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不平常的信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人间真情,体会战士们的细心及英雄

妈妈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怀。

教学重、难点

感受人间真情,体会英雄妈妈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怀。

教学准备

课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抗日战争的相关资料;了解书信常识。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辨词导入,引生入文

  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认为“说谎”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不对,骗人,不诚实等)可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文章就有了一大

群人在说谎。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篇课

文吧。板书:17不平常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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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寻找兴奋点

1.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想办法先把课文读通,然后再想想课文讲

了一个什么故事,小组内交流。

2.全班汇报总结:初步明白课文内容,他们不是撒谎,而是为了

安慰抗日英雄赵蒙生的妈妈不要伤心难过而写的信,这是善意的谎

言。(从定期写信、模仿笔迹等方面也看出战士们的细心。)
三、细读,找准情感持续点

1.找出课文中一共写了几封信,分别是谁写给谁的。

2.初读课文,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些人写信“撒谎”的原因,再读课

文。课件出示前两封信:
第一次假设自己的身份,你们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当发生这样的

事情时会想些什么? 用简单的词或句子概括写下来。

A.和排长一起写第一封信给蒙生妈妈的战士们。

B.战士们想象蒙生妈妈收到这封信的情景。

C.收到蒙生妈妈回信的战士们。
全班交流。

3.带着自己的想象,再读这两封信,想:他们是    的士兵。

4.我们给蒙生妈妈写了很多信,从哪里看出来的?
“我们一直和英雄……1946年春天。”抓重点词:一直。复习巩

固过渡句的作用。

5.自读文中的最后一封信,谈谈自己的感受。想:这是一封  
 的信。

6.课件出示这最后一封信:
再次假设自己的身份,你们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当发生这样的事

情时会想些什么? 用简单的词或句子概括写下来。

7.两次假设对比,说说自己的感受。带着这样的感受再读文中

两封给战士们的回信。
四、精读,抓住情感升华点

在整个故事中,除了课文提到的不平常的信以外,还有很多不平

常的人、事、物。不平常的你发现了吗? 再读课文找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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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出示:不平常的人、事、物。
五、真情流露,评选感动班级人物

读完这篇课文,我们在善意的谎言里看到了很多真诚的人,有真

情的人。课文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感动,找找最让你感动的部分读读。
说说谁最让你感动,并写上简单的推荐词。

(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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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革命烈士诗两首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新词。

2.了解两首诗的写作背景,帮助学生读懂有比喻义的词和诗句。

3.体会内容中蕴涵的作者情感,学习先烈们视死如归的革命气

节。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学习先烈们不怕牺牲的革命豪情。

教学难点

理解文中有比喻义的词和诗句,体会其中蕴涵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词语卡片,朗读录音带,搜集相关历史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渣
滓洞集中营、白公馆集中营、11·27大屠杀等)。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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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歌

一、解字导入新课

1.从字形上看,“囚”是什么意思? 囚歌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字

形上看,人被四堵高墙紧紧围住,如笼中之鸟,失去自由。“囚”的意

思是把人关在监狱里。“囚歌”在本文指革命者在敌人监狱里写的诗

歌。)

2.介绍时代背景。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你知道这首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 用

你们搜集到的资料和你了解的知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二、初读,质疑问难

1.师放范读录音带。

2.生自读课文,要求想办法把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

3.学生质疑,师筛选补充。
三、研读课文

1.刚才我们理解了“囚”字的意思,就是把人关在监狱里,让人失

去自由! 那么请找一找这首诗中几处提到“自由”,勾画相关句子,想
想每处“自由”指的是不是一回事?

2.设疑:叶挺渴望自由,敌人也说要给他自由,为什么叶挺又不

要了呢? 这不是矛盾吗? 在小组内读一读一、二节诗,讨论刚才的问

题。

3.小组交流,体会两个“自由”的不同,全班汇报。相机出示词语

卡片理解“人”“狗”“一个声音”“爬出来吧,给你自由”等的喻义,重点

体现在“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是指牢房中的革命者所要走的路被敌人

锁得紧紧的。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指为牢房中的叛徒所准备的道路是敞开

的,只要你叛变革命,随时都可以爬出牢房。
课件出示从电影中剪辑的一幅图:革命英雄图,叛徒形象图,丑

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形象图,引导学生看图,联系诗歌,说说他们之间

会说什么? 自由讨论。让学生体会出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加紧对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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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革命者进行迫害;一面诱惑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叛变投降。
师补充介绍叶挺被囚禁在重庆歌乐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

滓洞集中营的原因和狱中斗争事迹。并强调叶挺同志不为高官厚禄

所动。最后由狱中难友传唱这首诗一事回到课题的“歌”字。

4.再读诗第一、二小节。集合学生从书中读到的,从影像中看到

的,从老师那儿听到的进行强烈对比,相信学生对敌人和叛徒的憎恨

会更深一层,对叶挺的坚贞不屈会更加佩服,真情流露,感情会水到

渠成。

5.既然不能得到我所渴望的自由,那么我情愿选择在烈火与热

血中得到永生!

①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三节。理解“活棺材”“永生”“地下的

烈火”。(同桌讨论,汇报)

②师小结:虽然人的身躯在烈火和热血中燃烧了,但人的尊严,
人的精神还在,它们将获得永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叶挺将军怎么

样? (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③该怎样读才能读出作者的壮志豪情? (“地下的烈火”“一齐烧

掉”“得到永生”等词语读时要铿锵有力,语气逐渐激昂,节奏加快。)

6.指名读,全班评析,学生再读。
四、指导朗读

1.初步划出节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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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2.指名读———学生评价———指名读———多形式读———背诵。
耕 荒

一、故事引入,渲染气氛

1.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叶挺同志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其实像

这样的烈士还有很多。师讲述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集中营、11·27
大屠杀等历史事实。简介作者。

2.让学生在义愤填膺时听录音带范读《耕荒》。
二、自读诗歌,质疑解难

1.学生试着自读诗歌,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这是写给自己孩子的遗嘱,体会诗中的意思,自由交流。
三、联系《囚歌》,理解喻义

1.《囚歌》和《耕荒》这两首诗歌的写作背景差不多,两位都是革

命烈士,请同学们试着联系《囚歌》中的词句意理解方法来理解这首

诗歌。

2.交流。重点指导对“荒沙”“满街狼犬,遍地荆棘”“愿你用变秋

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的理解。

3.猜想这位父亲在给孩子写遗嘱时的心情,体会作者的气节和

心愿。

4.朗读,读出父亲对孩子的爱,对敌人的憎恨和大义凛然的英雄

气概。
四、联系实际,拓展延伸

1.儿子看到父亲的遗嘱时会怎样想? 怎样做?

2.假如你是作者的孙子,知道了爷爷的英雄事迹,会怎么想? 会

怎么做?
五、用自己最有效的方法背诗歌

六、搜集更多革命烈士的诗歌,开展革命诗歌交流活动

(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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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许世友四跪慈母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母爱的伟大,学习许

世友将军孝敬母亲、感恩母爱的品质。
3.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学习按一定顺序写作的方法。

教学重、难点

学习作者的写作顺序;体会母慈子孝的伟大品质。

教学准备

了解许世友将军的故事;搜集英雄名将的尊老故事。

教学课时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破题导入

  1.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一篇关于名将故事的文章。板书课题:
19许世友四跪慈母

2.交流:你从课题中明白了什么? 还有什么疑惑?
二、速读梳理

1.(师抓住交流中的“四跪”)质疑:我也和你们一样,想知道许世

友为什么四次跪在母亲脚下。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找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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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生分段朗读课文,正音。

3.交流:从课文中明白了什么?
三、细读填表

1.自读课文,小组完成表格

次数 时间 起因 许世友的语言、动作 母亲的语言、动作 结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对比母子二人的语言动

作,简单地写写感受

  2.全班交流。

3.重点指导理解第三次许世友及母亲的对话和动作。插入介绍

许世友生平。帮助学生理解“忠孝难两全”和“舍小家,为大家”的高

尚品质。
四、品读感悟

1.选择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有感情地朗读。全班评读。

2.复述这个故事。
五、写作方法指导

1.观察表格中的“时间”栏,明白按时间顺序,详略得当介绍事情

的习作方法。

2.学习通过人物语言、动作描写表现人物品质的习作方法。
六、补充课外知识

1.搜集到的英雄名将的尊老故事。

2.许世友另外三次跪母的详细情况。

(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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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鸡毛信

教学目标

  1.能快速、流利地阅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2.欣赏海娃的机智勇敢、不怕牺牲。

3.能用自己的话转述这个故事。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大意,学习海娃的品质。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准备

王二小、雨来、张嘎等抗日小英雄的事迹。

教学过程

一、初识小英雄

  1.从前边的课文中我们认识了很多大英雄,今天我们来了解一

个小英雄的故事:板书课题。想知道鸡毛信是怎么一回事吗? 请同

学们快速浏览这篇课文,简单概括全文的内容。

2.划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并为故事拟定小标题:接受任

务,巧妙藏信,深夜逃走,丢信找信,诱敌负伤,完成任务。

3.指导学生分别朗读这六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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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按事情发展经过写作的方法。
二、细读小英雄

1.课文最后写到张连长称赞海娃是小英雄。从哪些地方看出海

娃是小英雄呢?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小故事读读找找。

2.全班交流。勾画出相关语句,有感情地朗读。

3.抓住对海娃语言动作和表情的描写,体会海娃的心理。
三、赞美小英雄

1.写海娃。

2.画海娃。

3.演海娃。

4.说海娃。

5.唱海娃。
……
四、寻找抗日小英雄

1937年到1945年,是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日本鬼子在我们神

圣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肆无忌惮。你可知道,那时和我们相仿年纪

的儿童们没有温饱,没有课堂,是飞机、坦克炸毁了他们幸福的童年。
然而,他们在战争中没有退缩、屈服,而是和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

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像海娃这样的小英雄有很多很多,如:王二

小、雨来、张嘎等。交流自己知道的小英雄故事。
五、身边现代小英雄

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生活在幸福与快乐之中,在我们

周围也涌现出了一些小英雄,他们勤奋好学、艰苦朴素、乐于助人、敢
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你能找到吗? 夸夸身边的现代小英雄。

(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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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五)

教学目标

  1.区别破折号的三种不同用法。

2.积累名言。

3.体会人物的语言、动作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

4.能有条理地向别人述说尊老、爱老的故事,并从中受到教育。

5.能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动。

教学重点

1.破折号的运用。

2.内心情感的表达。

教学准备

课前预习,课件,《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磁带,搜集尊老、爱老的故

事。

教学课时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出示文中三个句子,反复朗读,体会其中破折号的不同作用。

2.总结归纳破折号的三种不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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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练习:

A.亚洲大陆有世界上最高的山系———喜马拉雅山;有目前地球

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B.“顺———山———倒———”林子里传出我们伐木连小伙子的喊

声。

C.“我在珠海的公司干得挺顺心。老板对我不错,工资也挺高,
每月三千多呢! ———我能抽支烟吗?”

D.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E.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

出!
二、语海拾贝

1.导入,本单元课文我们学习了很多有气节,有傲骨的人。今天

我们要学习一些有豪迈之情的名言。

2.自读理解。

3.交流补充。

4.读背接力赛。
三、互动平台

1.分析本单元课文是怎样抓住人物神态、动作、语言的描写,表
达人物的内心情感的。

2.自己再从文中找出句子试着分析。
四、口语交际

(一)为什么要尊敬父母或长辈。

1.读唐诗《游子吟》,再全班同学一起跟录音带齐唱《世上只有妈

妈好》,用感情的歌声来表达对父母的深深谢意,谢谢他们给予我们

的无私深沉的爱。

2.全班同学议一议,说一说自己父母或长辈(可以讲一两件记忆

中最深的长辈对你关怀和爱护的事,也可以谈谈体会,你的父母是如

何在生活上照顾你,学习上关心你,思想上开导你,行为上指导你

的)。

3.说说其他长辈是如何关心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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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应该怎样尊敬父母或长辈?

1.要听从父母或长辈的正确教导。

2.对父母或长辈要有礼貌。

3.要关心体贴父母或长辈。
(三)评一评:谁尊老爱老做得最好?
五、习作百花园

1.观广告。
播放电视广告。配音:每天晚上,年轻的妈妈打好热腾腾的水,

给年迈的老奶奶洗脚。她日复一日不变的行为,温暖了奶奶苍老的

心灵。她不知道,无意中,她教会了自己的孩子感恩。看了这则公益

广告,你有什么感受?

2.说感动。
像电视广告中这样的令人感动的故事还有很多。公益广告片

段;刘翔的图片;《天鹅的故事》;“同一首歌”爱心帮助贫困大学生、白
内障儿童、艾滋病患者;’05、’06“感动中国”“感动重庆”的部分人物。
同学们,像这样深深触动心灵的事,你一定看到、听到甚至经历过,选
一件最令你感动的事讲给小组的同学听。

3.评感动。
同学互讲,在讲的时候,要把自己最动感情的地方讲具体,把自

己心里的感受讲出来,争取打动你的同学。讲完后听听同学的感受

和意见,同学之间互相诉说,互相帮助,材料更丰富。

4.写感动。
经过了前两步,大家已经胸有成竹了吧,那就赶快趁热打铁,动

笔把它写下来。写的时候大家要记住这句话“我口说我心,我手写我

口”。要写真话,抒真情。
六、自主阅读园地

1.选择自己最棒的阅读方式读短文。

2.复习抓住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感悟人物的内心情感。

3.找出最让你感动的地方说说。

4.交流感受。
(兰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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