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诗词两首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初步认识诗与词两种不同的

表达方式并背诵、默写本课诗词。

2.学会本课生字,能借助注释理解诗词的意思。

3.感受诗词中的意境,体会作者的感情,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

感情。

教学重点

通过有感情地朗读,体会诗词的意思,感受诗词中描绘的意境。

教学准备

搜集有关辛弃疾、杨万里的资料。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过程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一、交流课前资料,区别诗词异同

1.简介作者及黄沙岭。同学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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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题意及表达方式。

(1)今天我们要学的诗词,他们的作者所处的朝代都在宋代。一

首是词,一首是诗。什么是词? (它是诗的别体,最初是配乐唱的,有

长短句之分,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西江月是词牌,夜行黄沙道中

是词题。

(2)你从课题上了解到什么? (夜,点明时间;行,点明事情;黄

沙,点明地点。)

(3)用自己的话说出题意。(夜间行进在黄沙岭的道路上。)

二、初读课文,疏通字词

1.要求轻声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自读情况。

(1)指名读课文,正音。

(2)练读。

(3)指名读,师生评述是否正确、流利。

重点指导朗读: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见”同“现”,抓住“见”相机

理解“茅店”“社林”“溪桥”从而感知词句意思,还可引导按我们现在

的说话顺序来读。)

三、再读课文,理解句意

1.再读读课文,感受夜的美妙,夜行的惊喜。你们会越来越喜欢

这首词,会用诗人般的眼光感受到这夜晚的美妙,而且也会用诗一样

的语言描绘这夜行的乐趣。

2.学生学习,师了解情况。

3.交流学习情况。

(1)交流学习上阙。

师:你最喜欢哪句词? 根据学生发言介绍。

①指导朗读,体会这夜晚的静、奇、美。“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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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鸣蝉”:月光十分明亮,鹊儿被惊醒了,从树枝上飞起,引起树枝摇

曳;半夜了,清风吹拂,传来声声蝉鸣。

②指名感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创设情景体会

喜悦。“蛙声”是怎样的? 作者通过嗅觉、听觉来加以描写。

师:好一支欢快的丰收交响曲,好一个热烈的丰收庆祝会,此时,

它们在说着什么?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花香,听着此起彼伏的蛙鸣,你

的心情怎样?

指导朗读该句。

③小结,过渡到下阕。皎皎明月,徐徐清风,鹊飞枝摇,蝉叫声

声,稻花飘香,蛙声一片……这个夜晚真美妙呀,我们都沉醉在其中

了。(齐读上阕)

(2)交流学习下阙。

①指导欣赏,体会意境。

不知不觉,看到了———“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遥远的

天边闪烁着七八颗星星,黄沙岭下起了阵雨。)

伴随着两三点雨滴,可能还会出现———(耀眼的闪电,隐隐的雷

声)引导学生读出这样的意境。

②指导朗读,了解心境。

此时,他迫切需要的是———能躲雨的地方。

理解“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中表现出的惊喜。

四、总结全文

1.小结:读到这里,你感觉这个夜晚是———生机勃勃、丰收在望。

这次夜行充满了———喜悦、乐趣、惊喜。

2.齐读这首词。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这首诗,并试着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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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一、揭示题目,复习学习方法

  1.以往学习古诗采用的是哪种学习方法? (学生回顾:采用的是

三步学习法———一知诗句,二抓字义,三入诗境。)

2.继续采用这种学习方法来学习古诗。

本诗的作者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板书作者名)简介作者。

二、初读古诗,理解诗句大意

1.初读。

(1)读准字音,读顺句子。(指名朗读,指导正音:“净”“竟”“映”

这三个字都是后鼻音;“寺”是平舌音)

(2)指名再读。读出诗的韵味,注意断句。(指导学生自读自悟,

怎样断句好。)

2.理解诗句意思。

(1)读了诗句,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指导学生把自己从诗中读

懂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说清楚。)

(2)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重点指导学生理解:毕竟、四时、

接天、无穷、别样等词语)

(3)现在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诗句的意思吗? 先和同桌练一

练。再指名说。

三、联系实际,展开想象

1.联系生活中的荷花,回忆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诗人杨万里所见的是西湖六月的荷塘,当时的景象有什么与

众不同之处? 请同学们闭上眼睛,一起来欣赏这首诗的朗诵,走进那

个夏天,陪着杨万里的好友林子方走出净慈寺到西湖边去走一走,看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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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学生静静地听范读,静静地想象。

3.你看到当时的景象了吗? 说一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引导学生体会是怎样的“碧”和怎样的“红”。“无穷碧”:不仅指荷塘

一望无际,一片片圆圆的荷叶挨挨挤挤,像给西湖铺上了一层绿地

毯,还指荷叶的“绿”富有变化,嫩绿、浅绿、草绿、碧绿、深绿、浓绿

……绿得充满生机。“别样红”指在朝阳的照耀下,荷花格外红艳,红

得透明,红得鲜亮,红得耀眼。)

4.小结:这“无穷的碧”和“别样的红”,给作者视觉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怪诗人一走出净慈寺就脱口称

赞———“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5.让我们再来美美地吟诵一番,把这一幕刻入我们的脑海里。

6.配乐诗朗诵,指导熟读背诵。

四、课外拓展

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夏季的景象有着不同的特色,关于夏季的诗

句,你还知道哪些? (课后题)

老师也给同学们推荐几句:

1.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范成大)

2.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陆游)

3.残暑蝉催尽,新秋雁带来。(白居易)

选择你喜欢的背一背。

五、归纳总结

学了诗词两首,本课的词与诗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什么异同呢?

(都是写夏季的自然风光,不同点在于一首是词的形式,一首是诗的

形式。)

(易娟)

·751·



30 围魏救赵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词语。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在复述

课文中进一步积累语言。

2.理解课文内容。联系上下文体会词句意思,感受关键词句在

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了解孙膑善于分析、因势利导的聪明才智。

3.能按事情的发展顺序概括有关内容。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孙膑善于分析、因势利导的聪明才智。

教学难点

联系上下文体会词句意思,感受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教学准备

搜集有关孙膑的资料,了解有关孙膑的故事。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检查预习,导入新课

1.通过预习,你能正确认读课文中的词语吗? 多种形式检查认

读文中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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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魏救赵、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危在旦夕、胸有成竹、乘虚而

入、以逸待劳、稳操胜券、心服口服、惊慌失措、日夜兼程、人心惶惶、
天罗地网、精疲力竭、措手不及、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2.老师示范说一个这样的句子。(一支拥有八万精兵的军队由

进攻时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到最后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这一切就发生在“围魏救赵”这个故事里。)相机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3.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词语说一句与课文有关的话,帮助对

词语的理解。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想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2.试着简要介绍课文主要内容。

3.再读课文,根据课后第二题的提示,试着把课文分成四个部

分,并把括号中的内容补充完整。
第一部分:赵国被围,向齐国求救(1~2段)。
第二部分:田、孙商议,直取大梁(3~8段)。
第三部分:佯攻襄陵,围魏救赵(9~12段)。
第四部分:孙膑设伏,齐军大胜(13~14段)。

三、细读课文,理解内容

(一)学习第一部分(抓重点词读出文字背后的信息)。

1.读一读,说说事情的起因是什么?

2.魏国军队怎样? 在文中勾画出相应的词句。说说自己的理解。
为了体现魏国军队强大,课文用了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
(1)“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直接写出了魏国军队的强大。庞涓率

领的军队在攻打赵国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2)齐国的担心间接写出魏国军队的强大。

3.结合自己的理解,练习读相应的关键词句,你还能读出什么

信息?
(严峻的形势让齐国必须出兵救赵,然而面对强大的魏军,齐国

想救赵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为后文齐军大胜,体现孙膑的足智多谋

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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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第二部分(从对话中了解孙膑计谋的绝妙之处)。
1.分角色读田忌、孙膑的对话。从对话中你知道了什么?

2.如果依田忌之计直奔邯郸,联系上文试想这次救援会是什么

结果? 如果直奔邯郸有可能:(1)邯郸失守,因前文提到“赵国危在旦

夕”。(2)打了胜仗的魏军士气高涨,远道而来的齐军若与魏军主力

硬拼,胜负难料。

3.再读孙膑的话,体会孙膑计谋的绝妙。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膑先对魏军的优势、劣势做了分析,然

后提出了“避实就虚,攻打大梁”的计谋。
“乘虚而入,直取大梁”既有形势的分析,又有行动的策略,孙膑

的计谋判断准确、措施果断。

4.从“胸有成竹”“稳操胜券”这些词中,你可以看出孙膑是个怎

样的人?
(三)学习第三部分。

1.孙膑的计谋是怎样具体实施的? 自由读第三部分,用自己的

话简要说一说。

2.在齐军“佯攻襄陵”“直奔大梁”之时,魏军士兵的心里发生了

什么变化?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孙膑的计谋妙在什么地方?
(孙膑一方面让无名将领带兵佯攻襄陵,一方面又逼近魏国都城

大梁。魏军洋洋得意之时放松了警惕,孙膑的计谋得以顺利实施,一
攻一逼让魏军实力消耗,出其不意的举动又令魏军人心惶惶。孙膑

的计策不仅从体力上打败了对手,更从心理上战胜了对方。)

3.把自己感兴趣的精彩部分再读一读。
(四)学习第四部分。

1.在孙膑的“一攻一逼”之后,这件事的结果会怎样呢? 自由读

第四部分。

2.精疲力竭的魏军在进入孙膑设下的伏击圈后是个怎样的状况

呢? 找出相关词句读一读。

3.魏军此时的“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与攻赵时的“所向披靡、势
如破竹”相对比,你体会到了什么?

4.对于孙膑的“围魏救赵”你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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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读课文,讲述故事

1.再读课文,结合课后第二题再次梳理课文脉络。

2.根据课后第二题的提示,在小组内讲一讲“围魏救赵”这个

故事。

3.小组推荐组员为全班讲述这个故事,共同交流评议。

4.故事交流会:讲一讲课前搜集的其他有关孙膑的故事。

五、自主积累,书写生字

1.找出课文中的成语,用“读一读,记一记,抄一抄”等自己喜欢

的方式进行积累。

2.正确、美观地书写本课的生字。

附:板书设计

(官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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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爱你,中国汉字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会本课的生字,并能正确、美观地书写。

2.了解课文内容,能联系上下文的具体语境,了解多种修辞手法

的作用。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汉字的无穷魅力,激发学

生对祖国文字的喜爱。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内容,能联系上下文的具体语境,了解多种修辞手法的

作用。

教学准备

课前搜集和了解有关汉字的知识,欣赏名家的书法作品。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读好课题

1.有关汉字,你们知道些什么?

2.板书课题: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3.齐读课题。从课题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4.带着感受再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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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作者是怎样表达对汉字的爱,而汉字究竟可爱在哪里呢? 先

请大家自由地读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遇到难读的字、词、句子多

读几遍。

2.指名分段读课文,相机指导读好文中的长句子。

3.初读课文后,你从文章中知道了些什么?

三、细读课文,感受情感

1.找出课文最打动你的段落或句子多读几遍,把自己读后的收

获批注在课文旁边。

2.全班交流课文中最打动自己的段落或句子。教师相机引导学

生深入对课文的阅读理解。
学习第一段:
(1)找出这一段中最能表达作者情感的词。(动情)从这个词中

你感受到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2)作者把汉字比作什么? (活泼可爱的孩子,美丽多姿的鲜花)

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作者对汉字无比的喜爱)
(3)“这时我真不忍心将它们框在方格里……”用你的朗读来体

会作者的这种不忍。你认为什么是属于汉字自己的快乐呢?
学习第二段:
(1)作者认为汉字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它独特在哪里呢?

(每个字都有自己的风韵,在书法家的笔下变化无穷)
(2)“‘日’这个字,使你感到热和力……‘幽’字一出现,你似乎进

入森林或宁静的院落”,读这几个句子,说说汉字带给了我们哪些

联想。
你还从哪些字中联想到什么?
(3)“而在书法家的笔下,它们更能发生无穷无尽的变化,或挺拔

如峰……任你尽情地飞翔与驰骋。”在这个句子里作者用了什么修辞

手法来写书法家笔下的字变化无穷? 你从中体会到句子中蕴含了什

么样的感情? 试着读出这样的感情。
(4)从段尾的反问句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一个反问句,强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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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自豪之情。)带着自己的感受读

句子。
学习第三段:
(1)联系生活实际,举例说说美丽而富有魅力的汉字如何给使用

它的人带来诗的灵性。
(2)你怎样理解“汉字是有色彩、有声音、有气味的字”。
(3)带着你被这些词所调动起来的情绪,读好第三段里的句子。
学习四、五段:
(1)课文最后两段写了些什么? (作者对中国汉字的赞美)
(2)理解句子“像徜徉在夏天夜晚的星空下……并震惊于它的生

命力和奇特魅力”。
在这个句子里,作者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汉字字数众多,汉字

文化浩瀚壮观,像夏夜的星空令人神往! 表达了作者“无限钟情于汉

字”的感情。汉字既古老又充满活力,在当今时代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

四、再读课文,深化感情

(1)读全文,说说文章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2)面对这些可爱的中国汉字,你想说些什么?
(3)带着自己的情感,深情地读课题———我爱你,中国汉字!
(4)带着你对中国汉字的爱,写一写本课的生字,让你书写的汉

字也成为愉悦我们眼睛的精灵!

附:板书设计

(官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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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闻名中外的“三孔”

教学目标

1.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孔庙、孔府、孔林的特点。

2.感受“三孔”的雄伟壮丽和古代建筑者的高超技艺,激发学生

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喜爱,以及对古代建筑者的赞美。

教学重点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孔庙、孔府、孔林的特点。

教学难点

感受“三孔”的美,激发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喜爱,以及对古代

建筑者的赞美。

教学准备

教师:制作“三孔”的课件。
学生:搜集有关“三孔”的资料。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整体感知

1.有这样一位伟人,他创立了儒家学派,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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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的影响最大;他正直、乐观,一生都在追求

真、善、美;几千年来,没有一位中国人会遗忘他。他是谁呢? (孔子)你

了解他多少? (学生自由说)今天,让我们走近他,寻访他的遗迹。

2.质疑题目。

学生齐读课题,“三孔”指的什么呢? “闻名中外”让你得到什么

信息?

让我们一起来看课文。

二、初读文章,感知大意

1.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默读课文,用批注写下自己的阅读理解。了解课文内容,“三

孔”指的是什么?

3.检查自读情况。

4.交流,板书。(三孔:孔庙 孔府 孔林)

三、再读文章,理清层次

1.快速浏览课文,“三孔”分别位于哪些段落?

2.指名读1、2、14段。思考:你了解了什么,前后有什么联系?

(总分)

四、细读文章,体味“三孔”的独特

因为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以“三孔”闻名中外;

还因为它历史悠久,布局完整,所以“三孔”闻名中外。那“三孔”到底

是怎样的一群建筑,让我们到文章里一睹风采。

(一)孔庙。

1.男女生轮读写孔庙的段落(3~8段)。说说你读懂了些什么?

2.交流。围绕孔庙的古老、总体布局,以及作者用数字描写表现

出建造规模的壮观和建筑者的技艺精湛,概括出孔庙的特点:建筑壮

观、工艺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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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欣赏孔庙的课件,孔庙闻名中外,找找你感受到的孔庙最独特

的句子,品读。

“孔庙大约占地十万平方米,有五殿、一阁、两庑、一坛、两堂、十

五碑亭、五十三门坊,各种建筑一共是四百六十六间。”“殿高31米

多,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显得特别庄严雄伟。殿四周廊下有28根

石柱,都是用整石雕成的。其中后檐和两侧的18根石柱,每根都是

八面八角,每面刻9条团龙,一共72条,前檐的10根,每根刻两条盘

龙,中间有一颗宝珠,构成了‘二龙戏珠’的生动场面。”这两句分别对

孔庙整体和局部的描写,都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体会建筑的壮

观、工艺的精湛、建筑者的不容易。

理解“精湛”“饱经沧桑”。

4.这部分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大家共同交流解答。

针对学生的回答,补充一些历史知识,如《尚书》、《论语》、焚书坑

儒等。

(二)孔府。

1.默读写孔府的段落(9~10段),说说你读懂了些什么?

“孔府在今天共有楼、堂、厅、轩463间,分为东、中、西三路。东

路是家庙,西路是客厅;中路的前半部是官衙,后半部是住宅。”作者

采用方位顺序展现孔府布局。语言简单,概括清晰。

2.孔府的特点是什么? (布局严谨合理)

3.欣赏孔府的课件。

(三)孔林。

1.小组内学习11~13段,交流自己读懂了什么。孔林的独特之

处又在哪里? 用笔勾画下来。

2.亲自来感受这个家族墓地的独特之处吧! 欣赏课件。

3.交流感受,孔林是延续时间最长、保护最完整的家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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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读升华,拓展能力

1.孔子,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三孔”远远

超越家族的局限,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这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的骄

傲。现在,我们来做小导游,请选择你最感兴趣的部分,做准备,为大

家介绍。

2.播放“三孔”的课件,小导游为大家解说。

六、课后延伸

1.教师向学生推荐阅读《论语》。

2.搜集孔子的故事,与同学交流。

附:板书设计

(牟秋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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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八)

教学目标

1.发现词语间的停顿多用顿号,有时也可以用逗号。

2.积累“介绍学习方法”的成语。

3.交流自己学习语文的方法,了解学习语文的多种途径。

4.引导学生将自己搜集到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话故事、民
间传说与大家交流,训练学生搜集、整理、讲述故事的能力。

5.选择自己最感兴趣、最开心的节日,进行习作练习。
(要求:把过节的情景写具体,感受写作的乐趣。)

教学准备

1.关于我国传统文化节日的图画或录像带。

2.《西游记》录像的片断。

教学时间

3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激趣,回顾导入。
(1)出示例句1:“三孔”是指与孔子有关的三处古迹———孔庙、孔

府、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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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2:今天菜市场上的菜可真多啊,有萝卜、茄子、白菜、西红柿

等。
(2)学生观察发现规律:并列词语间停顿的时间短,就用顿号,词

语之间的停顿,用顿号较多(生也可举例)。

2.比较,拓展新知。

出示例句3: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

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

边去。
(1)通过朗读,比较,例句1、例句2和例句3的标点有什么不同?
(2)学生交流。
(3)发现规律:词语之间的停顿多用顿号,但有时为了表达需要,

也可以用逗号。

3.练习,巩固运用。

二、语海拾贝

1.生自读成语,要求:读准字音,读通成语。

2.小组交流:你了解哪些成语的意思?

3.集体汇报:你对哪个词还不了解?

4.齐读,边读边想:这些成语都讲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5.读记,读背成语。可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适当用一、两
个成语练习说话。

三、互动平台

1.自读互动平台。

2.分角色抽生朗读人物的对话。

3.你从人物的对话中了解了什么?

4.你还知道哪些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途径? 先小组交流,再集

体汇报。(网络、图书、电视、报纸、参观、访问、旅游等途径)

5.你曾经用哪种途径了解了什么知识? 与同桌交流交流。

小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从多种途径,采用多种方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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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多记载、多了解,去体验中华文化的魅力。

作业: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了解身边的传统文化,筹备故事会。

四、口语交际(可在互动平台的基础上,设计语文活动课)

1.明确目的:本次口语交际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会”。

2.点明概念:通过上一节课查找资料,你了解到的中华传统文化

都包括哪些内容? (如书法、国画、京剧、评书、相声、地方戏曲、民间

故事、神话故事等)

3.小组交流:在小组内讲一讲你搜集的、最生动感人的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相声小品等,并推荐出一名最佳选手,接受小组内的集

体指导,准备参加全班的比赛。

4.故事比赛:每组推选一名代表进行讲故事比赛,老师和组长组

成评委团。按照“语言生动,字音准确,故事情节吸引人、整体效果

好”等要求进行集体或者个别点评,也可请同学互评。

5.评出最佳“故事大王”。

五、自主阅读园地

1.观看《西游记》猴王出世的录像片断,介绍作者吴承恩和《西游

记》。

2.生默读短文,说一说主要讲了什么故事?

3.请一位学生复述故事的梗概。

4.你觉得文中哪些描写最传神,找出来读一读,并与同学交流自

己的体会。

4.积累文中的好词佳句。

六、习作百花园

1.激趣导入。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十分丰富。尤其是中

国的传统节日更是多姿多彩,让我们来看几个镜头:(播放几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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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载歌载舞、举杯团聚的精彩片断,突出节日的特色。)

2.回忆酝酿。

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回忆自己度过的最开心的节日,并把过节的

情景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一听。

①生同桌互讲。

②集体汇报讲。师要重点点拨学生说清楚“过节”的过程、当时

的心情等。

3.学生习作,教师相机指导。

4.写完后,自己修改习作,同桌相互交换欣赏。

5.作文点评:赏析全班中成功的习作,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

的评价和指导,对有进步的学生或者有些微闪光点的孩子进行鼓励,

让他们感受到习作成功带来的快乐。

(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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