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生字。

2. 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 理解句子的意思，能用自己的话讲课文中的两个故事。

4. 能联系实际，说说学习课文的体会。

教学准备

1. 教师：课件。

2. 学生：搜集有关司马光的资料。

教材简析

本课安排了两篇浅显的文言文：一篇是《司马光救友》，另一篇是《矛盾》，都是孩子们很熟

悉的故事。

《司马光救友》通过司马光砸缸救友的故事，赞颂了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肯动脑筋的品质；

《矛盾》通过一个既卖矛又卖盾的人自相矛盾的语言，讽刺了生活中的这种现象，告诫人们说话做事不要

前后矛盾。这两则文言文，篇幅短小精悍，内容浅显易懂，叙述形象生动，寓意深刻。

因为学生是初次接触文言文，教学前，应让孩子们知道：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民族

文化，有传统的民族美德，有浩如烟海的文化艺术瑰宝。古代的很多东西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记载下来的。

学习一点浅显的文言文，可以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

教学时，教师还要教会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一般方法。先认认真真读课文，多读几遍，把课文读

准确，读通顺，再对照注解，试着读懂每一句话，然后用自己的话说说全文的意思，最后说说自己读了以

后的感受。

建议本课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一、司马光救友

1.词语解释。

戏：游戏。于：在。瓮：一种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这里指陶制大水缸。没()：淹没，沉

下去。皆：都。弃：放弃，扔掉。持：拿。击：打，敲打。迸：向外溅出或喷射。



2.重点内容提示。

“与群儿戏于庭”中的“戏于庭”与现在的表述方式有明显的区别，要引导学生体会；“众皆

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通过其他小孩和司马光行为的对比，突出了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肯动脑筋的品

质。

3.全文大意。

司马光七岁时，与一群小孩子在院子里游戏，一个孩子爬到水缸上去玩，一不小心失足掉进缸

中淹着了，其他的小孩子都吓得跑了，只有司马光拿着石头把水缸砸破，水流出来了，小孩得救了。

二、矛盾

1.词语解释。

鬻()：卖。誉：称赞。盾：古代用来防护身体，遮挡刀箭的武器。其：他的。坚：坚固，坚硬。

莫：没有。陷：攻破。矛：古代兵器，在长杆的一端装青铜或铁制成的枪头。如何：怎么样。其人：这个

人。弗：不。应：回答。

2.重点内容提示。

“物莫能陷也”“物无不陷也”对比明显，应让学生准确理解，这样有利于想象“以子之矛，

陷子之盾”的结果，充分体会这则寓言的寓意。

3.全文大意。

有一个卖矛和盾的人，称赞自己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攻破它。一会儿又夸自己的矛

说：“我的矛非常锐利，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戳穿。”

一个人反问他：“用你的矛，戳你的盾，会怎么样呢？”这个人回答不上来。

教学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大致了解文中的意思即可。教师不必作过高、过深的讲解。要重视

朗读训练，通过朗读，引导学生理解意思，领悟文章内容揭示的道理。

＊ 课后第 1题可以先让学生借助注释自学，并提出不懂的问题。

＊ 课后第 2题不要求直译，只要正确讲出意思，并说出自己的体会就行。

＊ 在了解课文意思的基础上就易背诵了。

教学设计参考

司马光救友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第一次接触文言文，文言文具有语言简练的特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言文是怎样

叙述《司马光救友》这个小故事的。老师还要告诉你们学习文言文的诀窍，就是古人说的“读书百遍，其

义自见”。现在老师先读一读，请同学们注意听。

二、读通课文，整体感悟大意

1. 请同学把课文试读一次，要求读准字音，若有读不准的，请画出来与同桌交流。

2. 大家在读好字音的基础上，再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并读给同桌听。

3. 教师抽查学生读文情况，学生评议。

三、看注释，自解句意文意

1. 自读自悟。读一句，看这句有关词语的注释，把注释的意思放到句子里，揣摩句子的意思，

这样读懂每一句话，自己弄不懂的记下来，留待小组合作学习时提出与同学研讨。

2. 小组合作学习。各自汇报对每句话的理解，一句一句相互研讨，说句子意思，弄不懂的语

句记下来，留待向全班同学或老师请教。

3. 全班交流。



①各组推荐代表说每句话的意思，互相评议，每句意思的说法不求完全一致，但求主要意思不

错。学生说不准，教师应予以点拨。

②各组提出疑难问题，同学讨论，教师点拨。

③把每句话的意思连起来，说全文大意。

四、朗读课文，感悟人物

1．我们读了几遍课文，应该逐渐开始认识司马光小朋友了，你能说说在课文里司马光做了什么

事吗？（先同桌小声交流，再全班交流。）

（1）自己读读，根据句子的意思学做司马光的动作。（光持石击瓮破之）

（2）讨论：你学着司马光做了什么动作？（师走到学生中，询问了解学情。）

（3）情景感悟：请一学生上台做做。

①你做这样的动作能帮助自己理解“持”“击”的意思吗？

②通过朗读体会，让学生提建议怎样把这两个动作做得再好些。（如要举双手，要对准了，要

用力等。）

（4）司马光持石击瓮时，心里怎么想？

（5）继续探寻司马光的心理，感受一下砸缸之前司马光在想什么。

（6）小结：原来砸缸不是目的，救人才是目的。司马光的这口缸砸得好！

（7）了解结果，引读“水迸，儿得活”。

2．假如当时你也在场，你会怎样想，怎样做？ （引导动脑筋想办法。）

3．从司马光砸缸救人这件事上，你觉得司马光是一个怎样的小朋友？你想对他说什么话？

五、品读，读出理解和韵味

1. 自己练习朗读，把对词句的理解读出来。“与群儿戏于庭”要读出欢快的语气；“一儿登

瓮，足跌没水中”要读出着急的语气；“光持石击瓮破之”要读出沉着的语气，敬佩的语气；“水迸，儿

得活”要读出高兴的语气。

2. 指名读。评议是否读出文句的情感、韵味。

3. 齐读，读出语气和韵味。

六、拓展延伸

由于司马光从小爱动脑筋，会想办法，所以后来他成了宋朝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写下了著名的

《资治通鉴》。同学们想进一步了解司马光的话，课后就再去找一些有关司马光的故事读读吧。

矛盾

一、指名背《司马光救友》

二、回忆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引入新课的学习

先认认真真读课文，多读几遍，把课文读准确，读通顺，再对照注释，试着读懂每句话，然后用自己的话

说说全文的意思；最后说说自己读了以后的感受。

三、读通课文

先自己读，再同桌互读互评，再在全班交流。

四、精读课文

1. 结合插图再读课文，边读课文边看课后注释，把课文读懂，知道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 四人小组合作学习，先借助注释自由读懂课文，理解每句话的意思，找出自己读不懂的地

方在组内交流，组内不能解答的问题由小组长记下来，等会儿在全班交流。

(教师先列举一句作示范，让学生明白怎样读懂每一句话的意思。)



3. 组织交流。先由小组长交流本组不懂的问题，再抽几位学生说说整篇文章的大意。

五、自由交谈

启发学生谈谈自己读了课文后，从文中悟出的道理。

如：说话做事前后要一致，不能夸夸其谈，不能自吹自擂，要实事求是……

六、布置作业

1. 背诵课文。

2. 把你读课文后的感受写下来。

3. 把这个故事讲给家里人或朋友听。

（薛正琪）

参考资料

1.司马光是北宋时最有名望的大臣之一，他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的名声，从幼小

的时候已经开始传开了。据说他七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三伏天，还是数九寒冬，他总捧着书

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子里玩耍。

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

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顺手从地上拾起一

块大石块，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

救了。

这件偶然的事情，使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2.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

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7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

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 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

20 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

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

怀与胆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音乐、

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

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 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 30 来篇，就中萌发了删

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司马光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以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首先，排列丛目；然后，编写长编；最后，删改定稿。

一、二两步，在主编司马光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

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

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这样，所收史



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 300 多种。长编长达 6500 多卷，

3000 多万字。

第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

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

著成《通鉴考异》30 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

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

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第三，编制目录。《资治通鉴》记载了 16 个朝代 1362 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 294 卷的长篇巨

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 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

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

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

到了新的水平上。

第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

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代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

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成了一

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于“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

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第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资治

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

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

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

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第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诫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

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 180 多篇，80 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

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

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

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

与《资治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翔

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

估量的。

实际上，《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

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近千年的历史证明：《资治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

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文中的生字及相应的生词。

2. 领悟重点词语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

3. 领略童话语言的精美生动，揣摩课文的表达方法，感悟自私自利最终自食孤独郁闷的恶果，

而宽宏大度终将利人利己、悦人悦己这一人生的哲理。

教学准备

1. 学生搜集有关王尔德的资料，了解其童话内容及特点。

2. 师生准备一些表演道具。

教材简析

这是一篇结构严谨、语言活泼优美、寓意深远的童话故事。作者通过有孩子的花园和没有孩子

的花园不同情况的对比描写，告诉人们：自私自利最终自食孤独郁闷的恶果，而宽宏大度终将利人利己又

悦人悦己。

课文虽然篇幅较长，但因作者的精巧布局，极富诗意又活泼动人的语言描述，使文章读起来魅

力无穷，回味悠长。按文章的结构布局，可将它分为四大部分：1～2段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孩子们在巨人

美丽的花园里快乐玩耍；3～10（或 3～12）段为第二部分，巨人赶走孩子们，花园变得寒冷、荒凉；11～

18（或 13～19）段为第三部分，写巨人改变态度，春天又回到花园；19～20（或 20）段为第四部分，巨人

到老一直看着孩子们在花园里快乐地玩耍，并深切地感受到“最美的花朵是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整篇

童话以花园内风景的变化为明线，以有无孩子们的到来的不同景况为暗线，巧妙地将“孩子去，花园荒、

巨人苦；孩子来，花园美、巨人欢”这一内在哲理逻辑深入浅出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作者这种前后照应、

对比鲜明的“循环式”结构安排，把我们带进一个美妙神奇又发人深省的童话世界。

本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充满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如第 2段描绘了一个神奇迷幻的花园，让我们读来也觉香气扑

面、艳丽满眼，为后边失去这美景的不幸作了极佳的铺垫，很有感染力。

2. 极富寓意的景象对比。课文中明显包含两组相对立的景象。一组是鲜花、绿草、果树、小

鸟的歌唱，与它们紧密联系的是孩子及他们的欢乐生活；另一组是大雪、北风、冰雹，与之紧密联系的是

巨人粗鲁拒绝孩子们后的生活。作者在童话中所要阐明的哲理则隐含其间。

3. 层层推进的故事情节安排。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曲折又让人满怀期待，最终让人如愿以

偿的迷幻故事，作者匠心独运而又天衣无缝，展示了其高超的写作才能。

建议本课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2段：景物描写生动形象，动静结合，突出花园很美丽，孩子很快活。让学生多朗读体会。

荡漾：一起一伏地动。

嬉笑打闹：笑着闹着游戏玩耍。

＊ 第 8段：抓住“漫山遍野”“到处”“唯独”等词语，体会巨人花园内外的强烈对比。

＊ 第 9段：用拟人化的手法特写一朵小花看到告示牌的心理活动和行动，间接说明春天不愿来

巨人花园的原因。花“难过”，雪和霜则“高兴”“兴奋”，又是强烈对比。

＊ 第 11 段：写巨人有所触动。

＊ 第 12段：“他太自私了”直接点明春天、夏天、秋天不到巨人花园的原因。对春天、夏天、

秋天不到巨人花园来，课文的表述完全不一样，可引导学生学习体会。

＊ 第 13 段：开始转折。

＊ 第 17 段：巨人终于明白了春天不愿到他花园来的真正原因。

＊ 第 18 段:巨人有了实际行动：关爱最小的小孩 ——“巨人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背后，把他

轻轻地抱起来，放在树枝上”，也就有了最好的结果：“树上立刻开出了鲜花，鸟儿也飞来歌唱。”

＊ 第 19 段：巨人“抡起一把大斧，把围墙彻底拆光了”的彻底行动换来了和谐美丽的生活—

—“同孩子们在天堂般美丽的花园里兴高采烈地做游戏”。

＊ 第 20 段：巨人深深地感受到“最美丽的花是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没有孩子就没有美

丽的春天。

＊ 本段“人”“物”合写，“人”与“物”浑然一体，很有创意。

＊ 课后第 1题是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并有收获。

＊ 课后第 2题带点的词语在表达情意上的作用分别是：

(1) “粗暴”一词刻画了巨人的神情，表现了巨人极不欢迎孩子们到花园里玩。

(2) “小心翼翼”“轻轻地”传神地写出了巨人亲近孩子，呵护孩子的行为，与(1)中的表现

形成鲜明的对比。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导入，宏观导读

例如以简述故事起因开头：“有一个高大威猛的巨人，他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他原来十分自豪，

他外出游玩，一去就七年，但他一回来，却发生了让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件事……”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仔细阅读课文，画出生字词及难懂句子，讲讲故事梗概。

三、细读课文，理清思路，感悟课文思想内容

教师可以随机给予以下问题，辅助学生学习文本，例如：“课文中写了哪些人物？他们是什么

关系？”“你认为课文可以分为几部分？各讲了什么内容？”“课文中描述了花园哪些景象？这些景象前

后经过了什么变化？为什么有这种变化？从中你体会到什么？”通过以上问题的思考及学生的充分阅读，

师生之间的交流，对课文的思路、人物关系及课文的主题思想都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同时训练了学生快

速阅读的灵敏反应及概括主要内容的能力。



四、精读课文，品评欣赏

师生共同对文本中精彩的句子、段落加以欣赏品味，采用丰富多彩的读法，将花园中的动人景

象读出来，将巨人的心理变化读出来，并在读后的评析中，结合解决课后的思考题。

五、课后的拓展训练

1. 可以用表演课本剧的方式，拓展同学们对文本及其寓意的理解。表演时注重学生创造性的

开发，语言、动作、神态的设计可以缘于课本又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2. 根据文中描述及自己想象，选择文中内容画一画。

本文的教学应以“多读精讲，引导体会，师生互动”为总的教学理念。

（谭子文）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著名的剧作家、散文家和诗人。

王尔德毕业于牛津大学。他从小就受到浓郁的文学熏陶。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读书期间，他阅

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再加上本身才华出众，很快就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王尔德富有一种诗人气质，大学时曾得到圣三一诗歌大奖，但后来他并没有走上写诗的道路，

而是选择了写小说评论和剧本。虽然他主要以成人作家而著称，但他的早期作品中有两本童话集：《快乐

王子故事集》和《石榴之家》已载入英国儿童文学史册。

王尔德在巴黎与伦敦遇到一些当时的印象主义画家、作家、评论家，他从各种观点中汲取养料。

他从一个传统美学的拥护者转化为唯美主义的创导者。他唯美的演讲，在美国受到热情洋溢的欢迎，伦敦

挑剔的公众也对他敞开双臂，三十还不到，已极负盛名，成为唯美主义的先驱。

1884 年，王尔德结了婚，生活富裕，心宽体胖。1885～1886 年，王尔德的两个儿子先后出生，

当了父亲的王尔德在和儿子们耳鬓厮磨之中获得许多灵感。他与儿子们在乡间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的

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他为孩子们写下了优美动人的童话。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父亲)有时会趴在育

婴室的地上，轮番装成狮子、狼、马，平时的斯文形象一扫而空……玩累了时，他会让我们静静听他讲童

话故事，讲冒险传说，他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王尔德的这种童心正是他童话的源泉。

王尔德追求语言的表达效果。他的童话，讲述性的特点很强。看他的童话，犹如听着朗朗上口

的叙述，韵律无穷。几乎所有和王尔德熟识的人在回忆他时，都会提到王尔德无与伦比的口才。看他的童

话，每每让人觉得，这位生活在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依然在和我们娓娓交谈，而我们被他的

谈吐折服了、迷惑了，像所有听过他讲话的人一样。

1888 年 5 月，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包括《快乐王子》《夜莺和玫瑰》《自私的巨人》

《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出版了。这本书立刻轰动一时，书的作者也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

1891 年 12 月，他的另一部童话集问世——《石榴之屋》，收有四部童话：《少年国王》《小

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这部书并未像王尔德的第一本童话那样立即受到欢迎，而

是渐渐地，特别是在王尔德死后，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集。

这两部作品带有明显的安徒生作品的痕迹。作品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思想。不过，它们所表现

的快乐的幽默感和结构美使它们载入了英国儿童文学的史册。

王尔德最著名的童话故事是《快乐王子》和《自私的巨人》。快乐王子的雕像耸立在城市上空，

他看到城市的丑恶和穷苦，他的心虽然是铅的，也忍不住哭了。在小燕子的帮助下，王子把身上所有的宝

石施舍给穷苦的人们，然而，他和小燕子却落得个抛尸垃圾堆的悲惨命运。《快乐王子故事集》至今依然

是英国最著名的童话作品之一，多次再版。《自私的巨人》在王尔德童话中，是篇幅最短的一篇，也是最

优美、最富诗意的一篇。

机智、风趣和戏剧性，孪生般贯穿于他所有的童话中，也是他的童话最吸引人的地方。王尔德

善于用华丽的笔法和生动的比喻造成机智风趣的描写风格，而他每一篇童话所贯穿的善良与美丽形象所经

历的变迁——心的破裂与死亡，以及其中的对抗和冲突所产生的戏剧性的效果——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

王尔德将人性的至美归于至爱，像《快乐王子》中的王子和燕子，《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几乎每一个

童话都有一个因为至爱而变得至美的形象，体现了王尔德追求理想艺术的初衷，无愧为这位“为艺术而艺



术”之始祖的佳作。一次，王尔德给儿子讲《自私的巨人》，竟然情不自禁哭了起来。儿子问他为什么哭

了，王尔德说，真正美丽的事物总会使他流下眼泪。

英国铸造了一尊王尔德的头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又个性不羁的大文豪。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生字，并能正确熟练地书写。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意思，感受景德镇瓷器的美。培

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 培养概括能力，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能按要求进行旁批。

教学准备

1. 师生共同搜集有关景德镇瓷器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2. 搜集几件精美的景德镇瓷器。

教材简析

本文主要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的美。全文共 6个段，其中第 1段既是对景德镇瓷器特点及全文内

容的高度概括，又是带出后面具体内容的引子，是文章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第 2～5段是文章的重点部分，

以第 3段作桥梁，把景德镇瓷器色彩艳丽、品种繁多这两大内容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这部分介绍用词准确、

语言优美，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对景德镇瓷器的喜爱之情，不知不觉中让读者感受到了景德镇瓷器的美，从

而不由自主地感叹：瓷器真美丽，人民真智慧，我们真骄傲。有了前面部分对景德镇瓷器的精彩介绍，景

德镇瓷器为国争得荣誉、享誉国际便顺理成章。第 6段的内容当然水到渠成。全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

宜让学生学习写作方法。

本文层次清楚，用词准确，语言优美而简练，且易于理解。教学中，应把课后的几个要求融

会贯通于课堂上。

本课建议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段：抓住概括景德镇瓷器特点的十二个字，让学生初步感受景德镇瓷器的美及制瓷工人

的智慧，并根据第二句让学生揣摩作者将从哪些方面介绍景德镇瓷器。

＊ 第 2段：第一句概括地写景德镇瓷器色彩的丰富与美丽，可让学生抓住描写色彩的词语，从

中领略景德镇瓷器的美。第二、三句以“三阳开泰”为例，对第一句进行具体的说明，一个“喷薄而出”

把“三阳开泰”色彩静态的美写得活了起来，可让学生体会语言的精妙。本段可多让学生读一读，反复感

受、体会景德镇瓷器色彩的美。旁批段意可为：色彩丰富而美丽。



＊ 第 3段：本段为过渡段，用“不但……而且……”对第 2段内容进行概括，又引出了介绍景

德镇瓷器品种繁多的内容，使前后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与第 1段“品种齐全，色彩艳丽”相照应。

学习这段时，可抓住“有……还有……”，揣摩作者将从哪些方面描写景德镇瓷器“品种繁多”，并让学

生领会“说明”不必面面俱到，可有重点地选择“说明”。

＊ 第 4段：在对日用瓷的介绍中，用了很多四字词语，如“一应俱全”“明净剔透”“细致精

巧”“明晰优雅”等，让学生认真体会，可从中领略到日用瓷的惹人喜爱。本段第一句与后面几句为总分

关系，教学中，可让学生找出本段的中心句。旁批段意可为本段第一句。

＊ 第 5段：“五子罗汉”趣在什么地方？薄胎瓷的制作工艺为什么被人们称为“神技”？让学

生多读读，可理解装饰瓷为什么颇受欢迎。旁批可为本段第一个中心句。

＊ 第 6段：抓住“多次”“不少”两个关键词，让学生感受景德镇瓷器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

产生自豪感。

＊ 课后第 1题引导学生通过对景德镇瓷器的描绘，欣赏其高超的工艺。

＊ 课后第 2题是对学生自主批读的要求。要放手让学生去做，教师只作辅导和检查。

教学设计参考

一、置疑引入

1. 置疑：看到课文题目，你想知道些什么？

2. 利用搜集的实物和资料，初步了解景德镇瓷器。

二、预习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1. 想进一步了解景德镇瓷器吗？让我们走进课文去欣赏欣赏景德镇的瓷器吧。

2. 自由读课文，遇到不懂的字、词，联系上下文理解或与同学、老师合作解决。

3. 读了全文，你感觉景德镇的瓷器怎么样？你想知道的问题解决了哪些？

4. 全文是按怎样的结构写的？理清文章脉络。

三、细读课文，感受景德镇瓷器的美

1. 从第一部分（第 1段）中，你了解了些什么？

2. 细读第二部分（第 2～5 段），这部分从哪些方面介绍了景德镇瓷器？是通过哪段联系起来

的？它在这一部分中起什么作用？学生就作用作旁批。

3. 学生自由读第 2段，找出描写景德镇瓷器色彩美的词，如“典雅素净”“万紫千红”“五

彩缤纷”等，细细体会。再品读第 2段，你感受到什么？并就感受作旁批。

4. 读第 4 段，先明确写什么（青花梧桐餐具和青花玲珑餐具），再找出描写青花梧桐餐具精

美的句子，划出重点词，如“一应俱全”“恰是”“壮观”“不论是……还是……就……”等，体会青花

梧桐餐具的美。然后找出描写青花玲珑餐具构造特别和质地美的句子，划出重点词，如“明净剔透”“细

致精巧”“明晰优雅”等，体会青花玲珑餐具的惹人喜爱。再品读本段，找出可概括本段段意的中心句，

体会这两种餐具“最受中外人士欢迎，远销海外”的原因，并作旁批。

5. 读第 5段，抓住“有趣”和“神技”两个重点词，体会装饰瓷的受人欢迎。

反复品读欣赏具体描写薄胎瓷“神技”的句子。

找出本段中心句，并作旁批。

6. 齐读最后一段，强调“多次”“不少”两个重点词，读出自豪感。

四、品读课文，深化情感

有感情地朗读描写景德镇瓷器的美的段落或句子。



五、练习与拓展

1. 摘抄你喜欢的四字词语。

2. 小练笔：学习本课结构，选一种自己喜欢的物品，写一篇简单的小说明文。

（邓洪

莲）

参考资料

江西景德镇盛产瓷器，向有“瓷都”之称。远在 1300 年前的唐代，生产的瓷器已有假玉器之称。

景德镇瓷器品种齐全，造型优美，装饰丰富，风格独特。瓷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景德镇瓷器在装饰方面有青花、釉里红、古彩、粉彩、斗彩、新彩、釉下五彩、青花玲珑等，

其中尤以青花、粉彩产品为大宗，颜色釉为名产。釉色品种很多，有青、蓝、红、黄、黑等类。仅红釉系

统，即有钧红、郎窑红、霁红和玫瑰紫等，均用“还原焰”烧成。

景德镇瓷器驰名世界。其中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人

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

1.青花瓷。

青花瓷创烧于元代，是以色料在坯胎上描绘纹样，施釉后经高温烧成，釉色晶莹、透彻、素静、

雅致。青料溶于胎釉之间，发色青翠，虽色相单一，但感觉丰富。青花瓷经久耐用，瓷不碎，色不褪。

2.玲珑瓷。

玲珑瓷是在明宣德年间镂空工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细薄的

坯胎上，雕成米粒状的通花洞，然后施釉多次，填平通花洞，再入窑烧制而成。在清代，瓷工把青花和玲

珑巧妙地结合一体，形成了人人喜爱的青花玲珑瓷。碧绿透明的玲珑和色呈翠兰的青花互为衬托，相映生

辉，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3.粉彩瓷。

粉彩亦称软彩，是瓷器的釉上装饰。自清康熙晚期开始，到雍正、乾隆年代，益臻完善。其制

法是：先在白胎瓷器上勾出图案轮廓，再堆填色料，在摄氏七百多度的温度下烘烧而成，颜色柔和，画工

细腻工整，有四画风味。又有浮雕感，画面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有以中国历史故事和神话为主的人物，

有秀丽多彩的山水，有栩栩如生的花鸟翎毛，有工整对称的几何图案等。

4.颜色釉瓷。

在釉料里加上某种氧化金属，经过焙烧以后，就会显现出某种固有的色泽，这就是颜色釉。影

响色釉呈色的主要是起着色剂作用的金属氧化物，此外还与釉料的组成，粒度大小，烧制温度以及烧制气

氛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说“自然界有什么颜色，就可以烧制出什么颜色的瓷器”，您如果参观一下景德

镇的颜色釉瓷，就会相信此话不假。当然，有许多颜色釉的配料和烧制是十分困难的，如“祭红釉”，就

有千窑一宝之说。

5.薄胎瓷。



薄胎瓷，薄如蝉翼，轻如绸纱，是一种轻巧秀丽，薄如蛋壳的细白瓷。古人吟诵薄胎瓷曰：“只

恐风吹去，还愁日炙消。”薄胎瓷的制作要求极高，特别是修坯，最艰难也最要紧，全靠工人师傅纯熟的

技巧，经过百余次的反复，将二三毫米厚的粗坯修到蛋壳那么薄，在关键时刻、少一刀嫌厚，多一刀则坯

破功败，稍不留神，一个喘息就会导致前功尽弃。这样的泥坯还须经受一千三百摄氏度的高温焙烧的考验，

不裂碎，不变形，其珍贵和难得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人们把薄胎瓷当作神奇珍品。

6.雕塑瓷。

景德镇瓷雕制作可以追溯到一千四百多年前，远在隋代就有“狮”“象”大兽的制作。当代的

景德镇，瓷雕工艺精湛，工艺种类齐全，有圆雕、捏雕、镂雕、浮雕等；产品多样，有佛像尊神、花草鱼

虫、亭台楼阁、动物玩具等；造型优美、形神兼备、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装饰丰富，有高温色釉、釉下

五彩等；艺术表现力强，有的庄重浑厚，有的典雅清新，有的富丽堂皇，鲜艳夺目。



教学目标

1. 理解课文内容，给每个故事加上小标题。

2. 培养快速阅读课文的能力，能在较短时间内把“将相和”的故事讲出来。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两张；历史资料一份。

学生：搜集有关廉颇、蔺相如的其他故事。

教材简析

本课是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改写的。它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景，以

蔺相如的活动为线索，通过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故事的记述，写出将相之间由

和到不和，再到和好的经过，赞扬了蔺相如勇敢机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

识大体的政治远见，也赞扬了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他们的这些精神和品质，缘于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

思想。

课文中的“将”和“相”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是血肉丰满、熠熠生辉的。“完璧归赵”“渑池

会”这两个故事，通过对蔺相如一系列行动和语言的描写，表现了蔺相如勇敢机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

“巧妙地要回和氏璧”“说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要举行隆重的典礼他才肯交出来”“派人连夜把璧送回赵

国”主要表现了他的机智；说要和璧一块儿撞碎在柱子上和以同归于尽的气概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主要表

现了他的勇敢和不畏强暴。当然，他的机智和勇敢有时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如他要回璧后 “立即往后退几

步”“靠着柱子站定”也表现了他的机智。“负荆请罪”这个故事在赞颂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大局、

识大体的政治远见的同时，着力刻画了廉颇勇于认错、知错就改的高大形象。

本课重点是了解故事内容，体会人物的美好品质，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建议本课教学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2段交代时间、故事的起因。

＊ 第 4段：“自告奋勇”既表现了蔺相如的勇敢，又看出蔺相如很有自信心，更看出了他的爱

国精神（在国家危难之际主动争取）。



＊ 第 6、7段可以让学生说说从“完璧归赵”这个故事中你看出蔺相如的什么品质，从哪些地

方看出来的。并结合插图体会，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 第 9～12段可以让学生说说从“渑池会”这个故事中你看出蔺相如的什么品质，从哪些地方

看出来的。“大将军廉颇带着军队送他们到边界上，做好了抵御秦兵的准备”这句话说明“渑池会”的取

胜依靠的不仅是蔺相如的勇敢和机智，而且还有廉颇的军队对秦王的威慑作用，是廉颇和蔺相如共同努力

的结果才使渑池会取得胜利。

＊ 第 14 段：让学生从此段知道将相不和的原因。表面上是蔺相如的官位一升再升，居于廉颇

之上，实际上是廉颇对蔺相如的认识不全面。蔺相如虽不能持枪作战，但他的唇枪舌剑，同样为赵国保住

了尊严，更何况，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中，他都是用性命来逼秦王，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可

以说，蔺相如也是一员猛将，只不过他出入的是没有刀光剑影的战场，但战斗同样是惊心动魄的。

＊ 第 15 段：蔺相如不与廉颇计较个人私怨，原因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

己的看法。

＊ 第 16 段：本段指廉颇光着上身，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请罪，“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用来表

示向人认错赔罪。

廉颇负荆请罪说明了什么？让学生观察图画想象；廉颇到蔺相如家请罪，他们分别会怎么说，怎么做呢？

你知道将相和的原因吗？将相和好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蔺相如的宽宏大度和廉颇的勇于认错、知错就改，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共同的爱国思想和共同的认识：将相和，赵国安；将相不和，赵国危。

＊ 本课属阅读课文，必须注重学生的读，如：对全文的熟读，质疑时的默读思考，理解后的感

情朗读，同时对重点句段的反复练读能加强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感悟。客栈：设备简陋的旅馆，有的兼供

客商堆货并代办转运。瑟：古代弦乐器，像琴。现在用的瑟有两种，一种有 25根弦，另一种有 16 根弦。

教学设计参考

一、揭示课题，激情引入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的这一课的课题，虽然只有三个字，却包含了两个人物，一个故事。你能

看出是哪两个人物，是什么故事吗？那个“将”是谁？“相”又是谁？“和”在故事中是什么意思？

二、自读自悟，了解故事内容

完成以下自学要求：

1. 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 就课文中内容给每个故事各加一个小标题，说说三个故事之间的联系。

三、质疑问难，理解课文内容

1. 再读课文，边读边思考，遇到感兴趣或不懂的问题，做好记号，准备跟同学讨论。

2. 学生提问，师生共同讨论解决。

（1）有关知识的问题和一些新词的理解，引导学生查工具书来解决。

（2） 有关文章内容理解方面的问题，指点学生联系上下文反复思考，反复讨论交流。

教师可抓住以下类似的问题展开讨论，结合理解课文内容：

① 秦王为什么没有得到和氏璧？抓住“慷慨激昂”“理直气壮”等词语体会蔺相如的勇敢、机

智。

② 渑池之会上，秦王为什么会为赵王击缶？抓住“不动声色”及蔺相如的话体会蔺相如的机智

和勇敢，抓住文中写廉颇将军驻守边境的句子体会其对秦王的威慑力，从而明白赵王获胜的原因是因为文

有蔺相如、武有廉颇。



③ 将相为什么会不“和”？又为什么“和”了？

在讨论交流的同时，随机选择有关句段朗读，以加深理解、体会。

四、评价人物，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1. 文中讲到了赵王、秦王、蔺相如、廉颇等几个人物，下面我们来开个“人物评价会”。你

喜欢课文中的哪个人物？从课文中举出事例来说一说，评价时要抓住课文中的叙述、描写，同时加入自己

的看法。

2. 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圈画标记，做好准备。

五、拓展练习

出示挂图“负荆请罪”，观察想象：廉颇到蔺相如府负荆请罪，会怎么说，怎么做？蔺相如又

会如何做和说呢？

1. 自己练习说一说。

2. 把负荆请罪的结尾补充丰满，写几个片段。

六、总结

鼓励学生多读历史故事。

（申立新）

参考资料

1.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公元前 475～公元前 221 年）。当时，比较强的国家有七个，

即秦、楚、齐、燕、魏、赵、韩，成为“战国七雄”。秦国是最强的一个。秦国地处函关谷以西，其余六

国在函谷关以东。赵国的东边是富强的齐国，而西是最强大的秦国，赵国处在两大强国之间，因此，在军

事上和外交方面的措施，就有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重大意义。完璧归赵的故事发生在秦国全力进攻楚国的时

候，秦国不能集中更多兵力对付赵国，主要是用威胁的手段占赵国的便宜。

2.大夫，我国古代一种官职，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大夫”是最高的一级大夫。

3.卿，一种官职，分为上卿、中卿、下卿。上卿是诸侯下面最高的官职。廉颇在赵惠文王五十

六年（公元前 238 年）的时候，因伐齐有功，已经被提升为上卿；蔺相如也做上卿，但由于是文官，上朝

集会时，位置在廉颇的右边，秦汉以前以右为尊，所以课文中说蔺相如的职位比廉颇高。



教学目标

1. 了解成语精炼概括的特点。

2. 积累一些有关学习的古文名句。

3. 通过综合性学习，培养学生搜集资料、动手动脑、与人合作的能力。

4. 对本单元的一些学习方法进行总结，并在“自主阅读园地”中加以运用。

教学准备

1. 师生各自搜集古文中关于学习的名人名言。

2. 学生准备办《学习园地》的资料。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温故知新”，是让学生了解成语精炼概括

的特点。二是“语海拾贝”，让学生积累古文中关于学习的名言，丰富语言。三是“互动平台”，通过师

生之间的对话，总结归纳和概括的方法，提高阅读能力。四是“综合性学习”，目的是培养学生动手动脑、

与人合作的能力。五是“习作百花园”，引导学生观察课文插图，通过插图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同时鼓励

学生展开想象，锻炼学生的想象力和概括能力。六是“自主阅读园地”，通过阅读《花灯》一文，让学生

巩固本单元阅读的方法，提高阅读能力。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意在让学生了解成语精炼的概括作用。可以让学生回忆学过的文章，体会成语

概括的精当。

＊ “语海拾贝”旨在让学生积累《论语》中关于学习的名句。教师可对《论语》进行简单的介

绍。学生能理解多少算多少，主要是积累。

＊ “互动平台”通过师生对话的形式总结了本单元的阅读方法：通过归纳和概括段意来把握全

篇文章的内容。让学生自读自悟，总结出这一带规律性的知识，同时回顾学过的《景德镇的瓷器》和《将

相和》，为后面的“自主阅读园地”的阅读做好铺垫。

＊ “综合性学习”实际上是一次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锻炼提高语文实践能力的



平台。通过办《学习园地》，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对学习方法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

能力和与人合作的习惯。如果以前没有办过小报的班级，教师可事先让学生准备一些报纸,向学生简要介绍

办报的方式，然后再进行分组，讨论学习园地的内容，进行编排，有条件的学生可采用电脑排版。办好后

教师要组织学生进行展示和评价，对好的进行鼓励，培养学生参与语文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 “习作百花园”是一次看图作文的练习。要引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插图，鼓励学生不要

囿于课文的内容，而要发挥自己的想象，扩展开去，写出有吸引力的文章来。

＊ “自主阅读园地”是对本单元知识的拓展，鼓励学生用在“互动平台”中学到的阅读方法阅

读文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建议本课教学 3～4课时。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学生自读本题内容，说说读懂了什么，将不明白的提出来。

2．对不明白的地方加以引导和点拨。

3．拓展：你还能用成语概括哪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教师也可出示短小熟知的文章让学生用成语

进行概括，如《火烧赤壁》等。

二、语海拾贝

1．学生自读本题内容，说说读懂了什么。对《论语》进行简单的介绍。

2．指名说说每句话的意思，不明白的句子教师加以说明，明白这几句话都是学习方面的名言。

3．拓展：你还知道哪些古文中关于学习的名言？

4．比一比，看谁记得最多。

三、互动平台

1．学生自读对话，了解本题内容。

2．汇报，你读懂了什么？

3．练习，找出《景德镇的瓷器》中的中心句。

4．拓展：你还能从本册学过的其他文章中找出这样的句子吗？

四、综合性学习

1．自读本题，了解要求。

2． 教师介绍办报的一些基本方法,学生观察自带的报纸,学习办报的方法。

3．自由组合，讨论学习园地的内容和分工。

4．各组汇报本组的内容，相互交流和学习。

5．《学习园地》展览，评比。

五、习作百花园

1．学生读本题要求。

2．分组讨论交流选材内容。

3．学生试写。

4．评改习作。

六、自主阅读园地

1．学生阅读。

2．交流与汇报。



（1）本文较长，你是用什么方法进行阅读的？

（2）本文主要讲了什么？

（3）谈谈你读了本文后的想法。

（申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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