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第五单元

单元说明

本单元教材编排了韵文、童话故事、科普短文和古诗。内容生动有趣，为学生在乐

中识字、趣中识字、在长见识的过程中识字提供了多种语境，为学生的朗读、背诵、丰富

语感、积累语言等提供了资源。更有意义的是，结合有关课文，对“口语交际”和“综合性

学习”进行了整合。如，结合课文《热闹的菜园》，整合了关于爱吃什么蔬菜的“口语交

际”；结合课文《可爱的喜鹊》，整合了关于动物的“综合性学习”。教师在设计教学时，要

认真领会这样的编写意图，课文不仅为“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引出了话题，更提供

了实践的基础；而“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不仅为课文的学习拓展了空间，更强化了

对相关的语言文字的学习及运用。教师要创造性地设计教学环节，使课文的学习与“口

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相得益彰，取得“1+1＞2”的效果。

本单元的教学重点：

1．学会本单元的生字，写好田字格中的字。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

3．学习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指定的课文。

4．积极参加“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感受学语文、用语文的乐趣。

我的单元

安排

第五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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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11 热闹的菜园

教学目标

1．识记本课生字，会写田字格里的字，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感受丰收的喜悦，体会劳动的愉快，积累词语。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教学挂图、课件，以及课文的朗读音频。

学生：准备关于蔬菜的图片或实物。

教 材
简 析

“豆角青青扁又长，茄子身穿紫衣裳。……”这首充满生活情趣的儿歌，展现了人们

在菜园里认识蔬菜、收获蔬菜，品味劳动的快乐的情景。这首儿歌虽然短小，却生动、形象

地介绍了豆角、茄子、丝瓜、萝卜、番茄、莲藕、辣椒、南瓜等蔬菜的颜色（或形状，或生长的

地方），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理解，易于背诵。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创设情景，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令其感受菜园的热闹。课后的生字都是常用字，要引导学生在读中学习。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正确、流利地朗读并背诵课文，学习本课的生字。

建议本课用1～2课时。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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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解读与提示

＊ 儿歌短小精悍，读起来朗朗

上口。我们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

欢的形式练习朗读，要注意读好文中

的叠词。体会丰收的喜悦，感受劳动

带来的快乐。

＊ “豆角”“茄子”“丝瓜”“萝

卜”……都是学生常常见到的蔬菜，

所以，要理解课文内容并不难。可借

助图画或实物来理解课文大意。

＊ 文中出现了“……像……”

的句式，可让学生仿照说话。

教学设计参考

一、图文结合，认读菜名

1．自读课文，勾画蔬菜名。

（1）师：同学们，自由读读课文，看看本课介绍了哪些蔬菜。请你把蔬菜名圈出来。

（2）指名汇报，教师相机点拨。

2．检查反馈，认读蔬菜名。

（1）自由练习，读读菜名。

（2）图文结合，叫叫菜名。

师（出示蔬菜及相应的图片）：请同学们边看图片边读读这些蔬菜名，注意把名字叫

准确。

（3）复习巩固，再读菜名。

①齐读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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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 认读生字以学生自主认识为

主，再通过领读、开火车读、抢读等多

种形式检查，重点是分清生字中的平、

翘舌音，如：“捉”是翘舌音，“丝”“藏”

“嘴”是平舌音。强调易错读音：“茄”

读“qié”，不读“qué”。可以引导学

生用部件结合法或字形分析法记忆

字形。

＊ 完成背诵课文的教学目标，

要注意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如：1.借
助图背诵的方法；2.在熟读课文的基

础上一边回忆课文内容，一边背诵的

方法；3.记住蔬菜的特征和出现顺序

的方法……

＊ 先读词语（蔬菜名），边读边

回想蔬菜的颜色，读后填上表示蔬菜

颜色的词语，最后再给蔬菜涂上相应

的颜色。

教学设计参考

②重点学习蔬菜名中含有的四个生字，即“茄”“丝”“卜”“辣”。

提示:
你怎么记住“茄”的？还能给它组哪些词语？

请观察一下“丝”这个字的字形有什么特点。（出示蚕吐丝的图片帮助记忆）

学习“辣椒”。你能联系生活说说吃辣椒的感受吗？你还知道哪些关于“辣”的词语？

二、读说联动，识字学词

1．出示词语，自由练读。

紫衣裳 捉迷藏 披绿袍 泥中躺 尖尖嘴

2．检查认读，读准字音。

（1）学习“紫衣裳”时，引导读准轻声。

师：你能读好“紫衣裳”中的轻声吗？你还能读好本文中“灯笼、茄子、萝卜、长着、热

闹”等中的轻声吗？（指名读、开火车读、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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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 结合识字与写字教学进行，

让学生掌握汉字的笔顺规则、间架结

构，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角”“身”

的书写是本课的难点。

＊ “口语交际”旨在引导学生

留心生活，观察身边的事物，并尝试

用文中的句式将观察所得描述出来。

教学设计参考

（2）师：学习“披绿袍”时，想想你用什么方法记住了“披”。（指导书写“披”）

（3）学习“尖尖嘴”时，可推荐课外读物《扁扁嘴和尖尖嘴》。

（4）师：你能读准这三个生字吗？（出示“藏、嘴、泥”）

3．猜猜说说，学字明义。

（1）同桌合作，互说互猜。

屏幕出示蔬菜名及描述其特点的词语。（紫衣裳、捉迷藏、披绿袍、泥中躺、尖尖嘴、

扁又长、像灯笼、越老皮越黄）一生读蔬菜名，另一生找出蔬菜的朋友，即其对应的表示

特点的词语。

（2）交流汇报，读准字词。

教师挑一组同桌汇报交流：哪些词语是蔬菜朋友？

（3）读读玩玩，巩固字词。

男女生合作读，男生读蔬菜名，女生读描述其特点的词语。（可交换读）

112



第五单元

三、诵读儿歌，积累语言

1．反复诵读，积累语言。

（1）自由读文，读准字音。

（2）检查读文，通顺流利。

（3）游戏读文，感受情趣。

“跷跷板”读文，如：豆角青青——扁又长。

2．读读说说，内化语言。

师：孩子们，读儿歌好玩吗？你们喜欢这些蔬菜娃娃吗？你喜欢哪些蔬菜娃娃？为

什么？请简单说说。

3．复现字词，巩固识字。

（1）屏幕出示生字，开火车读。

（2）出示生活中的含有本课生字词的图片，让学生巩固识字。

4．巩固识字，了解叠词。

师：课文中这些词语特别有意思，自由读读这些词语。你发现这些词语有什么特点？

出示叠词：青青、长长、红红、胖胖、尖尖。

（1）指名说特点。（两个相同的字组成的叠词，描写的是蔬菜的颜色和形状）

（2）师：你还知道哪些叠词？（高高、圆圆、黑黑）

（3）师：文中还有哪些词语是表示颜色或形状的？（指名说）

（4）完成课后第二题。

5．拍手读文，指导背诵。

（1）同桌练读。

（2）同桌展示读。

（3）男女生配合读。

（4）学生齐读。

四、书写生字，培养习惯

1．指导观察左右结构的生字：披、红、胖。

2．重点指导写“身”和“角”。

五、口语交际，内化语言

师：菜园里有好多蔬菜。你爱吃什么蔬菜？为什么喜欢吃它？与伙伴们交流一下。

1．同桌互说。（出示要求：用普通话与同学交流，交流时有礼貌，不要打断同学说

话，同学介绍时要认真倾听，等等）

2．指名说。（可试着用上文中的词语或句式）

3．全班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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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参考资料

★ 介绍几种蔬菜

豆角：豆类的果实。

萝卜：两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羽状分裂，花白色或淡紫色。主根肥大，圆柱形或球

形，皮的颜色因品种不同而异，是普通蔬菜之一。

南瓜 ：一年生草本植物，能爬蔓，茎的横断面呈五角形。叶子心脏形，花黄色，果实

一般扁圆形或梨形，嫩时绿色，成熟时赤褐色。果实可作蔬菜，种子可以吃，又是驱除绦

虫的药物。

茄子：一年生草本植物，叶椭圆形，花紫色。果实球形或长圆形，紫色，有的为白色

或浅绿色，表面有光泽，是普通蔬菜。

丝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叶子通常三至七裂，花单性，黄色。果实长形，嫩时

可供食用，成熟后肉多网状纤维，叫作丝瓜络，可入药，也可用来擦澡等。

番茄：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软毛，花黄色。结浆果，球形或扁圆形，红

或黄色，是普通蔬菜。

莲藕：莲的地下茎，长形，肥大有节，白色，中间有许多管状的孔，折断后有丝。

★ 课文读物推荐

1．“少儿科普丛书”之《蔬菜园地》（刘雅忱 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观察蔬菜成长记》（［法］瓦莱里·贵度 著，［法］马格里·克莱芙、［法］安娜·艾度

绘，孟娜，等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课撰稿：李俐均、徐佳、蒋小琴）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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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12 小鸭子的问号

教学目标

1．能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 13个生字，会写田字格中的字，感受汉字的

形体美。

2．能正确、流利地分角色朗读课文，知道鸡吃石子儿的原因，激发学生阅读探究的

愿望。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词语卡片，小鸡和小鸭的图片、头饰，多媒体教学课件。

学生：课前通过观察、阅读等方法了解动物吃食的习惯。

教 材
简 析

这是一篇趣味性很强的科普短文。课文以小鸭和小鸡对话的形式，介绍了小鸡的

生活习性，从而告诉孩子们小鸡没有牙齿，食物整个吞下去靠石子儿磨碎，帮助消化。

教学这篇课文，除了让学生了解小鸡的吃食习惯，还应以此引发学生在课外探究其

他动物习性的好奇心，并初步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好习惯。

全文分为五个自然段，以小鸡与小鸭的对话为主。通过对话，勾画出两个小动物活

泼、天真、友好的鲜明个性。短文语言浅显有趣，读起来亲切自然，是培养学生朗读表演

兴趣和积累词语的好材料。

建议本课用1～2课时。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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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解读与提示

＊ 质疑可以激起学生学习的兴

趣，引领其边读边思考。就本课题目，

学生或许会提出问题，如：小鸭子的问

号指的是什么呢？

＊ 抓住“关心”一词，体会小鸭

子的善良和友好。

＊ “奇怪”一词点出了小鸭子的

问号是什么——为什么小鸡吃饱后还

要吃石子儿？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理解

“奇怪”的意思，并练习用“奇怪”说话。

＊ 小鸭子明白了小鸡为什么吃

石子儿，非常高兴，叫着向伙伴们跑去

……这里的“……”给孩子们留下了想

象的空间。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开门见山，引入新课

读课题，指导学生读好两个连续轻声音节（子、的）。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借助拼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注意读通句子，遇到难读的多读几遍。

2．勾画生字词，标出各自然段的序号。

3．教师巡视，指导学生朗读。

三、再读课文，随文识字

1．学习第一、二自然段。

（1）个别学生读，其余学生评价朗读。

（2）出示“摇摇摆摆”“院子”“每天”“吃饱饭”等词语，通过自读、同桌检查读、分组读

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用加一加、换一换、扩词、在生活中认字等方法识记生字的音、形、

义。（注意“每”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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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 分角色朗读时，注意激发学

生的朗读兴趣，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地

朗读课文。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勇敢

表达，想象小鸭子跑去伙伴们那里都

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其他动物

又会怎么回应他。

＊ 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基本字

加偏旁”的识字方法，激发学生的识

字兴趣。

＊ 本课要求学生会写的 6个

生字中有4个左右结构的字，要引导

孩子从字的高低、宽窄、笔画等方面学

会观察；然后按照“教师范写—学生描

红、试写——评价矫正——再次书写

评价”的程序指导学生正确、工整地写

好字，提高书写质量。

教学设计参考

（3）抓住“关心”一词体会小鸭子的善良和友好。

（4）齐读段落。

2．学习第三、四、五自然段。

（1）师：面对小鸡的回答，小鸭子感到很奇怪，它是怎么说的呢？（那你为什么还吃

石子儿呢？）

（2）师：“奇怪”是什么意思？在生活中你遇到过让你感觉奇怪的事情吗？（练习用

“奇怪”造句）

（3）出示并朗读小鸡回答的句子，学习生字“吞”（注意“吞”的读音）“助”“消”。回到

课文，再读第四自然段。师：听了小鸡这段话，小鸭子明白了什么呢？（小鸡是通过吃石

子儿将食物磨碎，帮助消化的）

（4）相机学习生词“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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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①读词语；②观察这两个字有什么共同点（都带单人旁，都是形声字）；③练习用“伙

伴”造句。

（5）发挥想象：小鸭子向伙伴们跑去干什么呢？

（6）学生自由练说，充分表达。

3．分角色朗读课文。

（1）自由练读。

（2）分角色朗读。

可以通过师生分角色读、同桌分角色读、男女生分角色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入情

入境地读，激发他们朗读的兴趣。

四、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1．复现生字，再次认读。（去掉生字拼音，通过分组读、男女生赛读、同桌互读等形

式巩固生字认识）

2．引导学生观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指导写好左右结构的字。

3．教师范写生字，强调高低、宽窄、笔画、笔顺。

4．学生描红、试写；教师巡视辅导，强调书写姿势。

5．交流展示，反馈评价。

6．学生独立写字，再评。

参考资料

★ 动物小常识

扬子鳄：和小鸡一样靠吞食石块来帮助磨碎骨头和甲壳之类的硬性食物。它吃食

时只能撕碎吞食，牙齿没有咀嚼、切断食物的功能，胃部的消化功能又很弱，但是它的胃

肌收缩非常有力，与石头配合就像搅拌机一样，能很快把动物硬壳和骨头磨碎。

牛、羊：一般动物的胃只有一个室，而牛和羊的胃却有四个室——瘤胃、蜂巢胃、重

瓣胃和皱胃。牛、羊吃草时，没有咀嚼就咽下去，食物暂时储存在瘤胃进行消化，待食物

发酵后，就进入蜂巢胃，再返回口中细嚼，嚼碎后再进入重瓣胃到皱胃，进行充分消化。

这种把吃下去的东西重新返回咀嚼的动物就叫反刍动物。

老鼠：老鼠门牙中帮助牙齿生长的齿髓不仅终身存在，而且终身生长不止。为了避

免门牙长得过长，影响吃东西，老鼠必须经常用坚硬的东西磨门牙。

（本课撰稿：李俐均、罗应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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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蜘 蛛 织 网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13个生字，会写田字格中的字。积累词语。体会蜘蛛不怕困难、坚持

不懈的精神。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词语卡片、蜘蛛网图片。

学生：课前观察蜘蛛织网或收集有关蜘蛛生活习性的资料。

教 材
简 析

这是一篇含义深刻的短文。作者以看似平淡、实则内涵丰富的文字，讲述了一只蜘

蛛在织网的过程中，历经大风、雨点、冰雹的袭击，却始终不灰心，不丧气，最终织成了一

张又大又结实的网来捕捉害虫。

课文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描写了织网的蜘蛛所遇到的困难，用词准确。“一阵大风吹

来，把丝刮断了”“一阵雨点打来，把网打破了”“一阵冰雹砸下来，把网砸破了”中，“刮”

“打”“砸”形象地描写出蜘蛛遇到的困难一次比一次大。“刚织了几下”“刚织好一半”“眼

看网快要织成了”点明了蜘蛛在不断接近成功。而面对不同程度的打击，蜘蛛仍不灰

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织网，最后，终于织成了一张更大更结实的网。这样，不仅真实地

表现了蜘蛛顽强的毅力，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启示。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认写生字，积累词语，体会蜘蛛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建议本课用1～2课时。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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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刮”“打”“砸”让人形象地感

受到蜘蛛遇到的困难一次比一次大。

＊ “刚织了几下”“刚织好一半”

“眼看网快要织成了”点明了蜘蛛遇到

困难的不同时间。可让学生边读边体

会蜘蛛在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后，

仍然坚持重新织网的顽强毅力。

＊ “又”表示重复或继续。

＊ “织成了一张更大更结实的

网”会使人感受到历经艰苦、获得成功

的快乐，从而给人以启示：只有不懈努

力，才会成功。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导入

从蜘蛛网说起，引出蜘蛛织网的故事。

二、检查预习情况，初读课文

1．用多种形式认读生字，重点指导“织”“阵”“再”“终”“实”。

2．练读由生字带出的词语，要读得正确、连贯。

3．指名分段读课文，要做到读正确、读通顺，不多字、不少字，注意“结实”的“实”

读轻声。

三、熟读课文，理解内容，品味语言

1．师：读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2．学生汇报交流，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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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字教学时，可提醒学生注

意“再”是平舌音，“终”“织”“实”“阵”

是翘舌音，“阵”是前鼻音，“更”是后鼻

音，“结实”的“实”读轻声。

＊ 引导学生通过朗读，读懂课

文内容。初步明白做事要有毅力，要

有不怕困难、不怕失败的精神。

＊ 第二题让学生在读中体会

“又”的用法，并用“又”口头造句。

＊ 写字时，让学生先观察，教师

精要点拨、示范书写，学生书空，然后

让学生在描红的基础上练写生字，师

生评议后再练写。

教学设计参考

（1）蜘蛛遇到的困难。

学习积累“一阵大风”“一阵雨点”“一阵冰雹”，抓住“刮”“打”“砸”，体会用词的准确

以及蜘蛛遇到的困难一次比一次大。

（2）抓住“刚织了几下”“刚织好一半”“眼看网快要织成了”体会蜘蛛在不同的时间

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织网中，感受蜘蛛坚持不懈的毅力。

（3）体会“又”的用法，练习说话。

（4）从“织啊，织啊，它终于织成了一张更大更结实的网”一句了解蜘蛛织网的美好

结果，体会蜘蛛历经艰难获得成功的快乐。

（5）指导读好相关词句。

3．说故事内容，谈感想。

（1）学生用上课文中的词句试着说说故事内容。（自己说，同桌说，指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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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说说：读了这个故事，你想到了什么？

四、识记生字，指导书写

1．认读生字，交流记字方法，强调“再”“更”的书写笔顺。

2．指导书写。

（1）学生观察范字，交流；教师做精要点拨。

（2）教师范写，学生书空。

（3）学生描红，练写。

（4）师生评议，再次练写。

参考资料

★ 关于蜘蛛网

蜘蛛网是由有黏性的纬丝和没有黏性的经丝交织构成的，昆虫落在蜘蛛网上被纬

丝粘住，一般很难逃掉。然而蜘蛛却不会被自己的网粘住，这并非因为蜘蛛不怕黏液，

而是蜘蛛只在没有黏性的经线上行走，所以它毫不担心被粘住。

★ 课外读物推荐

“斯凯瑞金色童书”：美国极负盛名的儿童畅销书作家斯凯瑞创作的“金色童书”系

列共分五辑。书中以善良、可爱的动物形象来模拟人类的行为，向孩子揭示日常生活的

秘密。（［美］理查德·斯凯瑞 著，李晓评，等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课撰稿：李俐均、彭婷婷）

我的教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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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爱的喜鹊

教学目标

1．能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生字，会写田字格里的字，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培养喜爱动物的感情。

3．能收集一些动物的图片、儿歌、故事等，与大家分享。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词语卡片，收集喜鹊的图片，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

学生：课前观察小动物，收集一些自己喜欢的动物的图片、儿歌、故事等，与老师、同

学分享。

教 材
简 析

《可爱的喜鹊》是一篇科普短文。它用浅显、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喜鹊的外形特征、

生活习性以及独特的本领，以引导学生走进奇妙的动物世界。

学习这篇课文，除了让学生了解喜鹊的独特本领，还应以此引发学生课外探究其他

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特点的兴趣，从而培养他们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情感。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认识本课的生字，会写要求写的字，能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感受喜鹊的可爱。

建议本课用1～2课时。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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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短文开篇介绍了喜鹊的外形

特征，从“黑白相间”“翘动”等词语中

可感受喜鹊外形的可爱。

＊ 读第二至四自然段，在了解

喜鹊捕害虫、预报天气的本领的同时，

引导学生通过朗读体会“成群结队”

“田野卫士”“美名”“预报”“晴天将至”

等词语的意思，进一步体会喜鹊的可

爱，进而对学生进行爱护动物、保护动

物的教育。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交流，引入课题

1．谈话交流——“说说你最喜欢的动物”，引入课题。

2．读好课题。

二、初读课文，识字学词

1．读课文，勾画生字。

（1）教师读文，学生勾画生字。

（2）检查反馈，认读生字。

2．词中识字。

集中认识“尾”“巴”“因”“为”“所”“以”“告”“诉”。

（1）出示词语“尾巴”“因为”“所以”“告诉”，学生自由练读。

124



第五单元

＊ 通过“喜鹊真可爱呀！”一句

体会作者对喜鹊的赞叹。可让学生用

这种句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 生字部分以学生自主识字为

主。提醒学生注意读准平舌音“ 所、

诉 ”，区别同音字“因、阴”，读好后鼻

音“名”。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

法来记忆字形，教师注意指导，如：可

以用编口诀的方法记忆“告”——一

口咬掉牛尾巴。

教学设计参考

（2）检查认读，读准字音。

可采用同桌互读、指名读、带拼音读、去掉拼音抽读等方式检查学生的认读情况，教

师注意指导学生读准字音。

（3）交流识字方法，引导学生自主识字。

重在引导学生通过各种方法自主识记生字，如：用编口诀的方法记忆“告”—— 一

口咬掉牛尾巴。

（4）采用开火车的形式巩固刚认识的 8个字：“尾”“巴”“因”“为”“所”“以”“告”

“诉”。

3．随文学习“羽”“黑”“条”。

（1）结合文中插图，读短文第一自然段，要求学生读准字音，随文认识“羽”“黑”

“条”，初步了解喜鹊的外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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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短

文语言的鲜活，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充

分表达自己的情感，进一步体会喜鹊

的可爱。

＊ 让学生主动观察范字，临写

时，一气呵成。教师根据学生的书写，

评价矫正，再示范指导，教师指导后放

手让学生再练习写一写。

＊ “综合性学习”旨在引导学生

根据准备的图片、儿歌、故事等，联系生

活，主动观察，并结合自己的观察所得，

积极思考，从而发展语言，增长知识。

教学设计参考

（2）再读由生字所组成的词语“羽毛”“黑白相间”“一条”。

（3）用自由练读、指名读、开火车读等多种形式，巩固新认识的3个生字“羽”“黑”“条”。

4．集中认识“名”“阴”。

教师注意指导学生读准后鼻音“名”，区别本课的两个同音字“因”和“阴”。

5．字词回文，朗读课文。

（1）自由读文，读准字音。

（2）检查读文，通顺流利。

6．生字复现，巩固识字。

（1）同桌互读、开火车读。

（2）创设情景，在生活中复现，巩固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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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读课文，感悟体会

1．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每个学生在组内自由地读课文，边读边想作者为

什么说喜鹊可爱。

2．全班交流，说说喜鹊的可爱。可借助图片理解，也可创设情景，扮演喜鹊，向大

家介绍喜鹊的独特本领。

3．有感情地朗读，表达感悟。

采用各种形式练习朗读：个人读，小组读，等等。

四、拓展训练，知识延伸

1．完成课后第二题，读中体会“能……还能……”的用法；口头拓展，用“能……还

能……”说话。

2．让学生先在小组中分享、交流自己收集的与动物相关的资料，再在班上交流展示。

五、巩固生字，指导书写

1．认读要写的生字。

2．引导学生观察生字的关键笔画。

3．教师点拨并示范难写的字。

4．学生描红并试写。

5．反馈评价。

6．学生再独立练习书写。

教师指导要有步骤、要到位，做到“精指导、实练习、重评价”。

参考资料

★ 喜鹊

喜鹊是鸟纲鸦科的一种鸟类，共有10个亚种。喜鹊体形很大，羽毛大部为黑色，肩

腹部为白色。喜鹊多生活在人类聚居地区，喜食谷物、昆虫，一般3月筑巢，巢筑好后开

始产卵，每窝产卵5～8枚。喜鹊肉可入药。喜鹊叫声婉转，在中国民间将喜鹊作为吉祥

的象征，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及画鹊兆喜的风俗在民间都颇为流行。

★ 蝼蛄

蝼蛄的触角短于体长，前足开掘式，缺产卵器。本科昆虫通称蝼蛄。蝼蛄俗名拉拉

蛄、土狗。全世界已知约50种。在地下生活，吃新播的种子，如玉米播种后，它就吃。还

咬食作物根部，对作物幼苗伤害极大，是重要的地下害虫。通常栖息于地下，夜间和清

晨在地表下活动。潜行土中，形成隧道，使作物幼根与土壤分离，因失水而枯死。蝼蛄

食性复杂，危害谷物、蔬菜及树苗。

（本课撰稿：李俐均、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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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寻隐者不遇

教学目标

1．能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认识本课的生字，会写要求写的字，并能用生字组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课件。

学生：识字卡片。

教 材
简 析

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这是诗人在贫困不得志时写下的一首诗，也是诗人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句的意思是：在松树下面，我问童子：“你师父到哪儿去了？”童子回

答：“师父上山采药去了，就在这座山中。因为林密云深，我不知道他具体在什么地方。”

这首诗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全诗简短明快，流淌着诗人此次深山寻友的快乐，流露出

诗人对眼前的“山中云深”的喜爱与向往，以及没见到好朋友的些许遗憾。

一年级的古诗教学重点应放在读、背和识字上。

建议本课用1课时。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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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与提示

＊ 隐者：隐士（指古代不愿做官

而隐居在山野中的人）。

童子：指隐士的徒弟。

言：说。

云深：指山上云雾迷蒙。

不知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 抓住“山中”“云深”想象师父

在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中采药的情景。

这神秘的大山令诗人充满向往，可没

见到好朋友心中也有些遗憾。

＊ 插图展示了诗人“松下问童

子”，两人对话的情景，既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诗意，又可以引发学生的想象。

＊ 在学生自主识字的基础上，

注意指导学生读准以下字音：“隐”

“松”“师”“此”。

一、导入新课

师：今天，老师想为大家介绍一首我十分喜欢的古诗，诗的名字就叫“寻隐者不

遇”。（课件出示古诗）这是唐代诗人贾岛写的一首五言绝句。

二、“三读”古诗

1．了解学生之前学习古诗的情况。

（1）师：以前看到一首古诗，你们会怎么去学习？（读准字音，读通诗句，读出节奏）

（2）学生交流方法。

2．读准古诗。（板书：读）

（1）教师肯定：的确，拿到一首古诗，首先要读，把字音读准。

（2）师：先自己读一读，做到读准字音，遇到不会读或者读不准的字可借助拼音或请

教他人，读时别把题目丢了。（生自读）

教学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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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学生在课堂上对古诗熟

读成诵。

＊ 注意“隐”“者”“处”这三个字

的读音。

＊ 观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及

关键笔画，最后工整地书写。特别注

意“师”字，左边部分是竖、撇。

（3）指名读。

3．读通古诗。

（1）自由小声朗读，读通诗句。

（2）分小组开火车抽读诗句。

4．读出节奏。

（1）师：在读通顺了的基础上，如果注意词与词之间的停顿，读出节奏就更好了。谁

来读？（生读）

（2）师：听出来了吗？有点韵味，（教师画出节奏线）我们一起这样读一读吧。

（3）师生合作读古诗。

（4）全体学生齐读古诗。

教学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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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解古诗

1．过渡：过了读这一关，接下来请想想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板书：想）

2．学生交流，借助插图，发挥想象。

3．教师简单讲解诗的意思。

四、背诵古诗

1．师：最后，让我们将这千古名诗一起背诵下来。（板书：记）

2．练习背诵。

五、学习生字

1．交流记字的方法，并识记生字，练习扩词。

2．完成课后第二题。

3．教师范写难写的字（“师”字，左边部分是竖、撇；“此”第四笔是提）。

4．学生练习书写。

5．展示评价书写。

板书设计：

寻隐者不遇

读

想

记 师 处

参考资料

★ 作者简介

贾岛（779—843），唐代诗人，字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寒微，早年做过和

尚，法名无本。大约23岁时结识韩愈、孟郊。在韩愈的劝说下还俗。长庆三年（822）应

进士第，屡试不第。开成二年（837），年近花甲的贾岛被任命为长江县（今四川大英县）

主簿，后人称为“贾长江”，终年65岁。他擅长五律，其诗造语奇特，形成奇僻清峭的风

格，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代表作有《长江集》。

（本课撰稿：李俐均、周小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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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积累与运用（五）

教学目标

1．了解独体字及其做偏旁时的变化。

2．学会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

3．诵读古诗，积累优美词语。

4．自主识字，丰富词汇。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课件、汉语拼音字母表。

学生：复习汉语拼音字母表，熟悉它们的大小写。

教 材
简 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有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温故知新”，让学生了解独体字做偏

旁时，字形有变化。二是“你还认识我吗”，让学生巩固以前所学的生字，并积累词语。

三是“想想填填”，让学生把句子的意思补充完整。四是“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在学习

伙伴的对话中了解遇到不会写的字就可以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通过图文及表格第一

竖行提示的步骤学习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五是“读读背背”，让学生通过背诵古诗积

累语言。六是“自主识字园地”，该板块出示了九个字、两个词语，让学生自主认识，并统

计自己认识了几个字，目的是鼓励学生自主识字，提高学生识字的兴趣。

本次“积累与运用”习题的设置，既重视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又重视了语文学科的

人文性，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乐。

建议本课用2课时。

我的思考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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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解读与提示

＊ 汉字多么奇妙！同一个字单

独写时与做偏旁时写法有变化。教学

时，可让学生自主练习读记；完成之

后，顺势让学生说说自己平时还见过

哪些字做偏旁时有变化。

＊ 这些没有生字的词语读起

来朗朗上口，形象生动，可让学生自

读、积累。

一、温故知新

1．师：你认识这些字吗？请自由读读吧。

2．师：默读每一组字，你从中发现了什么？

3．师：“木”“又”“土”“白”这些字做偏旁时有什么变化？书写时应注意什么？

4．师：你还知道哪些字做偏旁时有变化？

二、你还认识我吗

可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让学生人人动口，在读中巩固字音，积累词语。教师可采

用开火车读的方法，检查学生小组学习的效果。

三、想想填填

1．出示第一个句子，让学生填一填。

引起学生思考：没有了“谁”，句子就不完整了？

教学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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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教学用书 一年级下册

＊ 复习字母歌，可以通过唱歌

来牢记字母表。

＊ 让学生掌握并能运用音序

查字法查字典。

2．出示第二个句子，让学生填一填。

小结：句子中有了“谁”，还要清楚“他（她或它）”干了什么或怎么样，这才是一个完整

的句子。

3．师：你能用“谁干什么”或“谁怎么样”说一句话吗？

四、用音序查字法查字典

1．师：看图，想想图中小朋友遇到了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助他们吗？

2．师：你知道怎么查“皮qiú”的“qiú”吗？看表格第一竖行的提示，自己试着查一查。

3．抽一名学生演示在字典中查“qiú”的过程。

4．小结音序查字法的步骤及要点。

5．完成表格中的练习：看谁查得正确。

教学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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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 《华山》是寇准七岁时作的一

首诗。诗的大意是：除了蓝天，远远近

近的山都在华山脚下。抬头望，太阳

显得那么近；回头看，山腰间飘着朵朵

白云，显得那么低。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可

以让学生在游戏中自主识字，展示自

己的能力。

6．全班交流。

五、读读背背

1．学生借助拼音自读古诗。

2．多种形式读古诗，如小组比赛读、男女生分行读等。

3．教师借助插图讲述古诗的意思。

4．学生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诵古诗。

六、自主识字园地

学生自测识字情况。

教学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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