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２　永不凋谢的玫瑰

教学目标

１会读、会写、会用本课的８个生字.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

事.

３抓住关键词通过朗读,体会小女孩真挚、淳朴的亲情.培养

学生从小具有敬爱长辈的思想感情,陶冶高尚情操.

教学准备

一束玫瑰花、生字卡片、«爱的协奏曲»的音乐带.

教学时间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情境,揭示课题

１出示一束玫瑰花,展示在讲台上.同学们,看老师给你们带

来了什么? 这是今天清晨老师特意从花市场买来的,仔细观察,说说

玫瑰花怎么样? 你们喜欢吗? (启发学生看看样子,闻闻香味)红艳

艳的花朵在绿叶衬托下显得真美,还不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老师

和同学们一样喜欢,有一位小女孩,她也很喜欢,大家想认识她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

２板书课题:永不凋谢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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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齐读课题.
二、自主读文,识写生字

１选择你喜欢的方式,通读全文,画出生字生词,读准字音,遇
到不理解的字词请工具书帮忙.

２同桌互相认读生字,交流识字方法.

３开火车认读生字.(矫正字音)

４抽读新词.(玫瑰、婴儿、气愤、观赏、甚至、制止、奖状、颤动、
凋谢、纯洁)

５重点指导“愤”“甚”“制”的书写.
三、整体感知,了解大意

１默读课文,想想:课文围绕玫瑰花写了一件什么事?

２汇报交流,老师相机指导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小女孩摘

了一朵玫瑰花,校长不但没有批评她,还奖给她两朵玫瑰花)
教师相机板书:小女孩、摘花、校长、奖励.
四、细读课文,品味语言,感悟文本

(一)引导质疑,激发探究兴趣.

１围绕板书,你最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什么?
小女孩摘的玫瑰花是什么样子的? 小女孩为什么要摘花? 为什

么小女孩摘了花,校长不但没有批评她,还奖励她?

２同学们提出了这么几个有价值的问题,那下面该怎么办呢?
请同学们自己读书解决行吗? 就请大家对照问题去读读相应的课文

段落,圈圈画画,同桌两人还可以进行讨论.
(二)探究问题、品味语言.

１文中怎么描写玫瑰花的样子的? 从这些语句中你体会到什

么? (玫瑰花很美丽,很惹人喜爱)

２带着喜爱的感情读读这些句子.(个别读,齐读)

３这么美丽的玫瑰花,一位小女孩竟然把最大的那一朵摘下来

了,在一旁看见的同学是什么反应,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位,你会想

些什么,说些什么?

４是啊,美丽可爱的玫瑰花被摘下了,怎不令人心疼,怎不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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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愤呢? 可校长为什么没有批评她,反而还奖励她呢? 谁来谈谈你

的体会?
(学生交流时,相机出示校长和小女孩的对话)现在你们来做校

长,老师来做小女孩,你们来问问看,看看能不能问出你们想知道的

答案.
学生问,师答(语气不好的不回答,语气好的回答.引导学生用

温和亲切的语气来说)为什么校长用这样的语气? (发现小女孩已经

不知所措了,为了消除她的紧张)

５同桌试试这样的语气,是不是更能让人接近.

６指名读,分角色读.

７通过询问,我们不仅解开了心中的疑团,而且还知道小女孩

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是为了让奶奶高兴而摘花,还心想着让奶奶看

后再送回来.校长被小女孩的善良美好的心灵打动了,所以奖给她

两朵玫瑰.

８齐读校长赞扬小女孩的话.

９出示最后一段,自由读读,谈谈自己的理解.
总结:是啊,小女孩送的玫瑰花里包含着对奶奶的美好祝愿,一

份孝心.纯洁、善良、美好的心灵像芬芳的玫瑰一样美丽动人,永远

不会枯萎,永远不会凋谢.
五、总结升华,拓展延伸

１读到这里,几个问题都理解了,此时你们一定有很多话想对

小女孩说吧?

２老师也被这一位纯真懂事的小女孩感动了,忍不住想吟诵一

首小诗,读给你们听.(配乐朗诵,字幕滚动)
永不凋谢的玫瑰

清晨,玫瑰花上闪动着露珠,小女孩摘下最美的一朵,
轻轻放在奶奶的枕边.表一份心愿,道一声祝福,
奶奶的脸上漾起了微笑.艳艳的花瓣,像绒布一样柔软,
淡淡的清香随风飘散.小小的女孩像露珠一样透亮,
你美好的心灵不正是那朵永不凋谢的玫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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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齐读小诗.

４最后,请同学们给老师帮个忙,今天,老师特意买来了这一束

美丽的玫瑰花,课也结束了,这束花该怎么处理呢? 老师想请你们出

出主意.
(１)送给课文中的小女孩.
(２)送给同学们.愿你们就像那一朵朵带着清香的花.

附:板书设计

永不凋谢的玫瑰

小女孩 → 摘花　　校长→ 奖花

美好的心灵　　永不凋谢

(钟尽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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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和平鸽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１０个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２读课文,知道为什么毕加索笔下的鸽子会成为和平的象征.

３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热爱和平,关注人类命运的情操.

教学准备

教师:词语卡片、和平鸽图片、战争图片或录像.
学生:搜集有关和平鸽的资料.

教学时间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流资料,导入课文题目

同学间相互介绍有关和平鸽的资料,揭题板书.
教师出示和平鸽图片,归纳介绍:据«创世纪»中记载,当地球洪

水泛滥时,诺亚等避入方舟得以保住性命.一天,他放出鸽子去探测

洪水是否已经退了.当鸽子飞回来时,嘴里衔着一枝橄榄枝,于是诺

亚知道洪水已经退了,地上已经平安了.后来,人们就把鸽子和橄榄

枝作为和平的象征.
二、自读课文,认识生字

１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要求读正确:读准字音,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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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减字.教师巡视指导,收取反馈信息.

２检查生字词语的认读情况.
出示词语卡片.认读词语后离开语言环境单独认生字,注意读

音,强调“牺”的写法,还可以给生字扩词.

３自读课文,初步了解课文讲述了一件什么事?
三、介绍背景,激起共鸣

教师简单介绍二战的基本情况,展示背景,拉进学生与文本间的

距离,激起情感共鸣.
教师出示战争图片或录像介绍:１９４０年里的一天,德国法西斯

匪徒攻占法国首都巴黎.许多妇女儿童和无辜的老百姓都惨死在战

火中.残酷的士兵连小孩,甚至一只鸽子也不放过.我们课文中的

小柳辛就是惨死在这场战争中的.
四、感情朗读,质难解疑

１自由练习有感情地朗读第３段.

２小组讨论怎样读才能表达对法西斯的仇恨.学生试读.

３抽读,评价.
教师指导生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命运的变化而逐渐增强

朗读的力度.可将该段划分为几个层次,每个层次的感情要有起伏.
如开始可以稍微平淡一些,从“小柳辛一看扔下去”语气要强,读
出对法西斯暴行的仇恨和对小柳辛的崇敬;“小柳辛当场掐死

了”这种凄惨的情境语气稍弱,表达对小柳辛和鸽子的同情.

５教师范读,学生感悟.

６小组比赛读.

６质疑:小柳辛为什么会死? 他养的鸽子为什么会死? 小组合

作,讨论交流,解决后汇报.
让学生通过讨论树立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思想与感

情.

７有感情地齐读第３段.
五、抓重点词句,细读课文

１自读课文其他段落,勾画出能表现毕加索对法西斯的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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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向往的句子.
(１)一天,毕加索坐在桌前,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心情非常沉

重.
提问:毕加索的心情为什么沉重? 他在担心什么?
(２)听完老人的血泪控诉,毕加索的心在颤抖.
提问:毕加索的心为什么会颤抖?
(３)“行,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毕加索一口答应.他心里充满

对法西斯的仇恨,充满了对和平的向往.

２同桌交流,互相帮助,互相启发.

３全班交流,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相机出示重点词,引导学生

在读中悟,悟中读.突破课后思考题:为什么毕加索笔下的鸽子会成

为和平的象征?
六、读写并进,拓展升华

１观看有关战争的图片或录像,激发学生热爱和平、关注人类

命运的责任感.

２你希望和平鸽飞到哪里? 带去什么心愿? 把它写下来.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谈谈自己知道的国际新闻,然后画一画、写一

写,最后议一议把这些表达和平心愿的作品寄往哪里,或者送给哪里

的小朋友

３汇报,交流,展示(贴于黑板).
七、课后作业

１完成课后“自主积累”.

２抄写生字、词语.

３把有关和平鸽的故事讲给家长听,请他们也说说自己对和平

的向往.

(张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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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太阳,你好

A案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并能正确书写.
２用读、思、评结合的方法,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太阳最爱孩

子”的含义.

３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文章时边读边思考并能提出问题.

４学会感受和欣赏真善美的事物.

教学重点

１用读、思、评结合与边读边思考的方法,理解课文内容.
２学会感受和欣赏真善美的事物.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多媒体或教学挂图、朗读录音带或用于配乐的

磁带.
学生:搜集了解有关太阳的资料.

教学时间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猜谜激趣,导入新课

师:一位老公公,面孔红彤彤.晴天早早起,按时来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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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太阳就天天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今天,我
们就来学习«太阳,你好»这篇课文,看看太阳都为小朋友们做了些什

么? (师画出太阳简笔画)
二、配乐欣赏,感知全文

１．老师自己配乐范读.辅之以多媒体幻灯片或挂图,展示文中

所描绘的景象.

２．小组合作,借助生字卡片互教互学,巩固生字读音.
三、初读课文,理解大意

１．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２．指名分段读课文,整体把握课文大意.(注意纠正字音)

４．齐读课文,思考: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太阳”的?

四、美读交流,感悟体验

(一)学习第１段.

１．齐读第１段,结合旁批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２．生自由交流,在不明白的地方做上旁批,全班交流.(鼓励学

生联系上下文来理解字词,对拟人的修辞手法进行提示、指导)

３．有感情地朗读第１段.
太阳行走在天上.他看见的东西最多,他听说的故事最多,他知

道的事情也最多.(“最多”一词重读)
指导读———师生点评———分组赛读.
太阳这么见多识广,那他都看见些什么,听见些什么,知道些什

么呢?
(二)学习第２~１４段.

１第２~３段(可依据学生回答进行变序教学).
(１)学生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研读,边读边思考并提出问

题,为什么喜欢它? (字词方面鼓励学生结合上下文,借助工具书或

小组相互讨论自主解决)
(２)你看到了一幅什么画面,相互议一议,并把自己感受到的批

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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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班交流自己读后感受到的美景.根据学生发言,师相机出

示挂图或多媒体教学课件,让生看看太阳怎样放出温暖,使一切变得

美好的.可以淡淡地画出简笔画做板书背景.
(４)多形式有感情地朗读.
先自己美读,也可以同桌合作读一读;再指名读———互动点

评———分组或男女生赛读.

２第４段.
“他知道小朋友们爱吃水果,就发出光来,放出温暖来,叫瓜田长

出了蜜,果林挂满了甜.”
(１)学生说出自己喜欢的部分,教师相机展示课件或挂图.
(２)生根据自己朗读后的旁批,说说自己喜欢这部分的原因以及

自己的感受、想象.
(３)这里没写瓜田长出了瓜,果林挂满了果.这种写法真新颖,

你喜欢吗? 在习作时,如果同学们多用这样新颖的写法,文章就会显

得更有趣.
(４)学生多形式、有感情地朗读.

３第７~１１段.
(１)运用前面“读、思、批”的学习方法,边读边思考太阳还看见了

什么,他看见这些之后会想些什么,自己批在课文旁边.
(２)全班交流朗读后的感受.
(３)多形式有感情地朗读第７段.
师领读,感受太阳的爱憎立场,讴歌真善美.
太阳高高地行走在天上,世界每个角落他都走到了,他看见了些

什么呢?
生接读.“全世界好的一切他都看见了,全世界坏的一切他也全

看见了;全世界美的东西他都看见了,全世界丑的东西他也全看见

了.”
(４)太阳他也像小朋友们一样有感情的啊,他爱———(师领读,生

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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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善良的人们.
爱———勤劳的人们.
爱———智慧的人们.
爱———勇敢的人们.

配上活泼欢快喜悦的音乐,指导学生抓住“善良”“勤劳”“智慧”“勇
敢”,有感情地朗读,同时以饱满的热情来感染学生.

(５)师:太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美好的人生目标,我们也要努力

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做一个善良、勤劳、聪明、勇敢的人.
(６)有感情地朗读７~１１段.

４第１２段.
(１)听录音或教师范读,边听边批下自己的感受.
(２)全班交流.
(３)师领读,生接读.
太阳最爱什么?
“太阳最爱孩子.”
太阳爱什么样的孩子?
“一切到太阳下来的孩子,他全部爱,爱白皮肤的孩子,也爱黄皮

肤的孩子;爱黑皮肤的孩子,也爱棕色皮肤的孩子.”
咱们看看旁批:“这句话揭示了太阳最爱孩子的原因.”哪句话

呢? 一起读一读.
(因为,在孩子身上,寄托着人类的理想和希望)
(３)个别朗读,师生点评,全班齐读.

５第１３、１４段.
(１)太阳微笑着行走在天上,他会为自己最爱的孩子们做些什

么呢? (联系上下文说说,总结回顾,自由发言)
(２)太阳最爱孩子,为孩子们做了许多好事,那我们跟太阳问声

好吧! (师示范把手放在嘴边喊)
生:太阳,你好!
五、配乐美读,评价比赛

１．配上音乐,自由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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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组推荐或自荐,参加美读比赛.

３．师生共同评价,评选读得好的同学给予鼓励.

４．模仿读得好的同学再读课文,选择自己喜欢的句段试着背诵.
六、课外拓展

太阳最爱孩子,他为小朋友们做了这么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呢?
学生小组讨论后,全班交流.
七、教师总结,升华情感

太阳行走在天上,看见许多东西,他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他最

爱孩子,因为孩子是人类的希望.希望同学们不要辜负太阳对你们

的期望,努力成长!
八、自由背诵、积累

１．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２．自主积累好词佳句.

附:板书设计

(背景上可以淡淡地画上小河、树林、花果、鸟儿)

　　　　　
　　　　　 　你好

爱善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　　
　　　　　　最爱孩子　　

(张扬)

B案

教学目标

１学习本课生字词,能结合上下文理解“山巅”“滋润”“寄托”等
词语意思.

２培养学生边读书、边思考、边想象的读书习惯.

３引导学生感受太阳公公博大无私的爱,学会感受和欣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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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的事物,培养儿童美的情感和社会责任感.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结合重点词句,在反复吟诵中感受太阳对人类的无私

馈赠,以及借太阳的目光来赞美自然,赞美儿童,赞美真善美.

教学难点

理解“在孩子身上,寄托着人类的理解和希望”这句话的意思,感
受作者借太阳的目光表达对孩子们的希望.

教学准备

１准备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用于板书.
２准备比较清新、优美的音乐带用于配乐朗读.

３适当准备一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多媒体图画.

教学时间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１谈话导入:孩子们,你们喜欢太阳公公吗? 瞧! 今天它来到

了咱们课堂上.(师出示并贴太阳公公图片)让咱们伸出手一起向太

阳公公打个招呼吧! (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向太阳问好)

２(多媒体出示相关图片)师伴音朗诵: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微
笑着行走在天上,将阳光洒满大地,将温暖滋润万物.到处鸟语花

香,流水潺潺.太阳公公给咱们带来了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 孩

子们,你们想对太阳公公说点什么呢?

３引出课题:今天就让咱们带着对太阳公公的爱,一起来学习

３４课———太阳,你好(生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自由读课文,注意把课文读通顺,读正确,遇到生字时借助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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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多读几次.

２生自由初读.

３检查生字词认读情况.

①(多媒体出示生词)指名认读生词,教师相机正音,指导认清字

形,同桌互读检查.

②齐读生词.

４检查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的情况.
师:生字都认识了,下面请同学们再快速地读一读课文,看看课

文主要讲了什么?

５指名回答,师小结:是呀! 太阳公公用它的光和热给我们带

来了一个多美的世界呀!
三、品读吟诵,读中感悟

(一)学习２~６段.

１那么太阳公公到底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美好的世界呢? 请

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第２~６段.
出示:品读建议

　　１自由地读一读第２~６段,结合旁批边读边思考:太阳公公为

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美好的世界?

２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段落多读几次,边读边体会.可以把自

己的感受写在旁边,如果有不懂的问题也可以和同桌议一议.

２学生按照品读建议进行个性化的阅读.

３集体交流,老师相机点拨,出示画面,进一步感受大自然的

美,太阳公公对孩子们的爱.
问:谁愿意来读读自己勾画的句子,谈谈你的感受.
重点指导以下:
(１)品读第２段.

①指名读.

②除了看见山巅的积雪融化,流水潺潺,你还看见些什么? 听见

些什么? (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

③让我们带着心中的喜悦,带着自己的感受美美地读一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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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读)
(２)品读第４段.

①下面请同学们再仔细地读一读这段话,想想你有什么问题吗?

②为什么不写瓜田长出了瓜,果林挂满了果,而写瓜田长出了

蜜,果林挂满了甜? 这个问题提得真好! (分组读,边读边思考)
多媒体出示两句话:

叫瓜田长出瓜,果林挂满了果.
叫瓜田长出了蜜,果林挂满了甜.

③能读出心中那甜如蜜的滋味吗? (指名读,评议,齐读)

④从瓜田长出了蜜,果林挂满了甜你还体会到什么? (多媒体播

放反映果林丰收的画面和音乐)师再问:从瓜田长出了蜜,果林挂满

了甜你还体会到了什么? 相机点拨(孩子们的欢乐,农民伯伯丰收的

喜悦).

⑤小结:一个“甜”一个“蜜”,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瓜果的甜,还
感受到了孩子的欢乐,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这种写法真妙呀! 让咱

们读出自己的感受吧! (齐读这一段)
(３)品读第６段.

①指名读.

②体会“滋润”的意思.

A孩子们,当你非常口渴时,喝一杯清凉的水,你感受怎样?

B水分充足,感到非常舒服,这就是滋润的意思.

C问:太阳公公用他的光和热滋润了鸟儿的歌喉,让它快乐地

歌唱,滋润了山川,它还滋润了什么?

③小结:太阳公公用他的光和热滋润了世间的万事万物,给小鸟

创造了一个多美的家呀! (播放多媒体课件:鸟叫声)让我们和小鸟

一起用自己满心的爱歌唱大自然,歌唱那滋润万物的太阳公公吧!
(齐读课文２~６段)

４太阳公公还知道些什么,还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谁能当当

小诗人继续往下说.(生展开想象自由谈)
多媒体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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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公公还知道小朋友喜欢 ,就放出光来,发出

温暖来,让 .

５太阳公公用他的光和热给咱们带来了一个多美的世界呀!
让我们满怀心中的感谢向太阳公公说一声———太阳,你好! (生再次

齐读课题)
(二)学习７~１３段.

１引读第７段.
师:太阳公公就这样每天微笑着行走在天上,全世界美的东西他

都看见了,全世界丑的东西他也全看见了,然而太阳公公爱什么? 最

爱的是什么呢? (教师引读相关段落,板书:最爱孩子)

２为什么太阳公公最爱的是孩子? 请同学们带着问题再仔细

地读一读第１２段,边读边思考.

３生自读思考.

４集体汇报.
相机点拨:
(１)(多媒体出示第１２段最后一句)齐读.
(２)(多媒体出示反映战争、饥饿的图片和音乐)是呀! 太阳公公

不仅看到了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更看到了贫困、饥饿、战争、流
血.问:孩子们,你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师小结:没有饥饿,没有战争,让世界充满和平,这就是人类共同

的理想和希望.而要实现着一切美好的愿望需要我们全世界的少年

儿童去共同创造,所以说,太阳公公在孩子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理想

和希望.所以,太阳公公最爱孩子.
一切来到太阳下的孩子他全都爱.
(板书:一切孩子全都爱)
(３)孩子们,让咱们齐读这一段话,感受太阳公公在咱们身上寄

予的殷切希望吧!
四、回顾全文,拓展延伸

１面对太阳公公如此博大而深沉的爱,你们想对太阳公公说点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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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结:孩子们,让我们带着对太阳公公的问候,带着对太阳公

公的爱,带着心中的感激,再向太阳公公道一声:太阳,你好! (生再

次齐读课题)

３太阳公公为我们帮了那么多事,我们又能为太阳公公做些什

么呢?
多媒体出示:

课后建议:
可以当当小画家,画出你心中的太阳.
可以当当小诗人,写一首歌颂太阳的诗.
可以当当歌唱家,唱一首赞美太阳的歌.
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诗句背一背.

附:板书设计

(彭世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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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元　日

教学目标

１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
２有感情地诵读古诗,背诵古诗.

３理解诗句内容,感受诗句中渲染的“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
节日气氛.感受诗中表达的全民族欢度佳节、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

教学重、难点

指导学生了解诗句的意思,说说自己的理解.

教学准备

字典、生字词语卡片,课文插图.

教学时间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揭示诗题

１孩子们,你们喜欢过年吗? 说一说,你们家里都是怎样过春

节的? (指名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自由反馈)

２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一首描写欢度新春佳节的古诗,教师板

书课题,解释课题.(元日就是农历正月初一)
二、学生自读,读通古诗

１教师范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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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生借助拼音自读古诗.

３指名朗读,师生共同正音,注意强调“竹”“除”“苏”“曈”等平

翘舌音和后鼻音.

４认记生字.告诉学生:如果认识了诗中的生字,就能把这首

诗读得更好听.

５出示生字卡片,学生开火车认读.

６指名读,交流识记生字的方法.
三、自读自悟,理解诗意

１根据自学提示展开自学.
出示自学提示:
(１)自由读诗,结合书中注释或工具书、课外资料等理解诗句意

思.
(２)把自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标出来.

２合作小组交流.
四、品词赏句,想象悟情

１教师出示课文插图,引导学生说说画面上的内容,感知元日

热闹的景象.

２课文中是怎么写的呢? 再读古诗.

３汇报前两行诗的自学情况,说说前两行诗的意思.(借助“一
岁除”和“屠苏”的注释,理解诗意)

４诵读诗句并展开想象,你从前两行诗中体会到什么? 你此时

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５读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自己的话说

说诗句的意思和你的感受.

６说说你看到了什么,你想说点什么?
引导学生从“曈曈日”“新桃换旧符”处想象:人们对新的一年充

满了新的希望,寄托了人们对来年的美好祝愿.备注:在学生理解诗

句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引导学生反馈搜集到的资料,了
解有关春节的知识.如:为什么贴春联? 为什么放鞭炮等.

７指导朗读.(配上欢快的古典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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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你体会到的欢乐热闹的气氛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抽生

读,男女生比赛读,全班齐读)

８指导背诵.
(１)分组接背诗句.
(２)指定学生背诵.
(３)小组比赛,哪组背得好.
(４)同桌互相背.
五、拓展延伸

１过春节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怎样? 为什么? (感受春节快乐、
幸福、热闹的场面)

２你们最喜欢春节里的什么节目? 为什么?
六、布置作业

想象这首诗描绘的景象,试着写下来.

附:板书设计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热闹、欢快

(钟尽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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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中国结

教学目标

１会正确认读本课生字词.

２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思想感情,理解中国结的寓意.

３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中国结的饰物或多媒体课件有关中国结的资料.

教学时间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１同学们,我的一位外国朋友要我给他寄去一件最能代表中国

特色的礼物,你们猜我寄去了什么呢?
(可能:京剧脸谱、唐装、中国结)让生说说为什么.
“一缕红丝线,交错结龙凤.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大家猜

猜是什么?
出示中国结,然后板书:中国结.

２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有关中国结的课文.
你对中国结有哪些了解? 还想对它了解些什么?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可能是:中国结的历史、中国结的特征、

种类、作用、为什么喜欢中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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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想了解的内容真不少,现在大家读一读课文,看看读完课

文后,你对中国结有什么新的了解?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词

１自读课文,随文认读生字词.

２同桌互相检查认读课文情况.

３说一说读完课文后对“中国结”又了解到了些什么?
三、精读课文,理解感悟

随学生的回答,学习各段.

１中国结的由来.什么叫“结绳记事”.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

聪明才智.练习朗读.

２中国结的种类.实物(或多媒体课件)展示各种各样的中国

结,结合学习第３段.

３中国结的寓意.了解“寿桃结”“同心结”蕴含的寓意.随机

理解:“含蓄”“贴切”.现在在很多的家庭中都挂着中国结,这有什么

寓意? 你还看见哪里挂着中国结,它有什么不同的寓意? 体会为什

么这些美丽的结绳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结”(中国结是炎黄子孙心连

心的象征).为什么说“中国结”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

４看着这些做工精巧、寓意贴切的各式绳结,你想说点什么?
为什么说“中国结”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 结合第３段“心灵手巧

的中国人,运用丝绳不同的颜色、粗细与柔软度,来往穿梭,编织成各

式各样的绳结”.练读第４段,读出敬佩、骄傲、自豪的语气.

５如果中国结挂在外国的朋友家中,有什么寓意? 学习第５段.
四、美读练习

你喜欢中国结吗? 为什么? 从课文中找一找自己喜欢的段落,
读一读.

五、作业

１摘录优美的词语和句子.

２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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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七)

A案

教学目标

１学习顺序颠倒后意思不变的词语.

２搜集描写春天的诗句,感受古代诗歌的美.

３读懂故事,理解成语.

４能用普通话大方地向大家介绍你了解的传统节日.

５习作:给你印象最深的节日.

６自主阅读«我不是最弱小的».

教学准备

１搜集描写春天的诗句.

２查找资料,了解传统节日的含义和特点.

教学时间

４~５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学习顺序颠倒后意思不变的词语

１学生自读这些词语,想一想,这些词语有什么规律和特点.

２交流自己的发现,即词语顺序颠倒后意思不变.

３再读一读,悟一悟,体会这些词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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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词语吗? 再说几个这样的词语.
二、语海拾贝:搜集描写春天的诗句,感受古代诗歌的美

１读一读这些诗句,想一想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２让学生说说它们的相同之处(都是描写春天的诗句).

３品读诗句,感受古代诗歌的美.

４你还知道哪些描写春天的诗句?

５全班交流,记下自己喜欢的句子.
三、点击成语:成语积累

１自读成语故事,读准字音.

２提出自己不懂的地方.

３理解“火树银花”这个成语,并能用自己的话说出成语的意思.
四、口语交际:说说传统节日

１老师引语:一年里有许多有意义的传统节日,每个节日都有

自己的含义和特点.你了解多少,愿意向同学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

传统佳节吗?

２学生读题,明确口语交际的内容.

３明确口语交际的要求:说的同学要用普通话,做到说得清楚,
听的同学要认真听,做到听得明白.

４学生在小组内介绍自己了解的传统节日.

５评一评,看谁说得清楚明白,每组推出说得最好的一位同学.

６各组推出的同学上台交流,大家评一评谁说得最清楚,最生动.

７师总结,充分肯定学生在课外认真查阅资料的积极性,鼓励

学生多读课外书,还要学会在生活中积累知识.
五、习作:印象最深的节日

１引导语:从小到大,我们过了很多个节日了,想想看,哪个节

日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把它写下来,让别人也来分享你的感受,好
不好?

２学生读题,明确要写的内容以及写作要求.

３回忆一下在节日里你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想到些什么再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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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生独立完成习作草稿.

５老师选１~２份习作,在全班评议修改.

６学生自改或互改习作.
六、自主阅读:«我不是最弱小的»

１学生自读短文,要求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
２勾画自己喜欢的好词佳句或语段,多读读.

３学了这篇短文,你明白了什么?

４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想办法记住,丰富语言积累.
(杨芳)

B案

教学目标

１通过“温故知新”,感受语言表达的丰富.
２通过“语海拾贝”,积累描写春天的诗句.

３自读成语,了解成语的意思.

４通过“口语交际”,了解传统节日的习俗.

５通过习作,学会留心生活,用心感受,写清事情经过,做生活

有心人.

６通过“自主阅读园地”,感受小萨沙美好的心灵.

教学准备

搜集描写春天的诗句.
了解传统节日的习俗和搜集自己过节的照片.

教学时间

３~４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１自读四组词语,体会每组词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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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交流发现的结果.

３再说几个这样的词语.
二、语海拾贝

投影出示句子.

１指名读句子,感悟诗句的意思.

２指导背诵诗句.

３你还知道哪些描写春天的诗句?
三、点击成语

１自读成语故事,不懂的地方提出来讨论.

２指导用“火树银花”说话.

３讲讲这个故事.
四、口语交际

(一)教学目标

１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节日说一说.

２能把内容说清楚.

３学习评价别人的讲述.
(二)教学准备

了解传统节日的有关习俗.
搜集自己过节的照片.
(三)教学过程

１传统佳节知多少.
(１)抢答: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哪些传统节日?
(２)找朋友.出示一些节日名称和习俗,连线.
如:元宵节　　赏月

中秋节　　赏灯

清明节　　踏青

２争先恐后话佳节.
(１)四人小组内交流自己感兴趣的节日,可以介绍节日的传说、

过法、习俗.要求把话说清楚.
(２)推荐代表在全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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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七嘴八舌来评价.
(１)评价要求:把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介绍清楚明白.
(２)评选最佳讲述者和最佳评价者.
五、习作百花园

(一)教学目标

１结合口语交际课的介绍,选择印象深刻的节日写下来.

２要写清楚在节日里看到的、听到的、做过的、想到的.

３尽量在习作中用上平时积累的词语.
(二)教学过程

１审读习作要求.
指名读,其余学生勾画出本次习作的内容和要求.

２回顾口语交际课的内容,选择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节日讲给

同桌听,要求讲清节日里看到些什么,听到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想到

些什么.

３集体交流,互相评议,相互启发,提出改进意见.
(学生各抒己见,教师相机作出恰当的归纳,提醒:要恰当用上平

时积累的词语)

４学生起草习作.

５学生自读修改,再在四人小组内朗读自己的习作,让别人与

自己一起分享.

６集体交流评议,修改.

７欣赏佳作.
六、自主阅读园地

１学习«我不是最弱小的».
(１)自读短文,勾出自己喜欢的语句.
(２)交流自己喜欢的语句并有感情地朗读.

２学习«唐诗帮我学作文».
(１)自读短文,勾出自己感兴趣的诗句.
(２)谈谈自己读后的心得体会.

(况娟　龙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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