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３　卧看牵牛织女星

教学目标

１认识本课生字,能工整美观地写好这些字.

２能快速阅读课文,了解课文介绍的天文知识.对自然界中的

天文现象产生兴趣.

３进一步了解列数字和作比较这两种说明方法的作用.

教学重点

１能快速阅读课文,了解课文介绍的天文知识.

２掌握列数字和作比较这两种说明方法.

教学准备

１了解关于星座的常识.

２观察星空,找到牵牛星和织女星.

教学课时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板书课题

茫茫宇宙,无边无涯,在浩瀚的星际,除了我们人类已知的星球

外,还有些什么呢? 这节课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吧.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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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一篇介绍天文知识的文章———«卧看牵牛织女星»(板书)

二、课题入手,引入新课

１看题目,你知道些什么? 有些什么问题?

２你怎么理解“卧看”?

三、快速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１自己快速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想想课文讲了哪几方面

的内容.(银河和其他一些星星的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对牛郎星

和织女星的介绍;其他天文知识的介绍.)

２抽生回答,师相机指导.

四、细读分享,深入理解

(一)学习第一、二段

１生读课文一、二段,想想这段给我们介绍了哪些天文知识.

(这是介绍织女星的位置,天琴座的形状及名称来历.)

２理解“神妙”、“陶醉”两个词的意思.

３介绍了外国有关天平座的名称及故事传说.

４请发挥你的想象,用几句简单的话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

５学生再读课文,思考还介绍了什么内容? (牛郎织女的故

事.)

６简单补充牛郎织女的故事.

(二)学习第三段

１抽生朗读课文,思考这段主要写了什么.(牛郎星)

２“越过”这个词说明了什么? (织女星和牛郎星的确是在银河

的两边.)

３教师指导学生用画简笔画的方法理解“挑担星”、“牛郎星”、

“牵牛星”的位置.

４适当补充“挑担星”、“牛郎星”、“牵牛星”涉及牛郎织女故事

的情节.

(三)学习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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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默读课文第四段,想想你了解到了哪些天文知识.(牵牛星

和织女星都是恒星.)

２理解“恒星”.

３除此之外,还介绍了什么? (亮度和距离.)

４这里采用了什么样的说明方法? (列数字和作比较.)这样写

有什么好处?

５这一段中提到的哪一点天文知识与前面传说中的不一致?

(这两颗星永远也不会相遇.)

(四)学生应用所学方法自学第五段:

１教师出示自学提纲,分小组讨论交流:

(１)本段主要讲了哪两方面的天文知识?

(２)这一段中采用了什么样的说明方法? (作比较和举例子.)分

别用“———”和“”勾画出来.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３)理解“惊异”、“崩毁”、“浩瀚”的意思.

２全班汇报交流,教师适时点拨.

３生联系前面的叙述和数字,结合这部分内容,提出问题,共同

探讨.

五、深入学习,体会写作方法

再读课文,了解文中列数字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

六、课堂小结

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对于宇宙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人类正

在一次次地探索它们,一天天地接近它们,一步步地认识它们,让我

们努力学习,共同去探索美丽神奇的星空吧!

七、拓展延伸

１你还知道星星的哪些传说? 讲给同学听一听.

２用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完成选作题,对于不同的学生应该有

不同的要求,不强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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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板书设计

１３卧看牵牛织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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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字图书馆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２．知道数字图书馆是怎么回事并知道它的好处.

３．培养爱进图书馆的良好习惯,学习用多种方式获取信息.

教学重点

认识、了解数字图书馆,并知道它的好处.

教学准备

学生:学生可在课前去图书馆或阅读室翻阅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书籍.有条件的学生可在互联网上查阅自己喜欢的书籍.
教师:多充实有关数字图书馆方面的知识,把握数字图书馆的本

质及好处.

教学课时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质疑,引入课题

１．学生谈谈图书馆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哪些好处,在图书

馆有没有遇到过麻烦.

２．板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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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生对课题质疑.
二、初读课文,了解主要内容

１．学生自由地朗读课文,认识生字新词.

２．检查生字、新词的认识情况及朗读情况.

３．交流初读课文后了解的课文主要内容(同桌或全班).
三、学习课文１~４段

１．读第１段,了解作者采用的是拟人化的手法,用第一人称来叙

述,并知道这样写的好处,使枯燥的说明文变得生动活泼、简明易懂.

２．了解传统图书馆的情况.

３．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图书馆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４．细读２~４段,学生勾画出文中描写传统图书馆不足的词句体

会.
(１)从语句“当读者需要的图书读者失望的神情”“每当这个

时候让更多的读者阅读”体会传统图书馆不足之一———功能局

限.
(２)从词语“容颜变化”“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体会传统图书馆

不足之二———图书容易毁损.

５．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传统图书馆还存在哪些不足.
(如:藏书有限、借还麻烦、不能勾画)

四、深入重点,合作学习

１．学习第５段.
(１)细读第５段,思考:

①什么是电子图书?

②什么是数字图书馆?

③和传统图书比较,电子图书有什么好处?
(２)交流思考题.
(３)用传统图书的不足与电子图书的好处相对比,体会“革命”一

词的含义.

２．略读６、７段,了解一本普通的图书是怎样变成电子图书的.

３．合作学习８、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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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自己默读,勾画出说明数字图书馆的优点的相关语句.
(２)小组交流,总结出数字图书馆的优点.
(３)全班汇报.

４．把数字图书馆的优点与前面找出的传统图书馆的不足进行对

照比较,深刻体会数字图书馆的好处.
五、联系生活,加深认识

１．激发学生进图书馆、阅读室的兴趣.

２．鼓励学生利用各种工具获取信息.

附:板书设计

１４．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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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仙人掌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２快速阅读课文,了解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说明仙人掌生命

力顽强的.学会赞赏和学习仙人掌在艰苦环境中顽强生存和默默奉

献的精神.

３了解分类的说明方法以及过渡段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体会仙人掌顽强的生命力和默默奉献

的精神.了解分类的说明方法以及过渡段的作用.

教学准备

１学生:课前去寻找仙人掌,认真观察,最好能自己栽种.

２搜集关于仙人掌的各种资料.

３教师:最好能把仙人掌实物带到课堂上.

教学课时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自由谈话,引入课题

１(师出示仙人掌实物)仙人掌大家都很熟悉吧,请同学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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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布置的任务,谈一谈自己所了解到的仙人掌.

２老师引导学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所了解的知识还有局限

性,课文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仙人掌的事情.板书:１５仙人掌

二、自读自悟,理请层次

１学生快速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２一边读一边给每一段标上序号,然后再想一想:每一段分别

讲的是什么内容?

３ 思考:课文介绍了仙人掌哪些方面的内容? 板书:顽强的生

命力 用途广泛

４想一想:哪些段落是介绍仙人掌的自身结构和生活方式特别

能适应干旱环境的特征? (１~５)介绍仙人掌用途的又是哪些段落?
(７~９)

过渡:第６段怎么处理?
三、承上启下,体会过渡

学习第６段.

１思考:这一段讲了几层意思?

２由学生自己总结出本段写仙人掌生命力顽强和用途广泛这

两层意思.

３教师帮助学生领会这样写的好处.(这是一个过渡段,它总

结了上面的内容:仙人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开启下面的内容:仙人

掌的用途非常广泛.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课文前后更加连贯.过

渡段也可以自成一段.)

４让学生自己再在别的地方找一找这样承上启下的过渡段,进
一步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四、深入学习,抓住要点

学习第１~５段.

１学生自由读课文,想一想: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说明仙人

掌的生命力顽强的?

２自己在书上批写勾画.

３与同桌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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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全班同学汇报自己的学习收获,交流,讨论.

５老师根据学生的发言进行板书:根、茎、叶(结合板书,师出示

仙人掌实物加以对照,作简单小结.)
过渡:仙人掌不仅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用途也十分广泛.
五、分板块学习,明确用途

学习第７~９段.

１自由朗读课文,思考文中讲了仙人掌的哪些用途.一边读一

边作上批写.

２了解仙人掌的各种用途,可以互动评价补充.(请学生板书

出仙人掌的各种具体用途,并向同学们作简单介绍.学生可能板书

“炼糖”“酿酒”“饲料”“燃料”“染料”“建筑材料”“防水土流失”“供观

赏”等.)
小结:从同学们的介绍看出仙人掌的用途的确广泛,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许多好处.面对仙人掌,你最想向它说点儿什么来表达你

此时的心情(指名说)? 作者对仙人掌又是怎样看的?
六、反复咀嚼,领会精神

学习最后一段.

１齐读这一段,思考:作者心中的仙人掌是什么样的? (第２、３
句)

２你是怎样理解这两句话的? 作者把仙人掌同其他植物相比

较,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四人小组讨论.)

３小组汇报,交流.

４尊重学生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体会,老师适当作价值取向的引

导.(在我们身边,像仙人掌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中,
坚忍顽强,不图任何回报,只是默默地奉献.也正是因为有他们,我
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板书:坚忍顽强　默默奉献

５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段,读出自己对仙人掌的喜爱之情.
(通过自读,同桌读,指名读,品读等方式,从读中感受仙人掌的可贵

之处.)

６可以让孩子们给仙人掌写上几句话,表达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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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一篇好文章,除了句子优美,语言准确,在写作方法上也特

别深思熟虑.
七、回顾全文,体会写作方法

１本单元的课文都是科普性质的说明文,回忆前两篇课文都用

过哪些说明方法.

２再次自读课文,你认为本文在说明仙人掌具有顽强生命力和

广泛用途时,采用的是什么说明方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３四人小组讨论,汇报、交流.
师小结:说明事物的方法有很多,而本文为了说明仙人掌生命力

顽强、用途广泛的特点,从它自身结构出发,分别对根、茎、叶、果实等

部位的内在结构及生活方式进行说明,这种说明的方法叫分类说明

法,本文采用此法,让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事物.
八、学习应用,适度拓展

１根据课后选作题的要求,在文中找出写“热”的词语,并抄写

到读书笔记本上.

２用分类的说明方法写一个片段.

附:板书设计

１５仙人掌

顽强生命力———根、茎、叶 坚忍顽强

用途广泛———防水土流失　供观赏　做原料等 默默奉献

(温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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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神奇的音箱

教学目标

１．能快速阅读课文并了解课文大意.

２．初步知道生态农业的好处.

教学重点

快速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感知生态农业的好处和重要性.

教学难点

了解植物“神奇的音箱”的基本原理和作用,知道它带给植物的

好处.

教学准备

１．教学课件.

２．学生搜集有关农业现代科技的信息.

教学课时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激发兴趣

１播放音乐,你知道音乐从哪儿传出来的吗? 能简单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的音箱的知识吗? 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进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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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一种音箱,它能播放出一种特殊的音乐,使植物长得又快

又好,你们想了解这种音箱吗?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神奇的音

箱»一课.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１这篇课文向我们介绍了哪些知识呢? 自己快速阅读课文吧.

２汇报自己从课文中了解到了哪些知识.

３你在课文中还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提出来大家一起解决.
教师适时出示课件内容,帮助学生理解“生态农业”、“植物经络

学说”、“草木知音”等.
三、再读课文,了解“神奇”

１神奇的音箱还有一个科学名字,你能从文中找出来吗?
(植物声频发生器)

２再读课文,在课文中找一找“神奇的音箱”神奇在哪里.作上

记号,读一读再交流.
“这些声波听起来像长短不一、高低不同的风笛声,它可以扩张

植物叶面的气孔,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从而刺激植物快速生长.”
“要是定期给植物‘听音乐’,植物就能随着音乐茁壮成长.”
“在棉田里,棉花听了音箱里的声音特别高兴,苗蹿得高,叶子更

绿,结出的棉桃比以前多了一半”

３播放课件,帮助理解“神奇”之处.

４默读课文,体会说明方法.
在本单元的说明文中,我们已学到了不少说明方法,你看看本文

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勾画出相关的句子,读一读.
(１)“关于声音和植物的关系,古人早就有所发现.一千多年前

的宋代,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举例子)
“在棉田里,棉花听了音箱里的声音特别高兴,苗蹿得高,叶子更

绿”(举例子)
(２)“它跟我们家里的音箱差不多大小,四面都有扬声器,可以放

在地里向四周发射声波.”(作比较)
(３)“这些声波听起来像长短不一、高低不同的风笛声,它可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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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植物叶面的气孔”(打比方)
四、了解农业科技,拓展延伸

１生态农业保护环境,利于健康,已成为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

主潮流.交流你搜集的有关农业科技的新成果.

２播放课件:现代农业科技的一些知识短片.
五、联系生活,展开想象

１生态农业真好! 发挥想象,你希望还有哪些成果出现?

２教师小结:让我们共同去关注生态农业,也希望科学家们将

来推出更多、更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附:板书设计

　
１６神奇的音箱———植物声频发生器

　　　　(保护环境,利于健康)

扩张叶面气孔

增强光合作用

刺激植物快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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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四)

教学目标

１．体会可以用不同的关联词语表达出相同的逻辑关系.

２．积累表示时间流逝的四字词语.

３．了解说明文也可以写得形象、生动,进一步掌握说明方法.

４．能作简单的社会调查,在实践中锻炼语文综合能力.

５．培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寻找材料进行习作.

教学准备

教师:若干用不同的关联词表达相同的逻辑关系的句子.
学生:根据“综合性学习”的要求,作好相关准备.

教学课时

３~４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１．读一读这些句子,想一想,这些句子在哪里见过.

２．再读一读这些句子中的关联词语.

３．这些关联词语都表示什么关系? (假设)自己体会一下假设关

系.

４．还有没有表示假设关系的其他关联词语?

５．选择其中的关联词语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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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海拾贝

１．读这些词语.

２．不理解的同桌互相说一说,或者查一查工具书.

３．选自己喜欢的背一背.

４．思考:这些词语有什么共同特点? 让学生归类得出这些词语

都是与时间变换有关的,便于积累.

５．还有哪些跟时间变换有关的成语,让学生说一说.

６．选自己感兴趣的练习说话.
三、互动平台

１．自己读一读三位同学的对话.

２．勾出对话中关于说明文方法的词句.

３．在本单元说明文中找出使用列数据、打比方、作比较等方法的

地方.

４．议一议«数字图书馆»在写法上的特点(用了拟人的方法).

５．讨论:怎样把说明文写得形象生动?
四、综合性学习———环境调查

１．确定活动目标.
(１)树立环保意识,参与环保活动,关注生态环境.
(２)学习初步的调查方法,学会与人合作.
(３)能简单地记录调查报告.

２．活动准备.
(１)提前布置搜集身边自然生态或生活环境的有关资料.
(２)教师搜集调查报告的例子供学生参考.

３．活动设计.
(１)根据当地的环境,找出污染源,确定调查的方向,准备相关的

材料.
(２)自愿组合,交流分工.以调查小组为单位,确定调查内容,交

流讨论后形成统一意见.
(３)各小组开展调查活动,做好记录,交流达成共识,形成书面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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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教师根据掌握的资料,提出有实效的建议.
(５)交流汇报,评价总结.教师和学生一起对各组的调查报告进

行评价,表扬整理得好的小组和个人.
(６)为下一堂课作好铺垫.
由于本单元的习作题目中就有环境调查报告,让学生整理调查

报告,为下一堂课作铺垫.
五、习作百花园

１．读读本次习作的要求,在两个题目中任选一个进行习作.

２．如果选择第一个题目的,可以结合综合实践活动的环境调查

报告来写.

３．选择第二个题目的,引导学生从学习生活中寻找材料.

４．全班交流写作内容.

５．教师进行指导.

６．学生习作,教师巡视指导.

７．同桌互改,班内交流.

８．对改得好的进行表扬.
六、自主阅读园地

１．通读全文,了解大意.

２．不明白的地方勾画出来,多读两遍.

３．交流:读了这篇文章,你知道了什么?

４．全班讨论:怎样科学用脑? 应该养成哪些好的学习习惯?

(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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