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毛泽东诗词两首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习本课生字,借助工具书和注释理解内容。
2.理解诗词的意思,体会诗词所表达的情感。

3.引导学生在朗读中感受诗人博大的胸怀与豪迈的气概,学习

和发扬长征精神,磨炼意志,培养乐观向上的情感态度。

4.背诵课文,默写《清平乐·六盘山》。

教学重点

理解诗词的意思,引导学生在有感情的朗读中感受诗人博大的

胸怀与豪迈的气概。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有关红军长征中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图片或影

像资料,长征路线图。
学生:课前搜集有关红军长征和毛泽东的相关资料。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七律·长征

一、谈话导入,了解诗题

1.课前同学们搜集了有关长征的资料,请为大家讲讲你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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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征。

2.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适当补充介绍长征背景。
中国工农红军为北上抗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

的实力,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指图),翻
过五岭,突破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气势磅礴的乌蒙山,接着又巧

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然后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

岷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红军战士

徒步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完成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

3.当年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进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

已经胜利在望,毛主席回顾长征走过的路程,心潮澎湃,激动地写下

了这首壮丽的诗篇,而且还亲自向红军战士朗读了这首诗。板书诗

题,齐读。(《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4.简要介绍体裁。七律:七言律诗的简称。七律是律诗的一

种,一首八句,每句七个字,格律较严。二、四、六句要押韵,中间四句

要对偶。

5.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让我们一同步入

这首诗歌,与那伟大的红军战士们同“走”长征路。
二、初读诗歌,了解内容

1.自由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

2.抽生读诗,教师相机提醒注意读出诗的节奏。

3.全班有节奏地朗读全诗。

4.学生再读诗歌,试着结合注释了解诗的内容。

5.学生交流对全诗内容的理解,教师只作提示和引导。
(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

为平常。绵延不断的五岭,在红军看来只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而
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不过是小小泥丸在滚动。金沙江

浊浪滔天,拍击着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雾气蒸腾;大渡河险桥横架,
晃动着凌空高悬的根根铁索,寒意阵阵。更加令人喜悦的是踏上千

里积雪的岷山,红军翻越过去以后个个笑逐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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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读理解,体会诗境

1.“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请同学们自由朗读全诗,试着勾画出这首诗的中心句。(红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从这句诗中,你读懂了什么? (“万水千山”原意是指无数的

山无数的水,诗中是指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无数艰难困苦。“只等

闲”,只当作平平常常的事。)

(3)红军把无数艰难困苦只当作平常事,“万水千山只等闲”使你

感受到了什么? (感受到红军那种蔑视一切困难,英勇豪迈的英雄气

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出这种感情

呢? (高亢有力)学生练读,抽生试读,生评,师范读,生再读。

2.“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从“逶迤”、“磅礴”两个词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山的绵延,

山的高大。红军长征的艰难。)

(2)绵延曲折的五岭山脉,在红军眼里不过是翻腾着的细小波

浪,气势宏大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就像泥丸在脚下滚过。在这句诗

中,诗人运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 (夸张)从这个夸张的句子中,你体

会到红军怎样的气概? (英勇豪迈的气概,不把一切困难放在眼

里———藐视并战胜一切困难。)

(3)红军正是因为有这种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才能跋山涉

水,披荆斩棘,纵横于万里征程。让我们用铿锵有力的朗读,再现红

军的豪迈气概。多形式指导朗读。

3.“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1)你知道这句诗里讲述了红军长征中的哪两次战役吗? (巧渡

金沙江和飞夺泸定桥。)

(2)如果学生课前搜集资料准备充分,可让学生讲讲这两次战

役,老师再补充。

巧渡金沙江:1935年5月,红军主力在毛主席率领下,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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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云南进发。快要到达金沙江畔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远远望去,

乌黑的一长列大山横在眼前,金沙江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滚滚江水飞

溅起层层浪花,撞击着两岸的云崖,发出轰轰的巨响。正是:金沙江

水浪滔滔,两岸峭壁插云霄,巨浪翻滚几丈高,船行水上一叶漂。敌

人为了阻挠红军北上,又封锁各处渡口,而且抢去了江面所有的渡

船。面对汹涌的江水,狡猾的敌人,红军战士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扰乱敌人视线,同时又顺利地俘获了敌人

侦察用的两只船。结果我军不费一枪一弹,捉到俘虏六十多个,夺取

了金沙江的主要渡口。很快,红军所有大队人马,全部胜利渡过金沙

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3)听了这些介绍,你有什么感受? “金沙水拍云崖暖”是什么

“暖”? (心里暖。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充满胜利喜悦的心情。)

(4)长征途中红军和敌人的斗争有智取,也有恶战。金沙江是智

取,大渡河则是一场恶战。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为

了争取时间渡过插翅难飞的大渡河,派红4团抢在敌人援兵到达之

前夺下泸定桥。泸定桥桥面木板已经被拆除,桥下河水汹涌咆哮,对

岸是泸定城,敌军已经筑好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下午4
时许,在全团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

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

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

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边跟进。敌人在

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军的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

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

成功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5)“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寒”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大渡河两岸

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胆寒,另一方面想到红军浴血奋战,惊险悲壮。)

(6)这句诗既写了胜利的喜悦又写了惊险悲壮的战斗场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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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如何去读呢? (生练读,师指导,读出这句诗前后情感的变化。)

(7)课间小结: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五岭”、“乌蒙”是“山”

的代表,“金沙江”、“大渡河”是水的代表,红军在长征时,是不是只过

了五岭山脉、乌蒙山、金沙江、大渡河这些山山水水? 在这首诗中,诗

人是怎样概括的? (万水千山),那么万水千山与五岭山脉、乌蒙山、

金沙江、大渡河是什么关系? (概括与具体,总写与分写)

4.“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翻越雪山意味着长征即将胜利,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克服

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这胜利的时刻,红军

战士是什么样的心情? (更加欣喜)诗人在诗句中是怎样描述红军欢

庆胜利的喜悦场面的? (尽开颜)

(2)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千里岷山,红军战士心情豁然开朗,个个

笑逐颜开。试着用我们的朗读感受红军胜利后的喜悦。(学生试读

体会,教师指导朗读。)

四、吟诵诗句,背诵诗文

1.有感情地朗读全诗,自由谈自己学完这首诗后的体会,教师

相机引导提炼。

2.多种形式练读全诗,熟读成诵。(引读背诵,小组合作读背,

看板书练习背诵等。)

3.检查背诵。

清平乐·六盘山

一、谈话导入,提示课题

1.介绍词的创作背景。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六

盘山前又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当天

下午便一鼓作气翻过了六盘山。翻越六盘山时毛主席作了《清平乐

·六盘山》这首词。

2.教师板书课题,学生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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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简介课题:清平乐是词牌名,是决定音韵和格律的。

二、通读全词,读通读顺

1.自由读这首词,结合注释读出节奏和停顿。

2.检查读词。提示词的上阕和下阕间的停顿。

3.全班齐读这首词。

三、细读理解,体会情感

1.指名读词的上阕,想一想,作者看到了什么? (秋高气爽,天

气晴朗,碧空万里飘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停立山顶,极目凝望着一行

行南飞的大雁,直到它们消逝在碧空的尽头。)

2.这是词人远眺六盘山所见到的景象,这让他想到了什么? 请

大家把词中的句子画出来。

3.从“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这句中你体会到了什

么? 教师适当引导学生结合《七律·长征》体会。(毛主席借此抒发

红军长驱二万五千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英雄气概和壮志豪情。)

4.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词的上阕。

5.自读词的下阕,说说,作者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作者看到:六盘山的高峰上,旗帜在西风里飘扬。想到:今日长

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6.重点引导学生理解:“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知识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2)教师引导学生结合词的创作背景理解这句话。(“今日长缨

在手”表明革命力量的强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备推

翻反动势力的条件。“何时缚住苍龙?”“苍龙”借指日本帝国主义。

这里包含着共产党当时发动群众、团结抗战的政策思想和一定能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远大预见和坚强自信。这一句,洋溢着积极乐观

的精神,同时抒发着豪壮的宏志,既是对长征胜利的总结,又是对未

来革命前景的展望。)

7.再读这首词,说说在这首词里作者抒发了怎样的情感。(抒
·08·



发了作者彻底打垮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

志豪情。)

8.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首词,背诵这首词。

四、总结升华,完成练习

1.学完了《毛泽东诗词两首》,请你谈谈通过学习这两首诗词,

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有了哪些了解? 从这两首诗词中你感受到了

诗人毛泽东怎样的胸怀? (从这两首诗词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博大的

胸怀与豪迈的气概。)

2.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不到长城非好汉”给你的启示。

3.默写《清平乐·六盘山》。

(官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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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翻越大雪山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习本课生字,借助工具书理解文中的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红军

战士顽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3.学习作者利用环境描写侧面表现人物精神面貌的方法。

教学重点

体会环境描写的作用,感受红军战士的精神品质。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红军翻越大雪山的图片或影像资料。

学生:搜集红军翻越大雪山的相关资料。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七律·长征》这首诗为我们讲述了一段震惊中外的历程,请

谈谈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

2.红军长征行军二万五千里,他们四渡赤水、冲破乌江天险、抢

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翻越千里大雪山、穿越茫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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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一个个困难面前,他们从未低头退缩过。今天我们将走进课

文,随着作者一起去看看红军是怎样翻越“积雪终年不化”“鸟儿飞不

过”的夹金山的。

3.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自由读课文,注意读准生字字音。

2.抽生合作读课文,教师相机提醒重点字词的读音及书写。

戳(chuō) 搀(chān) 踉(liàng)跄(qiàng)

注意“戳”字中“羽”字头的变化。

3.默读课文,试着用简洁的语言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课文主要介绍了夹金山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翻越大雪山时遇

到的各种困难以及将士们互相关心、共同克服困难的经过,最后写了

红军战士翻越大雪山后的高兴、激动的心情。)

三、细读课文,深入理解

(一)翻越大雪山面临的问题

1.夹金山是红军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在当地流传

着这样的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

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可想而知,这座山的自然条件之恶劣。请同学们自读课文第1、2
段,勾画出写雪山自然条件恶劣的词句。

2.全班交流:从哪些词句中看出雪山的自然条件恶劣? 并说说

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高耸入云”“海拔四千多米”可以看出夹金山很高。

“白雪皑皑”“终年不化”说明山上的气候非常寒冷。

“空气稀薄”“呼吸十分困难”表示空气稀薄,行走将更加困难。

“一会儿下大雪,一会儿下冰雹,一会儿又是狂风暴雨。那呼啸

着的狂风,会把人从山顶卷到山脚。”从这个句子可以看出夹金山的

天气情况十分糟糕,变幻莫测的天气更增加了翻越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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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军要想翻越过这座大雪山,不仅要面对这恶劣的自然环

境,还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读第3段,说说自己的感受。(“衣服

破了,草鞋烂了,脚底打满了老趼,既没有棉衣、棉鞋,也没有绒帽、手

套……”可以看出红军在长征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要想越过大雪山

是极其困难的。)

4.连续行军8个月,没有吃的,没有保暖的,面对这样“奇寒”的

雪山,我们也禁不住要问“能走过去吗?”

5.面对险恶的环境,面对重重困难,红军将士的态度是———(齐

读第4段,你从句末的感叹号里感受到了什么?)态度坚决,毫不

犹豫。

6.的确是“红军不怕远征难”,请同学们齐读第2、3、4段,在朗读

中体会他们要翻越大雪山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战胜困难的决心。

(二)翻越大雪山时所遇到的困难

1.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如此差的装备条件,红军毅

然选择了要翻越这座大雪山。在翻越雪山时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自读5~11段,勾画出相关语句。

2.交流、品读。

第5段:“一到山脚……到处都是雪,雪,雪。”“这里的地形……

摔下雪壁……摔进雪坑里。”这些环境描写的句子,有什么作用? (突

出了雪山环境的险恶。)

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红军还要迎难而上,你体会到了什么?

(可见红军战士有不怕困难、英勇无畏的精神。)

面对这样的困难,红军战士是怎样克服的? (“要是有谁摔下去

了,周围的人……被救出来的人……又归队继续前进。”从这里可以

看出,红军战士正是凭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克服着被摔下雪壁、掉

进雪坑的困难,正是战友间的互助在鼓舞着战士们克服这些困难。)

带着体会朗读这一段。

第6段:单薄的军衣,极度的寒冷,稀薄的空气,“谁要是停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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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歇歇,就会再也起不来了”。这时,战士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可就算在这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战士们“都拼尽全身力气,

互相搀扶着,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前进”。他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地行

走? 你从这里体会到了什么? (“拼尽全力”一方面是因为雪山环境

的险恶,如果不拼尽全力,就会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也看出红军战

士在挑战极限,挑战生命,他们有顽强的意志,坚忍的毅力。)

带着体会朗读这一段。

第7~11段:哪些地方让你深受感动? 红军战士是怎样克服翻

越时的各种困难的?

“一摸他的身子,已经冰凉了”你感受到了什么? (可以看出战士

江良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忍着巨大的痛苦折磨在风雪里前进,他

有着多么顽强的毅力呀!)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坚忍的毅力,战

士们才能克服这重重困难,翻越大雪山。

“指导员望着……心想……也要挪过山去。”从这个句子中,你体

会到什么? (红军将士之间,战友之间,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正是这相互的搀扶,相互的鼓励,不抛弃,不放

弃,让将士们有了越过大雪山的勇气。)

分角色朗读这一部分,试着揣测指导员、小战士和带病战士的心

理,体会人物的精神世界。

(三)登上山顶、翻过大雪山的喜悦

1.找出第12段中写景的句子,与前面写景的句子比较,看看有

什么不同,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 (感情色彩不同,烘托出红军战士

战胜自然、爬上山顶的喜悦心情。)

2.当战士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翻越了大雪山后,他们是多

么高兴,多么激动啊。他们欢呼,他们跳跃,他们与红四方面军的战

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也感受到了雪山环境

的恶劣,翻越的重重困难,此时,我们的心情也和战士们一样激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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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齐读最后一段。

四、感悟写作方法,积累词句

1.学完了这篇课文,请同学们自由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收获。

学生在回顾全文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红军战士顽

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引导学生体会

环境描写对烘托气氛和表现人物精神面貌的作用。

2.摘抄你认为写得好的词句,背诵第6段。

3.正确、美观地书写本课的生字、词语。

(蓝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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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黄河大合唱

教学目标

  1.自主学会本课生字。

2.读懂课文内容,积累优美词句,感受乐曲《黄河大合唱》的磅

礴气势和抗日军民的昂扬斗志。

3.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的第6、7、8段。

教学重点

抓住重点,在作者的联想与想象中,感受《黄河大合唱》的磅礴气

势和抗日军民的昂扬斗志。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光未然、冼星海的相关资

料,《黄河大合唱》音频资料。

学生:听听乐曲《黄河大合唱》。

课时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聆听乐曲,导入新课。

1.“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通过课前预习,

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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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首曲子叫《保卫黄河》,它是《黄河大合唱》的一部分。板书

课题。今天我们将通过文字去感受这首气势磅礴的乐曲。请同学们

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自读课文,扫除生字词障碍,把句子读通读顺。检查学生掌

握生字的情况。

2.指名几个学生合作读课文。

3.思考:课文主要写了哪些内容?

4.再读课文,看看哪些写的是演出的情景,哪些写的是抗日部

队奔赴前线的场面。

三、细读理解,深入体会

(一)学习第4~9段,感受乐曲的磅礴气势

1.自由读第4段,说说这个合唱队的特点。

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适当进行归纳。这个合唱队的“队伍庞大”

(足有三四百人,从台上直排到台下,构成一个巨大的扇面);“队员经

历不寻常”(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穿过“刀山火海”走来的);“队员态

度认真坚毅”(他们一个个目光闪闪,神情严峻)。

在找出合唱队特点的同时指导学生读出相应的句子。

2.自读第5段,想想为什么说这个乐队很奇特?

(这个乐队的组成和乐器的来历很奇特。大提琴是洋油桶改制

的,古钟是从庙里摘下的,马号是从号兵连借来的,还有牛皮鼓……)

3.通过这奇特的乐队你想到了什么?

教师可引导学生读一读第3段:“那是1941年吧,我在太行山的

一座桃林中,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了解听到乐曲的时间,结合当时

的抗战背景来思考。

奇特的乐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条件的艰苦和队员们的满腔

热情。

4.细读课文6~8段,分别找出描写演出和作者的联想与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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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反复品读,说说自己的独特感受。

第6段:由一个深情的发问引入对演唱情景的描写,这声音,使

作者联想到了黄河河畔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枣花,旋转奔流的雄浑河

水,目光炯炯的船夫和艄公……这样的联想,也把我们读者带到了散

发着枣花淡淡清香的,旋转奔流着雄浑河水的黄河边。

第7段:找出这一段中描写乐队和指挥动作的词语,说说从这些

动词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捏”、“举”,凝聚了千钧之力,蓄势待发,一“劈”,便如洪水“冲出

闸门”,乐曲气势磅礴,势不可当。感受到参加演出的所有人都是那

么的专注,他们带着满腔的热情。

乐声的响起,就像“冲出闸门的洪水”,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是作者丰富的想象。这一想象让我们感受到乐曲响起之时那磅礴

的气势。

第8段:作者从指挥棒的舞动联想到黄河的“巨浪”和“浪花”,让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恢弘、跳跃的气势。

“桨板,劈动了死寂的东海;号子,震醒了沉睡的山峰,中国号,乘

驾着怒吼的黄河,向前冲去!”这是由乐曲产生的联想,它不仅展示了

乐曲磅礴的气势,也象征着中国人民处在革命战争的严酷考验中,人

们的思想感情犹如黄河波涛一样汹涌起伏、沸腾激荡。被劈动的东

海,被震醒的山峰,怒吼的黄河正是无数觉醒的中华儿女为争取自

由、争取解放,争取抗战胜利在奋力地拼搏,在顽强地战斗。

5.带着自己的感受反复朗读6、7、8段,在朗读中进一步感受乐

曲的磅礴气势。

6.采用抽读、小组读、比赛读、范读等形式指导学生读好这几

段,达到熟读成诵。

(二)学习第10~11段,感受抗日军民的昂扬斗志

1.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黄河大合唱》就像战斗的号角、讨

伐的檄文一样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它激励着中华儿女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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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扬地奔赴战场,去投入民族解放战争中,光复被蹂躏的每一寸土

地。请同学们自由读第10段,边读边想: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场面?

(一支精悍的抗日部队奔赴前线的场面。)

2.从第10段对抗战队伍及战士的描写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大道上传来了沙沙的声响,仔细听去,才觉出是脚步声。”“几百

个人,脚步轻得就像蚕咬桑叶。”那轻而急促的脚步声让人感受到了

紧张的气氛和战士们坚定的信念。

“小伙子们背着满袋手榴弹、鼓鼓的子弹袋,脖子上挂着一条干

粮袋,皮带上系一双草鞋,一个个那么轻便、利落、敏捷。”“一双双眼

睛那么机警而深沉:闪射着投入激战前的焦灼和快乐,迫不及待的复

仇意志,可以忍受巨大考验的刚毅火花。”战士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

准备,沉着刚毅,蓄势待发,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经得起任何巨大的

考验,斗志昂扬,英勇无畏。

3.在第11段里,作者又展开了怎样的想象? 这样的想象让你体

会到了什么? “明天,在那稠密的青纱帐里、地道里、田埂上,就会有

无数的人们,在小号的号音中,‘挥动着大刀长矛’,跟在部队后面,唱

着雄壮的歌曲,迎接战斗!”这是作者展开的想象,战斗的号角已经吹

响,中华儿女英勇无畏,不可战胜。作者描绘了一幅在田间、地头战

斗的热烈场面,热情地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卫祖国的必胜

信念。

四、回归整体,拓展延伸

1.声情并茂地朗读全文。

2.勾画出文中鲜活生动的词句,并抄写下来。

3.搜集并朗读《黄河大合唱》所有的朗诵词或歌词。

(袁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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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抗日英雄杨靖宇

教学目标

  1.阅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抗日英雄杨靖宇的事迹,能说

出故事的梗概。

2.自读课文,能对其中印象深刻的细节说出自己的感受。

教学重点

说出故事的梗概和体会文章的细节。

教学准备

教师:搜集杨靖宇的图片及生平事迹的资料。

学生:预习课文,搜集英雄的资料,并了解“匣子枪”、“屯”、“拉

网”、“篦梳”的意思。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根据课前预习,请同学们为大家介绍你所了解的“抗日”这段

历史。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作适当的补充。抗日是指中国人民进行

的为期8年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事件。从1937年7
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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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止。

2.作为中国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更不能忘怀那些

为保家卫国而英勇捐躯的抗日英雄们。其中,抗日英雄杨靖宇的事

迹更是惊天地、泣鬼神。板书课题,齐读课题。带着崇敬之情读

课题。

3.简要介绍杨靖宇。杨靖宇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

首领,带领战士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艰苦斗争,于1940年2月

23日壮烈牺牲,所以我们称他为“抗日英雄”。

二、自读课文,提出梗概

1.出示自学提示。

(1)自主阅读课文,看看这个故事是按什么顺序来写的。

(2)试着将文章分成几个部分,并概括出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3)根据各部分的关系,试着说出这个故事的梗概。

自学中遇到困难可随时向同学和老师请教。

2.学生根据提示自主学习这篇课文。

3.全班交流学习情况,教师相机提示点拨。

课文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记叙。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主要写杨靖宇在1940年2月的一个晚上,

带着战士向江东边的大森林进发时不幸被叛徒告密而陷入日寇包

围。本段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起因。

第二部分(2~8段),主要写在五天突围不成,情况危急时,杨靖

宇果断作出决定,让大家分开走。

第三部分(9~11段),主要写杨靖宇把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留给自己,在敌人威逼利诱前毫不动摇,在不幸负伤,只剩下最后一

粒子弹时毅然将子弹射向自己而壮烈牺牲。

第四部分(12~13段),主要写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对他的遗体

进行解剖,在他的肚子里竟找不到一粒粮食。杨靖宇大无畏的革命

精神激励着优秀的中华儿女奔向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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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读课文,体会感悟

1.再次默读课文,把自己感受深的地方多读几遍,并把自己的

感受批注下来。

2.学生交流感受,教师引导学生抓住细节描写感受人物的形

象,体会人物的精神。

第二部分:“一天没吃东西”,“仅有一块包米干”可以看出抗战条

件的艰苦。

“冰天雪地”让我们感受到作战环境的恶劣。“饿着肚子与数千

名敌人周旋”让我们体会到抗联战士顽强的抗日精神。

在危急时刻,杨靖宇果断地让大家分开走,并深情地告诉战士们

“我们不能无谓地死。多活一个,革命就多一份力量。”从杨靖宇的神

态、语言、行动的细节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关心爱护战

士,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果断的工作作风的军事将领。

“敌人层层包围着,密密匝匝如铁桶一般。”“敌人采取‘拉网’‘篦

梳’战术,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从这些细节描写中我们能感受到

“敌众我寡”的战斗力量的悬殊,也更能感受到抗联战士大无畏的精

神与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三部分:引导学生体会杨靖宇在生死关头毅然选择把死的危

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可能让给同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沉着地紧握两支短枪”,“弹无虚发地痛击敌人”,在敌人的威逼

利诱下毫不动摇,“回答敌人的是一梭子仇恨的子弹”。当只剩下一

颗子弹时,“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最后

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从这些神态、动作、语言的细节描写中,可以

感受到杨靖宇是一位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

3.指导学生在朗读中感受杨靖宇的英雄气概。

4.当你读到“在这个只身与数千名日本兵战斗了五天五夜的抗

联司令的肚子里,竟找不到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未消化的野草、树皮

和棉絮……”时,你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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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位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虽然倒下了,但他那大

无畏的精神长存,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带着崇敬

之情再读课题———抗日英雄杨靖宇。

四、回顾拓展,升华主题

1.把文中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描写用自己的话向同桌

描述出来。

2.讲讲你知道的其他英雄的故事,并谈谈自己从英雄的故事中

得到的启示。

(官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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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四)

教学目标

  1.积累名言佳句,了解对偶句的特点。

2.通过互动平台,了解联想与想象的作用。

3.通过口语交际提高学生表达自己见解的能力。

4.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并能将欣赏的对象真实地写下来。

教学重点

积累名言佳句,了解联想与想象的作用,提高学生表达自己见解

的能力,能将欣赏的对象具体地叙述出来。

教学准备

1.学生搜集一些感兴趣的对联。

2.搜集抒发爱国豪情的名人名言。

3.站在“欣赏”的角度观察身边的人、事或景物。

课时安排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回忆《七律·长征》中的对偶句。

2.出示“温故知新”里其他三个对偶句,自由读句子,把句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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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读通顺。

3.指名读句子,相机正音。

4.再读四个对偶句,想想这几个句子有什么共同点?

5.学生交流自己的发现。教师相机引导学生概括出对偶句的

特点。

(1)字数相等。

(2)结构形式相同。如:“金沙水”对“大渡桥”(名词),“拍”对
“横”(动词),“云崖”对“铁索”(名词),“暖”对“寒”(形容词)。

(3)内容相关或相反。(教师补充对偶内容相反的例子: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6.诵读四个诗句。

7.试举出自己了解的其他对偶句。若学生举例有难度,教师可

适当补充。

二、语海拾贝

1.自由读句子,读正确,读通顺。

2.指名读句子。

3.用自己的话说说对这几句名人名言的理解。

第一句的意思是报效祖国的志向到死都不会变。

第二句意思是虽然自己地位低微,但是从来没有忘掉忧国忧民

的责任。

4.指名就自己感受最深的一句说说自己的体会。(教师相机加

以补充。)

5.齐读这三条名人名言。

6.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背诵名言。抽背,齐背。

7.自主交流学生搜集的抒发爱国豪情的名人名言,并把它记录

下来。

三、互动平台

1.学了《黄河大合唱》这篇课文后,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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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磅礴气势和抗日军民的昂扬斗志。)

2.虽然我们没有亲临现场聆听乐曲,为什么我们仍能感受到乐

曲的磅礴气势呢?

3.学生结合自己前面的学习,联系课文中具体的句子自由交流

联想和想象在文中的妙用。

教师相机作相应的点拨和指导。若学生交流有困难,可先让学

生读一读“交流平台”中两个同学的对话,得到启发后,教师再引导学

生进行交流。

4.教师总结:联想和想象,都是由事物引发的,都是作者思考活

动的结果,不同的是:联想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内容比较单薄,

一般不出现具体的形象化的情景描写,有的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如:由“指挥棒的舞动”联想到“巨浪”和“浪花”。想象,虽然也是由具

体事物引起的,但设想(假想)出来的内容比较丰富,一般都有具体的

形象化的情景描写,而这些形象化的情景是眼前看不到却又合情合

理的。如:由“乐声”想象到“冲出闸门的洪水”。

四、口语交际

1.教师讲述密契纳的故事,引出话题。

2.你对密契纳处理这件事情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学生自由发

言。教师相机提出“说、听、评”的要求。说:态度大方,声音洪亮,清

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听:眼睛注视发言者,认真倾听,不随意

打断别人的发言。评: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同学的发言,向别人提出建

议时态度要中肯。

3.组内交流自己对密契纳处理这件事情的行为的看法,并说出

自己的理由。小组长组织开展“说”和“听”的评比。

4.全班分成两组进行辩论。

持肯定意见的一组,持否定意见的一组,另请五位同学对辩论双

方的理由、言行、态度、倾听等进行评价。要求辩论者声音洪亮,吐字

清楚,有条有理,体态大方;倾听者认真听,认真思考。评议者要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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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的目光去看待辩论双方,肯定别人优点,提出需要提高的地方。

5.交流:如果你是密契纳,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说说自己的

理由。

6.教师小结:同学们,尊重长辈是一种美德,在此,我欣赏密契

纳对一位普通小学老师的尊重与怀念,更欣赏同学们出色的表现。
正如同学们刚才认真倾听别人说话一样,这就是一种尊重。如果我

们每个人时时学会尊重,那我们的集体、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更加

美好。
五、习作百花园

1.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欣赏人世间的美

德,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欣赏别人,可以让我们找到榜样;欣赏自

己,可以使我们对生活充满自信……在生活中,你最欣赏的是什么

呢? 请同学们和大家交流你所欣赏的对象,让我们共同分享你的

快乐。
学生自由交流,教师相机板书:欣赏的人,欣赏的事,欣赏的物

(事物、景物)。

2.进一步交流你欣赏的理由(值得自己欣赏的地方),尽量说得

具体清楚。

3.明确本次习作的要求。①范围广:写人、记事、写景、状物都

可以。②要叙述清楚,表达出真情实感。

4.学生练习习作。

5.评议修改:①教师选取一名同学的文章由全班评议,修改。
相机提出修改方法。②自己改:反复读自己的文章,看看结构是否合

理,句子是否通顺。③同桌互改:同桌互读文章,标出写得好的地方,
并提出自己的修改建议。(内容是否叙述得具体,是否表达出了真情

实感。)④自己再改:根据同桌的修改,再读,感悟,誊写。

6.教师选出不同类的优秀作文供全班进行评议欣赏。
六、自主阅读园地

1.在“温故知新”里提到过一句意思相对的对偶句“横眉冷对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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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大家还记得吗? 你知道这个句子是哪个人

的真实写照吗? 请同学们自主读一读“自主阅读园地”中《有的人》这

首诗。

2.细读这首诗:①勾画出自己难理解的地方,多读几遍,联系上

下文试着理解。②从这首诗的哪些地方有所体会、有所收获,把体会

或悟出的道理批注在诗句的旁边。

3.学生自读感悟。师巡视,给有困难的学生以指点。

4.指名全班交流,并有感情地朗读。

5.指导学生朗读。

6.小结: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两种不同的人的思想、表

现及结局,赞扬了鲁迅为多数人能更好地活而甘愿当牛马的崇高

精神。

(袁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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