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    节：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课    题：习作指导《爱的故事》  

授课年级：四 年 级          

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习作《爱的故事》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围绕爱的主题，挖掘日常生活中爱的素材，培养观察力和

感悟力。 

（2）绘制习作脉络图，养成“胸中有大局”的作前意识，表达

有条理。 

（3）主动运用生活中积累的好词佳句，把事情写具体。 

二、过程与方法 

（1）教师下水文引领，分享师生之间真实发生的爱的故事，师

生在情感共鸣中探索 “表达的密码”。 

（2）引导学生绘制习作思维导图，培养习作前“心中有大局”

的写作意识。 

（3）鼓励学生摘抄课文的好词佳句，培养主动运用积累的语言

素材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让学生意识到爱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不仅要学会感受爱，更

要学会表达爱、付出爱。 



 [教学重点]： 

联系生活实际选取爱的素材，把事例具体、有条理地描述出来。 

 [教学难点]： 

行文前有构思意识，能将细节描写落到实处，并将积累的好词佳

句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 

 [课前预习]： 

摘抄第六单元课文中出现的好词佳句。 

2、提前绘制自己的习作——“爱的故事”思维导图 

[教学过程]： 

一、回顾第六单元课文素材，导入习作指导课。 

1.师：同学们，你们好！上一节课，我们一起走入第六单元，跟

着课文学写作。这一单元课文主题是爱。一篇篇课文用最美的语言描

绘出一幅幅爱的画面。作者心目中，爱是什么？ 

[课件播放第六单元课文插图] 教师随图朗读 

爱是灼灼目光，望了又望，望尽天涯。   

（出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插图） 

爱是杯杯醇酒，喝了再喝，难舍难分。  

（出示：《送元二使安西》插图） 

爱是默默牵手，有难同当。   （出示：《卡罗纳》插图） 

爱是小小梦想，快乐分享。   （出示：《给予是快乐的》插图） 

爱是块块搭石、绰绰人影。   （出示：《搭石》插图） 

爱是涓涓骨髓流、浓浓血脉情。（出示：《跨越海峡的生命桥》

插图） 

2.师：这些爱的画面，有



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有的是作者的所见所闻。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

哪些情？ [课件出示：亲情、友情、邻里情、陌生人之间的情] 

3.师：这些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笔下爱的材料，这节课就和老师一

起“走进生活练写作”，来写一写自己的爱的故事。 

设计意图：展示课文插图，以 “爱”的主题为线索，一览课文

素材，拓展学生视野，可以将“亲情、友情、邻里情、陌生人之间的

情”纳入爱的材料，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为下一步习作做好铺垫。 

二、出示题目，明确本次习作要求。 

[课件出示第六单元习作题目及要求] 

1.师：习作主题是什么？（爱）可以选什么材料？（亲身经历的

或者所见所闻） 

2.师：上节课，我们跟着第六单元课文学写作，明确了习作要求

有哪两点？ 

[课件出示：一、讲真事；二、写具体。]  [板书习作要求] 

3.来，跟着老师一起走进生活，发现爱，感受爱。 

设计意图：明确习作要求，架起从“跟着课文学写作”到“走入

生活练写作”的桥梁，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将上节课在课文中学到的

写法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 

三、教师联系自身实际，进行选材和细致描写指导。 

（一）亲情 

1.师：先来谈谈亲情。亲情是什么？亲情是一缕明媚灿烂的阳光，

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我是位老师，也是个妈妈。我的女儿和你们一

样爱说、爱笑、爱玩、爱闹。有一次，学校派我外出学习一阵子。这

是好事儿啊，可作为妈妈我总是放心不下，我最牵挂谁啊？ 



生：女儿。 

师：这种牵挂就是一种爱。 

[课件出示：爱是牵挂]  

临出发前，我把爱都化作了叮咛。[课件出示：爱是叮咛] 

继续猜想，我会对我的孩子叮咛什么？ 

生：（纷纷说） 

a 你一定要好好吃饭，别挑食，多喝点水，别上火！ 

b 晚上早点睡觉！ 

…… 

师：（适时评价） 

a 你能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展开合理想象，这正是成为小作家

的必备法宝啊! 

b 你很善于观察生活啊！ 

c 你说话的语气可真像妈妈啊！  

2.师：你最牵挂谁？你又是怎么表达爱的？ 

生：我最牵挂妈妈，我会给即将出差的妈妈一个拥抱一个吻。（爱

是拥抱，爱是吻。） 

生：我最牵挂姐姐，我会把好吃的留给两周才回来一次的姐姐。

（爱是有福同享。） 

生：我会给劳累了一天的妈妈端一杯水。（爱是一杯水。） 

…… 

3.师：前来送行的我的女儿把

一个小纸条塞进我手里，“妈妈，

里面有惊喜！上车再看！”汽车缓



缓地开动了，这张字条映入眼帘。 

[课件出示字条内容] 

师：这张字条像一阵春风吹进我的心田，暖暖的；像一阵春雨滴

进我的眼眶，湿湿的。如果说，牵挂和叮咛是妈妈对女儿的爱，那么

这张字条就是女儿对妈妈的爱。如果你笔下的爱的故事，能把人与人

之间相互的爱写出来，就能更胜一筹。 

设计意图：以亲情为切入点开启爱的话题，教师现身说法，引导

学生在生活中练就一双发现爱的眼睛，一颗感受爱的心灵。 

四、出示教师下水文，绘制思维导图，指导学生在选材时如何取

舍、详略，突出重点。 

1.出示照片，引出师生情。 

师：我最牵挂的人还有呢！就是你们，和我天天相伴的你们！再

请看这幅画面，透出了浓浓的师生情，真真打动了我。[课件出示：

教师节前清晨，同学们将花摆满讲台的画面]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画面发生的时间：今年的 9 月 8 日，教师节前

的一个早晨； 

地点：咱班教室； 

人物：你们这群机灵鬼，还有我； 

谁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学生讲述，教师随机板书。） 

[板书：买花、搬花、出主意、藏起来] 

2.展示教师下水文《爱的日记》。 

师：好大的惊喜，我

心里那叫一个美啊!那一

刻，爱就是[课件出示：爱



是盆盆鲜花，张张笑脸，一声声祝福]。 

我将这爱的画面写进了日记里。想听吗？共分享！展示教师日记，

教师配乐朗读。[课件出示教师日记] 

师：我常常文字记录生活，因为文字有魔力，能留住美好的生活

画面，定格永恒；文字是有温度的，现在读来，心头还是热的。 

3.分析、讲解素材的取舍与详略分配。 

师：请看 [板书：买花、搬花、出主意、藏起来]，考考你们倾

听的能力。首先，买花、搬花，哪里讲到了？找找看。[课件出示日

记]我仅仅各用一句带过，这叫怎么写？ [板书：略]  

谁出的主意呢？大家怎么藏？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有吗？[板书：

舍] 

师：在我推门进入教室前发生的的事情，要么略写，要么干脆舍

爱的日记 

2017.09.08  晴   周五 

每天我一到学校，总要先到教室转一圈，瞅瞅我们班的这群小家伙们。值日

生把卫生搞定了吗？那几个“捣蛋鬼”坐好了吗？班长带领大家开始晨读了吗？

这些小豆豆们啊，总让我牵肠又挂肚，放心不下。  

今儿我一推门，座位上空空如也，偌大的教室不见一个人影。咦，都要上课

了，小家伙们去哪儿疯了？更奇怪的是讲台上摆满了鲜花绿叶，一盆盆枝繁叶茂，

排得整整齐齐，像在列队欢迎我的到来。  

正当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时，隐约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动、嗤嗤的笑声。

紧接着，阳台上、角落里、课桌底下，一个又一个小脑袋瓜子冒了出来，像欢快

的小鸟，蹦着跳着拥向我，齐声喊着：“李老师，教师节快乐！”而后，七嘴八

舌地抢着汇报,“这些花是天豪爸爸帮忙挑选的！” “这盆是我搬上来的！”……

你们笑着、说着，如同一朵朵鲜花绽放。“今天不是才 8号吗？”我被这巨大的

惊喜紧紧包围，有点懵。“对啊，老师！教师节赶上周日，我们给你提前过节！”

调皮鬼黄文滔眼里闪着光，急急火火地跟我解释着。听着、看着，幸福的泪花模

糊了我的双眼。 

你们啊你们，如同棵棵小树噌噌地长，进步多多，又时常犯错，让我欢喜让

我忧。此刻，你们把爱变作盆盆鲜花，张张笑脸，声声祝福。谢谢你们的爱——  

这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爱！  



弃不写。那我详细写的是什么呢？是我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 

[板书：详写 师 生]  

师：请看第一自然段，连用三个问号？这是我的什么描写？（心

理描写）满心都是牵挂啊！[板书：牵挂 爱] 

那你们对我的爱呢？翻到这个画面，就是这幅画面，身后的 

[板书：鲜花 笑脸 祝福]。 

4.绘制大树图，梳理文章脉络，品评细节描写。 

师：动笔之前，我先在心中绘制了大树图，理清了故事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并且仔细思考经过，有取有舍、有详有略。 

[课件出示教师日记脉络图] 

师：谁来读一下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师：心中先有了文章主干的主干，我再添枝加叶，填充很多爱的

细节。最是细节动人心。写同样的事儿，为什么有些同学的文章却淡

如白开水呢？因为你的心睡着了。请一生读这句话： 

[课件出示名言：生活中的细节是醒着的，睡着的是我们的心。] 



师：快来叫醒我们的心，看看哪些细节值得我们睁大眼睛仔细关

注。请打开你的《课堂练习单》，再读这篇爱的日记，标注出一处你

最喜欢的具体描写，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它。 

选学生找细节，谈感受。 

生：我喜欢第二段的最后这句“更奇怪的是讲台上摆满了鲜花、

绿叶，一盆盆枝繁叶茂，排得整整齐齐，像在列队欢迎我的到来。”

这句话把“鲜花绿叶”比作了我们在列队欢迎老师的到来，特别生动

有趣。 

生：我喜欢第三段关于黄文滔同学的描写——对啊，老师！教师

节赶上周日，我们给你提前过节！”调皮鬼黄文滔眼里闪着光，急急

火火地跟我解释着。老师把 

师：传授一个关于人物细节描写的法宝——“定格法”。你的眼

睛此时变成摄像头，搜索到印象最深的画面，定格，将镜头慢慢推进，

再推进，将他的动作、语言、表情统统收入镜头，再用你的文字播放

出来，就会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 

…… 

设计意图：品评教师下水文，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引导学生认识

到“生活是写作的源泉” 。展示教师绘制的“大树图”，将教师行

文前立意选材、谋篇布局、详略取舍等理念传达给学生，引导学生写

文章前先要“胸中有大局”。教师教授细节描写的方法，学生朗读、

圈画教师下水文中丰富的词汇和精彩的描写，突破如何“写具体”这

一教学难点。 

五、交流、展示学生绘制的“爱的故事大树图”。  

师：回顾这节课提到的素材 [课件出示：爱是鲜花、笑脸、祝



福……]爱就在点点滴滴中。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课前同学们也

选出了自己的爱的故事，画出了大树图。通过刚刚的讲解，你又有了

新的想法了吗？学生分组合作，交流自己的大树图，确定哪部分最能

展现爱最该详细写，哪里可以略写，甚至是舍弃不写。 

学生上台展示自己绘制的“爱的故事大树图”，教师适时点评，

学生各抒己见。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采取小组合作探究模式，学生间交流自己文

章大树图，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既捋清了文章脉络，又拓展了选材

范围，提高了观察生活的能力。 

六、学生现场片段练习，交流展示。 

师：现在到了我们的习作时间。将最能展现爱的一个片段具体写

出来。课前让同学们搜集整理了本单元的好词佳句写在预习单上。试

着模仿或运用到你的片段中。 

设计意图：这是课上练笔环节，为了落实“写具体”的习作要求，

让学生摘取最能展现爱的片段，主动运用积累的语言素材细致展开描

写。小组合作交流，台上展示，鼓励学生乐于表达，享受表达的乐趣。 

七、结束语+布置作业： 

曾经我认为，爱就是看得见的鲜花、礼物，听得见的赞扬和掌声

但越来越多的生活经历告诉我，爱在点点滴滴。[课件出示三幅爱的

画面]  

第一幅：放学路上，寒风萧瑟，爱是爸爸的棉衣。父爱无声，一

直都在。 

第二幅：快餐店里，爸爸默默注视着女儿吃着香喷喷的午餐，自

己却不舍得买来尝尝。爸爸妈妈常说：“我不饿，我不爱吃”爱是最



温情的谎言。 

第三幅：深夜的火车，漫长的旅途，硬座上躺着熟睡的孩子，妈

妈只能站立一宿很难合眼。爱是妈妈的臂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 

[课件出示爱的诗句] 

爱就在身边，请细细品

味，完成整篇习作“爱的故

事”，把课上片段修改增减。 

这节课上到这里，下课！ 

设计意图：让学生意识

到爱在生活点点滴滴中，不

仅学会感受爱、更要学会表达爱、付出爱，让爱的习作主题升华，落

实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板书设计]： 

设计意图： 

主板书明确写作要求； 

副板书让学生体会教师写下水文前是如何从立意选材、结构、详

略等方面构思的 。 



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习作指导《爱的故事》学情分析 

 

四年级是中年级向高年级过渡的桥梁。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基本

的阅读方法，有意识地进行语言积累，初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阅读习

惯。在习作方面，兴趣浓厚。愿意主动尝试，敢于挑战。学生愿意将

自己的习作与他人分享，并希望得到他人的评价；愿意认真阅读他人

评语，在习作互评中收获很大。自评自改习作的习惯还有待培养，分

享习作的欲望强烈。 

但仍存在不足： 

一、选材还不能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做到细致观察，从身边小事

入手。 

二、文章还不够完整、有条理。从三年级到四年级，是由段到篇

的过渡，一篇优秀的作文最起码必须是一篇有头有尾的完整的作文，

而有的学生在完成此过渡的路上还是稍微走得有些慢，目前的作文仍

然还停留在段的水平上，这也直接导致了学生作文篇幅不够的问题。 

三、细节描写功力有待提高，不够具体、生动。四年级的作文类

型基本是写人记事类，这类文章就必须要求学生把文章写得生动具体，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要做到这，就必须活用人物描写的方法。 

针对学情，立足课标，通过教材的纵向比较，们发现这一单元不

是孤立的、游离的，学生在学习三年级上、下学期教材中进行过同主

题的习作练笔。 



 

可见，四上的这次习作内容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依据不同年级的习作教学目标，我有意识地对四年级学生的习作

能力进行有梯度、序列化的提升。在课堂习作指导上，进行着“指向

写作的单元整体化教学”的实践与研究，即在单元整合的同时，语文

课堂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在文本中探寻“表达奥秘”，在生活中

提取写作素材,实现写作与阅读的链接，坚持两条腿并行——即跟着

课文学写作、走入生活练写作，制定了符合学生学情的教学目标： 

①理脉络→绘制习作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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