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献给守林人的女儿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能正确书写并运用。

2.联系语境理解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音

乐大师的人格魅力。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课文,背诵喜欢的段落。

4.学习文章插叙的写作手法。

教学难点

从直接描写葛利格语言、行为的语句中,以及描写音乐的句子中

感受这位音乐家崇高的人格和爱的情怀。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谈话引入

1.金色的童年,留给我们无数美好的记忆,童年时代的每一次生

日,也一定让同学们记忆犹新,每一次生日,陪伴你的是什么呢? 能

讲讲你们的幸福时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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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我们沉浸在幸福时光中时,我们一定要想到是父母之爱、长

辈之爱、亲人之爱、朋友之爱带给我们快乐和甜蜜。今天,我们将走

入文本,去分享另一个小姑娘的幸福。(生读课题)

3.引导生对课题质疑(守林人的女儿是谁? 谁把什么献给守林

人的女儿? 为什么要献给她……)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画出生字、词。

2.本课的生字、新词不少,相信你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本

课的生字,把课文读正确、流利。(生自学生字、词)

3.检查学生认读生字的情况。

4.初读课文,提出疑问。

5.引导学生概括主要内容,并读好:“达格尼”“爱德华·葛利格”

两个人名,了解他们不同的身份。初步解决:什么是守林人,谁把什

么献给守林人的女儿等疑问。

三、品读课文,解疑感悟

(一)读5~8段:理解葛利格为什么给守林人的女儿送礼物?

1.初步讨论:葛利格为什么要送礼物给守林人的女儿呢?

2.讨论:你是从哪些地方知道葛利格承诺送小姑娘生日礼物的呢?

3.品读课文5~8段,想象小姑娘讲述的艰难而又快乐的生活。

引导学生想象爸爸守林时的危险、艰苦、勇敢、机智,守林小屋的简陋

和温馨,玻璃帆船、布娃娃带给女孩的无穷乐趣……让学生带着独特

的感受细细品读第5段,进一步感受小女孩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美

好品质。

4.引导学生再次讨论:为什么这位著名的音乐家会送她一份生

日礼物?

5.找到写葛利格的言、行的语句,细细品读,交流读中的体会,感

受葛利格的内心活动,体会他和蔼亲切、富有爱心童趣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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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3~4段和9~11段,理解葛利格送了怎样的礼物。

1.葛利格送给达格妮的礼物是什么?

2.小女孩从乐曲中听到了什么? 从文本中找出句子,读、议、品,

感受这支美妙的乐曲是女孩童年生活的写照,是音乐大师用心写出

的精品。

3.描写达格妮听到乐曲后情绪变化的词句有哪些? 细细品读第

4段女孩追问的三个句子,品读课文最后一段,让学生交流从中感受

到什么? 姑娘为什么会一次次追问、为什么会泪流满面? 姑娘的万

分激动是体会到葛利格为她谱曲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乐曲中珍藏着

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

4.还从什么地方看出大音乐家真挚的情怀? (用乐曲作礼物,传

唱全球时,小姑娘就会听到)进一步理解“奇妙的方式”。

5.播放乐曲,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再读小姑娘听到的情景,看到的

物象。

6.为什么说这首乐曲是件珍贵的礼物? 深化学生的阅读感受。

四、感悟表达,积累背诵

1.课文中写达格妮回忆儿时往事时采取的是怎样的叙述方法?

2.为学生介绍插叙的写作手法,并推荐学生阅读有插叙手法的

文章。

3.背诵自己喜爱的段落。

附:板书设计

(邹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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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和乌丽娜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能正确书写并运用。

2.联系语境理解词语,联系上下文理解重点句子。从“我”和乌

丽娜数桥这件事中,想象“水”和“桥”给丽江带来的美,体会乌丽娜对

丽江古城的热爱以及“我”和乌丽娜的友情。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课文,背诵“都说是水给丽江带来了

美丽……”这一段。

教学重点

从具体的词句中体会丽江的美,体会乌丽娜对丽江古城的热爱。

教学难点

透过文字想象“水”和“桥”给丽江带来的美。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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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谈话引入

  1.同学们,金色的读书年华,留给我们无数美好的珍藏,在学习

生活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同学,还有同桌。在这些同学中,你和谁的

友情最深,能简要地谈谈吗? (引领学生以难忘的友情为主题,进行

口语交际)

2.齐读课题,引导学生对课题质疑(“我”和乌丽娜怎么样? 课文

讲了“我”和乌丽娜的什么事? 从这件事中能体会到什么? ……)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画出生字、词。

2.本课的生字、新词不少,相信同学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

本课的生字、词,把课文读正确、流利。(自学生字、词)

3.检查学生初读课文的情况和学习生字的情况。

(1)初读课文,注意长句子的自然停顿,如:有时候快乐地欣赏着

绒丝线似的青苔随着水波柔柔地摇摆。

(2)学习生字,从音、形、义三方面指导。

①音:注意区分平翘舌音,如“酥”“诧”“捶”“宅”。

注意多音字“娜”。

②形:注意区分“宅———诧”的字形。

③义:学生提出不理解的字、词,师生共同解决。如果与课文理

解紧密相关就留到后面随文学习。

4.引导学生概括主要内容。初步解决下面的问题:课文讲了

“我”和乌丽娜的什么事? 古城丽江给“我”和乌丽娜最深的印象是

什么?

三、品读课文,解疑感悟

(一)回顾课文讲了“我”和乌丽娜的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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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课文对“我”和乌丽娜数桥这件事的叙述描写中,你体会

到什么?

1.体会丽江的美。勾画出描写丽江的句子,在朗读中感悟,在感

悟中朗读。

老师点拨以下几点:

(1)整体描写。

①扣住“依山而建”“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体会古城富有情趣的

布局美。

②扣住“一千多年的历史”和“四方街的建筑特点”体会丽江城的

古味。

(2)局部描写。

“水”和“桥”给丽江带来的美。

①“水”:水的特点是什么?

清亮:扣住“倒映着白墙灰瓦,还有那在水边浣洗……特别好看”

理解。

活跃:扣住“流下来”“冒出来”“哗哗哗”“汩汩汩”“穿行”等词语

理解。

②“桥”:桥的特点是什么? (林林总总)“林林总总”什么意思?

(形容繁多)

桥林林总总体现在哪些方面?

数量多:354座。

样式多:石板桥、木板桥;石拱桥、木拱桥;单孔桥、双孔桥、多

孔桥。

材料多:石头、木头。

雕刻丰富:有东巴象形文的吉祥语,有东巴神舞,还有各种鸟兽

花木。

(3)总结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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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水”和“桥”给丽江带来了什么? 又给“我”和乌丽娜带来了

什么?

2.从具体词句中朗读体会“水”和“桥”给“我”和乌丽娜带来的

快乐。

如“我们流连在水边,有时候快乐地欣赏着绒丝线似的青苔随着

水波柔柔地摇摆……”

3.小结:丽江的“水”和“桥”给“我”和乌丽娜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从这快乐中也让我们体会到乌丽娜对美丽的丽江古城深深的热爱,

这种热爱在文中还有哪些地方也能看出,找出具体词句朗读体会。

4.学到这里,你觉得乌丽娜是个怎样的孩子?

小结:这样的孩子谁都喜欢,“我”更是与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分别一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丽江古城》的邮票,决定给乌丽娜

写封信,把邮票寄给她时,想一想,在信中“我”会对乌丽娜说些什么?

四、感悟表达,积累背诵

1.课文在叙事中写景,在内容上是怎样安排的?

2.背诵“都说是水给丽江带来了美丽……特别好看”。

附:板书设计

(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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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上的星星

教学目标

1.随文认识本课生字,正确、工整地书写本课带有生字的词语。

2.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自学积累优美词句。

3.能读懂课文,想象“月明星稀”的景象。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
体会作者对星星的喜爱之情。

4.能仿照旁批,写出自己读课文的体会。

教学准备

朗读磁带,有关夏夜星空的文字、图片资料。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一、由词语引入课文学习

课件出示以下词语:
无聊  榆树  陡然  蓦地  调皮  鬼精灵

灿灿的  灼灼的  弱弱的  漠漠的

面面相觑  不得其解  目不暇接  大吃一惊

精光灵气  没精打采  天涯海角

1.抽生读词语,齐读词语。

2.如果能够体会一下词语的意思,你能读得更好。读这些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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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词语的含义连同你的想象都留存在心间。再读一读,好吗? 相

信在后面课文的学习中你会理解得更好。

3.在你们心中,星星是什么样子的? 在夏天的夜晚,你数过天上

的星星吗? 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请你说一说。
过渡:夏天的夜晚,天上有无数的星星闪闪发光,星星们就像孩

子们那样调皮、可爱,让夏夜的天空显得那么的热闹。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学习:天上的星星。(齐读课题)

二、快速读课文,理清思路

快速读文,边读边想: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们”对星星的

喜爱?

三、精读课文,品味星星的“热闹”和“月明星稀”的景象

1.生自读文,把自己体会最深的句子勾画出来,并在课文旁边批

写自己的体会。

2.学生汇报交流。(课件出示以下句子,随学生的汇报呈现。)
预设1:
啊,两颗,三颗……不对,十颗、十五颗……奇迹是这般迅速地出

现,愈数愈多。
你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什么? 让学生理解数字和省略号的作用。
预设2:
一时间,夜空一片闪亮,像陡然打开了的百宝箱,灿灿的,灼灼的,

目不暇接。这些星星又像是无数沉睡的孩子,蓦地睁开了光彩的眼睛。
“目不暇接”是什么意思? 你能从这两个句子中找出一对近义词

吗? (陡然———蓦地)这两句话用了什么写作方法? 把什么比作什

么? 体会比喻句的好处。
预设3:
它们真是一群孩子呢,一出现就要玩一个调皮的谜儿! 这些鬼

精灵,从哪儿来的? 是一个家族的兄妹? 还是从天涯海角集合起来,
要开什么盛会呢?

从这句话体会孩子们对星星的喜爱之情,星星像孩子一样调皮、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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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4:
夜空再也不荒凉了,星星们都在那里热闹:有装熊的,有学狗的,

有操勺的,有挑担的,也有高兴极了,提了灯笼一阵风似的跑的……
从“热闹”一词体会到什么? 星星们是怎样“热闹”的呢? 这些都

是对星空中一些星座的描写。你能根据平时对星空的观察,发挥自

己的想象,用“有……有……有……”来说说星星们热闹的样子吗?

3.星星是这样的美,天空是这样的热闹。可当月亮出来了时,会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为什么“大吃一惊”? 请你认真读一读课文,找
出课文中描写“月明星稀”的内容,用“ ”勾画出来。

(1)学生自读课文。
(2)全班汇报交流。
教师相机引导:

①我们为什么会“大吃一惊”?

②“面面相觑”是什么意思?

③我们似乎明白了什么?
你从哪些词语可以体会到我们对星星的喜爱? 理解“可怜”“不

忍心”“不再声张”“不让大人们知道”等句,体会孩子们对星星的怜惜

之情。

四、总结,揣摩作者的表达方法

1.本文作者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使文章读起来更加生

动、优美。

2.学了本文,体会到了什么? 你有什么收获? 写在课文旁边的

空白处。(可从文章感情、表达方法、字词积累、写作等方面来谈。)

附:板书设计

(石庆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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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乡的桥

教学目标

1.默读课文,了解作者家乡小桥的特点。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江南水乡的优美景致。

3.品味课文语言,体会作者爱乡、怀乡之情。

教学重点

了解小桥的特点,体会作者对故乡的情怀。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通过朗读领略作者对家乡的桥的赞美之情。

教学准备

1.推荐诵读王维的《归崇山作》一诗,了解诗意。

2.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启发,引出课题

读《忆江南》。小桥流水人家,青山绿水环绕,这就是美丽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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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课文走进江南,去领略迷人的江南景致,尤其

是那令作者无比留念的家乡的桥。(板书课题)

二、自主学习,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联系上下文或生活实际理解生

字、词;想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2.检查自学情况。

三、品读课文,了解特点

1.快速默读课文,说说课文从哪几个方面介绍了家乡的桥。

2.学生汇报。教师根据学生发言相机板书;小桥多、桥形独特、
桥名美。

3.找出文中你认为写得最美的地方,读出美感。重点指导:
(1)桥连接着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连接着一户人家与另一户

人家。如果提个篮子赶集去,那不经过八座十座小桥才怪哩!
(2)夜里,你撑条小船穿过去,那光景,会使你怀疑是不是进了月

亮婆婆的家呢!
夜里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听到什么? 要求读出夜的宁静、和

谐,体会情境美。
(3)有趣的是,在青石上凿就的桥名,字体也各不相同,或篆或

隶,或楷或草,有的飘逸潇洒,有的刚劲雄健,跟桥相衬相映,又平添

了几分情趣。
课件演示草、篆、隶、楷字体,体会“飘逸潇洒”“刚劲雄健”等词的

意思,并通过给各种桥配不同字体的桥名体会“相衬相映”。
通过各种形式的读,读出自己的感悟。

四、探究体验,感悟桥趣

家乡的小桥不仅造型千姿百态,而且桥的名字也非常美,让人领

略到江南水乡的特色,真令人向往! 在这么美的地方一定留下了我

们愉快的童年生活。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第5段,思考:
(1)这一段是围绕哪句话来写的?
·26·



(2)说说桥乡孩子可以参加哪些活动? 想象一下他们在各项活

动中的乐趣。

2.指名反馈。
引导学生读好重点句,说说体会。
“实在玩累了,荡一条小船进桥洞,舒展四肢平躺着,那凉悠悠的

风,轻轻荡漾的波,转眼就把我们送入了梦乡……”

3.小结:家乡的桥真是我们的乐园! 有感情地朗读第5段。

五、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1.总结。作者忘不了家乡的桥是因为(  ),(  ),(  )
……是啊,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回忆,令人向往。难怪作者爱乡

的情怀如此浓烈,难怪他一直最恋的还是家乡的桥。

2.读了课文,也说说我们的家乡。家乡的什么地方是你的乐园?
说给大家听听。

附:板书设计

(秦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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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三)

教学目标

1.复习学过的关联词,体会因果关系的不同表达方式。

2.丰富词汇,寻找规律积累语言。

3.了解习作结尾的多种方式方法。

4.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培养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的习

惯,积极参与讨论。在活动中提高口语表达的能力。

5.留心自己在生活中的美好感受、快乐时光,并能有条理地记录

下来。

6.自主阅读短文,不断提高阅读能力。

教学重、难点

1.因果句式的正确运用。

2.学会词汇归类积累。

3.学习在习作里用上恰当精彩的结尾。

教学准备

1.搜集表示因果关系的句子。

2.搜集文章的精彩结尾。

3.搜集有关海啸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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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自读下面的句子,留心加点的词语,想一想句式有什么特点?

2.和同桌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3.用上加点的词语说出更多因果关系的句子。

4.讨论还可以用哪些词语说出因果关系的句子。

二、语海拾贝

1.自由读一读下面的词语,注意读准字音。

2.说说每一竖排的词语的特点。

3.你还能说出哪些类似的词语。

4.根据词语的意思积累巩固。同桌相互交流积累经验。

三、互动平台

1.自读下面的对话,说说他们讨论的是什么话题?

2.这几种文章的结尾,你在习作中用到过吗? 跟同桌介绍介绍。

3.你看到过或者用过哪些结尾? 全班交流。

4.老师举荐学生习作中好的结尾,让学生知道写好结尾并不难。

四、口语交际

1.谈话导入,激发谈话兴趣。
同学们都爱听故事,读读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内

容? (可讲解一下有关海啸的知识)

2.从这个故事中,你想到了什么?

3.根据“有人说……”的提示,你赞成什么看法? 或者你还有什

么看法? 在四人小组中进行讨论。

4.请每种观点的代表发言,鼓励有相同看法的同学补充。

5.老师小结。

五、习作百花园

1.同学们,从小到大,你一定得到过不少礼物,它们或是一个精

美的物品,或是一句动人的话语,或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到底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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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礼物? 又是怎样得到的呢? 你感受到快乐了吗? 现在就请孩

子们闭上眼睛,回忆这些快乐的情景。(和同桌说说。指名和全班同

学交流,教师相机指导要说出重点环节和真实感受。)

2.明确习作要求。
教师过渡:今天我们的习作就是自己亲历的感受。同学们说说

看本次习作还有哪些要求呢? 学生先读读本单元习作要求,再谈自

己的意见。老师总结。
(1)写明是怎样的礼物?
(2)礼物的由来。(写清楚事情的开始、经过、结果。)
(3)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4)注意开头、结尾的写法。

3.学生习作,教师巡视、指导。

4.学生自评习作,修改。

5.学生互评,教师评价。

6.学生根据评价意见、建议,再次修改习作。

7.请学生上讲台念自己的习作或结尾。教师总结学生本次习作的

优、缺点。鼓励学生留心生活,在日记、习作中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六、自主阅读园地

激趣导入:平时同学们常感到写作文、写日记困难,不知写什么,
那是你们没有发现生活中的美和有趣味的事,但读了下面这篇文章,
你们就会有一双会发现的明亮的眼睛了。

1.快速默读短文《送你一双亮眼睛》,想一想“亮眼睛”指什么?

2.继续读短文,把打动你的地方勾画出来,并试着在旁边写下你

的感想。

3.全班交流。

(张朝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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