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提心吊胆”、“面如土色”、“磕头求饶”

等词语的意思。

2. 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弄清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了解西门豹破除迷信的方法及其巧妙之

处。

3. 能按事情发展的顺序运用课文中生动形象的语句复述课文，并受到尊重科学，为老百姓办好事等品

德修养方面的教育。

教学准备

学生课前预习课文，运用工具书识字、解词。

教材简析

《西门豹》讲述的是战国时期，魏王派西门豹管理邺这个地方，西门豹破除河伯娶媳妇的迷信，兴修

水利，造福于民的故事。

课文是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写的。先写故事的起因（第 1～9 段）：西门豹来到邺这个地方，了解到

给河伯娶媳妇和旱灾造成了邺田地荒芜，人烟稀少。接着写故事的经过（第 10～15 段）：在河伯娶媳妇那

天，西门豹以那位姑娘不漂亮为由，把巫婆和官绅头子先后投入漳河，惩治了巫婆、官绅，教育了百姓。

最后写故事的结果（第 16段）：西门豹发动百姓开渠引水，灌溉田地，邺地每年都有好收成。

教学重难点：联系文中生动形象的语句，体会西门豹是如何将计就计，惩治巫婆和官绅，揭穿“河伯

娶媳妇”的骗局的。

建议本课教学用 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西门豹：姓“西门”（复姓），叫“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曾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他又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为官期间，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 第 1～8段：主要写西门豹到邺任地方官时看到的荒凉景象，于是展开调查，了解情况。

人烟稀少：指住户人家很少。荒芜：田地因无人管理而长满野草。

* 西门豹通过四个问题摸清了邺地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底细。第一个问题：怎么回事？目的是了解

原因。第二个问题：是谁说的？目的是了解谁是作恶的坏人。第三个问题：新娘哪儿来的？目的是了解谁

是受害人。第四个问题：漳河发过大水没有？目的是了解漳河的情况。

巫婆：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女人。

官绅：指旧时候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



* 从老大爷的话中体会巫婆、官绅的作恶多端和百姓的可怜，注意引导学生进入情境，读出感情。* 第

9段：西门豹通过刚才的几个问题得出结论：河伯还真灵，决定下一回去送新娘。此处可引导学生质疑：

西门豹真的认为河伯灵吗？这句话是“正话反说”。

* 第 10～15段：这是全文的重点，主要写西门豹将计就计， 揭穿了“河伯娶媳妇”的骗局， 惩治了

巫婆、官绅，教育了老百姓。在此部分学习的过程中重点引导学生探讨：西门豹破除迷信妙在哪里？

巧妙之一：安排周密。西门豹先是以姑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为由，先派巫婆去跟河伯“说

一声”，再派官绅头子去“催一催”，这样做既保护了新娘，又惩办了巫婆、官绅头子。

巧妙之二：不动声色。西门豹假装客气，“麻烦”那些恶人去跟河伯“说一声”，在不动声色中坚决

地将他们扔进漳河。

巧妙之三：假戏真做。西门豹自始至终严肃认真地演好“送送新娘”这场戏。如，“去跟河伯说一声”、

“去催一催吧”、“怎么还不回来”、“看样子是河伯把他们留下了”，语言上不留一点破绽。又如，“等

了一会儿”、“站了很久”、“再等一会儿”，行动上假戏真做，让官绅们胆战心惊，让老百姓有充分的

时间看这场戏。

巧妙之四：讲究策略，区别对待，即惩办首恶，教训胁从。主要目的是破除迷信，教育老百姓。

在了解西门豹将计就计，不动声色，假戏真做，用事实来惩治首恶，教育百姓后，还可让学生进一步

讨论：如果不用这种办法，而是按照常理下禁令，抓巫婆、官绅头子治罪，相比较而言，哪种方法更好、

更有效？

在学生比较几种处理方法后，再议一议：西门豹为什么能想出这样巧妙的方法？（渗Ƒ德育教育：调

查ƒ细Ɠ反对迷信，尊重科学Ɠ为民除害，办好事的决心。）

提心吊胆：心和胆都好Ɣƕ着没有着Ɩ。面如土色：Ɨ色Ɣ土的Ƙ色一样没有ƙ色。

* ƚ渠引水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 识字写字教学：提ƛ学生ƜƝ比较“豹”和“ƞ”、“溉”和“Ɵ”、“绅”和“Ơ”。

* 课后第 1题：可在学生全面把ơ课文后进行。注意引导学生用自Ƣ的话进行ƣƤ。

* 课后第 2、第 3题：ƥ在Ʀ查学生是Ƨƨ读Ʃ了课文，可结ƪ课文教学进行。

* 课后第 ƫ题：在造句之前，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Ƭ查工具书弄Ʃ这些词语的意思。

教学设计参考

一、导入新课

1. 揭题：同学们，ƭ们Ʈ天要学习一Ư新课文ưư《西门豹》（Ʊ书）。

2. 解题：“西门”是复姓，“豹”是名字，他是ƲƳ多年前战国时期的人。

二、ƴ读课文，了解内容

1. 自读课文。Ƶƶƪ作学习生字词。

2. 指名读课文，Ʀ查是Ƨ能正Ʒ、Ƹ利地把课文读下来。

3. 在指名读的过程中，相ƹƺƻ学生理解一些词语。

ƫ. 说说课文讲了一Ƽ什么事。按“摸清底细ư破除迷信ư兴修水利”的提ƽ，ƾ出课文中相ƿ的部分。



三、学习“摸清底细”部分（第 1～9段）

1. ǀ着问题ǁ读：西门豹到邺任地方官时，看到了什么？他是怎样“摸清底细”的？

2. 结ƪ四ǂ对话，进行分ǃ色朗读训Ǆ。读后ǅ议。

3. ǆ生Ǉ同ƣƤ四ǂ对话的主要内容：

（1）了解原因Ɠ

（2）了解首恶者Ɠ

（3）了解受害者Ɠ

（ƫ）了解漳河的情况。

ƫ. 引导学生探究。如：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西门豹ƨ“摸清底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西门豹说“河

伯还真灵ǈ”，对这句话ǉ是怎么看的？西门豹说“ƭǊ去送送新娘”，他ǋǌ怎样“送”？

四、学习“破除迷信”部分（第 10～15 段）

1. Ƶƶƪ作学习。

（1）在破除迷信的过程中，西门豹是怎么说、怎么做的？ƾ出Ǎ写西门豹言行的语句ǎ下来，读一读。

（2）ǏƸǐ读体会。

2. 全ǑǏƸǒǓ。

（1）分三步ǒǓ：把巫婆投进漳河Ɠ把官绅头子投进漳河Ɠ教训其他官绅。

（2）先ǒǓ西门豹怎么说、怎么做，接着ǒǓ自Ƣ的ǐ读体会（读Ʃ了什么），再用朗读的方ǔǕǖ

自Ƣ的体会，最后Ǘ同学ǅ议、ǘ充，将ǒǓ、朗读Ǚǅ议结ƪ。

（3）在ǏƸ中，教ǆ要ǚ于Ǜ发、引导，将ǒǓǏƸ引ǜǝ入。如：“麻烦”是Ǟƞ用语，这里ƿ怎

样理解？这句话ƿǟ怎样朗读？

3. 引导学生用课文中的语句，说说官绅们的Ǡǡ，并讨论：这些Ǡǡ说Ǣ了什么？

ƫ. 引导探究。

（1）西门豹破除迷信的方法妙在哪里？ǆ生Ǉ同ƣƤ：以新娘“不漂亮，河伯不会满意”为由，很“客

气”地将巫婆投进漳河，妙在将计就计Ɠ以去“催一催”为由，再把官绅头子投进漳河，妙在不ǣ声色Ɠ

以等回Ǥ为由，让官绅们“提心吊胆”、“ǥ得面如土色”、“磕头求饶”，妙在假戏真做Ɠ惩办巫婆、

官绅头子，教训其他官绅，妙在区别对待。

（2）再进一步探究：西门豹如果不用这个办法，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比较一下，哪种办法更巧妙，收

效更大？

（3）渗Ƒ思想教育：西门豹为什么能想出这个巧妙的办法？（调查ƒ细Ɠ尊重科学，破除迷信Ɠ为民

除害的决心。）

Ǧ、自学“兴修水利”部分（最后一个段）

ǧ、复述课文

Ǩ、演课本ǩ《送送新娘》

1. Ƶƶ排Ǆ。ǪǫǬ具，分ǭǃ色，Ǯ计ǯ词、动作等。

2. 在Ǒ上Ǖ演，ǰ相ǅ议、学习。

Ʊ书Ǯ计Ǳǲ：西门豹摸清底细 调查ǳ究

破除迷信 将计就计

惩办恶人

兴修水利 为民除害（才Ǵ过人）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方法，自主学会本课生字，借助字典、词典和生活积累理解新词并积累新词，养成积累

的好习惯。

2. 通过品读，感悟文中人物美好的心灵和“爱”的神奇力量。

3. 借助旁批，让学生一步步地感受这篇童话故事的神奇魅力。

教学准备

教师：幻灯片两张或多媒体课件一个，生字词语卡片，《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碟片，其他有关北斗

星及作者的相关资料。

学生：搜集北斗七星的图片。

教材简析

七颗钻石变成了北斗七星！你相信吗？读读这篇课文，它将带你进入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世界。课文以

丰富的联想和大胆的想象，讲述了一位小姑娘和她的母亲出于爱心，把生命般珍贵的水奉献给别人的故事。

课文是按照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来写的，文笔流畅，字里行间洋溢着真、善、美的人格魅力，

让我们感受到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在跃动，一股爱的洪流在奔涌。

本文是作者观察天空中排列成斗形的七颗亮闪闪的星星而展开想象写成的故事。故事离奇生动，夸张

而富有感染力。空空的水罐，随着人物爱心行动的变化而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小姑娘为母亲找水—

—水罐有水了；小姑娘想到母亲，舍不得喝水，摔倒后——水罐端端正正，里面的水满满的（木头做的）；

小姑娘给小狗喂水——银水罐；母亲留水给小姑娘——金水罐；小姑娘让水给过路人——跳出七颗钻石，

涌出一股巨大水流。这些变化，有层次又合情合理，其中蕴涵了深刻的哲理——爱具有神奇的力量，给人

启迪，引人深思。小姑娘舍己为人的品格不正像钻石那样光彩照人，熠熠生辉吗？

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通过品读课文，了解水罐的变化过程，让学生一步步感悟人生哲理。感悟哲理，

不求一律。可从“给母亲找水”、“给小狗喂水”、“母亲让水给小姑娘”、“小姑娘让水给过路人”等

感悟小姑娘和母亲的美好心灵，也可从水罐的变化过程，感悟爱具有神奇的力量……

这篇课文以大胆的想象、巧妙的构思，层层推进，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可读性强，是培养学生想象、

联想能力的好文章，也是对学生进行“爱心”教育、人格培养的好教材。

建议教学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2 段：写小姑娘找水的根本原因。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理解：旱灾是什么？可让学生联系生

活实际来解答。旱灾：由于长期干旱缺水造成农作物枯死或大量减产的灾害。第二句话中“干涸”指(河道、

池塘等)没有水了，“干枯”指草木由于缺乏水分失去生机，“焦渴”指非常干渴。三个词都表达了同一个

意思：由于旱情，河流、植物、动物都缺水，需要水；但又分别指向不同的方面：“干涸”多用于河道、

水井等(没有生命的)，“干枯”多用于植物，“焦渴”多用于动物和人类。此句告诉人们：水已经成了生

存之水、生命之水。“所有的”和两个“都”表明旱情非常严重。



* 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喜出望外”的意思。“喜出望外”：指遇到出乎意料的喜事而特别高兴。

* 借助旁批，引导学生理解和感受故事的新奇。

* 第 3、第 4段：这两个段主要写水罐的变化过程，思路清晰，学生很容易理解，可让学生小组合作

理解或自读自悟。此外，在这两个段中，教师可抓住小姑娘“累得倒在草地上睡着了”、“她以为，水一

定都洒了，但是没有，罐子端端正正地……”、小姑娘“正想凑上水罐去喝水，突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过

路人，要讨水喝”等切入点，引导学生大胆想象，尽情驰骋自己的思维，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 旁批引导学生一步步深入感受小罐变化的神奇。

* 通过旁批的递进引领（……真奇怪……真稀奇……真奇特……真神奇）让学生逐步深入地体会到，

这神奇的变化来自于小姑娘美好的心灵。

* 第 5段：七颗钻石变成了——北斗七星。此结尾，耐人寻味，表达了作者美好的愿望——愿爱心像

北斗星一样，普照人间。此处升华了主题，教师可让学生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全班交流。教师要参与讨

论。

* 识字写字教学：注意“沫”在“唾沫”一词中读轻声。对笔画较多的生字，如“罐”、“舔”、“凑”、

“唾”等，要指导书写，提醒学生注意“舔”不要少写了点；“凑”不要多写了点。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导入，进入新课

同学们，当到了繁星满天的夜晚，遥望北方的星空，你看到的最亮最亮的是哪几颗星？（生：北斗七

星，出示幻灯片 1）对，关于这明亮的北斗七星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今天让我们随着作者一起走进这

个美丽的传说——《七颗钻石》(板书)。

简单介绍作者及其作品。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自由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生字读正确。

2. 多种形式识记生字，积累词语。教师利用生字词语卡片检查识字情况。

3. 朗读课文，直到读得正确流利。思考：文章写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三、精读课文，感悟理解

1. 小组合作研讨课文（要求：四人小组分工负责完成幻灯片上的内容）。

出示幻灯片 2。

（1）请用简洁的语言说出故事内容。

（2）边读课文边填表。人物的行动 水罐的神奇变化 作者通过故事歌颂了什么

（3）课文的结尾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愿望？读了课文后你有哪些感想呢？

(让同学们分小组尽情讨论后，组织全班讨论，教师及时给予点拨，注意学生中出现不同答案可以争论，

不追求答案的同一性，只要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或体验，并言之有理，教师都可以肯定。)

2．师生共同探讨：

（1）学生齐读第 2段，问：



哪几个词反映出旱情特别严重？能再详细描绘一下当时的旱情吗？

（“所有”和两个“都”说明旱情严重，水已成为生存之水、生命之水。）

（2）小姑娘“累得倒在草地上睡着了”，如果这时她做了一个梦，会是怎样的一个梦？请描述一下梦

中的情景。

（要求：语言生动一些，此梦可以是美梦，也可以是噩梦。）

（3） 素不相识的人出现是偶然的吗？他可能是谁？

（此题引导学生大胆想象，学生答案不唯一，只要想象合理有新意即可。）

四、教师小结，强化感悟

孩子们，只要你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你们身边有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就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同学们，让我们都像小姑娘一样，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吧！

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声中，结束讲授。

板书设计参考：七颗钻石

水罐 北斗七星

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40 年

入喀山大学，1851～1854 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63～1869 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

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 年他经 12 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到

炉火纯青。

19 世纪 70 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1882）。80 年代创作剧本

《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

（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

特别是 1889～1899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

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 年 10月从家中出走，11 月 7 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 82

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北斗七星又名大熊座。在北纬 40°以上的地区，也就是在我们北京和希腊以北的地方，一年四季都

可以见到大熊座。 在我国古代，把大熊星座中的七颗亮星看做一个勺子的形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斗七

星。

☆名人名言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罗曼·罗兰

心灵不在它生活的地方，而在它所爱的地方。

——佚 名



没有一种服装比爱更合身；没有一种装饰比爱更迷人。有人说无美就无爱，实际正相反：无爱才无美。

——佚 名

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有爱。

——白朗宁

☆推荐书目：

《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选》。



教学目标

1. 运用喜欢的识字方法，学会本课生字。

2. 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古诗所描绘的画面，体会诗人的情感。

3.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4. 搜集表达离别之情的古诗，产生对古诗的喜爱之情。

教学准备

教师：音乐，挂图。

学生：搜集高适、李白的有关资料，搜集表达离别之情的古诗。

教材简析

“相见时难别亦难”，知己朋友，别离依依，情深意更浓。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和李白的《赠

汪伦》都是送别诗。古诗语言凝练、准确而形神兼备，分别再现了高适与董大、李白与汪伦离别的情景，

体现了朋友之间的依依惜别之情，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别董大》一诗情景交融，前两行通过写景，暗示了董大的失意境遇，在此情此景中送别友人，作者

难免有凄凉悲苦之感。三、四行并没有承接前两行抒发悲苦之情，而是表现了开朗、达观的情怀。《赠汪

伦》一诗前两行叙事，后两行抒情。其感人之处在于：一是出乎李白的意料（“忽闻”一词可见）；二是

送别方式特别，洋溢着热情。

理解古诗大意，想象古诗所描绘的画面是本课教学的重点，体会诗人的情感是教学的难点。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别董大》一诗一开始就描写了日落黄昏，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严冬景色。在此情此景中，作者

对朋友董大真诚相劝，不要忧愁前面没有知己，天下哪个人不赏识你呢？教学本诗，朗读要贯穿教学的始

终，抓住对“黄云”、“曛”、“雪纷纷”等词语的理解，让学生在读中想象诗中描写的情景。后两行诗，

抓住对“莫愁”、“知己”、“不识君”体会诗人告慰朋友的心情。

黄云：傍晚时月色苍茫，白云因落日斜照而呈黄色。

莫愁：别发愁。

知己：知心的朋友。

识：认识了解。

君：指董大。

诗的大意：日暗云昏，风大雪急。不要为前途担心，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有许多知心朋友。

* 《赠汪伦》一诗勾勒的是另一幅送别的画面。李白坐船将要离开时，忽然听到岸上传来以脚踏地为

节拍唱歌的声音。这出乎意料的场景让李白深深感到：桃花潭水虽然很深很深，但还比不上汪伦对我的情

意深！教学时，可让学生通过朗读感悟，抓“行”、“忽闻”等词语，想象李白与汪伦道别时的动作、神

态和语言，丰富人物形象，体会诗人“忽闻岸上踏歌声”时喜出望外之情，从而为理解后两句诗，体会朋



友的情深打下基础。再让学生通过反复朗读，抓“深千尺”、“不及”等词语，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体

会诗中所蕴涵的朋友间的那份深厚的友情。

不及：比不上。

闻：听到。

* 全诗的意思是：李白乘着小船将要离开桃花潭，忽然从岸上传来熟悉的歌声，原来是老朋友汪伦特

意来送他。李白感慨地想道：桃花潭水即使有千尺深，也比不上老朋友的情意深。

* 教学本课时，可以放手让学生采用自读自悟、讨论交流的形式，结合课文注释、工具书进行学习。

* 识字写字教学：注意“董”、“曛”两个字的字形。

* 课后第 1题：旨在帮助学生积累语言，要求学生熟读成诵。

* 课后第 2题：宜在整体感知古诗的基础上进行。

* 选做题：鼓励学生课外多阅读，多积累。

教学设计参考

一、欣赏古诗

配乐、配画朗诵两首诗，整体感悟，激发学习兴趣，出示课题，简介作者。

二、初读古诗，感知大意

1. 自由练读，用喜欢的方法识字，读准字音。

抽生读、小组读、男女生赛读，比一比，谁读得最正确、流利。

结合注解或工具书，联系上下文，试着自己感受诗意，体会诗歌表达的感情。

2. 全班交流：通过诵读古诗，你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地方感到疑惑？重点交流体会“莫愁前路无知

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千古绝唱。

三、感情朗读，理解背诵

1. 师指导学生反复朗读，感悟诗中蕴涵的丰富情感。

2. 再读一读，第一首诗抓“别”，第二首诗抓“送”、“深”谈谈体会。

在反复揣摩中有感情地朗读，在反复朗读中不断感悟，感悟诗的韵味美，体会诗的节奏美，体悟诗中

浓浓的离别情、深厚的朋友情。

3. 指导背诵（结合图画、结合体会、结合想象或是提示的方法均可）。

四、课内外结合，拓展延伸

课外搜集表达离别之情的古诗，举行朗读比赛。☆踏歌：古代的一种边歌边舞的艺术形式。舞蹈时成

群结队，连臂踏脚，配以轻微的手臂动作。现在苗、瑶、纳西等族还有这种舞蹈。到这些地方参观游览时，

一般都会有这种表演，游客也可以参与其中，现学现跳。

参考资料



☆高适（702～765），字达夫，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曾任散骑常侍所以又称“高常侍”），

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

☆《别董大》原诗有两首，本诗是其中的第二首。作者送别的朋友名叫董庭兰。董庭兰是玄宗时代的

著名琴手，曾经得到宰相房的赏识和宠信。据说董庭兰善古琴，当时盛行胡乐，董氏受到冷落，高适为他

送行，可能也正是诗人失意的时候。

☆送元二使安西

[唐]王 维

渭城朝雨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教学目标

1、运用以前学过的阅读方法，读通、读懂课文。

2、把故事讲给别人听。

教学准备

猪八戒吃西瓜猪八戒图片。

教材简析

本文是一篇略读课文，主要讲了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猪八戒偷吃西瓜闹笑话的趣事。课文是按事情发

展顺序写的：1～4段写猪八戒吃西瓜的原因；5～8段写猪八戒吃西瓜的经过；9～13 段写猪八戒吃西瓜的

结果。

课文语言诙谐幽默，充满童趣，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课文非常生动地刻画了猪八戒贪吃、

懒惰的憨相，让学生在哈哈一笑之后，也会有所启发。本课故事性强，语言简洁，可以读代讲，引导学生

了解大意，掌握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即可。有条件的还可组织学生表演或复述故事。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2 段：当唐僧师徒“又累又渴”的时候，猪八戒提出和孙悟空一起去找果子，可以看出猪八戒急

切地想吃水果，而且想第一个吃到水果。

* 第 3段：从猪八戒走了一段路程后就假装肚子痛可以看出猪八戒的懒惰和自私。

* 第 5～8段：组织学生自学、交流，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弄清猪八戒四次偷吃西瓜的心理活

动。

* 猪八戒的心理活动和语言都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很好地刻画出他贪吃、自私的憨相。可引导学生

有感情地朗读，读出个性，读出特色。

* 第 9～13 段：组织学生自学、交流，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弄清猪八戒四次跌倒的经过和心

理活动，理解孙悟空妙计惩罚猪八戒的用心。对学生进行人要勤劳、先人后己、敬重师长的教育。

* 课后第 1题：让学生在读中体会，再用自己的语言归纳出猪八戒留给自己的印象。只要言之成理，

教师即可给予肯定。

* 课后第 2题：提醒学生在讲故事的时候要理清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突出个性化的人物形象。

教学设计参考



一、导入新课

大家都看过电视剧《西游记》，对那个又馋又懒，笑料百出的猪八戒一定记忆犹新。今天，我们再学

一篇有关猪八戒的有趣的故事，题目叫《猪八戒吃西瓜》（板书课题）。

二、感知课文内容

1. 想知道这是一件怎样有趣的事吗？请大家自读课文，思考问题。

出示自学思考题：

（1）轻声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3）课文中哪些地方读不懂，提出来。

2. 检查自学情况。

（1）指读课文（正音）。

（2）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指名说（师生评议）。

3. 质疑：把读课文时读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师生梳理归纳）。

三、确定阅读重点

1. 哪些段写了猪八戒吃西瓜的经过？（5～8段）

其他几个段写了什么？（l～4 段写猪八戒吃西瓜的原因。9～13 段写猪八戒吃西瓜的结果。）

2. 课文重点是什么？（5～8段，猪八戒吃西瓜的经过。）

四、自学课文

出示思考题，默读思考：猪八戒发现西瓜以后四次偷吃西瓜都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结果怎么样？

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五、反馈

1. 讨论思考题。（交流）

（从中体会到猪八戒贪得无厌、嘴馋、自私。）

2. 朗读有关段。（要读出猪八戒的可笑、愚蠢、馋相。）

六、总结

1. 由这个故事你想到什么？有什么收获？（指名说。）

（做人要勤奋，应先想到别人，否则不会有好结果。）

2. 朗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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