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５　歌词两首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正确理解本课的新词.

２．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３．体会这两首歌词所表达的共同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

４．欣赏和学习运用第二人称增强表达效果的写法.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想象、感悟,体会长江的源远流长、气势磅礴

以及祖国儿女对长江的无限赞美和无比依恋之情;感悟海外赤子对

祖国深深的依恋之情,体会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学习运用第二人称

增加亲近感的写法.

教学准备

课文配乐朗读磁带,两首歌曲的录音磁带或碟片,中国地图.

教学课时

２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长江之歌»

一、解读———我眼中的长江

１创设情境:播放«长江之歌»的录音磁带或碟片.师生共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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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长江之歌»将把我们带到大江上,江水浩浩荡荡,奔腾不

息,江上船只往来,一片繁忙,心中不禁涌动起无限的激情与豪迈.

２简介长江.

３交流你眼中的长江.(把自己收集的有关长江的知识,有关

长江的诗词歌赋、名言警句等一一交流)

二、聆听———我读懂的长江

１初读感悟,交流体会.

(读书要求:边读边画出生字、新词或不理解的词句;画出自己感

兴趣或体会最深的内容,在旁边写写自己的感受,和同桌或在小组、

全班内交流交流.随机解决生字词.)

２细读体会,理解歌词.

细读第一节:

(１)自由读,四人小组讨论:从哪些地方看出长江是无穷的源泉?

(２)交流:

出示: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

惊涛是你的气概.

(“雪山”在祖国的最西部,“东海”在祖国的最东端,长江能从祖

国的最西部走来,向祖国的最东部奔去,可见其源远流长.)

(３)指导朗读:这两个分句我们该怎样读,哪些词提示了你?

(４)默读第一小节,思考:从哪些地方看出长江有母亲的情怀?

(５)交流.

出示:你用甘甜的乳汁,

哺育各族儿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

挽起高山大海.

(“哺育各族儿女”:只有母亲才会哺育儿女,在这里把长江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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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母亲,而且长江哺育的是各族儿女,可见这位母亲的胸怀是多么宽

广.)
(“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里又把长江拟人化了,长

江很长,它就像母亲伸长那健美的臂膀,从西至东,把祖国的高山大

海搂在怀里,让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永不分离.)
(６)指导学生看地图,并联系实际想象体会“哺育、挽起”的感情.
(７)指导朗读:这一句我们要读得深情.
细读第二节:

(１)听录音,思考:从哪些地方看出长江是无穷的源泉,它有母亲

的情怀?
(２)交流:
从哪些地方看出长江是无穷的源泉?

①“远古”是指很遥远的古代,长江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时
间跨度很大,长江永远不会停息,所以说它是无穷的源泉.

指导朗读第一句:“走”、“奔”句与第一部分的“走”、“奔”句对比

读,体会长江的宏伟气势和青春活力.

②“灌溉花的国土”:祖国的领土那么大,长江能将它们一一灌

溉,所以说它是“无穷的源泉”.“推动新的时代”:长江能推动时代的

发展,力量是无穷的.
从哪些地方看出长江具有母亲的情怀?

①“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母爱是纯洁的、神圣的,长
江像母亲一样滋润着祖国的每寸土地.

②“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母亲的力量是巨大的,长
江就像母亲一样,对新时代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３)师引读.所以,“我们赞美长江”
(４)指导朗读第２节.
(５)指导背诵第２节.
品读诗歌,升华情感:

这首歌词用第二人称的写法,写得十分亲切,大家来品读课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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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感受.

(１)指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象长江是我们所深深依

恋的母亲河,它就像一位温情的母亲站在我们身旁,她更是一位坚强

有力的母亲,给我们力量.

(２)学生自由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第二人称写法的好处.

(用第二人称“你”,便于更加直接倾泻内心激荡的感情,把心中

的长江置于眼前,面对面地倾诉火热的衷肠.在抒情诗歌当中,使用

第二人称抒情的情况非常普遍.)

三、倾诉———我心中的长江

１抒情.

学完了«长江之歌»,同学们一定有许多话要说.请说说“我心中

的长江”吧!

２展示.

展示赞美长江的一些古诗词.

是啊,长江源远流长、宏伟博大、多姿多彩;长江古老悠久、气势

磅礴、力量无穷.让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去赞美长江,表达出我们对这

位伟大母亲的依恋之情.

四、重温———雄伟的长江

１教师激情导语:通过你们的展示,我仿佛看到了长江正用健

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了;仿佛听到长江惊涛拍岸的声音了! 让我

们再次来聆听这首荡气回肠的歌曲吧!

２播放全首歌曲.学生自由地跟着唱,自由地练习朗读、背诵

全诗.

第二课时«我的中国心»

一、激情导入

１听一听:生活离不开阳光,也离不开歌声.一首好歌,如春

风,为你送来缕缕清新;一首好歌,如甘泉,润泽你的心灵;一首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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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首诗,情感充沛,意味无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用心

去感受,那一首经久不衰、感人肺腑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吧!

(播放«我的中国心»的录音磁带或碟片.)

２讲一讲:

这首歌是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在１９８４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

晚会上演唱的歌曲.它那优美的旋律、深沉的情感深深打动了亿万

听众的心.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身着中山装,脖子围条长围巾,戴

着金丝眼镜.当他深情地唱起这首歌时,场上掌声雷动,并且在以后

广为流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鸣呢? 是强烈

的爱国之情,是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深深依恋之情;这首歌又为什么牵

动着无数人的心呢? 答案只有五个字———我的中国心! (揭题,板书

课题)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经久不衰的«我的中国心».学生齐

读课题.

二、初读感悟,交流体会

自由诵读这首歌词,边读边画出生字词或不理解的词句;画出最

感人(或体会最深)的句子,在旁边写写自己的感受,和同桌或在小

组、全班内讨论交流.教师随机解决生字词.

三、细读歌词,理解体会

１歌词中反复提到的中心词是什么? (中国心)

① 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点题)

②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根源)

③ 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总结)

２细读第一节,感悟交流.

①以“河山只在我梦萦”开头,意在表达祖国的山河一直在梦中

萦绕,“我”虽远离祖国多年,而中国心是永远不变的情怀.

②哪个词最情深意长地表达出我对祖国的思念? (“只”→深深

的思念,深深的遗憾)

３细读第二节,感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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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句“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此句讲的

是:“我”身穿洋装而心总是中国心.)

②“虽然”与“依然”是什么关系? (对比,突出了身在异国心系故

土的情怀.)

③第二句“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烙”上中国

印如何理解? (祖国与我血脉相连,用一个“烙”字,用“中国印”这个

词,表明自己的根在中国.)

４细读第三节,感悟交流.

①长城、长江、黄山、黄河在这里指什么? (祖国的山河)

②“重千斤”指的什么? (指祖国在我心中的分量,是那么的亲

切,也就是在我心中无法取代的强烈的爱国之情.)

５细读第四节,感悟交流.

①“澎湃”是指什么? (热血澎湃,从内心呼喊出:我的中国心.)

②中国心已经融入血液之中,连血液里的声音也是中华的声音,

即使身处他乡,也改变不了中国心.

四、品读歌词,升华情感

这首歌词以独特的形式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深深思念之

情,表现了他们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中国心和民族情怀.他们身在异

国,心系祖国,读起来震撼人心,让人刻骨难忘!

１播放全首歌曲.学生自由地跟着唱,自由地练习诵读、背诵

全诗.

２谈感受.最令你感动的地方是什么? 读或讲给大家听,师评

价、再读.

五、拓展延伸,丰富积累

１师激情导语: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拥有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无论何时、何

地,心中永远装着祖国,念着祖国.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如此眷念,

更何况我们是生长在祖国温暖怀抱里的炎黄子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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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生交流收集的相关资料.

六、回顾全文,再次重温

拳拳赤子心,殷殷故土情,平实的语言,却因为真挚的感情震撼

了多少人的心灵! 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我的中国

心»这首动人肺腑的歌曲在传唱.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把亿万华

夏儿女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让我们再次零距离的感受我们是骨

肉相连、血脉相承的一家人吧! 让我们再次倾听«我的中国心»这首

歌,从歌词中再次体会那真挚的爱国心、浓浓的爱国情! 会唱的同学

一起跟着唱(合唱),不会唱的就跟着大声诵读歌词.

(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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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那棵高山榕

教学目标

１认识并规范、美观地书写本课生字.理解“步履轻快”、“兴致

勃勃”等词语.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那棵高山榕不同寻常的

来历.

３学习倒叙的记叙方法.

教学重、难点

能够结合上下文,了解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挚情感.

教学准备

１歌曲«春天的故事»

２收集邓小平的相关资料.

３一幅高山榕葱茏耀眼的图片.

教学课时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１播放歌曲«春天的故事».

２教师:同学们,你们知道歌词里面提到的那位老人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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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邓小平)师介绍关于邓小平的资料.

３教师:今天咱们就要学习一篇与邓小平爷爷有关的课文.
(板书课题:那棵高山榕)同学们请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教师:同学们,你们想了解这棵高山榕与邓小平爷爷有什么

关联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

２教师:请同学们自由地读课文,边读边想,这一课主要写了什

么?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师:好了,刚才大家已经读了课文,那你能说一说,本课是按照什

么顺序写的吗? (倒叙)这篇课文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师:请按刚才的分析把课文分为三大部分.
四、品读课文,体会情感

１师:同学们,你能够找出全文中的过渡句吗? 用﹏﹏线画出

来.(这只是一棵普普通通的高山榕,同成千上万的高山榕一样普

通.然而它又是那样的不同寻常.)找出之后,全班齐读.

２师:从哪些地方看出这是一棵普普通通的高山榕?
引导学生品读第２段,抓住重点词句体会高山榕的普通.
师小结:是的,这是一棵普普通通的高山榕,普通的品种,普通的

枝干,普通的绿阴.

３师:为什么作者又说它“不同寻常”呢? (因为它是一代伟人

邓小平种的.)
师小结:是啊! 那是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亲手

种的.这棵高山榕具有不同寻常的来历.

４师:下面请同学们自由地读回忆邓小平种树的部分(５~７
段),说说什么地方让你感动.

同学们静下心来读书,勾画批写出自己的阅读感受.
勾画好后,请同学们互相交流一下,说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让你很

感动.
学生:第５段让我感动.邓小平说“唔,这里环境好,空气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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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明小平同志很喜欢深圳这个城市,很热爱深圳这片土地.
那请同学们自己练习读一读,要读出喜爱之情.
引导理解“步履轻快”.
学生:第６段让我感动.工作人员在提到桫椤时,他马上想到了

三峡附近的水杉,提到金花茶时,他想到了云南的碗茶,看到湘妃竹

的时候,又想起了毛主席说的话,谈到了成都的竹子,说明邓小平非

常了解全国各个地方的一草一木.他对祖国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
(抽读)

学生:第７段让我感动.
教师点拨: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已经是８８岁高龄了,可是

当他看见那棵待种的高山榕时,依然兴致勃勃地走过去,种下了这棵

高山榕.可见,他是真的想种一棵树在深圳,想看着这棵树和深圳一

起生存发展下去.(被这段文字感动的同学一块来读一读)
教师:全体同学,我们一齐再来读一读让我们感动的５~７段,永

远记住小平种树的情景.
五、感悟深意,升华感情

１自由读８、９、１０段,用“———”勾画出人们关注这棵树的语句.
２讨论: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此留恋这棵高山榕? (因为从邓小

平植树中,可以看出小平爱着祖国和人民,而人民也是非常热爱小

平、怀念小平的.)深情朗读“这九州热土,融入了他老人家多么深沉

的爱啊”

３老师补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作用.

４读文章最后一句话,理解“葱茏耀眼”,质疑:这句话仅仅是说

高山榕长势好吗? (不是,这里不仅仅是说那棵树生机勃勃,而且还

暗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正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这里也表达出对

祖国发展充满信心.)
六、拓展延伸,沟通读写

你想更多地了解邓小平爷爷的丰功伟绩吗? 你想对已故的邓小

平爷爷说什么吗? 课后查阅资料,搜集相关资料.动笔写写自己的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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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板书设计

那棵高山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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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如伞 生命勃发

(谢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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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中华星

教学目标

１识写本课生字,理解“敏锐”、“惯例”、“迄今为止”、“情不自

禁”、“丰碑”等词语.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张钰哲发现“中华

星”的过程.

３学习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受到爱科学、爱祖国的教育和熏陶.

教学重点

了解“中华星”的发现过程,体会张钰哲先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

强烈的爱国热情.

教学准备

介绍张钰哲生平事迹的资料、教学课件.

教学课时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讲故事,引入课题

１边放课件边讲故事:１９２８年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张钰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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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家在芝加哥大学叶凯夫天文台观测室,像往常一样站在

天文望远镜前凝神观察.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紧紧盯在一个光点

上:啊! 一颗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新星在闪动! 他惊喜万分,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美国行星中心站把这颗新发现的小行

星编为１１２５号.从此,这颗闪动的小行星,被载入了世界的天文史

册.也就是从那时起,在小行星的发现者中,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名

字.这颗小行星就是用我们伟大的祖国命名的“中华星”.
板书课题:中华星.

２齐读题目.看到“中华星”三个字,你想到了什么? 谈谈自己

的想法.

３请带着你们的思考一起走进课文吧!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浏览全文,勾画出文中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词语.

２指名逐段读课文,联系上下文理解以下词语:
屏幕依次出示词语:
凝
 
(nínɡ)神观望 敏锐 惯例 迄

 
(qì)今为止 情不自禁

 
(jīn)丰碑

(注意带点字的读音哟!)

３齐读课文,要求读准读通顺.

４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主要讲了哪几件事? 从中你体会到了

什么?
组织学生讨论、交流.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加以概括:
课文主要讲了三件事:
(１)张钰哲发现小行星,为祖国争得荣誉,没有按照惯例用自己

的名字命名,而是用“中华星”命名.
(２)几十年来,张钰哲领导的行星观测室又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小

行星,为祖国的天文事业作出显著成绩,但没有一颗行星是用自己的

名字命名.
(３)哈佛大学天文台为了表示对张钰哲的敬意,将新近发现的

２０５１号小行星命名为“张星”.

５小结:“中华星”是第一颗由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身处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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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的张钰哲满怀对祖国的深情,给这颗小行星取了个响亮的名字

“中华”.张先生在此后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中成果丰硕,但他却心系

祖国荣誉.在他领导的行星观测室发现并命名的众多行星中,唯独

没有以他个人命名的星,其高尚品格实在令人敬佩.

６指导学生感情朗读课文.(带着对科学家敬佩的感情.)
三、作业

找出课文中描写张钰哲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的词语或句子,并
把它抄写下来.

第二课时

一、复习

课文主要讲了哪几件事? 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
二、细读课文,认真感悟体会

１请５名学生按顺序读课文２~６段.讨论:
(１)张钰哲是怎样发现小行星的? 抓住关键词.板书:发现　凝

神观察　紧盯

(２)张钰哲发现小行星后,激动不已.你从哪些词句中体会到

的? 勾画出有关词句.
(惊喜万分 简直不敢相信 令人兴奋 抑制 满怀喜悦 极不寻常 久

久不能平静 情不自禁等)
(３)“一直”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天文工作太落后了.)
张钰哲为什么会这样激动? 他会想些什么? 引导学生思考,大

胆发表意见.
(这不仅是世界天文学上的重大发现,更重要的是在广袤的天空

中终于有了中国人命名的行星,这是为祖国争得的荣誉.)
(４)“看着这封极不寻常的来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封信为

什么极不寻常?
(因为自从１８０１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发现了第一颗小行星后,各

国天文学家就不断地发现新的小行星,但４７年来一直没有中国人发

现的小行星,也就是说四十多年来没有一个中国人收到过这样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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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所以说这是一封极不寻常的来信.)
(５)张钰哲发现小行星后做了些什么? 勾画出有关词句.
(冒着严寒,连续观察了１５个夜晚,在确信了自己的发现后,他

把观察到的结果报告给美国行星中心站,并用伟大祖国的名字———
“中华”命名).板书:冒着严寒　连续观察　确信

从“冒着严寒”“连续”“确信”等词语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张钰

哲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板书:严谨求实

(６)按照国际惯例,谁发现的新星便由谁的名字来命名,张钰哲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用中华星命名.板书:反复思考　终于

张钰哲为什么要用“中华星”命名?
(在世界天文史上终于有了中国人命名的星,终于为祖国争得了

荣誉.)
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张钰哲深深的爱国热情.)板书:深爱祖

国

２此后几十年,张钰哲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领

导的行星观测室又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小行星.
屏幕出示句子:如今,太阳系不仅有“中华星”,而且还有“张衡

星”“祖冲之星”“北京星”“南京星”“台湾星”
齐读句子:从这句话中你想到了什么?
(唯独没有用张钰哲自己名字命名的星,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

啊!)
齐读第７段,带着自豪和对科学家敬佩的感情.

３讨论:假如我也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将会为它命什么名字?
引导学生大胆发表意见.

４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８~９段.«国际小行星通报»为
什么要这样做?

(按国际惯例,谁发现的新行星便由谁来为新行星命名.张钰哲

发现的第一颗星却用“中华”命名,连后来陆续发现的几十颗小行星

也没有一颗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 为了表

示对张钰哲的敬意,«国际小行星通报»把新近发现的２０５１号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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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张星”.)板书:张星

三、小结

教师:张钰哲先生是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毕生的

精力从事天文学研究,学术造诣精湛,建树卓越.他亲手创建并领导

了我国的行星、小行星、彗星和人造卫星的观测和研究工作,其成就

为世界所公认.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吧!
(边放课件边介绍张钰哲生平事迹).
教师:张钰哲虽永离人世,但他发现的“中华星”和以他姓名命名

的“张星”,一同闪烁在夜空.它们是张钰哲献身祖国天文事业的丰

碑.板书:丰碑

四、拓展

从１９２５年张钰哲发现第一颗小行星到现在“神舟六号”飞船顺

利发射并安全返回,你想说些什么? 你打算将来为祖国建设做点什

么呢? 引导学生大胆发表意见.
五、作业

搜集其他科学家的故事,把搜集的故事讲给同学听.

附:板书设计

“张星”(丰碑)“中华星”

发现:凝神观察　紧盯　冒着严寒

　　 连续观察　确信　(严谨求实)

　
命名:反复思考　终于　(深爱祖国)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滕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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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零”的突破

教学目标

１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２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基础上,体会运动员训练的顽

强精神和为国争光的斗志豪情.

教学课时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质疑激趣,提示课题

教师: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９日,这是改写历史的一天,在男子手枪慢射

５０米比赛中,当许海峰的６０发子弹全部打完,报靶员报出了５６６环

成绩的时刻,多少中国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们记住了“‘零’的突破”
四个字,和创造这四个字的民族骄子许海峰.谁也没料到初次参赛

的许海峰会一举夺魁,以致美国根本没有准备中国国旗,升旗仪式因

找不到五星红旗而推迟了４５分钟如今那枚激励了整整一代中

国人的金牌,已被珍藏在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珍藏在了每个中

国人的心中.让我们今天来学习(板书课题)第八课———“零”的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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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１请同学们自主地认真读课文,注意读到难读通的字或词,一
定要多读几遍,扫除文字障碍.

２请在自己印象最深的地方作上记号.

３小组内交流你读懂了什么? 还有什么疑问.
三、细读课文,感悟体会

分组提出不懂的问题,全班同学讨论并解答.

１许海峰在国家集训队中是怎样进行艰苦训练的? (多少次瞄

准,射击,再瞄准,再射击练得手臂麻木了,僵硬了,连扳机都扣

不动了,而他咬咬牙还是坚持下去.)

２这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突出表现许海峰的什么精神?
(突出表现许海峰顽强的意志和不怕吃苦的精神.)许海峰的这种精

神,也是他夺得金牌的关键所在.

３请孩子们默读３、４、５段,抓住写赛场紧张气氛的句子进行体

会,感受许海峰的沉着冷静,体会他精湛的技术.(如许海峰显得格

外沉着和冷静,他没有去理会记者们的喝彩声和照相机的“咔嚓”声,
而是全神贯注地瞄准着、射击着,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眼前

只有那忽大忽小、忽远忽近的红色靶心.)

４当出现意外情况时,他是怎样想的? 又是怎样做的? 引导学

生反复读“忽然,靶位上出现了一个刺眼的８环! 又坚定地、沉
着地抬起了手臂”从中体会到他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

５老师引导学生读“关键的一枪啊,艰难的一枪! 他举起,放
下,放下,举起”让学生讨论交流,此时此刻的许海峰会想些什

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犹豫? 作者在这里再次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方法.
从读中让学生体会“反复”这一修辞方法的作用.

６反复朗读第６段.从哪些词句中可以体会到亿万中华儿女的

激动与兴奋? (雄浑豪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首次在奥林匹克运

动场上昂扬高奏,五星红旗徐徐上升.)

７讨论:“‘零’的突破”指的是什么? 许海峰取得冠军有什么历

史意义? “零”的突破既是奥运会上金牌的突破,又是中国走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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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突破.这一枚金牌不仅代表一次比赛的胜利,更展示出新中

国的体育事业已得到蓬勃发展,中国人正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

情出现在世人面前.因此,许海峰的胜利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而是

一个民族的胜利,一个国家的崛起.所以怎能不使中华儿女热情欢

呼? 怎能不让世界华人热泪盈眶?
四、拓展延伸,丰富积累

１在我国体育发展的历程中,你还知道哪些“‘零’的突破”?

２从１９８４年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到２００８年承办奥运会说

明了什么? 请同学们在网上查有关中国奥运会的历史.

(贾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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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二)

教学目标

１．了解引号的其他作用.

２．积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名言、警句.

３．理解文章题目的作用和意义.

４．围绕爱国主义的话题,训练口头表达能力.

５．记叙一位让你尊敬、佩服的人,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６．运用学过的知识,自主批读短文.

教学准备

１．有关引号的不同用法的例句.

２．题目需要作改动的短文.

３．演讲稿例文、写人方面的习作例文

教学课时

３~４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１．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２．回顾课文内容,再一次感受张钰哲、许海峰强烈的爱国情怀.

３．回忆以前学过的引号的用法

４．小组讨论例句中的“张星”“中华星”“零”三个引号分别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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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５．师总结:引号还有特指和强调的作用.
二、语海拾贝

１．学生试读,注意停顿.

２．师范读.

３．学生朗读句子.

４．学生说说自己的理解.

５．指导学生记忆,背诵这四句话.
三、互动平台

１．默读短文,了解短文内容,思考:«中华星»«“零”的突破»这两

个题目有哪些妙处?

２．学生汇报,师总结:好的文章题目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３．例举以前学过的好题目的文章.“以前我们学过哪些课文的

题目好? 说说你的理由.”

４．出示无题目的短文或文章(高大的皂荚树,秋天的怀念等)让
学生标题目.

５．小组讨论并筛选较好的题目,和原文的题目比较.

６．师出示练习题卡,(收集的一些无标题的短文)小组讨论给短

文标出你认为好的题目.

７．汇报交流

８．师总结并提出要求,在今后自己写作文时,要认真思考,给文

章取一个贴切的题目.
四、口语交际:祖国在我心中

教学目的

１．了解国旗下的讲话,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激发学生对祖国的

热爱.

２．收集爱国故事,访问身边的人,谈自己的感想等不同的形式,
感受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进一步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３．知道怎样演讲,能大胆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能.
课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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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课前学生收集爱国故事、图片资料.

２．教师准备升旗仪式的录像.

３．几幅爱国英雄的图片.
课时安排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出话题

１．同学们,我们每周星期一早上都要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当
你听到雄壮的国歌声的时候,当你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你
的心情怎样呢?

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讴歌祖国,唱响祖国的赞歌,举行一次

«祖国在我心中»的演讲比赛.(板书课题)
二、创设情景,集体交流

１．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举行升旗仪式.(播放升旗仪式的录

像.)
教师:看到无比庄严、神圣的升旗仪式,你想说点什么呢?

２．播放学校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的场面.
教师:同学们现在的心情一定很激动,一定也很想站在国旗下来

一次国旗下的讲话吧.那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什么是国旗下的讲话,
国旗下的讲话都该讲些什么呢? 生回答,师补充.

教师:国旗下的讲话就是一次演讲,就是对爱国英雄的讴歌,就
是对我们心中祖国的热爱.因此在演讲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呢?
学生:情绪激昂,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
学生:要有合适的称呼.
学生:要有明确的观点,结尾要点明主题,发出号召.

３．出示爱国英雄图片.
教师:是呀,看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们不禁想起了为祖国成

长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英雄们,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们认识

他们吗? 认识的话就喊出他们的名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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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选择其中一个讲讲他的故事.
三、分小组准备演讲

师:让我们永远地记住这些爱国英雄.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

们满腔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拿出你们准备

的英雄的故事,先在小组内演讲,小组评选出你们组讲得最好的参加

比赛.注意演讲的要求.开始吧,尽情地讲吧.
四、汇报会开始,同学评价

１．宣布汇报会开始.

２．小组抽签上台,同学根据汇报情况做出公正的评价,选出最优

秀的汇报者.鼓励小组集体汇报形式,体现集体精神.
(评价标准由师生共同制定.如:态度大方,口齿清楚,声音洪

亮,语言有感染力,内容符合此次综合性学习要求,内容较为具体,了
解途径不单一,表达了爱国情感.)

３．根据评价,给最优秀的汇报者颁奖.
五、总结

同学们,今天你们以自己独有的形式表达了对祖国深切的爱,老
师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牢牢记住: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老师更

希望能从你们的行动中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在你们心中.
板书设计

祖国在我心中

合适的称呼

明确的观点

点明主题,发出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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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习作百花园

A演讲稿

一、明确习作要求

１．读题,弄清本次习作内容及要求.(演讲稿)

２．教师指导学生审题,进一步明确习作要求.这次习作有哪些

要求? 写演讲稿要符合格式,要结合具体材料把表达的观点写清楚,
要点明主题,有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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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写作指导

１明确演讲稿的格式.(课件出示)
开头:根据听讲人的身份,写上合适的称呼.
正文:结合具体材料把表达的观点写清楚.
结尾:点明主题,发出号召.

２出示范文,师演讲,然后讲解.
(１)听了老师的演讲,你有何感受?
(２)演讲稿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让我们再默读这篇演讲稿,说

说它还有哪些与其他文体不同的地方?
(３)再分析,这篇演讲稿的观点是什么? 它运用了哪些材料说

明观点?

３习作前的准备.
(１)课前你们收集了很多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演讲稿,分析一下

这些演讲稿的特点,介绍给大家.
(２)在小组内介绍收集的演讲稿,明确自己演讲稿的观点.
(３)你打算用哪些材料去充实它呢? 生自由说.
三、学生习作,师巡视指导

四、作文交流,评改

五、佳作欣赏(挑选学生写得好的演讲稿进行欣赏)

B．我最想写的人

(一)审文题明要求

１．今天这节作文指导课,我们上«积累与运用(二)»的习作百花

园第二个题目.
出示小黑板:写一个你最想写的人,要注意写出你为什么想写

他.要求学生默读文题,想想这次作文的要求是什么.

２．这次作文要我们写什么? (写人)写什么人? (写你熟悉、敬
佩、想念、惦记的人)你为什么写他(她)? 写几个熟悉的人? (写
一个)(师板书习作题目)要我们特别注意什么? (写出人物的特点和

自己的真情实感)
(二)明特点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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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写出人物的特点和真情实感是这节课训练的重点.什么是人

物的特点呢? 一个人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请

说说你熟悉的人有什么特点.生自由说,师注意生说的是哪方面的

特点.

２．出示小黑板:
性格:倔强、调皮、好强、爱说爱笑
品质:助人为乐、热爱劳动、工作负责
兴趣爱好:爱唱歌、爱踢球、爱种花
(三)扣例文借写法

１．师出示例文«我的好妈妈»:找准了一个人的特点,怎样写出她

的特点呢? 用小黑板出三个问题,逐一讨论,师随机板书.
(１)她有什么特点? (板书:特点)
(２)通过哪几件事反映她的特点? (板书:事件)
(３)通过什么描写写出她的特点? (板书:外貌行动、语言神态、

抓特征)
教师:作者写了妈妈为我做饭的一系列动作,刻画得多细致啊!

写人物的动作,一定要细致.(板书:细致)
教师:从语言中你觉得妈妈是个怎样的人呢? 写人物的语言要

恰当.(板书:恰当)

３．师:我们通过研究«我的好妈妈»这篇课文,知道写人要通过外

貌、行动、语言来进行描写.除了这些,还要抓心理描写.(板书:心
理)注意神态心理描写必须真实.(板书:真实)

４．在进行刻画时,还要注意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
(四)列提纲即兴说

１．思考:你准备写谁? 他有什么特点?

２．请一学生上来按照小黑板上规定的题目、特点、事件、着重描

写的方面等项写提纲,其他同学在下面列提纲.

３．请演板学生说提纲,评议是否写出人物特点;请写各方面人物

特点的同学说提纲,评议是否能写出人物特点.
(五)学生习作,老师巡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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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价修改

１．师选择１~２篇存在明显问题的习作,在展示台上展示,让大

家讨论评议,并提出修改意见.

２．然后选择１~２篇写得较为成功的习作,让大家讨论评议,总
结出该习作的成功之处,让大家学习.

六、自主阅读园地

１．学生自由读短文.

２．回忆学过的批读方法.

３．学生自主地用学过的批读方法对短文进行批读.师巡视.

４．交流批读感受.

(张炯　邹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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