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能自主认识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 能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感悟聂荣臻对日本小姑娘无微不至的关怀，体会聂帅的人道主义情

怀。

3.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师生课前搜集有关聂荣臻的资料，了解“百团大战”的基本情况。

教材简析

激烈的战斗，熊熊的战火，深受人民爱戴的聂荣臻司令员与两个可爱的日本小女孩，谱写了一曲充满

人道主义精神的颂歌。全文按时间先后顺序，通过对当时当地聂荣臻的所说、所想、所做的细腻描写，用

生动的语言感染人，用真挚的情意感动人。学习这篇课文，我们既要了解聂荣臻救日本小姑娘的时代背景，

弄清课文的写作顺序，更要通过对重点词句的理解，感受聂帅对日本小姑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体会人道

主义精神的伟大，从而产生对聂帅的崇敬之情。

课文共 5个段：第 1～4段主要写在战火纷飞的“百团大战”中，聂荣臻毅然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并

给了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第 5段写了 40年以后，美穗子三次到中国探望聂帅，聂帅总要抽时间接

见并关心她，让她一生感激。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抓住描写聂荣臻照顾日本小姑娘的动作的词语，体会聂荣臻对她们的无微不至的关

怀，从而对聂帅产生崇敬之情；弄清课文的写作顺序。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背景、人物。

* 第 2～4段：生动地讲述了聂荣臻元帅保护日本小姑娘及照顾日本小姑娘的经过。抓住描写聂帅照顾

日本小姑娘的动词“抚摩”、“抱”、“试了试”、“找”、“牵”、“削”、“喂”，体会聂荣臻对日

本小姑娘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从聂荣臻的心理活动“孩子是无辜的。……决不伤害日本的儿童”，体

会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并通过反复朗读去感悟。还可展示图片或播放录像，让学生身临其境，再引导朗

读，从而达到入情入境的效果，突出本文的教学重点。

* “孩子是无辜的……决不伤害日本的儿童。”引导学生反复诵读，并结合时代背景，深入体会这两

句话的含义。可采取自读、小组读、师引读、全班读等方式，在读中悟，读中思。

无辜：没有罪。

通过“抚摩”、“抱起”、“轻轻地试”、“找乳娘”、“牵起”、“亲自削水果”、“亲自喂饭”

具体写出了聂荣臻对两个日本小女孩的关爱。



* 第 5 段：写 40 年后，聂荣臻与美穗子重逢，他仍对当年的日本小姑娘关怀备至。聂帅的言行让美穗

子一生难忘，一生感激。教学中，可抓最后一句总结句让学生自读、自悟，读出那种感激，悟出那份真情。

* 识字写字教学：注意“聂”是鼻音，“勺”、“逝”、“帅”是翘舌音。出示生字，引导学生交流

写好每个字要注意的地方。* 课后第 1题：旨在引导学生在读中悟情，并能复述课文内容。

* 课后第 2题：旨在让学生通过抓动词，体会聂帅对日本小姑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建议此题在

第 3段的教学中完成。

* 课后第 3题：旨在引导学生对关键句的理解，体会聂帅的人道主义情怀。应联系上下文，通过反复

朗读来细细领会。

教学设计参考

一、揭题引疑

1. 录像片：百团大战中，战火纷飞，聂荣臻正在指挥战斗，配音介绍战争情况（也可用图片代替）。

旨在让学生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引出课题，让学生大胆质疑。

2. 读读课题。

二、初读感悟

1. 默读课文，用喜欢的方式学习字词（同桌交流、查字典、再读课文等方法均可）。

2. 用你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在不明白的地方做记号。生生、师生与文本间交流质疑，解决一些自己能

解决的问题，了解课文大意，初步感悟聂荣臻的崇高，对他产生崇敬之情。

在感悟中读，在读中感悟。

三、细读理解

多媒体展示聂荣臻救日本小姑娘并悉心照顾她们的场景。抓住“聂帅的言行让美穗子一生难忘，一生

感激”反复朗读，引发思索。

1. 四人合作讨论：聂荣臻正在指挥部队向日军发起全线进攻，为什么还要救两个日本小女孩呢？他是

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做的？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2. 读一读，勾一勾，再一边交流，一边理解。通过读课文感悟、看图感悟、抓重点词句感悟（心潮难

平，聂荣臻亲自照顾两个日本小姑娘的动作）。

全班交流，通过细读体会到聂荣臻对两个日本小姑娘无微不至的关爱，指导感情朗读。

3. 悬念讨论：聂荣臻为什么要救她们？谈谈你独到的见解。带着这个疑问，引导学生细读写聂荣臻救

小女孩时的心理活动的句子，体会聂荣臻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4. 学习最后一个段，说说聂荣臻是怎样关心美穗子的，体会“每次”、“问寒问暖”、“关心”等词

语，感悟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美穗子对聂帅的感激之情。饱含深情地读最后一个段。

四、演读中悟

通过表演诠释对课文的理解。教学时可分六步：

1. 自选角色（旁白、战士、聂荣臻、日本姑娘等）。

2. 揣摩角色（要想演好，必先读好，要记住台词，要揣摩角色的语言、动作、神情，有些动作和台词

还要靠想象设计）。

3. 组内演练。



4. 代表表演。

5. 师生点评。

6. 评后再读。

五、总结体验

学习本文后，你有什么收获？（写法、思想感情或自己的思想认识均可以。）

板书设计参考：

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

（难忘 感激）

40 年后救日本小姑娘重逢

40 年前：决不伤害慈爱地抚摩抱起试找削喂

40 年后：抽时间会见问寒问暖关心

参考资料

☆在百团大战中，聂司令毅然救出了两个日本姑娘。但战时的生活不允许一个司令员在自己身边养着

两个孩子，考虑再三，决定将她们送回日军。聂荣臻请来一位老乡，让他用扁担挑着去送。这样翻山越岭，

孩子不安全。出发前的晚上，聂司令员给日军写了一封信。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

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

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

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

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

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

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之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

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

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

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

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

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八月二十二日

临出发了，两个孩子分别坐在两个箩筐里，聂荣臻又在箩筐里放了些水果，让老乡把她们护送到石家

庄交给日军。他依依不舍地把孩子抱起来，摸摸头，以示祝福。

时光飞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可两个日本小姑娘的事却时时挂在聂帅心里。1980 年《解放军报》发



表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和珍贵的历史照片。就在见报后的第六天，奇迹般地找到了阔别 40 年

杳无音信的美穗子，她住在日本九州的宫崎县，当年那个在襁褓中的小女孩在送回石家庄以后，死在医院

里了。1984 年秋，应聂帅邀请，美穗子带领全家五口人，从日本来到北京。美穗子很是激动，她说，在日

本，一些旧军人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非常感动和惭愧，更加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这段有意义

的插曲，后来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



教学目标

1. 能自主认识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 阅读课文，能正确勾画出文中描写干渴情况的句子，学习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志愿军战士间的深厚友情，学习志愿军战士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他人着想，

舍己为人的优秀品质。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新词卡片，制作多媒体课件或准备教学挂图，剪辑电影《上甘岭》片断。

学生：课前搜集、了解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有关情况。

教材简析

这是一个香气诱人的苹果。这个苹果对于一群嘴唇干裂、嗓子嘶哑、好几天没喝一口水、有些还身负

重伤的志愿军战士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然而，这个在敌人炮火严密封锁下来之不易的苹果，在 8个

喉咙干得烟熏火燎的战士手里转了一圈，却还剩下了大半个。课文《一个苹果》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上甘

岭战役中的感人故事。正是这一个小小的苹果，支撑着战士们在坑道中坚守了 14天，最终歼敌数百名，守

住了阵地；正是这小小的苹果，成为了上甘岭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因为这小小的苹果凝聚着战友间的深

情厚谊。

文章脉络清晰，全文以“一个苹果”为线索展开情节。开头交代了一个苹果的来历，再写战士们传让

苹果的情景，接着写战士们分吃苹果，最后写防炮洞里每个人被感动了。

本文的教学重点是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读中体会战友间的真情与友爱，以及一心为他人着想、舍己

为人的高尚品质和坚强意志。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应指导学生抓住“一个苹果”这条线索，作为学习的切入点与领悟本文的重点。

* 第 1～3段：通过提问、设疑，引导学生自主阅读，了解这“一个苹果”所处的特殊环境。

* 第 4～11 段：抓住文中描写战士们干渴情况的句子：“喉咙早就干得烟熏火燎似的”、“他的嘴唇

干得裂了好几道口子，脸上挂满灰尘，深陷在黑色眼眶里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他的脸黑黄黑黄的，

嘴唇干得发紫”，联系上下文理解战士们在敌人炮火严密封锁下，干渴难受的情景，体会这个来之不易的

苹果对这些战士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多么巨大。这“一个苹果”从连长手中传到步话机员小李手中，又从小

李手中传到伤员小蓝手中……苹果经过司号员、卫生员、小蓝又传到了“我”手中。此时引导学生提出问

题：既然大家都非常需要这个苹果，为什么转了一大圈却没有人吃呢？生设疑后，可通过反复朗读、小组

讨论等方法体会战士们此时推让这仅有的一个苹果，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进而感受战友间先人后己、

互相关怀的真挚情感。



* 从“嘴唇干得发紫”可以看到干渴的程度。“拿起苹果……正要吃……发现……只有一个……”可

以看出，不是自已不想吃，而是想到了别人。

* 每个人都有吃的需求，但每个人都不肯吃，这是为什么？引导学生思考。

* 第 12、第 13 段：引导学生反复读连长的话：“同志们，我们能够赶走敌人，夺回阵地，难道我们

就不能吃掉这个苹果吗？来，一人吃一口！”想想：为什么吃一个苹果也需要连长作一番动员？在连长的

动员下，战士们一人吃了一小口，最后还剩下大半个，这又是为什么呢？鼓励学生在边读边悟中，逐步体

会出战友间互相关怀的深情。

* 第 14段：战士们拿到苹果时，想到的是自己不吃，让给别人；分吃苹果时，想到的是自己少吃，留

给别人。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坚强的意志啊！是多么深厚的战友情啊！这又怎能不令人感动呢？引导学

生自主朗读最后一个段。同时可结合电影中真实情景的再现引导学生进行有感情的朗读训练。在朗读中进

一步体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战友间的深情。

* 识字写字教学：可让学生初读课文时进行自主学习，读准字音、记清字形。教师相机点拨，提醒学

生注意笔画较多的生字，如“熏”、“燎”、“覆”等。

* 课后第 1题：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结合学生对课文内容的了解进行朗读。

* 课后第 2题：最后一句，归结了战友们的崇高品质，表达了“我”的感动。

* 课后第 3题：在教学 4～11 段时引导学生在文中勾画，再抄写下来。

教学设计参考

一、实物展示 谈话引入

1. 师展示实物—一个香气诱人的苹果。看到这个苹果你想到些什么？

2. 一个苹果对于我们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七天七夜没有一口水喝仍坚持作战

的志愿军战士们眼中，它是多么的珍贵。那战士们是怎样对待这一个苹果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第 31

课《一个苹果》。师板书课题，生齐读。

二、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

1. 默读课文，勾画不认识的生字，自主学习生字。

2. 教师用开火车的形式检查学生的生字认读情况。

3. 自由读课文，想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细读课文 理解内容

1. 一个苹果在战士们手中传递了几次，却还剩大半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我们来细读课文。

2. 齐读 1～3段，思考：这个苹果是在什么环境下得来的？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这个苹果来之不易？

3. 读 4～11段。

（1）思考：每个人都处在什么环境下？他们需要什么？可又是怎么做的？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2）小组合作演一演当时让苹果的情景，体会战友间的情感和战士们的品质。

（3）分角色朗读，边读边体会，边感悟。



4. 读 12～13 段。

（1）体会吃苹果的情景，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2）扮演战士，表演吃苹果的情景，谈谈自己这时想到的是什么。

（3）说说：为什么这么多战士还吃不完一个苹果？

5.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最后一个段，谈谈自己的感受和对“我被这种战友间的关怀激动着，迸出了幸

福的骄傲的泪花”的体会。

四、总结全文 深化感情

1. 学完课文，你有什么体会？

2. 找出最让人感动的句子读一读。

五、拓展延伸 作业练习

1. 你还了解哪些关于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的故事？讲给同学听听。

2. 结合自己，谈谈生活中互助互爱的事情。

3. 抄写课文中的优美词语。

板书设计参考：

一个苹果

通过敌人炮火封锁 ——来之不易

几天没喝一口水

喉咙干得烟熏火燎

嘴唇干得裂口、发紫——人人急需

苹果转了个圈儿（都不肯吃）

一人一小口，还剩下大半个——互相关怀，先人后己战友情深，可歌可泣

参考资料

☆ 张计法：河南人，1944 年参加八路军。河南省信阳军分区原副参谋长。1951 年参加志愿军入朝，

任 135 团 7 连连长。

☆ 上甘岭：山名，在朝鲜金化城以北。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战斗异常激烈，

我军歼敌二万五千多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教学目标

1. 能默读课文，复述课文。

2. 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弄清聂耳为小毛头写曲子的原因，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有关课文的资料，《卖报歌》VCD 或 CD。

学生：搜集有关聂耳的资料。

教材简析

1933 年秋天，聂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几次遇到一个卖报小姑娘，小姑娘把报名喊得十分顺

口悦耳，在聂耳听来，就好像是一首动听的歌。后来，聂耳了解到小姑娘家境贫寒，父亲多病没有工作，

母亲日夜在家中操劳，全家就靠她卖报挣点钱维持生计。聂耳很同情她，决定创作《卖报歌》来帮助她。

聂耳把要创作《卖报歌》的想法告诉安娥，并请安娥写好歌词，自己很快就谱好曲。然后，他拿着歌曲去

找卖报的小姑娘，并唱给她听。小姑娘听了，高兴得拍手叫好，并说：“聂先生，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

买几份报’的话也唱出来，那我就可以边卖边唱了。”聂耳笑着点头赞许，回来就与安娥商量，按小姑娘

的话把最后一句歌词改为“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卖报歌》便由此产生，并流行开来。

这篇课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写的，它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1～10 段），

主要介绍聂耳在街上遇到卖报小姑娘，了解到她的悲惨生活，决定为她写一首《卖报歌》。第二部分（11～

13 段），讲聂耳回家后请安娥写出歌词并很快谱上了曲子。第三部分（14～17 段），讲述聂耳请小毛头试

听《卖报歌》，并进行修改。第四部分是最后一个段，写《卖报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申报》《时报》都是上海的报纸。申：上海的简称。

* 引导学生通过读“椭圆的小脸……扎着两条羊角辫”体会小姑娘的机灵可爱；读“小手冻得通红还

挥着报纸……人们一个个从她身边匆忙地走过去了”等句子，体会小姑娘的悲惨遭遇。

* “像钉子似的把聂耳的双脚钉住了”是个比喻句。教学时，引导学生体会这个比喻句对表现聂耳此

时心境的作用。

* “一·二八”：指“一·二八”事变，即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的事件。* 遭遇：遇到。泛指

生活中的经历。

* 迫不及待：急迫得不能再等待。

* 琢磨：思索、考虑。



* 从小姑娘和聂耳的对话中可体会出小姑娘的聪明和聂耳的虚心。

* 爽快：直爽，直截了当。

* 课后第 1题：引导学生学会通过默读，快速归纳文章大意的读书方法。可在教学课文内容时进行。

* 课后第 2题：在了解时代背景的前提下，引导学生体会作曲家聂耳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教学设计参考

一、导入课文

你会唱《卖报歌》吗？（唱唱《卖报歌》。）你对《卖报歌》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二、读通课文

借助拼音，自由读课文，把课文读通读顺。

三、学生自学课文

1. 学生根据已掌握的学习方法自学课文，了解课文的大意。要求做到边读、边画、边想。

2. 分组自学讨论：

（1）检查课文朗读情况。

（2）解决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

（3）讨论：聂耳为什么要为小毛头写曲子？

3. 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分段读，正音。

（2）汇报交流聂耳为小毛头写曲子的原因，体会文中人物形象的特征（小毛头的聪明、可爱；聂耳的

富有同情心、虚心等）。

四、自己讲述这个故事（复述）

五、课外延伸

回家把故事讲给家长听。

参考资料

☆聂耳（1912～1935） 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又作紫艺。笔名曾用过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

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会演奏多种民间乐器。

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8 岁到上海，考进“明月歌舞团”，向黎锦晖学习作曲。1932 年，

去北平开展革命音乐活动。后回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舞台剧作

曲。1933 年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1934 年是他的“音乐年”，《大路歌》、《开路先锋》、《毕

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打长江》等歌曲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

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1935 年，写下了《梅娘曲》、《塞外村女》、《自卫歌》、《铁蹄下

的歌女》以及建国后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从事音乐创作时间只有两年多，却为八部电影、三

部话剧、一部舞台剧写了 20首主题歌或插曲，加上其他歌曲 15 首和根据民间音乐整理改编的民族器乐合



奏四首、口琴曲两首，共创作了 41 首音乐作品。此外还发表了《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中国歌舞

短论》等 15篇战斗性的音乐论文和《时代青年》等三部电影剧本（生前未出版）。1935 年到日本，准备

经欧洲去苏联求学，不幸于游泳时溺死于藤泽市鹄沼海中。

聂耳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第一次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是我

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安娥：词作家，田汉的夫人。

☆《卖报歌》歌词：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卖报，

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耐饥耐寒地满街跑,

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教学目标

1. 了解意思相反或相近的四字词语，感受祖国语言的丰富多彩。

2. 读背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诗句，积累语言。

3. 阅读《夸父逐日》这则成语故事，培养喜爱成语的感情。

4. 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关注周围的小伙伴，并能用自己的语言介绍他人。在关注他人的过程中，引导

学生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多发现别人的优点，会赞美别人，提高口语表达的兴趣和能力。

5. 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能不拘形式地写自己的感受；能在习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累的

语言材料。

教学准备

口语交际：了解本组小伙伴的性格爱好。

习作：师生搜集家中发生的事。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六个方面的练习。

“温故知新”的内容是学生以前见过的三组词语。每一组词语都有一定的规律：第一个词语和第二个

词语的意思相近，而前两个词语的意思却和第三个词语的意思相反。

“语海拾贝”选编了有关爱国的名言名句，让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点击成语”是一则成语故事。它让学生通过感受成语故事的精彩，培养积累、运用成语的习惯。

“口语交际”要求学生向大家介绍自己组的小伙伴。既提醒学生关注身边的人，又引导学生用欣赏的

眼光看待身边的人。让学生学会抓住特点介绍别人。

“习作百花园”要求写发生在自己与家人之间的事。既可以写与家人度过的快乐时光，也可以介绍发

生在家人之间的误会或争吵。

“自主阅读园地”讲述了一位小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又累又饿却始终想着别人，拒绝了陈赓同志的帮

助，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而牺牲了的感人故事，对学生渗透革命传统主义教育，让他们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

生活。

建议本课教学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出示的 9条词语可以分为三组，在每一组词语中可以发现：第一个词语和第二个词

语的意思相近，而前两个词语的意思却和第三个词语的意思相反。可让学生先自由读熟词语，再根据词语

下面对话框中的提示语引导学生发现规律。

* “语海拾贝”：这是一组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名句。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解：国家有难，就应该毅然前往，哪怕战死沙场也在所不辞，并且把死看得跟回家一样平常。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解：国家的兴衰存亡，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解：自古以来，人生在世，哪个没有一死呢（所以死并不可怕）？即使我死了，也要把我对祖国的一

片忠心留在史册上。

第一句选自曹植的《白马篇》，第三句选自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 “点击成语”：出示的是“夸父逐日”的故事。让学生通过阅读，理解这个故事的内涵，懂得这个

成语的喻义，以备在口语交际和习作中运用。

* “口语交际”的话题是聊聊自己的小伙伴。引导学生从小伙伴的性格、爱好等方面进行介绍。

* “习作百花园”：教学前，先让学生说说在家中和家人相处的时光里所了解到的家人之间的欢笑、

误会、争吵。在学生充分发言的基础上，让学生把发生在自己和家人之间的故事写出来。

* “自主阅读园地”：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进行自主阅读，感受同志间的温暖关怀和红军长

征的艰难，激发对红军的崇敬之情。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复习旧知识我们便会有新的收获。今天，我们首先要到“温故知新”里去看一看。

2. 自读词语，发现规律。

3. 齐读词语，你发现了什么？（第一个词语和第二个词语的意思相近，而前两个词语的意思却和第三

个词语的意思相反。）

4. 选你喜欢的词语练习说话。

5. 小组合作练习。“我说你对”记住这些词语。老师也可以再提供已学过的词语，让学生找近义词、

反义词。

二、语海拾贝

1. 读名言，重在学生自主阅读，积累名言名句，不必讲解，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可作解释。

2. 熟读成诵。

3. 交流自己积累的名言名句。

三、点击成语

1. 自己练读，读得正确。

2. 把读懂的内容讲给同学听。

3. 交流读后的体会。

四、口语交际

1. 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同学们，你们每天在学校学习，接触得最多的，除了老师，就是自己周围的小伙伴啦！相信你身边的

小伙伴们各有各的性格和爱好：有的内向害羞，不爱说话；有的开朗活泼、热情大方……有的心灵手巧，

爱做手工；有的喜爱体育，爱打篮球……今天，就请同学们向大家介绍介绍自己组的小伙伴。

2. 自主选择，小组交流。



教师相机点拨，引导学生多注意别人性格、爱好中好的一面，用欣赏的语气介绍自己的小伙伴。

3. 小组推荐，全班交流。

提示上台发言的学生说话时态度大方，语言清晰、流畅，对精彩生动的地方教师适时给以肯定；同时

引导其他同学认真倾听，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

4. 教师总结，肯定成绩。

五、习作百花园

1. 读题明意，让学生通过读题知道本次习作写什么。

2. 选材习作，引导学生选好材料，写出发生在家中的真实故事。

3. 交流欣赏，读给家人听，提出建议，再修改完善。读给伙伴听，相互学习，共同分享，并提出修改

意见（可以小组为单位）。

4. 独立修改，认真抄写。

5. 互评互改。引导学生在互评过程中，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养成良好的习作习

惯。

六、自主阅读园地

1. 借助拼音自主阅读短文。

2. 从故事中你体会到了什么？与同学交流。

3. 鼓励学生课后搜集有关红军长征的故事、诗词等，扩大阅读面。

参考资料

☆爱国名言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

司马迁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

李 白

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

詹天佑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

吉鸿昌

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

——

陈 毅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

——

朱 德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

——

华罗庚

☆“语海拾贝”诗句的出处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 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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