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第七单元教材解读 

第七单元是围绕着“习惯”这一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文具

的家》、《一分钟》，《动物王国开大会》、《小猴子下山》，此外还有一

个《口语交际》和《语文园地七》。我们先来看《文具的家》。这篇课

文讲述了一个小朋友贝贝找不到铅笔、橡皮时，妈妈与她的对话以及

她后来的改变。《一分钟》讲述了小学生元元“贪睡一分钟，迟到二

十分钟”的故事。《动物王国开大会》是一篇童话故事，讲了动物王

国要开大会，老虎让狗熊通知，狗熊在狐狸、大灰狼、梅花鹿的提醒

下，一次又一次才把通知说清楚。《小猴子下山》讲了一只小猴子下

山来，先掰了一个玉米，看见桃子就扔掉玉米去摘桃子，看见西瓜就

扔掉桃子去摘西瓜，看见了兔子就扔了西瓜去追兔子，最后，兔子跑

进树林不见了，小猴子一无所获。《口语交际》旨在引导学生在游戏

中初步学会有条理地表达、培养学生乐于交往的意识和友善待人的行

为习惯。《语文园地七》安排了五个板块的内容：识字加油站、字词

句运用、书写提示、日积月累、和大人一起读。 

这一单元的四篇课文都渗透了责任意识和养成良好习惯的培养

《玩具的家》让学生学会管理自己的玩具。《一分钟》渗透时间的意

识，逐步学会管理时间。《动物王国开大会》渗透把重要的内容说清

楚、说完整。《小猴子下山》则渗透做事情有目标意识。 

我们再来看这一单元的学习重点：根据课文信息做简单推断。是

本单元的一个学习重点。这是延续了一年级上册。和本单元本册二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元的教学重点的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先来看第 15课《文具的家》，在

课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铅笔只用了一次，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橡

皮只擦了一回，再想擦，就找不着了。” 课文的最后一段“从此每天

放学的时候，贝贝都要仔细检查，铅笔呀，橡皮呀，转笔刀哇，所有

的小伙伴是不是都回家了。” 那我们关注上面的两个句子，关注“只”，

我们知道贝贝不爱护自己的玩具。关注最后一个自然段，“贝贝都要

仔细检查”，让学生思考：“那贝贝是怎样仔细检查的呢？”在这篇课

文的学习中。我们就可以让学生通过这两处句子关注重点词语进行推

断，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我们再来看《一分钟》。在课后有这样一道习题：根据课文内容

说一说。要是早一分钟就能赶上绿灯了。那在这一课的学习中，我们

就可以引导学生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在的联系，关注课后练习题，运

用根据课文内容说一说中的“要是……就……”的句式进行推断，训

练学生的逻辑思维。 

《动物王国开大会》那读完这篇课文以后就会发现这篇课文是有

四个相似的情节构成了课文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要关注

这四个相似的情节引导学生根据已知的内容对后面的内容作出推断，

建立把信息说完整性的意识。 

我们再来看《小猴子下山》。同样的，我们要关注课后习题。课

后第二题：结合插图说说小猴子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最后为什么

只好空着手回家去？我们在读完课文以后，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要

联系课后的这道思考题。做出推断。我们再来看，“读好疑问句和祈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使句”是这一单元学习的第二个重点。在《动物王国开大会》这篇课

文中有非常多的疑问句和祈使句。在学习的时候呢，就要指导学生分

角色朗读，在朗读中体会人物的不同心理，读好疑问句和祈使句的不

同的语气。在这一单元的学习，我们还要关注长课文的教学。《动物

王国开大会》是我们学生接触的第一篇比较长的课文。这篇课本总共

有 18 课自然段。对于这样一篇长课文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呢？我们就

可以利用这篇童话故事情节反复的特点，借助课文插图，帮助学生梳

理、读懂课文。 

根据以上对教材的分析，我们确定的本单元的教学目标是： 

1、识记本单元 51 个生字和两个偏旁，会写 27 个生字。掌握半

包围结构字的书写笔顺规则。 

2、正确、流利读好课文，分角色读好对话。 

3、联系生活经验理解词语，会用“掰、扛、扔”等动词说话。 

4、借助插图、故事情节反复的特点读懂长课文。 

5、能借助课文，根据问题提取、整合信息作简单推断。 

6、初步养成乐于交往、友善待人的交往意识和行为习惯。 

本单元的课型总共有这几种：1 是单元先导课，2 是基础阅读课，

3 是阅读交流课，4口语交际课，5是单元达标提升课。其中基础阅读

课为四课时。就是这一单元四篇课文的学习。我们在备课时注重了人

文要素和语用要素的整合。在整合阅读的时候，我们既整合了课内的

语言的训练点也结合了从书和课文阅读的链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格。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课型 题目 人文点    语用点 拓展阅读 

基础阅读课 《文具的

家》 

爱护文具 “只……“”“一……就”句式理解内容，练习说

话。 

丛书 72《找铅笔》 

基础阅读课 《一分

钟》 

利用好时间 联系课文，运用“要是……就……”句式说内容。 丛书 77《难处》 

基础阅读课 《动物王

国开大

会》 

把话说清楚 关注重复相似情节，读好对话，体会把话清楚。 读写通知 

基础阅读课 《小猴子

下山》 

做事目标明确 抓重点词语“走到……看见……非常……就……”

学会讲故事。 

课外链接《猴子种果树》 

阅读交流课  好习惯，好品质 学会运用单元句式说内容。 丛书 74《下巴上的洞洞》,78

《都是好孩子》82《青蛙笑》 

《文具的家》我们关注了文中“只……“”“一……就”的句式理

解内容，练习说话。 整合了丛书 72《找铅笔》。《一分钟》是联系

课文，运用“要是……就……”句式说内容。 整合了丛书 77 的

《难处》这首儿歌。《王国开大会》关注重复相似情节，读好对话，体

会把话清楚。因为这篇这课文的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们在整合的时候

关注了文中的泡泡语和课后的习题，然后来写通知，明白通知的六要

素 落实到读写的结合点上。《小猴子下山》抓重点词语“走到……看

见……非常……就……”引导学生关注这样的路线学会讲故事。 课

外链接的是《猴子种果树》这篇短文。读了这篇短文的老师都知道，

这篇短文的内容结构上和《小猴子下山》有相似之处，所以人文点也

有相似之处。都是做事情要有目标。所以我们整合的是《猴子种果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阅读交流课，我们根据一年级学生的特点整合的是丛书 74《下巴上的

洞洞》,78《都是好孩子》82《青蛙笑》 

一、 单元整合课例 

先来看单元先导课。单元先导课分为两课时。直到预习课，预习

达标课。目标是规律，学习本单元生字、新词，通读单元课文，读通

读顺，了解大意，整体感知。 

教学目标是： 

1.明确“如何养成好习惯好品质”这一单元主题，了解“如何养

成好习惯好品质”的单元内容。 

2.认识“具、丢”等 51 个生字和 2 个偏旁，会写“文、次”等

27 个生字，掌握归类识记生字的方法。 

3.正确、流利地朗读 4 篇课文，初步感知 4 篇课文的内容。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在设计单元先导课的时候，尊重了学生

的认知特点，立足于我们的课堂实践。把句，和生字和整体感知融为

一体。这个单元中的四篇课文比较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没有在单

元先导课中把四篇课文全部读完。而是关注了其中的一些片段，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第二点，在归类识字中。我们也是归类了本单元的

部分生字，。把其他的生字在阅读课中进一步的落实。和学习。这是

我们需要说明的两点。我们来看一下教学流程。 

一、激发兴趣，明确主题 

二、猜想、朗读，初步感知（这一步的教学流程，我们分两步来

做：）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一）读课题，谈猜想。 

（二）读语句，初感知。 

三、识字交流，分享收获（也是设计了两个步骤。） 

（一）随文初步识生字。 

（二）归类识字，总结方法。 

四、选择读文，感知内容。 

五、总结提升，课后延伸。 

我中间来说一说后面的四个环节。在第二步的教学环节中，我们

分两步来走：第一是，读课题，谈猜想。。那首先出示的是四篇课文

的题目，让学生读准这四篇故事的题目。通过读题目，自由谈猜想：

故事会讲什么？让学生自由交流，有的学生在课前已经读了，可以让

他把知道的故事内容讲给人家听。那第二步的教学是：读语句，出感

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没有通读四篇课文，而是关注了四个故事

中的一些片段，。让他自由读、指导朗读、展示朗读。然后通过这样

的片段朗读。激发对整个故事的兴趣。。第三个环节是识字交流，分

享收获。第（一）是随文初步识生字。第一步的教学，我们就得结合

刚才的四个片段的朗读。让学生读准字音，练习说一句话。。第（二）

是归类识字，总结方法。。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我们总结了这一单

元的两字词语、三字词语、四字词语、表示动作的一些词语，这样分

类来识记。表示动作的词语这一栏。让学生运用动作，表情来表演。

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做动作，来说一句话。 

第四步是选择读文，感知内容。在这步的时候我们让学生选择自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来读一读读，读完以后，采用这样的形式来说一

说他们对课文内容的感知。《玩具的家》、《一分钟》和《动物王国开

大会》我们运用的是填空式的，摘取课文中的词语，提取信息。《文

具的家》讲述了（    ）一开始总是将铅笔、橡皮弄丢，后来在妈妈

的引导下，学会（   ），把铅笔、橡皮等小伙伴放进文具盒带回家。

《一分钟》讲述了元元因为多睡（   ），而迟到了（    ）的故事。 

《动物王国开大会》讲述了狗熊一共发布了（    ）次通知，第一次

它没告诉大家开会的（  ）；第二次它没告诉大家开会的（  ）；第三

次它没告诉大家开会的（  ）；最后狗熊在小动物们的帮助下把通知

说清楚了，动物们也准时参加了大会。通过这样的梳理。学生就明白

了通知要把人物、时间、地点说明白，说清楚。通过提取信息，让学

生感知课文内容。《小猴子下山》因为几个片段有相似之处，我们就

用这样的表格来感知内容。猴子走到哪里？看见了什么？做了什么动

作？让学生在文中找到相应的词句填进去。通过这样的表格的形式，

感知课文的内容。刚才我们说的是单元的先导课，我们再来看基础阅

读课《文具的家》。它的语用整合点是关注“只……“”“一……就”

句式，练习说话。整合内容是丛书《找铅笔》这首儿歌。教学目标是：

（1）认识“具、次”等 13个生字和“斤”字旁 1 个偏旁；会写“文、

次”等 7个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通过观察插

图，联系生活经验，读好人物对话。 

（3） 能理解并运用“一……就……”的句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4）初步养成整理文具、爱护文具的好习惯。 

再来看教学流程: 

一、谈话导入，引出课题 

二、认真读文，整体感知。 

1.请自由朗读课文，认读文中的生字、新词。 

2.标出自然段，完成填空。 

3.巩固字词，检查认读。 

三、品读课文，明白道理 

1.读好句式练习说话。 

2.看图读文，感受语气 

3.联系实际，体会道理 

四、写字教学。 

五、链接阅读丛书《找铅笔》。 

导入课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第二环节。认真

读文，整体感知。第一步 1. 请自由朗读课文，反复认读文中的生字、

新词。 

2. 标出自然段，完成填空。 

这个填空是对文章的进一步感知。 

3 .巩固字词，检查认读。 

（1） 我是读词小达人。 

（2） 我是朗读小能手。 

（3） 指导读好句子中的“只”字，并想一想：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贝贝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 

这个环节的教学，是通过让学生再次读文，对文章内容有一个熟知的

过程，运用多种识字方法，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来提高学生的识

字效率。 

第三环节，是大家都关心的：品读课文，明白道理。第 1 步 读好句

式练习说话。我觉得低年级一定是练习说话，练习表达，关注文中的

句子，这样的教学才符合一年级的实际教学。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课文

中的第一句：贝贝一回到家，就像妈妈要新的铅笔、新的橡皮。。关

注这句话，读好“一……就……”的句式，因为这样的气温比教学切

近学生的生活。并且在读好的基础上思考，贝贝是个怎样的孩子？生

活中有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运

用这个句式来说话。也就是问学生，在生活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试着用“一……就……”说一说。 

    第 2是.看图读文，感受语气 

我们同样关注的是文中的两句话。这是贝贝和妈妈的一个对话， “你

怎么天天丢东西呢？” 

贝贝眨着一双大眼睛，对妈妈说：“我也不知道。” 

（1）指导朗读对话 

（2）观察插图，结合文中妈妈的表情、贝贝的表情，抓住关键词“天

天”，指导读好妈妈吃惊、责备的语气。抓贝贝“眨着大眼睛”读好

贝贝的不理解“我也不知道”。 

第 3 是、联系实际，体会道理。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我们关注了文中的最后一段： 每天放学的时候，贝贝都要仔细检查，

铅笔呀，橡皮呀，转笔刀哇，所有的小伙伴是不是都回家了。 

首先是读好这一段话。思考：联系上文对比，原来的贝贝？现在的贝

贝？是妈妈帮助了贝贝，她是怎样说的？  

我们再来读妈妈的这一段话： 

      妈妈说：“贝贝，你有一个家，每天放学后，你都平平安安地

回家。你要想想办法，让你的铅笔、橡皮和转笔刀，也有自己的家呀。”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家，贝贝之所以后来仔细检查，

把文具放进文具盒里，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家的触动。所以在这个环节

的教学中，可能学生对家这个概念还不够深刻，我们链接的是一年级

上册的一首儿歌《家》，就是我们学的蓝天是白云的家，泥土是种子

的家，通过读这个儿歌，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家的温暖和重要。平平安

安回家，爸爸妈妈是放心的。文具盒是铅笔盒橡皮的家，让他们回家，

也要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重要。 

     第四步是写字教学，我们关注了文中左右结构的三个字“找、

次、让”三个字，引导学生观察：这三个字的结构，写的时候应该注

意什么？左右结构的字在之前都学过，学生会说也会写。 

2、出示“文”“包”字， 

(1) 引导观察,示范、强调书写要点。 

(2)出示写字要求：姿势正确、结构合理、笔画美观。最后写字一定

要落实到一个点评上。有写就要评。 

第五步的教学是、链接阅读丛书《找铅笔》。《找铅笔》儿歌写得是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个小女孩，她的铅笔丢了，她问松树上的乌鸦，他的铅笔哪儿去了，

读完这首儿歌，你会发现他的人文主题和文具的家是相似的，都是学

会管理好自己的文具，爱护自己的文具。 

1、借助拼音读好儿歌《找铅笔》. 

 2、读后想一想说一说。 

（1）这支铅笔很好看，它的头儿（     ），通身（       ），细条

儿（      ）。填空的内容是学生可以从丛书中找出来的，通过这样

的填空来梳理这首儿歌的主要内容， 

（2）松树上的乌鸦会对“我”说些什么呢？让学生来交流，学生交

流的内容无非是，你也要爱护自己文具，这样把这首儿歌和我们的课

文有机的融合，落实了语文要素和人文主题。 

再来看基础阅读课《一分钟》。语用整合点——联系课文，运用“要

是……就……”句式说内容。整合内容——丛书《难处》。教学目标

是： 

1．认识“钟、元、迟”等 13 个生字；会写“钟、元、洗”等 7 个生

字。 

2．区分形近字“已、己”；联系上下文和生活经验理解“眼看、后

悔”等词语的意思。 

3．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出元元沮丧、后悔的语气。 

4．借助“要是……就……”句式，根据课文内容进行简单推断；联

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初步学习管理时间。 

具体的教学流程：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一、游戏导入，感知“一分钟”的长短。这一分钟可以让学生来说数

字，可以让学生来写字。让学生来感受一分钟有多长，可以做那些事

情。 

二、再读课文，复习检查。 

1．读文、思考。 

2．预习交流，识记生字。 

（1）多种方法识记生字。 

（2）写字指导：已和己 

（3）读词、用词说句子。 

三、阅读感悟，表述内容。 

1、关注词句，对比朗读，感受元元情感的变化。 

2、联系生活，用句式说例子。 

3、关注句子，体会情感，说内容。 

四、回顾课文，续编故事。 

五、拓展阅读主题丛书《难处》、《明日歌》。 

在第二步的教学中读文思考，向学生提出问题，然后再来读课文。我

们重点来看一下第二环节：预习交流，识记生字。（1）多种方法识记

生字。 

熟字加偏旁：钟、迟、洗、背、叹、汽 

部件换一换：决—快—块；种—钟；轻—经 

适合组词的：刚（刚刚、刚才）；定（一定、决定） 

熟字比一比：已（已经）—己（自己）利用学生熟知的方法来识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写字指导：是根据上面的熟字比一比，已和己 

先观察异同——哪点需要提醒注意——师范写——生写师巡视指导

——展示。 

（3）读词、用词说句子。 

摘取了文中的这些词语，让学生来读，选择其中的词语来说一说下面

的句子。这个说句子的过程，其实是对课文的进一步的梳理。第三个

环节：阅读感悟，表述内容。1、关注词句，对比朗读，感受元元情感

的变化。我们关注了课文的第一自然段，还有课文的倒数第二自然段，

那第一自然段，我们在读好的基础上，关注“打了个哈欠”， “就一

分钟”，让学生体会到，元元因为迟到了想再睡一分钟，满不在乎的

态度。  

 

  在下面这一段中，关注了元元红着脸，低着头，这样的词语，通过

表情的描写，让学生体会到此时元元已经后悔了，正是因为元元多睡

了一分钟，所以到最后元元迟到了，二十分钟， 

那此时的元元心里在想些什么呢？：通过学生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

中再来读这两个句子， 对比读好这不同的情感。 

第 2 是、联系生活，用句式说例子。这一步的教学比较贴近学生的生

活实际，用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说例子。生活中有很多像元元这样做事

满不在乎的的小朋友。比如说（1）刚刚放学回家，刚写一会作业，心

想：（    ），就（      ）。 

（2）明明练写毛笔字，刚写几个，心想：（    ），就（        ）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猜想：做事这样满不在乎，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 

第 3 是、关注句子，体会情感，说内容。在这一步中，我们关注了文

中的这样几句话： 

出示：他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他又叹了口气说，说：“要是早到一分钟就好了。” 

元元非常后悔。其实这三个句子都是在写元元后悔的，前两处关注的

是他的语言，后面关注的是他的心理。 

(1）指读，体会元元后悔的心情。那后悔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读完以后，我们要联系课文的联系 2—4 自然段根据课文内容来说一

说 

 要是元元早一分钟，就能赶上绿灯了。 

 要是能赶上绿灯了，就————————。 

 要是能及时通过路口，就——————————。 

 要是能赶上公共汽车，就不会迟到了。关注课文内容和课后习题，

让人文点落实到位。 

第四个教学环节、回顾课文，续编故事。经历了这一次迟到，元元第

二天会怎么做呢？你们能想象一下吗？自己先想一想、说一说，然后

同桌之间互相交流一下。 

再来看这一单元的最后一个环节：五、拓展阅读主题丛书《难处》、

《明日歌》。丛书张红《难处》这首儿歌讲的也是一个小朋友，上学

迟到了，但是他再找理由，他怪被我把他拉的太牢，他怪牛奶太烫，

通过这个儿歌你会发现，他的人文主题和课文《一分钟》也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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