什么疑问吗？

生：魂是什么意思？梅花有魂吗？梅花的魂是什

么呢？

2.细读课文，释疑“梅花魂”。

（1）在学习的过程中善于提出自己的疑问，这

很好，但是真正会学习的人不仅能提出问题，还会自

己解决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题目中的

一个字——“魂”，那么“梅花魂”到底是指什么呢？

浏览课文，找到课文中能解释“梅花魂”的句子。（课

件出示课文第 13自然段）��

（2）师引导：原来梅花魂就是梅花的秉性，梅

花的秉性是什么？（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

得愈精神，愈秀气）

（3）教师小结：此刻让我想到了古诗句“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

俏”。原来，外祖父喜欢梅花，就是喜欢梅花的秉性，

梅花的魂。大家现在知道梅花的魂是什么了吗？（梅

花不怕寒冷、不怕风欺雪压的精神）



3.由物及人，领悟精神。

（1）难道梅花魂仅仅



指的是梅花的精神吗？多媒体课件播放歌曲《红

梅赞》。�

（2）教师介绍：这首歌是电影《江姐》的主题

曲，影片中江姐为了追求革命信仰和崇高理想，面对

敌人的酷刑拷打，毫不动摇，大义凛然，最后含笑走

上刑场，倒在一片梅花灿烂的地方。歌曲唱的是梅花，

实是赞美江姐。在你的记忆中像江姐这样有中华民族

气节的人还有谁呢？（方志敏、王二小、董存瑞、邱

少云…… ）

4.品读重点段落。

（1）那些有中华民族气节的人就像这昂首怒放

的梅花一样，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

片丹心向阳开！带着这种感情齐读第 13自然段。

（2）梅花魂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精神。（板书：民族魂）我们中华民族的精

神到底是什么？（不管历经多少磨难，不管受到怎样

的欺凌，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5.感悟表达。

这篇课文借梅花赞美了具有梅花精神的人，这是

什么表达方法？（借物喻人）第 13 自然段解释了题

目的意思，在习作中这叫什么手法？（点明主题）

6.体会文章的中心思想。

外祖父不但赞美梅花，他更希望莺儿做一个有梅

花品格的人。文中是怎么写的？（指名读“一个中国

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总要有梅花的秉性才

好！”）

7.教师小结：其实，这句话不仅仅是外祖父对莺



儿说的，更是他老人家自己的心灵独白。他漂泊

海外，作为中国人的气节没有变，对祖国的爱没有变，

就像他深爱的梅花一样，有品格，有灵魂，有骨气。

（板书：爱国心）

拓展延学，

生发问题

拓展延伸，情感升华

1.师生配乐齐唱《我的中国心》。�

2.教师总结：学了这篇课文，老师希望你们也做

一个有梅花精神的人，不管历尽多少磨难，不管受到

怎样的欺凌，都要顶天立地，不低头折节。

【设计意图】在扣人心弦的背景音乐和《我的中

国心》的歌声中，对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情感熏陶，教

育学生学习梅花的高尚品格，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单元 一单元 主备人  



口语交际：走进他们的童年岁月 教 学 时 间 第 1    课时



教 学

课题    年 月  日 总     节

教学

目标
1.确定好提问对象，针对提问对象列出问题清单。

2.认真倾听，在交流时边听边记录。

3.根据整理的记录有条理地表达。

重点 认真倾听，交流时边听边记录。

难点 根据整理的记录有条理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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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同学们，第一单元的课文主题是

“童年往事”。我们可以用单元导读中冰心奶奶说的

一句话引出本节课的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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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纯真、难忘的岁月，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你知道大人们的童年是什么样

的吗？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童年岁月，了解他们小时候

的故事。（板书并朗读：走进他们的童年岁月）

2.师生对话：你想走进谁的童年岁月？指名交流，

适时追问：为什么想走进他（她）的童年岁月？（指

名学生说）。

【设计意图】谈话导入，引出本次口语交际的话

题。引导学生确定口语交际的对象，为口语交际活动

做好铺垫。

合作共学，

解决问题

阅读范例，学习提问 

1.阅读范例，列出问题清单。

先确定好提问对象，再根据提问对象提出恰当的

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清单可供参考。

课件出示

问题清单一                        



 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哪几篇课文？       

 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是什么？          

 课后最喜欢玩什么游戏？                

……                                   

问题清单二

 小时候玩过哪些玩具？

 最喜欢哪个玩具？为什么最喜欢它？

 这个玩具是怎么玩的？

……

（1）指名学生读，再齐读问题清单。

（2）说说你从这两个问题清单中发现了什么？

问题清单一是根据提问对象从不同方面提问；问

题清单二是根据提问对象围绕一个话题提出多个问

题。

（3）学生总结列问题清单的方法：根据提问对

象从不同方面提问或者围绕一个话题提出多个问题。

（4）学生根据列问题清单的方法列出自己的问

题清单。（学生边思考边列出问题）

2.四人小组内互相讨论交流。思考各自列出的问

题是否对了解人物的童年有用。

3.根据同学的意见修改自己列出的问题。

4.展示台上展示学生根据提问对象列出的问题。

（指名学生上台展示）

【设计意图】指导学生学习列问题清单的方法。

方法一：针对提问对象从不同方面提问；方法二：围

绕一个话题提出多个问题。最后引导学生运用这两种

方法列出问题清单。

板块三  创设情境，提问采访

1.交流向提问对象提出问题的方式。



确定了提问的对象和要问的问题后，我们现在与

提问对象无法见面，怎么对他提问呢？（可以打电话、

发信息、语音聊天、视频聊天……）

2.学习提问的礼节和要求。

我们今天提问的对象都是我们的长辈，要注意交

流的礼节和要求，要认真、耐心地听别人讲话，一边

听一边做简单的记录，不要随意打断别人，不明白的

地方或感兴趣的内容可以适当追问。

课件出示

 认真倾听，交流时边听边记录。

 根据整理的记录有条理地表达。

学生齐读口语交际的要求。（板书：认真倾听、

边听边记录）

3.培养学生有修养的提问习惯。

除了以上要求，我们向长辈提问的时候还应该注

意什么呢？（指名学生回答）

课件出示

 注意使用礼貌用语。

 注意不要随意打断别人。

 不明白的地方或感兴趣的内容可以适当追问。

4.向提问对象询问列好的问题。

大家现在就拿出你的问题与提问的对象去交流

吧！（可现场或电话采访老师、家长、邻居等）

（1）现场采访教师。

（2）电话采访家长。

【设计意图】为学生创设口语交际的情境，搭建

口语交际的平台，引导学生与提问对象进行电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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