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及新词。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 1段。

3. 读懂课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领悟文章的表达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课文插图）。

学生：搜集关于鲁迅的故事或资料。

教材简析

《少年闰土》是小学阶段的一篇传统课文。文章通过“我”对少年闰土的回忆，刻画了一个活泼可爱、

聪明能干、知识丰富的农村少年形象，表达了“我”与闰土的友情及对闰土的怀念之情。

这篇课文条理清晰，先通过优美生动的画面描绘印象中的闰土，说明“我”对闰土印象非常深刻；接着

写“我”与闰土认识的过程；然后写了闰土给“我”讲捕鸟、捡贝壳、看瓜刺猹和看跳鱼四件事，重点写了捕

鸟、看瓜刺猹两件事；最后写两人的分别与友谊。

这篇课文在人物刻画上也很有特色，一是通过肖像、装束的描写突出人物的外貌特点，通过对人物语

言、行动的描写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二是通过典型事例写人物的特点，如“雪地捕鸟”、“海边拾贝壳”、

“看瓜刺猹”、“潮汛看鱼”这几件事，反映了闰土是一个知识丰富、聪明能干的孩子。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感受文中人物（闰土）形象，体会外貌描写对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难点是

理解几个含义深刻的句子。

教学中要注意，鲁迅作品中有些词语，学生读来会感到陌生，如“其间”(其中)、“无端”(无缘无故)、

“素”(向来)、“如许”(如此)，要让学生在朗读中加以理解，也可以查字典或与同学讨论。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段：对景物和人物的细致描写，勾勒出了少年闰土刺猹的形象：

以景烘托人物形象。在“深蓝”的天空与“碧绿”的西瓜地之间，勾画出一轮“金黄”的圆月，作者生动

地描绘了“蓝”、“绿”、“黄”三色交相辉映的一幅彩图，对描写勇敢、机智的少年的出场起了烘托作用。

勾勒出了少年闰土刺猹的形象。而这个形象还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 教学时要让学生边读边想象月夜景色及闰土形象，以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受力，并试着把它背

下来。

* 第 2段：交代“我”认识闰土的原因。

* 第 3段：“我”很高兴，是因为闰土和“我”年纪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他能装捉小鸟雀。

* 第 4段：对少年闰土的外貌描写既准确又传神。从“紫色的圆脸”可看出闰土是一个经常被太阳晒、

海风吹的孩子，还可以看出他经常劳动，是一个能干的孩子；从“头戴一顶小毡帽”中看出闰土是一个住

在江南一带农村的孩子；“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显得更加可爱。从这些外貌中可看出少年闰土是

一个十分健康、可爱的农村孩子。

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准确的外貌描写。

* 第 5段：从“扫出”、“支起”、“撒下”、“一拉”等词语中可以看出闰土捕鸟很有经验。尤其

是用短棒支起竹匾，更能看出他是捕鸟高手，因为是短棒，拉动后匾会很快落地，鸟想飞走已来不及了。

* 闰土给“我”讲了好多的新鲜事。

* 第 10段：这句话中的两个破折号起补充说明的作用。而“无端”一词则是说不清原因的意思。整句

的意思是说“我”不仅那时，就是现在也都不知道猹是一种什么动物，只是主观上认为它的样子像狗而且

很凶猛。

* 第 13段：“素”：向来的意思。“新鲜事”是指闰土对“我”讲的那些关于农村、海边的事，一是

海边有许多五色的贝壳，二是关于西瓜有可能被动物咬食破坏的危险。这些事“我”从前都不知道，所以

感到新鲜。从“素不知道”这个词中可以看出“我”对闰土说的这些事从来也没听说过，感到十分新奇。

从中也能看出“我”知识贫乏，连海边有五色的贝壳，连水果是怎么来的这些事都不知道。

* 第 15段：这是“我”抒情发感想的句子。“他们”指“我”“往常的朋友”。“院子里高墙上的四

角”指“我”和“往常的朋友”们生活的天地非常狭窄。由于整天关在高墙深院里，“我”和“我”的朋

友不能广泛接触大自然，只能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一小块天空，犹如井底之蛙，和闰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第 16段：一个“急得大哭”，一个“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说明他们友谊是多么深厚。

* 课后第 1题：旨在让学生通过默读，理解课文内容，并说说自己的感受。

* 课后第 2题：此题的意图是感悟表达方法，积累场景描写的段落。



* 课后第 3题：旨在培养学生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的能力。要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联系闰土与“我”

的不同生活来理解。

* 让学生简要了解鲁迅。

教学设计参考

一、看图引入，揭示课题

1. 出示课文插图，学生看图描述画面。

2. 导入课题。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自读课文，勾出生字新词，要求读正确。

2. 再读课文，要求读通顺。

3. 自学生字词。

4. 默读课文，边读边批注。

三、回忆课文主要内容

课文主要讲了谁？讲了他的哪些事？

四、精读课文，感受人物形象，体会作者感情

1. 默读思考。用“—”画出你认为含义深刻的句子，用“”画出写景优美或场面生动的句子，不懂的

地方用“？”标记，可用铅笔在书上写旁批。

2. 交流讨论。

（1）读了课文，你觉得闰土是个什么样的少年？

学生自由发言，并在书上找相关内容说明。回答不全面可互相补充。同时进行朗读的指导与训练。

（闰土：机智勇敢、知识丰富、活泼可爱。）

（2）讨论含义深刻的句子。

要求学生找出不理解的句子，尽量说出对句子的理解。

（3）学生质疑解疑，教师适当点拨。

五、体会人物描写的方法

1. 从第 1、第 4段中找出描写闰土外貌、动作的词句，仔细品读，说说这样写的好处。

2. 试背第 1段。

六、拓展延伸

1. 仿照文中第 1段的写法，写一个人物片断。

2. 课后阅读鲁迅作品《故乡》。



（温中珍 薛正琪）

参考资料

☆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

年 5 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

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 年到 1926

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杂

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 年 12 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 Q正传》，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

☆ 《少年闰土》节选自鲁迅 1921 年写的短篇小说《故乡》。《故乡》通过中年闰土和少年闰土的对

比以及对杨二嫂等人的刻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衰败，农民在封建政权的压迫、剥削、愚

弄、毒害下痛苦的生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课文是小说中的一段插叙，题目《少年闰土》是编者加的，节

选出来的章节所表现的中心思想与《故乡》整篇小说的主题是有差别的。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方法，学会本课的生字，并能工整书写。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二段和第六段。

3. 读懂课文，感受弹琴姑娘勤学苦练、锲而不舍的精神。了解通过间接描写来表现人物特点的表达方

法。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贝多芬苦练钢琴的故事。

学生：搜集与本课相关的资料。

教材简析

一提到勤奋、刻苦这些词，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等故事，而

本课《弹琴姑娘》通过对琴声的描写,赞扬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勤学苦练的好学精神。文章语言清新、

流畅,构思巧妙。

课文先总述“我”不论清早、夜晚，总能听到好听的琴声；接着按春、夏、秋、冬四季具体描写从

不间断的、美妙的琴声，弹琴人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由衷地钦佩，因此期望认识这位弹琴的人；后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那位素未谋面，却似曾相识的弹琴人—一个系红领巾的小姑娘，“我”倍

感意外；最后，“我”虔诚地、默默地祝福这个勤学苦练的弹琴姑娘。

课文按春、夏、秋、冬的顺序描写小姑娘弹奏的琴声，琴声与景色融为一体，很有表现力。每次的琴

声都能让“我”心动，“我”从好奇、钦佩、赞美到祝福小姑娘，一系列情感的变化是那么自然、真切。

小姑娘勤奋刻苦的品质，是通过“我”听到的琴声及感受的间接描写来表现的。

学习本课，重点是让学生在朗读课文中体会弹琴姑娘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学习作者按一定顺序通

过间接描写来表现人物特点的表达方法。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总述“我”每天清早、夜晚都能听到一阵好听的琴声。

* 第 2段：“淅沥”，象声词，这里形容轻微的雨声。可结合平常对春雨的观察理解。

第二句，用排比句式将春雨和琴声的描写融为一体，增强表现力。

第三句，用拟人句生动描写琴声与雨声交织出的美妙的音乐。

* 第 3段：未见其人，却闻琴声。间接写了弹琴的人。

* 滞留：停留不动。

* 夏天酷暑难耐，黄昏时分，人们都出去散步、乘凉，“我”仍然能听到那阵琴声，间接写出弹琴者



的刻苦。

* 钦佩：敬重佩服。

* 琴声吸引了月牙儿、星星，可见琴声的优美。

* 锲而不舍：雕刻一件东西，一直刻下去不放手，比喻有恒心，有毅力。可以换其他词来理解，如：

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等。

* 从春到冬“我”都听到叮咚的琴声，间接地写出了弹琴者的锲而不舍。

* 欲罢不能：想停止也停止不了。可见小姑娘的弹琴受到热烈的欢迎。

琴声优美，却又熟悉，使“我”怀疑那不曾见面的弹琴者也许就是这位小姑娘。

* 碰巧证实了眼前这位小姑娘就是那个令“我”钦佩的弹琴人。

* 愣：发呆。表达了事情既在“我”意在之外，又在意在之中。

* 虔诚：恭敬而有诚意。

* 识字写字教学：本课生字在读音上注意“券”不读“卷”，“滞”不读“带”。字形上注意区分“拳”

下部为“手”，“券”下部为“刀”。“俊”字要注意右半部分的写法。

* 课后第 1题：是本文理解的重点，应渗透在学文的过程中，通过“我”听琴的感受和情感变化，感

悟人物的品质。在朗读的基础上背诵第二段和第六段。* 课后第 2题：是让学生在品读中体会将琴声与景

色融为一体的描写之妙。

* 课后第 3题：作者通过对琴声的描写与感受，间接地写出了小姑娘练琴的刻苦努力和锲而不舍。

* 课后第 4题：鼓励学生运用更多的词语造句。带点词语可以分别造句，也可以合起来造一个句子。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引入课题

1. 放钢琴曲，让学生欣赏。

2. 谈感受。你喜欢钢琴曲吗？想自己弹一曲吗？今天老师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小钢琴演奏师。

3. 揭题，读题。

二、初读课文，理清层次

1. 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 指名朗读，检查读文和生字认识情况，相机指导。

3. 默读思考：本文主要写谁的什么事？课文按什么顺序描写的？

三、品读课文，感受品质

1. 学习第 2～9段，体会“我”四季听琴的感受和情感变化。

读一读四季的琴声，你最喜欢哪个季节的琴声？为什么？

2. 品读课后 2题中的句子。



3. 指导有感情地朗读，并说说当你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琴声，会想些什么。

引导学生与作者产生共鸣，体会作者的感受和情感变化的原因。

这部分是通过“我”听琴声的感受和情感变化来间接描写小姑娘的品质的。

4. 学习第 10～13 段，认识弹琴姑娘。

找出描写小姑娘的句子，读读这些句子，说说眼前的小姑娘给你什么印象。

面对与你同龄的小姑娘，你想对她说什么？

这部分是直接描写小姑娘的，写得简略。

5. 学习第 14、第 15 段，祝福弹琴姑娘。

理解“虔诚”一词，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祝福这位姑娘，可以说，也可以写。

6. 有感情地朗读第二和第六段，并试着背诵。

四、总结全文

1. 说说从弹琴姑娘身上，你学到了什么。结合处理课后第 3题。

2. 说说自己学会了哪些表达方法。

(蒋文利 薛正琪)

参考资料

☆ 陈伯吹（1906～1997），曾用笔名夏雷。上海宝山县人。小学毕业后辍学，当过学徒，后在乡村小

学教书多年。1927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儿童小说《学校生活记》，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四一二”事变后，流亡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1931 年，在北新书局主编文艺综合性期刊《小学生》，

同时编辑《小朋友丛书》、《北新小学活页文选》。“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先后写了讽

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童话《爱丽思小姐》和讽刺剥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话《波尔乔少爷》，小说《华家的

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等。1934～1937 年，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

画报》和《小小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立报》、《译报》、《文汇报》先后写了《新流亡图》、

《缠黑布的人》等二十多篇揭露和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反映国难中儿童生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并致力

于翻译欧美儿童文学，先后出版了《伏象神童》、《出卖心的人》、《绿野仙踪》、《空屋子》等十多种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1942 年离开上海赴四川，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业余从事创作和儿

童文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者队伍组织工作。1945 年，担任《小

朋友》主编。1946 年，与李楚材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儿童文学联谊会”。1947 年任《大公报》副刊《现

代儿童》主编。同年，加入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热情投入中小学教师“反饥饿，争生存”的民主活

动。这时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有：诗歌《下雪了》、《童话》、《小鸡出壳》、《老虎尾巴》，童话《不

勇敢的稻草人》、《甲虫的下场》、《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小说《亲爱的山姆大叔》，散文《希望的

塔》、《光明的烛》以及翻译作品《小夏蒂》等。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把

全部精力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中。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课程。1949～

1959 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连续不断为孩子们写了近百篇作品，出版了《一只想飞的猫》、《中国

铁木儿》、《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等童话、小说、散文集。“文革”十

年中，他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连续创作数十篇新作。出版了小说集《飞虎队和野猪队》、

《一场比赛》、《直上三千八百坎》等作品。陈伯吹还出版了大量的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如《作家和儿童

文学》、《儿童文学简论》等。1980 年，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上，小说选《飞虎队和

野猪队》获荣誉奖。半个多世纪以来，陈伯吹坚持不懈地在儿童文学园地上耕耘不息，不仅写下了近七十

种著作，而且还在 1981 年献出 5 万 5千元存款，作为评奖基金，设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为我国



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教学目标

1. 运用学过的方法学会本课生字，并能工整书写。

2. 读懂课文，了解细节描写的作用，感受高斯的聪明才智。

3. 学习前面部分描写为后文做铺垫的表达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了解凸透镜聚光的常识或动手做做实验。

学生：搜集与故事相关的资料或图片。

教材简析

本课《高斯智断瓶中线》为我们讲述的是德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高斯年轻时的故事。

故事先讲在高斯顶着烈日上学的途中，一群人出了一个难题，要高斯不打开瓶塞，把瓶中线弄断；接

着讲正当高斯一筹莫展时，一位好心老人的老花镜给了高斯启发，于是他借用老花镜把太阳光聚集在瓶里

的棉线上，高斯成功解决了难题；最后讲人们都佩服高斯的聪明才智。

课文按事情发展的顺序讲述故事，层次清楚。在叙事的过程中，作者多处运用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形

象，一个有礼貌、聪明机智的青年形象跃然纸上。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介绍故事的起因。“顶着烈日”为后来的智断瓶中线做铺垫。“匆匆往学院赶去”，在这

种情况下高斯也能停下来解决别人的难题，说明高斯乐于接受挑战。

* 风马牛不相及：比喻两者完全不相干。

* 第 3段：高斯的神态说明高斯被突如其来的问题考住了，但他没放弃思考。其他人的言行给高斯极

大的心理压力，衬托出高斯不畏惧困难的品质。

* 第 4段：“太阳光是那么的强”的描写既是照应开头，又为下文做铺垫。对高斯神态的再次描写，

表现了高斯不畏惧困难、敢于挑战的品质。

* 第 5段：这个细节为后来高斯解决问题做了铺垫。正是老人的老花眼镜给了高斯启迪，让他想出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

* 第 6、第 7段：这部分是高斯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加之学生知识水平有限，对凸透镜有聚光作用

不能理解，故这部分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学生理解的难点。可以补充太阳灶、太阳能利用的有关知识辅

助理解。结合上下文说说高斯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利用了阳光这一自然资源，巧妙利用了老花镜，结

合自己所学的物理知识），高斯的聪明才智来源于什么（敏锐的观察力、扎实的科学知识）。



* 第 8、第 9段：在大家的赞美声中，高斯表现得很平静。对他动作、语言的描写，再现了高斯谦虚

谨慎、有礼貌的形象。

* 识字写字教学：“沁”字形与“泌”区分，“恭”的下部分不要少写一点。

* 课后第 1题：旨在朗读课文的基础上了解课文的内容。让学生抓住题目中的关键字“断”，按事情

发展的顺序理一理：断线前发生了什么？怎么断线的？断线后怎样？

* 课后第 2题：可以结合课文的学习完成。

* 课后第 3题：要鼓励学生从高斯的智慧表现中受到启发，不在所受启发的大小，而在触动学生的思

考。

* 课后第 4题：品读句子，这一细节描写对后文起铺垫作用。学会这种写作方法，会使自己的作文既

有悬念又顺理成章，让读者感到新奇而又自然。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引入课题

1. 同学们听说过太阳灶吧，人们用一种装置将太阳光聚集在一起，利用它来替代煤、电等能源为人类

做贡献。今天我们来读一个与利用太阳光有关的故事。

2. 揭题，板书课题：高斯智断瓶中线。

(1)读题，说说从课题中你知道了些什么。（人、事。）

(2)质疑，围绕关键字“智”你想知道什么？（“智”表现在哪里？“智”从何而来？）

二、初读课文，理清课文层次

1. 自由读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 默读课文，思考这篇文章是按什么顺序写的，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怎样。

三、细读课文，感受品质

(一)快速默读全文，找出高斯智断瓶中线的那部分内容。（第 7段。）

抽学生朗读第七段，用自己的话说一说高斯是怎样断瓶中线的，断瓶中线必要的条件有哪些（老花镜、

太阳光）。

(二)快速默读，找出高斯智断瓶中线前的部分内容，思考这部分的描写有何用处。

1. 快速默读（1～6段），找出描写太阳的句子，想一想它在文中起的作用。

品读直接描写太阳光的句子：

(1)一天，高斯顶着烈日，匆匆往学院赶去。

(2)太阳光是那么的强，那个玻璃瓶偏偏放在炎炎烈日下。

品读间接描写太阳光的句子：

高斯紧张地思考着，他的额头不断沁出汗珠来。一颗晶莹的汗滴跟其他几颗汇成一大滴，沿着高斯高

高隆起的额头往下淌，啪嗒一下落在高斯身前的石板路上。



讨论：这些句子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2. 找出描写老花镜由来的段落（第 5、第 6段），品读这一细节描写在文中的作用。（突出高斯的聪

明智慧）

3. 讨论：高斯的聪明才智表现在哪里？这对你有何启发？（善于观察、巧妙利用身边的资源、灵活运

用所学的科学知识。）

四、总结全文

1. 学习文章的表达方法。

2. 复述课文。

(蒋文利 邓洪莲)

参考资料

☆ 数学天才—高斯

高斯（1777～1855），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出生于德国布伦兹维克的一个贫苦家庭。

父亲对高斯要求极为严厉，甚至有些过分，常常喜欢凭自己的经验为年幼的高斯规划人生。高斯尊重他的

父亲，并且秉承了其父诚实、谨慎的性格。

1787 年高斯 10 岁，他进入了学习数学的班次，这是一个首次创办的班，孩子们在这之前都没有听说

过算术这么一门课程。数学教师是布特纳，他对高斯的成长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说，高斯 10 岁时算出布特纳给学生们出的将 1到 100 的所有整数加起来

的算术题，布特纳刚叙述完题目，高斯就算出了正确答案。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不真实的传说。据对高

斯素有研究的著名数学史家 E·T·贝尔考证，布特纳当时给孩子们出的是一道更难的加法题：

81297+81495+81693+…+100899。

当然，这也是一个等差数列的求和问题（公差为 198，项数为 100）。当布特纳刚一写完，高斯也算完

并把写有答案的小石板交了上去。E·T·贝尔写道，高斯晚年经常喜欢向人们谈论这件事，说当时只有他

写的答案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孩子都错了。高斯没有明确地讲过，他是用什么方法那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

题。数学史家们倾向于认为，高斯当时已掌握了等差数列求和的方法。一位年仅 10岁的孩子，能独立发现

这一数学方法实属很不平常。贝尔根据高斯本人晚年的说法而叙述的史实，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而且，这

更能反映高斯从小就注意把握更本质的数学方法这一特点。

高斯的计算能力，更主要的是高斯独到的数学方法、非同一般的创造力，使布特纳对他刮目相看。他

特意从汉堡买了最好的算术书送给高斯，说：“你已经超过了我，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接着，

高斯与布特纳的助手巴特尔斯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直到巴特尔斯逝世。他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高斯由

此开始了真正的数学研究。





教学目标

1. 了解形容词重叠后的表达作用，积累描写人物外貌、心理、情感的四字词语。

2. 体会人物外貌描写的作用，在习作中自觉运用外貌描写的方法表现人物的特点。

3. 能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同学们，做到态度自然大方，语言清楚流畅。

4. 巩固边读书边批写的读书方法，逐渐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

教学准备

搜集读书的名言警句。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共安排了六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具体的语言环境体会形容词重叠的作用；二是

通过朗读，背诵积累描写人物的词语；三是总结、体会人物外貌描写的作用，激发学生在习作中自觉运用

人物外貌描写的方法；四是在交流互动中培养学生口语交际的能力和课外自主阅读的习惯；五是运用学过

的方法，写出自己崇拜的人的性格特点；六是通过学生自主批读描写人物的文章，培养学生主动批读文章

的习惯和批读文章的能力。

建议本课教学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旨在培养学生体会形容词重叠的作用。建议让学生先通读三组句子，总结出规律，

然后分组比较阅读，感受每组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在程度上的差异。

* “语海拾贝”：旨在让学生积累描写人物的词语，第一组是描写神态的，第二组是描写人物心理感

受的，第三组是描写人物情感的。建议让学生自读自悟，悟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和各自特点。有兴趣的学生

可以补充同类词语。

* “互动平台”：旨在让学生体会准确、恰当的外貌描写对刻画人物特点所起的作用。建议让学生自

读对话后总结出作用，读出少年闰土和爱因斯坦的特征。启发学生举一反三，联系原来学过的课文，进一

步体会人物外貌描写的作用。

* 学习伙伴引导学生加入讨论，让学生说说自己印象深刻的外貌描写，包括自己写过的外貌描写。

* “口语交际”：旨在通过交际实践，使学生乐意把自己喜欢的一本书清楚明白地推荐给他人，培养

学生表达、倾听、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和课外自主阅读的习惯。教师应在课前布置学生仔细阅读自己最喜

欢的一本书，对书的内容充分熟悉，形成自己独特的感受，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口语交际活动中有话可说，

让说的同学和听的同学真正有所收获。

* “习作百花园”：让学生自读这段话，先提炼出写作内容和要求，再进行习作。鼓励学生运用外貌



描写的方法，写出人物的特点。

1. 内容：写什么？写崇拜的人，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也可以是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里的人，要写清

楚崇拜他（她）什么，为什么崇拜。

2. 要求：把题目补充完整；内容具体，感情真挚。

* “自主阅读园地”：要放手让学生自主批写，批读后鼓励学生互相交流，也可以请老师看看。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学生分别读三组句子，找出规律。

2. 学生再读句子，体会词语重叠后所表达意思的程度是怎样加深的。

3. 拓展：举出你看见过的叠词，并加以体会。

二、语海拾贝

1. 学生自读词语，分组读，抽读。

2. 说说每组词有什么规律。

3. 拓展。分组进行词语大比拼。根据每组词的特点说词语。

三、互动平台

1. 学生自读对话，分角色读对话。

2. 从他们的对话中，你体会到什么？

3. 把你见到过的关于人物外貌描写的优秀片断介绍给大家。

四、口语交际

1. 出示培根的话，介绍培根。从培根的话中激发学生读好书的兴趣以及向同学推荐好书的愿望。

2. 教师向学生推荐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引导学生明白向别人推荐书应介绍书名、作者、主要内容和自

己读书的体会。

3. 引导学生回忆自己最喜欢的书。思考：我准备向同学们推荐什么书?怎样推荐才能使大家想读、爱

读?

4. 学生在小组内向同学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组内同学可以提问或补充，教师巡视指导。

5.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向本组以外的好朋友推荐自己喜欢的书，教师参与推荐活动。

6. 民主评出数名推荐明星，请小明星上讲台向全班同学推荐自己喜欢的书。

7. 教师出示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激励学生在生活中多读书、读好书。

8. 学生选择作业。

（1）课后向小伙伴或家人推荐自己喜欢的书。

（2）课后阅读同学推荐的好书并和同学交流读书体会。

五、习作百花园



1. 激趣引入。

在生活中，或在电视节目里，或在你读过的书中，有没有你崇拜的人？请你说说。

2. 读题，明确习作要求：内容具体，感情真挚。

3. 习作指导。

（1）分组交流，说说你准备写哪一个让你崇拜的人，他有哪些地方值得你崇拜。

（2）你怎样通过外貌描写写出他的性格特点？

4. 学生试写。

5. 改习作。

（1）学生自己仔细读，并试着修改。

（2）示范修改。请两名学生朗读习作，组织全体学生对照习作要求进行评议。

（3）学生运用刚才的方法，四人一组，相互修改。每组推荐出一篇最好的习作。

（4）佳作欣赏。教师从各组推选出的优秀习作中选择一两篇佳作及优秀片断请学生品评欣赏。

（5）结合评议意见，学生对习作再进行修改。

6. 誊抄习作。誊抄时注意书写工整，不写错别字。

六、自主阅读园地

1. 激趣引入。

边读书边批写，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同学们在学习中运用过吗？本册一单元我们学了课文《三峡

之秋》，对边读书边批写进行了示范，你愿意学习这种读书方法吗？

2. 读课题，明白要求。

3. 学生自读短文，根据要求边读边批。

4. 学生汇报自己的批注，大家进行评议，对好的加以肯定。

（王玲）

参考资料

☆ 作者简介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鸣锣开道者。他最早表达了近

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

对近代科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培根是除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对经济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

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他的主要著作是《伟大的复兴》。培根还是一位政论家，著有《政

治和伦理论文集》。

☆ 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

好书是伟大心灵之宝贵血脉。

—弥

尔顿

书籍乃世人累积智慧之明灯。

—寇

蒂斯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莎

士比亚

书就是社会，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世界，好的社会。它能陶冶人的感情和气质，使人高尚。

—波

罗果夫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

—伏

尔泰

每一本书是一级小阶梯，我每爬上一级，就更脱离畜生而上升到人类，更接近美好生活的观念，更热

爱书籍。

—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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