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９　烂漫的点地梅

教学目标

１．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理解本课的新词.

２．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优美词句.

３．能抓住重点词句,联系上下文,理解点地梅与高原筑路兵的共

同之处,从而体会作者对平凡而伟大的高原筑路兵的赞美之情.

４．学习文章借物喻人的表达方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读懂课文内容,理解点地梅与高原筑路兵的共同之处,体
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难点:学习作者赞点地梅就是赞高原筑路兵的这种借物喻人的

表达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歌曲«青藏高原»及点地梅、青藏铁路建设的资料.

教学课时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导入新课

１．媒体展示青藏高原的美景(可配«青藏高原»的歌曲),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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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情感.

２．同学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青藏高原,去认识生长在那里

的一种奇特的植物,请齐读课题———«烂漫的点地梅».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学生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２．教师检查学生认读生字、新词情况.

３．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教师根据学生回答相机板书:点地

梅　高原筑路兵)

４．文章中的哪一句话最能表达作者的感情? (抽生答,课件展

示.)
三、精读课文,体会情感

(一)体会点地梅的顽强和美丽

请同学们默读描写点地梅的段落,(３~１３段)看看点地梅给你

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把你的阅读感受批写在旁边.(教师根据学生

的回答相机板书:顽强 美丽)

１．精读感悟点地梅的顽强.
你从课文的哪些句子体会到点地梅的顽强?
(１)“它的根扎得很深,枝蔓却细小而矮,一丛一丛地几乎贴

着地皮,一团团地拥抱着土地.”

①点地梅到底拥抱的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呢? 你从课文的哪些

地方知道的? 让我们一起读读课文的第一段.

②同学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句子中的几个表示动作的词

语,请大家勾画出来.(扎、贴、拥抱)

③点地梅的根为什么要扎得很深,枝蔓为什么要贴着地皮,还要

一团团地拥抱土地呢?

④激情导读:是啊! 因为青藏高原常年天寒缺氧,四季冻土封

固,所以它的根扎得很深,枝蔓却细小而矮,一丛一丛地几乎贴着地

皮,一团团地拥抱着土地.
因为点地梅要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活下去,所以它的根

扎得很深,枝蔓却细小而矮,一丛一丛地几乎贴着地皮,一团团地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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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土地.
(２)“啊! 那棵植物居然活了,长出了一片片泛绿带黄的叶子.”
“居然”是什么意思? 从“居然”这个词语可以体会到什么? 咱们

一起来读出作者的惊讶和出乎意料的欣喜.
同学们,刚才我们抓住 “扎”“贴”“拥抱”“居然”这几个词语体会

到了点地梅生命力的顽强.你们又从哪些地方体会到点地梅的美

丽? 我们继续交流.(你们还体会到点地梅的哪些特点?)

２．体会点地梅的美丽(以读代讲).
“点地梅开花了,怒放的点地梅十分美丽青藏高原的天有多

蓝,云有多白,点地梅就有多美!”

①孩子们,这段话写得很美,请你们自由地读一读,试着读出自

己的感受.

②在天寒缺氧、冻土封固的冰天雪野,点地梅居然能如此艳丽地

开放,这种独特的美,不得不让我们惊叹! 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

这段话,相信你们会读得更好.(学生配乐齐读这一段.)

③点地梅既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也没有桂花的香气袭人,但它

却把自己的美丽和芳香留在了遥远的青藏高原.再读———青藏高原

的天有多蓝,云有多白,点地梅就有多美!
(二)体会高原筑路兵的平凡与伟大

１．点地梅的顽强与美丽让我们惊叹,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筑路

兵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感动呢? 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第１５段,边
读边勾画出最让你感动的语句.

２．学生交流,说出自己的感受.

①“如果我在青藏铁路工地上光荣牺牲我要亲眼目睹列车

在自己筑起的铁路上呼啸飞驰”学生交流到这句,教师可相机介

绍:要修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长的铁路,难度可想而知,已经有５５
个战士因修路而长眠在了青藏高原上.他们是怎样说的,又是怎样

做的呢?

②“妈妈去世了,作为长子却不能尽孝送终,他的心里该是多么

难过啊!”学生交流到这句,教师:是啊,虽然母子连心,但自古忠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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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两全!

③“作为父亲,一定希望第一个见到自己的孩子,也是因为要修

路,他却未能守在临产的妻子身旁,只能通过电话安慰妻子.”———生

说到这句,师:老师也被这个故事感动着.出示课件.
(１)请同学们字字入目,句句入心地读读这一段,看看哪些词语

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心急如焚)这个词语你们是如何理解的? 丈夫为什么会心急如

焚? (因妻子难产)难产会有些什么严重的后果? 可能是孩子死亡,
可能是妻子死亡,也可能是母子双亡.最亲最爱的人在生死边缘挣

扎,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说都是煎熬,而这种煎熬整整持续了一夜,
你们能想象出这一夜他是怎么过的吗?

(２)妻子难产,丈夫多么想陪在她的身旁,但他却远在青藏高原,
这怎不令他心急如焚? 一起来读读.此时此刻,年轻人教师引

读.
(３)既然他心急如焚,为什么不赶到妻子的身边呢?
教师相机小结:一个“心急如焚”,既让我们感受到了丈夫对妻子

的关爱,更让我们感到了高原筑路兵舍小家为大家,舍小家为国家的

崇高精神.
(４)(师指着课件最后的省略号)在青藏高原铁路工地上,像这样

感人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正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这样牺牲了家庭、
青春甚至生命的高原筑路兵以及家属的无私奉献,才筑成了这条举

世瞩目的天路.(播放课件韩红唱的«天路»片段以及火车在铁路上

奔驰的画面.)
(５)如果此时,你就坐在这列开往拉萨的列车上,在天路上奔驰,

你最想对高原筑路兵说的是什么? 请大家提起笔把它写在课后练习

第三题的下边.
(６)学生相互交流.教师相机评价———这样的战士,怎不令人亲

近,怎不令人敬佩? (相机板书:平凡伟大　可亲可敬)
四、体会借物喻人的写法

１．学生品读自己最受感动的语段.学了课文,我们都深深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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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点地梅和高原筑路兵,因此我们也发出由衷的赞叹:我喜欢唐古

拉山顽强而美丽的点地梅,更喜欢像点地梅一样可亲可敬的高原筑

路兵!

２．点地梅和高原筑路兵到底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抽生交流,教
师相机小结他们的共同之处———顽强、平凡而伟大,都具有无私奉献

的精神.

３．因为点地梅和高原筑路兵具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作者借点

地梅表达了他对高原筑路兵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这种写作方法就叫

做借物喻人.(板书:借物喻人)
五、回扣课题,升华情感

１．因为作者喜欢点地梅,所以他写下了这篇———«烂漫的点地

梅»(齐读课题)

２．课题中的“烂漫”都包含了怎样的意思呢?

３．让我们怀着对点地梅顽强生命力的敬佩,再读课题———«烂漫

的点地梅»;让我们怀着对高原筑路兵的无限敬意,再读———«烂漫的

点地梅»;就让点地梅不但盛开在青藏高原,也静静地盛开在我们每

个人的心里,再深情地读———«烂漫的点地梅».

附:板书设计

烂漫的点地梅

　　　　　　　　点地梅
借物喻人

→高原筑路兵

顽强 平凡、伟大

美丽 可亲可敬

(王玲　陶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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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妙极了”与“糟透了”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的生字,理解课文中生字组成的词语.
２．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弄清巴迪的父母亲的不同评价对孩子

分别起了什么作用.

３．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研读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

４．结合上下文和自己的生活积累,懂得在生活中应如何对待批

评与赞扬.

教学重、难点

重点:１．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出课文的主要内容.
２．体会对儿子的第一首诗,父母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评

价.
难点:体会在生活中如何面对批评与赞扬.

教学准备

教师:幻灯片(文字、图片).

教学课时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引入

一个人的童年往往对他将来的人生道路起很大的作用.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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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童年所受的教育起着很大作用.一个小朋友

童年就听到了这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妙极了”和“糟透了”
(出示课题,齐读),这会给他带来哪些影响呢?

二、了解课文大意

１．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２．检查生字的认读情况.

３．说说课文讲了谁的一件什么事.(学生围绕课题自由汇报相

互补充.)
三、自主发现,提出问题

你们已经初读了课文,感知了大意,知道了这篇文章写了两部

分,你认为哪部分内容比较难理解呢? 这一部分中你有哪些不懂的

或感兴趣的问题请提出来.
学生质疑,教师梳理并板书.
四、自主合作,探究问题

１．出示要求,自主交流:
课件出示:自学提示———
(１)请同学们把“我”的童年故事认认真真地读一遍.
(２)在小组内讨论交流:对于我的第一首诗,母亲和父亲各是怎

样评价的? 你赞成他们的评价吗? 为什么? (学生按要求在小组内

讨论交流.)

２．交流汇报:
(１)对于我的第一首诗,母亲是怎样评价的? 你赞成吗? 为什

么?

①自由汇报.

②指导朗读重点句.

③追问:我写的第一首诗真的是好到了极点了吗? 难道是母亲

不会欣赏吗? 原因是什么?

④你的生活中有类似的体验吗?

⑤你认为“妙极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２)对于我写的第一首诗,父亲又是怎样评价的? 你赞成吗?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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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①指名自由汇报.

②指导朗读重点语句.

③追问:你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吗?

④我们来假想:如果当时父亲也和母亲一样对我的诗大加赞赏

说“妙极了”,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⑤你认为“糟透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３．过渡:现在,我已经成了美国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回顾我的成

长道路,我感触很深,就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请默读第二部分,看
谁最先找得到?

①指名汇报.

②课件出示.

③教师范读.

④学生自由读.

⑤现在“为什么说仅有母亲的赞扬与肯定是不全面的”这个问题

大家明白了吗? (指名答)
追问:如果仅有父亲的批评与否定全面吗?

⑥今天,我想把它作为见面礼送给大家,大家愿意接受吗? 那就

请大家试着背诵下来.

⑦根据课件提示学生试着背诵.

４．根据课文内容回答.(出示幻灯片)
(１)在(　)中长大的孩子,将来必能自信,但过分自信,容易

(　),所以需要(　).
(２)在(　)中长大的孩子,将来容易(　),所以需要(　).
五、升华认识,延伸阅读

１．升华对“爱”的认识.
教师范读«爱»:
小小的童年,我幸运不随意,小小的童年,我快乐无忧虑,
严厉的父亲,慈祥的母亲,严厉的父亲,慈祥的母亲,
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的爱意,留给我永生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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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母爱似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

２．推荐课外读物«爱的教育».
总结: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妙极了”和“糟透了”这似乎完全对立

又相辅相成的话语,一直伴随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它们就像

两股方向相反的风,我得竭尽全力在这两股强风中驾稳我的船帆.

附:板书设计

“妙极了”与“糟透了”

赞扬

批评
　相辅相成,稳驾前行

(潘洪霞　袁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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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在急流中

教学目标

１．自主学习本课生字,并能理解和正确运用.

２．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３．联系上下文推想重点词句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体会年轻母

亲的坚强勇敢.

４．学习作者通过自然环境描写烘托气氛、衬托心情的写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联系上下文推想重点词句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体会年轻

母亲的坚强勇敢.
难点:学习作者通过自然环境描写烘托气氛、衬托心情的表达方

法.

教学准备

教师:课文插图

教学课时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识图说话,激趣导入

１．教师:平时老师都告诉同学们要在生活中养成仔细观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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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今天老师想看看同学们对自己观察能力的训练结果,请看这幅

插图,请同学们边观察边思考,然后用恰当的语言描述出自己在图中

的所见.

２．生畅所欲言后,请生归纳概括插图中描绘了哪两大景观? (江
水、妇女)这两大景观各具什么特点? (板书———江水:湍急　妇女:
勇敢)

３．师请生把这四个词连成一句通顺的话.(湍急的江水上一位

勇敢的妇女正划着竹筏.或一位勇敢的妇女在湍急的江水上赶路.)

４．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课文«在急流中».生齐读课题两

遍,师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并自主学习生字.师提示,不
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方法.

２．生概述文章主要写了什么事,并谈谈自己初步感受到的文章

的思想感情.(在汹涌湍急的江面上,一位年轻妇女背着孩子沉着勇

敢地逆流前行的事.感受到了妇女的镇定自若、勇敢自信以及

作者对妇女的钦佩、赞扬等感情.)
三、研读课文,突破重点

１．生默读全文,迅速找出文中与插图相对应的段落.(第４段)

２．生大声朗读具体描写插图的段落,思考:
(１)此时你就是大船上悠闲的作者,看到此情景,你的心情是怎

么样的? (意外、震撼、大吃一惊,师板书:震撼)你是从哪些重点词体

会到的? (竟是、年轻的母亲、居然、酣睡,板书:年轻母亲)
(２)生自行练读,读出作者的那种惊讶、难以置信,然后抽生读.
(３)在人物刻画上,作者采用了哪些细节描写? (神态、动作)这

样描写有何用意? (表现了妇女的镇定、平静、勇敢、坚强、沉着以及

对竹筏操控的游刃有余等.)
(４)男女生分别用朗读的方式感受妇女的镇定、平静、游刃有余.
(５)生想象襁褓中的孩子在颠簸和惊险中做着什么样的梦,并说

说做这种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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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细读课文,学习写法

学习文章前后呼应的写法:

１．小筏子渐渐远去,它在作者眼中变成了什么? (“一簇不息的

火苗”)这与前文什么地方相呼应? (与第３段结尾处“一朵随波漂流

的红杜鹃”相呼应.)

２．以上两处作者都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比喻)作者为什么要

这样比喻,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表达了作者对这对母子的美好祝

愿,感受到了作者对母亲奋力划桨的鼓励,对执著奋进精神的肯定

等.)
五、精读课文,体会感悟

再次感受人物,与作者的联想产生共鸣:

１．教师:贝江上的这一幕给作者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很难忘

记,师板书:难忘)为什么难忘? (“这一切,组合成一幅感人的图画”,
师板书:感人)“这一切”究竟是指的什么? (镇定的神态,坚定的眼

神,奋力划桨的动作,还有她那在襁褓中安睡的孩子,师板书:神态、
眼神、动作、孩子)

２．这是作者的感受,你还在文中哪些地方受到了感动呢? (例:
“急流汹涌的江面上,远远地出现了一只小筏子,就像一只小小的蜻

蜓,落在水里拼命挣扎着逆流而上.”)说说原因.(这个句子通过将

小筏子比喻成落水挣扎的蜻蜓,在汹涌的急流反衬下,突出了母亲的

坚强勇敢)小结这是一位怎样的母亲? (坚强勇敢、坚持不懈师

板书:伟大母爱)

３．是啊,这种源自伟大母爱的感动永不消失地存活在了作者脑

海中,于是他由此及彼地联想到了生活的急流,请勾画出相关语句

(文章最后一句),读读悟悟,分小组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在学

习的征途上我们应该如何勇敢沉着地面对那些失意、沮丧;在复杂多

变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各种挑战、诱惑、挫折.)
六、发现问题,探究难点

１．教师:伟大的母爱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在感动之余,同学们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请提出来,我们大家一同解决.(生能够质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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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１、２两段被老师忽略了.)

２．生默读１、２段,发现与后面几段的不同之处.(属于自然环境

描写.)

３．读读想想,这两个段落可不可以省略不写? 不能,又是为什

么? 师归纳小结.(不能,因为作者借“卷、打、翻腾”正面写出了江水

的急、险,实则是从侧面烘托出了当时紧张、危险的气氛;又借对江两

岸美景的描写衬托出了作者悠闲自在的心情,二者共同地为后文年

轻母亲泰然自若的出现作了铺垫.师板书:美景、悠闲、铺垫)
七、回顾全文,采撷精彩

１．作者用自己的双眼和内心见证、感受了年轻母亲用实际行动

书写了伟大而动人的母爱,她启示着我们也应该积极乐观,笑对生活

中的种种急流,请看黑板,抓住作者的心情变化这条线索,让我们满

怀崇敬之情读出对年轻母亲的敬意.

２．选择印象深刻的段落或句子进行背诵.

附:板书设计

(余乾坤　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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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把耳朵叫醒

教学目标

１．借助词典和课文内容理解词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２．了解“米老鼠”这个动画形象的创作过程,并从中受到启发.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沃尔特迪斯尼的创业故事.
学生:搜集米老鼠的各种动画形象.

教学课时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展示课题

１．出示迪斯尼公司创作的“米老鼠”动画图片,谈话引入.
这是谁? 是哪部动画片中的? 它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你知道

它是怎样诞生的吗?

２．答案全都藏在«把耳朵叫醒»里.请读课题.

３．你有什么想法或疑问吗?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勾画出你觉得难以理解的词语或句

子,借助词典或联系上下文理解.

２．同桌相互说说,相互交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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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说说课文大意.
(２)交流对词语的理解.
三、检查自读情况,集体汇报交流

１．全班交流文章的主要内容.
２．用心默读课文,找出文中能概括沃尔特迪斯尼创作“米老

鼠”的艰难过程的词语.(学生默读、勾画、同桌交流)

３．集体讨论,汇报自己找到的词语.
(１)给学生充足的自学时间,并引导学生集体讨论,互相补充,从

学生的发言中选择最恰当的词语.对学生的自学能力、概括能力及

时给予肯定.
(２)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贫困潦倒———相依为命———举步维

艰———灵光乍现———蜚声世界.
(３)读一读这些词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根本原因是什么?

请同学们再次阅读课文,勾画出相关语句仔细体会,并留下学习的足

迹(可以在句子旁边写一写体会).
４．读读自己感受最深的语句,并交流体会.
(１)“虽然报酬很低,但他仍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全力以

赴,不敢懈怠.”
面对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全力以赴,可见他工作非常努力,但

是仅有努力就能成功吗?
(２)“他熄了灯,陷入空虚与无望的黑暗中,周围静得可怕,又似

乎吵闹不休.”
“静得可怕”与“吵闹不休”看似矛盾,实际正是作者狂躁与绝望

情绪的生动写照.
(３)“他拉开灯赶走那只讨厌的家伙,但疲倦的身心让他干什么

都没劲,只好听之任之.反正是失眠,他就去听老鼠的叫声,他甚至

听到它在自己床边的跳跃声.”
“听之任之”“反正”这些词语说明画家最初是在无奈之下听老鼠

发出的声音的.
(４)“渐渐地,他听到了一种美妙的音乐,如一个精灵在这个寂寞

的午夜与自己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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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妙的音乐”、“精灵”、“相伴”这些词语可以看出作者在倾听

中对老鼠的态度和情感有了很大转变,他在倾听中发现了美,获得了

艺术的享受.
(５)“小老鼠使他的工作室有了生机,它成了他的朋友,他则成了

它的观众,彼此相依为命.”
瞧! 倾听让年轻画家在普通老鼠身上找到了爱.
(６)“那一刻,灵光乍现,他拉开灯,支起画架,画出了一只老鼠的

轮廓.”
伟大的创作过程似乎仅在一瞬间,但联系上下文,我们就知道,

创作的过程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倾听,经历了那么多的“举步维艰”,
才有了这一刻的“灵光乍现”,又怎能说是“一瞬间”呢?

(７)读课文最后两段,理解“原来,灵感只青睐那些愿意倾听的耳

朵”,“把耳朵叫醒,然后倾听世界.相信总有一个声音属于成功”这
两句话的意思.

灵感的获得需要我们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去感受,用眼睛细细

观察,用耳朵静静倾听,这样才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爱与美.
(８)结合自己对课文的理解,试着给课文另外取个题目,并说说

自己的理由.
四、课外结合,交流拓展

１．你觉得沃尔特迪斯尼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联系实际谈

谈生活中你受到了什么启发.

２．你还了解沃尔特迪斯尼的哪些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３．课后写一写读后感.
五、总结全文

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

中常有不如意的时候,如何把握机会走出困境,勇气和努力固然重

要,但有时光凭奋斗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去

感受,用眼睛细细观察,用耳朵静静倾听,发现在平凡甚至窘迫生活

中的爱与美,获取成功.
(廖凤霞　王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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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三)

教学目标

１．体会在一个句子里恰当运用反义词的效果.
２．能主动地积累«声律启蒙»中的对偶句,感受汉语语言文字的

音韵格律美.

３．能积极参与集体讨论,围绕主题大胆发表意见.

４．用心感受身边的凡人小事,体会蕴涵的真情,写一篇记叙文.

教学准备

学生:１．课外阅读、了解«声律启蒙».
２．留心观察身边的凡人小事,感受身边的真情.

教学课时

３~４课时.

教学过程

一、(比一比)温故知新

１．读一读:你发现了什么?
２．说一说:交流自己的发现.
教师引导学生仔细读句子,深入体会句子中反义词的表达效果.

３．赛一赛:进一步体会句子的表达效果.

４．找一找:在文中再找找这样的句子,边读边体会.
二、(对一对)语海拾贝

１．自由读读这两组对偶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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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种形式对一对,在字数等方面感受对偶的规律,感受句子的

节奏、声律美,鼓励学生积累.

３．展示其他对偶句,激励学生课外阅读.

４．练一练:全班共同练习写写对偶句.
三、(说一说)互动平台

１．默读互动平台中的对话,也可以分角色朗读.

２．集体讨论:从同学和老师的对话中,你了解了什么?

３．回忆总结本单元的另外两篇课文«在急流中»和«把耳朵叫

醒»,小组讨论这两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４．勾画并再读老师的话:“很多小事都可以成为我们习作的材

料,只要我们多留意、细思考,就不会为习作时找不到材料而犯愁

了.”结合平时的习作实践举例谈谈自己平常是如何找到习作素材

的.
四、(议一议)口语交际:应该录取谁

１．活动目标.
(１)能围绕中心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有条理地讲述理由.
(２)乐于参与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用语文明.
(３)认真倾听同学的发言,有不同的意见能与人交流商讨.

２．教学准备.
(１)课前了解职场应聘的一些故事,为这次的口语交际做好准

备.
(２)课前让学生准备口语交际中招聘故事的情境表演.

３．活动过程.
(１)情境表演,引出课题

①指名学生上台表演口语交际中的应聘故事.

②引出口语交际的主题:应该录取谁?
(２)合作学习,辩论交流

①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

②在小组内发表自己的见解,寻找观点相同的同学,丰富自己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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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集体学习,开展辩论.

①以“召开董事会”的情境激发学生的辩论兴趣.

②观点相同的同学组成一方,双方辩论.要求:大胆发言,声音

响亮,有自己的观点,辩驳有理有据,用语文明.

③看看谁的支持者比较多.学生推举出的“董事长”进行总结,
老师根据学情以“人力资源部顾问”的身份进行总结,总结时以幽默

的语言肯定学生在辩论中的突发表现,指出不足之处.要将学生的

注意点引向辩论的态度、语言的组织等方面.对辩论双方都要有客

观的评价.
(４)总结自己的收获.
五、(写一写)习作百花园

１．读习作提示,明确要求.

２．小组交流,介绍自己身边最感人的真实故事.

３．由小组推荐学生全班集体交流.

４．自由表达,完成作文草稿.

５．自己修改或相互修改,教师评价.

６．展示交流学生的优秀作品.举办“我身边的事”优秀习作展.
六、(学一学)自主阅读园地

１．自读短文,勾画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

２．同桌或小组交流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解决疑难的问题.

３．再读短文,体会文章情感.

４．将这篇短文讲给别人听.

(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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