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能使用字典、词典，自主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 通过品词析句，领悟课文内容，体会关键词句在表达情意方面的作用。

3.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父亲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新词卡片、配乐朗读录音带、有条件的可制作“树林和鸟”的多媒体课件。

学生：了解鸟的生活习性，搜集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资料。

教材简析
树林是鸟儿的家，是它们生活、栖息的乐园。课文开篇就点明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接着回忆

春天的一个黎明，父亲判断滹沱河岸一片树林里有很多鸟，并与我在树林里谈论关于“鸟味”“鸟最快活

的时刻”和“最容易被打中的时刻”等问题，最后表达“我”为父亲不是猎人而高兴的心情。父亲对树林

和鸟多么熟悉，多么了解，他能从浓浓的草木气中闻出鸟的气味，他知道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他也知

道鸟最危险的时刻……他不只是“我”的父亲，还是鸟的“父亲”。父亲的谈话不仅是在对我说，更是在

与树林和鸟谈话，是人对大自然的一段真情告白！

课文的字里行间都饱含着父亲对大自然深深的爱: 1. 观察树叶便知道“林子里有不少鸟”；2. 从浓浓的

草木气中能闻出鸟的气味；3. 了解黎明是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4. 担心黎明时的鸟“最容易被猎

人打中”……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只有像父亲这样用心去感受，去发现才能领悟。

本课教学重点是抓住关键词句，感受对话语言的精练、优美；难点是在朗读父亲语言的过程中体会蕴含的

情感。

建议本课教学使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第 1段）学习总起的写法。

＊ （第 2～6段）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要在强调自主阅读、自读自悟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合作交流，领悟

内容。引导学生抓“上上下下”“望了又望”“凝神静气”等重点词句，体会父亲对树林和鸟的感情。

＊ 幽深：树林深而幽静。

喃喃：连续不断地小声说话的声音。

茫然：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第 7～13段） 这部分是教学重点。教学中要关注学习过程和方法。在读正确、读通顺、读出感情的同

时，抓住父亲说话的关键词语，如“轻声说”“生怕惊动”等，想象情境，把握内容，感受语言美，体会

表达的思想感情。

＊焐：用热的东西接触凉的东西使其变暖。

翎：鸟的翅膀或尾巴上的长而硬的羽毛。

＊引用几段别人的话（段与段之间是连续的，没有间断），在每段开头用上引号，直到全部引完才用下引

号。对每段来说，只有上引号，没有下引号。这就是所谓的“半边引号”。

＊ 喙：鸟兽的嘴。

＊“鸟要准备唱歌了。”“鸟真的唱了起来。”证实了父亲的预见，说明父亲对鸟的熟悉。

＊注意挖掘情感：因为父亲深深地爱着树林和鸟，所以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也是父亲最快活的时刻。

＊父亲告诉了我鸟容易被猎人击中的危险时间，再次证明父亲对鸟的熟悉。

＊惊愕：吃惊而发愣。

＊“翅膀潮湿，飞起来沉重”是鸟易被击中的原因。



＊ 因为父亲知道鸟易被击中的秘密，如果他是猎人的话……还可以联系上下文进行教学。父亲那样熟悉树

林和鸟，知道哪里有鸟，哪里鸟多，能闻出鸟味，熟悉鸟最快活的时刻，更清楚鸟什么时候最容易被打中……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有父亲这样的猎人，鸟儿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幸亏父亲不是猎人，所

以“我”很高兴。由此可见父子俩都是爱鸟、护鸟的，他们都懂得用心去感悟、珍惜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

的和谐与宁静。

＊ 学习课文最后一句话要激活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联系课文内容想象：如果父亲是猎人将会怎样？从而

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

＊ 第一题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要分层次对待，语言基础好的可以全文有感情地朗诵，突出父亲对树林和鸟的

无限热爱。语言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个片断进行训练，然后再对全文进行练习。总之朗读的重点

不在量而在质。交流能说明父亲喜欢树林和鸟的语句，应着力抓住关键语句读、议、评。

＊ 第二题指导时应先了解词义，再进行造句练习。教师相机在交流中进行造句指导。

＊ 第三题鼓励个性化的感悟和独创性的理解，在学生思想火花的碰撞中因势利导。

教学设计参考
一、 揭示课题

1. 读题。说说自己对课题不明白的地方。

2. 试着将课题中“、”换成恰当的词语，将课题连成一句话，再读一读。

二、初读知意

1. 自由朗读课文，借助拼音认识生字。注意“喃”“腾”“翎”“喙”的读音。

2. 用多种形式检测生字识记情况。交流识记方法。注意“黎”“幽”“喙”字的笔顺笔画。

3. 用指名读、分组读等多种形式读通课文。要读得正确、流利。

4. 说说自己从这篇课文中了解到些什么，提出自己阅读时遇到的问题。

5. 师生共同归纳小结，知道课文主要写的是什么，还有哪些需要探究的问题，以明确下一步学习目标。

三、细读探究

1.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一边读一边勾画出自己认为最能说明父亲喜欢林子和鸟的语句。

2. 同桌交流。把自己勾画出的句子读给同学听，互相交流自己的体会。

3. 全班交流。

（1）将自己勾画的句子读给全班同学听。并说说自己的体会。

（2）小结过渡。看来，同学们主要是从父亲与“我”的对话中体会到父亲爱林爱鸟。

4. 理解对话。

（1）分别画出父亲说的话，小组内分角色读一读。

（2）说说父亲的话的意思。并说说从中体会到人物怎样的感情。

（3）讨论“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的意思。

（4）指导朗读对话。

四、朗读品味

1. 说话练习。

（1）父亲、树林和鸟。

（2）父亲与树林和鸟。

（3）人与大自然。

2. 师生共同小结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3. 分角色朗读全文。

4. 完成课后第 2题。

五、拓展延伸

搜集有关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故事、资料、图片等，在全班展示。



参考资料
★ 中国有位“鸟人”叫葛玉修，他为拍摄青海湖鸟类已经走遍了整个青海湖区，用去了整整 7个年头中所

有的业余空闲时间，一直到鸟儿真正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说，青海湖的鸟儿就是他的孩

子；也有人说，青海湖有多少只鸟儿，葛玉修就拍了多少鸟的照片；他自己却说，为了鸟，他可以把生命

都搭进去。

青海湖三座石岛寸草不生、人迹罕至，但那里是数千只珍稀鸟儿栖息的天堂。经过特许，葛玉修成了三上

三岛且驻留时间最长的人。在岛上，出于环保要求，不能生火，常常是就着大头菜喝矿泉水，如遇暴风雨，

就只能在一顶帐篷中瑟瑟发抖直至天明。就是在第三次上岛时，忍受了 6天 6夜的风雨，葛玉修终于拍到

了雨后清晨难得一见的鸟岛彩虹。

采访葛玉修，听他讲鸟儿的故事，仿佛走进了鸟儿的情感空间。斑头雁重情，一旦丧偶，再不婚嫁；鱼鸥

护雏，每遇暴风雨，将雏鸟藏护在腹下身后……每当看到鸟儿撕下腹毛垫窝育雏，或是死于旷野，或是孤

雁哀鸣，葛玉修都会难过得潸然泪下。

一次拍摄途中，偶遇一窝雏雁出壳不久即被鱼鸥赶啄，他和同伴立即救护，腾出一只箱子为之安家治伤。

6天后，雏雁伤好了，葛玉修也该走了。小雁仿佛知道这将是永别，一次一次送别着他们，一直到远去的

船儿没了影儿，才掉头回游。正是在这种人鸟间的真情告白中，葛玉修近乎原貌地拍下了岛上几十种鸟儿

栖息、繁殖、嬉戏、争斗的生活图景，也为青海湖动植物保护提供了第一手的感性材料。他也被青海湖自

然保护区管理站聘为特别顾问。

为了保护湖区日渐减少的鸟类资源，葛玉修拍照、写文章呼吁人们爱鸟护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

如何保护鸟。对鸟群不轰不赶，是为了正在孵化的众多幼鸟；接近鸟儿，要尊重它们，慢慢接近、耐心等

待。7年下来，这类图片、文章散见于《中国摄影》、《旅游天地》、《中国旅游》等国内著名刊物上，

他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影友一起，办起了青海省第一个关注青海湖鸟类、生态的民间网站。

人们除了亲切地称他为“鸟人”外，还把他列为青海湖拍鸟护鸟第一人。

（祝升 刘红强 乔华）



教学目标
1.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识本课的生字，联系上下文理解“花团锦簇”“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姹紫嫣

红”等词语，积累好词好句。

2. 理解课文内容，想象花满窗前、汇成花海的美丽景象。体会德国人把花种给别人看的美好情怀。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课文的第三段。

教学准备
教师：1. 本课生字、生词卡片。

2. 了解作者季羡林生平及美好行为的小故事。

学生：搜集人们爱美、创造美的小故事。

教材简析
德国人爱花，所以家家户户种花，不过他们的花，更多是种给别人看的。作者四五十年前在德国留学时看

到德国人把花种在临街的窗户外。许多年以后，他又来到德国，走在街上，依然看到了当年的一幕——家

家户户的窗口上堵满了鲜花。这种把花种给别人看的做法耐人寻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德国人爱用五颜六色的花装点自己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想到了别人，能够用

自己的花去装点别人的生活，他们每家屋内只见花背影，窗外却见花满天。把花种给别人看，如此一来，

花儿开得欢，街道美得欢，行人赏得欢。种花人如花一般无私美好的情怀也一览无余，令人赞叹。

文章的题目《花是种给别人看的》颇有新意，德国人因为爱花而种花，因为爱花而让更多的人欣赏花的美。

而这种把花种给别人看的行为（对花儿无私的爱，把美的东西与人分享）使他们自己也欣赏到了别人更多

的花香花色，收获了更多的美。这蕴涵着多美的哲理啊！此文是丰富学生审美情趣的好素材。因此，本文

的重点是抓住重点词句引导学生理解词语，想象画面，体会句子内在含义，感受花美人更美，懂得分享，

懂得奉献。

建议本课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题目耐人寻味，可以让学生质疑。学完全文可以提一个总结性的问题：为什么要取这个题目“花是种给

别人看的”？

＊ 德国人爱花有多深切？他们把花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种在那里？

＊ 边读边想，德国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结合生活事例理解故事含义，感受德国种花人的美好情怀。

＊ 莞尔一笑：形容微笑。

＊ 花团锦簇: 形容五彩缤纷、十分华丽的形象。

姹紫嫣红：形容各种颜色的花卉艳丽、好看。

眼花缭乱：眼睛看见复杂纷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

目不暇接：东西太多，眼睛看不过来。＊ 在理解词语的基础上，可以让孩子想象走在大街上看花的场景或

者到处是花的美丽情景，培养孩子的想象能力。

＊“堵满了鲜花”的“堵”能不能换个词？如“堆”“种”等。让孩子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和巧妙。

＊ 引导思考：屋内看花只见背影，屋外看花姹紫嫣红。“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一句中“美

丽”指哪些内容?

＊ 变与不变引人深思，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

＊ 作者从德国人种花的做法中体会到了什么？

＊ 耐人寻味：意味深长，值得仔细体会琢磨。

＊生字学习中注意：“曾”是平舌音，多音字；“耐”是鼻音；“缭”字书写时，右上部别少写两点。



＊第一题：“花是种给别人看的”这正是德国人种花的真实写照。引导孩子们在交流时紧扣课文内容回答，

真正理解德国人种花分享、奉献的美好情怀。也可适当发散。

＊第二题：可以借助插图让孩子加以想象，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词语。

＊第三题：重点弄清变的是什么（花的种类、街道的样子、环境等），不变的是什么（花的美丽、德国人

爱美的心和分享美好事物的情怀）。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谈生活，引入新课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花儿是美好的象征，人们爱用五颜六色的花装点生活，也爱亲手种花，让自己和

别人领略那份独特的花香花色。（板书课题：花是种给别人看的）

2. 引导学生针对课题质疑：为什么要种花给别人看？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 让学生自己阅读全文，用两种不同的符号勾出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

2. 查工具书认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理解生词。注意“莞”字的读音和字义。“簇”“缭”“暇”的字形

和笔顺笔画。

3. 在小组内交流收获，组长带领巩固词语，不理解的词全班探讨。

4. 练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德国人种花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情怀。

三、细读课文，理解文意

1. 抽学生分段读课文，其余学生听后评价是否正确、流利。

2. 精读二、三段，感受德国人爱花的美好情怀。

（1）浏览全文，勾画出写德国人种花的行为和收获的句子，自己读一读。

（建议：此处出示描写屋外看到的花的句子，联系课后第 2题的词语的学习，引导学生边读边想象花团锦

簇、姹紫嫣红的美丽景色）

（2）对比朗读描写种花人在自己家里和街上看花的句子，体会种花人美好的情怀。

（3）再结合生活中的事例理解，把花种给别人看，自己会欣赏到更多的花，懂得分享和奉献会让你收获更

多的美和爱。

四、品读课文，感受美好

1. 有感情地自由读第二、三段，感受德国人种花给别人看的美好情怀。

2. 试着背诵第三段。

3. 默读四段，谈谈“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这句话的意思。

（建议：出示中心句，让学生读一读，从而理解“美丽”的丰富含义）

4. 联系文章，说说德国种花人给你留下什么印象。（理解“莞尔一笑”“耐人寻味”的意思）

5. 美美地阅读全文，再次感受“花是种给别人看的”这种美好情怀。

五、结合生活，拓展认识

1. 仔细观察一下，发现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美好的事吗？

2. 老师讲讲作者季羡林的作品与人品的小故事。

参考资料
★ 德国是欧洲的花卉生产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鲜花进口国。据德国花卉进口批发商分会统计，该国花卉

市场每年内销总额达 30亿欧元，每人平均年支出约 40 欧元。而全世界花卉年消费总值约 180 亿欧元，德

国差不多占了 20％，堪称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市场。在五彩缤纷的万花丛中，德国人尤其喜欢矢车菊，视它

为国花。



（祝升 汤翠娥 刘红强）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生字；理解新词的意思。

2. 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借助批读语，抓住重点词句领悟课文内容。

3. 了解植物是怎样表现“爱”和“恨”的，激发学生关注自然、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新词卡片，植物之间相生相克的个案挂图或课件。

学生：查阅资料，了解课文中提到的各种植物。搜集课文以外的植物之间相生相克的例子。

教材简析
植物与人类、动物一样，也有“爱”和“恨”，并且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植物之间的“爱”和“恨”，不

是体现在感情上，而是体现在生长状况上的相生相克。课文列举了 10 多种植物之间相辅相成、和睦相处的

例子，来说明植物之间有“爱”；列举了 10 多种植物之间水火不容、如“冤家对头”的例子，来说明植物

之间有“恨”。这篇科普说明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楚，语言平实，遣词准确、生动。特别是说明文体的特

点很突出：用翔实的例证和准确的数据来说明。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通过自主阅读和合作探究，了解植物之间是怎样“爱”和“恨”的，感受说明文简洁、

准确、朴实的语言特点，激发学生关注大自然、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段）学习此段，要在阅读中弄清两个问题：“爱”和“恨”为什么要加引号？植物之间的“爱”

和“恨”指的是什么？

＊ 和睦：相处融洽友爱；不争吵。

＊ 冤家对头：指仇人。

＊ 实践：指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

＊ 间作：在一块耕地上间隔地种植两种以上作物。

＊ 这部分虽然内容多，但并不复杂，学生容易理解，可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老师注意点拨过渡句的作用。

＊ 可以让学生给相“爱”的植物连线，帮助理解。

洋 葱 紫罗兰

玉 米 胡萝卜

葡 萄 萝 卜

玫 瑰 大 蒜

月季花 豌 豆

莲线草 百 合

＊ 木樨: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叶子椭圆形，花小，白色或暗黄色，有特殊的香气，结核果，卵圆形。花供

观赏，又可做香料，通称桂花。

＊ 填空练习：

丁香花不能与（ ）在一起；

黄瓜不能与（ ）在一起；

荞麦不能与（ ）在一起；

高粱不能与（ ）在一起；

小麦、玉米、向日葵不能与（ ）在一起。

＊ （第四段） 学习重点是了解这门新兴学科的意义，重视词语的理解和积累。



＊ 相生相克：我国古代关于五行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说法，如木能生火，火能克金等。本课指植物之间

相互作用和影响。

＊ 同室操戈：一家人动起刀枪来，比喻内部相斗。

＊ 两败俱伤：争斗的双方都受到损失。

＊ 本课生字形声字较多，可以 利用形声字的特点帮助学生识记生字。

＊ 生字中的“冤”字要提醒学生上面不要多写一点；“俱”字里面是三横，不要少写了一横。

教学设计参考
一、 揭题导入

1. 出示题目，大家一起读课题，看了题目想了解什么？

2. 将学生的提问归纳为本课的学习目标，重点解决“爱”与“恨”的问题。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 初读课文，自学生字，同桌互相检测正音。

2. 植物之间的“爱”和“恨”是怎么回事呢？默读课文，在旁批的提示你能找到答案吗？你能结合课文内

容用自己的话回答吗？

3. 生自由发言，并且学习第一段，指导朗读，点拨重点词语。

三、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1. 仔细读读植物之间的“爱”和“恨”的部分，把这些植物用短横线标出来。

2. 把书关上，教师出示植物名称，请学生根据自己刚才阅读的内容把你认为相关的植物连上横线，并且要

说出连线的理由。

3．分组讨论：对于课文列举的植物之间的“爱”和“恨”，你有什么看法和体会？

4. 读第四段：了解植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四、拓展延伸

1. 了解植物之间的“爱”和“恨”后，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2. 除了书上的植物，你还知道哪些植物之间的“爱”和“恨”？与大家一起交流。

3. 学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收获？

参考资料
★ 美国利用植物相克除草

不少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产生某种可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化学物质，这就是“植物相克”现象。美国农业专

家目前正在研究利用植物的这种相克现象来防治田间杂草。专家们认为，用具有“植物相克”性能的植物

来制造天然除草剂即将成为现实，这种除草剂对人畜和环境都没有危害。

★ 植物相亲相克行为

将两种植物种在一起，常常出现这样一些有趣的现象。有些“相亲相爱”，相互促进生长；有些则是冤家

对头，“八字相克”，搞得不是一方受害，就是两败俱伤。这种现象就是植物间的相亲相克行为。

如果把蓖麻和芥菜种在一起，虽然前者要比后者粗壮许多，但前者下部的叶子会大量枯黄而逐渐死去。如

果让西红柿和黄瓜生活在同一个“房子”里，它们就会彼此天天赌气，不好好地生长，因而导致减产。如

果甘蓝和芹菜间种，两者生长都不会好，甚至死亡。

在葡萄园种甘蓝，葡萄的生长就会受到抑制。在森林里，如果栎树和榆树碰到一起，那么你会发现栎树的

枝条会背向榆树弯曲生长，力求远避这个“坏邻居”。

上述这些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很多植物会从体内分泌出某种气体或汁液，影响或者抑制了其他植物

的生长。但也有些植物的分泌物对某些病毒、细菌和害虫有很强的杀伤力，因而，它能同其他植物相处甚

密，相得益彰。因此它们能互惠互利，长期共存。各种植物间的这种相亲相克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研究

它们的关系，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从而获得丰收是很有意义的。



★ 花卉的相克相生

能够友好相处的花卉种类有：百合与玫瑰种养或瓶插在一起，比它们单独放置会开得更好；花期仅一天的

旱金莲如与柏树放在一起，花期可延长至 3天；山茶花、茶梅、红花油茶等与山苍子摆放一起，可明显减

少霉污病。

（刘红强 乔华）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能用自己的话复述故事。

2．对比森林消失前后的王国面貌，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保护森林资源的情感。

教学准备
教师：课文朗诵录音，暴雨、风沙的音响资料。有条件的可以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熟读课文，搜集我国森林资源情况。有条件的地方可排练成课本剧。

教材简析
这是一篇童话故事。课文先讲述了在美丽富饶的森林王国有一条特别的法令：“任何人不得乱砍树木。”

王子在一次追猎中踩坏了三棵小树苗，被老国王命令卫士痛打了三十皮鞭。他对此耿耿于怀，老国王死后，

新国王对一个远方客人的图画非常感兴趣，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下令把树木全砍掉，建造新型王国。失去

了森林的保护，漂亮的新型王国在环境污染以及雨妖、热魔、沙鬼、风怪的进攻下面临灭亡的危险。面对

现实，新国王终于明白了森林对王国的重要作用，可惜已经太晚了。

整个童话故事语言生动、构思精巧，前后呼应，结构完整。教学的重点应放在新型王国失去森林保护之后

的悲惨景象上，通过对比，让孩子们明白森林与王国是相互依存的，保护森林就是保护王国自己。教学的

难点在于通过这些悲惨的场景，在孩子们的心里真正地树立保护森林、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把这种意识

化为孩子们的自觉行为。

建议本课教学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富饶：物产多、财富多。

＊ 婉转：（歌声、鸟鸣声等）抑扬动听。

＊ 这一段的教学应该紧扣“安居乐业”这一关键词进行教学。这里的动物们、居民们在有森林保护的情况

下生活得多么美好、多么快乐，突出生活中充满了笑声和歌声。可以让学生用一些词来形容这种美好的生

活，并说说理由。

＊ 安居乐业：安，安定；乐，喜爱，愉快；业，职业。指安定愉快地生活和劳动。

＊ 特别：与众不同、不普通。

＊ 为什么说这条法令是特别的呢？老国王临终为什么要再三嘱咐儿子不要更改特别法令？

＊ 勤勉：勤奋。

＊ 耿耿于怀：不能忘怀，牵萦于心。

＊ 置若罔闻：置，放，摆；若，好像。放在一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指不予理睬。

＊ 最开始，人们对新型王国的看法是什么？

＊ 接下来，都有哪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发生之后人们有什么反应？这里的教学，可以让孩子具体想象一

下，人们是怎么说的？有什么表现？

＊ 委靡不振：委靡，颓丧。形容精神不振，意志消沉。

＊ 妖魔鬼怪们为什么这样高兴？你能想象一下他们高兴的样子吗？突出坏蛋们的凶狠和无情。

＊ 手舞足蹈：蹈，顿足踏地。两手舞动，两只脚也跳了起来。形容高兴到了极点，手乱舞、脚乱跳的狂态。

＊ 跃跃欲试：跃跃，急于要行动的样子；欲：要。形容急切地想试试。

＊ 雨妖和热魔来了之后，森林王国是怎样的景象？突出悲惨。如果你是王国的居民，你会怎么说？怎么做？

学生交流时要紧扣课文进行合理想象，不要变成搞笑。

＊ 狞笑：凶恶地笑。

＊ 沙鬼和风怪来的时候是怎样的景象？



＊ 国王为什么会深深地叹气，瘫倒在自己的宝座上？如果你是国王，你会怎样面对自己的臣民？教学时注

重学生的个性化体验。

＊ 背井离乡：离开家乡到外地。

＊（第 1题）在了解故事梗概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复述故事。

＊（第 2题）群策群力，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出谋划策。教师相机进行保护森林、保护环境的教育。

教学设计参考
一、揭题导入

1．你以前一定读过、听过许多童话故事吧！

2．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则童话故事，齐读课题。

二、检查预习，初步了解课文内容

1．自读课文，看看有没有不懂的字词，做上记号，有不理解的地方也做上记号。

2．交流，根据预习，相互解决字词障碍。简单的问题，相互解决，复杂一点的存疑，留待深入研究课文时

解决。

3．用自己的话说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三、深入研究课文

1．谁能告诉大家森林王国消失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1）抓住句子“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来理解森林王国的美丽富饶。

（2）你能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生活在这样的王国里的感受吗？

2．新国王知道破坏森林的后果吗？为什么他仍然坚持要建造新型王国？

（1）自读课文，思考这个问题。

（2）交流。抓住“耿耿于怀”“头脑一热”进行点拨。

3．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说说新型王国建成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如何。

（1）注意抓住“一开始”“好景不长”“接二连三”等词。

（2）讨论环境污染之后，妖魔鬼怪先后光临新型王国，这时的王国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其中的居民你会

怎么说？怎么做？

（3）交流讨论的结果。教师在孩子讲得动情处，点拨孩子用朗读把个人独特的体验表现出来。如妖魔鬼怪

的狰狞，百姓们的凄惨和无奈，国王的后悔等。

（4）看到自己的王国变成这个样子，国王深深地叹气，瘫倒在自己的宝座上.如果你是国王，你将怎样面

对自己的臣民？这时候的国王心里在想什么？

四、拓展

1．怎样才能让失踪的森林王国重新回来？

2．这是童话，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正面临着与森林王国同样的危机。交流搜集的森林资源情况，想想我们

在生活中怎样捍卫我们的国家，让她免于失踪的危险。

参考资料
★2004 年，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 1.75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18.21%，

森林蓄积量为 124.6 亿立方米。森林资源保持不断增长的良好态势，但依然面临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供需矛盾尖锐和破坏等问题。我国人均森林蓄积只有 9.421 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6；森林面积

占世界的 4.5%，列第 5 位；森林蓄积占世界的 3.2%，列第 6位。

★土地资源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和财

富。我国可利用土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很低，人均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继续下降。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

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土地资源的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制约因素。目前，我国人口达到 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22%。而我国人均耕地仅有 1.43 亩（约 953.34



平方米），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 40%。2004 年，通过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实际建设占用耕地 14.5 万公顷，

比上年减少 37.0%。灾毁耕地 6.3 万公顷，生态退耕 73.3 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 20.5 万公顷。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34.6 万公顷。当年净减少耕地 80.0 万公顷。此外，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 356

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 37.1%。2004 年，尽管土地资源管理取得成效，建设占用耕地得到进一步遏

制，但是加强土地资源管理不能松懈，耕地保护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水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废水、

废物的排放，水源的无规划开采、超采，也造成我国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2004 年，水资源总量下降，

总用水量在不断增加，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少，水资源供求矛盾进一步突出。2004 年，人均水资源 1850 立

方米，比上年下降 12.9%，人均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的 1/4，全年平均年降水量 609 毫米，下降

4.5%。全年总用水量 5545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4.2%。其中，生活用水增长 5.6%，工业用水增长 1.8%，

农业用水增长 4.8%。全国人均用水量为 426 立方米，增长 3.4%。全国有 79 个城市缺水，有 2340 万人口、

1300 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这些数据表明了我国水资源的短缺，应继续加大规划水资源力度，

推进节水型社会，加强污染防治，做好水资源保护，合理开发水资源，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大气是人类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大气质量、大气运动对人类的生活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大气污染会对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大气质量下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产和

生活活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空气污染已成为全世界城市居民生活中

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2004 年，在监测的 319 个城市中，有 132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占监测

城市数的 41.4%，与上年持平；有 119 个城市为三级，占 37.3%，比上年增加 5.5 个百分点；有 68 个城市

为劣三级，占 21.3%，比上年减少 5.5 个百分点。由于加大了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力度，城市空气质量正

在逐步提高。

★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

音。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

和学习的现象，噪声污染对人的身心健康危害较大。2004 年在 328 个城市的道路噪声监测中，噪声污染严

重的占 2.1%，中度污染的占 5.2%，轻度污染的占 9.1%。目前城市声环境质量较好，但交通噪声污染不容

乐观，道路交通噪声仍是困扰城市声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此外，城市生活区域还在不断扩大，各类公共

娱乐场所数量不断增加，所以社会生活噪声源影响范围在扩大，应引起重视。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

目惊心的。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气象、洪涝、地震、海

洋、农业、林业、地质等自然灾害。2004 年因洪涝和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975 亿元，比上年减少 50%；

因洪水和沿海风暴潮死亡人口 1282 人。全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3710.6 万公顷，比上年下降 31.8%。其

中，绝收 436 万公顷，下降 49.0%。全年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54 亿元，比上年降低 32.6%。

上述数据都说明，2004 年各种灾害较上年比较是较轻的一年，我国抵御灾害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

（刘红强）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借助注解，理解诗句的意思。

2. 读中想象诗中描写的情景，感受诗的意境。

3.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
教师：课件（诗文画面）、音乐磁带、相关古诗。

学生：搜集思念家乡的古诗或佳句。

教材简析
《小池》是一首七言绝句，作者是南宋诗人杨万里。这首诗描写一个泉眼、一道细流、一池树荫、几支小

小的荷花、一只小小的蜻蜓，构成一幅生动的小池风物图，表现了大自然中万物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诗

句的意思是：细细的泉水从泉眼里悄然无声地流出来，好像泉眼很爱惜它们似的，舍不得让它们多流。树

荫映照在水面上，好像正专心致志地欣赏着水里自己的倒影，仿佛非常喜爱这晴天里柔和而美丽的风光。

刚长出的新荷只露出尖尖的小花蕾。蜻蜓却早已很精神地站在它的尖上，格外引人注目。全诗动静结合，

描写出了初夏时节小池的蓬勃生机，因而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后两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杨万

里对自然景物有浓厚的兴趣，常用清新活泼的笔调，平易通俗的语言，描绘日常所见的平凡景物，尤其善

于捕捉景物的特征及稍纵即逝的变化，形成情趣盎然的画面，因而诗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泊船瓜洲》的作者是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园

的深切感情。诗句的意思是：京口和瓜洲只被一道江水隔开，钟山也只隔着几座山。春风又把长江南岸吹

绿了，明月什么时候才能照着我返回家园啊？全诗语言凝练、意境优美，表达出了诗人对家乡的深切怀念

和热爱之情。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掌握生字，理解诗句的意思。教学难点是体会诗的意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建议此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开头两句，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小巧精致、柔和宜人的境界之中，一道细流缓缓从泉眼中流出，没有一点

声音；池畔的绿树在斜阳的照射下，将树荫投入水中，明暗斑驳，清晰可见。一个“惜”字，化无情为有

情，仿佛泉眼是因为爱惜涓滴，才让它无声地缓缓流淌；一个“爱”字，给绿树以生命，似乎它喜欢这晴

柔的风光，才以水为镜，展现自己的绰约风姿。

＊ 三、四两句，诗人好像一位高明的摄影师，用快镜头拍摄了一个妙趣横生的镜头：“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时序还未到盛夏，荷花刚刚从水面露出一个尖尖角，一只蜻蜓早已立在它的上头。一

个“才露”，一个“早”，前后照应，逼真地描绘出蜻蜓与荷花相依相偎的情景。

＊ 诵读指导：本诗朗读基调宜轻快，在轻快的语气中抒发情感。指导朗读后两句诗，“尖尖角”“立上头”

要读得轻而慢，“早”可读得稍重一点。

＊ 可用“4/3”或“2/2/3”的节奏诵读。诵读时注意表现诗人对大自然景物的喜爱之情。

＊ 诗题点明诗人的立足点。可让学生借助注释，理解题目意思。

＊ 首句写了望中之景，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仅隔一

条江水。由此诗人联想到家园所在的钟山也只隔着几重山了，不远了，暗示出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

＊ 第三句又写景，点出了时令已经是春天，描绘了长江南岸的景色。“绿”字是吹绿的意思，是使动用法，

用得绝妙。传说王安石为用好这个字改动了十多次，从“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动词中最后选

定了“绿”字。因为其他文字只表达春风的到来，却没表现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

＊ 第四句写诗人眺望已久，不觉皓月初上，诗人用疑问的句式，想象出一幅“明月”“照我还”的画面，



进一步表现诗人思念家园的心情。

＊ 利用插图或地图，让学生弄清京口、瓜洲、钟山的位置，以便于学生理解全诗意思。

＊ 诵读指导：本诗朗诵基调宜缓慢平稳，在深沉的语气中抒发感情。第一、二句用叙述性的口吻朗读;第

三句，升调，重读“绿”；第四句，降调；第三、四句停顿稍长，以表现诗歌的层次。

＊ 此诗也可用“4/3”或“2/2/3”的节奏，诵读时注意体会诗人深深的思乡之情！

＊本课写的字不多，但要指导学生写好。指导学生先观察字的整体架构，把字的整体结构印在脑子，再一

气呵成地写出来。

＊第一题：背诵时注意节奏，要仔细揣摩诗人的情感。

＊第二题：可让学生结合注释，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解释。

＊第三题：这是学了《泊船瓜洲》后链接的关于思念家乡的诗句，第一句出自李白的《静夜诗》，第二句

出自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鼓励学生把自己知道的相关诗句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教学设计参考
小池

一、激趣引入

1. 同学们学过很多古诗，你还记得哪首？请给大家背一背。这些古诗韵律优美，语言简洁，好读又好记。

大家都喜欢读古诗，今天我们要再学习一首古诗，题目叫《小池》，板书题目。

2. 在这首诗里，诗人以清新活泼的语言描写了小池塘里的什么景物呢？诗人是怎样描写的？请学习这首

诗。

二、初读全诗

1. 自由读全诗，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 再读全诗，提出不理解的字词，分组讨论、交流，弄懂字词。

3. 交流学习情况，学习写字。

三、理解诗意

1. 读读你喜欢的诗句，再说说你喜欢的原因。

2. 交流学习情况，教师点拨。

注意体会“惜”“爱”“露”“立”等字的意思，通过读让学生体会它们的好处。

3. 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同桌同学可以相互补充，然后全班交流。

4. 指导有感情地诵读全诗，“尖尖角”“立上头”读得轻而慢，“早”读得稍重一点。

四、体会意境

1. 出示课件，你仿佛来到了什么地方？看见了什么？感觉怎样？

2. 用自己的语言把这幅图的内容说一说。

3. 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诗人的心情怎样？你们喜欢这样的景色吗？

五、背诵古诗

想把这美丽的景色永远留在脑海里吗？那就请你把它背下来吧！（学生背古诗）

泊船瓜洲

一、揭示课题，导入新课

1. 上节课我们随着杨万里去欣赏了小池的美丽景色，体会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这节课我们就随着

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走进诗人的心灵，去体会诗人的另一种情感！

2. 学生结合课前预习，说说你了解到的诗人情况。

二、初读诗句，学生质疑

1. 自由读诗句，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2. 指名读，男女生分别读，再齐读。

3. 再读诗句，鼓励学生提出不懂的地方。

4. 分小组合作学习，结合注释讨论解决提出的问题，从而懂得诗句意思。

三、理解诗意，体会感情

1. 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这首诗的意思。

2. 范读古诗，这首诗蕴含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3. 指名读，齐读。诗人是多么想早些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啊！让我们带着对家乡的思念

把古诗读一遍。

四、由图入手，感受意境

为了更加深刻地体会诗人内心的感情，我们就要想办法进入诗的意境。

1. 在这明月之夜，诗人站在船头，眺望江南，他会想到什么？请听音乐，看着图，对照诗句来想想（放音

乐《春江花月夜》）。

2. 如果你们就是诗人，能说说你们都看到些什么？先在下面说说看，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补充。

3. 指名学生上台说说。

4. 体会“绿”字的好处。把它换为“到”“过”“入”“满”等字，体会一下哪一个好，为什么？

五、背诵古诗

想不想把这首古诗牢牢地记在心中？那就把它背下来吧！

六、课外延伸

1.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热爱家乡、思念家乡古往今来都是人们永远吟唱的主题，你还知道哪些

思念家乡的诗歌？

2. 学生回答。若说不出就引导学生回忆或推荐下列古诗：

静夜思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李白 王

维

床前明月光， 独在异乡为异客，

疑是地上霜。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举头望明月， 遥知兄弟登高处，

低头思故乡。 遍插茱萸少一人。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诗句都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

故乡、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和热爱之情，千百年来为人们一直所传颂，成为千古佳句。

3. 选择其中的一首诗背下来。

参考资料
杨万里(1127—1206)，南宋诗人。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字廷秀，号诚斋。绍兴二十四年进士，

孝宗时官至太子侍读，光宗召为秘书监。工诗，为“南宋四大家”之一。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

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初学“江西诗派”，后学王安石及晚唐诗，终自成一家。一生作诗两万余首。亦

能文，有《诚斋集》。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

人。仁宗庆历进士。嘉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

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

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

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

国公，改封荆，世称荆公。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是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他主张“绝求

正所以经世务”，设置专局，使子与门人纂修各经新义，以为诵习的定本。《诗》、《书》、《周官》三



经新义最为重要，《周官新义》尤能阐发新政理论。他的诗文颇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

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散文雄健峭拔，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

《桂枝画·金陵怀古》颇有名。“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据说诗人曾试用过“到”“过”“入”“满”

等十多字，最后定为“绿”字。“绿”是形容词活用作动词，把春天江南的色彩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作

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

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陈坤 刘红强）



教学目标
1．知道冒号有不同的用法。

2．积累词语，读懂成语故事，了解成语“半途而废”的意思。

3．锻炼口语表达能力，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4．留心生活，用心观察、感受，在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学会写身边的事物、活动。

5．自主阅读短文，积累好词佳句，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美，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的热情。

教学准备
教师：写有带冒号的句子的小黑板。

学生：收集本单元所学的成语。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训练内容：“温故知新”认识冒号的不同用法；“语海拾贝”

不仅复习巩固本单元所学词语，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成语；“点击成语”学习了半途而废的故事，让学生

了解意思，积累成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口语交际”安排学生介绍环保的打算和经验，在温习本单

元内容的同时，培养“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的环保意识，并且以此来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习作

百花园”指导学生写身边发生的，自己喜欢、印象最深的活动，把活动的过程要写清楚，培养学生留心观

察周围事物，用心去感受，做生活的有心人；“自主阅读园地”引导学生阅读写景文章《美丽的蝴蝶谷》，

教会在大自然中去观察、去发现神奇和美丽。同时让学生学习“总—分—总”的结构方法，体会祖国语言

文字的丰富内涵，培养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喜爱之情。教学中要大胆放手，让学生自主阅读，主动质疑。

建议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冒号的不同用法：

1. 提示下文。

2. 引出解释和说明。

＊（语海拾贝）成语复习与巩固，可让学生继续补充一些成语，丰富他们的积累。

＊ 学生自读成语故事，了解成语的意思。想想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人或事吗。也可以让学生用这个成语

说一句话或者一段话。

＊ 首先锻炼孩子敢于表达，敢于说出心中的想法。在交流中，要不断鼓励孩子，并且给孩子指出努力的方

向，逐渐让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敢说、会说，能够让孩子说话有条理，围绕一个中心意思进行

表达。

＊ 指导时重点强调表达真情，必须是自己最喜欢或者印象最深的身边的活动，同时教会孩子如何有顺序地

写清楚活动的过程。

＊ 教师应该大胆放手，相信学生自己能借助工具书解决生字新词，相信学生能通过认真思考进行质疑，能

够交流讨论，自己释疑。指导时，尊重孩子的个性化体验。教会孩子们自主学习的方法，点拨的语言要引

导孩子体会祖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内涵，激发他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

教学设计参考
一

（一）温故知新

1．提示对下文的描述。

2．提示对“特别法令”的理解，引出解释和说明。



通过上述几种情况的复习，让学生知道，冒号不单是提起下文，还可以引出解释和说明。学生在阅读时可

以关注一下作文，可以学着运用。

（二）语海拾贝

1．自由朗读这些成语，读准字音。

2．老师抽读，正音。

3．请学生谈谈自己喜欢的一个成语的意思。

4．选择成语进行造句，能够灵活运用这些成语。

（三）点击成语

1. 自由阅读成语故事。

2. 用自己的话简洁地说说故事主要讲了什么。

3. 同桌交流读懂了些什么，有何疑惑。

4. 老师引导答疑，讨论蕴含的意思，交流受到的启迪。

5. 把自己学习这个故事后的收获与同学进行交流。

（四）自主阅读园地

1. 自主阅读短文，用自己的话说说短文主要讲了什么。

2. 检查自学情况，汇报短文的内容。

3. 勾画自己喜欢的好词佳句或语段，可做记号，可做批注，可记一记，背一背。看看自己在这些地方有什

么收获或疑问。

4. 边读边想，互相质疑、释疑，交流阅读感受。

5. 总结学法。

二

（口语交际）

（一）教学目标

1. 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说出自己的环保打算，介绍自己为环保做过的事情。

2. 能认真倾听别人的介绍，并能诚恳地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二）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环保小故事。

学生：查阅环境情况，为自己制订环保计划做好准备。

（三）教材简析

本单元口语交际的内容是开展一次环保宣传活动。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每个人

都应当自觉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把你曾经做过的保护环境的事情和你打算做的事情介绍给同学们听，

让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我们共同的母亲。通过相互介绍、评议，培养口头表达能力，与人交流、合作

的能力，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

（四）教学过程

1. 搜集资料，交流信息。

（1）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环保的资料。

（2）与同学交流我国环境现状，各种环境问题爆发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2. 教师从《失踪的森林王国》谈起，列举中国的各种环境问题现状，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

3．学生讨论，交流，互相完善自己的想法。

4．全班进行交流，谈谈如何在环境保护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5．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也曾经为环境保护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能说说吗？

6．孩子们谈自己或者别人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的故事。教师引导孩子们明白，环境保护重在坚持和人人参

与，应当树立“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的环保意识。

7．为班集体设计一条环境保护口号，制定班级环境保护公约。



8．设计一次以小组为单位的环保宣传活动，并付诸实际，然后评议、小结。

三

（习作百花园）

（一）教学目标

1. 学会留心生活，用心感受，积累身边的写作素材。

2. 能够有条理地写清楚身边发生的、自己喜欢的、印象最深的活动。

（二）教学准备

1. 教师：组织一些生动而有意义的活动，为学生提供观察、体验的机会。

2. 学生：思考活动过程，想好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三）教材简析

这次习作要求学生写校园活动，教会学生留心自己的生活，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可

以写进作文的，这就体现了从观察、构思到表达的作文训练过程。写的时候要注意把自己在活动中的真实

感受写出来，写出自己为什么喜欢，为什么这次活动会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写出来的作文才能有

序、有个性，从而让孩子们明白写作不难，愿意动手写。

（四）教学过程

1. 理清习作要求。

学生自读习作提示，弄明白习作的具体要求。

2.筛选内容，确定写作材料。

（1）自己思考。生活中的活动很多，自己要选择熟悉的、印象深的、特别的活动来作为自己的作文材料。

（2）集体交流，相互启发。

（3）教师根据特点进行点拨，让孩子明白如何把习作写得有条理。

（4）让孩子们确定自己的写作重点，老师相机做出恰当的归纳、引领。如：运用合理的想象、善用修辞手

法等。

（5）注意写清楚自己在活动中的感受。

3. 学生起草习作，老师巡视，发现亮点，及时点评导向。

4. 学生写完后将自己的习作读给别人听，相互用修改符号修改。

5. 集体交流评议、修改，取长补短。

6. 誊写在作文本上。

（刘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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