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５　看　戏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观众激动的场面和艺术家

精彩的表演.

３．能感受艺术家精湛的技艺与崇高的品德,感受人民群众对艺

术家的喜爱.

４．学习精彩场面的描写以及关键词语对于表现文章中心思想的

作用.

教学重、难点

１．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观众激动的场面和艺术家

精彩的表演.

２．学习精彩场面的描写以及关键词语对于表现文章中心思想的

作用.

教学准备

教师:幻灯片(文字、图片)、搜集关于梅兰芳的资料.

教学课时

２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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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词语导入

１．教师:同学们,我们已经预习了第２５课«看戏»,现在我们就来

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自己预习得怎么样了,好吗?
出示词语:轻盈 矫健 圆润 颤动 柔和 铿锵 优雅 婀娜

２．指导认识、书写“铿锵”.

３．从上面选择一个最喜欢的词语送给你认为最合适的人.如:
我选择把“轻盈”送给奥运冠军刘璇.

教师:孩子们把大部分词语送给了自己最喜欢的人,而且女性居

多哦! 课文中也把这些漂亮的词语用在了同一个人身上,会是谁呢?
我们赶快一起走进课文吧!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１．用自己最有效的方式读课文,并找一找上面的词语都送给了

谁.找到这一部分多读几遍.

２．试着回想一下,课文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全班交流)

３．快速浏览课文,试着根据时间顺序把课文分成几个部分.
三部分:看戏前、看戏时、看戏后.

４．①作者在看戏结束后,用了一个词语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再读

最后一个段,找到这个词语.(奇迹)

②你还能从最后一段话中得到哪些信息? (梅兰芳已经６６岁;
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表现出美丽的形象和青春的活力等.)

教师:是啊,从短短的几句话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梅兰芳的很

多奇迹,但故事中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让我们一起再来找一找吧!
三、抓重点词,研读课文

１．再读课文,边读边思考,找出描写梅兰芳精彩表演的部分来读

一读.(第四段)

①当这个女主角以轻盈
  

而矫健的步子走出场来的时候,这个平
 

静
 

的海面陡然膨胀
    

起来了,它上面卷起了一阵暴风雨
   

,观众像触了电
    

似的
  

对这位女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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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师朗读,学生想象并交流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b．自读句子,说说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c．再读句子,注意带点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运用比喻的

手法,来表现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喜爱.)

d．初步了解侧面描写对烘托人物的作用.

e．置身其中,再读句子.

②她圆润的歌喉
     

在夜空中颤动
  

,听起来似乎辽远而又逼近
  

,似乎

柔和
  

而又铿锵
  

.歌词像珠子似的从她的一笑一颦
    

中,从她的优雅的
   

水袖
  

中,从她的婀娜的身段
     

中,一粒一粒地滚
 

下来,滴
 

在地上,溅
 

到空

中,落
 

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引起一片深远的回音.

a．学生试着用上一句子的分析方法,学习这一句.

b．重点指导带点词语如:“辽远”与“逼近”,“柔和”与“铿锵”两对

反义词;滚、滴、溅、落等动词表现艺术家演唱的技巧高超.

c．指导运用比喻、排比等手法,来表现艺术家精湛的表演艺术.

d．初步了解对人物进行正面和侧面描写的方法和作用.

e．置身其中,再读句子.

③再读体会“奇迹”一词在本段中的意义,并尽量用上开课时复

习的词语.(艺术家精湛的表演是个奇迹)

２．默读课文第１、２段,找出描写周围安静的句子和描写观众的

句子,想象当时的场景并体会他们在文中的作用.(人海、暑气、烟雾

与安静形成强烈的对比,为后文梅兰芳的精彩表演作铺垫.)
体会“奇迹”在本段中的意义.(“人海”的安静是个奇迹.)

３．用抓重点词的方法试着学习第３、５、６段.

①从第３段多对反义词中了解剧情的复杂多变,从而体会艺术

家们忠诚、热情的高尚品德.

②从“鸦雀无声”“戏在这时候达到顶点.我们的女主角也就在

这时候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观众想要把这朵鲜花捧在手里,不让它消

逝.”“观众和他打成一片.舞台已经失去了界限,整个的剧场就是一

个庞大的舞台.”等词句理解剧情的迷人及观众对艺术家的喜爱.

③再读体会“奇迹”一词在这里的意义.(观众对艺术家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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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奇迹.)

４．(１)出示:①这种热情集中地、具体地在穆桂英身上表现了出

来.

②她圆润的歌喉在夜空中颤动,听起来似乎辽远而又逼近,似乎

柔和而又铿锵.歌词像珠子似的从她的一笑一颦中,从她的优雅的

水袖中,从她的婀娜的身段中

③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舞台上女主角的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

④观众和他打成一片.
(２)你从出示的句子中了解到什么信息?
(３)交流收集到的梅兰芳的相关资料.
(４)体会“奇迹”一词在这里的意义.(梅兰芳男扮女装.)
四、场面描写小练笔

①总结本课的多种写作手法.

②总结课文中表现出来的多个奇迹.交流自己的感受,并观察

同学们的表情.

③把观察到的以“奇迹发生后”为题进行小练笔,可以加入适当

的想象.

④选择较好的进行评析.

附:板书设计

２５　看　戏

奇迹———精彩表演

辽远、逼近

柔和、铿锵

滚、滴、溅

ì

î

í

ïï

ïï

(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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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回忆鲁迅先生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２．能通过读课文,了解表现鲁迅先生性格特点的几件事情.

３．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４．学习鲁迅先生乐观、和善、负责、勇敢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

１．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２．学习鲁迅先生乐观、和善、负责、不迷信的精神.

教学准备

搜集关于鲁迅先生的各种资料.

教学课时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流资料,初识鲁迅

同学们课前都收集了关于鲁迅先生的各种资料,现在就请大家

来交流交流鲁迅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结归纳:伟大的鲁迅先

生)今天我们看看深受鲁迅影响的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笔下的鲁迅

先生又是一个有着怎样性格的人呢.(简介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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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感知,走近鲁迅

１．快速标出段落,选择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自由读课文,要
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２．快速浏览课文,看看课文写了几件关于鲁迅先生的事情.(到
鲁迅先生家做客、鲁迅先生怎样对待青年人的来信、鲁迅先生不怕

鬼.)

３．再读课文,在鲁迅先生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地方,勾画,在旁

边批写.

４．交流印象深刻的部分,并理清课文结构.
三、顺学而导,了解鲁迅

１．四人小组合作学习１~１５段,勾画出描写鲁迅先生语言、动
作、神态的句子,多读几遍.

①再读描写动作、语言、神态的句子,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鲁迅

先生爽朗、幽默、乐观、亲切的性格.)

②像这样到别人家去做客的事你们经历过吗? 作者经历过的事

是什么事呢? (平凡的小事,可以看出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

③重点品读: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鲁迅先生和他的夫

人都笑了,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

a．注意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

b．“天晴啦,太阳出来啦.”是一语双关的句子,借助介绍时代背

景(黑暗的旧社会,统治者压迫、奴役老百姓,民不聊生)等多种方式

品味其中的含义.(表明了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c．分角色朗读１４、１５段,边读边想象当时的情景.

④带着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再读这一部分内容.

２．用以上的学习方法小组学习１６~１８段.
重点指导:

a．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
  

,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
    

的.

b．他还是
  

展读这每封由不同角落
    

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
    

时
 
,便戴起眼镜来看
       

,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

①从带点词句的对比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鲁迅先生批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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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缺点;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关心下一代.)

②再读１８段,想象鲁迅先生读阅青年人来信的情景,写下自己

的感受.

③你想对写信青年们说点什么呢?

３．自学１９~３５段.

①相机指导“踌躇”一词的读音和书写.

②从这一部分内容,你体会到了什么? (鲁迅先生相信科学,不
迷信.)

③重点指导品读“我想,倘若是鬼
 
,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

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a．再读这句话,你读懂了什么? 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

b．借助联系上下文、时代背景、鲁迅思想等方式理解“鬼”的含

义.(“鬼”是指那些品格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的文化人.)

４．总结课文中成功的写作方法,对人物的动作和神态描写很传

神,细小的生活场景和细节描写,实事求是地刻画人物等方法,在我

们的习作中可以借鉴.
四、回顾全文,评价鲁迅

１．提问:从萧红描述的事件中,是否让你想起了发生在身边的熟

悉的事情? 举例描述一下.

２．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平凡的小事)

３．你能从这些平凡小事中读出不平凡的地方吗?

４．说说现在了解到的鲁迅.(平凡而伟大)
五、走出文本,寻找鲁迅

萧红女士回忆关于鲁迅先生的几件事情之间没有关联,他的价

值在于让我们从这些小事中去深刻认识鲁迅先生的平凡与伟大.想

要更多地了解鲁迅,同学们可以搜集关于鲁迅先生的各种资料,找一

些自己能看懂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来读,了解鲁迅先生在我国文化界

的成就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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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板书设计

平　凡

　　　　　 ２６　回忆　　而　　的　　鲁迅先生

伟　大

(在实际操作中可通过变色、变字体等方式突出课题)

(欧大林)

１３１



２７　试　飞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２学习通过人物的外貌、神态描写,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体

会宋庆龄勇敢沉稳的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

３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１８段,了解课

文的记叙顺序.

教学重、难点

１能联系上下文,了解宋庆龄勇敢沉稳的性格和爱国主义精

神.

２学习通过人物的外貌、神态描写,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

教学准备

课件或教学挂图,搜集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故事或资料.

教学课时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

１．课件引入: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画像.你了解宋庆龄和孙中山

吗? 师生交流课前收集的资料,说说自己了解的孙中山和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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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３．揭题质疑.让学生根据课题自主提问.教师小结:这次试飞

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它为什么是一次不平常的试飞.
二、初读课文,整体把握

１．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快速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

自己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词.

２．借助工具书或与同学交流,达到识字和理解新词的目的.

３．学生再读课文,想一想课文按什么顺序来记叙的? 分为几个

部分? 分别写了哪些内容?
引导学生知道课文按“试飞前”、“试飞”、“试飞后”的叙述顺序,

理清课文脉络,并初步了解各部分的内容.

４．按课文顺序,用连接段意的方法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
三、细读课文,感受人物形象

１．自学第１~１５段.(试飞的场面描写和人物介绍.)
(１)默读这几段,了解孙中山、宋庆龄、杨仙逸和黄光锐这几个人

物和这次试飞的意义.
(２)再读,勾出描写宋庆龄外貌、神态和试飞场面的地方.并读

一读勾出的句子,读后交流:你认为宋庆龄有着什么样的精神品质?
作者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 交流要点:让学生各抒己见,教师相机指

导、梳理、归纳要点.

２．重点学习第１６~１８段.(试飞的具体情况.)
(１)指名读这几段.
(２)找出描写宋庆龄微笑的句子,并读一读.体会这样写对刻画

人物形象的作用.并完成以下练习:
课文(　)次写到宋庆龄的笑,表现了宋庆龄在危险面前(　)的

性格和(　)的精神.
(３)找出描写飞机进行特技表演的词语,读一读.并说一说你从

中体会到了什么?
“突然拔高”“像一只雄鹰”“俯冲、后翻、拔高、侧翼”形象地描写

出飞机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的精彩和惊险.这些高难度动作一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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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飞机的性能好,同时也说明试飞危险.当飞机冲向低空时,人们却

看到宋庆龄微笑着向人们招手,多么从容勇敢啊!
(４)指导学生认真地阅读第１８段,给这段话分层及归纳出层意,

进一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５)抓住文中一些重点词句体会宋庆龄的精神风采.
(６)指导有感情朗读,并试着背诵第１８段.

３．学习第１９~２２段,进一步感受人物的思想感情.(试飞成功)
(１)出示句子(课件),抽生朗读.
宋庆龄激动地抓住孙中山的双臂,说:“先生,我们有了自己制造

的飞机! 自己的!”
说说自己对句子的理解:体会“激动”、“抓”等词语以及作者为

什么连用两个感叹号?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宋庆龄怎样的心情?
(２)质疑.你能找到与前面照应的宋庆龄亲自参加试飞的原因吗?
(３)有感情地朗读句子,体会人物的爱国情怀.
四、回顾全篇,深化感受

１．有感情地齐读课文.

２．课文中哪个场面或细节给你印象最深,联系全文说说感受.
五、拓展练习

１．摘抄自己喜欢的句、段,感受人物的精神品质.

２．宋庆龄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什么? (或说说你对宋庆龄的印象.)
附:板书设计

试　　　飞

时间、地点、人物、原由

↓
试飞的场面和人物介绍

↓
试飞的具体情况

↓
试飞成功

(姜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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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提灯女神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２．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精

神品质的.

３．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对于文章表情达意的作用.

４．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南丁格尔无私奉献和忘我工作的精

神.

教学重、难点

１．能通过理解课文,感受南丁格尔无私奉献和忘我工作的精神.

２．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对于文章表情达意的作用.

３．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精神品质的.

教学准备

查资料,了解南丁格尔的生平及事迹.

教学课时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读题质疑,有“疑”而学

１．“提灯女神”指什么? 人们为什么叫她“提灯女神”?
５３１



２．交流自己收集的有关南丁格尔的资料.
二、初读课文,理清内容

１．读准字音,争取做到正确流利地朗读,自学生字词.

２．文章写了南丁格尔的几件事?

３．说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三、细读课文,理解情感

１．南丁格尔是一帆风顺地成为一名护士的吗? 受到了哪些挫

折? (全家人的反对、社会的偏见)从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６、７段,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勾画出描写

战争时期医疗条件恶劣的地方.(条件恶劣、“霍乱”)

３．南丁格尔是怎样克服种种困难改善医疗条件和搞好护理工作

的? 感受南丁格尔工作的艰辛和无私奉献的忘我工作精神.

４．为什么人们称南丁格尔为“提灯女神”?

５．南丁格尔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伤员死亡率降低、人们

改变了对护士职业的偏见、设立“南丁格尔奖章”)

７．选择最让你感动的地方朗读,并谈谈你的感受.
四、拓展练习,升华情感

１．谈谈你对护士的理解.南丁格尔选择了护士职业,实际上她

选择了什么?

２．谈谈你对“白衣天使”和“提灯女神”两个美称的理解,并谈谈

对生活中类似美称的理解.(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

３．南丁格尔忘我的工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你想对

她说点什么呢?

４．完成课后练习第二题.

(江发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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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七)

教学目标

１．学习夸张的表现手法,积累描写人物神态、动作的词语.

２．认识场面描写,学习场面描写的方法.

３．能抓住每个人的特点(包括自己),介绍自己或评价他人.

教学重、难点

１．学习夸张的表现手法.

２．学习场面描写的方法.

教学课时

２~３课时

教学准备

幻灯片、搜集人物描写的词语及精彩的场面描写片段.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１．出示四个句子,同桌互相听读,读准字音.

２．反复读,边读边想象画面,试着找出其中的共同点.

３．交流归纳:把所写对象进行夸大或缩小,这就叫“夸张”的表现

手法.

①举例分析句中对象是怎样夸大或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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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朗读,想象画面,体会这样写的好处.(突出所写对象的特点;
激发读者的想象;增强表达效果.)

③列举生活中常见的夸张手法的句子.如:他跑得像离弦的箭.
他一蹦三尺高.教室里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④让学生试着说一些运用夸张手法的句子,并鼓励他们在自己

的习作中运用.
二、语海拾贝

１．本组课文,我们学习了几篇关于写人的文章,也积累了不少关

于写人的词语,现在我们就把自己积累的词语交流一下,大家互相补

充.

２．“语海拾贝”中也给我们展示了不少关于写人物动作、神态的

词语.自己多读几遍,试着理解他的意思.

３．交流补充.

４．和同学一起分享搜集到的人物描写的词语.

５．试着选择一两个词语用在自己的句子中.

６．多种形式读、记.
三、互动平台

１．“语海拾贝”中我们积累了很多关于人物动作、神态描写的句

子.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互动平台”,看看怎样进行生动的场面描

写.

２．四人小组合作学习,把对话读通顺,然后思考、交流,你从中读

明白了什么?

３．适当介绍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的方法与作用.

４．与小组同学一起找找«提灯女神»中的场面描写,说说自己的

体会.

５．和同学一起分享搜集到的场面描写的片段.

６．总结:精彩的场面描写可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可以渲染气

氛,还可以烘托人物形象,对突出文章主旨起到很好的作用.从这一

组课文学习中我们已经深深体会到了,抓住场面描写能更好地体会

人物的内心和文章的主旨.
８３１



四、口语交际

教师:“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

地方,这需要我们细心观察,才能发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怎样

介绍自己或评价别人.

１．回忆听、说的相关要求(口齿清楚、认真听等).

２．引导学生明白,不管介绍自己还是评价别人都要抓特点.如:
性格、兴趣、爱好、特长

３．以一位同学的介绍为范本,全班同学共同探讨怎样介绍自己

或别人.

４．对比别人眼中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有什么不一样.

５．请一位同学来总结介绍的方法和要点.
五、习作百花园

１．本组内容让我们充分学习了场面描写.其实在我们的校园活

动中,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值得我们去描写.如运动会、篮球比

赛、拔河比赛、艺术节、文艺演出是不是让你记忆犹新呢?

２．全班交流,教师相机指导.

３．总结场面描写的方法:可用上夸张、比喻、排比等手法;可以正

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可以用上积累的描写人物神态、动作的好

词佳句;发现与众不同的地方

４．试着小练笔.对短时间内完成的同学进行表扬,并鼓励其他

同学抓紧时间完成.

５．同桌交流,互相修改.

６．选择其中的一二篇进行评析.

７．再次修改自己的习作进行誊抄.
六、自主阅读园地

１．导语:有的同学们可能常常会想,我和某某同学一样地学习,
可我为什么成绩总是不如他呢? 其实,不光是我们的学习是这样,有
时工作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鲍勃与托得的公司,去一探

究竟,希望各位同学也能从中得到一定的启发.

２．请同学们自主阅读这个故事,边读边在旁边批写下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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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同桌交流自己的感受.

４．全班交流,悟出其中的道理:做任何事情都要动脑筋,蛮干不

如实干,实干不如巧干.

(陈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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