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７　古诗两首

教学目标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３感悟诗歌的内容,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情景,体会朋友之间的

深厚友谊.

４激起对祖国诗歌的热爱之情,培养课外主动积累诗歌的良好

习惯.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诗句的意思,边读边想象诗歌描写的情景.
难点:理解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课件.学生收集送别诗.

课时安排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歌曲导入,渲染气氛

１让学生在舒缓的音乐声中进入情境.

２教师:从刚才的乐曲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离别时的淡淡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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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与不舍)

３教师:是呀,古往今来,友人的远去总是让人牵挂.今天,让
时光流回唐朝,让画面定格在两幅感人的离别图上吧.(板书课题.)

二、学习第一首古诗

(一)解诗题,知作者

１师:通过预习,你从这首诗的题目知道了些什么?
(送别的地点,人物.)

２强调题目读法:芙蓉楼/送/辛渐

３齐读课题.

４现在谁再来介绍一下作者王昌龄的生平呢?
教师对作者写诗时的政治遭遇作补充.(王昌龄在政坛上多受

谤议,仕途上很不得志.)
(二)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１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古诗.

２指名读,正字音,尤其注意读准 “平明”、“冰心”.
(三)再读课文,感悟诗歌的内容

１谈话:今天老师给你们当导游.辛渐由江苏镇江赴河南洛

阳.(出示地图,指明“江苏镇江”“河南洛阳”的位置.)

２师:路途遥遥,两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在芙蓉楼,他们

依依话别.在诗人的笔下,勾画了一幅怎样的送别的画面呢? 再读

课文.

３抓字眼,明诗意.
(１)四人小组合作学习这首古诗,可以用铅笔在旁边做批写,写

下你们的解释或感受.
(２)四人小组合作学习,交流讨论.
(３)汇报.(说说诗文的大意和自己初步的感受.)
(四)美读课文,品诗悟诗境

１学习第一、二行诗句.
(１)配乐播放画面:夜晚,下起了蒙蒙细雨,天、雨和江水连成一

片,天亮了,王昌龄和辛渐在芙蓉楼话别,远处的山脉显得冷清苍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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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请学生谈看到的景象及自己的感受.
(３)结合图画,从“连江”、“楚山孤”入手,感悟诗人用词的精妙,

体会以景烘托气氛的写法.
教师:当友人离别后,作者看到楚山,再看看自己,他会怎么想

呢? (引导学生入情入境,感悟江水或楚山被赋予了人的感情.)
反复美读诗歌第一、二行.在读中感悟离愁别绪.

２学习第三、四行诗句.
(１)师生互动,精读课文.
教师:在离别之际,作者对辛渐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他请辛渐

这样转告亲友,生读:“一片冰心在玉壶.”
(２)教师:这一句诗,成为千古流传的佳句.他要辛渐转告洛阳

亲友的是,自己决不会因横遭谤议贬谪而改变志气.王昌龄到晚年

还被贬为龙标尉,最后竟于安史之乱期间为刺史闾丘晓所忌杀.虽

然遭受贬斥,依旧冰清玉洁,坚持操守;即使诋毁能够销骨,众口可以

铄金,也销熔不了他的一颗“冰心”,何况又是置之于“玉壶”,里里外

外晶莹剔透,洁白无瑕.他要告慰亲友的,就是这样一颗表里澄澈的

纯洁之冰心! 了解了他这些悲惨遭遇,回头再读此诗,更要为这“一
片冰心在玉壶”的情操所感动.

(３)反复读第三、四行诗.

３诵读全首古诗.

４背诵古诗.
(五)总结学习方法

解诗题,知作者———抓字眼,明诗意———多诵读,悟诗情.
三、学习第二首古诗

用学习第一首的方法学习«送元二使安西».
四、配乐书写古诗

五、诗歌整合,积累运用

１教师:像«芙蓉楼送辛渐»、«送元二使安西»这样表达朋友深

情的送别诗在古代诗歌中数不胜数,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中我们只能

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来诵读来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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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师生共同交流送别诗歌.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别董大»(高适)
«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
«赠汪伦»(李白)

(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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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永远记住您,老师

教学目标

１．学习本课生字,学会课文中的新词.

２．理清课文顺序,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安妮沙利文老师关心培

养“我”的事.

３．体会作者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学习通过具体事例描写人物的

写法.

教学重、难点

结合上下文,通过具体事例感悟人物品格,抓住重点词语体会作

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课前搜集海伦凯勒的资料.

教学课时

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了解作者,导入课题

１．课前同学们搜集了不少有关海伦凯勒的资料,谁来为大家

介绍介绍?

２．作为一个从小失去视力、又是聋哑人的海伦凯勒,她一生中

１９



能取得这么卓越的成绩与一个重要人物的关心分不开.让我们一块

儿去聆听她心中的感激吧! 读课题:永远记住您,老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１．自由读课文,想一想:海伦凯勒在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什么

事? 表达了什么感情?

２．想一想:文章先写什么? 接着写什么? 然后写什么? 引导学

生理清写作顺序,把文章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１段):写“我”因又聋又瞎而生活在沉寂和黑暗的

世界里.
第二部分(第２—１３段):写安妮沙利文老师对“我”的教育.
第三部分(第１４段):写安妮沙利文老师的教育令我终生受

益.
三、精读课文,明理悟情

１．默读课文第二部分,想一想安妮沙利文老师都教会了“我”
些什么.

２．对于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孩子,安妮要教会我这么多本领,该
是多么不容易呀! 请再次走进课文第二部分,自由读课文,看看安妮

教育“我”的过程中什么地方令你感动.边读边想,在你感动的地方

作些勾画、批写,写下自己的阅读体会.

３．交流汇报阅读感受,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语段中细细体会安妮

的耐心、爱心和教育智慧.重点引导从 “一个双目失眠的人,只有得

到正常人的待遇时,才会知道自己蕴藏的力量”这句话中感知安妮独

特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４．从安妮沙利文老师教育培养“我”的一件件事中,你感觉到

这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根据学生发言,相机小结,并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课题:
正因为她有爱心,才每天为“我”拼写５个小时单词,帮助我顺利

完成大学学业,所以我由衷地感激———永远记住您,老师.
正因为她有耐心,才无数次在“我”手心里拼写单词,让我学会了

许多饱含老师辛劳的词汇,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感激———永远记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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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正因为她有教育智慧,才让“我”学会了说话学会了游戏,所以我

时刻在心中感激———永远记住您,老师.
在海伦心中,安妮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呢? 齐读课文第２段:安妮

是一位充满生机、具有超人耐心和丰富想象的姑娘———一个天生的

教师.学生谈体会.
四、把握情感,升华主题

１．安妮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命运,文章字里行

间渗透着作者情感的变化.浏览全文,体会作者的情感变化,找出关

键词:(难过———庆幸———快乐———感动———感激)
找出相关句子通过朗读表现“我”不同的情感.

２．读最后一段,理解安妮老师的话及其对“我”的影响.
五、拓展延伸,读写结合

１．海伦凯勒是安妮沙利文教师创造的教育奇迹,海伦凯

勒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的人们.请自主阅读作者自传«海伦凯勒»
及其作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２．在生活学习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位老师? 请试着像海伦

凯勒一样用手中的笔表达对老师的感激.
附:板书设计

１８　永远记住您,老师

(何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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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韦德的心愿

教学目标

１．学习本课生字,学会课文中的生词.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清文章顺序,了解韦德的心愿,从中感

悟韦德纯洁、善良的品质.

３．学习课文运用比较的表达方法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

教学重、难点

抓住重点词句感悟韦德纯洁、善良的品质.

教学准备

了解圣诞节、圣诞老人的资料.

教学课时

１~２课时

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初步感知

１．课前大家作了认真预习,请汇报一下预习时读懂了什么,解决

了什么问题.(老师肯定学生在预习时的收获,表扬其自觉预习的好

习惯.)

２．谁来说一说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家境贫寒的韦德

希望在圣诞夜得到圣诞老人所送的棉手套与棉鞋,在知道他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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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深受感动.)

３．你对圣诞节和圣诞老人有哪些了解呢? 请把课前搜集到的资

料简单地汇报一下.

４．预习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
“学生们似乎有什么东西敲中了自己的心灵.”是什么敲中

了自己的心灵?
最后,“我”的眼睛为什么湿润了?
课文写“韦德的心愿”,为什么要用许多篇幅写同学们?
二、细读课文,感悟体会

１．课文把韦德与同学们的心愿、表现比较着来写,通过比较来展

示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品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同学们和

韦德不同的表现找出来,作上你习惯用的符号.

２．小组交流,相互补充.

３．全班交流,指导点拨.
不同一:同学们“活跃”,韦德“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十分“忧伤”;
引导思考:老师问圣诞节的心愿时,同学们和韦德的表现为什么

不同? 读悟第２、３段.
不同二:同学们的心愿是要楼房、电脑、汽车等,韦德只要了一双

棉手套和棉鞋.读写韦德心愿的句子,体会韦德的天真和单纯,感悟

描写的细腻.
不同三:韦德讲自己的心愿时很“兴奋”,孩子们却是“哄笑”.
引导思考:听了韦德的心愿,孩子们为什么“哄”的一声笑开了?

(笑他太傻,太寒碜,太土气.)
不同四:当韦德“喜悦”地说出他要棉手套和棉鞋的用意时,同学

们“安静”了下来.
引导讨论:是什么敲中了孩子们的心灵? (结合老师的心理活动

来理解,简单而又充满爱心的愿望,家庭如此贫寒却一点儿也不贪

心,心里始终想着关心自己的人,懂得感恩,是韦德那颗纯洁、善良、
美好的心打动了孩子们.)

４．从韦德和孩子们这一系列不同表现的描写中,你感到韦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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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怎样的孩子?
三、激情悟理,拓展延伸

１．读最后一段,思考:后来“我”的眼睛为什么湿润了? (联系上

下文体会,可能是被韦德的美好品质深深打动,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也

从韦德身上学会了关爱.)

２．从韦德的心愿中你想到了什么? (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懂得关

爱,懂得感恩,懂得分享,关爱别人自己也会收获幸福.)

３．假如在新年到来时让你许一个心愿,你会许下什么心愿呢?

４．自主积累课文中描写生动具体或含义深刻的句子.

附:板书设计

１９　韦德的心愿

孩子们 韦德

活跃 静静

楼房汽车 手套棉鞋

兴奋 哄笑

喜悦 安静

(感动) (善良)

(兰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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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回　家

教学目标

１理解课文内容,从海子回家与不回家以及牺牲的过程中,感
悟人物的精神品质.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理解海子回家与不回家的经过,体会其中蕴含的情感.

教学难点

理解课文中海子牺牲时海子爹与娘所说的那两句含义深刻的

话.

教学准备

１课件.

２让学生搜集一些平凡中见伟大的英雄事迹.

课时安排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１播放“回家”这首舒缓优美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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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口述:同学们,有这样一位少年,无论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

他回家的路;也就是这位少年,长大后成为一名警察,在牺牲前竟有

三个多月没回家.今天,我们就一同来学习这个故事吧!

２揭示课题,齐读课题.

３读了这个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总知

１自由读课文,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２理清文章的写作顺序:这篇文章先写了什么? 再写了什么?
最后又写了什么?

三、合作探究,理解课文

１学习课文第一部分(１~１７段)

①自由读这一部分,边读边思考:这部分写了海子几次回家? 每

次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回家的?

②勾画出让你最感动的语句,读一读.

③指名读描写海子第一次回家的语句,相机课件出示以下句子:

A．“每个星期六,海子都要风雨无阻地乘车回家”,从“风雨无阻”
这个词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B．“爹对海子说:‘海子,你以后不到过节或放长假,就不要

回来了.’爹说得挺犹豫.”从“爹说得挺犹豫”中你又体会到了什么?

④指名读描写海子第二次回家的语句.

A．看到海子两个星期后又回家了,娘和爹有些惊喜,又有些生

气.爹和娘喜的是什么? 生气的又是什么?

B．当得知海子是跑着回家的,“爹和娘一时无语”,从中你又体会

到了什么呢?

⑤指名读描写海子第三次回家的语句.

A．相机出示第１３段.从“天寒地冻”、“裹一身寒气”中,你感受

到了什么?

B．齐读第１３~１６段

师有感情地引读:当海子在“天寒地冻”中,“裹一身寒气”回家

时,娘“愣住了”,爹也“愣住了”.哪个父母不疼儿? 对儿子的心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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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的愧疚,以及面对当时的困境又是那样的无可奈何,娘在这种复

杂的心理中把海子“紧紧搂住,默默流泪”,而爹却“转身走出屋去,站
在院里一动不动”.

指导学生在感情地朗读,指名读,齐读.

２学习课文第二部分(１８~２２段)
教师:如此爱家的海子,为何在中年时却很少回家呢?

①请在课文的第二部分中找出有关句子、段落来读一读.

②汇报交流,说说海子现在很少回家的原因.

③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第２１~２２段.

④说说你从这些句子中体会出海子是一位怎样的警察呢?

３学习课文第三部分(第２３~２８段).
教师:这样一位因热爱工作而顾不上回家,舍小家为大家的好警

察,却在处理一起案件时光荣牺牲了.海子牺牲后,为什么海子娘说

海子回家了,再也不走了?

①齐读下面两句话.

A．爹呜咽:“海子是好样的! 可海子再也回不了家了”

B．娘却说:“海子回家了,再也不走了”

②分组讨论这两句话的意思.

③交流对这两句话的理解.
四、联系生活,拓展延伸

１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像海子那样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

凡的事情的英雄,冰天雪地中献出自己年青生命的熊大勇就是其中

的一个.(师:有感情地简要讲述熊大勇的故事.)

２你还知道哪些类似海子这样的英雄事迹? 说给大家听听.

(熊坤德　赵宗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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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五)

教学目标

１．了解省略号的作用.

２．了解对联,积累语言,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美.

３．通过生生交流,师生交流,学会抓住文章的线索或重点词句理

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４．掌握书信的格式,表达自己对亲人的真切关心和问候,抒发真

情实感.

５．自主阅读,体会文章表达的感情.

教学重点

积累语言,学会抓住文章的线索或重点词句理解文章的主要内

容.

教学准备

学生搜集对联.

教学课时

２~３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１．请学生读三个句子,你发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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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出省略号,体会省略号的用法.

３．仔细读第一句话,体会列举省略的用法;读第二个句子,体会

说话断断续续时的省略;读第三个句子,体会说话迟疑的省略.

４．师总结补充省略号的用法.

a．表示引文的省略:她轻轻地哼起了«摇篮曲»:“月儿明,风儿

静,树叶儿遮窗棂啊”

b．表示列举的省略.

c．表示说话断断续续.

d．表示语意未尽.

e．表示沉默不语.
二、语海拾贝

１．请学生读对联,谈谈你对对联的了解.

２．师总结:对联,雅称“楹联”,俗称“对子”.它言简意深,对仗工

整,平仄协调,是汉语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对联艺术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对联的种类约分为春联、喜联、寿联、挽联、装饰

联、行业联、交际联和杂联(包括谐趣联).
对联文字长短不一,短的仅一两个字;长的可达几百字.对联形

式多样,有正对、反对、流水对、集句对等.

３．读对联,体会对联的巧妙.简单介绍第一幅对联叫回文对.
如:“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风送花香红满地,地满红香花送

风.”“雨 滋 春 树 碧 连 天,天 连 碧树 春滋雨”.第二幅对联叫叠字

复字对.如:“佛脚清泉飘,飘飘飘,飘下两条玉带.源头活水冒,冒
冒冒,冒出一串珍珠.”“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

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绿绿红红处处莺莺燕燕,花花草草年

年暮暮朝朝.”
三、互动平台

１．读了本单元的课文,你对哪些课文印象深刻,为什么? 谈谈你

对课文的理解.

２．你是怎样理解课文内容的? 介绍:抓住文章的线索,或重点词

句,帮助理解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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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今后的学习中,抓住文章的线索或重点词句可以帮助我们

更深刻地理解课文.
四、综合性学习

１．明确此次综合性学习的任务和目的.

２．确定活动的内容.

３．设计活动方案.

４．讨论活动的注意事项.注意安全,体现文明礼仪,体现班集体

的整体作风.

５．总结活动心得体会,交流感受.
五、习作百花园

同学们,无论什么形式的作文,你真正可以依靠的,归根到底还

是你对生活的积累———这绝不仅仅对各种生活材料的简单记忆,它
理所当然包括了你对生活的情感和认识! 为此,要完成好这次习作,
得分三步走:

第一步:想一想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和你朝夕相处的有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也有远在天边为我们默默祝福的亲戚朋友说说

你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面对哺育我们成长的母校,面对母校里的一

草一木,一景一物,面对我们熟悉而又可亲可敬的老师、同学,在即将

离开学校之际,你是否有感触? 是否有以前不敢说的不愿说的知心

话没有说? 是否有好建议还没来得及提? 是否有无尽的感激之情没

有表达? 想一想,你准备写给谁? 题目就是«给××的一封信»
第二步:找一找

上次到外婆家,看到那只可爱的小花鸡,是否脸已经红了? 在

“五自”能力的培养时,在“五心”系列活动里,在雏鹰争章行动的队列

中,同学们是否全身心地投入? 最近班上是否又有了新的变化? 家

里,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你想告诉他们什么事就写什么事.
第三步:选一选,写一写

在动笔前,要精心选择一两件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如何解

决? 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他? 做到心中有数,下笔就如有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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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习作是书信,所以要回顾已学过的正确的书

信格式,不要写错了.记住,信的内容一般是一件事一段,也可以一

件事几段.写信的口气一定要根据对象(收信人)来确定,语言要得

体.
第四步:改一改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别忘了写好后认真修改.改好后,写好信

封,把信寄给他.
六、自主阅读园地

１．自由小声读文,想一想,深情的眼睛指什么?

２．全篇短文是围绕什么写的? 表达作者怎样的感情?

３．“是祖国母亲深情的眼睛啊,时时在看着你们,看着你们!”这
句话怎么理解?

(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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