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毕升的梦想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能正确书写并运用。

2.联系语境理解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毕

升在发明活字印刷术过程中的努力和投入。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课文。

4.学习抓住关键词概括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过程的方法。

教学重点

从直接描写毕升的语言、行为的语句中,感受这位伟大的发明家

为实现梦想的努力和投入。

教学难点

学习抓住关键词概括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过程的方法。

教学准备

搜集有关毕升的资料,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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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谈话引课

1.同学们,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

明,其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为我国古

代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它的发明者就是———(板书:毕升)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13课。学生齐读课题《毕升的梦想》。

2.看了课题,你有什么想问的? (教师相机梳理问题:毕升的梦

想是什么? 他是怎样实现梦想的? 结果怎样?)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思考:毕升的梦想是什么? 他是怎样实现

梦想的? 结果怎样?

2.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课文。学生回答问题。师小结:我们围绕

课题提问,再把这些问题用一段通顺的话联系起来就是课文的主要

内容。这是归纳主要内容的一个方法。

3.再读课文,读准字音,遇到生字、词多读几遍,勾画四字词语。

4.检查学生生字和词语掌握的情况。

三、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1.同学们,请你朗读课文,课文的哪些地方告诉了我们活字印刷

术的重要作用? 请你读课文7、8段,一边读一边勾画。

2.说说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让学生们体会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引导学生读出赞扬的语气。

3.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真是太了不起了。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
去感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时忘我的投入。请你们细细地读课文,
一边读一边把最能表现毕升为实现梦想废寝忘食的词语或句子勾画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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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抽学生回答问题,教师相机点拨。
“一个叫毕升的人在雨中慢慢地若有所思地走着,好像丝毫没有

感觉到早春的小雨已打湿了他的衣衫。”引导学生体会“若有所思”的
意思,体会“丝毫没有”的表达效果,再引导学生读好这个句子。

“一句话让毕升茅塞顿开,他猛地一拍脑袋:‘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呢?’说完,他立即跑出家门。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一点儿也没有听

到妻子在后面的呼唤。”引导学生体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意

思,体会“一点儿也没有”的表达效果,再引导学生读好这个句子。

引导学生抓住“自言自语”“念念不忘”“冥思苦想”体会毕升为实

现梦想的执著。(适时板书:若有所思、冥思苦想、念念不忘、自言自

语、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同学们,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些细节的描写,才让我们体会到了毕

升在实现梦想过程中的艰辛与投入,我们习作时也应该注意人物的

细节描写,这样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才鲜明、生动。

四、根据提示,复述课文

同学们,黑板上的词语概括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过程,请根

据这些词语的提示用自己的话说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过程。

自由说,再抽学生复述。引导学生对同学的复述进行评价。

附:板书设计

(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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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佳的路径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2.能联系生活实际,结合上下文,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

3.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悟以人为本的思想。

学习格罗培斯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精益求精的品质。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

2.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联系上下文并结合生活实际理解“她这种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

做法使大师深受启发,困扰了他很久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句

话,感悟以人为本、尊重主体的思想。

教学准备

课件制作。

教学时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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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解题导入

1.解题:什么是“最佳”? 什么是“路径”? 看了题目,你想知道

什么?

2.你认为最好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大胆设想一下。

二、学习新课

(一)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生自读课文,要求读正确、流利,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边读

边标上段的序号,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勾画出生字、词,对不懂的地方

作上记号。

2.抽生读文。检查并纠正字音。说说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3.四人小组交流讨论不懂的地方,可查字、词典,结合上下文,联
系生活实际来理解。

4.师抽生汇报:微不足道、旖旎、迎刃而解、绵延百里、优雅几个

词的意思。提出还未弄懂的问题。

5.学习课后生字、词。读准音,记清形。重点词:旖旎。
(二)细读课文,理解内容。

1.依次出示“设计”“最佳设计”“世界最佳设计”三个词,你感受

到什么? 文中讲哪一条路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 引出课文最后一

句话,该怎样读这句话?

2.迪斯尼乐园的路径具有什么特点? 读课文最后一段,用笔勾

画出来。(板书:自然天成、新颖别致)出示课件或图片,展示迪斯尼

乐园的人行道,相机理解这两个词语。

3.看了这条路,你还想用什么词来形容?

4.这条路的设计者———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格罗培斯是如何设计

出这样自然天成、新颖别致的路径的? 生小组合作学习3~5段,用
笔勾画自己认为重要的句子,并从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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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抽生汇报。
课件出示“她这种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做法使大师深受启发,

困扰了他很久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句话。
讨论:老太太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做法使大师受到了什么启

发? 为什么困扰了格罗培斯很久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引导学生

思考人们为什么喜欢到老太太的葡萄园里摘葡萄? 如果你到这个葡

萄园里摘葡萄,会有什么感受? 体会“给人自由、任其选择”是自主、
尊重、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启发学生感受格罗培斯善于观察、善于

思考的品质。(相机板书:以人为本)指导学生朗读。
从卖葡萄的老太太那里得到了启示后,格罗培斯是怎么做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思考:在生活中,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给人自由、任其选择的,

这些东西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6.格罗培斯的成功还在于什么?
课件出示课后第2题,体会带点词的作用。启发学生思考:这些

词语说明了什么? 你从格罗培斯那里得到了什么启示? 指导生读好

这些句子。(相机板书:精益求精)
(三)回眸课题,提炼升华。

1.题目《最佳的路径》仅仅是指的这条路吗? 还蕴涵着什么? 引

导学生领悟以人为本、精益求精也是成功的最佳路径。(板书)

2.如果让你来做迪斯尼乐园的导游,你会怎样有创意地给游客

介绍这条曾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的路径。

附:板书设计

(伍裕玲)
·27·



15 迟到的奖赏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联系课文理解本课重点词语。

3.通过对课文的学习,体会蒂姆所表现出来的协作精神和无私

奉献的品质。培养协作意识和奉献精神。

教学重点

学会本课生字、词,联系课文理解本课重点词语,体会蒂姆所表

现出来的协作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教学难点

理解“也许,在别人看来,蒂姆的一切举动都超凡脱俗,而在蒂姆

眼里,让人类共享知识和互相协作是理所应当的”这句话的深刻含

义。体会蒂姆所表现出来的协作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教学准备

课件制作,搜集资料。

教学时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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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设置悬念,导入新课

2004年,在芬兰埃斯波市举行的一个仪式上,芬兰技术奖基金

会授予49岁的蒂姆全球最大的技术类奖———千年技术奖。这是一

个迟到15年的奖赏,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自由朗读课文,注意将句子读通顺,将字音读正确。难读的句

子多读几遍,边读边用笔勾画出生字,多读几遍,记住这些生字。同

时将你不懂的词作上记号。

2.抽读课文,学生评,师生共同正音。

3.小组交流,采用联系上下文等多种方法,解决不懂的词语,老
师相机指导。

4.教师出示能概括本课主要内容的词语,读词,检查学生理解情

况。同时让学生看着这些词语,大致说说本课的主要内容。

5.教师指导记住字形,书写课后生字、词。

三、再读课文,理解感悟

1.默读课文,思考:许多人都觉得蒂姆获得“千年技术奖”是当之

无愧的,你是怎么看的? 学生边读边作勾画,作批注。

2.汇报交流,根据学生答,结合课后2题的词语相机理解以下几

个句子:
(1)在他之前,没有浏览器,网络世界一片空白。万维网的诞生

给全球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举打开了人们获

取信息的方便之门。
学生汇报,互联网给你们带来了哪些方便? 什么叫革命性的变

化? 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教师小结,蒂姆发明的

万维网为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在他将自己的发明公布于众之后,互联网立即风靡全球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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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网络公司便风起云涌
    

。一夜之间,一批富翁宣告诞生。而“万维

网之父”蒂姆却分文未取
    

,依然进行着自己清贫的科研工作。

3.理解加点的重点词语,把蒂姆的行为与其他人作对比,体会他

的高尚。

4.教师补充资料: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蒂姆将自己的发明无

私地奉献给了全世界,分文未取。他给无数人创造了暴富的平台,自
己却一直苦于无钱修厨房。当十五年后蒂姆拿到100万欧元时,他
这样说:“这的确是个惊喜,但金钱还不至于让我疯狂。100万欧元

的奖金我得妥善分配。我家住郊区,子女上学不方便,另外,妻子总

在抱怨,说我们该修修厨房了。”
有谁知道,当蒂姆给了无数人财富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却有这

么多的困难? 从而引导学生体会蒂姆无私奉献的精神。让学生反复

读,认真体会。

5.有的人说蒂姆太傻,有的人说蒂姆是超凡脱俗,你是怎样想的

呢? 找出蒂姆说的话,用笔勾画出来,写出你的体会。汇报交流。通过

理解蒂姆说过的话,来理解“在蒂姆眼里,让人类共享知识和互相协作

是理所应当的”,从而体会蒂姆身上表现出来的团结协作的精神。

6.教师小结本文。

7.学生再次默读课文,认真体会。

四、拓展升华

1.结合现实生活,学生讨论,你能感受到蒂姆精神品质的高尚吗?

2.学生讨论:如果你有一次可以给蒂姆写信的机会,你会对他说

些什么呢?

附:板书设计

(梅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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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时间赛跑

教学目标

1.能对自己不理解的语句质疑,在个性化的朗读及创编惜时警

句中加深对含义深刻句子的理解。

2.懂得时间过去就不会回来,要珍惜时间的道理。

教学重、难点

在个性化的朗读中加深对含义深刻句子的理解。

教学准备

搜集有关珍惜时间的名言警句。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发兴趣,引入新课

1.师生共同朗诵文嘉写的《今日歌》:
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少!
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
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
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
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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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谈自己读了《今日歌》的感受与体会。

3.交流自己搜集的关于珍惜时间的名言警句。

4.师出示自己搜集的名言。
我知道人永远跑不过时间,但是人可以在自己拥有的时间里快

跑几步。尽管那几步很小很小,作用却很大很大。(林清玄)

5.师简介美文大师林清玄,并引入课题,齐读课题。

二、读通课文,整体感知

1.生大声读课文,注意把课文读正确。读得不畅的句子做一个

记号,再回读。

2.检查读文:检查重点词、句、段。

3.分别说说课文主要写了哪几件事,再用“先”“然后”“接着”“最
后”这样的句式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三、读好课文,品味感悟

1.默读课文,找出写作者和时间赛跑后的感受的段落。

2.齐读课文第9段,说说自己的初步理解。

3.再读课文第9段,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人永远跑不过时间? 怎样才能比自己原来有的时

间跑快一步,有时可以快好几步呢? 为什么说“尽管那几步很小很

小,作用却很大很大”? ……

4.细读课文,结合课文内容解决问题。
师:有人说林清玄先生的散文是一杯甘美的山泉,山泉可不同于

可乐、酷儿等饮料,一尝就知道是什么味,它必须慢慢地、细细地用心

去品味,其中的甘美才会由心而生、回味无穷。让我们来静静地默读

课文,静静地品味《和时间赛跑》这杯山泉,看看你能品出什么来。你

品出了什么,读懂了什么,或者有什么地方一知半解,什么地方莫名

其妙的,都请你用笔做好记号,这叫做“不动笔墨不读书”。

5.交流汇报,读好重点语句和段落。
比如:课文的第4段,爸爸的那段话,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出自己

的独特感受,或难受,或无奈,或安慰。第5段中读出自己对“一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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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理解。第8段读出我和时间赛跑后的

高兴与愉快……

四、联系生活,加深理解

1.再次朗读课文第9段。

2.学生交流自己对这一段话的理解。

3.师: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接下来我想

请你们来说一说你的爸爸或者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和时间赛跑对

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4.生交流自己父母和时间赛跑的情况,再次读第9段。

5.说说自己怎样和时间赛跑。

五、创编惜时警句,拓展延伸

1.师谈想法:老师读了这句话也很有感触,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出示:

和时间赛跑,是一种竞赛,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乐趣。———未

来的语文教学专家周锡午

2.学生动笔创编惜时警句。学生交流评价。

3.相互交流自编的警句。

4.让我们在诵读珍惜时间的名言中结束这节课吧!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宋·朱熹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宋·岳飞

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英国·培根

失去眼前的时间,就等于失去所有的时间。———德国·贝纳姆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

明日累,春去冬来老将至。———《明日歌》

(周锡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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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四)

教学目标

1.积累成语,感受祖国语言的多姿多彩。

2.读背名人名句,养成搜集、运用名人名句的习惯。

3.能自己或合作制作习作集,并能有所创造地进行设计、美化。
增强创新意识、动手能力和写作的自信心。

4.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能不拘形式地写出自己的

感受,注意分段表述;能在习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累的语言材料。

5.自主阅读,旁批读中的感受,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感悟语言

描写在刻画人物形象中的作用。

教学准备

1.搜集名联。

2.搜集、整理自己喜欢或同学认为精彩的习作。

3.搜集、阅读描写运动会的习作。

教学时间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读成语,不懂的借助工具书了解其意思。

2.这些成语中带点字的意思有什么特点?

3.试着运用这些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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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海拾贝

1.读名联,重在学生自主阅读,积累名言名句,不必逐个讲解,学
生自己提出问题,师生交流释疑。

2.熟读成诵,积累名言。

3.交流自己积累的名联。

三、互动平台

1.师:本单元的4篇课文充满着智慧,给我们的人生很多启迪,
你学了之后都受到什么启发? 四人小组交流。

2.小组交流。

3.全班交流读后受到的启发,同一篇课文让学生补充说一说受

到的不同的启发。

4.师总结:是啊! 做生活中的有心人,与时间赛跑,与人合作、资
源共享,希望同学们把受到的启发落实到行动上,老师期待着你们的

成果!

四、综合性学习

1.设计习作集封面。
(1)根据搜集的习作,给习作集确定一个主题,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2)小组交流如何设计一个美观、大方、有创意的习作集封面,组

长记录设计方案。
(3)全班交流设计方案,根据小组交流的方案自选喜欢的动手制

作习作集封面。
(4)小组合作,讨论互助。

2.展示习作集封面。

3.评选最佳习作集。

4.全班展示最佳习作集,观摩学习。

五、习作百花园

1.激发兴趣,明确要求。
(1)激发学生习作的愿望:播放近期学校举行的运动会的画面,

教师配上热情洋溢的旁白,用活动的气氛感染学生,产生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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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
(2)让学生自己阅读习作要求,教师相机点拨,帮助理清习作

要点。

2.引导学生选择习作素材:选择运动会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

幕场景在小组里说一说。

3.全班交流:各小组推荐讲得最好的同学在班上讲一讲,以启发

思路。

4.教师提供描写运动会比赛场面的精彩片段大家欣赏,集体评

议,进一步明确写作要求。

5.自主习作,鼓励创新。

6.同学之间相互修改习作。

7.自我修改完善。

8.赏析写得好的文章,激励表扬。习作批阅完后,选出在选材、
语言等方面较好的习作,供大家评议,再点评、总结、表扬。

六、自主阅读园地

1.自主阅读提示,明确阅读要求。

2.抽学生说一说阅读要求,教师总结强化、明确要求。

3.自读文章,旁批读中的感悟,特别关注文章的语言描写突出了

人物哪些特点。

4.同桌交流。

5.全班交流。

6.说说故事中的人物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读了这篇文

章,你有什么收获?

7.选择你喜欢的方式,积累好词佳句,可以背诵、摘抄等。

8.拓展:课外阅读《三国演义》,进一步了解故事中人物形象的

特点。

(范 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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