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边读边想象观众激动的情绪和艺术家精彩表演的场景。能感受艺术

家精湛的技艺与崇高的品德，感受人民群众对艺术家的喜爱。

3. 学习精彩场面的描写以及关键词语对于表现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

教学准备

1. 搜集关于梅兰芳的文字资料及图片资料。了解梅兰芳的生平及主要艺术成就。

2. 教师在课前充实一些关于京剧艺术的常识。

教材简析

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首都公园的露天剧场为群众演出的事情。在这篇文

章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人民对艺术家无比热爱的激动场面，以及艺术家精彩表演的场面。通过这些

描写，使我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真的在那个闷热的傍晚，来到公园里的露天剧场，和所有的观众

一道感受那热切与激动的气氛。艺术家的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音乐、歌舞，刻画描写得细致入微，

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作者把对人物的描写和对场面的描写结合得非常紧密 ，把眼睛看到的和感情体验结合得非常紧

密。他把观众比喻成海，这个海随表演的情景而变化，时而沸腾，时而平静。他把艺术家的歌唱比喻成珠

子一粒一粒地滚下来，滴在地上，溅到空中，落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引起一片深远的回音。他把艺术家比

喻成一朵盛开的鲜花，观众像潮水一样，涌到这位艺术家的面前。这些精彩的描写相互穿插，编织成一个

整体，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处于一种阅读的兴奋之中。这些写作技巧，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

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在这些地方下工夫，让学生认真体会，细细品味。

这篇文章在用词方面也很有特色，值得学习借鉴。

关于梅兰芳的演出资料很多，这里只反映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场面，由点及面，了解艺术家

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的原因，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京剧艺术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反映出人民对艺

术的追求和热爱。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补充各种资料来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对梅兰芳的了解。

建议本课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段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这一段的“静”字，为后面的沸腾作铺垫。

＊ 第 2段集中告诉我们，这种“静”，不是没有人，而是挤满了人。在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人。

而且，作者还作了一个比喻——“这简直像一个人海”。这些人都是来观看梅兰芳先生的京剧表演的，虽

然有这么多人，却又这么安静，这可看出人们是多么期待演出开始，他们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激情。犹如“海

在屏住呼吸”。

＊ 第 3段写演出开始，写了演员，写了舞台，写了观众。作者先写群体后写个人，由面到点逐

步深入。剧场和观众是海，变幻的舞台是蜃楼，如幻如梦，变化无穷。蜃楼：也就是通常说的“海市蜃楼”

“蜃景” 。光线经过密度分布异常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时，把远处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的奇异幻

景，常发生在海边和沙漠。紧接着“那里面有歌，也有舞；有悲欢，也有离合；有忠诚，也有奸谗；有决

心，也有疑惧；有大公的牺牲精神，也有自私的个人打算”，这一组句子把《穆桂英挂帅》 这个戏剧故事

的剧情做了一个概括的描绘，突出了戏剧的跌宕起伏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奸谗：奸诈，奸险，出卖国家

利益，说人坏话和用花言巧语巴结人。）这一段有很多对意义相反的词语值得学习积累。

＊第 4段是着重写了梅兰芳的精彩表演。当女主角出场时，“平静的海陡然膨胀起来”这个“陡

然”和“膨胀”说明观众的激情是蕴涵已久的。“卷起一阵暴风雨”“像触了电似的”“报以雷鸣般的掌

声”，凸现了观众对剧中人物的喜爱，从侧面衬托出艺术家表演技巧的高超。“圆润的歌喉在夜空中颤动，

听起来似乎辽远而又逼近，似乎柔和而又铿锵”，圆润的歌喉说明艺术家的歌声美妙，“辽远”与“逼近”，

“柔和”与“铿锵”是两对反义词。既表现了艺术家演唱的技巧高超，又反映出剧情跌宕起伏，内容丰富。

（铿锵：形容声音响亮有力）。这里对艺术家唱腔的描写细腻生动，妙不可言。作者把艺术家的唱词比作

“珠子”，从一笑一颦中，从优雅的水袖中，从婀娜的身段中，“滴在地上，溅到空中，落进每一个人的

心里”，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看到艺术家那高超的表演。（颦：皱眉头。婀娜：轻盈柔美）。作者在形

容歌声如珠子时，用了一系列动词“滚、滴、溅、落”增强了动感，描绘出唱段的感染力。这一段，一定

要让学生仔细地朗读品味，边读边想象。还可以结合课后第 3题进行，体会词语在表现艺术家精湛技艺方

面的作用。

＊ 第 6段写戏剧达到了高潮。这一段把艺术家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响融为一体。“戏在这时候达

到顶点。我们的女主角也就在这时候像一朵盛开的鲜花，观众想要把这朵鲜花捧在手里，不让它消逝。”作

者的这一个比喻，不仅新颖贴切，而且有很强的感染力。表现出人民群众是多么地喜爱和珍惜人民的艺术

家，希望美好的艺术之花永远绽开，永不凋谢。让我们感受到梅兰芳艺术生命的辉煌。观众像潮水一样涌

到艺术家面前，观众和他打成一片。舞台已经失去了界限。这儿的场面描写十分生动，反映了整个演出的

盛况。演员与观众水乳交融，人民艺术家和人民心心相通。这也告诉我们，艺术和艺术家的土壤就是人民

群众，艺术和艺术家的生命植根于人民群众。

＊ 最后一段以一个设问句开始，自问自答，点出这个艺术家就是梅兰芳。这是梅兰芳先生在

66 岁高龄演出时的盛况。

＊ 本课的生字要注意“耿”和“铿锵”的读音。“”、“ ”。书写时，要注意“沛”字的右

边不是“市”字，而是一竖从头拉到脚。

＊ 课后第 1题在进行教学时完成，文中这样描写的地方很多，不一定每个地方都要展开想象，

有重点地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场面来进行训练。比如第 4、6段中的场面描写。

＊ 课后第 2题在教学时，由学生自己勾画，然后进行交流。老师要引导学生吸纳借鉴这样的场

面描写，在今后的习作中学习精彩的场面描写。

＊ 课后第 3题的词语采用随文的方式来进行， 在学习课文时联系课文内容深入理解，这些词

语在表现梅兰芳表演艺术精湛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梅兰芳表演的声音、动作。

造句可以放到课文学习完了以后进行。

教学设计参考



一、题目引入，交流资料

1. 读题目，了解课文写的是看谁演戏。

2. 交流自己搜集的关于梅兰芳的各种资料。了解梅兰芳其人其事。

二、自读课文，了解大意

1. 自己读全篇文章，了解课文所写的这一次看戏的情况。

2. 边读边勾画自己不理解的地方。

三、交流讨论，合作解疑

1. 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

2. 教师把带倾向性的问题罗列在黑板上。

3. 师生一起合作解决部分疑问，剩下的疑难问题留待深入学习课文时解决。

四、再读课文，了解演出的时间、地点

1. 学习课文第 1、2段，了解演出的时间、地点、观看对象及当时的情况。

2. 自己读课文，按老师的阅读提示弄明白时间、地点、人物、景物。

3. 把写演出前的景况的场面描写部分找出来作上记号再读一读。想一想，作者把观众比喻成

什么。

五、精读重点，理解词句

1. 自读课文第 4、6段，边读边勾画自己认为写得精彩的地方和特别能够打动自己的地方。

2. 把自己勾画出来的地方读给大家听。

3. 说一说自己勾画的理由和自己的理解。

4. 教师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一些词语和句子，并通过这些描写来感受表演的精彩和观众的激动。

5. 完成课后第 2题。

六、朗读想象，体会感悟

1. 请一个同学有感情地朗读第 4、6 段，其他同学闭上眼睛，根据作者的描绘想象表演和观众

反响的场面。

2. 同学评价，再请一个同学有感情地朗读。

3. 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感情地朗读，边读边想象，完成课后第 2题。

4. 教师进行朗读指导，一定要读出自己的感动和激动。

5. 谈自己读文章重点段后的感受。

6. 师生交流感受。

七、补充资料，欣赏艺术

1. 教师可以提供一些有关梅兰芳京剧表演的音像资料供学生欣赏。

2. 教会学生初步了解我国的戏剧文化，学会欣赏。

3. 由此进行拓展，简单介绍一些其他传统文化的精粹。

4. 学生自由谈论自己的收获。

八、朗读全文，升华认识

1.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 在教师引导下理解艺术与人民的关系。

九、自主积累，完成书面作业

1. 把自己喜欢的词语抄写下来，读一读。

2. 选自己喜欢的词语造句。

3. 练习写一写有关的场面描写。

4. 交流自己写的精彩片段。



（祝升）

参考资料

京剧：我国全国性的主要剧种之一，也叫京戏。

旦角：戏剧角色，扮演妇女，有青衣、花旦、老旦、武旦等区别。

穆桂英：《杨家将》中人物，智勇双全，尤善骑射，因自招杨六郎杨宗保为婿，归于宋营。在

抗击辽的侵扰时，跃马披甲，大破天门阵。后宗保死于抗击西夏的战争中。佘太君百岁挂帅，率领杨家十

二寡妇征西，穆桂英年已五十，仍担任先锋，深入险地，力战击退侵扰。她是古代作品中深受人民喜爱的

女英雄形象。

水袖：传统戏剧服装中袖端所缀 30 厘米左右的白绸，因甩动时形如水波纹而得名。运用水袖动

作，有助于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感情，并可加强舞蹈美。水袖技术是传统戏剧表演的基本功之一。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 能通过读课文，了解表现鲁迅先生性格特点的几件事情。

3. 能联系上下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4. 学习鲁迅先生关心爱护他人、坚信科学、勇敢无畏的精神。

教学准备

1. 搜集关于鲁迅先生的各种资料，了解鲁迅先生在我国文化界的影响和成就。

2. 找一些自己能看懂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来读。

教材简析

鲁迅先生那犀利如匕首的文章和他那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鲁迅先

生性格中的另一面，他的随和、亲切，关心和爱护青年人却是我们了解不多的。在这篇文章里萧红女士为

我们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整篇文章的笔法很舒散，好像作者面对我们娓娓道来，读起来很轻松。这既是散文的特点，也

是萧红的写作风格。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写了到鲁迅家做客、认真读青年的来信和踢鬼这么几件事情。

通过这几件事，使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性格认识更加全面。

到鲁迅家做客，写的是极小的事，甚至还算不上故事，只是一些记忆的片断，但是却生动地反

映出鲁迅先生的随和、亲切，带着些许幽默、平易近人和对于青年人的理解。读青年人的来信是文章讲的

第二件事。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青年人的关爱以及高度的责任心。写得最详细的是第三件事踢鬼。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唯物主义立场和科学态度，他坚信世界上没有鬼，在遇到“鬼”的

时候，决心探个究竟，体现了他一贯的勇敢作风。

几件事情之间没有关联，他的价值在于让我们从这些小事中去深刻认识鲁迅先生的平凡与伟大。

从写作上看，当我们在写一个人的时候，要努力突出这个人的特点，包括传神的外貌描写，细小的生活场

景和细节描写。实事求是地刻画，不要随意拔高，任意美化或者丑化。把写人与写事紧密结合起来。

建议本课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文章第 1段开门见山写了鲁迅先生的笑，抓住他的笑是从心底涌出来的，是真诚的，是明朗

的这个特点。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笑得咳嗽起来，这些地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这样的笑确实是鲁迅先生独一无二的，反映了他性格的率真开朗。

＊ 第 2段写鲁迅先生的走路特点：轻捷快速。“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腿就伸出去了”，

“抓”“扣”“伸”这些动词用得很贴切，很传神。戴帽与起步同时，鲜明地反映出鲁迅的性格不拖泥带

水。

＊ 第 4～15段下面写了作者两次到鲁迅家中做客的事情。第 1次做客主要写作者到鲁迅家去的

时候，鲁迅先生幽默地打招呼，和客人开玩笑。这说明作者的到来是受欢迎的。鲁迅正在工作，客人一来，

他马上站起来打招呼，说明鲁迅对待来访的年轻人很热情，很平易近人。第 2次做客写的是在梅雨季节，

遇到难得的晴天，作者高兴地跑到鲁迅先生家中抒发自己愉快的心情，得到鲁迅和许广平先生的深切理解。

这里有一句含义深刻的话——“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了，一种对于冲

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为什么会是忧郁心境，作者隐晦地告诉我们，当时的社会是黑暗的，让

人觉得压抑。“天晴啦，太阳出来啦”是一个双关语，暗含着对光明的新社会的向往。而鲁迅先生和许广

平先生的崭然的会心的笑，说明他们懂得作者这句话的意思，他们也有同感，说明鲁迅夫妇和作者的思想

感情是相通的，是高度理解的。崭然：形容高出一般的样子。

＊ 第 16～18 段写了鲁迅怎样对待青年人的来信这件事。这件事情分为两层意思。第 1层意思

是说鲁迅先生对有些年轻人写信时字迹潦草提出批评，说他们这样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对别人不负责任，

浪费别人的时间。作者用了一个“深恶痛绝”，来说明鲁迅先生对这些年轻人的缺点是痛恨的，提出的批

评是毫不留情的。第 2层意思是说鲁迅先生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来信仍然认真地读，有的还要回信。眼睛不

济，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到深夜。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爱憎分明的性格。

＊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鲁迅先生不怕鬼的故事。

鲁迅先生是学医的，学过解剖学，所以，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不信鬼神。但他关于鬼神的传说

到是听得很多。当时，鲁迅先生常常要到离他教书学堂几里路远的朋友家去谈天，经常很晚才回家。一次，

他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坟地，他看见一个白影如鬼一般忽隐忽现，忽高忽低，变幻无常。他开始有一

点踌躇，但后来，他决心要看个究竟，鬼到底是什么模样，而且还准备给鬼致命打击。当他走到那个白影

前面并奋力一脚踢去时，白影叫了，并且站了起来，原来，这是一个盗墓的人。踌躇：犹豫。从这个故事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的一贯性格。作者在文章最后一句，借题发挥，说了一句含义深刻的话。“倘

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倘若：表示假设的连词，如果，

假如的意思。这里的“鬼”是指那些品格低下，思想落后或者是立场错误的文化人。

＊ 本文的生字中要注意“嗽”“济”“剖”“踌躇”等字的读音。咳嗽的“嗽”字是平舌音。

“济”是多音字，在这里读四声。“剖”字读“pōu”，不要读成“破”字的读音。“嗽”容易和喇叭的“喇”

字和洗漱的“漱”字相混淆，注意区别。

＊ 课后第 1题可以在一开始就让学生自己读一读，批一批，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再体会所反

映的鲁迅先生的性格。这一题也是训练学生读文章能抓住要点的能力。

＊ 课后第 2题要认真领会鲁迅先生既深恶痛绝，又认真负责的做法是对年青一代的爱护和关

心。这要联系全篇课文来理解，鲁迅先生对待作者是多么的和善慈爱。也可以补充一些鲁迅先生关心青年

和下一代的材料。

＊ 第 3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理解。

选做题是针对训练学生写作的基本功而设置的，特别是写人的习作，抓住一个人的外貌特征进行传神描写，

使之栩栩如生，是写好人物的关键之一。

教学设计参考



一、 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 自己默读课文，给全文段落标上序号。

2. 想一想，课文讲了鲁迅先生哪几件事情。

3. 全班同学交流一下，说说写了哪几件事。

4. 自己再读一读，看哪些段落写的是一件事情。

二、逐件事学习

1. 先学到鲁迅先生家做客这件事。

①找出写这件事的相关段落。写了作者几次到鲁迅先生家中做客？

②依次学习作者两次到鲁迅先生家中做客的不同情况。（这两次做客反映鲁迅先生同样的性格）

③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因为这不仅仅是性格的问题，而且还涉及鲁迅先生的思想和情感问题。

2. 学习鲁迅先生对待青年人写信的问题。

①找出文中哪几段写的这件事。

②读一读这段文字，想一想，鲁迅先生的态度和行为有什么不同。

③深入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和性格。

④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3. 学习鲁迅先生不怕鬼的故事。

①自己读课文，找出这件事的起止段落。

②自己读一读这个故事。

③用自己的语言向大家讲这个故事。

④师生一起探究鲁迅不怕鬼的原因，体会鲁迅先生的性格。

⑤师生共同理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三、学习课文前三段

1. 自己读课文。

2. 勾出自己认为写人物外貌写得好的地方。

3. 读一读传神的外貌描写，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四、回顾全篇，深化认识

1. 朗读全篇课文。

2. 讨论一下，自己认识的鲁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3. 老师补充时代背景，帮助学生进一步全面认识鲁迅先生。

五、拓展应用，以读代写

1. 写一写熟悉的同学或者自己的外貌片断。

2. 念给大家听一听。

3. 师生共同评价。

（祝升）

参考资料



①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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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留学日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原学医，后改攻文，期望以此唤醒民众。1909 年回国，先后在杭

州、绍兴从事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授课。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等文，向封建宗法礼

教制度提出挑战，揭露批判吃人的封建制度，成为伟大的民主主义文化战士。1926 年，因支持北京学生爱

国运动被通缉，南下至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执教。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愤然辞职赴上海，

研究马列主义理论。1930 年参加并领导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

织，利用文化为武器，与反动派作斗争。1936 年初“左联”解散后，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积极参加文学

界、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 年 10 月 19 日病逝于上海。遗著集成《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

各十卷，还有《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等。

②萧红。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 年在哈尔滨

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

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 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 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

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 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 年发表了成名

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蜚声文坛。

1936 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

等。

l940 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 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 31 岁。

③瞿秋白。

瞿秋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3 年从前苏联回国后，

在上海负责《新青年》《先锋》《向导》等革命杂志的编辑。与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

革命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英勇牺牲。

左翼：又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一大群进步作家的联盟，其中很多人直接参加革命而且英勇

牺牲。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 默读课文，了解宋庆龄勇敢沉稳的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

3. 学习通过人物的外貌神态描写，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

4. 了解课文的记叙顺序。

教学准备

搜集关于宋庆龄和孙中山的一些故事或者其他资料。

宋庆龄那温文尔雅、慈祥美丽的形象早已深深地刻进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对她产生一种敬爱之

情。可是在她文静纤弱的外表之下，同时还具备着勇敢坚毅和沉稳的气质，这些却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在

这篇课文之中，通过试飞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宋庆龄性格中的另一面，她为了中国的富强和发展，为

了中国的航空事业而勇敢地登上飞机亲自进行第一次试飞。本文具体生动地记叙了这一次不平常的试飞。

通过对宋庆龄外貌神态的描写以及观看试飞的人群反应的场面描写，使我们领略到宋庆龄勇敢无畏的精神

风采，从而对她更加崇敬与热爱。

这篇文章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多方面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在写人的习作中学习

借鉴。

建议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段向我们介绍了这次试飞的时间、地点及原由。在这一段有这么一句话：“这架取名为

‘洛士文号’的飞机，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关系重大。”这次试飞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为什么关系这

么重大呢？可以让学生在后面的课文中去找。可以在后面第 2段找到这样的话：孙中山和负责飞机研制工

作的航空局局长杨仙逸紧紧握了握手。在第 15 段找到“万一失事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飞

机”。在第 20段宋庆龄说的话：“先生，我们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自己的！”从这里，我们知道，“洛

士文号”飞机是我国第一架自己制造的飞机，如果这次试飞成功，那就标志着我国成功研制出了自己的飞

机，在我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 1段让学生们了解到这次试飞的意义，就能理解孙中山和宋

庆龄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次试飞，更能理解宋庆龄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亲自参加试飞了。

＊ 第 2～9段写的是试飞前的场面。为宋庆龄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大沙头机场“宾客满座”“雷

鸣般的掌声”说明当时场面的盛大。也说明了这次试飞的影响的巨大。这里介绍了两位人物，一位是航空

局局长杨仙逸，一位是飞行员黄光锐。他们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而从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的。第

9段设置了一个悬念，所有的人都关注是谁作为试飞的乘客，大家猜想一定是一位非常勇敢的男子汉。

在前面的铺垫之下，宋庆龄出场了。第 10 段写美丽、潇洒、温文尔雅的宋庆龄平静地离开人群

向飞机走去。人群哗然，太出乎意料了，谁也没有料到参加试飞的竟然是文静纤弱的孙夫人。这里的“文



静纤弱的孙夫人”和前面的“非常勇敢的男子汉”形成巨大的反差。用意在于突出宋庆龄的勇敢无畏。同

时也突出宋庆龄的出场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震动。潇洒：（神情、风貌、举止等）自然大方，有韵致，不拘

束。温文尔雅：态度温和，举止文雅。哗然：形容很多人吵吵嚷嚷。纤弱：纤细而柔弱。

＊ 第 11～15 段写的是人物的对话。首先是杨逸仙紧张地说：“总统，这太危险！”从这里，

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当时的身份是总统。由总统夫人亲自进行第一次试飞，可见孙中山先生的决心之大，

宋庆龄夫人之勇敢，也可以想象这次试飞影响之巨大。孙中山总统说，飞行员一样危险。他的回答让我们

看到这位民主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和民主思想，飞行员也是人，他的生命也应该珍视。第 13、14 段写人们

焦灼地恳求孙总统劝阻夫人参加试飞 。“呼啦”“拥”“纷纷”这些词说明大家意见一致，而且心情非常

紧张。第 14段补充说明大家紧张的原因。因为在 11年前，我国的第一位飞行家冯如就在不远处坠机身亡，

为我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 15段孙中山转述宋庆龄的话十分重要，“万一失事也是值得的，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庆龄毅然决定参加试飞的目的和出发点，她为了中国

的航空事业，为了中国的强大，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爱国之心和勇敢之情在这句话中尽显出来。

＊ 第 16～18 段写的是试飞。这儿写“夫人微微笑了笑，举手向人们告别”，夫人的微笑是对

群众最好的宽慰。“腾空而起”“随着”“悬”这些词描绘了飞机起飞和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一个“悬”

字，更突出了人们的担心。

＊ 第 18段，写的是这次试飞的具体情况。“突然拔高”“像一只雄鹰”“俯冲、后翻、拔高、

侧翼”形象地描写出飞机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的精彩和惊险。这些高难度动作一是说明飞机的性能好，同

时也说明试飞危险。当飞机冲向低空时，人们却看到宋庆龄微笑着向人们招手，多么从容勇敢。

＊ 第 19 段，写宋庆龄和飞行员一起从飞机上走下来时，谈笑自如，亲切地向人们招手致意。

这是宋庆龄第三次向人们微笑招手。再一次表现了她的从容镇定。突出人物外柔内刚的性格特点。赢得人

们的敬重和爱戴。

＊ 第 20 段写宋庆龄激动地抓住孙中山的手说：“先生，我们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自己的！”

“激动”“抓”，还连用两个感叹号，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庆龄激动的程度。为什么激动？为什么高兴？为

祖国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而激动，为祖国的进步而高兴。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 第 21 段写宋庆龄代表国民感谢杨仙逸，她真心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起来。在读者的心

中留下了高大的形象。

＊ 本课生字的读音要注意“纤”字的声母是“x”而不是“q”。“惴”读翘舌音。“潇”字是

左右结构，不要写成了上下结构。

＊ 课后第 1题，本文是按时间顺序，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写的。

＊ 课后第 2题在学习课文时，让学生随文勾画，结合课文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在对课文理解

加深以后再完成。

＊ 课后第 3题鼓励学生交流自己的体会。

＊ 选做题可以在课前准备时进行资料搜集，也可以在教学完成后，作为自己的兴趣阅读。没有

条件的地方，老师可以搜集资料提供给学生使用。

教材设计参考

一、课题入手，了解背景及人物

1. 齐读课题，了解这次试飞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它与众不同的意义。

2. 师生共同交流资料，对课文中的时代背景和主要人物进行初步了解。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



1. 自读课文，标出各段序号。

2. 按“试飞前”“试飞”“试飞后”将课文分为几个部分。

三、按事情的发展顺序逐段学习

1. 自己学习第 1～15 段，了解孙中山、宋庆龄、杨仙逸和黄光锐这几个人物和这次试飞的意

义。

2. 自己用符号勾画出描写宋庆龄外貌、神态和场面的地方。

3. 师生互动学习交流。

4. 找出宋庆龄这样勇敢的原因，勾画出来并读一读。

5. 老师指导对话朗读。

6. 理解关于描写宋庆龄外貌的词语，体会作者这样写的作用。

四、学习重点段，深刻体会人物思想境界

1. 自读第 16～18段。找出描写宋庆龄微笑的句子，并读一读。

2. 勾画出描写飞机进行特技表演的词语，读一读。

3. 谈自己的体会。

4. 老师指导学生读好第 18段，通过读，进一步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5. 自己再次有感情地朗读。

6. 试背第 18段。

7. 从写作的角度理解人物形象，完成课后第 2题。

五、学习第 19～22 段，进一步感受人物的思想感情

1. 自读课文，找到与前面照应的宋庆龄亲自参加试飞的原因。

2. 勾画并有感情地朗读。

3. 体会人物的爱国之情。

六、再读全文，深化感受

1. 自己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2. 谈自己学这篇课文的感受。

3. 完成课后第 1题。

4. 结合选做题，拓展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认识。

（祝升）

参考资料

1.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早年在国内

外进行各种民主革命活动。1911 年武昌起义，被 17 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 年在南京宣

布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屡经挫折与失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重新树

立信心，1923 年回到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实行“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925 年 3 月在北京逝世。

2.杨仙逸。

杨仙逸（1891～1923），字学华，号铁庵，广东中山县人，被孙中山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

曾在大沙头建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场，1923 年研制成功“洛士文号”（以宋庆龄英文名命名）飞机。孙中山

偕宋庆龄亲自参加命名试飞典礼。同年 9月，杨仙逸随孙中山出师讨伐陈炯明。后在与海军鱼雷局长谢铁

良、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往博罗县梅湖白沙堆检阅水雷时，因水雷爆炸，三人同时遇难。孙中山下令追认

杨仙逸为陆军中将。

1924 年，杨仙逸的遗体安葬于三望岗空军坟场。1981 年，根据宋庆龄副委员长的指示，在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墓东侧重建烈士墓园。

3.冯如。

冯如（1883～1912）是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1909 年设计并制成飞机，亲

自驾驶，试飞成功。1911 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陆军飞行队长。1912 年 8 月在广州作飞行表演时，

失事牺牲，年 29岁。



教学目标

1. 了解南丁格尔的生平及她的事迹，知道“白衣天使”的含义及来历。

2. 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对于文章表情达意的作用。

教学准备

1. 搜集关于南丁格尔的有关资料。

2. 了解你所知道的关于护士的工作情况。

教材简析

“白衣天使”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美丽的形象，留在我们脑海中有许许多多关于她们的温馨的印

象。但是，你知道这个称呼是怎么得来的吗？“提灯女神”与“白衣天使”又有什么关系呢？学完这篇课

文你就知道了。

课文为我们介绍了南丁格尔的生平和她的感人事迹。

在南丁格尔的童年，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性格为她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护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她虽然出身高贵，但她从小照顾弱小，富有同情心。她还喜欢玩扮护士的游戏，模仿医护人员给小动物和

洋娃娃涂药护理。

长大后，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完全可以按照父母的心意从事高雅的职业，过上豪华的生活。

但是，南丁格尔有着坚定的信念，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选择了护士这个职业。她认为，能够用自己的

劳动和爱心去减轻别人的痛苦，使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在其一生中，她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为他们献上自己的一片爱心，做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

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在英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她服务的病区，人们以亲吻她的身影来

表示对她的敬意，称她为“提灯女神”。在她的努力下，人们改变了对护士职业的偏见，用“白衣天使”

来称呼她以及她所象征的护士职业。而且，国际红十字会还设立“南丁格尔奖”，表彰各国优秀的护理工

作者，并以她的生日作为国际护士节。

建议教学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课文第 1段向我们介绍了南丁格尔出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家庭背景。

＊ 在第 2、3段，作者向我们介绍了童年南丁格尔的一些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是南丁格尔日后

成为优秀护士的良好基础。她生性善良、聪明伶俐，喜欢小动物。只要小动物有了什么伤病，她总是耐心

细致地照料。她还喜欢做扮演护士的游戏。在游戏中，她总是像模像样、认认真真地做着医生、护士所做

的工作。这些介绍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对于南丁格尔日后立志从事医护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部

分的最后，文章告诉我们，南丁格尔的家人希望她长大以后从事高雅的职业，在文学和音乐方面有所建树。

这为下面介绍南丁格尔选择职业时与家人产生的矛盾打下伏笔，更能反衬出她的决心。

＊ 第 4～5段讲的是南丁格尔毅然选择护士职业。从她的贵族出生，从她受过的良好教育，从

她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都能够看出，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多么的不容易。可是，在第 5段，我们可



以看到，支撑南丁格尔作出这样选择的思想基础来自她的一个坚定信念——一个人若是能用自己的劳动去

减轻别人的痛苦，使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是贯穿她一生并令她作出杰出贡献的

精神内核。从这儿，我们更能感受到她的崇高和伟大。学习这一部分，可以让学生自己在课文中寻找勾画，

把有关句子找出来读一读，想一想这句话在全文中的作用。

＊ 第 6～7段写南丁格尔怎样努力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在护士这个岗位上怎样用生命、智慧和

爱心作出杰出的贡献。“提灯女神”和“白衣天使”的称号是怎样得来的。基于南丁格尔从小立下的志向，

基于她要用自己的爱意和美丽为别人带去健康和温暖的崇高理想，南丁格尔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克服重重

困难，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耐心细致地为伤病员服务，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

“她把伤员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南丁格尔为什么会那么辛

苦、那么认真地工作，以至于常常一天工作 20个小时。

第 7段的最后 3句话，说明了“提灯女神”这个称呼的来历和南丁格尔作出的杰出贡献。

＊ 最后一段 3层意思，①“白衣天使”这个称呼的来历。直到现在，人们也是这样来称呼护士

的。②介绍了南丁格尔在做护士工作以外的贡献：创办学校、编写教材、创立了现代医护学。③写了“南

丁格尔奖”及国际护士节的来历。

＊ 课后第 1题要鼓励学生用简短的话说出课文的大意。

＊ 课后第 2题的两句话不仅反映出南丁格尔的幸福观，而且表达了伤病员对南丁格尔的敬爱。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课题入手，了解背景

1. 自读课题，然后读课文。

2. 结合自己搜集的材料了解南丁格尔。

二、通读课文，找出重点

1. 默读课文，想一想，哪些地方最能说明南丁格尔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护士的楷模。

2. 找出并勾画出表现南丁格尔思想动力的部分。

3. 结合课后 2题第 1句，读一读，抄一抄。

4. 同学之间交流一下，这一段在全文起什么作用。

三、重点学习，了解人物事迹

1. 有感情地朗读第 6、7段。

2. 找出描写战争时期医疗卫生条件恶劣的地方。

3. 勾画出南丁格尔克服困难改善医疗条件和护理工作的部分，想一想，南丁格尔这样做的艰

辛。

四、理解“提灯女神”和“白衣天使”的来历

1. 自读课文，找出能说明这两个称呼来历的地方。

2. 结合课后第 2题第（2）句话，理解“提灯女神”的含义。

3. 读课后第 2题第（2）句话，并抄写这段话。学习场面描写的方法。

4. 找到能说明“白衣天使”来历的地方，勾画出来，读一读。

5. 说一说你对这一称呼的理解。

6. 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你所知道的关于“白衣天使”的事情。

五、适度拓展，加深理解

1. 理解“提灯女神”和“白衣天使”这两个美称。

2. 联系生活，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其他类似的美称没有。

3. 对同学提出的如“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类美称的理解。



4. 读与这两个美称相关的句子。

5. 讨论学习这课的感受和收获。

（祝升）



教学目标

1. 学习夸张的方法，积累有关描写人物的词语。

2. 认识场面描写，学习场面描写的方法。

3. 能抓住每个人的特点（包括自己），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

4. 学习在记叙中进行适当的场面描写。

教材简析

本单元“积累与运用”共安排了 6个训练内容。

“温故知新”是安排的关于夸张修辞手法的学习。前两个句子是从本单元课文中找出来的，是

采用的夸张手法，这是“温故”，后两句是从别的地方引用来的，是“知新”。让学生了解夸张的方法，

可以夸大也可以夸小。比如第 4句就是夸小。

“语海拾贝”所展现的是关于人物描写的词语。有外貌、有神态、有动作，这对于学生学习写

人有很大的帮助。这些词语中有一部分也是使用了夸张的手法的。

“互动平台”通过师生对话，总结了本单元关于场面描写的特点，意在让学生关注和学习场面

描写。知道场面描写的好处。

“口语交际”重在教会学生仔细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发现每一个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这就

是“特点”。这是一项写作的基本功。对于提高写作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作百花园”与本单元课文的写作特点进行了联系，在“互动平台”中也再一次强调了场面

描写的作用和方法。因此，本单元的习作就安排学生做一次从读到写的练习。

“自主阅读园地”用一篇充满现代意识的文章，让学生学会从文章中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并

学会在读书时边读边想边记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促进学生写读书笔记的能力。

建议教学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4句话中有夸大也有夸小。可以让学生边读边体会。

＊ “语海拾贝”：12 个写人的词语中，有写外貌的、有写神态的、有写动作的，鼓励学生多

多积累，并在自己的习作中进行应用。

＊ “互动平台”：比较集中地把本单元课文中的场面描写列出来了，可以在读了对话后，重温

课文中的这些精彩片段，体会它们的好处。老师的一段话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要好好地领会。

要鼓励学生按照书中学习伙伴的提示，积极参与互动，把《提灯女神》中的场面描写找一找，说一说。

＊ “口语交际”可以分成几个部分进行。先要自己动脑筋想一想自己有什么特点，自己打算向

同学们介绍哪几个特点。然后，要好好组织一下语言，怎样当众介绍自己。接着每个人要好好动脑筋，想

一想，发言的同学所做的介绍，与你对他的认识有没有差距，与同学议论一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最后，



作自我介绍的同学，要好好想一想。别人眼中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有什么不一样。谁的更恰当。通过这样

的交流一定会有收获。

＊ 这一次的“习作百花园”是写活动。写活动和写事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

于都要写清楚经过。不同的是写活动还要注意场面描写。

＊ “自主阅读园地”既要学生看懂文章，从文章中接受现代观点，学会做事，又要让学生学会

边读边想边记。提高学生旁批和写读后感的能力。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读句子。

2. 想一想，这几个夸张句子是为了突出事物的什么特点。

3. 想一想，通过读句子，你发现了什么？

4. 老师可以告诉学生：夸张，既可以夸大，也可以夸小，作用都是一样的。

5. 试着和同桌说一说夸张的句子。

二、语海拾贝

1. 自读词语。

2. 想一想，这些词语从哪些方面对人物进行了描写。

3. 试着将这些词语分类。

4. 提出自己不太理解的词语，与同学交流一下。

5. 自由组合，表演一下有的词语。

三、互动平台

1. 自己读这一段话，把认为重要的内容勾画出来。

2. 回顾本单元精彩的场面描写。

3. 独自将精彩文段与“互动平台”的内容结合起来看。

4. 与同学一起找一找《提灯女神》里的场面描写，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5. 将老师的话做上记号，读一读。

6. 老师对这种表达方法进行总结，并且进行作文指导。

7. 可以进行一个场面描写的片段练习。

四、自主阅读园地

1. 自读阅读提示，带着问题读文章。

2. 用自己习惯的方式阅读本文。

3. 边读边思考，按提示要求在页面的右边批写自己的感受。

4. 根据自己的需要，勾画圈点，积累好词佳句。

5. 与同学交流，分享阅读的乐趣。

五、口语交际

1. 教学目标。

（1）养成细致观察的习惯，能抓住人物特点进行描述。

（2）能组织语言当众介绍自己，并能认真倾听别人发言，能进行比较思考。

（3） 能热情大方地与人交流。

2. 教学准备。



（1）提前考虑自己的特点，与家人讨论自己最明显的特点。

（2） 搜集一些能够用在自己身上的比较准确的词语。

3. 教学过程。

（1）教师作引导，让孩子们知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每个

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2）大家读本次“口语交际”的要求。

（3）根据要求，自己独立思考怎样向别人介绍自己。

（4）组织语言，向同学介绍自己。

（5）老师做评价、引导。

（6）同学自由评议，他自己的介绍与大家眼中的他有没有什么不同。

（7）请同学代表集中小组意见，当众进行评议。

（8）由自我介绍的同学再次反馈意见，对同学的评议发表意见和看法。

（9） 老师适时进行引导总结。

六、习作百花园

1. 教学目标。

（1） 能有顺序地记叙一件自己亲身参与过的活动。

（2） 能选择较典型的场面进行描写。

（3）有点有面，点面结合，有具体的人和事。

2. 教学重、难点。

（1）有点有面，点面结合。

（2） 一个场面的细致描写。

3. 教学准备。

（1）提前布置本次习作。

（2）学生在校内或校外的活动中仔细观察，选择材料。

4. 教学过程。

（1）老师告诉学生，写事的作文和写活动的作文有什么不同。

（2）老师可以将二者不同之处板书在黑板上。（见“解读与提示”）

（3） 学生自己决定是否抄笔记。

（4）口头回忆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同桌交流。

（5） 请同学将自己认为精彩的活动讲给大家听。

（6）老师和同学一起评价口述的活动是否条理清楚，经过部分是否具体，是否有具体的人物和

事件。

（7） 重点评价学生的口述是否有场面的描述。

（8）经过老师的评价指导后，再请同学口头讲述。

（9） 学生根据本次作文的要求对这些口述进行评价。

（10）自己动笔，写下自己心里想写的内容。

（11）同桌交流，按照老师评价的要求进行互相修改。

（12）认真阅读和思考同学给自己修改的文章，想一想，自己满意不满意，为什么？

（13）自愿将修改后的作文念给大家听。

（祝升）




	第二十五课：看戏
	第二十六课：回忆鲁迅先生
	第二十七课：试飞
	第二十八课：提灯女神
	积累与运用（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