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 快速默读课文，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马蜂的特性和“我”对马蜂态度的转变。

3. 体会作者是怎样把捅马蜂窝的情景写得紧张而扣人心弦的。

4. 体会课文最后一段的含义。

教学准备

搜集有关马蜂的资料，了解马蜂的特性。

教材简析

本文通过叙述“我”儿时因淘气捅马蜂窝挨蜇的故事，赞扬了马蜂为保护家园和入侵者同归于尽的英雄

气概，表达了“我”对马蜂誓死保护家园精神的钦佩和因淘气而伤害无辜的忏悔之情。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至“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屋里”。写“我”儿时因淘气捅马蜂窝挨蜇的

经过。第二部分从“当夜，我发了高烧”至“一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通过“我”挨马蜂蜇后对马蜂

的再认识，表达了“我”对马蜂誓死保护家园精神的钦佩和因淘气而伤害无辜的忏悔之情。第三部分，最后

一段，写“我”对马蜂归来的期盼。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抓住重点句体会作者是怎样把捅马蜂窝的情景写得紧张而扣人心弦的。体会“我”对

马蜂誓死保护家园精神的钦佩和因淘气而伤害无辜的忏悔之情。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课文的第一部分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从开始到“‘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说。”写马蜂窝给爷爷一家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 第 1段，先写后院的特点，然后点明它是小动物“生存和嬉戏的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爷爷的

后院花木丛生，枝叶纠缠，所以才会成为“乐土”、“乐园”。接着突出描写了壮观的马蜂窝。先说马蜂窝的

位置—爷爷窗檐下。“壮观”写其体积大；“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比喻其形状；“无数金黄色的马蜂”言其数

量之多；“爬进爬出，飞来飞去”是马蜂活动的特点—每天忙忙碌碌；“不敢开窗”言其给爷爷生活带来的不

便。从这段的描述看出“我”对马蜂观察得很仔细，但“我”从没想到去骚扰它们，大家自得其乐、互不侵犯，

这里是大家共同的乐园。

爷爷奶奶的对话在文中作用很大，它引起了“我”想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

这段对话给“我”透出了以下信息：一是再一次印证了马蜂窝给爷爷奶奶生活带来的不便，奶奶想捅马

蜂窝：“屋子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捅下来”；二是爷爷坚决反对，不能捅马蜂窝：“要

蜇死人的”；三是从奶奶的话中了解到捅马蜂窝的方法：“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

以上第一层是故事的起因。

* 第二层具体写捅马蜂窝挨蜇的经过，是故事的发展与结局部分。

先写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

接着写“我”的准备工作。

最后写“我”挨蜇的过程。这一层是文章的重点，写得具体而细致。

捅马蜂窝的具体情况，描绘得形象生动，气氛紧张。当竿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一些受惊的马

蜂轰地飞起来”，有声音，有动作，但这时“我”已不顾一切，以至于听到爷爷呼叫，也顾不上去细听。

当竿头顶住蜂窝又使劲摇了两下之后，蜂窝掉了下来，“嗵”写其声，“沉甸甸”写其沉重。“一团黄色

的飞虫”用“团”来形容，只见黄色，看不见马蜂的个体了，写蜂群聚集之多，“腾空而起”写蜂群受惊

后猛然逃出的可怕情景。此时再不跑更待何时？真要被蜇死了！所以“我”扔掉竿子往小门那边跑。不幸

的是胆小的妹妹竟把门插上跑了。在进退两难之际，一回头，“我”遭到了马蜂的袭击。

马蜂的复仇行动，也描绘得形象生动。一只发现了肇事者的马蜂穷追不舍，凶猛地扑了过来，“径直

而凶猛”、“扑来”写出了马蜂不顾一切的气势。又用了一个比喻“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

机”，写出了马蜂的拼死一搏。

* 第二部分，从“当夜”到“一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写“我”挨蜇后对马蜂认识的转变。

这一部分分了三个层次来写。

第一层写用简略的语言，概括了挨蜇后的情况。

第二层写爷爷对“我”的教育。先写挨蜇后的恐惧，后写从爷爷的话中，“我”了解了马蜂的特点：

“你不惹它，它不蜇你。它要是蜇了你，自己也就死了。”

第三层写了“我”对马蜂态度的转变，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和因自己的鲁莽淘气而伤害无辜的忏悔之



意。

* 第三部分，通过描述盼马蜂归来重建家园的愿望，表达了“我”的后悔心情。

先用设问句表达了盼“无家可归”的马蜂归来重建家园的心情。“甚至想用胶水把那个空空的蜂窝粘

上去”，虽属儿童的幼稚之举，但也表达了盼归的急切心愿。

* 生字教学中要注意“捅”是三声，不要读成一声了。“粘”是多音字，在此处读。“缠”的书写注

意不要少写一点（丶）。

* 课后第 1题是对学生阅读速度的训练，教师应从本班学生的实际出发，提出具体的时间要求。

* 课后第 2题要抓住带点词语进行理解。

(1)“脱”、“蒙”、“遮盖”、“露”写出怕蜇的紧张的情绪。

(2)从带点词语可看出被捅的马蜂窝之大，数量之多。

(3)带点词语写出了马蜂蜇“我”的必死决心。

* 课后第 3题可结合理解课文内容进行。

* 对“小练笔”要鼓励学生做。但要掌握好“度”，真正起到“练笔”的作用。

教学设计参考

一、交流资料，激趣导入

1. 合作交流，了解马蜂的特性。

课前同学们搜集了不少有关马蜂的资料，并对马蜂的特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先四人小组交流，然后各

组选出一份最有价值的资料在全班交流。要重点介绍马蜂的特性。

2. 联系生活，激发兴趣。

你童年经历过的什么事使你记忆犹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如诗、如画、如梦的童年，今天我们就一起感

受作者童年的一件趣事。学完课文，相信大家对童年会有更多的回忆和感悟。

3. 板书课题，质疑。

看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问题想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吗？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会读的字词自己想办法解决。

2. 快速默读课文，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注意理清文章脉络，明确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

三、细读质疑，合作探究

1. 细读课文，同时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

2. 汇报交流，鼓励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如：

（1）为什么说爷爷的后院是鸟儿、蝶儿、虫儿们生存和嬉戏的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



（2）作者是怎样把捅马蜂窝的情景写得紧张而扣人心弦的？

（3）面对这死去的小飞虫，为什么有一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4）“我”被马蜂蜇得那么厉害，为什么后来还盼望马蜂回来重建家园？

3. 请同学们带着问题合作探究。

（1）请同学们带着以上问题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课文，然后认真思考。也可以同座位或小组内合作

解决。

（2）交流探究结果。

①为什么说爷爷的后院是鸟儿、蝶儿、虫儿们生存和嬉戏的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

a. 为什么说爷爷的后院是我儿时的乐园？

b. 为什么说爷爷的后院是鸟儿、蝶儿、虫儿们生存和嬉戏的乐土？（环境好：花木丛生、枝叶纠缠；

“我”从不伤害它们，大家自得其乐、互不侵犯。）

引导学生找出描写马蜂窝的句子，体会“我”对马蜂窝观察的仔细。“我”从没想到去骚扰它们，大

家自得其乐、互不侵犯，这里是大家共同的乐园。

c. 你从爷爷和奶奶的对话中知道些什么？

②作者是怎样把捅马蜂窝的情景写得紧张而扣人心弦的？

引导学生抓住重点句子，结合带点的词语体会。

a. 出示句子：“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上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露一双眼。”

b. 出示句子：“只听‘嗵’，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竿子

往小门那边跑。”

读句子，说说你从带点的词语中体会到什么。（“嗵”写其声，“沉甸甸”写其沉重。“一团黄色的

飞虫”用“团”来形容，只见黄色，看不见马蜂的个体了，写蜂群聚集之多，“腾空而起”写蜂群受惊后

猛然逃出的可怕情景。此时不跑更待何时？真要被蜇死了！）

c. 出示句子：“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

斗机。”

读句子，说说你从带点的词语中体会到什么。（“径直而凶猛”、“扑来”写出了马蜂不顾一切的气

势。又用了一个比喻“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写出了马蜂的拼死一搏。）

③面对这死去的小飞虫，为什么有一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a. 读爷爷说的话，了解马蜂的特性：你不惹它，它不蜇你。它要是蜇了你，自己也就死了。

b. “我”对马蜂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c. “罪孽感”表达了“我”什么样的心情？

④“我”被马蜂蜇得那么厉害，为什么后来还盼望马蜂回来重建家园？

四、品读课文，体会情

串联起整个故事的，是“我”波澜起伏的情感变化。默读课文，和伙伴合作，把每个阶段“我”的内

心感受用一两个词语概括一下，再联系课文的具体内容说说你是怎样体会到的。（顽皮、好奇—迟疑、胆

怯—惊恐、吃惊—悔恨、企盼）

五、总结升华，拓展延伸

1. 读了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感受？

2. 说说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趣事。



参考资料

☆ 作者简介

冯骥才，1942 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珍珠鸟》、《义和拳》、《铺花的歧路》、《神

鞭》等。

☆ 词语解释

马蜂：学名胡蜂。昆虫，头胸部褐色，有黄色斑纹，腹部深黄色，中间有黑褐色横纹。尾部有毒刺，

能蜇人。以花蜜和虫类为食物。

纠缠：绕在一起。

捣毁：砸坏；击垮。

☆ 了解近义词，如：欲望——愿望，罪孽——罪恶，惊恐——惊吓

☆ 注意读音

形容词后的叠词，一般读阴平。沉甸甸（ ）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

2. 能联系上下文或借助工具书，理解 “惬意”、“深谙”、“暗忖”、“功亏一篑”、“自吹自擂”

等词语的意思。

3. 理解课文内容，感悟文章借钓鱼喻做人的道理。

4. 通过朗读，感受语言文字的美，揣摩环境描写的作用。

教学准备

教师：文字课件。

教材简析

这篇课文，借钓鱼喻做人。它按事情发展顺序写了“我”第一次钓鱼的经历。“我”在等到鱼咬钩时

就宣布自己钓到了鱼，然而，鱼却脱钩离去，叔叔教育了“我”，使“我”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在事情

未办成之前，不要妄下结论、自吹自擂，即使事情办成了，也不能自我吹嘘。全文以“总—分—总”结构

呈现。第 1段，写首次钓鱼情景让人难以忘怀；第 2～5段写钓鱼的经过和对“我”的启示；第 6段，以叔

叔的话让“我”终身受益来呼应开头。整篇文章把叙事与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富儿童

情趣。课文把贴近孩子生活的事例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让孩子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受到教育与启示，这是

本文的一大特色。以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心情，是本文的又一特色。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通过朗读，感悟叔叔所说的话蕴涵的道理。难点是联系上下文揣摩环境描写的作用。

建议教学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一部分（第 1段）概括地写了首次钓鱼的情景令人难忘。可采取学生自主质疑的方式提问引入，

“为什么首次钓鱼的情景至今难忘呢？”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的兴趣。

* 第二部分（第 2～5段）讲了钓鱼的经过和“我”从中受到的启示。这部分先写优美的环境：和煦的

阳光、苍翠欲滴的树叶、鲜艳芬芳的花儿、欢叫不已的鸟儿，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从这一

精彩的自然环境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我”首次钓鱼的兴奋和愉悦。让学生领会环境描写有衬托人物

心情的作用。

惬意：文中指森林的景色让人感到舒适。深谙：课文指叔叔很熟悉哪儿有小狗鱼。暗忖：心里暗暗地

想。若无其事：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接着以“我”的情感变化为线索详细描写了“我”钓鱼的经过。教学时可让学生找出描写“我”情感

变化的词语：眼巴巴—大为失望—恳求—欣喜若狂—满脸沮丧，理清线索。抓住这四个重点句子，反复品

读，体会“我”情感变化的原因，并结合叔叔对“我”态度的变化，初步感受“我”在鱼还未被拽上岸之

前，就欣喜若狂地吹嘘自己钓到了鱼是不可取的。对于课文当中的新词，可在教学过程中随机结合文本理

解。叔叔说的那段含义深刻的话，可展示课件，让学生反复读，分小组讨论、交流，然后联系上下文和生



活实际谈自己的看法，从而深刻感悟这段话蕴涵的道理：事情还没办成，就四处张扬、吹嘘是不可取的。

做什么事情都应养成谦虚谨慎的好习惯。

欣喜若狂：高兴得快发狂了。

意味深长：话语含义深远。

慢条斯理：形容说话很慢，不慌张。

自吹自擂: 自己吹嘘自己。

* 第三部分（第 6段）照应开头，进一步强调从钓鱼这件事中懂得的道理使“我”终身受益。教学时

可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谈自己受到了什么启发。

* 生字中，注意“惬”、“缚”、“塞”的读音；书写时，注意“跋”的右边不是“发”。

* 课后第 2题：旨在训练学生理解词语的能力。可在课前预习中利用工具书，再结合上下文知道在课

文中的意思。

* 课后第 3题：旨在通过学习课文感悟道理，可在教学第二部分时完成。可采用讨论、交流的形式结

合课文内容和生活实际来谈感受。

* 课后第 4题：旨在揣摩环境描写的作用，从而体会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可结合入情入

境的感情朗读去领悟。

教学设计参考

一、导入激趣，标题质疑

1. 同学们，你们钓过鱼吗？钓鱼有什么乐趣呢？今天，我们一起去学习一篇描写钓鱼的文章。

2. 板书课题，质疑。

看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问题想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吗？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学生快速读课文，勾画出生字词和不理解的词语。

2. 运用以前学过的方法识记生字词，借助工具书理解不懂的词语。

3. 学生自由读课文，认真进行圈点批画，边读边将自己的收获批写在课文旁，同时提出自己不懂的问

题。

4. 汇报交流：读了课文，你知道些什么？还有哪些不懂的问题？

三、精读课文，感悟情理

1. 抓重点词语，寻找情感线。

在钓鱼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情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找出词语，理清线索。眼巴巴—大为失望

—恳求—欣喜若狂—满脸沮丧



2. 自读自悟，体验情感。

（1）从哪些地方，你看出作者的兴奋、失望、欣喜和沮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叔叔是怎么做的？

从这一过程中你体会到什么？引导学生找出以下句子，结合带点词语体会。

①我模仿着别人钓鱼的样子，甩出钓线，并不停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咬食。

②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不免大为失望。

③我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

④“叔叔！”我掉转头，欣喜若狂地喊道，“我钓到了一条！”

⑤我满脸沮丧地一屁股坐在草滩上。

（2）你能通过朗读，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吗？

（3）课件展示环境描写的语句，抽读、齐读。问：文章讲钓鱼，这段话与钓鱼无关，可为什么要写它

呢？感情朗读这段话，体会它的作用。

3. 讨论交流，感悟道理。

（1）课件展示叔叔说的话，读一读。

（2）小组合作，讨论交流：叔叔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你从中懂得了什么道理？

（3）结合文本或生活实际汇报。

（4）有感情地朗读。

4. 首尾呼应，升华情感。

（1）这篇课文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2）文章首尾两段，说明了钓鱼这件事给作者留下的深刻印象。你是从哪些语句看出来的？

（3）朗读语句。

四、总结全文，课后质疑

1. 总结全文。

2. 学了课文，你解决刚才的问题了吗？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吗？

(刘莉)

参考资料

☆ 小狗鱼：是一种鱼类，因形貌像狗而得名。小时候生活在离阔水域较近的河里，靠吃一些水中的浮

游生物为生，有时也吃一些小鱼。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并能正确书写。

2. 结合上下文，理解课文重点词句的意思，体会句子表达的思想感情。

3.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故事的梗概，体会浓郁的父子情，学习科考队员关爱动物、珍视动物的美

好心灵，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与动物和睦相处的情感，增强环保意识。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藏羚羊的图片或者影片《可可西里》的片断。

学生：搜集有关藏羚羊的资料，了解有关关爱动物的故事。

教材简析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令人深思的故事。老羚羊冒死截车，跪拜于车前求救的无奈，科考队员主动救助

受伤的小羚羊的举动，父子团聚的喜悦，都令我们刻骨铭心。全文共 10段，围绕老羚羊和小羚羊的父子

深情，科考队员关爱藏羚羊这两条情感线索展开。老羚羊冒着生命危险截车，跪在车前求救，并带领科考

队员看望受伤的小羚羊，目送小羚羊安全离开，又迎接小羚羊康复的举动，无不显示出伟大的父爱。年长

的科考队员的警觉性，让我们佩服。大家救助小羚羊的举动：拿矿泉水给小羚羊喝，给小羚羊处理伤口，

体现了科考队员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待小羚羊伤愈后再放归自然，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关爱动物

的美好心灵。文章构思巧妙，情节生动，感情真挚细腻，耐人寻味。

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是引导学生细细体会动物与动物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激发学生

关爱动物的情感，增强与动物友好相处的环保意识。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用“在藏羚羊身上，究竟发生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的问题，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让他们怀着好奇

心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 第 1～6段：为我们讲述了一只老羚羊冒死截车，向过路行人求救的无助与悲哀。我们可以从“飞奔”、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体会到老羚羊急迫的心情，从“纹丝不动”、“乞求”、“缓缓站起身来”、“一步一回



头”感受到老羚羊的无助和对小羚羊的关怀。教学时，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抓住描写老羚羊的动作、神态的

词句，反复品读，边读边想，在读中体会老羚羊对小羚羊的爱。

* 第 7～8段：作者详细地记叙了科考队员耐心细致地救助受伤的小羚羊，待伤痊愈后，将它放归大

自然的过程。让学生结合上下文理解“肃然起敬”、“小心翼翼”的意思。教学过程中，还应该让学生反复品

读“老羚羊静静地注视着，待汽车发动起来，才缓缓离去”这句话，并分组讨论：老羚羊为什么要这样做？

此时，它会想些什么？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勾画出描写老队长救助小羚羊的动作的语句，“从随行携带的药

箱里，找出一些止血和消炎的药，碾碎后，敷在小羚羊的伤口上；然后，他又用纱布，小心翼翼地把伤口

裹好”，体会老队长的良苦用心和当时的想法。在队员们的精心照料下，半个月后，小羚羊的伤痊愈了，我

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科考队员热爱动物、关爱动物的美好心灵。

* 肃然起敬：肃然，形容十分恭敬的样子。起敬，产生敬佩的心情。形容受到感动而表现出恭敬、钦

佩的心情和神态。

* 小心翼翼：形容十分小心慎重，一点儿也不敢疏忽。

* 第 9～12段：是文章感情的高潮。写老羚羊与小羚羊父子团圆的激动和兴奋。教学中，教师可以

让学生找出描写羚羊父子动作的句子：“活蹦乱跳的小羚羊，围着老羚羊边跳边叫；老羚羊慈爱的目光在小

羚羊身上扫来扫去，还不时用嘴去蹭小羚羊的后腿。”反复朗读，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同学交流，谈

谈老羚羊和小羚羊会诉说些什么，会怎么去感受父子团聚的激动与兴奋。“消瘦了很多”，让我们明白了，

老羚羊一直牵挂着小羚羊的安危。教师引导学生品读“全体科考队员噙着眼泪，默默地注视着，待两只羚羊

逐渐没入草丛中，才缓缓离去”这句话，分析体会科考队员的泪水是怎样的泪（被老羚羊对小羚羊的爱打动

的泪，看着父子团圆的幸福泪）。这深深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唤起人们热爱动物、保护动物的良知与

热情。

* 生字中，“刹”不要读成“”，“渗”不要读成“”了，“蹭”字是平舌、后鼻韵。

* 课后第 1题：可以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解决，学生反复读，反复体会。



* 课后第 2题：应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勾画，并说出自己的体会和感受，与同学交流。

* 课后第 3题：可结合学文处理，体会带点词语对表达文章思想感情的作用。

(1)“静静”、“注视”、“缓缓”表达了老羚羊对受伤小羚羊的关切和不舍。

(2)“默默”“注视”“缓缓”表达科考队员对老羚羊和小羚羊的不舍与祝福。

* 此处的练笔，是训练学生如何用简短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意思。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发兴趣，引入新课

1. 出示藏羚羊的图片，看看这是什么动物。结合课前搜集的资料进行介绍，或者播放《可可西里》的

影片，引起学生对藏羚羊的关注与了解。

2. 揭示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2. 学生找出难记的字词，同学间相互解决。

3. 默读课文，想想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课文中哪个情节或人物给你的印象最深刻。

三、细读课文，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根据学生的回答，再读课文。

1. 1～6段（求救）。

（1）自由读课文，了解老羚羊为什么要冒死截车？（为了救它的孩子。）

（2）从老羚羊的行为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心情着急，痛心。）找出相关的语句读一读。

（3）带着自己的感情齐读这部分。



2. 7～8段（救助）。

（1）大家明白老羚羊截车的原因后是怎么行动的呢？用笔勾画出来。

（2）找出你喜欢的语句，读给大家听听，说说你喜欢的原因。

（3）你对科考队员的行为想说点什么心里话？

（4）把自己喜欢的句子读给同桌听。

3. 9～12段（父子团圆）。

（1）齐读，想想这部分讲的是什么。

（2）抓住描写老羚羊和小羚羊动作的语句，体会父子团聚的兴奋。

（3）科考队员们为什么流泪了？体会他们此时此刻复杂的思想感情（感动，高兴，激动……），学生

相互交流。

（4）抽学生读，体会科考队员与藏羚羊之间的感情。

4. 这篇课文中给你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先说说，再写下来。

四、总结全文，拓展延伸

1. 人们应该提高环保意识，关爱动物，和动物友好相处。

2. 开展“争当环保小卫士，保护动物”的主题活动。

参考资料

☆ 藏羚羊，牛科，山羊亚科，藏羚属，别名：长角羊、羚羊，主要分布在中国青海、西藏、新疆三省

区，现存种群数量约在 7万～10万只。藏羚羊是中国青藏高原的特有动物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中严禁进行贸易活动的濒危动物。藏羚羊一般体长 135

厘米，肩高 80厘米，体重 35千克左右。形体健壮，头形宽长，吻部粗壮。雄性角长而直，乌黑发亮，

雌性无角。鼻部宽阔略隆起，尾短，四肢强健而匀称。全身除脸颊、四肢下部以及尾巴外，其余各处皮毛

丰厚绒密，毛形直，通体淡褐色。它生活于青藏高原 88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地域内，栖息在 4000～5300

米的高原荒漠、冰原冻土地带及湖泊沼泽周围，藏北羌塘、青海可可西里以及新疆阿尔金山一带令人类望



而生畏的“生命禁区”。平时分群活动，一般 10余只结成小群，或数百只以上结成大群。食物以禾本科和

莎草科植物为主。冬末春初交配，孕期 6月，6～8月份产仔，每胎 1仔。

☆ 藏羚羊的跪拜

20世纪 50年代，藏北有一位肩披长发、脚蹬长统藏靴的无名无姓的老猎人，是一个杀生与慈悲共

存的人。他以其神奇的枪法出没于青藏高原深处，以捕杀各种猎物养活自己并接济路遇的贫困的朝圣者。

一天大清早，老猎人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

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这不是送上门来的美事吗？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一股清爽

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

并没有逃走，而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

只见两行长泪从藏羚羊眼里流出来。老猎人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

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老猎人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

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可怜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

只藏羚羊栽倒在地。它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了然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出给他下跪的那只藏

羚羊。他觉得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

地铺上的他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

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刀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

静静地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形，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方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要弯下

笨重的身子给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一条命，以保全怀在腹腔中的小藏羚羊的生命啊！

于是，老猎人明白了：原来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于是，老猎人停下了

手头的活儿。当天，老猎人再没有出猎，他在山坡上挖了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那没有出生的孩子掩埋

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高原上消失了，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教学目标

1. 通过边读边想，领悟课文内容，感受对话语言的精练优美，读懂故事蕴涵的意思。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会在阅读中积累喜欢的词句。

教学准备

教师：可根据条件配备蝈蝈叫声的录音带，课文配乐朗读的磁带，相关的资料片或图片。

学生：搜集相关的图片或文字资料。

教材简析

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它告诉我们应善待动物，具有真挚的人文情怀。文章贴近学生的生活，对学生

的精神领域影响深远。在教学中，应将语文学习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它不肯叫，

准是怕生。”“把它关在笼子里，它生气呢！”“不！它是在哭呢！关在笼子里多难受，它在哭呢！”这

是两个不满 8岁的孩子的对话，是孩子对爷爷的无心劝告，也是人与大自然的一段真情告白，童言无忌啊！

白发老人是多么喜欢这只蝈蝈：1. 他喜欢蝈蝈的叫声，买下它，关在笼子里；2. 蝈蝈不叫，喂给它红辣

椒；3. 蝈蝈终于叫了，而且不知疲倦，从早到晚地叫；4. 蝈蝈“逃”了，回到大自然中去了。老人也终

于明白禁锢幼小的生命是多么不道德。

文章的教学重点是抓住关键词句，感受对话语言的精练、优美，难点是文章的最后没有直接交代出是

爷爷剪破了笼子，让蝈蝈“逃”走。要引导学生联系“大人们静静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议论，只有白发老人，

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叹息了一声……”以及“‘它咬破了笼子，逃走了。’老人看着窗外，自言自语

地说。”进行思考，推测和判断出是爷爷放走了蝈蝈。其落脚点是善待动物。可结合思考题向生活拓展，

让学生明白自己可以为小动物做些什么。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2段 ：要强调自主阅读，自读自悟，合作交流，领悟内容。引导学生抓住“拳头大小”、“不

安”、“可怜巴巴”等词语，体会蝈蝈的感受。抓住“自言自语”体会白发老人的情感。祈求：向神灵请

求。

* 第 3～17 段：是本文的教学重点，教学中要关注学习过程和方法，在读正确、读通畅、读出感情的

同时，抓住描写人物语言、动作的关键词语，想情境，把握内容，体会表达的思想感情。可以启发学生讨

论：蝈蝈开始不叫，心里想些什么？后来不知疲倦地叫，又似乎在说什么？囡：方言，小孩儿。

* 老人想用让蝈蝈吃辣椒的方法使其发出叫声。

* 蝈蝈终于叫了，老人得意起来，两个孩子也很兴奋。



* 蝈蝈不停的叫声使人产生了厌烦情绪。

* 两个孩子的议论值得深思。

* 要激活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联系课文内容思考：蝈蝈真会“逃”走吗？是谁放走了蝈蝈？为什么

要放走它？从而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引导。

* 课后第 1题：是培养学生边读边想，抓住文章主要内容的能力，这是重要的阅读方法，要给学生充

分的时间读和说。

* 课后第 2题：用讨论的方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教学设计参考

一、揭示课题，激发兴趣

1. 读题。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说说自己对蝈蝈的了解。

2. 通过课件或蝈蝈叫声录音认识蝈蝈。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

1. 自由朗读课文，借助字典解决不认识的字。

2. 指名读、分组读等多种形式读课文。要读得正确流利。

3. 说说自己从这篇课文中了解到什么，提出自己阅读时遇到的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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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确下一步学习的目

标。

三、细读课文，自主探究

1.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一边读一边勾画出最能说明白发老人喜欢蝈蝈的语句。

2. 分组交流。把自己勾画的句子读给组内同学听，互相交流自己的体会。

3. 全班交流，说说自己的体会。

4. 画出文中人物的对话，小组内分角色读一读。

5. 说说你对孩子的话的理解，并从中体会人物的感情。

6. 讨论：蝈蝈为什么要“逃”？它真的是咬破笼子逃走的吗？文中老人两次“自言自语”都说些什么？

想些什么？

7. 讨论：蝈蝈开始不叫，心里想些什么？后来不知疲倦地叫，又似乎在说什么？

8. 指导朗读。

四、美美朗读，细细品味

1. 师生共同小结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2. 分角色朗读全文。



五、拓展延伸

这篇课文给你什么启发？在生活中，你遇到过这类事吗？说出来听听。

参考资料

☆ 螽斯也被称为蝈蝈，又称哥哥、纺织娘，是鸣虫中体型较大的一种。体长在 40 毫米左右，侧扁。

触角丝状，通常超过体长。覆翅膜质，较脆弱，前缘向下方倾斜，一般以左翅覆于右翅之上。后翅多稍长

于前翅，也有短翅或无翅种类。雄虫前翅具发音器。前足胫节基部有一对听器。足跗节 4节。尾须短小，

产卵器刀状或剑状。栖息于树上的种类通常为绿色，无翅的地栖种类通常色暗。蝈蝈的种类很多，全世界

已知约 7000 种。我国约有百余种，按地域分，南方统称“南哥”，北方称“北哥”。按地区划分，则各地

都有各自的称呼。螽斯是昆虫“音乐家”中的佼佼者。螽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鸣叫，其鸣声各异，有

的高亢洪亮，有的低沉婉转，或如潺潺流水，或如急风骤雨，声调或高或低，声音或清或哑，给大自然增

添了一串串美妙的音符。能够发出声音的只是雄性螽斯，雌性是“哑巴”，但雌性有听器，可以听到雄虫

的呼唤。雄虫通过发出自己独特的鸣声（声音通讯），借以寻找配偶，吸引同种雌虫前来交配，进行生殖

活动。以此为目的的鸣叫是一种多音节或单音节构成的唧唧声，称作“婚恋曲”，雄虫往往能连续唱很长

时间，并常会有几头雄虫同时高歌，雌虫闻讯赶来，一般选中歌声洪亮者作为自己的“恋人”。声音除了

用来吸引异性外，还能起到自卫和报警的作用，当两只雄虫相遇时，便高唱“战歌”，面对面摆好架势，

摇动着触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只有后撤才会相安无事。如果周围出现异常或危险，螽斯便发出“警

报”，警告其他螽斯。



教学目标

1. 了解含有“像”或“好像”的句子并不都是比喻句这一语言现象。

2. 丰富词汇，积累语言。

3. 学习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句子含义的方法。

4. 能清楚、具体地讲述自己曾经干过的“傻事”，在活动中提高口语表达的能力。

5. 能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感受写下来。

6. 自主阅读短文，不断提高阅读能力。

教学准备

搜集含有“像”、“好像”的句子。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共有六个方面的训练内容。“温故知新”是通过对含有“像”、“好像”等词语的句子的

理解，让学生明白，并不是含有“像”、“好像”等词语的句子就是比喻句。“语海拾贝”是一组关于“绿”的词

语。要引导学生梳理自己积累的词语。“互动平台”是通过师生对话交流，学习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来理

解句子含义的方法。本次的“口语交际”，是在培养学生表达、倾听的同时，让学生打开思路，畅所欲言，

相互启发。“习作百花园”，旨在培养学生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的能力。“自主阅读园地”，旨在通过自主阅

读，开阔学生的视野，积累语言，提高阅读能力。

本次“积累与运用”的教学重点是学习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句子含义的方法。

建议本课教学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中的四个句子，都含有“像”或“好像”，但并不都是比喻。其中的一、三句是比喻，二、

四句却不是。教师还可将准备的一些句子拿出来让学生辨别。

* “语海拾贝”编排了九个描写“绿”的词语，第一排三个词语描写绿的形态；第二排三个词语描写

绿的范围；第三排三个词语描写绿的时间。教学时，可让学生边读边想这些词语的意思，去体会它们在用

法上的区别；然后再让学生说说还知道哪些描写绿的形态、范围、时间的词语。

* “互动平台”：主要通过师生对话交流的形式，让学生学习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来理解句子含义

的方法。教学时，先让学生读一读对话，说说自己读懂了什么，学会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来理解句子含

义的方法。再启发学生思考，理解句子的含义还有什么好方法。然后让学生运用这些方法去体会本单元课

文中其他含义深刻的句子。

* “口语交际”：结合本单元课文《捅马蜂窝》，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来说说自己的“傻

事”。教师要激发学生的表达愿望，鼓励学生的相互交流，并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有所借鉴。

* “习作百花园”：本次习作要求学生写一件事来表达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感受，教师要注意引导

学生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并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

* “自主阅读园地”：《那倾斜着的伞》是赞美人间真情的，内容浅显易懂，语言质朴。阅读时要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要让学生真正做到自主阅读，自主理解。教师贵在为学生营造自由宽松的环境，鼓

励学生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交流，在读中提高。

* 引导学生借助插图理解阅读内容。

* 学生在自主阅读时若想写下自己的体会，教师要积极鼓励。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读一读下面的句子，想一想哪些是比喻句，哪些不是。

2. 和同桌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3. 出示更多的句子让学生辨别是不是比喻句。

二、语海拾贝

1. 读一读下面的词语，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关于“绿”的词语。）

2. 你还能说出哪些关于“绿”的词语？

三、互动平台

1. 读下面的对话，说说你知道些什么。体会理解句子含义的主要方法。

2. 这几个句子你是怎样理解的？你还有其他好的方法吗？

3. 学习运用这些方法去理解课文中其他含义深刻的句子。



4. 全班交流。

四、口语交际

1. 谈话导入，激发谈话兴趣。

同学们，你还记得《捅马蜂窝》中“我”所干的傻事吗？在生活中，你也许也干过一些傻事，请把它

讲出来，一定很有意思。

2. 小组交流。各自说说自己的“傻事”。

3. 全班交流。说说从这些“傻事”中你吸取了哪些教训。

五、习作百花园

（一）导语激趣。

孩子们，你们从小到大已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你是否把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都记得很清楚呢？

是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被淡忘了，但总有那么几件事情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刻下

深深的痕迹，令我们久久不能忘怀。现在就请孩子们闭上眼睛，回忆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抽选学生

说说自己成长过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教师相机引导学生简要概括自己的感受。）

（二）明确习作要求。

1. 教师过渡：今天我们的习作是写一件事，写一件怎样的事呢？请仔细阅读习作要求。

2. 学生阅读习作要求，明确要求。

（1）只写一件事。（写清楚事情的开始、经过、结果。）

（2）不单要把事情写清楚，还要通过写具体的事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3）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三）学生习作，教师巡视、指导。

（四）学生自评习作，修改。

（五）学生互评，教师评价。

（六）学生根据评价意见、建议，再次修改习作。

（七）教师总结学生本次习作的优、缺点。鼓励学生在日记、习作中经常运用通过写事表达感受的写

作方法。

六、自主阅读园地

（一）激趣导入。

阅读是极具个性化的行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倾斜着的伞》感人至深，我们

读了以后一定会有许多感想和体会。让我们一起来阅读这篇短文吧。

（二）自主阅读《那倾斜着的伞》。

1. 自读自悟。

（1）快速默读课文，想一想：“我”不知不觉地做着与外公相同的事，“相同的事”指的是什么？

（2）读短文，把打动你的地方勾画出来，并试着在旁边写下你的感想。

2. 全班交流。

(吴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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