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认识本课生字，并能正确、工整地书写。

2. 能在读懂内文的基础上了解寓意。

教学准备

1. 准备与故事有关的图画。

2. 查找几个与“水滴石穿”寓意相近的成语。

教材简析

这两则寓言也是两个成语故事。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成语是

我国语言宝库中十分有特色的宝藏。一般的成语都产生于古代，有一个出处，而且附有一个故事。这些故

事短小生动，寓意深刻，能激发学生学习成语的兴趣，更好地理解成语的意思。“水滴石穿”本来是一个

古代成语故事，而我们所学的这个故事是今人写的一个寓言故事，通过这个故事的学习，能使我们更好地

明白“水滴石穿”这个成语的意思。

“守株待兔”这个故事生动有趣而且明白易懂，学生自己能较轻松地学会。教师的功夫应用在帮助

学生理解寓意上。

学习本课时，重点在于理解成语，了解寓意。

建议本课 1～2课时完成。

＊ 石阶，石头做成的阶梯。注意“阶”的读音是“”，不要读成“”。

＊ 从“这水太少”和“力气太小”都可以看出水滴较之石阶来说微不足道。

＊ 这儿在朗读时，可以把石阶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感情读出来。

＊ 引导学生从“一滴又一滴”、“一年又一年”、“终于”来理解水滴石穿的原因，体会水滴的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

＊ 一个农夫偶然在大树下捡到一只兔子，于是，他荒废了农活，天天守在树下傻等，成为千古笑话。

这个故事生动有趣而且明白易懂，学生自己能学懂，因此，教师的功夫应花在帮助学生理解寓意上，而

不必在内容理解方面下太大的功夫。

＊ 找出对农夫进行心理描写的地方，作上记号，并且进行体会。这是他“守株待兔”的原因。

＊ “喜滋滋”形容内心很欢喜。

＊ 把偶然的收获当成必然所得，其结果可想而知。

＊ 教学时，可设计让学生去劝告农夫的情境，以促进学生的理解与表达。

＊ “阶”和“价”，“替”和“赞”，“嫌”和“歉”，“撞”和“幢”这几个字可以进行区别。

书写指导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对学生觉得难的生字进行范写。

＊ 课后 1、2题都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完成。

＊ 课后 3题通过讲寓言故事，一方面复述了课文，另一方面锻炼了口语表达能力。



＊ 把自己搜集的成语写在横线上，先自己读一读，再与同学交流。

有故事的成语学生在低年级也学过一些，写没学过的也可以。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引入

师：同学们都知道许多有趣的成语吧！这些词语内容非常生动，能大大丰富我们

的语言。看哪些同学能把自己知道的成语说给大家听一听，看谁说得最多。

生：说自己已经知道的成语。

师：给予评价，引出新课，出示课题及图画。
二、学习新课

(一) 学习《水滴石穿》

1. 自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借助字典掌握它。

（1）和同桌一起分角色朗读课文，互相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再读一遍。

（2）交换角色朗读课文。

2. 再读课文，理解成语意思。

（1）齐读课文。

（2）请生说一说“水滴石穿”的意思，最好能说出这个成语在哪种情况下运用

比较恰当，或者用这个成语说一句话。

3. 启发思考，拓展积累。

请大家再找出几个与这个成语意思近似的成语。如果不是成语，一般的熟语或名

言警句也行。

（二）学习《守株待兔》

1. 自读课文，体会课题。

（1）自己读课文，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2）想一想：“株”是什么意思？“待”是什么意思？“守株待兔”是什么意

思？

2. 深读课文，体会情感。

（1）再一次读课文，重点体会第 2段中农夫的心情。

（2）自己勾出写农夫内心活动的句子，好好读一读，体会体会，应该用什么样

的感情和语气来读。

（3）请同学读给大家听，评价评价，谁读得最好。

（4）结合最后一句，把动作神态加上去，绘声绘色地读这一段。

（5）可以适当拓展，让学生想一想，说一说，农夫心里还可能想些什么。

3. 读想结合，背诵表演。

（1）自读第 3段，体会农夫感情。

（2）把农夫心中的希望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可以加上动作说。

（3）读最后两句话，想一想农夫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应该怎样读。

（4）结合课后题，想一想你想对这个农夫说些什么。

（5）请生说给大家听。

（6）再读课文，想一想读这一段时，情感有哪些变化，应该怎样读。（由充满

希望到失望）

（7） 试着背一背最后一段。

（8） 演一演这个故事。



参考资料

☆ 成语：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

般都有出处。

☆ 与“水滴石穿”意思相近的成语有：

不屈不挠 无坚不摧 积羽沉舟 功到自然成

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教学目标

1. 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认识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 借助旁批，读懂课文内容，在阅读中体会词语的表情达意作用。

3. 体会课文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人狮情深”，并由此增强环保意识。

教学准备

1. 有关的挂图、幻灯片，或光碟等。

2. 有条件的查阅一下有关古罗马、奴隶、斗兽方面的情况介绍。

教材简析

在古罗马的斗兽场上，一个奴隶面对一只凶猛的狮子，眼看一场血淋淋的惨剧就要发生。可是，

奇迹发生了，狮子竟然温顺地舔着奴隶，全场欢声雷动。

《奴隶和狮子》是国外的一篇传说，反映的是 2 000 多年前，也就是古罗马时期的故事。

这个故事反映的重点不在人狮角斗方面，而是侧重反映奴隶安德洛斯的善良与勇敢，反映人与动

物之间的浓厚情感。因此，我们的教学重点也应该放在这一方面。这篇课文故事情节生动感人，语言也比

较浅显。因此，不必在理解词语句子上花太多的功夫，重在让学生自己阅读，自己体验，体会人与狮子之

间的这种相互关爱的感情，了解事情的因果关系。

学习这篇课文可以回顾前面学过的课文《雪儿》，那篇课文也是讲的人与动物之间相亲相爱的故事。

人与动物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应该相互友爱，和谐相处。将课文中的故事与今天的现实生活联系，也是

这篇课文的思想所在。

这是一篇批读课文，属于精读课文范围，要让学生学会读书。因此，读这篇文章要引导学生借助旁批，认

真体会安德洛斯救护狮子和狮子救安德洛斯的经过。

建议 1～2课时完成。

＊ 旁批引导学生借助字典了解意思。

＊ 奴隶：奴隶社会中为奴隶主劳动而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常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或杀害。奴隶主：占有奴

隶和生产资料的人，是奴隶社会里的统治阶级。虐待：用残暴狠毒的手段待人。

＊ 注意人和狮子各有哪些表现。思考：吼叫的狮子为什么没有向安德洛斯扑过来？

＊ 要有感情地朗读，让学生在头脑中出现这样的场面。

＊ “白天……”与“晚上……”都是狮子为安德洛斯所作的回报。他们成了好朋友。

朝夕相处反映了安德洛斯与狮子的亲密关系。

＊ 决斗：你死我活的搏斗比赛。斗兽场：古代欧洲罗马等地专门用来观赏人与野兽搏斗的场所。

＊ 狮子由“咆哮”到“温顺”，安德洛斯由“绝望”到“激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找一找这之

间的因果关系，体会体会其中的思想感情，再好好地读一读。体会作者运用准确的词语描写了动人的情景。

＊ 尽量让学生通过朗读来体会安德洛斯的激动。



＊ 如果有学生提出对皇帝受到感动的质疑，应该引导学生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尊重客观现实，人的思想

感情不是一成不变的。

＊ 指导书写时，注意“兽”中间的横上不要多写两点；而“释”字的左边，不要少写两点。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课题激趣，引入新课

1. 解题：从课题你知道了什么？（学生会说出知道这篇课文是写人与狮子之间

的故事。）

2. 质疑：从课题你还想知道什么？（有学生可能会提出：什么叫“奴隶”？人

与狮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3. 解疑：请生解疑，教师补充。
二、通读课文，自己识字

1. 自由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词自己查字典或其他工具书，联系

上下文理解。

2. 可以和同桌共同学习生字词。

3. 让学生告诉大家，读生字的时候要注意哪几个字的读音。（强调“奴隶”的

声母）

4. 让学生告诉大家写生字的时候要注意哪几个字的笔顺笔画。（“隶”一横要

出头）

5. 大家一齐巩固生字词。

6. 再读课文。
三、以图激情，朗读课文

1. 出示安德洛斯给狮子包扎伤口和狮子在斗兽场上趴在地上舔安德洛斯的两幅

画或者幻灯片。

2. 让学生自己观察图画，在书上找到写这两幅图的第 2段与第 5段，好好读一

读。

3. 也可以选择另外使自己感动的句子读一读。

4. 有感情地读一读自己最受感动的地方，想一想，应该怎样读才能表达自己的

感情。

5. 可以和同桌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读给同桌听一听。
四、拓展内容，引向深入

1. 可以让学生说一说这篇课文为什么使你受到感动。

2. 教师可以提醒大家翻翻前面的课文《雪儿》，想想这两篇课文有什么相同的

地方。

3. 教师还可以提供《奴隶英雄》一文供学生拓展学习。

4. 让学生说一说自己知道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事例。

5. 可以把问题引向环境保护，人与动物是朋友，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等方面。

6. 视学生的兴趣与能力，让他们选择是否自由地写几句话。

参考资料

☆ 在公元前的罗马社会，是一个血腥的奴隶社会。奴隶主、王公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

贵族社会流行着一种残酷的娱乐方式，即观看人兽搏斗。现在有许多古罗马建筑遗迹就是当年的斗兽场。



有许多关于人狮搏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有许多血腥的人狮搏斗描写。这些场面既反映了当时的罗马社

会生活图景，又反映了奴隶悲惨痛苦的生活。



教学目标

1. 能认识课后生字并正确书写。

2. 体会这首诗的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意境。

3. 能有感情地诵读这首诗，并能背诵默写。

教学准备

1. 让学生在课前对唐诗作一些搜集、了解，也可以了解一下作者张继及这首诗的赏析文章。

2. 反映诗中意境的图画。古代弹拨乐曲的磁带。

教材简析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代诗歌，诗的作者是唐代的张继。据说，一次张继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回家

途中，因心情沮丧而作这一首诗，这首诗句句都是写的客旅愁思。霜天月落、乌鹊凄啼、江边枫叶、渔船

灯火、城外寺庙、半夜钟声编织成了一幅幽静美丽的秋夜江景图。诗人把这样的夜景与愁思交织在一起，

情景交融，使诗的意境又深一层。因而成了千古名句。

这首古诗的教学重在朗读，通过诵读，领悟意境，领会我国古代诗歌的巨大艺术魅力。

诗句的意思是：满天寒霜里，月儿在乌鸦的啼声中慢慢西沉。渔船灯火闪映，江边枫叶摇曳，诗人

忧愁地看着这些景象久久不能入睡。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敲响的钟声，悠悠传入客船。

这首诗写得清新而深沉，没有丝毫雕饰的痕迹，但是却使人感到意蕴无穷。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细

细品味。

建议 1课时完成。

＊ 注意“眠”字的读音是，不要读作。

夜泊：夜晚停泊。泊，停靠。“泊”字是多音字，在这儿读，不读。

乌啼：乌鸦啼叫。也有一说是月亮落在乌啼山背后。

江枫：江边的枫树。

渔火：渔船上的灯水。

对愁眠：指旅人怀着忧愁入睡。

夜半：就是半夜的意思。

＊ 朗读本诗，可引导学生读出诗歌所表现的宁静中透出淡淡忧愁的意境。边诵读边品味。

诵读节奏参考：

月落 / 乌啼 / 霜满天，

江枫 / 渔火 / 对愁眠。

姑苏城外 / 寒山寺。

夜半钟声 / 到客船。

＊ 读的时候韵脚可略略拖长，读出韵味来。

＊ 先记住并写好生字，再在背诵的基础上进行默写。

＊ 课后第 1题：在阅读教学中进行而且作为主要的学习方法。在熟读的基础上成诵。

＊ 课后第 2题：学生在读中体会、勾画。



写的秋天的景象，从“霜满天”、“江枫”这些词中看出来的。

＊ 课后第 3题：着重领会诗的意境，要创设一种宁静的气氛让学生进入诗的意境中去，感受诗的美。再用

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在深秋之夜，伴着乌鸦的叫声和寒霜，一艘远道而来的客船停泊在姑苏城外的枫桥下。月落了，只能看见

江上的点点渔火和江边枫树昏暗的影子；夜深了，远处传来了寒山寺悠扬的钟声。

教学设计参考

一、音乐引入

1. 放弹拨乐的古曲磁带，带学生入情入境。

2. 教师语言导入，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 教师配乐示范诵读这首古诗。

2. 学生自读课文，将不懂的字、词勾出。

3. 同桌互相帮助，解决不懂的字词。

4. 质疑答疑。

5. 同桌互相讲一讲诗句的意思。
三、美读课文，深入领会

1. 请同学讲一讲诗句的意思。

2. 放音乐磁带，让学生在音乐声中体味意境，自己诵读。

3. 请生配乐诵读，其他同学闭上眼睛，头脑中想象诗中描绘的意境。

4. 再次配乐自由诵读，最好入情入境达到陶醉的境地。

5. 集体诵读。

6. 试背。

7. 抽生背诵。

8. 抽生表演背诵。

9. 齐背。

10. 默写。
四、扩展思维，启发想象

你喜欢这首诗吗？可以用图画来表现这首诗的意境。

你也可以按自己的理解把它写成一首白话诗，配乐朗诵。

可以几人合作集体配乐表演背诵。

如果有兴趣，再搜集几首格调与这首诗近似的古诗与同学交流一下。

参考资料

☆ 张继：襄阳人，唐天宝末至大历初著名诗人。天宝十二年进士。有诗名，尚气节，不附权贵，

学识渊博。他的诗不事雕琢。《枫桥夜泊》是流传较广，较有影响的诗。



【教学目标】

1. 自主阅读，搜集好词、佳句、妙段及歇后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多姿多彩。

2. 学会在提供的材料中选取自己所需的内容。

3. 能用提供的材料编童话故事，并能把它写下来。

4. 能正确使用修改符号修改作文，养成修改的习惯。

【教学准备】

1. 选择恰当的音乐磁带。

2. 有条件可以放映老师创作的动画片。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应用安排有 6个板块。

“温故知新”安排的词语练习的题目，有的是新近学过的词语，有的是拓展的词语,都是叠词，但

重叠的方式不一样,有 ABB、AABB 和 ABAB 式。让孩子们从积累中知道祖国语言文字的多姿多彩。由此而进

行的拓展，目的在于积累词语，运用词语。

“语海拾贝”搜集了几则歇后语，这是我国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老百姓喜闻乐见、丰富多彩而又意义

含蓄的一种语言形式。作为母语学习，学生在生活中常常可以接触到。

“开心一刻” 让学生在轻松愉悦中获取知识。

“口语交际” 安排讲笑话。笑话这一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古已有之，而且深受人民欢

迎。它可以启迪思维，增长知识。

“习作百花园”是编童话故事。三年级的学生想象十分丰富，编写童话故事是他们比较爱做的事情。

课文给出了一些图画材料，让学生把这些材料其中的部分或全部联系起来，进行想象，看它们之间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让大家一边想象一边说。然后在本子上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写完后，读给大家听一听，或

简单布置一个“故事百花园”展示一下。

在本次习作练习中，还安排了一次修改练习，让学生学习几种常见的修改符号，并使用这些修改符

号练习修改自己的作文，这也是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因此，我们在三年级进行习作练习时就开始作文修

改的学习，让学生养成修改的习惯，提高修改的水平。这次修改练习以后，要多给学生修改作文的机会，

可以自己修改，或者同伴互助修改，也可以把修改与评讲结合起来进行。

“自主阅读园地” 安排一篇古代神话。是本单元学习内容的补充和拓展。《精卫填海》这个古代

神话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一样，都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神话，具有

很深厚的人文内涵，故事本身写得也很美，是很好的读物。

建议 3～4课时完成。

＊ 1. 自己读一读，想一想这些词语有些什么规律和特点。

2. 同桌互相说一说，找出类似的各种形式的叠词的例子。类似的词语在 1～5册中还能找到，师生都可以

再去找一找。

3. 自己把词语再读一读，悟一悟。

＊ 歇后语在生活中极其丰富，可以让学生搜集并抄写。

这些歇后语可以读一读，记一记，还可以拓展。比如：孔夫子搬家——尽是输（书）、“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 读一读，乐一乐，再想一想。还能举出一些关于“×士”的例子吗？

＊ 笑话，可以是幽默小故事，也可以包括“脑筋急转弯”。 如果学生愿意选择做动作解释成语的游戏

也可尊重他们的意见，但要给一点时间，让他们做一下准备再开始。

可以提前布置任务，让学生搜集一些笑话。可以老师讲，教师组织同学讲和同学自由组合带头讲，

结合进行。

＊ 可以不局限在教材所提供的几幅图上。老师和学生还可以采取其他更丰富活跃的方法，看图编童话。

建议可以先请同学口头编童话故事，然后老师评价指导，同学参与评价。师生共同完善童话故事。

以这种方式进行巧妙的习作指导，然后可以让学生同桌试一试编故事，最后再写在作文本上。

写完后，学着修改一下自己的习作。

＊ 学习修改：

1. “文章不厌百回改”，“好作文是改出来的”，让学生明白修改的重要性。

2. 学会常见的修改符号。

3. 读原文，看哪些字词和句子有问题，再看看书上是怎么修改的。

4. 再读一读修改后的文章，感觉一下有什么不同。

＊ 提醒学生不要把本文的“女娃”和“女娲”搞混了。



＊ “魂灵”就是“灵魂”，区别于“肉体”。

＊ “精卫鸟”与“凤凰”一样，都是传说中的鸟。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 可以让学生试着总结一下“精卫填海”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自己读一读，想一想：这些词语有什么规律和特点？

2. 交流自己的发现（按 ABB、AABB 或 ABAB 方式构成）。

3. 再读一读，悟一悟，学着书上的样子，在课文中找一找，再说几个这样的词

语。
二、语海拾贝

1. 自由读句子，体会意思。

2. 读一读，记一记，写一写。

3. 师生互说歇后语。
三、开心一刻

1. 读一读，乐一乐，再想一想，悟一悟。

2. 交流读后所获取的知识。

3. 分角色读一读。
四、习作百花园

1. 师讲童话故事，激趣引题。

2. 学生自读习作提示，老师引导明确习作要求。

3. 出示图片材料激趣。

4. 学生选图片，大胆想象，编童话故事。

5. 同学之间先相互说一说，然后自愿上台讲给大家听。

6. 老师评价指导，要求尽可能情节精彩，描绘生动，鼓励与别人不一样。

7. 完成习作草稿，自我修改或交换修改，要求按修改符号修改自己的习作。
五、自主阅读天地

1. 自读短文，勾画出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语。

2. 同桌或小组交流，解决疑难问题。

3. 再读短文，体会文章情感。

4. 能将这个神话故事讲给别人听。
六、口语交际：我们都来讲笑话

（一）活动目标



1. 对幽默产生兴趣并能用普通话大方地讲笑话故事。

2. 能感受带给别人快乐时自己也得到快乐。

3. 能倾听别人的讲述，并能与人交流评价。

（二）教学准备

1. 让学生课前搜集一些笑话或者成语小故事，自己做一些演练（也可与他人合

作表演）。

2. 老师适当准备一点精彩的幽默故事。

（三）活动设计

这个活动最好安排在教室里，而且应该是有准备的，让学生在准备的过程中熟悉、

了解和积累一些笑话故事，从而产生兴趣。整个活动应该是讲述、倾听、交流、

评价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创设一种生动活泼的氛围是十分

重要的。可以老师先激趣，然后学生再讲，也可以先自由组合，小范围内讲，再

推选同学讲给全班听。这样也许活动面更大些。总之要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活动起

来。

（四）教学过程

1. 笑话激趣，引出课题。

（1）师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笑话故事，引出课题。

（2）交代活动内容及评选“小笑星”和最佳听众的要求（注意语言激趣）。

2. 小组互动，交流笑话故事。

（1）同桌或小组内相互说说自己的笑话故事。

（2）小组评议：

①谁讲的故事最好笑，讲得最好。

②谁是最佳听众。

（3）小组推选代表讲故事，推出小组的最佳听众。

3. 全班交流，评选推荐。

（1）各组代表上台讲幽默小故事。

（2）师引导评价。

①大家评价和帮助他，建议怎样讲得更好，可对别人讲的笑话质疑。

②集体评议，推选出小笑星（可自荐），最佳听众。

（3）在乐声中给“小笑星”、最佳听众颁奖。

4. 自由表达，拓展练习。

最后留一点时间给学生，让他们自由上台讲幽默小故事，可边说边表演，让他们

在欢笑声中感受给别人快乐时自己也得到快乐。



教学目标

1. 能自读课文，了解事情梗概。

2. 感知京剧艺术及艺术家的风采。

教学准备

1. 搜集一些关于盖叫天的演出剧照及有关文字资料。

2. 教学幻灯片一张。

教材简析

这篇文章是略读课文，写的是现代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感人故事。有关盖叫天的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刻苦练艺，与其他艺术家的逸事等等。但是，这个故事最能反映京剧艺术家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

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议 1课时完成。

＊ 第 1段：可以采取默读的方式，了解盖叫天其人及他的拿手好戏《狮子楼》的概况。

＊ 活灵活现：形容描述或模仿的人或事物生动逼真。

＊ 第 2段着重写盖叫天为救人而受伤，受伤后坚持演出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

盖叫天在演《狮子楼》时为了保护演西门庆的演员而致使自己的小腿骨折。第二个情节是当盖叫天小腿粉

碎性骨折后，不露半点声色，仍然坚持演出，昂首挺胸，保持着武松的英雄气概直至幕落。盖叫天作为一

名京剧艺术家能有这么崇高的精神与表现，实在令人钦佩。这篇课文以人物言行为主，动作描写尤为突出，

适宜边读边想象。重点引导学生通过人物的言行体会人物崇高的精神世界。

＊ 为了体会好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让学生反复朗读 2～4句中的情境描写，特别是骨折后，断骨从

靴子中穿出来，鲜血染红了戏服，但是盖叫天忍着剧烈的疼痛，半跪在地上，昂首挺胸，保持着武松英武

形象的动人描写。从读文中体会盖叫天刻骨铭心的疼痛以及他的高尚艺德。以感情朗读的方法来理解本段

最后一句话的含义。把盖叫天的伤势描写与他不动声色的坚持表演联系起来，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

＊ 正气凛然：光明正大的作风，刚正的气节。本文指表现出这种精神的样子。

＊ 重点引导学生理解最后一句话：“武松是一个英雄，我决不能让他在舞台上倒下来！”这一句话是盖叫

天前面行为的精神支柱，体会盖叫天作为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对于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维护，从中体

会盖叫天爱岗敬业的可贵精神。

＊ 课后第 1题：帮助理解课文内容，理解人物精神世界。可以结合教学进行，可以先读课文最后一句话，

再读前面人物的表现。也可以让学生自己边读边勾画，找出描写人物语言与动作的地方。深刻理解主人公

伤势的严重及他顽强的毅力，从而领会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可以让学生谈谈自己读了这些内容后的感受。

＊ 课后第 2题：让学生初步感知京剧脸谱的丰富多彩，知道这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脸谱深受

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常常把它作为公共场所乃至家庭的装饰。

教学设计参考

一、观看幻灯，介绍人物



1. 老师出示幻灯片，介绍盖叫天其人及其京剧表演成就。

2. 同学可以交流自己搜集的关于盖叫天的图文资料。

3. 导出课题。

4. 生自读课文。
二、再读课文，勾画言行

1. 再读课文，用不同的符号勾出文中盖叫天说的话以及他受伤后的动作。

2. 再读勾画内容，体会人物的精神境界及行为表现。

3. 可以引导学生理解盖叫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行为，感受艺术家的高尚品质。
三、精读课文，畅谈感受

1. 进一步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2. 对比读书。将文中对盖叫天伤势的描写以及带伤坚持表演的描写对比起来学

习，深刻理解盖叫天伤势之重，疼痛之剧，毅力之顽强，精神之崇高。

3. 自读、齐读，通过评价指导朗读。

4. 老师或学生范读。

5. 在深入理解基础之上再一次自读。

6. 请学生谈谈读这些内容后，自己内心有什么感受，想对盖叫天或同学们说些

什么。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说真话，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可以谈不同看法、不

同意见。

7. 如果学生中有不同观点，可由此而展开稍微深入一点的讨论。不一定要统一

认识，但也不应该放弃引导。

8. 可以让学生根据文中的描绘模仿表演一下盖叫天的英姿。
四、落实训练，适度拓展

1. 再读课文。

2. 体会“活灵活现”、“正气凛然”、“兴致勃勃”等词语对于表达情意、介

绍人物的作用。

3. 学习运用这些词语。既可以口头说话，也可以书面造句，不作统一规定，尊

重学生的自主选择。

4. 可以适度向其他京剧表演艺术家如梅兰芳、周信芳或其他艺术家如画家齐白

石等苦练基本功取得成功的故事拓展，也可以向表现这些艺术家高尚人格气节的

故事拓展，让学生从中受到熏陶感染。

5. 可以适当选一些京剧艺术的精彩片断和一些京剧脸谱，让学生初步感知京剧

艺术这一国粹的魅力。总之，教学这一课要根据学生兴趣及教学条件来确定教学

方案。

参考资料

☆ 京剧：流行全国的大剧种，距今约二百多年历史。接受昆曲和秦腔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

并吸收一些民间曲调，逐渐融合、演变发展而成。经数代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改革发展，逐步形成相当完整

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深受中国及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 盖叫天（1888～1970）：京剧演员。本名张英杰，河北人。自幼入天津戏班练习武生，以短打

为主，注重造型美，讲究表现人物精神气质，世称“盖派”，擅长演武松。建国后，担任浙江省文联副主

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

☆ 脸谱：传统戏曲中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程式，用各种色彩在面部勾画出种种纹样图案。各种人

物大多有特定谱式和色彩，借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表现对人物的褒贬。如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粗直，



白色表示奸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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