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我的老师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新词:连翘、拐杖、女娲、沾起、胳膊、蜈蚣、淳朴、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从文章内容的感悟分析中,
了解刘老师的人物特点和内心世界,学会与文本对话。

3.抓住重点句子,体会作者的感受,了解作者心目中的刘老师,
学会与作者对话。

4.了解本文写作上的一些特点,掌握一些写作知识与方法。学

习从不同方面选取典型事例写人的方法。

5.结合文章内容与学生自身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人生态度。

教学重、难点

重点:

1.通过对重点词句的理解和典型事例的感知,全面把握刘老师

的性格特点。

2.体会刘老师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顽强执著的精神。
难点:

1.体会作者从不同方面选取典型事例来描写人物的方法。

2.懂得写人时应选取多方面的事例,全面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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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教师:幻灯片(文字)。
学生:了解作者苏叔阳,了解文章的背景。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说话练习,导入课文

  教师:今天三分钟说话的话题是“我最喜欢的老师”,说说你心中

最喜欢、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
教师:在作家苏叔阳的学生生涯中也有一位让他至今还喜欢着

的老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我的老师》中去感受一下这位身有残疾,
却给苏叔阳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板书课题:我的老师)

二、自读课文,初步感知

1.请同学们自由快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思考

作者回忆了刘老师哪几件事情。

2.同桌互查自学生字新词的情况。

3.小组讨论解决不明白的生字新词。(回忆方法:联系上下文理

解,查字典、词典,平时自己积累)

4.全班学生交流“作者回忆了刘老师哪几件事情”,教师相机评

价。

5.小结:课文选取了三个内容:刘老师的外貌、刘老师的教学、刘
老师放风筝。这三个内容从外到内,逐步深入地展现了刘老师的特

点。
三、浏览课文,把握文章脉络,划分文章层次

1.教师:请大家快速浏览课文,思考作者重点叙述了哪两个部

分,哪一部分中的刘老师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2.学生交流,教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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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文章重点叙述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记叙刘老师在课堂

教学中留给“我”的印象,另一部分是记叙课外活动时刘老师放风筝

的两个场景。我们可以通过关键句理清思路,体味作者的写作重点。
四、细读课文,感悟积累

学生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探讨。
(一)刘老师的教学。

1.再默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你认为能表现出刘老师性格特点

的句子,并多读几遍,边读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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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点:逢到要写板书的时候,他用圆木拐杖撑地,右脚离地,身
体急速地一转,便转向黑板,写完了粉笔字,又以拐杖为圆心,再转向

讲台。

①出示句子,读一读,思考从“撑地”“离地”“一转”“再转”这一系

列的动作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这句话在表情达意上有什么作用?
(引导学生感受刘老师上课板书的艰难,烘托出刘老师对工作是这样

的尽心负责、倾情付出。)

②再读,说说这句话表现了刘老师怎样的性格特点? (认真、负责)

③理解后有感情地朗读。(可个别读、小组读。)

5.再探讨“他每转一次,就引起学生们一次激动的心跳”,言之有

理即可。
(二)刘老师放风筝。

1.重点:他笑着,叫着,拄着拐杖,蹦跳着去追赶线端,喊着:“你
们不要管,我自己来!”

①出示句子,读一读,思考从“笑着”“叫着”“拄着”“蹦跳着”
“喊着”这一系列表动作的词语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这句话在表情

达意上有什么作用? (引导学生感受刘老师简直比一个正常人更有

活力,还有浓郁的诗情,给文章染上了强烈的抒情色彩。这种浓郁的

诗情,既体现在文章的人物塑造上,也体现在文章的遣词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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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再读,说说这句话表现了刘老师怎样的性格特点? (十分乐

观。)

③理解后有感情地朗读。(可个别读、小组读。)

2.小组交流:把你找到的描写刘老师放风筝的句子读给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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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走进课文,再识刘老师

1.分析刘老师的形象:

①学生在文中画出描写或叙述刘老师外貌、语言的句子。

②讨论:这些内容表现了刘老师什么样的特点? (慈祥、忠厚和

身有残疾。)

③学生发言,结合学生的回答随机指导理解并读好有关句子。

2.师:“一股酸涩的情感”到底是怎样的感情? 同学们心里为什

么都飘起一股酸涩的情感? 我们为什么更尊敬刘老师?

3.思考:课文开头为什么要描写春天的景物,作者有何用意呢?
为什么一看到这种情景,作者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刘老师和他的

风筝? (突出了生命的活力,作者睹物思人,引出自己所想。衬托刘

老师乐观向上,充满朝气与爱心的精神境界。)
六、总结

教师:刘老师是一位身有残疾的老师,但他超越了残疾:课堂上

机敏的自嘲,显示他并未被残疾带来的精神压力所控制;板书时的跳

跃旋转,表明身体的缺陷并未影响他的工作;对祖国的深情、对学生

的亲切,让人感受到他那博大的爱心;亲手把风筝送入蓝天,更袒露

出他那颗赤子之心,表现出他生命的健康和强壮。

1.拿出你们的笔,也来学着写写你熟悉的一位老师的外貌或生

活中让你感动的一个情景。

2.交流。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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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阳光很活泼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新词:绯红、镶嵌、按捺不住。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儿子那颗充满想象的童

心。

3.抓住重点句子“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阳光

是可以活泼的,就像孩子的一颗童心”,理解课文内容。

4.体会文中比喻句和拟人句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重点:1.体会儿子那颗充满想象的童心。

2.体会文中比喻句和拟人句的作用。
难点:理解课文最后一段话的含义。

教学准备

教师:幻灯片(文字、图片)。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疑问设置,导入课文

  教师:同学们能来尝试着补充一个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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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冰融化以后是———(水)

2.抽生回答。
教师: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补充的,请你帮忙评价一下这个句子对

不对?
(出示:冰融化以后是春天。)
教师:是的,冰融化以后一定是春天! 世界千变万化,答案一定

丰富多彩,就像这个孩子的童心一样。让我们用一颗童心去看世界,
阳光也会很活泼。(板书课题:阳光很活泼)

二、自读课文,初步感知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再来读读课文,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自己喜欢的语句。
三、学习生字词

1.出示本课的生字,指名学生朗读。

2.辨析生字,组词并理解词义。

3.出示下列词语,指名学生朗读。

 绯红 镶嵌 震撼 起伏荡漾

 公正 蔚蓝 开阔 按捺不住

四、紧扣重点句,展开学习

1.出示重点句:“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阳光是

可以活泼的,就像孩子的一颗童心。”

2.自由朗读重点句(指名读、齐读),思考为什么爸爸说“阳光也

可以很活泼”,从哪几段可以感受到阳光很活泼?
五、合作学习,熟读课文

1.再读课文,边读边勾画出你认为最能体现阳光很活泼的地方,
并多读几遍。边读边想象,边读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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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观看日出,结合课文理解“阳光很活泼”

1.播放课件欣赏日出,真实感受阳光。

①观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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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讨论:此时的阳光让你有怎样的感受?

③学生发言,结合学生的回答随机指导理解并读好有关句子。

2.重点句子的理解,课件出示。

①他看见太阳微微露出一点。但很快又害羞似的闪了回去
        

。

a.联系刚刚观看的日出课件,说说作者描写的是一种怎样的景

象?

b.再读句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c.注意带点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本句运用了拟人的手

法,来突出阳光的活泼,特别是“闪”很有动感,也很有童趣。)

d.理解以后再读句子,融入自己的体会读。

②太阳像个顽皮的小孩一样跳跃着
            

,终于跃出了海平面,那太阳

光也随着起伏荡漾。

a.联系刚刚观看的日出课件,说说作者描写的是一种怎样的景

象?

b.再读句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c.注意带点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本句运用了比喻的手

法,来突出阳光的活泼,特别是“起伏荡漾”很有动感。)

d.理解以后再读句子,融入自己的体会读。

③那阳光真的很美,很活泼,像顽皮的小孩子
       

,像五线谱
    

,像风吹
   

杨柳
  

……

a.联系刚刚观看的日出课件,想象一下你眼中、心中的阳光像什么?

b.再读句子,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c.注意带点的词语,体会这样写的好处。(本句运用了比喻的手

法,来突出阳光的活泼与美丽)

d.理解以后再读句子,融入自己的体会读。

3.选择自己喜欢的有关描写阳光的段落或句子,带着自己的体

会与想象大声朗读。(赛读)
七、再读全文,体会插叙的作用

1.默读课文,为什么爸爸要给老师写这样一封信? 想想这件事

的起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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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说明爸爸看日出的起因?
这样安排有什么好处?

①把插叙部分提前,再自己读读,谈谈自己的想法。

②介绍这种写作方法叫做插叙。
八、再读重点句,理解含义,拓展延伸

1.出示重点句:“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阳光

是可以活泼的,就像孩子的一颗童心。”

2.齐读,说说对这句话的新的理解。

3.想象老师第二天收到画和信后会想些什么? 说些什么? 做些

什么?
九、总结

教师:“阳光很活泼”在老师眼中看起来是一个病句,可在亲眼看

过日出的父亲眼中却是最美妙最灵动的句子,我们要珍视对美的感

受,对美的热爱。学着尊重他人的独特感受吧。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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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任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三个生字,理解新词:廉洁、跳跃欢吠、栅栏、小心翼

翼。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

美好情感。

3.能结合课文有关内容理解课文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并能在领

悟中心的基础上联系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说说自己读文后的感想。

4.通过学习课文,了解侧面描写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学习侧面描写的写作方法。
难点:引导学生通过学习课文,知道公路边的告示不仅把人们引

向果林,采摘到丰富的果实,也使人们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

被信任的喜悦”。

教学准备

教师:幻灯片(文字、图片)。

教学课时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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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告示”悬念,导入课文

  1.出示告示牌:“桃子→自采→五千米”

2.教师:这个告示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作者通过这个告示找到

的是“信任”,我们也跟着这个告示看能找到什么。(板书课题:信任)

3.教师:看了这个告示后,你有什么想法或疑问? (那里的桃子

真的能自己采吗? 真的是五千米吗? 真的有桃园吗?)

4.教师: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走入课文,慢慢解开疑惑。
二、自读课文,感知引疑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课文中哪些地方读不懂,勾画出来。

3.想想课文中的“自采”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三、学习词语,积累好词

1.出示本课的词语,指名学生朗读。
树阴 丰实 尽收眼底 跳跃欢吠

淘气 栅栏 根深叶茂 沁人心脾

2.勾画出你自己的好词佳句,小组交流。

3.将收集到的好词佳句,摘录到“采蜜集”中。
四、抓住中心句,展开学习

1.教师: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默读课文,找出文章的

中心句。(根据学生回答,出示:“在那儿,我们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和被人信任的喜悦。”)

2.看看文中哪些语句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被信任的喜悦

之情。

①学生自学,画出有关的语句,写体会。小组交流,以小组为单

位全班进行交流。

②“告示”(简明、准确、及时的告示牌引导人们准确无误地来到

桃园。)
·911·



③木桌上的留言。(“每篮桃子五元钱……放在箱子里。”)这段

话你体会到什么? 你看到这段留言的时候,心情怎样? 你为什么感

到高兴? (为桃园主人的信任而感到高兴。)

④自采桃子。

3.教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钻进桃林,亲自体验一下自采桃子

的乐趣?
五、一进桃园

教师:这是一个怎样的桃园呢? 用自己的话来描绘它。

1.再读课文7~12段,边读边勾画。

2.小组交流:从哪些词句感受到这是一个怎样的桃园?
六、二进桃园

1.读读3~20段,找出最能体现主人信任客人的一句句子。

①学生读句子。思考:从采桃者的角度,体会他们都收获了什

么?

②出示填空:屋前有一张木桌,桌上( )几只竹篮,篮下( )一
张纸条,上面( ):“朋友,欢迎您。每篮桃子五元钱,( )自己采,然
后把钱( )箱子里,祝您愉快!”

③给“尽管”换词,理解词意。(尽管———只管)

④你从这张纸条中获得哪些信息? (主人把“我们”当作朋友,让
“我们”自己采桃子自己付钱,非常信任“我们”。)

⑤ 通过朗读来传递这份被信任的喜悦(你从哪感受到采桃人的

喜悦,就读哪些语句。)

2.抓住写小狗热情好客的句子,体会“主人怎样信任客人”。

①教师:“我们”一到桃园就感受到了主人对“我们”的信任,偌大

一个果园不见主人踪影,是热情好客的小狗代替主人招呼客人。

②用词组概括小狗是怎样招呼客人的。(等待到来、撒腿领路、
带回原地、热情道别)

③桃园里只有小动物在代替主人招呼客人而忙碌,这是为什么?
(体现主人充分相信每一位客人,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举动让人

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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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导朗读最后一段,感受桃子是有价的,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

是无价的。
七、三进桃园

1.这么特别的桃园,如果他的主人在这儿,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吗?
默读课文,思考:这位桃园主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从文中你对他

有哪些了解呢?

2.在小组里交流,分享个人的理解。

3.全班交流,老师适时引导。要点:从桃园主人精心布置的各个

细节中(路牌、纸条、小筐、小狗带路、累累硕果、钱箱和花猫),体会桃

园主人的特点。(热情、真诚、勤劳、善良……)

4.体会表达特点,了解侧面烘托。

①回顾一下刚才的交流,想一想:桃园主人在课文的描写中并没

有出现,你们是怎样对他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的?

②这种借助其他事物来刻画人物的方法叫侧面描写,起烘托的

作用。这正是本文的独特之处,是我们这节课了解的新的写作方法。
初步感受它的作用。

八、拓展延伸

1.齐读:我不禁回头,久久地注视着那片果林、那间小屋,那张

木桌和那道木栅栏———一个朴实而又纯洁的地方……

2.“我”为什么禁不住回过头去,久久地注视着那片果林? 这

时,我心里会想些什么? 请你根据提示,联系课文内容展开想象。

3.出示:我禁不住回过头去,久久地注视着那片果林,想:  
   。

九、总结

教师:信任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它是相互的。信任更是建立在诚

信的基础上,只有大家都真诚相待,都信守诚信原则,才能体验到信

任与被信任的喜悦。在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吗? 和同学一起

交流交流吧!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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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网上呼救

教学目标

  1.学会自主阅读。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2.从苏娜的获救中感受人与人的关爱是能超越国界和种族的。

教学重、难点

重点及难点:让学生了解桑恩在苏娜旧病复发的危急情况下,利
用互联网拯救她的生命,并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可以超越国界

和种族的。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
学生:在世界地图上查找美国与芬兰的位置,了解互联网的有关

知识。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观看地图,直接感知“距离的遥远”

  教师:我们来看看美国与芬兰的位置,两国之间相隔几万里,可
是有一种东西却可以让两地的人就像近在咫尺,这就是互联网。(出
示:世界地图和互联网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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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互联网络,它连接了全球不

计其数的网络与电脑,也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系统。它也是一个实

用而且有趣的巨大信息资源库,允许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们进行通

讯和共享信息。今天我们学习的《网上呼救》讲述的正是发生在互联

网上的感人故事。(板书课题:网上呼救)
二、自读提示,自主阅读

1.出示“自读提示”。

①画出生字;多读两遍,遇到长句子、难读的词再多读两遍。

②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试着读出韵味,读出感情。

③不理解的地方,运用学过的符号画出来。尝试边读边批注,记
录自己的阅读感受。

④思考《网上呼救》一文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

2.自由读文。

3.小组交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自己喜欢的语句。

4.全班交流,评价朗读。
三、检查预习情况

1.指名学生质疑词语,学生相互解答。

2.指名学生读课文,检查是否能正确、流利地把课文读下来。
四、学着概括,理清线索

1.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本文写了一个帮助人的故事。美国男孩桑恩凭借小小的屏幕

和神奇的网络挽救了芬兰大学生的性命。)

2.小组交流、思考:根据起因、经过和结果给课文分段。
第一部分(第1~2段)写美国男孩在网上发现了求救信息。
第二部分(第3~4段)写发信息人苏娜的病情,仔细描绘了她的

处境。
第三部分(第5段)写桑恩得知苏娜远在芬兰,决定立即打电话

给紧急救援中心。
第四部分(第6~8段)写紧急救援中心接到电话后马上采取行

动,最后苏娜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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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出问题,自主学习

1.回忆学法。
教师:能不能告诉老师,你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 (生自由

回答。)
教师:这是一篇略读课文,在学习之前,同学们先回忆一下,以前

我们学习这类课文都用过哪些学习方法? (生自由回答,师相机板书

学习方法:读-画-想)

2.讨论:为什么苏娜在网上呼救? 桑恩看到呼救时是怎样想的?
桑恩为苏娜做了些什么? 结果怎样?

①再读课文,边读边想象景象,边读边体会。

②小组讨论,自主解决。

③小组反馈:读读认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句子或段落,并说说为

什么? 同学互相评价、补充。

④齐读找到的段落或句子。

⑤比赛读。
六、重点研读,加深感悟

教师:想一想苏娜为什么能最终获救?

1.再读读课文,与同桌、好友交流学习。

2.全班交流。
原因:①科学的发达,网络的快捷。(抓住描写时间的词语体会。)

②桑恩很有同情心。(“凝视”“赶紧”“连忙”“立即”这些词语表

现出桑恩的同情心和镇静。)

③艾眉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天哪! 她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打

电话?”这句话表现出了艾眉的惊讶和不解。在桑恩与艾眉的对话和

时间的紧迫中,能体会到紧急救援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工作的高度责

任感。)

④紧急救援人员的及时救助。(抓住最后一句话感受。)

3.总结:桑恩在苏娜旧病复发的危急情况下,利用互联网拯救了

她的生命,人与人的爱是可以超越国界和种族的。只要你的心中还

有爱,那你永远都活在幸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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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拓展迁移

1.复述:救人的全过程。

2.讨论交流:网络还给人们带来了哪些方便?
八、总结

教师:帮助人与被帮助人远隔千山万水,一个身在美国,一个却

身处芬兰,两个不曾谋面的人,只是通过小小的屏幕,靠电脑网络联

系在了一起。我们不仅被桑恩的爱心和机智打动,还被紧急救援中

心的工作人员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打动,同时也会赞叹现代科

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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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六)

教学目标

  1.体会景物描写给人带来的嗅觉、视觉、听觉的感受。

2.丰富词语积累,培养语感。

3.善于发现、归纳,乐于交流,了解插叙的写作方法。

4.表达要有条理,语气、语调适当。

5.培养学生的想象和表达能力,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学会续写。

6.培养个性化阅读和快速浏览的能力,从不同角度有所获,有所

得。

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插叙的写作方法。
难点:锻炼学生快速浏览的能力。

教学准备

教师:收集辩论的有关知识。
学生:学习一些辩论的技巧;了解生活中的购物方式。

教学课时

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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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迁移运用

  1.学生自由读句。同桌相互读。

2.小组讨论带点词给自己的感受。

3.指名读,注意指导带点词分别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

4.在实践中去运用、感悟。试着从其他的文章中找出这样的句子。
二、词语拾趣,语言积累

1.抽生读,发现规律,明确词语接龙的要求。

2.同桌互助,选择一组词语进行接龙。

3.小组间互相比赛,发挥小组的智慧。

4.全班交流赛出接得最多的小组,评为“龙王”。
三、互动平台,了解插叙

1.回忆《阳光很活泼》一课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

2.读读对话,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

①什么叫插叙? (在叙述某一件事的过程中,暂时中断线索,插
入有关的另一件事的叙述方式。)

②插叙的作用:可以使文章的来龙去脉更清楚,人物的特点更有

根据等。

③运用插叙要注意:插叙完后仍要回到原来叙述的事情上来。

3.快速默读课文《网上呼救》,想一想课文中哪一部分是插叙的

内容。
四、口语交际,学习辩论

1.说话练习,话题“自采的购物方式可不可取”。

2.小组内交流资料,互相补充。

3.小组间根据观点的不同分为两派,进行辩论,相机指导。
五、习作百花园

1.引导语:《阳光很活泼》中,父亲请儿子第二天将一幅画和一封

信带给老师。老师接到画和信后会想些什么? 说些什么? 做些什

么? 试着续编故事。如果你认为你不想续编故事,也可以写写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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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就餐,哪道菜让你回味无穷呢?

2.学生讲述。教师在学生讲的时候,帮助润色。

3.总结:让我们拿起笔来,记下自己想象的故事。待会比一比,
谁写得精彩。

4.教师选择一两篇学生习作,在全班念,一边念,一边评改。

5.学生自己对自己的习作进行修改。改完后,根据自己写的内

容,加上一个题目。

6.在小组里自由欣赏品读小组成员的佳作,并评议每位成员作

文的优点、缺点,把这些意见批注在文后。
六、自主阅读,培养能力

1.自由轻声读短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读顺句子,了解大意。

2.小组讨论交流,反馈信息。

3.勾画最喜欢的句子,与同桌说说你喜欢的理由,并反复朗读。

4.交流读后收获,鼓励学生积累文中好词佳句。

5.鼓励学生说说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位老师。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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