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正确、漂亮地书写。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能讲述故事的梗概。

3. 能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抓住关键词句体会贺龙在艰苦岁月里的乐观、幽默、对战友的深情厚

谊，激发学生对革命先辈的热爱之情和崇敬之情。

教学准备

教师：把关键词句做成课件。

学生：搜集有关贺龙或其他革命前辈的故事。

教材简析

炮火纷飞的年代虽然是遥远的回忆了，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长

征路上发生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将永载史册。在党的武装斗争史册上，贺龙是一个光辉的名字。在共

和国十大元帅中，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36年 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指挥下离开甘孜，进入川西北，准备通过几百公里的

荒芜草地，前往甘肃南部哈达铺一带。贺龙亲率红三十二军，担负断后和总的收容任务。这次进军，贺龙

和三十二军一开始就处在饥饿之中。为了使部队渡过难关，贺龙和大家一起挖野菜、掘草根。同时，贺龙

还号召大家到河沟、水塘里抓鱼，抓草地上的蚂蚱。一路上，凡是遇到河沟水塘，他都带头去钓鱼。本文

讲述的就是断粮时贺龙钓鱼解决粮食问题的故事。

贺龙到底有什么魅力，让世人景仰爱戴？读完《贺龙钓鱼》一文，便可窥一斑见全豹。课文先写了进

入草地后部队遇到的困难：粮食几乎断绝，战士身体虚弱，伤病员增多。这为后面写贺龙把来之不易的食

物分给大家以及亲自钓鱼埋下伏笔。接着写贺龙把兄弟部队支援的牛肉给了伤病员，贺龙对警卫员说的话

耐人寻味。然后具体描写了贺龙执竿钓鱼的情况。第 11～14段是阅读的重点之一。贺龙与马的默契，竿

无虚发的熟练技巧，无不体现了钓鱼补充粮食对贺龙来说是常事；“简陋的渔竿，凝聚着贺龙对革命必胜

的信念，对战友骨肉般的深情厚谊”这句话是对贺龙的高度赞扬。最后写钓鱼后回到总部的几段对话，政

委的不安与贺龙的不以为然再次集中凸现了贺龙的乐观与幽默。贺龙在困难面前的乐观、幽默鼓舞着大家，

在缺粮少食的境地里对战友的深情厚谊感动着大家。全文语言极为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但读起来却令

人心潮澎湃，让人感动万千。



课文较长，抓住故事的梗概，可迅速了解课文内容。贺龙的语言、动作描写非常精彩。要抓住关键语

句好好体会。这是本文的重点。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教学时可先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然后抓住重点词句品读。

＊ 第 1段的景物描写看似平常，实则是刻意所为：川西草地上的美丽景色，与贺龙魅力交相辉映；

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上还有闲情雅致欣赏风景，这正是革命者乐观精神的体现。要让学生美美地朗读。

为什么单单写贺龙钓鱼呢？这与红军长征进入草地后部队遇到的困难有极大的关系。作者比较详细地

介绍了当时部队遇到的困难，要让学生细读第 2段，勾画有关语句，并进行体会。

＊ 引导思考：贺龙为什么以怀疑的语气问。因为红军有铁的纪律，即使在断炊的情况下，也不能违

纪弄来食物。

“一定！快去吧！”两个“！”表明了贺龙的坚定、果断；“生气的样子”写出了贺龙的真诚；“我

吃了”“我自有办法”把贺龙幽默的性格和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警卫员由高兴，变得犹

豫、不情愿，也从侧面烘托出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和战士对贺龙的爱戴。

＊ 这里具体描写了贺龙执竿钓鱼的情况，可让学生先自读、体会、旁批，再交流，说说你从中体会

到些什么。贺龙与马的默契让人辛酸，要抓住“老伙计”“抚摸”“会意”这几个词句好好体会。贺龙执

竿钓鱼一段动词用得很准确，他的专注，他的竿无虚发，反映了他钓鱼的熟练。

＊ “简陋的渔竿，凝聚着贺龙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对战友骨肉般的深情厚谊”这句话要让学生结合

上下文谈感受，感悟它所蕴涵的深意。

＊ 贺龙满载而归回到总部后与政委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一个不安，一个爽朗大笑。可抓住贺龙的

语言、动作来细细体会贺龙开朗、乐观、幽默的风格。

＊ 识字与写字教学：注意“腆”的读音，是“”不是“”。书写指导的重点在“髯”这个笔画较多

的字，引导学生注意上下安排要紧凑。

＊ 课后 1题是训练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讲述故事的梗概要交代清楚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主

要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 课后 2题提示了课文学习的重点，要让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谈体会。

＊ 课后 3题告诉我们，人物的形象体现在人物的语言、动作中，可勾画出有关词语，加以体会。



＊ 选做题可安排在课前预习或课后进行。查阅有关资料后，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或拓宽

学生的知识面。

教学设计参考

一、题目引入，质疑问难

1. 出示“贺龙”照片，交流搜集到的有关贺龙的故事。

2. 读题，说说你从中知道了什么？

3. 再次读题，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4. 作为十大元帅之一，为什么不写他驰骋沙场的英姿，却写他钓鱼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课

文。

二、读通课文，整体感知

1. 自由读课文，想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遇到生字或难读的字多读几遍。

2. 学习生字词：先小组内组员互教互查，再集体检查。

重点：“腆”的读音。书写“髯”这个笔画较多的字注意上下安排要紧凑。

3. 再次默读课文，讲述故事的梗概。

三、细读课文，感悟体会

1.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艰苦卓绝的，从文中哪些地方可看出来？读后用自己的话归纳，再朗读体会。

2. 贺龙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读文勾画出有关词句，体会、批注。

3. 交流，重点点拨以下几个地方：

⑴分角色朗读第 3～10段，抓住贺龙的语言和神态体会他的幽默和为战友着想的精神。

⑵读第 11～14段，看看你从中体会到些什么？

①自读，感悟，批注。

②抓住关键词，结合资料谈体会。

③找出这几段中回忆的部分，说说加入这一部分有什么作用。

④引读第 11～14段，读出感情。

4. 出示最后一段话，抓住贺龙的语言、动作，体会他的幽默与乐观。



5. 读第 1段。文章开头为什么要描写草地的美景？

四、情感朗诵，拓展感悟

1.选择你最感兴趣的一个或几个地方练习朗读，读出感情。交流、评议。
2.读了贺龙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写一个片段。

参考资料

☆贺龙的故事

（一）

“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在当年流传甚广。

1917年 12月，贺龙与另外一名青年手持两把菜刀，袭击了护送县长的卫兵，夺得两把
汉阳造步枪，以后又重新组织起武装。后来，贺龙在党的“七大”前填写履历表时写道：“1917
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这就

是“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

（二）

为了给同志们寻找“粮食”，贺龙有一次外出钓鱼遇到危险，险遭不测。当时他带

着警卫员走得很远，正钓得入神，忽听背后响起了枪声，回头一看，几十个反动武装的骑兵

从不远处一个草梁子上冲了下来，一边打枪一边“噢嗬、噢嗬”地喊叫，眼看就要冲到跟前

了。几个警卫员迎了上去，“噼噼啪啪”双方对射起来，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贺龙却毫

不在意地继续钓鱼，因为他从子弹飞来的声音里听出危险性不大。直到又钓起一条尺把长的

鱼，他才放下渔竿说：“我去看看。”而这时骑兵吃了警卫员的“硬家伙”已经调头向后转

了。

（三）



1952年，中央决定由贺龙担任新成立的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得知后爽快地
说：“毛主席叫我干，我就干！”在他和国家体委的努力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开展、

突飞猛进，不仅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而且为跨入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贺龙也

因此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廖柏秋周华）



教学目标

1. 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并能正确、工整、美观地书写。

2.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在抗日战争中游击队员的英勇风采；体会小兵张嘎的懂事、

勇敢、机智和爱憎分明。

3. 能联系上下文体会词句意思，并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描写，体会人物的品质及所蕴含的感情，

感受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好处以及作者详略得当的表达方法。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小兵张嘎》的电影片断和当时的背景资料。

学生：搜集有关其他儿童团员的故事。

教材简析

观看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这篇课文选自中篇小说《小兵张嘎》，选取了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

成为小侦察兵、与区队长一起消灭日本鬼子这几个画面，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少年英雄的生动形象。苦难的

童年、懂事的孩子、对手枪的渴望、面对凶恶的日寇机智勇敢……这就是小兵张嘎留给我们的印象。

本文故事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叙事详略得当，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先简单描写了张嘎与奶奶相依为

命的情景和奶奶死后他成为小侦察兵的过程，然后从第 6段开始，花大笔墨重点描写了他与区队长一起消

灭日本鬼子这件事：诱敌入屋、与鬼子巧妙周旋、协助战士消灭鬼子、夺得渴望已久的手枪……

虽然所写的事离现在孩子的生活较远，但因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会吸引孩子的眼球。理解课

文时，要重点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在表达方面，主要是通过人物简洁的对话，传神的动作、

神态、心理刻画和精彩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形象。学习课文时一定要抓住这一特点，细心体会人物的

品质及所蕴含的感情。这是学习的重点。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学习课文可以通读全文，先弄清楚课文讲了几件什么事，哪些地方写得详细，哪些地方写得简略；

再重点读写得详细的段落，在自读自悟的基础上，交流讨论：小兵张嘎是一个怎样的小兵？从哪些关键词

句中可以看出来?

＊ 鬼子的凶残、奶奶的牺牲、听八路军战士老钟讲打鬼子的故事是张嘎走上革命之路的诱因。

＊ 小兵张嘎的动作、语言，作者刻画得十分传神，要抓住描写人物言行的重点词句读一读，引导学

生讨论、探究，体会重点词句的意思，进一步了解人物的内心。如：“嘎子一惊，失声叫道……快预备饭

啊”一个“急忙改口”“快预备饭啊！”把小兵张嘎的临危不乱、聪明机智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 课文三处写到小兵张嘎对手枪的喜爱与渴望。第一处直抒渴望之情；第二处抓住“一连”“舔”

“好几下”细细体会；第三处则从速度之快和心的沸腾、快乐写出了得枪后的喜悦之情。小兵张嘎对手枪

的喜爱与渴望固然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但也烘托出他渴望像游击队员一样上战场，保家卫国。

＊ “说时迟……栽在台阶上。”在眨眼之间，小兵张嘎采取了果断的做法制服了鬼子，可见其聪明

机智；而鬼子“一窜”“一夹”“一栽”的狼狈相，则从侧面突出了小兵张嘎对敌人刻骨铭心的仇恨。

＊ 识字与写字教学：注意“淀”的读音，是“”不是“”，“一霎间”与“一刹那”意思相近，但

“霎”读“”不读“”。书写指导的重点在“囊”字的笔画安排，引导学生注意三个“口”的大小变化。

＊ 课后 1题是全文学习的重点，旨在引导学生细读课文，抓住关键词句了解小兵张嘎这个人物的形

象。

＊ 课后 2题：通过带点词语的恰当运用，把嘎子的机智和鬼子的狼狈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 课后 3题是引导学生体会作者的写作方法，分辨详写和略写，了解详略得当的好处。写嘎子诱敌

的部分写得详，而写嘎子从一个苦孩子成为一名小侦察员则一笔带过（略去了怎样成长为小侦察员的经过）。

＊ 课后 4题是对学生归纳、记忆、词汇积累、口语表达的训练。先分小组进行，再在全班交流、评

议，回家后讲给父母听。

教学设计参考

一、讲述引入“自古英雄出少年”

在抗日战争的血与火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小英雄，如把敌人引入包围圈而牺牲的王二小，巧送鸡

毛信、勇敢机智的海娃……今天，我们来读读小兵张嘎的故事。

二、读通课文，整体感知

1. 张嘎到底是个怎样的小兵呢？请大家通读课文，注意遇到生字或难读的字多读几遍。



2. 出示全文的生字新词，开火车诵读，并把生词所在的句子读一读。

3. 分小组读课文。注意在评价中正音。

4. 读完全文，你能说说小兵张嘎是个怎样的小兵吗？

根据回答板书。

三、细读课文，感悟人物形象

1. 默读课文，找一找课文写了小兵张嘎的哪几件事，哪件事写得最详细？

2. 从第一、二件事中你认识了一个怎样的张嘎？

3. 读第 6～11段，抓住关键词句感悟人物形象，可以做旁批。

4. 交流：从哪些词句可看出小兵张嘎的聪明、机智、勇敢，爱憎分明？

重点 1：“嘎子一惊，失声叫道……快预备饭啊！”

重点 2：“说时迟……栽在台阶上。”

重点 3：课文三处写到小兵张嘎对手枪的喜爱与渴望。

5. 指导朗读重点句。

四、总结拓展

1.这个故事真精彩。想不想回家讲给父母听？指导讲故事。

2.读了课文，你有什么收获？（重点从写作方法上谈）

3.你还读过哪些小战士的故事？交流。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并能正确、漂亮地读写。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分角色朗读课文中的对话部分，读出人物相应的语气，背诵课文第 4、5段。

3. 能抓住课文的关键词句，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并通过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了解人物的内

心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激发学生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怀念。

教学准备

教师：阅读《红岩》，了解当时的背景资料。歌曲《红梅赞》，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片段。

学生：搜集有关江姐的故事。

教材简析

《红岩》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小说，它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革命者形象。江姐，便是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一个。本文截取了江姐临刑前的一个片段，为我们刻画了一个革命者的光辉形象。

课文先交代了事情的起因——特务要把江姐和一批同志转移走。接下来具体写了富有斗争经验的江姐

知道情况后，首先不慌不忙地把未写完的讨论提纲塞到床铺下，然后从容地梳妆打扮，饱含深情地与难友

话别，鼓励战友勇敢地和敌人斗争，最后英勇就义。

《江姐》一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丹娘”的坚强意志，更让我们敬仰革命先辈面对死亡从容不

迫、不畏不屈的崇高的革命精神。

本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内心。学习时，要好好体会这些词句

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课文所写的时代背景很特殊，当时的渣滓洞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敌人眼见末日就要来临，在做



垂死挣扎，疯狂杀害关押在那里的革命志士。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江姐从容不迫地做了几件事：

1. 把未写完的讨论提纲塞到床铺下。这充分体现了她的机智，考虑事情周密。一个“不慌不忙”写

出了江姐的平静心态。

2. 梳妆打扮。从容地换上漂亮的旗袍、毛线衣，仔细地擦皮鞋，认真地照镜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

亮亮的，像赴什么隆重的典礼。这烘托出江姐对生活的热爱和愿为崇高的理想献身。

＊ 江姐的神态、动作、语言表现了她的勇敢、坚强，把革命事业当作了自己毕生的追求，表现了一

个革命者面对死亡从容不迫的不屈的灵魂。

＊ 与难友依依话别，鼓励战友勇敢地和敌人斗争。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当江姐把战友收拾的衣物递

还回去说“留给大家吧。看见这些东西，就等于看见我一样”时，战友们会想些什么？

＊ “要勇敢一些！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着最后考验的时候，都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最

后考验的时候”指什么？为什么这段话像是江姐对自己说的，也像是对大家说的？

＊ 最后一段的描写，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乐观主义精神。

＊ 识字与写字教学：注意“滓”的读音是平舌音；书写指导的重点在“铐”字右边，“考”的笔顺

是：。

＊ 课后 1题是引导学生朗读、背诵江姐从容打扮的细节，通过这些描写，感悟江姐对生活的热爱、

对死亡的蔑视。

＊ 课后 2题提示了课文学习的重点，江姐献身革命、从容就义的英勇形象是从人物的语言、动作与

神态中，展现出来的。可以在理解内容的过程中完成。

＊ 课后 3题可作为课前预习或课后拓展使用。查阅有关资料，帮助学生了解更多革命先烈的故事，

更好地理解课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情引入

1. 放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片段，简单介绍《红岩》。

2. 讲述：在《红岩》塑造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革命者形象中，在革命斗争年代牺牲的先烈之中，有

这样一位女性，不管老人还是孩子，都尊称她为“江姐”。吟唱她高尚品质的歌曾经成为特定时代的流行



曲，她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深入人心。这位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女烈士——江姐，名叫江竹筠。

二、读通课文，整体感知

1. 自读课文，看看课文写了件什么事，遇到生字或难字多读几遍。

2. 检查生字词。

3. 交流：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细读课文，感悟交流

1. 面对所谓的“转移”，特务、难友、江姐各是什么表现？分别用不同的符号勾画出写人物动作、

神态、语言的句子，抓重点词进一步了解人物的内心。

2. 交流重点词句。

特务：不停地催促。

难友：难过、不安、痛哭、舍不得。

江姐：不慌不忙、平静、像赴盛典、挺立。

⑴从“不慌不忙”你体会到什么？

⑵为什么看见江姐“平静的表情”，大家还不安？从“平静”和“不安”你读懂了什么？

⑶江姐为什么要精心地梳妆打扮？

指导读好第 4～5段，并背诵。

⑷读读江姐与难友告别的话，你读出了些什么？

引导学生讨论：当江姐把战友收拾的衣物递还回去时，当她说“留给大家吧。看见这些东西，就等于

看见我一样”时，江姐会想些什么？战友们会想些什么？

“要勇敢一些！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着最后考验的时候，都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最后

考验的时候”指什么？为什么这段话像是江姐对自己说的，也像是对大家说的？

⑸出示最后一段：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又想起了哪些画面？放歌曲《红梅赞》，朗读。

四、读写结合，升华情感

1. 再次放歌曲《红梅赞》。听着这动人的歌曲，望着江姐的面容，你想说点什么？写下来。

2. 交流。

参考资料

☆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农历 8月 20生于四川自贡，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11岁时，她又进

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

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



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 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

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

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

报纸就发行到 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 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

6月，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码头的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

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

争。1949年 11月 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 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英勇不屈的卓娅——“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震动了无数人的心：“竹签子是

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廖柏秋周华）















教学目标

1. 了解“象声词”在表达中的作用，并学着运用。

2. 积累富有哲理的名句，获得人生教益。

3. 把握写读后感的方法，能联系生活实际写好读后感。

4. 与同学交流看电影或看电视后的感受。

教学准备

提供富有儿童视角的读后感。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温故知新”安排了四个含拟声词的句子。这道题旨在引导学生感受模拟声音的词在表达上的作用。

“词语拾趣”选编了五句谚语，它们告诉了我们许多人生哲理。

“互动平台”通过师生俩的一组对话，告诉我们读文章要边读边批，并讲解了写读后感的基本方法。

“口语交际”结合本单元的主题——革命传统教育，与同学交流印象最深的片子，既练口语交际，又

是对本单元课文内容的补充，升华学生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习作百花园”在“互动平台”“口语交际”训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练习写读后感，要把自己受到

的感动写下来。

“自主阅读园地”选编了一篇习作——读《七颗钻石》有感。这是一篇习作例文，引导学生如何写读

后感。

本组“积累与运用”增加了新的知识点，写作内容、写作方法又拓宽了一个方面。循序渐进的安排，

旨在让学生积累更多的好词、佳句、美文，尝试一些新的读书方法和习作练习。

建议本课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朗读这四个句子，学生会发现带点的词都是模拟声音的词语，用上它，句子显得生动形象，而且

读起来铿锵有声。

＊ 选编的成语都是八字一组的。鼓励学生记下来，是会有用的。

＊ 先让学生同桌分角色读一读，再说说读后你知道了什么，然后引导学生明白“不动笔墨不读书”

的道理，读书时可做旁批，也可写读后感，即读完后再写出自己的感受。

＊ 仔细读题，明确这次口语交际的内容和具体要求。在交流中，先指导学生选择自己印象最深的影

片在小组内交流，让人人参与，再推荐优秀者在全班交流。

＊ 教学时，引导学生回顾“互动平台”学到的写作知识，挑选一篇最受感动的课文，写一篇读后感。

注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重点是选择自己最受感动的课文，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具体地写下来。

＊ 这篇读后感可作参考。但不要仿写。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出示句子，品读，看看你能感受到什么？

2. 交流感受。

3. 小结，用上模拟声音的词，句子更具体，更生动。

4. 仿说几个句子。

二、词语拾趣

1. 生自读成语后交流：你读懂了哪一句？说意思或举例说明。

2. 你对哪个句子还不太了解？交流解惑。

3. 自己记成语。

4. 老师创设语境，学生用相应的成语来回答。

三、互动平台

1. 同桌分角色读对话。

2. 读后说说你明白了什么。

3. 引导归纳读后感的写法。

四、口语交际

（一）教学目标。

1. 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介绍自己印象最深的革命影视片的内容或情节。把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说

具体、说生动。

2. 能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并能从中学习别人好的表述方法。

3. 能接受别人的建议，养成向人请教，与人商讨的好习惯。

4. 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二）教学过程。

1. 自读题目，弄清要求，激发兴趣。

⑴读题目，你明白这次口语交际要讲哪方面的内容了吗？

⑵回忆你看过的革命影视片，哪部印象最深，选好讲述的内容，作好评选“口语大王”的准备。

2. 小组活动，交流点拨。

⑴自己试讲。

⑵在小组内讲。要求互相帮助。

⑶每组推选一名代表在全班交流。适时点拨同学们在说的过程中的不足。引导他们注意介绍具体，有

吸引力。

3. 评选“口语大王”。

五、习作百花园

（一）教学目标。

1. 能用三言两语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

2. 能抓住感动的一点，联系文章或生活实际谈感受。

3. 感受习作的快乐，培养学生乐于表达的兴趣。

（二）教学过程。

1. 读题，明要求。

2. 写“读后感”与写一般的习作不一样，写作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首先读懂原文，然后想想感动自己的是什么，接着想想由此可联想到什么事、什么人以及哪些名言警



句，理好思路后还要给文章定题目，最后再动笔写。

3. 指导习作。

⑴读后感的题目多种多样，既可以直接写题目，如：《珍珠鸟》读后感；也可以用一句话或一个词做

正题，如：我和她比童年——读《卖火柴的小女孩》有感。

⑵如何布局成文呢？一般读后感可分 4部分来写：

第 1部分，引述原文，提出感动自己的地方，或摘抄，或转抄，或概述。

第 2部分，分析原文谈感想。

第 3部分，联系实际，生发开去。可以由此想到有关的人、事、名言警句等。

第 4部分，归纳、回应原文，作出结论。

要将文章前后内容彼此联系起来，首尾呼应，形成一体。回扣原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回扣

方法可以是点原文题目，也可以是引用原文中精辟的词或句子。

4. 学生习作，教师相机指导。

5. 习作交流、互评、点评。

6. 修改、抄写。

六、自主阅读园地

1. 通读全文，读准字音，体会作者的情感。

2. 结合互动平台。引导学生讨论这篇读后感中作者表达了自己怎样的感受。

（廖柏秋 刘华）

单位说明

我们祖国不但有魅力四射的汉字，还有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和享誉中外的名胜古迹。这些都是我们宝

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每个炎黄子孙了解与学习。

本单元围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组元，选择的课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诗词两首》用诗与词

两种不同风格的表现形式，感受江南农村的自然风光、生活情趣、风俗习惯以及西湖夏季的美景。《围魏

救赵》这个历史故事中，孙膑在战术上因势利导，制造假象，避实就虚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表现了孙

膑善于观察分析，有过人的才智。《我爱你，中国汉字》通过对汉字的赞颂，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读来令人振奋。《闻名中外的“三孔”》向我们介绍了孔子故里的——孔庙、孔府、孔林，让我们在欣赏

古代建造者们巧夺天工的同时感受祖国的传统文化。

学习这组课文，我们会沉浸在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中。作为中华民

族的子孙，我们为之骄傲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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