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母鸡(A)

教学目标

  1.自学生字,积累好词佳句。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作者对母鸡由厌恶到喜

爱的情感经历。

3.领会作者的细节描写。

教学重点

细节描写的方法。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交流见闻,导入新课

1.交流课前收集的关于母鸡的见闻。

2.导入新课:
母鸡我们都见过,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动物。可是老舍眼里的

母鸡又是怎样的呢?
二、自读自悟

1.师生共同制定阅读目标。
(1)圈出生字词,读准字音。
(2)认真朗读课文,读流利、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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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考:老舍先生笔下的母鸡是一只怎样的母鸡?

2.自主阅读,边读边想。
三、汇报交流

品评母鸡之长短,体会作者对母鸡的喜恶。

1.再读课文,小组讨论:
(1)文中直接写作者对母鸡由讨厌到不讨厌这一情感变化的语

句有哪些?
(2)作者分别通过哪些具体事例写母鸡的讨厌与不讨厌? 每个

事例各用一个恰当的词语概括。
(3)联系上文和生活体验谈谈自己对第9段的理解。
(4)句子辨析:
“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和“我不再讨厌母鸡了”的意思一样吗?

为什么?

2.全班交流。

3.同组合作,有感情朗读课文。
四、领悟文中的细节描写

1.“一只鸟儿飞过,或是……马上集合到它身边来”,引导学生品

味母鸡“歪着头听”“挺着身儿”“看看前,看看后”“咕咕地警告”,感受

作者细节描写的生动形象。

2.“每一只鸡雏……一两个汤圆似的”,引导学生品味作者用“圆
圆地下垂”“汤圆似的”细致地写出了小鸡雏吃饱时的可爱形象。

五、分辨褒贬,积累词语

1.思考讨论。
作者在表达自己对母鸡由厌恶到喜爱的感情变化的过程中,遣

词造句的感情色彩也发生了变化,找一找,读一读,品一品。

2.分类摘抄词语。
把自己欣赏的词句按褒与贬两类,摘抄在“采蜜本”上。

(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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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鸡(B)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习本课生字新词,随文理解“颤颤巍巍”“如怨如诉”
“尖锐”“凄惨”等词语。

2.读懂课文内容,体会作者情感的变化,通过品味对母鸡“负责、
慈爱、勇敢、辛苦”的具体描写,感受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3.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感受作者细致传神的描写,积累优美词

句。

4.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重点:学习作者的观察方法,品味有关母鸡“负责、慈爱、勇敢、辛
苦”的具体描写,感受作者细致传神的描写。

难点:找出相关语句体会作者由讨厌到不敢讨厌母鸡的情感变

化。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或教学挂图。了解与作者相关的小故事。
学生:观察母鸡乱叫时、下蛋后、带小鸡时、保护小鸡时的样子。

搜集有关作者的资料。

教学课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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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交流见闻,导入新课

  (出示挂图或课件认识母鸡。)
同学们回家都认真观察了母鸡的一些生活习性吧? 把你的所见

所闻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母鸡是一种很平常的小动物,可在老舍眼里的母鸡又是怎样的

呢?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母鸡》(板书课

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说说老舍先生笔下的

母鸡是一只怎样的母鸡。

2.再来读读课文,在自己感受最深的语句旁作上批注。
三、学习生字词

1.出示下列词语,指名朗读。

 惊恐 田坝 疙瘩 警戒 颤颤巍巍

 预备 啄食 尖锐 凄惨 如怨如诉

2.辨析生字,组词并理解词义。
四、熟读课文,感悟母鸡

1.再读课文,边读边做上批注:作者对母鸡前后的态度有什么样

的变化?

2.小组交流:把你感受最深的地方读给小伙伴听,说说你的理

由。等会儿请小组代表把你们看到的、感受到的说给同学听。

3.小组交流反馈:读读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或段落,并说说为什

么。同学互相评价、补充。
五、细读课文,品评母鸡

出示:“我一向讨厌母鸡。”深入品味文章。
学习第1、2段。

1.自读第1、2段,边读边勾画出表现母鸡讨厌的词句。

2.结合作者的描写,想象画面,再根据自己的观察补充,说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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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学生回答情况,引导学生读,说说自己的体会。
第1段:抓“嘎嘎”“没完没了”“颤颤巍巍”“如怨如诉”等词,帮助

学生提升概括。(学生能总结出“吵闹”“烦躁”即可。)
第2段:抓“发了狂”“恨不能让全世界知道”等词,概括:自大、爱

炫耀。

4.带着自己的理解再读课文第1、2段。
学习第4~7段。

1.是什么原因使作者改变了看法? 在文中找到能概括说明这一

原因的句子,画下来。

2.读课文第4~7段,思考:从哪些描写中感受到母鸡的负责、慈
爱、勇敢、辛苦? 边读边用笔做上批注。

3.小组内交流相关的语句和自己的体会。

4.全班交流,提炼品评。
负责:
出示句子:不论

  
是在院里,还是

  
在院外,它总是

  
挺着脖儿,表示出

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一只鸟儿飞过,或是什么东西响了一声,
它立刻警戒起来:歪着头

   
听;挺着身
   

儿预备作战;看看前
   

,看看后
   

,咕
 

咕地警告
    

鸡雏要马上集合到它身边来。
(1)读句子,说说你从带点的词语中体会到了什么? (“不论……

还是……总是”体会到母鸡对鸡雏的保护是时时刻刻的 。“歪着头”
“挺着身”“看看前”“看看后”“咕咕地警告”体会母鸡的机警、负责。)

(2)师范读。指导朗读,边读边想象画面。
(3)再读句子,说说用上这些带点词语有什么好处。
慈爱:
(1)自由读第4~7段。思考:从哪些词语或句子感受到了母鸡

的慈爱?
(2)交流感受。(“一点儿”东西就“紧叫”;鸡雏的肚子“像汤圆似

的”,自己却“消瘦”许多;给鸡雏取暖;任凭鸡雏在它身上调皮,“一
声”也不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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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导朗读,边读边想象画面,感受作者细致传神的描写。你

还能找到类似的语句吗?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4)交流汇报。
勇敢:
(1)你从哪些语句感受到了母鸡的勇敢?
(2)交流:“不论……总是”“假若……一定……连……”
辛苦:
交流:“立刻警戒”,换词解释“警戒”;消瘦;夜间睡不好……

5.带着自己的感受再读第4~7段。
学习第8、9段。
出示“它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它有了一群鸡雏。它伟大,

因为它是鸡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

1.生自由读。

2.师范读。

3.生有感情地反复朗读。

4.结合自己的实际,说说自己的体会。

5.自由朗读第9段,联系上下文思考:我为什么不敢再讨厌母鸡

了?
六、拓展升华,感悟母爱

1.说说对“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的理解。

2.结合自己的实际说说自己对母爱的理解。
老舍现在对母鸡敬佩有加,再听到母鸡的叫声,还会觉得它烦

吗?

(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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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只贝(A)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生字,理解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理解贝忍受痛苦和石子抗争的句子,
体会“这是一只可怜的贝,也是一只可敬的贝”这句话的含义。

3.通过本课学习,感悟一只贝特殊经历所蕴含的哲理。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教师:同学们,你们见过贝壳吗? 你见过的贝壳是什么样?
生自由表达。
教师:老师带来了一只贝壳,想看看吗? (出示两片贝壳)这就是

一只贝的两扇壳,摸一摸,你摸到了什么?
(不平整、一些突起的地方。)
教师:如果是一只完整的贝壳,它的里边还应该有什么?
(还应该有肉。)
教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只贝》,齐读课题。
老师指名学生分别读两个段落。
教师:站起来读的同学要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其他同学要

认真倾听,一会儿老师要你们谈一谈,文中的这只贝给你留下了什么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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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学生分段读课文,其他学生听。
教师:“旋涡”这个“旋”读第几声?
教师:注意这里是读第二声。
教师:“稀罕”,它在这读轻声,一起读。
教师:文中的这只贝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换句话说,这是一只

怎样的贝?
生答。
教师:非常好,同学们,刚才有的同学说这是一只可怜的贝,也是

一只可敬的贝。
板书:可怜、可敬。
这篇课文虽然不长,但是耐人寻味,老师在课前读了很多遍课文

呢,老师每次读都被文中的这只贝深深地感动。请同学们再默读课

文,把你感受最深的句子划出来,体会体会。
学生:拿出笔默读课文。
教师:谁愿意把感受最深的地方和同学们交流一下?
教师:用心地体会了课文,还有吗?
教师:你关注了石子,也关注了珍珠。
教师:如果没有这颗石子,这些贝的外壳会怎样?
教师:那你能不能找到描写漂亮贝壳的句子?
生读第1段

教师:你们也找到了吗? (这壳上投影过太阳、月亮、星星,还有

海上长虹的颜色,都曾经显示过浪花、漩涡和潮峰起伏的形状。现在

生命结束了! 这光洁的壳上还留着这色彩和线条。)
再来默读课文,边读边想象一下这只贝壳到底是怎样的。(播放

海边音乐。)
学生默读课文。
教师:在你的眼前出现了怎样的形象?
(学生:这只贝壳的花纹很好看,样子也好看,如果孩子们去玩耍

肯定会把它捡起来)
教师:好,同学们,边读文字边想象画面这种方法很好,谁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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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朗读把对这只贝的喜爱表现出来?
教师:(出示贝壳的有关图片)老师也带来了一只贝,看了后相信

你们会读得更好。
教师:“即使生命结束,壳上仍留有人们喜爱的色彩”,谁读这段

话?
学生读。
教师:读了后这只贝还有绚丽的色彩吗? 还有精美的图案吗?

读了后你心里还有什么感受?
教师:无论是同情也好,怜悯也好,是这段文字中的哪个词一下

子就打动了你? 再读读,体会一下。
教师:再读读课文,看看透过“折磨”这个词你还能读出什么感

受;想想石子在贝的身体里贝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非常难受,因为有沙砾在它身体里。)
教师:谁来读这句话?
生读。
教师:他在认真地读,读出了自己的感受,透过这段文字,你的眼

前仿佛看到了什么?
教师:这就是一个词语给我们的启示,就像刚才那位同学提到

的,我们生活中也有这种感受。那位同学,你的眼睛进了沙子是什么

感觉?
(学生:我眼睛里很难受。)
老师引读(那是个十分硬的石子……说不出来。)
教师:我们体验到了语言文字的味道,我们光读出了可怜,再读

课文,再体会体会,在可怜的背后你又读出了什么。
(读出了可敬、坚强;每时每刻都受折磨,但没放弃生存的意念。)
教师:老师从发言中听出了“磨制”。
板书“磨制”
教师:磨制东西都用硬的东西来磨,用硬的东西来磨软的东西,

而我们的贝是拿软软的、嫩嫩的身体去磨石头,在磨制的过程中可能

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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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学们,但它放弃过吗? 停止过吗? 带着这种感情再说

说。
教师:可敬! 一颗石子被磨制成了一颗稀罕的珍珠。仅仅是磨

出的一颗珍珠吗?
小结:一只贝的童话,一篇人生的寓言,从这篇寓言里,你得到了

什么启示?
(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到彩虹?)
教师:这篇课文被收到寓言集里,每个人在读到时都会受到启

示,把你们受到的启示写下来。
全班交流自己得到的启示。

(王波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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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贝(B)

教学重点

学习抓住课文重点部分,读懂文章内容,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

感情。

教学难点

学习作者是怎样把重点部分写具体,又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

感情的。

教法

以读代讲法、引导点拨法、指导朗读法

学法

朗读理解法、合作探究法、自学法

教学目标

1.自学本课生字新词,准确理解词句的意思。认识本课生字新

词,读准生字,积累词汇。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抓住课文重点,读懂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挂图、生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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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时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展示贝壳和珍珠。

2.你们知道这贝壳与珍珠有什么关系吗? 你们想知道很久很久

以前发生的“一只贝”的故事吗? 我们一起来学习第3课《一只贝》。
(板书课题)
二、自读课文,自学生字

1.默读课文,画出生字,借助字典读准字音。

2.学生互动学习,老师利用生字卡或投影检检自学效果。
三、默读课文,整体感知

1.结合“课后链接”读懂课文,记下课文中不理解的问题,然后提

出来。

2.说说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想想作者想借助这个故事告诉

人们什么。
(1)学生自读课文,然后指名朗读。要求读准字音,不认识的字

可以查字典,也可以问同学。
(2)指定学生朗读,评估朗读效果。抽几个学生分段读课文,看

他们是否读得正确,有没有读不准的字词,帮助纠正朗读的错误。
请同学们提出不理解的地方。
(3)学习生字,交流记忆的方法。
把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多读几遍。
(设计意图:课前收集有关知识对文章的学习和理解是必要的,

同时也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自主地选择自己喜欢的

朗读方式,初步了解课文内容,为学生后面的学习奠定基础。
了解学生对本课生字的认读情况,培养学生在朗读中主动认字

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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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一、细读课文,理解感情

1.各人朗读课文,达到准确、流利。

2.默读思考:“这是一只可怜的贝,也是一只可敬的贝”,结合课

文内容说说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体会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3.把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多读几遍。
二、指导朗读

1.结合课后第3题进行:
从引导学生题解、体会句子所表达的感情入手,结合课文内容,

抓住重点词语、标点的内含来读。
“嘿”“多”“大”要读出惊喜赞叹的语气,读的时候要语气自然,声

音洪亮,通顺流畅。
“多漂亮的孩子,多漂亮的贝壳!”强调的是“多”“贝壳”应重读。
“这是珍珠! 嘿,多稀罕的一颗大珍珠!”
(1)把没读懂的地方记下来。读后进行讨论。
(2)找出相关的语句及段落,并根据自己的题解来叙述。
(3)把你感兴趣的内容朗读给大家听,并说说你为什么感兴趣。
(4)学习作者是怎样把内容写具体的。悟出文章先概括后具体

的表达方法,达到学习的最佳效果。
反复朗读,仔细体会并让学生尝试评价。
(设计意图:普通话标准、感情充沛、有感情、抑扬顿挫、声情并

茂、熟读课文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课文大意,而且为理解课文奠定了

基础。
抓住词句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并认真品味精美的词句,学习

描写的方法。
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培养学生的口语

表达能力及拓展知识面。
熟读课文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课文大意,而且为理解课文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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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板书设计

大海里的贝被海潮送到岸边后,只剩下“一只贝壳”,孩子们捡起

做装饰品。
这一只贝没有被孩子们捡起,因为不漂亮。
孩子们发现了这只贝壳里的一颗大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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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狼群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理解“默契”“俯首帖耳”等词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知道狼群的集群生活方式,边读边批自己的阅

读感受。

4.凭借具体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懂得团结协作对于生活乃至生

存的重要性,培养学生与人团结合作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1.知道狼群的集群生活方式,边读边批自己的阅读感受。

2.体会狼群的团结、勇敢。
难点:通过语言文字,使学生懂得团结协作对于生活乃至生存的

重要性,培养学生与人团结合作的精神。

教学准备

教师:有关狼的多媒体资料(文字)。
学生:收集一些狼的有关资料、图片等。

教学课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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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媒体开篇,导入课文

  1.出示介绍狼的生活情况的多媒体资料。

2.师:同学们,这就是狼的生活,把你看到的介绍一下吧。

3.师:是啊! 一只狼是孤独的,它苦苦挣扎在食物链的终端;一
群狼是强大的,它们有资格笑傲“江湖”!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狼选择了群居生活,共同进退,让我们一起走进和我们一样过着群居

生活的狼的世界。(板书课题)
二、自读课文,初步感知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
(1)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2)找出带有生字的词语,并理解其意思。
(3)对于较长的句子,反复读几遍,读通为止。
(4)在不懂的地方标上问号。

2.学生按要求自学,教师巡回指导。

3.指名读生字,注意:“撤”是翘舌音,“逻”的声母是l,不是n.
4.重点理解以下词语,了解词语的褒贬色彩。

 呼啸 退避三舍 默契 俯首帖耳 身先士卒

5.请同学们自由快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读后说说狼

群给你留下的印象。

6.学生交流,教师相机评价。

7.再读课文,在自己感受最深的语句旁作批注。

8.学生交流。
三、熟读课文,合作学习

1.再读课文,边读边想作者从哪些方面描写狼群的生活习性?
并把自己的体会批注在旁边。

2.小组交流:把你找到的这些段落或句子读给小伙伴听,把你最

深的感受与组内同学分享。

3.组织交流:结合学生的回答随机指导理解并读好有关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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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读感悟,交流体会

1.自由读课文。

2.教师指导学生谈自己的感受。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交流并读

关键语句。

A.(1)找出描写狼群良好的集群生活习性的句子,画出来作上

批注。
(2)指名朗读描写狼群良好的集群生活习性的句子,谈谈你

的感觉和想法。然后概括一下狼群良好的集群生活习性。
(边讨论边板书: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3)有感情地朗读这些句子。

B.(1)找出描写狼群为什么能让熊等大型动物望而生畏的句子,
画出来作上批注。
(2)指名朗读描写狼群为什么能让熊等大型动物望而生畏的

句子,谈谈你的感觉和想法。然后概括一下狼群能让熊等大

型动物望而生畏的原因。(边讨论边板书:团结)
(3)有感情地朗读这些句子。

C.(1)找出描写头狼权利和义务的句子,画出来作上批注。
(2)指名朗读描写头狼权利和义务的句子,谈谈你的感觉和想

法。然后概括一下头狼的权利和义务。(边讨论边板书:抵抗

敌害、调解纠纷、巡逻报警、踏路探险)
(3)有感情地朗读这些句子。

五、总结延伸

面对如此勇敢、团结的狼群,它们的确有资格“笑傲江湖”! 关于

狼的集群生活,你有什么看法?

1.生交流汇报。

2.同样是过群居生活,人类从狼的生活中受到些什么启发?
同学们,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人类也像狼群一样勇敢、团结

合作、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那么,我们才有资格“笑傲江湖”!
(1)拿出你们的笔,写下你自己学了这篇课文后的独特感受。
·26·



(2)交流。

同学们,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的题目———《狼群》。愿狼群勇敢、

团结的精神永伴我们左右。

(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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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丽的眼睛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人与动物之间相互关爱之情。

2.采用“读一读”“想一想”“勾一勾”“议一议”的方法合作学习。

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自读自悟,在品读词句的基础上走进海豚的心灵深处,
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

教学准备

师生:收集关于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故事,海豚的图片和文字资

料。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故事激趣,引入新课

  同学们,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海豚救人的美好传说。你们想

听吗?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有一次音乐家阿里昂带着

大量钱财乘船返回希腊时,一些贪财的水手想在船上杀死他。阿里

昂见势不妙,就祈求水手们允诺他演奏生平最后一曲,然后跳进波涛

汹涌的大海。谁知这优美动听的音乐引起了一群海豚的注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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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游了过来,驮着这位音乐家,一直把他送到海岸上。这个故事虽

然流传已久,但是许多人仍感到难以置信。可是,近代关于海豚救人

的报道也不胜枚举。《美丽的眼睛》一文就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动

人的故事。(出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轻声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根据课后第一题的要求再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内容。
(1)学生自读、讨论。
(2)学生交流,教师点拨。
(3)说说是怎样概括出来的。

三、细读课文,质疑解疑

方法:

1.小组合作,边读边议,根据课后题确定本节课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派代表汇报。

2.各组汇报提出的问题,师生共同归纳整理达成共识。
(1)课文几次提到“美丽的眼睛”?
(2)为什么说那是“我”这辈子所看过的最美丽的眼睛?
(3)作者写这篇文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3.小组合作学习,根据教师推荐的学习策略,各小组选择自己喜

欢的策略学习。
(教师可根据文章的特点,提供一些学习的策略供学生选择。

如:①读一读,议一议。②读一读,讲一讲。③读一读,勾一勾等。)

4.小组汇报,全班交流,教师点拨。
四、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1.学生交流收集的资料,讲述有关人与动物之间互相关爱的故

事。

2.把自己最深的感受写成几句话,送给可爱的海豚。

(杨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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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三)

教学目标

  1.巩固学过的成语,体会成语的意思及感情色彩的不同,并学会

在生活中运用。

2.积累各种谚语,体会谚语的含义,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

3.掌握读书方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4.乐于用普通话文明地讨论交流保护青蛙的方法,能认真耐心

地倾听他人说话,能抓住要点。

5.认真观察图,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不拘形式写下所见所感,易
于动笔,乐于表达。

6.培养个性化阅读,从不同角度有所获。

教学重、难点

重点:引导学生体会成语的感情色彩,并在生活中运用。
难点:了解阅读方法,鼓励个性化阅读。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或教学挂图。
学生:收集与动物有关的成语和谚语,查找有关青蛙的资料。

教学课时

3~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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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迁移运用

  1.学生自由读成语。同桌相互读。

2.抽读。

3.小组讨论两组成语的特点。
(都是有关动物的成语。第一组:贬义;第二组:褒义。)

4.再读,感悟它们感情色彩的不同。

5.在实践中去运用、感悟。
(1)分小组交流搜集的有关动物的成语,并注明它们的感情色

彩。
(2)全班交流。

6.全班齐读成语。
二、语海拾贝,读读记记

1.学生自由读谚语,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2.小组内检查,要求读准确。

3.小组内交流自己知道的有关动物的谚语,组长做记录。

4.全班交流收集到的类似的俗语、谚语,并把这些句子记在“采
蜜集”中。

三、互动平台,学会方法

1.学生自由读对话,想一想:你从中读懂了些什么?

2.小组交流读了这段话后的收获。

3.小组分角色朗读,找一找,勾一勾,议一议:有哪些读书方法。

4.全班交流阅读方法。

5.除了书上列举的阅读方法外,你还知道哪些阅读方法?

6.再读对话,把这些阅读方法记下来。
四、口语交际,自主表达

1.创设情景,引出话题“谈蛙”。
(配乐朗读辛弃疾的《西江月》)
教师:同学们,听了这首词,你有什么感受? 说说你对青蛙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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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组内交流资料,互相补充,并选一名成员上台演说。
教师:青蛙对人类那么重要,可近几年来青蛙的数量却显著地减

少了。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小组交流讨论:怎样保护青蛙?
请小组代表到讲台上展示方案。要求:声音洪亮,吐字清楚,有

条有理,态度大方。其他同学专心倾听,认真思考。

3.小组间评比,相机指导。
大家评议。语言要文明谦逊,要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待设计方案,

抓住要点把意思表达清楚。

4.总结方案,深化话题。
教师: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为保护青蛙出一分力,让我们的生活

环境更加和谐,更加舒适,更加美好!
五、自主阅读,培养能力

教师:同学们,在口语交际课上,我们知道了青蛙是庄稼的朋友,
是捕虫的能手,今天我们再走近青蛙,去了解一下青蛙。

1.学生自由朗读,了解内容。
出示自读要求:
(1)想想文中介绍了青蛙哪些方面的知识。
(2)找出写有关青蛙知识的语段读一读。
(3)分组讨论文中介绍了青蛙哪些方面的知识。
(青蛙的种类、青蛙是捕虫能手、青蛙是两栖动物、青蛙的生理结

构)

2.小组内互相帮助学习。

3.交流汇报。
六、习作百花园

出示图画。

1.仔细看。
认真看图: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2.尽情想。
看着图画,发挥自己的想象,构思自己打算写的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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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胆说。
(1)小组讨论写作方法,把握图画的重点部分。
(2)小组互相交流故事,注意倾听,互相评价,互相补充。
(3)各小组推荐一名同学在全班说一说自己的故事内容。
(4)全班同学进行评议。

4.认真写。
(1)自拟一个新颖的题目。
(2)把你想写的精彩故事写下来。
(3)师巡视,个别指导。

5.耐心改。
(1)自读自改。
(2)同桌互读互改。
(3)全班重点评议修改不同水平学生的文章。

6.品味读。
把自己作文中最满意的地方读给全班同学听,师生共同评议,以

肯定、表扬为主,尊重学生的个性体验。

(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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