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学会本课的生字，能正确、工整地书写生字及所组词语。

2. 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大熊猫贪吃好喝的生活习性，产生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

3. 主动积累自己喜欢的段落。在读中感悟把句子写具体的基本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查证我国仅存大熊猫的数量及大熊猫繁殖方面的有关资料；生字卡片；箭竹的图片。

学生：搜集有关大熊猫的资料。

教材简析

儿童最喜欢动物，他们对动物最感兴趣，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更是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课文从大

熊猫的外表谈到它的贪吃，再谈到它的好喝，抓住儿童的兴趣指向，引领孩子满怀向往地去探寻大熊猫王

国里的趣事。文章用浅显易懂、俏皮上口的语言将肥胖、慵懒、憨厚、可爱的大熊猫形象活脱脱地展示在

读者眼前，使孩子对它的喜爱之情油然而生，为教师对学生进行保护动物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教

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尽量通过自主阅读去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通过想象等方式去感悟大熊猫的慵

懒憨态与可爱。本课的重点在题眼“可爱”，要引导孩子从具体描写中体会熊猫的“可爱”。要鼓励学生

自主识字。

建议 1～2课时完成。

＊ 去掉“可爱的”，对比读课题，感悟“可爱”一词画龙点睛的作用。

＊ 黑白两种颜色的勾勒，加上“胖胖的”、“短短的”、“滑滑的”等叠词的运用，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

大熊猫外形的可爱。这段简单易懂，可让孩子运用自己稚气的童声细读细体会，或对比课后第二题一、二

句话，进一步体会大熊猫的可爱之处，发出由衷的感叹。

＊ 第二段主要写大熊猫的吃，引导学生勾画出大熊猫吃竹子的动作、神态后，边读边想象，在想象空间里

再现大熊猫贪吃的模样。

箭竹：竹子的一种，秆高 3米以上，深绿色，它的嫩枝叶是大熊猫爱吃的食物。

＊ 第三段从贪喝的角度描写了大熊猫的可爱。可让学生按照第二段的学习方法自主学习本段。即首句是中

心句，后面则是围绕这一句进行具体描写的。

＊ 从“喝干了又流满”、“流满了又被喝干”、“直到再也喝不下了才罢休”可以看出大熊猫的“贪喝”。

＊ 从性格上突出大熊猫的淘气与可爱。连续使用的几个动词：“闯”、“偷吃”、“扔”、“挂”，活脱

脱地展现了一个淘气的大熊猫形象。让人读来是既恼它，又爱它。这里，要放手让学生快乐地阅读，从朗

读中感受大熊猫的可爱。



＊ 教师可抓住大熊猫的形象、动作、性情，归纳小结，引发学生积极思考，谈谈大熊猫给自己留下的印象，

进一步表达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然后过渡到学习最后一段，读一读，勾一勾，说一说为什么大熊猫受到

各国人民的喜爱。朗读时，可比较课后第 2题的两个句子，让学生在比较中体会句子表达的作用。

＊ 本课生字可以组对进行对比教学，如“扯”和“撕”同是形声字，教师可引导学习。“克”是重量单位，

可引导联系生活记忆。书写中，左右结构的字较多，要让学生先观察各部件的位置先动笔。“鹿”字教师

可做范写指导。

＊ 课后 1题：引导学生有感情地品读课文，细细品味大熊猫的可爱，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有意识地

积累、丰富自己的语言。

＊ 课后 2题：让学生以读悟意，在读中明白大熊猫的可爱之处和备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原因；通过比较

让学生发现：第一个句子比较简洁，第二个句子比较具体。如：第一句只写了大熊猫的可爱，第二句具体

写出了大熊猫的可爱的地方。

＊ 课后 3题：注意对学生读书习惯的培养，让孩子边读书边想象。同时也暗示了抓住重点探究学习的读书

方法。此题可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完成。＊ 自主积累：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感受，有的学生觉得大熊猫长

相可爱，有的认为它吃食的样子可爱，有的认为它喝水的姿态可爱，还有的认为它的淘气也很可爱……要

给学生自主选择积累的空间。学生积累语言后，可组织交流，说说自己积累这些词句原因。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1. 教师播放课件，以形象的大熊猫生活片断吸引学生。

2. 以三个问题为谈话纲要，揭示课题。

（1）孩子们，刚才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动物？

（2）大熊猫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3）你了解大熊猫的哪些知识？能给大家说说吗？



二、自读课文，感知整体

1. 自由读文，做到正确、流利。

2. 指名分段读文，大家集体评议，以求改进。

3. 以分组或分男女等形式比赛读。

4. 教师提问：你能发现课文与课题有什么关系吗？启发孩子找准文眼，从课题出发，整体感知课文。

三、自主识字，交流评议

1. 读生字组成的词语，同桌互查互教。

2. 个别读，师生共同评议。

3. 师出示字卡，以小老师教读、开火车读、扩词、比赛读等多种形式自主识字。

4. 交流识字方法。

四、品读课文，指导朗读

1. 默读课文，想想课文五段各写了什么内容。勾画出相关语句。

2. 学生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分组讨论学习。要求：（1）勾画出描写相应内容的词句。（2）边读边想象大

熊猫的生活习惯特点。

3. 全班交流汇报。

4. 学习课文后，你对大熊猫又有什么印象？



5. 带着自己的感受，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五、拓展延伸，联系实际

1. 你还知道大熊猫的哪些故事？

2. 教师出示一些与大熊猫数量稀少有关的数据，引出保护大熊猫的话题。

3. 分组讨论：保护大熊猫可采取哪些措施？作为学生可以做些什么？

六、指导写字，积累好词

1. 复习巩固认读生字，拓词解意。

2. 生自主观察生字占格情况，练习书写，小组内评比，请组内优秀者范写。

3. 积累好词，抄写下来，相互交流。

（余朝莉）

参考资料

☆ 竹林隐士

竹林隐士大熊猫生性孤僻，常分散独栖于茂密的竹丛中，故得雅号“竹林隐士”。仅在春暖花开时

节，为了爱，它们才各自打破鸿沟，相互追逐，热恋成婚。

大熊猫善于爬树，以便逃避敌害、沐浴阳光、嬉戏玩耍、求偶婚配。别看大熊猫身体肥胖，爬树却

是能手，这是它们食肉祖先的本能，有利捕食，也能躲避敌害。幼年大熊猫爬树多为玩耍。

大熊猫常生活在清泉流水附近，有嗜饮的习性。有时，也不惜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山谷中去饮水。一

旦找到水源，好似一个酗酒的醉汉躺卧溪边，没命地畅饮，以至“醉”倒不能走动。因此有“熊猫醉水”

之说。



☆ 特殊的食物

大熊猫为食肉目动物，但它们食物成分的 99%却是高山深谷中生长的 20 多种竹类植物。随着季节

变化，大熊猫食谱中的竹种和所食竹部位也有差异，最喜爱的是竹笋，从春到夏爱以筇竹、刚竹属的几种

竹，以及巴山木竹、拐棍竹、糙花箭竹、华西箭竹、大箭竹的竹笋为食。竹笋是从竹的地下茎竹鞭上长出

的未放枝叶的新竹株，其组织幼嫩，含水量高，营养成分粗脂肪为 1.27%，粗纤维 33.62%，粗蛋白 10.32%，

总糖量 26.15%。竹笋幼嫩多汁，适口性好，易消化吸收，是大熊猫的美味佳肴。每年从春到秋，为了吃到

不同海拔高度不同种的竹笋，大熊猫的觅食从中山到高山迁徙，这叫“赶笋”。

从整支竹看，营养成分的含量从竹株的下部到上部逐渐增加。以冷箭竹为例，粗脂肪含量竹竿为

0.59%，竹枝为 3.37%，粗蛋白质竹竿为 4.20%，竹叶为 19.44%，粗纤维竹竿为 46.66%，竹叶为 24.27%。

可见，大熊猫虽偏爱竹笋，但常以竹叶和一年生幼竹中上部竹竿为食是很有道理的。

野外生活的大熊猫，偶尔也采食其他植物，如无芒小麦、玉米、木贼、青茅、多孔蕈（）、野当归、

羌活、幼杉树皮等数十种植物。甚至一反常态，捡食动物尸体，或捕捉较小的动物为食。

☆ 特殊的生活和作息

大熊猫为什么选择食竹这种生活方式，至今令人费解。从生态学角度看，大熊猫特化的食性表示生

态位狭窄，通过压缩生态位（食物的宽度）来避免竞争。大熊猫正是依靠最广泛分布于北温带，营养低劣

却贮量丰富而稳定的食物存活至今，使人们觉得它们是进化历程中的一个久经考验的胜利者。但它却失去

了竞争感和好奇心，从而循规蹈矩，把自己维系于前途暗淡的命运之中。熊猫特化以低营养、低能量的竹

子为食，为了生存，它们采取尽可能减少活动范围和活动量、多休息以节能的特殊活动方式。

（１）活动范围（家园）

与其他同等躯体大小的食肉动物相比，其活动范围最小，每年大约为 4～7平方公里，而黑熊可达

30 平方公里。它们常年在这样小的天地里活动，活动量也相应减少，从而也减少了为吃喝而到处奔波所耗

费的能量。

其雄性“公民”每年的活动范围大约为 6～7平方公里。每月只在家园的一半范围活动。雌性“公

民”年活动范围较雄性小，大约为 4～5平方公里。每月活动集中在总面积的 1/10 范围内。

（２）作息制度

因为竹子的能量低，为了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大熊猫将一天时间主要分配在觅食和休息上。吃

饱了，喝足了，美美地睡上一觉，爬上高高的树杈，又安全又凉爽，也有“困不择床”的时候，草坪、雪

地、岩石……只要打个盹，又继续觅食。

大熊猫每天的作息时间为：

00:00-02:00 休息 02:00-07:40 早餐 07:40-10:30 早休

10:30-11:00 游玩 11:00-12:00 午餐 12:00-14:30 午休

14:30-21:00 晚餐 21:00-24:00 晚休



因此，熊猫一天中有 54.86%的时间用于觅食，43.06%用于休息，2.08%用于游玩。

另外，大熊猫有不惧严寒、从不冬眠的性格，因为它是第四纪冰川中走过来的勇士，哪怕气温下降

到零下 14℃，仍穿行于白雪皑皑的竹林中，选食可口的竹子，不像黑熊等很多动物，躲藏于树洞或岩洞进

行冬眠。它还不怕潮湿，终年在湿度 80%以上的阴湿森林中度过。



教学目标

1. 能独立学会本课的生字，了解生字词的意思。

2. 借助旁批，弄清公路“呼吸”的办法。唤起爱护环境、热爱科学的意识。

3. 尝试自主阅读，自己动手批读。

教学准备

1. 生字卡片。

2. 师生查阅有关科技环保的资料。

教材简析

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许多国家都在利用高科技手段改造城市环境，绿化、美化家园。

这篇科普读物简洁明了地讲了用科技手段保护环境的知识。文章以设问开头，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接着释疑，即以科学家试验的一种让公路呼吸的方法，帮助清除汽车尾气，减少汽车排放的尾气对空气的

污染，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这篇“批读课文”紧扣本单元“科技环保”主题，引导学生运用精读课文“读懂重点段，了解课文

内容”的学习方法，试着自主阅读，自己动手批读，了解公路是怎样呼吸的，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阅读能力。

学习本课，还要以文载道，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的情感，增强自觉、主动关注身边环境的意识。科普

文中出现的科学术语，要通过读文和搜集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解。

建议 1～2课时完成。

＊ 呼吸：生物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人和高等动物用肺呼吸，低等动物靠皮肤呼吸，植物通过表面组织

进行气体交换。公路“呼吸”是拟人化的写法。想想这样写的妙处何在。

＊ 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回答问题。旁批引导学生读懂本段的意思。了解公路“呼吸”是科学家创造发明的

清除空气污染的一种方法。汽车排放的尾气，主要成分是氮氧化物。氮氧化物对空气有极其严重的污染（见

参考资料）。可联系生活，回想汽车从你身边驶过，会闻到什么，看到什么，当时的感受怎样。

污染：有害物质的散布对正常生活造成的危害。

＊ 氮氧化物是一种化学物质，对人体有害，但却是植物的肥料。

＊ 旁批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公路是怎样“呼吸”的。

＊ 第一句话“这种技术并不复杂”引导我们仔细了解公路“呼吸”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在公路边布置通风口，然后用鼓风机将汽车排出的尾气吹进土壤。接着是使一部分氮氧化物

被吸附在土壤的表面，另一部分氮氧化物溶解在水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吸收，变废为肥料。这个过程是

一个物质间的反应过程。鼓励学生一句一句地读，弄懂每句话的意思，明白公路“呼吸”的基本原理。



＊ 一举两得：一种措施，收到两个好的结果。

溶解：固体、液体或气体物质的分子均匀分布在一种液体中。

微生物：生物的一大类，形体微小，构造简单，繁殖迅速，广泛分布在自然界中，如细菌、真菌、

病毒等。

＊ 旁批引导学生归纳公路的“呼吸”。

＊ 旁批表达了对公路“呼吸”的赞赏。

＊ 鼓励学生用学会的识字方法独立识字。可以采用随文识字，边读课文边请学生正音，讲字义，让学生在

语境中识字，借助语境领悟生字用意，同时也达到熟悉课文内容的目的。学生写字时，注意提醒他们“创”

字的写法，即左边是“仓”，而不是“仑”；“效”字右边是反文旁“攵”，不是折文儿“夂”。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读课题质疑，导入新课

1. 齐读课题，提出疑问。

2. “呼吸”是什么意思？题目中为什么要加引号？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公路是怎样呼吸的？公路会“呼吸”有什么好处？

2. 自读课文，随文识字，读通语句，了解课文大意。

3. 同桌或几个小伙伴一起互相讨论，互相解决疑难问题。

三、学习重点段落



1. 学习第三段，学生通过反复朗读，弄清公路是怎样呼吸的。

2. 建议学生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进行阅读，批读。

3. 结合旁批内容，理清本段叙述的思路，从而弄懂公路呼吸的具体措施。

4. 汇报学习结果，培养理解、思维、表达能力。

四、自由朗读课文

选择自己想读的部分进行朗读练习。

五、课外拓展

1. 交流在网上或查阅相关的图书资料了解的保护环境的科学方法和环保措施。

2. 关心社区的环境建设，为社区的环保出主意，想办法。可以提建议，可以搞设计……

六、复习生字，练习写字

（曾永贤）

参考资料

☆ 汽车尾气的危害

当你置身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时，你可能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这是汽车废气所发出的气味。据

测定，汽车废气通过排气管、曲轴箱、油箱和汽化器等处排出。目前，人们已从汽车尾气中分离出 80 多种

有害物质，其中以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铅尘和苯并芘为主。在大中城市中，汽车尾气的污

染占整个大气污染的 60％以上。



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和人体红血球中的血红蛋白有很强的亲和力，它生成的碳氧血红蛋白造成人体内

部缺氧，危害中枢神经系统。轻者眩晕、恶心、虚脱，重者昏迷、呼吸变慢、意识丧失而死亡。由于汽车

尾气多排放在 1.5 米以下，因此，儿童吸入的汽车尾气量为成人的 2倍。居住在商业区、交通干线附近的

儿童，他们血液中铅的含量比远离干线的儿童高得多。汽车尾气对儿童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长期吸入这

些气体，可发生贫血、眼病、肾炎等，有人称上述病为“城市儿童交通病”。当血液中铅的浓度 100 毫升

超过 36微克时，约有二分之一的儿童智力会发生障碍。

我国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机动车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对

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船，应当采取治理措施，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汽车，不得制造、

销售或者进口。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习本课生字，能工整书写。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 借助注解，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领略秋天美丽的景色。

教学准备

1. 布置学生借助注释和插图读课文。

2. 教师准备挂图，以及表现秋天情调的乐曲磁带，便于配乐朗诵。

教材简析

秋是一首歌，秋是一幅画。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歌咏秋天，赞叹秋景，描绘秋色。唐代诗人杜

牧漫步山间，写下了入目之秋景，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迷人的山林秋色图。品读诗歌，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山

路、人家、白云、枫叶构成的一幅和谐美丽的画面。诗人紧扣诗题，先写山行途中远望所见、仰望所见：

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白云飘处隐隐约约有几户人家。“画”出了山行途中所见的远景图，意境高远，幽

深寂静的景色之中露出一派勃勃生机。接着写了山行途中停车的原因：夕阳晚照下的枫林让诗人情不自禁

地停下车来，那霜染的枫叶红艳艳的，简直胜过二月的春花，集中笔力写出了这幅图画的静景。诗人以细

致的观察、绚丽的色彩、流畅的语言，描绘出了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秋色，突出了秋色中的春意，让人读

来回味无穷。

建议 1课时完成。

＊ 寒山：指深秋时节的山。

石径斜：指石头铺成的小路弯曲而上。这里的“斜”，为了押韵，可读作。

霜叶：枫树的叶子经过深秋寒霜之后变成红色。

＊ 诗句的意思：一条石板小路蜿蜒伸向山头，在生出白云的地方有人家居住。行路的人被傍晚枫林吸引而

停下车来。那经霜打的枫叶在夕阳的晚照下比二月的花朵还要红艳。

＊ 可以看图说出景物，抓住“白”、“红”让学生感受颜色的对比美。

图文结合、反复诵读，引导学生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秋天枫林的迷人之美。诵读时要注意诗

的韵律。

＊ 课后第 1题：“背诵古诗，默写古诗”是积累语言的练习，应引导学生大声朗读，在读的时候尽情倾诉

自己对诗的感受，可以摇头晃脑，可以做动作表演。在背诵的基础上默写。

＊ 课后第 2题：首先，理解带点词的意思，然后，借助课文插图（或投影、课件）引起学生的想象，教师

应适当描述诗中的情景。指导朗读时，再次引导学生想象诗句描写的景象，揣摩此时诗人的内心情感。学



完诗歌后，应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如果你来到这里，除了做诗，你还会做些什么？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 “课文链接”提供的是描写秋天枫叶的句子。可让学生阅读想象，既扩展了对枫林的感受，又欣赏了关

于秋的描写。

教学设计参考

一、看图引入，整体感知

1. （出示挂图）图上都有些什么景物？你能看出这幅图画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色？为什么？

2. 板书课题，读题。

3. 解题：《山行》就是在山中行走，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诗人杜牧在山中行走，途中所看到的景色。

4. 范读全诗，学生感知诗歌内容。

二、自读自悟，了解大意

1. 自己试读课文，读通诗句。

2. 抽读，检查。

3. 再读课文，结合注释边读边想：明白了些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

4. 同桌互相读读，讲讲。

5. 讨论不明白的地方，疏通大致意思。



6. 再读全文，说说诗句的意思。

三、熟读成诵，想象意境

1. 让学生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语气语调，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指导读好节奏。

3. 教师配乐，学生随音乐朗诵诗歌。

4. 想象这首诗描绘的景象。

5. 鼓励学生上台表演朗诵。

6. 练习背诵。

四、探究学习，扩展知识

1. 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想做些什么？

2. 你了解作者杜牧吗？你还知道他哪些诗？请推荐给同学们背一背。

（李娟）

参考资料

☆杜牧（803～852）唐代诗人，字牧之，今陕西西安人，有《樊川集》传世。他的《清明》、《江南春》

都是《语文课程标准》推荐诵读的诗。

《清明》主要写了清明节诗人孤身一人漂泊在外，而且还要急着赶路，加之又遇上细雨连绵，到处

迷迷蒙蒙，诗人的心情是多么的伤感悲愁。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江南春》主要描绘了江南春天的景色，并借景凭吊了历史，发出了无限感慨。

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教学目标

1. 喜欢读这个知识童话故事，知道故事里讲了哪些小动物，他们是怎样做地球清洁工的。有对自然、对生

物观察探究的兴趣。

2. 能用自己的话讲故事。与小伙伴合作分角色演一演。

教学准备

1. 准备海鸥、鲫鱼、乌鸦、蚯蚓、屎壳郎的图片。

2. 搜集相关资料，了解还有哪些动物也是地球清洁工。

教材简析

童话故事精彩的情节、鲜活的语言、丰富的内涵，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这篇环保知识小童话能让同

学们感受奇特的乐趣。

“动物环境保护站”要招收一批清洁工，众多小动物纷纷报名应聘。生活在大海的海鸥、淡水中的

鲫鱼、林中的飞鸟乌鸦、泥土里的蚯蚓、牧场的屎壳郎分别介绍自己的应聘条件，担当“海洋清洁工”、

“淡水清洁工”、“地面清洁工”、“地下清洁工”和“牧场清洁工”。

故事情节浅显易懂，语言生动鲜活，让学生在快乐阅读中懂得大自然中的生物对环境保护的奇妙功

能。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学生要通过自主学习，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故事，用自己

的话讲故事，分角色演故事。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还有哪些动物也是地球清洁工，讲一讲，结合课文内容，创编故事。

建议 1课时完成。

＊ 可以借助图认识一些动物。

＊“地球清洁工”指的是为地球清除垃圾的工作人员。让学生联系生活说说自己知道或认识的地球清洁工。

＊ “争先恐后”指小动物们争着抢先，唯恐落后。

＊ 接着课文依次写了海鸥、小鲫鱼、乌鸦、蚯蚓、屎壳郎为应征当地球清洁工介绍自己在不同环境,为保

护环境做的事情。

＊ 课文内容浅显，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朗读课文。自读互助，读懂课文内容。

＊ 课文角色较多，在读熟、读懂的基础上，组织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在小组、班上讲故事。



＊ 先要弄清楚小动物们各自都有哪些本领，他们为清洁地球做了 些什么，然后让学生根据故事情节，选

择小伙伴合作表演，从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 海鸥很“得意”地做海上清洁工；小鲫鱼“羞答答”地做淡水清洁工；乌鸦外表不好看，也能吃地面的

蝇蛆，做地面清洁工；小蚯蚓“默默不语”，能在地下制造养料，做地下清洁工；“黑不溜秋”的屎壳郎

能不能做清洁工引起了乌鸦的怀疑，“既清洁了地面，又能充分利用肥料”，讲了屎壳郎一举两得的本领，

最后的反问句：“我做清洁工难道不行吗？”强调了屎壳郎能做牧场清洁工。要通过分角色朗读，体会这

些生物对保护环境作出的贡献。

＊ 蝇蛆：指苍蝇的幼虫，多生在粪便、动物尸体和不洁净的地方。

＊ 蚯蚓的分布很广，大多数人知道它会松土，很少有人知道它能把地下的生活垃圾制造成肥料。

＊ 抓住各个角色对话的展开推动故事情节是课文表达的突出亮点。朗读课文时，要提醒学生看看各个角色

的样子、表情、动作。体会“地球清洁工”各自的特点。如小蚯蚓“默默无语”、“细声细气”；屎壳郎

样子“黑不溜秋”，“一边跑，一边喊”，表现出着急样等等。

＊ 借助屎壳郎滚粪球的图帮助理解课文内容。

＊ 可联系搜集的资料，交流还有哪些动物也是地球清洁工，进行拓展学习。（可以“参考资料”为例）

＊ 课后第 1题和第 2题的学习与教学同步进行。分角色表演，要在了解课文大意的基础上进行。表演者应

熟悉自己所担任的角色。

教学设计参考

一、启发谈话，引入学习

1. 读课题，说说你对“地球清洁工”的理解，他们是做什么的，由身边的说起。

2. 根据学生的发言，教师归纳，点明大自然有许多小生物是地球清洁工。

二、通读全文，读通课文



1. 自主学习课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要求读通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2. 同桌互读课文，互相纠正。比比谁读得好。

三、阅读课文，认识地球清洁工

1. 默读课文，边读边想，动笔标记，认识课文中的地球清洁工。

2. 集体交流，说说这些地球清洁工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之处。作用相同，生长的环境不同，在不同的地方

担当清洁工。认识海上清洁工—海鸥，淡水清洁工—小鲫鱼，地面清洁工—乌鸦，地下清洁工—蚯蚓，牧

场清洁工—屎壳郎（对学生不熟悉的动物，根据资料做适当的补充）。

3. 分角色朗读，体会这些清洁工为地球环保作的贡献。自由组合，练习朗读。反馈交流，指导朗读。

四、拓展学习，扩展知识

结合搜集的资料说说生物界里还有哪些是地球清洁工。

五、回扣课文，表演故事

分层要求：

1. 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

2. 自由组合编演课本剧。

3. 结合课文，根据资料，创编故事。

学生分头准备。进行表演，集体评议。



参考资料

☆ 秃鹰专门吃动物的死尸、腐肉。

海洋中不能没有鲨鱼，正是鲨鱼这种特殊的“海洋清洁工”吞食了那些染病的鱼，才保证了海洋的

“健康”，保证了大海的生机。

大树是地球上的清洁师，吐出新鲜空气，吸进二氧化碳。



教学目标

1. 能体会句子的意思，了解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句式进行表达。

2. 有搜集积累名人名言的兴趣，并主动背诵名人名言。

3. 能主动观察、探究身边奇特有趣的现象，大胆与同学交流。

4. 图文对照，读懂《小梅花鹿发通知》，在读中把握通知的基本要素，学习写通知。

5. 能自己阅读短文。

教学准备

1. 搜集身边的奇特有趣的现象。

2. 搜集学校发的通知，看看通知上写了什么，通知有什么作用。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有六个方面的练习。

“温故知新”的内容是读句子，体会每组句子的意思。旨在让学生了解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句

式进行表达，这里是“反问句”和“陈述句”表达相同的意思，提高表达的能力。

“语海拾贝”编排了关于开启思维的名人名言，内容浅显，简短，易读易记。

“点击成语”让学生在愉快的阅读中积累祖国丰富的语言。

“口语交际”安排的话题是“我的发现”，话题密切联系本单元主题，引导学生观察、探究，激发

热爱科学的热情，扩展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习作百花园”为学生安排的作文内容是学写应用文——通知。为了帮助学生打消作文的畏难情绪，

设计上采用“读故事，写通知”的形式，旨在让学生通过有趣的故事学会写通知。

“自主阅读园地”选编了与单元主题相吻合的两篇短文，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让其感受语言表达准确的好处。

建议 3～4课时完成。

＊ “温故知新”每组句子的第一句话是反问句，另一个句子是陈述句。两个句子表达形式不同，但意思相

同。这是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的新知识点。

＊ “语海拾贝”是一组关于开启思维的名人语句。创造从想象开始，细致观察，勤于思考，喜欢发问，都

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要让学生熟读成诵，体会其中的意思。

＊ 祖国的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短短的四个字构成一个含意深刻的成语，还引出一个短小精悍、发人

深省的寓言故事。

＊ 最后一句话揭示了寓意。

＊ “口语交际”联系本单元的课文内容，紧扣“我的发现”这个话题，学生交流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

物界、日月星辰等方面新奇的现象，有身边的奇闻趣事。这些发现可以是在资料、媒体上阅读到的，可以

是在生活、学习中观察或体验到的……只要是自己亲身的发现都可以。



教学时，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可以交流从本单元课文学习中获得的发现，还可以拓展到课外，

引导学生说说自己的小发现；发现的内容还可以是生活小窍门、节约小窍门……旨在启发思维、扩大视野，

使人人都参与交际。要引导学生注意倾听、善于学习。

＊ “习作百花园”采用故事连环画形式，让学生阅读起来有兴趣。每段文字有意识地告诉学生写通知的一

个要点。学生审题后，教师可作提示，让学生在阅读时，给予关注。

＊ 只通知了要开会这件事，没有通知开会的时间。

＊ 开会通知有了时间，但不具体。

＊ 尽管有时间，如果不具体也不行。＊ “明天上午 10时”，开会的时间具体、明确。

＊ 有了具体的时间，但没有地点也不行。

＊ 开会通知要有地点。（如果这个地点大家不知道，还要注明怎么走，坐什么车以及车子的线路等）。

＊ 要让学生知道，梅花鹿发通知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发的通知要有具体时间、地点、参加者、干什么等几

个要素。＊ 老师可以帮助学生找出开会通知中的几个要素。即：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什么。

＊ 学生自己读读通知范例，然后替小梅花鹿写一个通知。让学生根据故事自己组织语言进行表述，只要明

白、通顺，符合通知的要求就行。不必强求每个人的表述都一样。

＊ “自主阅读园地”两篇短文都能给学生以新发现，可以作为学生进行“口语交际”的部分内容。教师可

以在“口语交际”活动前，让学生自主读读这两篇短文。

＊ 比较两张“启事”的不同点，就能发现两张启事结果不同的原因。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自读句子，你发现了什么？

2. 交流自己的发现。

3. 老师引导，通过比较，发现新的知识点。

4. 学着书上的样子，试一试用两个不同的句子表达同一个意思。



二、语海拾贝

1. 自由读句子，边读边悟，体会意思。

2. 熟读成诵，记一记。

3. 比一比，谁记得又快又好。

三、 点击成语

1. 自由读读，轻松轻松。

2. 你还知道哪些成语小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四、习作百花园

1. 讲述小梅花鹿发通知的故事。

2. 质疑：这次发通知为什么累坏了小梅花鹿？

3. 集体交流，老师总结。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通知的内容。

4. 完成写通知的习作练习。

五、自主阅读天地

1. 自由朗读，勾画出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句。



2. 相互交流，解决疑难问题。

3. 再读短文，感受语言表达准确的好处。

4. 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读读记记，积累语句。

六、口语交际：我的发现

（一）教学目标

1. 能大胆地与同学交流自己的发现。

2. 能认真听同学的介绍，努力了解讲话的内容，并能对同学的讲话进行应答，获得启示。

3. 与同学交谈，态度自然大方，有礼貌。

（二）教学准备

建议在学习本组课之前，布置学生通读全组课文，了解单元主题，围绕主题，边学习边搜集、阅读相关资

料，并把自己的发现摘抄下来，图片搜集起来，谈谈自己的收获、体会、感想，也可以结合实际，进行创

造性的发现，为口语交际活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教学过程

1. 复习课文，引出话题。

（1）回忆本组课文内容，谈谈收获体会。集体交流，相互补充。

（2）教师激励，引出话题。



2. 小组互动，交流发现。

小组内同学相互说说自己的发现，听的同学专心听，边听边想谁的发现对你有启发，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3. 集中交流，评议提高。

（1）抽生在全班交流，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如借助文字材料、图片等进行介绍。

（2）互动交流。对别人介绍的发现提出疑问，畅谈收获，有相同看法的给予补充，形成人人交流、人人互

动的场面。

（3）集体评议。谁的介绍最令你满意，评出最佳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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