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学会本课生字和新词。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 联系上下文，理解校长奖励小女孩的原因，体会小女孩和校长美好、善良的心灵。

教学准备

1. 生字卡片。

2. 师生共同搜集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事，了解苏霍姆林斯基。

教材简析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是前苏联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相信孩子、尊重孩子，用心灵去塑造心灵是

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瑰宝，他的教育实践鼓舞和影响着千百万教师。

这篇课文向我们讲述了苏霍姆林斯基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时发生的一件感人的故事。校园的花房里

盛开了许多美丽的玫瑰花，一位小女孩摘下了最大的玫瑰花。苏霍姆林斯基没有训斥小女孩，而是亲切地

询问小女孩摘花的原因。当听到小女孩想将花送给生病的奶奶看，看完了再把花送回来的回答后，小女孩

的天真和纯洁感动了大家。苏霍姆林斯基又摘下两朵花送给了小女孩及她的母亲。

课文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叙述，透过对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能让我们

体会到小女孩的纯真、善良、可爱及洋溢在苏霍姆林斯基身上的人情美、人性美。

课文教学重点是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生字及相关词语，鼓励学生端正、美观地书写生字。有感情地

朗读课文，体会重点词句在表达人物品质方面所起的作用。让学生在感悟与体验活动中，受到情感熏陶，

学会做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建议用 1～2课时完成。

＊ 凋谢：（草木花叶）脱落。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知道草木花叶会凋谢是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从而对题

目产生疑问，由疑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第一段：玫瑰花开得多么美丽！红艳艳的花朵就像可爱的婴儿的笑脸，这贴切的比喻让我们真切地感受

到了花朵的娇艳迷人。 “你肯定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美的花儿！”这一感叹句，仿佛发自孩子们心灵

深处，是那么富有童真童趣，引导我们充分想象花朵的大而美。引导学生好好读读描写玫瑰花的句子，感

受玫瑰花的美丽娇艳。朗读感叹句时要激发学生内心的体验，并不是越大声越好。

＊ 第二段：“观赏”，观看欣赏。“赞不绝口”，赞美的话说个不停，形容对人对事物十分赞赏。“径直”，

表示直接向某处前进，不绕道，不在中途耽搁。对这一段中的词语的理解以学生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工具书

自主理解为主。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抓住描写小女孩动作的词句，知道小女孩摘花时没有任何犹豫和不

自然的表现，从而对小女孩的举动产生疑惑。

＊ 第三段：同学们有的气愤，有的想要上前制止小女孩，而苏霍姆林斯基却是走过去，弯下腰，亲切地询

问小女孩摘花的原因。读读这一段，在读中注意表现人物动作的词语，读出人物语言的亲切感。引导学生

思考：苏霍姆林斯基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指责孩子？他是怎么想的？让学生体会苏霍姆林斯基对孩子

的爱与尊重，对孩子幼小心灵的细心呵护。

＊ 第四段：小女孩摘花果然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又是那么让人感到意外。引导学生在朗读中理解小女

孩的语言，明白小女孩摘花的原因和小女孩天真的想法，感受小女孩的纯真可爱。

＊ 第五段：“颤动”，短促而频繁地振动，这里指感动。多么可爱、多么纯真的小女孩呀！而苏霍姆林斯



基摘花奖给小女孩和女孩母亲的举动同样让人感动。让学生对苏霍姆林斯基奖励小女孩的原因展开讨论，

在学生对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感悟中播下真爱的种子。

＊ 这一段与题目相呼应。在教学中，可以先让学生从字面上理解这句反问句的意思；再引导学生理解这句

中的“永不凋谢的玫瑰”和题目的意思一样，都是指的纯洁、善良、美好的心灵。用美丽的玫瑰形容美好

的心灵，表现了作者的赞美之情。谁的心灵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

＊ 在教学本课的生字时要引导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识记生字。书写生字时注意“婴”、“愤”、“甚”

等字的间架结构，注意写得工整美观。

＊ 课后第 1题：注意引导学生用多种方式朗读体会。在学生读通读顺课文后，即可引导学生说说课文讲了

一件什么事。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课文主要内容。

＊ 课后第 2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放到第五段的学习中进行，紧密联系课文内容理解这个问题。

＊ 课后第 3题：对最后一句话的理解，首先要理解反问句所表达的意思。再联系全文，理解蕴含在句中的

深刻含义。最后让学生抄写这句话，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

＊ 课后第 4题：通过读、记、听写含有生字的词语，帮助学生记住生字，积累词语。在教学中，还可以引

导学生选择其中的词语造句，帮助学生学会运用词语。

教学设计参考

一、揭题质疑

1. 读题。查字典和联系生活经验，理解“凋谢”一词的意思。

2. 质疑。“永不凋谢的玫瑰”指是什么？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自读课文，勾画出生字词和自己不懂的字词，试着联系上下文和借助工具书

理解不懂的词语。

2. 小组合作，学习生字词语。教师巡视，看看学生能否把生字字音读正确。

3. 指名分段朗读课文，检查学生是否能正确地把课文读下来，相机理解部分词

语的意思。

4. 出示词语“玫瑰”、“气愤”、“苏霍姆林斯基”、“颤动”、“奖励”，

引导学生根据这些词语的提示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深入感悟，指导朗读

1. 读课文第一段，勾画出描写玫瑰花的语句。

2. 你喜欢这些玫瑰花吗？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玫瑰花非常美丽。

3.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第一段。

过渡：如果是你们看见这么美的一朵玫瑰花，会怎么做？

4. 自由读第二段。联系生活经验理解“赞不绝口”的意思。读描写小女孩动作

的句子，说说从“径直”一词知道了什么。

过渡：这么美的玫瑰花被小女孩摘了，如果当时你在场，会怎么想，怎么做？

5. 分角色读第三、四段中苏霍姆林斯基和小女孩的对话，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6. 交流。明白小女孩摘花的原因和想法。体会苏霍姆林斯基对小女孩的爱和尊

重，感受小女孩的纯真善良和天真可爱。

7. 读到这里，你对小女孩又有怎样的看法？再读读小女孩的话。

过渡：苏霍姆林斯基又是怎样做的呢？

8. 自由读第五段。



9. 小组讨论：校长不但没有批评小女孩，反而还奖励了她，想想这是为什么。

10. 全班交流体会。

11. 读课文最后一段。将反问句换成陈述句，理解字面意思，再联系全文和题目

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
四、总结全文，积累好词佳句

1.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 说说你喜欢文中的哪些句子，为什么？

3. 抄写自己喜欢的句子，抄写课文最后一句话。

4. 读记课后词语，同桌互相选择喜欢的词语说一句话，听写词语。
五、拓展练习

师生讲讲《爱的教育》中的小故事。
（杨文）

参考资料

☆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苏联最有名的教育家。出生于乌克兰共和国一个农民家庭。

1936至 1939年就读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函授部，毕业后取得中学教师证书。1948年起至去世，担

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巴甫雷什中学的校长。自 1957年起，一直是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

院通讯院士。1968年起任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1969年获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教师称

号，并获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红星勋章等。

苏霍姆林斯基在从事学校实际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理论问题的研究，写有《给教师的一百条建

议》、《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巴甫雷什中学》、《公民的诞生》等教育专著。

☆ 苏霍姆林斯基名言荟萃

1.没有情感, 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 只能培养出伪君子。

2.如果不去加强并发展儿童的个人自尊感，就不能形成他的道德面貌。教育技巧的全部诀窍就在于抓住儿

童的这种上进心，这种道德上的自勉。

3.对父母和同志，对集体和社会，对人民和祖国的义务感，要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人的一生。不懂得什么

是义务和缺乏义务感，就谈不上人的道德，也谈不上集体。

4.只有在有良心和羞耻心的良好基础上，人的心灵中才会产生良知。良心，就是无数次发展为体验、感受

的知识，正是在它的影响下，必然会派生羞耻心、责任心和事业心。

5.爱人吧！对人的爱是你道德的核心！应当这样生活：让你的道德核心健康、纯洁、强大无比！做一个真

正的人，这就是说要为你周围的人贡献出自己心灵的力量，让他们更美好，精神上更富有、更完美；让你

生活中接触的每一个人从你那儿，从你的心灵深处得到一点最美好的东西。

6.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易于接受道德的熏陶。

7.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让每个儿童看到人的心灵美，珍惜爱护这种美，并用自己的行动使这种美

达到应有的高度。

8.如果善良的情感没有在童年形成，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你也培养不出这种感情来。因为人的这种真挚的感

情的形成，是与最初接触的、最重要的真理的理解，以及对祖国的语言最细腻之处的体验和感受联系在一

起的。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 读课文，知道毕加索笔下的和平鸽成为和平的象征。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热爱和平、关注人类命运的情操。

教学准备

1. 查找资料，了解毕加索的基本情况。

2. 搜集鸽子的图片，最好能搜集到毕加索画的那只具有代表性的鸽子的图片。

3. 制作和平鸽的幻灯片。

教材简析

本文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 1940年的法国首都巴黎，这正是二战期间。当法西

斯匪徒攻占了巴黎时，画家毕加索听着远处隆隆的炮声心情十分沉重。为什么心情沉重呢？因为战争不仅

使无数人陷于灾难之中，而且会使许多珍贵的艺术品遭到毁灭。

基于毕加索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邻居米什向他血泪控诉法西斯匪徒摔死小孙子柳辛，掐死柳辛

的鸽子的暴行时，毕加索热血沸腾，仇恨满腔，不知怎样来表达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正在这时，老人

请求毕加索画一只鸽子来纪念小孙子。毕加索找到了反对战争、歌颂和平的寄托，内心充满了创作的冲动，

于是动笔画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后来他把这幅画献给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作为倡导和平的宣传画。从

此以后，人们就把这只鸽子称为“和平鸽”，鸽子就成了世界和平的象征。

这篇课文通过鲜血淋淋的故事，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激发学生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反

对侵略的思想与感情。对于生长在和平环境中的教师与学生来说，这样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在我们

的身边没有战争，但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正在进行战争，许多妇女儿童和无辜的老百姓死于战火与饥

饿、疾病之中。我们应该以广阔的胸怀、正义的目光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倡导和平与正义。

建议本课 1～2课时完成。

＊ 这篇课文感情强烈而丰富。因此，在教学时要让学生充分地朗读课文。一遍要有一遍的体会感悟，一遍

要有一遍的收获。学生随着学习的深入，对课文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在朗读时，对情感的处理也应该越来

越准确。

＊ 这部分宜读得平稳低沉。

＊ “泣不成声”，指哭得喉咙哽住，出不来声音。形容极度悲伤。

＊ 应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命运的变化而逐渐增强朗读的力度，以达到表达对法西斯暴行的仇恨，对

柳辛的同情与崇敬。表情达意的朗读要“情动于衷”，注意把握好“度”，不要简单地处理为放大喉咙吼

叫。

＊ 重点体会“血泪控诉”和“颤抖”。

＊ 老人与毕加索的对话，也要认真领会人物感情，用恰当的语气读好。

＊ 对法西斯的仇恨和对和平的向往，是毕加索画和平鸽的内心动力。

＊ 这篇课文在读的时候要注意感情的强弱起伏。老师在备课时要多读几遍，自己要有所感受，才能把握好



“度”，指导好学生感情朗读。在此基础之上，再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讲这个故事。

＊ 课文描述的经过是：柳辛养鸽子—法西斯打死柳辛和鸽子 —米什老人请毕加索画鸽子纪念柳辛—毕加

索画鸽子—毕加索将画献给世界和平大会—鸽子成为和平的象征。

＊ 课后第 1题:用自己的话讲这个故事时，可以要求学生简洁一点，不要照书读。

＊ 课后第 2题:引导学生质疑和释疑。教师要引导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 课后第 3题：可以选择词语分别造句，也可以把自选的两个词语造进一个句子里。

教学设计参考

一、自读课文，了解背景

1. 学生自己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2. 相互介绍自己寻找的有关毕加索的资料。

3. 教师向学生简单介绍二战的基本情况，让学生知道这篇文章里讲述的故事所

处的历史背景。
二、直奔重点，深入故事

1. 自读第 3段，细读故事。

2. 同学间讨论怎样读才能表达对法西斯的仇恨，对柳辛的同情。

3. 自己试着读一读，怎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

4. 同桌互相读一读，帮一帮。

5. 教师巡视指导。把第 3段分为五个层次。第 1～4句一层，第 5～6句二层，

第 7～9句三层。每一层的感情处理不一样，要有强弱起伏。第一层到第二层语

气渐强，读出对法西斯的憎恨；第二层到第三层语气渐弱，读出对小柳辛遭遇的

同情和难过的心情。
三、再读课文，体会情感

1. 教师范读或同学范读。

2. 老师让同学评价哪些地方读得好，哪些地方读得还不够，为什么？

3. 自己边读边想：小柳辛为什么会死？他养的鸽子为什么会死？

4. 谈自己的感想，表达自己的感情。

5. 全班齐读课文第 3段。
四、体会词语，感情朗读

1. 让学生默读全文，找出能表达人物感情的词语，勾出来。（如：沉重、满脸

泪痕、泣不成声、悲痛、憎恨、厮打、当场、活活、血泪控诉……）

2. 体会这些词语的意思。特别是“心在颤抖”。

3. 试着读一读，怎样读才能表达悲痛、憎恨之情。

4. 自己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五、思考问题，交流体会

1. 提出自己不明白的地方，请同学边读边想。

2. 同桌交流一下自己学习这篇课文后有些什么想法或感受。

3. 把自己的感受讲给全班同学听一听。

4. 师生共同对文中不理解的地方进行探讨。
六、扩展内容，拓展视野

1. 把自己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关于世界和平的话题说给同学听一听。

2. 老师适当进行补充、点拨、引导，拓展学生视野及襟怀。



参考资料

☆ 毕加索：西班牙画家，法国现代画派主要代表，出身图画教师家庭。1904年定居法国巴黎，

终身从事绘画艺术的探索与创造。思想进步，仇恨法西斯，1944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曾为世界和平大会

作“和平鸽”的宣传画。他的作品对现代西方艺术流派有很大影响。

☆ 和平鸽：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显示平安的好征兆。据《创世纪》载，当地球洪水泛滥时，

诺亚等避入方舟得以保住性命。一天，他放出鸽子去探测洪水是否已退。当鸽子飞回来时，嘴里衔着一枝

橄榄枝，于是诺亚知道洪水已退，地上已平安。后来人们就把鸽子和橄榄枝作为和平的象征。



教学目标

1. 认识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 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借助旁批，边读边思，读懂课文。

3. 学会感受和欣赏真善美的事物。

教学准备

1. 准备比较好的朗读录音带，用于示范朗读。

2. 准备一盒清新活泼的音乐带用于配音朗读。

教材简析

《太阳，你好》是一篇批读课文。这首散文诗，语言清新活泼，充满诗意，给学生提供了一份十分

优美的语言学习材料。全文没有讲述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以拟人的手法歌颂太阳，借太阳的所作所为和

太阳的目光来赞美自然，赞美儿童，赞美真善美。字里行间跃动着一种美、一种爱，使人的情感得以升华，

精神世界得以丰富。

太阳在天上行走，可以看见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拟人的表达，自然地与太阳东升西落、阳光

洒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特性结合起来。因此，用太阳的目光来看待一切是最广阔的。

本课文字优美、情感丰富、内容浅显、内涵深厚，不适于讲解分析，适于“以读代讲”。在读中去

学习、感悟和积累。用诵读、美读、配乐读的方式进行。

建议 1～2课时完成。

＊ 总的说太阳在天上行走，能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旁批引导学生边读边思。

＊ 分别写了因为孩子们喜欢到河边、树林游玩，孩子们喜欢水果、花儿、鸟儿，太阳就放出它的温暖，使

这一切变得更美好。文中的太阳充满了慈爱，像是一位充满爱心的长辈，关心、爱护着孩子们，也关心、

爱护着自然界的一切。

＊ 为什么不说瓜田长出了“瓜”，果林挂满了“果”呢？启发学生体会这种表达的好处。

旁批引导学生注意这种表达方法。以“蜜”代“瓜”，以“甜”代果，更是突出了瓜果的甜蜜。

＊ 要读出太阳对孩子们的爱。

旁批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太阳为什么这么了解孩子？因为太阳每天都关注着孩子们。

＊ 作者笔锋一转，写太阳的爱憎立场。作者在这里大力讴歌真善美，给孩子们树立一个美好的人生目标：

要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做一个善良、勤劳、聪明、勇敢的人。＊ 太阳的最爱是孩子们。因为孩子身

上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建立一个和平进步、文明富裕的人类大家庭。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历史责任。这

一段文字，胸襟宽广、视ĭĮ阔，充满了įİıĲ情ĳ。读的时Ĵ语ĵĶķ切，读出关爱ĸ情。

＊ 旁批引导学生明Ĺ，太阳ĸ所以ĺ么爱孩子，是因为在Ļ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美好的ļĽ和希望。

可以ľ学生自己来Ŀ充人类的ļĽ和希望是什么。

＊ “ŀ”字笔Ł较ł，Ķ作范写Ń导。“ń”字的“Ņ字ņ”里是“Ň”而不是“ň”。“ŉ”字的Ŋŋ

Ō分是“ō”而不是“Ĵ”，不要ł写了一Ŏ。

教学设计参考



一、配乐欣赏，感知全文

1. ŏŐ放配乐的示范朗读录音带ő者自己配乐范读。

2. 有Œ件的地方可œĸ以łŔ体ŕŖŗ，Ř出文中所řŚ的śŜ。
ŝ、Ş读课文，ļ解大意

1. 自己ş着读一读，Š出自己不清š的字、Ţ。

2. ţŤ合作学习，ťŦŧ助解Ũ字ŢũŪ。

3. ŏŐūŬŃ导，ľ学生提出合作学习不能解Ũ的地方。带ŭ性的地方可进行

全ŮŃ导。
ů、Ű读课文，ű悟感受

1. 自己Ų课文ųŴ地读一ŵ遍。

2. 与ţŤ一起美美地读一Ŷ课文，体会文中情与ś。

3. 全ŮŷŸŲ课文美读一遍。
Ź、配乐美读，źŻ比ż

1. 配上音乐，自Ž美读。

2. žſƀ自ſ，Ɓƀ美读比ż。

3. Ő生ŭţźŻ，以źŻ来Ń导朗读，自然结合内容ļ解。

Ƃ. źƃ读得好的ţ学，给以Ƅƅ。

Ɔ. 自ŽƇƈ读得好的ţ学Ű读读课文。
Ɖ、自ŽƊ诵

学生ƋƌŏŐ、ţ学的示范Űƍ美读Ǝ，ƃƏ自己喜欢的Ɛ段进行Ɗ诵。



教学目标

1. 读懂课文，认识并了解中国结。

2. 学会在生活中认识中国结，感受中国结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喜爱中

国传统工艺。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生活中的中国结工艺品实物或图片，搜集关于中国结知识的资料。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中国结的综合性学习，分小组展开探究活动。

教材简析

中国结，其历史贯穿于中华历史始终，漫长的文化积淀使得中国结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纯粹

的文化精髓，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在现代文化返璞归真的今天，中国结从实用性绳结技艺演变成现代

生活中精致的工艺品，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受到了海内外朋友的青睐。让生活在 21 世纪的孩子

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通过了解中国结，激发学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正是选编这篇课文的意图。

这篇课文围绕中国结，介绍了中国结的历史，中国结的文化特性，中国结由实用性的绳结发展为装

饰性的手工艺品，为人们增添的情趣，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让世界各

地的人了解中国传统工艺的美好愿望。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重点是让学生自主读懂课文内容，在朗读中感受中国结所蕴涵的中华文明精

粹，激发学生热爱中华文明的思想感情。

建议本课用 1课时。

＊ 题目：建议教师在学生接触题目时展示中国结的实物和图片，让学生欣赏，

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本课适宜默读体会，重点要引导学生读懂课文内容，认识了解中国结。

＊ 第 1段：这段介绍了绳结的历史。学生对于“结绳记事”不了解，可以让学

生在课前预习时布置学生进行综合性学习，搜集有关的资料，教师也可向学生简

单补充介绍中国结在古代的作用和文化内涵。

＊ 第 2段：精致，精巧细致。含蓄，意思含而不露，耐人寻味。特性，某事物

所特有的性质。贴切，恰当、确切。第一句是这段的中心句，介绍了现代的绳结

更加精致，更能贴切地表现中华文化的含蓄特性。第二句是一个长句子，列举了

“寿桃结”与“同心结”两种结的代表意义。学习这段可以让学生讨论：除了课

文中提到的“寿桃结”和“同心结”外，你还知道哪些中国结？让学生介绍自己

了解的其他中国结。

＊ 第 3段：心灵手巧，心思灵敏，手灵巧，形容人聪明能干。可以联系上下文

理解词语意思。穿梭，像织布的梭子来回活动，形容来往频繁。可以做动作理解。

这段介绍了中国结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可以让学生自由读读，联系生

活实际说说还有哪些用绳结技艺制作的装饰性手工艺品。

＊ 第 4～5段：光彩耀眼，形容人或事物十分美好。演变，发展变化。创意，有

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这两段介绍了中国结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表达了让

世界各地的人都了解中国结的美好愿望。教学这两段应以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为主，在读中体会作者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民族自豪感。

＊ 课后第 1题：在了解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说出自己的感受。

＊ 课后第 2题：除了课文中提到的“寿桃结”、“同心结”外，中国结还有很

多。如：“如意结”，意为称心如意，万事如意；“吉祥结”，代表大吉大利，

吉人天相，祥瑞、美好；“蝴蝶结”，“蝴”与“福”谐音，寓意福在眼前，福

运迭至；“方胜结”表示平安；“双鱼结”是吉庆有余……

教学设计参考

一、 介绍中国结，引入课文

展示学生或教师在课前搜集的中国结实物或图片，以对各式各样中国结的欣赏引

出课题。

二、 默读课文，初步感知

学生自己默读课文，初步感知本课课文讲的内容。注意在阅读中勾画出自己不懂

的词语，并理解它们的意思。

三、 再读课文，体会理解

1. 再一次默读或者自由读。边读边思考：课文的五段分别写了什么？勾画出中

心句或者重点词语，批下自己的阅读体会。

2. 小组讨论交流自己的体会。

四、 细读课文，体会情感

1. 引导学生就第 1段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并展开讨论。

预测：学生可能不理解“结绳记事”的意思。教师可以让搜集到相关资料的学生

来谈谈，也可由教师简单介绍自己搜集的有关资料。

2. 重点引导学生体会第 2、3段的内容。

（1）分别找出这两段是围绕哪句话在介绍中国结的。读读这两段。

（2）讨论：除了课文中介绍的“寿桃结”和“同心结”，你还知道哪些中国结？

还有哪些用绳结工艺制作的手工艺品？学生展示自己搜集的其他中国结，介绍这

些中国结的象征意义，体会中国结为人们生活增添的情趣。

3. 多么光彩耀眼的中国结啊！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想法？

4. 有感情地朗读第 4、5段，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民族自豪

感。

5.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五、 拓展活动

除了中国结，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还有许多传统工艺，你知道的还有

哪些呢？（师生共同介绍自己搜集的资料）

参考资料

☆ 中国结的文化内涵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神的形象，在史前时代，是用绳结的变化来体现的。“结”字也是一个表示力量、

和谐，充满情感的字眼，无论是结合、结交、结缘、团结、结果，还是结发夫妻，永结同心，“结”给人

都是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 “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技艺也就自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兴盛长远，流传至今。



中国结不仅具有造型、色彩之美，而且因其以形意得名，如盘长结、藻井结、双钱结等，体现了我国古代

的文化信仰及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着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的愿望。在新婚的帖钩上，装饰一个“盘

长结”，寓意一对相爱的人永远相随相依，永不分离。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申为称心如意，

万事如意。在扇子上装饰一个“吉祥结”，代表大吉大利，吉人天相，祥瑞、美好。在烟袋上装饰一个“蝴

蝶结”，“蝴”与“福”谐音，寓意福在眼前，福运迭至。

☆ 中国结的特点

每一个结从头到尾都是用一根丝线编结而成，每一个基本结又根据其形、意命名。把不同的结饰互相结合

在一起，或用其他具有吉祥图案的饰物搭配组合，就形成了造型独特、绚丽多彩、寓意深刻、内涵丰富的

中国传统吉祥装饰物品。

在现代文化返璞归真的今天，中国结情系天下、备受海内外朋友青睐。

☆ 中国传统工艺

中国传统工艺品丰富多彩，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工艺品的种类很多，有雕 刻、 刺绣、 漆器、 美

术瓷 、 编织 、 印染 、 景泰蓝 、 地毯 、 泥塑等。 各地主要的工 艺品及土特产有：

北 京 景泰蓝、雕漆、玉器、牙雕

北 戴 河海产品、贝雕

天 津 泥人张彩塑、风筝

上 海 绒绣

南 京 玉雕、雨花石

承 德 楠木家具

苏 州 苏绣

肇 庆 檀香扇

沈 阳 玉器、羽毛画

呼和浩特 仿古地毯、蒙古靴

泉 州 石雕、瓷雕、浮雕、影雕（惠安——“中国石雕之乡”）

景 德 镇 竹编工艺、瓷器

镇 江 玉雕

扬 州 石器、玉器、紫砂茶壶

青 岛 贝壳、贝雕、画草编、贝雕画

杭 州 丝绸

绍 兴 纸扇、毡帽

洛 阳 唐三彩宫灯、唐三彩

武 汉 淡水贝雕

厦 门 彩塑

浙 江 湖笔

乌鲁木齐 英吉沙小刀

海 口 椰雕、镶银制品
(杨文)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的生字，并会规范、美观地书写。

2. 借助注解，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诗人除旧迎新、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和乐观自

信的情绪。

3. 能诵读古诗，默写古诗。

教学准备

引导学生搜集关于描写元旦的诗歌。

教材简析

《元日》这首诗是王安石在神宗初年刚任宰相不久写的一首著名诗作。“元日”就是阴历正月初一。

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力图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

乐的气氛。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第三句“千门万户日”，

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结句“总把

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

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

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本诗就是通过新年元

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

全诗文笔轻快，色调明朗，眼前景与心中情水乳交融，确是一首融情入景、寓意深刻的好诗。

学习这首诗，重点在于让学生借助注解理解诗句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诗人积极向上、

乐观自信的情感。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完成。

＊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有《临

川先生文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 这首诗描写了人们欢度春节的热烈场面，特别烘托了一种万象更新的气氛。在欢快的爆竹声中，人们送

走了旧的一年，家家喝着迎接春天的屠苏酒。明媚的阳光照耀千门万户，每一家门前都换上新的桃符。

初读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生字，借助注释理解词语、诗句。

通过反复诵读帮助学生理解和欣赏诗句，联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想象这首诗描绘的景象，并用自

己的语言加以描绘。在朗读想象中体会过年的欢乐，体会诗人除旧布新的美好愿望，感受古诗语言的精练、

优美。屠”为半包围结构的字，“”为左右结构的字，在书写前要引导学生分析字形，注意写得美观端正。

＊ 课后第 1题：积累语言的训练，应给学生充分诵读的时间，引导学生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反复地诵读，可

以摇头晃脑，可以做动作表演，在读中尽情表达自己对诗歌的感受。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背诵诗句。

＊ 课后第 2题：理解能力的训练，应引导学生联系课后注释理解诗意，在反复的诵读中想象诗句描绘的景

象，并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诗句的意思。只要说出意思，不要求言语一致。

＊ 课后第 3题：想象能力的训练，可以借助学生的生活体验（联系学生过元旦、春节的生活经验）引起学

生的想象，并鼓励学生将自己想象到的景象写下来。



教学设计参考

一、 音乐引入

1. 放民乐合奏曲《春节序曲》或《喜洋洋》，带学生入情入境。

2. 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回忆过年的情景，引出课题，板书课题。
二、初读古诗，感知内容

1. 教师示范诵读这首古诗。

2. 学生自读课文，借助课后注释试着理解诗句意思，并勾出自己不懂的字、词。

3. 同桌互相帮助，解决不懂的字词。

4. 同桌互相讲一讲诗句的意思。

5. 提出自己不懂的地方，全班交流理解。

6. 请同学讲一讲诗句的意思。
三、细读课文，领会诗句描绘的景象

1. 学生自由练习诵读诗句，边读边在头脑中想象诗句描绘的景象。

2. 指名学生诵读诗歌，学生互相评价。

3. 再次自由诵读，充分感受诗歌洋溢的欢乐气氛。

4. 集体诵读。

5. 自由练习背诵诗歌。

6. 指名学生表演背诵。

7. 集体背诵。
四、扩展思维，启发想象

1. 想象这首诗歌描绘的景象，试着写下来。

2. 再搜集几首表现喜庆节日的古诗与同学交流。

参考资料

元日（玉楼春）

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甲午元旦

孔尚任

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



教学目标

1. 了解可以变换词序的词语，积累语言。

2. 了解我国的成语典故，培养热爱祖国文化的情感。

3. 能围绕“传统节日”话题与同学展开交流，说得清楚明白并能进行评价。

4. 能根据要求把传统节日里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想写下来。

教学准备

1. 搜集一些关于传统节日、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方面的材料。

2. 可以开办一些交流展示活动。

教材简析

本单元的积累与运用仍然安排 6个板块。

“温故知新”安排的是以前学过的词语，这些词语的特点是，可以变换词的顺序，但词语的意思

不变。让学生在积累的同时，发现祖国语言的神奇丰富。可以适当进行拓展。

“语海拾贝”搜集了古人关于早春景色描写的诗句。这些诗句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那么清新自

然，生动美丽，都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勾勒出美妙的图画。这些材料，既可以提供积累的材料，又可以增强

学生对古代文化的兴趣。

“点击成语”使学生对“火树银花”这个词本身所描绘的景象有进一步的理解，同时，也知道了这

个成语的来历。还应该让学生知道，中国的成语，都是有典故有来历的。

“口语交际”根据教学内容与时令，安排了关于传统佳节的话题。这个话题贴近生活，内容丰富，

学生十分熟悉，有话可说。在进行口语交际时，教师要着重引导学生从过节的氛围、过节的准备以及过节

的活动方面进行观察和介绍。注意要有各自的特点，不要大家都说相同的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说自

己亲身参加和感受的事。

“习作百花园”很自然地与口语交际进行了整合，前面自己说了些什么，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写下来，

老师要引导学生写完后，自己读一读，改一改。还可以和别的同学交流一下，让别人也来分享习作的快乐。

“自主阅读园地”中的《唐诗帮我学作文》讲的是作家张锦贻小时候通过学习古诗提高写作水平的

故事。能对学生起启迪、引导的作用。

建议 3～4课时完成。

＊ 这些词语都是以前课文中出现过的，但是，将它们的词序颠倒以后仍然成词，而且意思不变。

可以先让学生自己读一读，想想这些词语有什么规律和特点。可以鼓励学生再找出或写出一些类似的词语，

和同学交流。

＊ 这些诗句都是古人写的关于早春景色的诗句。

诗中有燕子、早莺、桃花、杏花、杨柳、小草、春雨、春风。由于诗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不同的

组合，所以，这些诗句虽然都充满清新的气息却又各见其长。由此，可以欣赏到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丰富

以及古代文化的精彩。

学生可以读一读，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背一背。

＊ 这个成语故事是一个典故,告诉我们“火树银花”这个成语的来历。

可以学习用这个成语来描绘一下自己见过的有关景色，加深对这个成语的理解。



＊ 内容是说传统节日。教学时，可质疑激趣，引出话题。展示搜集的图片资料，观察一下，说一说是什么

传统节日。然后，进行小组互动，交流感受。

说说你最喜欢哪一个传统节日，为什么？把传统节日的特点、习俗等介绍给组内其他同学，听的同学边听

边记，对别人的介绍进行补充，发表意见。最后，进行全班交流。让学生在班上交流自己的感受，并且互

相交流，相互补充，形成人人交流、人人互动的场面。说完后，评一评谁说得最好，为什么？

＊ 写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做。本次习作安排在口语交际之后，学生对自己喜欢的传统节日已

有了解，因此，写起来得心应手。写之前，还可以说一说。提示学生选择自己印象深的节日，把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想、所感……写下来。

写完后，读给别人听听，让别人与你一起分享。

＊ 自主阅读，引导学生边读边思考：萨沙是不是最弱小的呢？为什么？可以让学生边读边在书上的空白处

批下自己的体会。

＊ 提示学生思考：为什么妈妈说萨沙是个勇敢的孩子？感受萨沙美好的心灵。＊ 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

方法自主阅读这篇文章，再交流自己从中获得了哪些写作方面的启示。

教学设计参考

一、 温故知新

1. 自己读一读这些词语。

2. 想一想这些词语的结构有什么特点。词序颠倒后，意思变没变？

3. 同桌议一议，自己找一找，还能说出类似的词吗？
二、 语海拾贝

1. 自由读一读这些诗句。

2. 同桌议一议这些诗句的意思。

3. 把这些诗句的意思讲给同学听。

4. 有感情地读诗句。

5. 选择自己喜欢的背一背。

6. 再说一些自己知道的关于春天的诗句。
三、 点击成语

1. 自己读这个成语典故。

2. 想一想文中所描写的景象。

3. 试着用一用“火树银花”这个成语。

4.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画一画自己头脑中的景象。说一说。
四、 口语交际

（一）教学要求

1. 让学生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的特点，并知道有怎样的过法，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

2. 通过对学生感兴趣的传统节日话题的讨论，培养学生表达看法、倾听发言、

搜集资料等多方面的能力。

3. 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口语交际活动，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二）教学重点

口述自己喜欢的传统节日，并说明怎么过的。

（三）课前准备

搜集传统节日的资料和图片。

（四）教学过程

1. 导入。

（1）多媒体画面：中国人过春节的快乐场面。

（2）请孩子们猜猜：这是我们中国的哪一个传统节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3）真聪明！一下就猜对了！人们穿着大红的传统服装，满脸喜悦地吃着汤圆，

喝着酒。鞭炮声不断地传进屋来，门上贴着春联，这是我国最传统最热闹的节日

之一—春节。（课件播放）

（4）师介绍：在外漂泊的游子，不管多忙，不管多累，也不管路途多遥远，春

节了，总要回家，和亲人说说话，吃上一顿团圆饭，是一件多么快活的事情啊！

可见，我国人民非常重视过春节。

（5）引导交际：对于春节，我们的小朋友最喜欢了。你都知道关于春节的哪些

事情？（从春节的由来、含义、特点以及过法去说）

（6）倾听反馈：听了刚才同学之间的交谈，你又有什么新的收获？（表扬专心

倾听的同学）

（7）揭示话题。

其实，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像春节一样受到人们重视的传统节日。你还知道哪些

传统节日？请你说出来。（教师把这些传统节日写在黑板上）

2. 小组合作。

（1）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个传统节日就到哪一组去。

（2）把传统节日的含义、特点、习俗以及有什么样的过法，介绍给其他同学听，

可以展示资料和图片。听的同学要边听边记，对别人的介绍进行补充，发表看法，

不懂的可以提问。

（3）小组内交流后选出介绍得最棒的同学作为小组代表上台交流，师生随机点

评，看谁说得最完整、最有趣。

3. 小组重组。

（1）听了小朋友的介绍，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有些小朋友可能还会对其他的

传统节日感兴趣，请到其他组去，听听他们的介绍，谈谈自己的想法。

（2）现在，你又知道了什么呢？把你的收获告诉同桌。

4. 自主交际。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你从报刊、杂志、

电视或者网络上，了解到哪些民族是怎样过自己的传统节日的？

5. 小结。

通过这次介绍会，孩子们了解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传统节日，有了许多新的收获，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知识，可以上网查资料。
五、 习作百花园

（一）教学目标

1. 通过引导学生观察、感受传统节日的热闹气氛，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培养

学生观察力和想象力。

2. 注重训练学生的写作方法，丰富学生语言的积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二）教学过程



1. 搜集资料、讨论交流。

（1）学生搜集信息，教师指导选择。

谈话引入：同学们，在前面的口语交际中大家了解了那么多的传统节日，你最喜

欢哪一个节日？为什么？（指名说，激励性评价）

（2）选定适当信息，组内试说试评。

游戏启发：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请大家出问题，可以背诗、讲故事、说对

联、猜谜语、说人们的活动，但谜底一定是传统节日，谁先来试试。（指名上台

说或者表演、激励性评价）

（3）小结。

师：大家想一想，他们出的谜语，我们为什么一下就猜中了？（因为大家都抓住

了传统节日的特点）

2. 教师引导，启发学生说。

（1）你怎么向同学介绍你印象深刻的传统节日呢？（同桌互说）

（2）指名说，教师随机概括：主要抓住节日里的所见、所闻、所做以及自己的

感受来说。

（3）以小组为单位，谈自己在传统节日里看见的、听见的和自己所做的，重点

说说自己印象深的地方，用上学过的词句。

（4）教师组织全班交流，指名说得较好的学生再说一说。

（5）谈谈感受。

听了同学们讲了在节日里的那么多趣事，你有什么感受呢？

3. 写传统节日。

（1）指导写法。

怎样才能写得有条理，写得具体呢？（按一定的顺序写，自己喜欢或印象最深的

重点写，加上适当的想象）

（2）学生练笔。

（3）评价指导。

①同桌或小组内互相评议，主要看是否写出了传统节日的特点。教师巡视指导。

②推选有代表性的习作在全班交流评议，教师相机评价。

（4）课堂小结。
（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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