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方法，认识本课的生字，并会规范、美观地书写。

2. 能联系上下文和已有的生活经验，理解本课生字新词。

3.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乐山大佛不仅是一件宏大的石雕艺术珍品，也是古代石匠智慧

与技艺的结晶，激发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敬佩之情。

教学准备

1. 搜集有关乐山大佛的图片、声像、文字资料。

2. 了解还有哪些著名建筑体现了劳动人民智慧和技艺的结晶。

教材简析

我们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我们的祖先有着高超的技艺、非凡的创造力。四大发明、

万里长城、大足石刻、赵州桥……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产，是我们的骄傲。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乐山

大佛的雄伟、神奇吧。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让我们领略了大佛的宏大气势，巧妙的排水设计让我们感受了古代

石匠的聪明才智，我们由衷地感叹：乐山大佛的确不仅是一件宏大的石雕艺术珍品，也是古代劳动人民智

慧与技艺的结晶。

文章条理清晰，语言朴实，情感流露自然、真实。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有关大佛的一些知识，更有

助于激发他们对古代劳动人民的热爱、敬佩之情。

学习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学习生字词，知道乐山大佛不仅是一件宏大的石雕艺术珍品，也是古代石匠

智慧与技艺的结晶，激发学生们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敬佩之情。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完成。

＊ “湍急”、“波涛汹涌”、“常常掀翻”、“淹死”等写出了岷江的水急。

＊ 动人的传说为大佛增添了神秘色彩，为文章增强了可读性。

＊ 高大威严的大佛，让人惊叹，令人信服。可以引导学生认真看图。

＊ “一凿凿”、“一锤锤”、“90 年”，让我们了解到无数石匠用了三万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劳动，才

造就了我国最大的石佛，多么不容易呀！

＊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一尊佛就是一座山，多恢弘的气势呀！其身之高、头眼耳之长、脚之宽

之大等惊人而具体的数据足以让人咋舌，更让我们形象、具体地感受到了大佛的高大、雄伟与威严。可见，

大佛真的如作者感叹的那样“头顶蓝天、足踏大地”，“凛然不可侵犯”，“天塌下来它都能擎得起”。

多么精彩、独特的描写，真该引导学生好好地读一读！

学习这段，可根据文中提供的数据引导学生想象，感受乐山大佛的“大”。



＊ 凛然：严肃而可敬畏的样子。

“江风呼叫”、“江水咆哮”更衬托出乐山大佛的威严。

＊ 威严的大佛后面竟然有这些让人“难以发现”的秘密！诧异之后，更多的是惊喜，是赞叹，是自豪。我

们禁不住击掌叫好：多么巧妙的设计，多么伟大的工程，多么了不起的中国人民！让学生带着情感大声地

诵读吧！

＊ 本课生字中特别要注意读音的有：侵、刷。写字时注意“免”不要多写一点。

＊ 课后第 1题：可以从“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以及佛的身高、头、眼、耳、脚等数据上引导学生理

解。

＊ 课后第 2题：第二段第一句话是本段的中心句，概括了全段的意思。

＊ 课后第 3题：引导学生了解大佛排水通道设计的巧妙，既没有破坏大佛的美观与完整，又避免了雨水对

大佛的直接冲刷。这正是古代石匠智慧与技艺的结晶。由此激发学生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敬佩之情。本题

重在谈自己的理解，一定要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

＊ 自主积累：描写水流湍急的词语有“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江水咆哮”等。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出示乐山大佛图片或播放相关录像）孩子们，在我国四川省西南部岷江边上，有一座巍巍端坐的大佛，

它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你知道它的名字吗？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认识它，了解它。

二、自主识字，相互交流

1. 读课文，勾画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



2. 小组为单位，自主识字读文，讨论不理解的词。

3. 交流小组学习情况，解决字词疑难。

三、粗读课文，感知内容

1. 自由朗读课文。思考：课文的三段分别写了什么？

2. 课文三段中，你最喜欢哪部分内容？自由地读一读，体会体会。

四、细读课文，体会情感

1. 引导学生体会二、三段内容。

（1）宏大的石雕艺术珍品（用列数字、举例子的方法表现大佛的宏大）。

（2）古代石匠智慧与技艺的结晶。（排水通道：既……又……）结合句子理解“既……又……”

2. 多么神奇呀，大佛已稳稳地坐在那儿一千多年了。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想法？

五、拓展活动，升华情感

除了乐山大佛，我国还有许多著名的建筑和名胜古迹。它们都是劳动人民智慧、血汗与技艺的结晶，你找

到了哪些呢？（统计所搜集的资料，按内容分类介绍，师配以相应的录像资料，形象地加以说明。）

（梁文莉、李金瑶）

参考资料



☆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为世界最大的石刻坐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凌云山侧的岷江岸边。乐山大佛通高 71 米，

头高 14.7 米，发髻 1021 个，肩宽 28米。由下仰视，宛如高楼兀立。仅其脚背便宽 8.5 米，长 11 米，可

围坐百人以上。游人至此，无不深为古人的巨大毅力与高超工艺叹服。

☆ 乐山巨型睡佛

乐山大佛，闻名中外，但千百年来游客并未发现山后连山，佛外有佛，另有境界。1990 年，一外

地游客意外发现大佛所依的凌云、乌尤二山酷似一尊举世无双的巨型睡佛，仰卧于三江汇流的乐山城外。

人们闻讯，纷纷远望，一尊体态匀称、神情安详的睡佛果然展现眼前，乌尤山为头，眉眼可见；凌云山为

体，妙不可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地人生息其间，不识法像庄严，却由异乡来客

于远近高低之间忽然悟得。个中因缘，令人回味无穷。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方法，认识本课的生字，会规范、美观地书写。

2. 能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本课生字新词。

3.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家乡的红橘有哪些可爱之处。

4. 仔细观察一种自己喜欢的水果，抓住特点，展开想象，写一写。

教学准备

1. 准备一个红橘。

2. 向其他人了解红橘的特点、生长情况等。

教材简析

关于家乡，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它的一山一水总是那么令人牵挂。或许是美丽的自然风光，

或许是淳朴的父老乡亲，或许是独特的风味小吃……

《家乡的红橘》一文就透过小小的红橘，表达了作者浓浓的家乡情、深深的自豪感。让我们也随着

那深情的笔触一起去品味吧！

全文分六段，第一段写家乡在长江边，有成片的橘园。第二段写春天时节，红橘的叶片在阳光下闪

光。第三段写四五月份，橘子树长出了米粒大小的花骨朵，花香醉人。四段写秋天，橘子树结出的青色果

实惹人喜爱，但吃起来又酸又涩。第五段写十一月左右，红橘成熟了。第六段总结全文，指出家乡的红橘

让人喜爱。

学习这篇课文的重点是学习生字词，了解家乡红橘的可爱。

建议用 1～2课时完成。

＊ 绿绿的叶片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多美呀！轻轻地读一读吧！

＊ 呀，红橘的花儿原来像茉莉一样可爱！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那小巧、洁白的花朵儿，仿佛真的闻到了那

清新、醉人的香味儿！教学时要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体会作者的观察细致、描写细腻。

＊ 想象一下吧，又大又饱满的青色果子挂满枝头，多惹人爱呀。瞧，连树枝也乐弯了腰！

＊ 成熟的橘子像一个个可爱的红灯笼，作者的观察多细。橘皮上的小窝窝，“鲜嫩的、金黄色的瓤”多诱

人呀！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仔细阅读体会。

＊ 本课的生字要引导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识记生字。如比较记忆法、增减部件记忆法、形象记忆法

等。

＊ 课后第 1题：文章语言清新优美，洋溢着浓浓的家乡情。可以通过反复朗读，让学生体会到红橘的可爱



和作者的情感，背诵也就有了基础。所以，以读导学，以读导情是适宜本文的学习方法。

＊ 课后第 2题：本文以时间顺序介绍了家乡红橘的生长情况，先写初春时的橘子树，接着写四五月时的花，

再写秋天未成熟的果实，最后写十一月时成熟了的果实，体现了红橘的可爱。教学注意引导学生理清文章

条理。这对自己的有序表达也有帮助。

＊ 小练笔：描写不必面面俱到，可以抓住水果的形状、颜色、味道等进行介绍，表达出自己的喜爱之情就

可以了。

＊ 自主积累：对这样的练习，教师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让他们自主积累好词佳句，以丰富自己的语言仓库。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激趣，引入新课

1. （出示一红橘）孩子们，这是什么？关于它，你能说些什么呢？ （颜色、形状、味道、产地……）

2. 孩子们介绍得真不错。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介绍家乡红橘的文章（揭示课题），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作

者眼里的红橘又是怎样的。

二、小组合作，交流学习

1. 自由朗读课文，整理自己不明白的字词、不理解的问题。

2. 读课文，以小组为单位，交流预习情况。

3. 提出小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集体讨论。

三、粗读课文，感知大意

1. 自由读课文，思考每段写些什么。



2. 勾画出自己喜欢的句子，认真读一读，看看自己读懂了些什么。

3. 再读课文，思考各段之间有什么联系。

四、品读课文，感受可爱

1. 课文主要为我们介绍了家乡的红橘十分可爱，它的可爱都表现在哪些方面？请认真读读课文，找到答案。

（提示：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课文是按一定顺序来写的。那好，答案就在我们的课文中，按这样的

顺序仔细找一找。）

2. 交流自学情况。（相互有感情地朗读，体会红橘的可爱）（1）春天，常青的橘叶在阳光下闪着光。（2）

四五月，橘树长出小花，小巧、洁白、清新、朴素，花香醉人。（3）秋天，肥实的青色果实压弯了树枝，

人见人爱。（4）十一月左右，果实像一盏盏红色的灯笼……沉甸甸的把枝条越压越弯。金黄色的橘肉鲜嫩、

甘甜，使人心里舒畅极了。

3. 是啊，每一个阶段的红橘都有它的可爱之处，让我们像作者一样大声地赞美它吧！（齐读末段）

五、活学活用，模拟描写

1. 回忆家乡红橘的可爱之处。

2. 品读文中的优美词句。

3. 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水果，思考它有哪些特点（颜色、形状、味道等）。

4. 把选择相同水果的同学分为一组，讨论它的可爱之处。

5. 以小组为单位，介绍自己喜欢的水果，相互补充。

6. 独立思考怎样完成习作练习。



7. 完成习作草稿，自我修改或交换修改。

（王华、李金瑶）

参考资料

本课的教学资料涉及面极广，教师可引导学生自主搜集有关家乡的资料（家乡的地理位置、人口、

面积、行政区划、气候及地形特点、风土人情、名胜古迹、风味小吃、土特产等），通过交流互动，丰富

积累，促进对家乡的了解，激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教学目标

1.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诗歌，学会在阅读中积累优美的词句。

2. 能联系已有的知识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云的喜爱及愿做自由幸福的云

的愿望。

教学准备

1. 课文配乐朗读的磁带。

2. 鼓励学生留心观察，体会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

教材简析

平平常常的自然现象在作者眼里是那样美好，她喜欢云的美，惊叹云的千变万化，更羡慕云的自由

幸福。她禁不住想：“让我也变成一朵云，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读着这样的文字，感受着这样的情感，

我们的心中一定也像作者一样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渴望！让我们也走进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吧，它让我们

的生活更加精彩！

全诗共四节，内容短小，语句优美，易读、易诵，拟人手法的运用更为诗歌增添了活力。教学中要

引导学生多读，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

学习这篇课文的重点是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在阅读中积

累优美词句。

建议本课用 1课时完成。

＊ 变大、变小、变各种形状，成雨、成雪、成水汽不正是“云朵”的特点吗？而“想”、“担心”、“亲

吻”等词又赋予它人的特点，想象合理又充满情趣。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认真读，体会作者的观察细致、用

词准确。同时，要引导学生体会到大胆想象、大胆创造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把框框画”表现了云的无拘无束（自由）。

＊ 想变什么就变什么，进一步表现出云的自由。

＊ “‘聪明’的傻瓜”含义较深。学生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

＊ 可以展开想象，口头进行拓展，还想成为什么？

＊ 云儿想变什么变什么，愿做什么做什么，真是让人羡慕，难怪作者会盼望自己也能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

云！

＊ 课后第 1题：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鼓励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自主积累好词佳句。



＊ 课后第 2题：透过作者生动有趣的描述，我们体会到了云儿的可爱、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面对自由幸

福的云，孩子们一定有自己的感受想表达，有自己的愿望想述说，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

愿望。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激趣，引入新课

1. 孩子们，你们注意过天上的云吗？有些什么发现？

2. 有谁想对云说点什么？

3. 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首诗《写给云》，一起去听听诗人对云说了些什么。

二、粗读课文，自主学习

1. 自由朗读全文，勾画出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诗句。

2. 自主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同桌相互交流。

3. 交流自学方法，可以相互补充，以巩固对字词的理解。

4. 初读课文，你了解些什么？

三、细读课文，体会意蕴

1. 你特别喜欢哪些诗句？为什么？

2. 下面，我们一起再来品读品读。（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画面，体会诗文的意思及所表达的情感。）



3. 多好呀！云儿想变什么就变什么，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它像人一样会说话、会思考！下面，大家自由地

读一读。（感知拟人手法的好处）

4. 此时此刻，你是否和作者一样，感觉到云儿的可爱、大自然的神奇呢？让我们一起大声地把这种情感表

达出来吧。（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5. 面对云朵，你想说些什么、问些什么呢？（鼓励学生面对白云说出自己的感受、愿望）

6. 学生自由交流。

四、巩固练习，拓展迁移

1. 完成课后练习。

2. 请学着作者的样儿，写一节或一首小诗，向白云表达自己的感受或愿望。

（王华、李金瑶）

















教学目标

1. 掌握多音字的读音，体会汉字的奇妙。

2. 能主动积累和运用美词佳句，体会意思。

3. 能主动积极地搜集有关家乡特点的资料，学做家乡小导游，向别人介绍家乡。

4. 说家乡、写家乡，乐意把说的内容写下来。

教学准备

教师：对学生准备情况进行了解。

学生：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搜集有关家乡特点的图片、照片、旅游纪念物等。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温故知新”通过品读句子，巩固多音字读音，体

会汉字的奇妙；了解比喻句中的本体和喻体，知道把什么比做什么，并学着运用，使自己的表达更动人。

“语海拾贝”通过熟读诗句，丰富语言积累，感受阅读乐趣。“开心一刻”读一读，在趣味中感受祖国文

化的丰富。“综合性学习”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学做家乡小导游，增进对家乡的了解。“习作百花园” 向

别人介绍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自主阅读园地”欣赏佳句美文，为习作打基础。

本次“积累与运用”紧扣单元主题“西部风光”，既注意了字词句的复习巩固、积累运用，又注意

了单元知识的扩展，通过说家乡、写家乡激发学生热爱家乡、为家乡感到自豪的情感。因此，教学中要充

分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调动他们已有的知识经验、情感等各方面因素，真正做到“以情导学、

以情动人”。

建议本课用 3～4课时完成。

＊ 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语中，会有不同的读音。这就是汉字的多音现象。要引导学生通过读句子体会，注

意让学生去发现。

＊ 这两组句子都是用两个不同的喻体表现同一个事物，这样的写法更生动形象。如，把瀑布比作白银，比

作珍珠的屏，既写出了瀑布的颜色，又写出了瀑布的形状，给人美的遐想。

可以鼓励学生对“瀑布”、“蓝天”作其他的比喻。

＊ 多有意思的诗句啊，它不仅让我们积累了美词佳句，还让我们在诵读中领略了古代诗人笔下的自然风光。

此题重在积累，学生能理解多少算多少，不要一句一句地去讲。

＊ “开心一刻”告诉我们学知识可不能想当然，要尊重语言表达的规律，不能望文生义，否则会闹笑话。

＊ 学会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清楚地介绍给别人，是此次练习的重点。教师可以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作

具体的部署，还可以示范。



＊ 家乡的可爱表现在方方面面，习作时不必面面俱到，尽量找自己熟悉景物或特产来写。注意语句通顺，

情感真实。

＊ 这个练习一定要把握好“自主”二字，要放手让学生自由朗读，要尊重他们的阅读选择，学生能读到什

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不要做统一的规定。（如有个别学生还想进一步感受这些文字所描绘的情景，教师

可给以帮助。)

＊ 三段文字描绘了三种不同的美景，让学生细细地品读，看看作者是怎样描写的，有利于学生的习作。

＊ 读完短文，你喜欢小女孩吗？为什么？（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答案可以是可爱的、懂事的、天真的、

充满爱心的……只要言之有理就行。教师一定要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同时，可以此为拓展点，引导学生

大胆想象：当这沉甸甸的种子寄到西北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教学设计参考

一、 温故知新

1. 有感情地朗读句子，你发现了什么？

2. 交流自己的发现。

3. 试一试，学着书上的样子，各写两组句子。

二、语海拾贝

1. 自由读句子，体会意思。

2. 读一读，记一记。

3. 比一比，谁能记得又快又好。

三、开心一刻



1. 自由读读，在笑声中加深对反义词的认识。

2. 你还知道哪些令你开心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四、综合性学习：我是家乡小导游

1. 再次熟悉本单元课文，了解神奇的西部风光，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2. 通过查阅资料、调查访问等形式，了解家乡的特点，拟出介绍的要点。

3. 了解怎样做一个导游，学着介绍自己的家乡。（不必一一详细介绍，可有所选择。）

4. 教师对学生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解，建议没有资料的孩子换位思考，以小客人的身份向小导游提问，以此

增进对家乡的了解。

5. 按计划开展活动。

6. 评选最佳小导游、小游客。

五、习作百花园

1. 学生读习作提示，明确习作要求。

2. 教师提示：家乡的美体现在很多方面，本次练习要求选择自己熟悉的、喜欢的描绘出来，与大家分享。

下面，我们先以小组为单位，介绍自己的习作内容（口头习作，相互补充）。

3. 独立思考如何完成习作练习。

4. 完成习作草稿，自我修改或交换修改。



六、自主阅读园地

1. 借助拼音读段落、短文，勾画出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句。

2. 小组交流，解决疑难问题。

3. 自由朗读，体会文章情感。

4. 勾画出自己喜欢的优美句子，并介绍给小伙伴。

5. 有感情地朗读，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情感，积累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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