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标

1. 认识本课生字，并能规范书写；能运用工具书或联系上下文等多种方法，理解本课生字新词。

2.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夹竹桃的特点，选背自己喜欢的段落。

3. 体会作者对夹竹桃的喜爱和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之情，学习夹竹桃默默无闻、坚韧不拔的品质。

教学准备

教师：夹竹桃的文字、图片资料。

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了解夹竹桃。

教材简析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家乡的一山一水总是那么令人魂牵梦绕。《夹竹桃》用诗一般优美动

人的语言，描绘了如火似雪的夹竹桃，刻画了具有韧性的夹竹桃。如此婉美、如此有韧性的夹竹桃，引起

了作者许多神奇的想象，也把我们带进了如诗如画的情景中。

课文按总—分—总的顺序分成了三个部分介绍夹竹桃。第 1段概括介绍夹竹桃是最值得作者留念、回

忆的花。第 2～4段从夹竹桃花的颜色、花的韧性、花的香气以及由花影引起的想象来介绍夹竹桃。第 5段

写作者对夹竹桃由衷的赞美。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了解夹竹桃的特点，教学难点是学习作者抓住特点描写事物的方法。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夹竹桃”的“夹”读。

* 第 1段：作者概括讲了夹竹桃是最值得他留念、回忆的花。教学这一段要引导学生在读中体会“不

是……也不是……但……”这个句式所表达的意思，体会作者对夹竹桃的留念和喜爱之情。

* 第 2段：作者用富有哲理的语言描绘了夹竹桃颜色的有趣。教学这一段时，可让学生在读的基础上

勾出描写夹竹桃花的颜色的语句进行感悟，在读中体会“融洽”、“宛如”和“有趣”的意思。

如“火与雪是不相容的……或雪中有火”一句，可引导学生抓住红、白两种颜色的交融，想象那种绮

丽的景象，体会它的有趣，然后互相交流自己的体会。同时，鼓励学生勾画出自己喜爱的语句，养成积累

好词佳句的习惯。融洽：本文指红、白两种夹竹桃花彼此不相抵触，很和谐。宛如：好像，如同。影壁：

大门内或屏门内做屏蔽的墙壁。也有木制的，下有底座，可以移动，上面像屋脊。



* 第 3 段：作者从夹竹桃花期长，不择气候条件，默默开放，表现它的韧性。教学时可以紧扣“韧性”

一词让学生在读、悟、议中体会夹竹桃与同院子里别的花的不同之处。嘟噜：量词，用于连成一簇的东西。

* 第 4段：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作者看到花影产生的丰富联想。教学时应引导学生边读边浮现出作者想

象到的画面，学习作者这种根据眼前景物产生丰富联想的方法。微风乍起：指突然吹起微风。参差：长短、

高低、大小不齐，不一致。

* “我想象……我想象……我想象……”这样的排比句式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引导学生有感情

地朗读，体会字里行间的童真童趣和排比句式的节奏美。

* 乍：此处作“突然”讲。

* 第 5段：作者再次抒发了对夹竹桃的爱。教学这一段时，引导学生回顾全文，联系全文理解“如此

婉美”、“这样的韧性”、“引起我的想象”等词语的意思，从而体会作者对夹竹桃的爱。婉美：美好。

“婉美”、“韧性”和能引发想象是“我”喜爱夹竹桃的原因。

* 识字写字教学：注意“衰”和“哀”、“宛”和“婉”、“煦”和“照”的区别。

* 课后第 1题：在指导学生朗读时鼓励学生选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可以图文结合。在读中引导学生

体会夹竹桃的美，有韧性的特点，陶醉于作者丰富而美妙的联想中，并能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背诵下来。

* 课后第 2题：可让学生在熟悉课文的基础上勾一勾有关语句，与同学交流交流自己对这些语句的理

解，并读一读，记一记。

* 课后第 3题：可让学生读读词语，然后工整地抄写下来。自选两个词语写一句话，有利于锻炼学生

的思维。

* 小练笔：可鼓励学生仿照课文说出或写出自己喜欢某种花的理由。

教学设计参考

一、谈话激趣，引入新课

1. 出示“夹竹桃”有关录像或图片资料，引导学生观察，然后交流对夹竹桃的颜色、样子等的看法。

2. 孩子们介绍得真不错。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欣赏季羡林写的《夹竹桃》（板书课题），看作者笔下

的夹竹桃是怎样的。

二、自学课文，讨论交流

自学方法提示：

1.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读课文，借助拼音认识生字，读通课文。

2. 运用学会的方法和喜欢的方式自学生字和理解词语。

3. 读课文，试着说说每个段的意思。

4. 质疑：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

检查交流自学情况（略）。



三、研读课文，理解内容

根据学生自学质疑采用“以自读自悟、交流讨论”为主，“教师相机点拨”为辅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1. 自读第 2段后，说说你读懂了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如: 这个段中“融洽”是指红白两色的夹竹

桃互相衬托，交相辉映，不抵触。“宛如”是好像的意思。

2. 研读第 3段后，说说自己是怎样理解“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别的花比起来，不是形成一个强烈的

对比吗”这一句话的。让学生各抒己见，充分发表看法，深入理解夹竹桃的韧性所在，认识夹竹桃的特点。

3. 阅读第 4段，引导学生理解“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如此”这一过渡句的作用。抓住“妙处还不止如

此”联系上下文分析理解。勾出描写作者想象的句子，反复诵读，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再看课件或夹竹

桃的图片，鼓励学生像作者那样想象一下，并鼓励学生学着作者的语气描述一下你所产生的美妙的想象。

4. 读课文最后一个段，说说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感情。

5. 研读首尾两个段，体会这两个段在内容上是如何照应的。

四、指导朗读，体会感情

1. 从课文的哪些地方还能体会作者爱夹竹桃的感情？勾一勾、读一读、背一背。

2. 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五、指导书写生字

板书设计参考：

夹竹桃 我爱上了夹竹桃（照应开头，总结全文）不寻常不名贵，不是最美的花却值得留念、值得回忆

妙 处颜色有趣 红白融洽（婉美）

花期很长 不择气候（韧性）

花影迷离 一幅活画（想象）

参考资料

☆夹竹桃：直立灌木，高可达 5米。叶 3～4片轮生，在枝条下部常为对生，长 7～15厘米，宽 1～3

厘米，中脉于背面突起，侧脉密生而平行，边缘稍反卷。花红色(栽培品种有白花的)，常为重瓣，芳香，

长 10～20厘米；种子顶端有黄褐色种毛。花果期 4～12月。各地庭园常栽培作观赏植物。

☆抗污降毒木——夹竹桃

夹竹桃的故乡在印度及伊朗，15 世纪作为一种高雅的观赏植物传入我国。因为叶片像竹，花朵如桃，

所以叫做夹竹桃。 夹竹桃的叶面有蜡质，既有很强的耐旱能力，又能在毒气和尘埃弥漫的恶劣环境中照常

生长。据试验，在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环境中，一般植物均会花落叶枯，而夹竹桃却仍枝繁叶茂，生长如

常。它对粉尘、烟尘也有较强的吸附力，每平方米叶面能吸附灰尘 5克。因而被誉为“绿色吸尘器”，有

过滤空气的作用，适宜在工矿、公园、校园、庭院里栽种。夹竹桃的全身含有剧毒的夹竹桃生物苷，可以

制作高效除虫药。若把鲜叶切碎倒入粪池或污水中，蛆虫及孑孓都会毙命。但人若误食，也会引起中毒。

因此平时最好不要去攀摘夹竹桃的花、叶、枝。 据美国环境委员会 1989 年宣布，夹竹桃有致癌物质，禁

止在城乡种植， 凡违反规定者，要罚款处理。

☆作者简介

季羡林，山东临清人,1911 年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东方学家、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

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主要译著有《罗摩

衍那》、《沙恭达罗》、《五卷书》等。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能正确书写、运用。

2.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准确，积累好词佳句，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 借助旁批，了解本文的表达方法。感受海南岛的富饶美丽。

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课件，搜集有关介绍海南岛的文字、图片资料，录音：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

学生：在中国地图上找到海南岛的位置，有条件的学生可搜集有关介绍海南岛的图片和资料。

教材简析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这首优美的歌曲激起了多少人对海南岛的向往。《南海上

的明珠》这篇批读课文，以优美的语言介绍了位于我国南海的海南岛的美丽和富饶。课文先叙述海南岛的

美丽富饶，再具体介绍了海南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在介绍风景优美时，

特别介绍了海南岛迷人的椰林风光，展示了一幅幅精美的画面。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准

确、优美，极富感染力，易激起学生对海南岛的向往之情。2～4段分别有一个总起句，教学时可引导学生

抓住重点句体会文章的主要内容。

本文教学的重难点是：抓住课文的重点句感受海南岛的富饶美丽。学习作者抓住海南岛的特点用准确

的词句进行描绘的方法。学习课文的优美语言，积累好词佳句。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形象地将海南岛比喻成我国南海上的一颗明珠。“富饶美丽”是概括全文的中心词。教学

时，首先拿出中国地图，找出海南岛的位置，引导学生结合所搜集的资料初步感知海南岛的富饶美丽，让

学生在读中感悟。“富饶” 指海南岛各种物产很丰富，财富多。

* 第 2段：先总写海南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再具体介绍海南岛的植物、水产、矿藏很丰富。学习

这一段时，如果学生对“橡胶园”、“椰子园”和“热带植物园”缺乏感性认识，对“腰果”、“咖啡”、

“胡椒”、“芒果”、“荔枝”、“龙眼”、“菠萝”等缺乏具体感知，对“海参”、“海龟”、“鲍鱼”、

“大龙虾”等水产和“铁”、“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较陌生，可借助媒体或搜集的有关介绍海南岛

物产的文字、图片资料，也可调动学生积极交流所掌握的信息，对海南岛的物产丰富有充分的认识。再通

过朗读、观察、想象，深入体会海南岛的物产丰富。

不计其数：形容海南岛的名贵水产数目极多，无法计算。

蕴藏：指蓄积而未发掘。

* 鲍鱼：软体动物，贝壳椭圆形，生活在海中，肉可吃，含高蛋白。

* 蕴藏：蓄积而未显露或未发掘。



* 第 3、4段：作者以优美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海南岛优美的风景和迷人的椰林风光。第 3段是总分段

式。作者抓住五指山、万泉河、天涯海角、亚龙湾海滩等著名景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描述，展示海南

岛迷人的风光。第 4段作者发挥丰富的想象将椰林风光描绘得如诗如画。

* 教学第 3、4段，可先让学生自读、自悟、自赏，感受海南岛的美。然后借助媒体或图片让学生欣赏

海南岛的美，再引导学生理解“郁郁葱葱”、“四季常青”、“滔滔奔流”、“天涯海角”、“水天一色”、

“绿色的屏障”、“果实累累”等词语。同时通过勾画喜欢的语句、朗读、想象、反复读、试背等方式感

受文中的语言美、景色美，达到入情入境。

在朗读训练上可采用多种方式，如引读、自读、齐读、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赏读等，读出对南海上的明珠

——海南岛的赞美之情，读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滔滔奔流：形容万泉河滚滚向前。

气候宜人：指海南岛的气候适合人的心意。

郁郁葱葱：指热带林木苍翠茂盛。

天涯海角：形容极远的地方或彼此之间相隔极远。

眺望：从高处往远处看。

屏障：本课指海滩上的椰子林像屏风似的遮挡着。

果实累累：本课指椰子果多，连接成串。

* 旁批引导学生了解作者是如何具体描写椰林风光的。

* 第 5段：作者通过对自己感受的真实描写，进一步赞美了海南的风光。

* 引导学生选喜欢的句段，然后互相交流为什么喜欢。教会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并相互背诵交

流。

* 识字写字教学：注意“惹”是翘舌音。关于字形，可先让学生自由交流记忆这些生字的方法，并分

析写好这些字的关键所在。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引入，初步感受

1. 欣赏音乐：《请到天涯海角来》。

2. 揭题：孩子们，歌中介绍的天涯海角就在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地方——海南岛，想去游一游吗？让我

们一起到南海上的明珠——海南岛上去观光吧！

3. 师生相互交流搜集的有关资料，直观感受海南岛的美丽富饶。

二、通读课文，了解大意

1. 学生自由读课文，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勾出生字及不理解的词语，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认识生字，理

解词语。

2. 学生互相交流认字情况。

3. 学生分段读课文，互相评议、正音。

4. 通读全文，了解课文大意和各段的意思。

5. 学生相互质疑、答疑、筛选问题。

三、精读课文，入情入境

1. 整体感知：学习第 1段。



（1）自读第 1段，说说读懂了什么。

（2）欣赏图片：感知“万里碧波”和“富饶美丽”。

（3）指导朗读，体会万里碧波上的明珠——海南岛的富饶美丽。

2. 图文赏析：学习第 2段。

（1）欣赏“橡胶园”、“椰子园”和“热带植物园”等图片，鼓励学生自由交流欣赏后的体会。

（2）欣赏海南岛在不同季节里硕果挂满枝头的丰收图和各种名贵水产图片。

图文结合，读第 2段，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海南岛的物产丰富。

（3）再鼓励学生选用喜欢的方式朗读第 2段，读出自己的感受，进一步感受海南岛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

3. 读悟结合：学习第 3、第 4 段。

自读自悟学习第 3段。

（1）读读、勾勾、悟悟：这个段主要写了哪些景物？作者是怎样描写这些景物的？

（2）背一背：找出你最喜欢的句子背一背。

（3）鼓励学生交流学习这个段的体会，教师引导学生反复诵读，感受作者用词的准确。

（4）诵读第 3段，小结：这个段从五指山的热带雨林、滔滔奔流的万泉河、美丽壮观的天涯海角、旅

游胜地亚龙湾海滩等几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海南岛的美景。

自主学习第 4段。

（1）用学习上一段的方法读读、勾勾、悟悟、背背，自学第 4段。

（2）分组学习，讨论交流。

（3）全班讨论，教师相机点拨。

对文中重点词句的感悟、体会等，可借助音像画面，引导学生边读边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准确。如教

学句子：“你看海滩上那一片片的椰子林，如同一道道绿色的屏障。”

a. 出示椰子林的画面，体会“屏障”；

b. 让学生自己说说将椰子林比喻成“屏障”好在哪里。

c. 想象情景，指导朗读。

（4）找出这个段中你最喜欢的语句背一背。

自主学习第 5段。

朗读第 5段，领略海南岛清晨和傍晚的美景，感受作者对海南风光的赞美之情。

四、总结全文，主动积累

1.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本文，赞美海南岛的美丽富饶。

2. 选择喜欢的词、句、段，读一读，背一背，并摘录下来。

五、读写结合，拓展延伸

欣赏家乡的美景，夸一夸自己的家乡（先说后写）。

板书设计参考：

南海上的明珠明珠橡胶园、椰子园、热带植物园（多）

海龟、鲍鱼等名贵水产（不计其数）

铁、石油、天然气（蕴藏量丰富）

五指山挺立

万泉河奔流

天涯海角壮观

亚龙湾海滩迷人

椰林风光惹人喜爱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气候宜人

风景优美高歌

赞美

总写 分

写 总写

参考资料

☆海南岛：位于中国的最南端，属热带季风区，终年阳光明媚，四季碧绿，气候温和宜人，四周海水

清澈，沿岸沙白滩净，波缓浪平，平地河流纵横，湖泊遍地；山区林海莽莽，珍禽异兽出没，加之众多文

物、园林和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拥有无与伦比的度假环境。每一个到海南旅游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海

南的自然风貌竟然奇迹般地保持着罕见的没有受到现代化大生产破坏的原始状态。



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生字。

2. 朗读、背诵两首古诗，并默写。

3. 理解诗句意思，想象诗歌所描绘的景象，感受诗人的心情，引发学习古诗的愿望。

教学准备

教师：有关古诗所描绘的景象的教学挂图或课件，能表现古诗意境的音乐。

学生：搜集一些和诗句描写有关的风光图片，有关诗人苏轼、刘禹锡的资料。

教材简析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在诗人笔下，西湖的美无论在晴天

还是雨天，都各有各的妙处：丽日晴空，水光闪动，是一种明朗美；烟雨蒙蒙，山色迷茫，是一种朦胧美。

最后两行，诗人妙笔生花，从西湖美景生发出一个绝妙的想象，借着美女西施的淡妆浓抹来表达自己对西

湖山水的喜爱之情。

《望洞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月夜遥望洞庭湖而写下的一首山水诗。浩渺的洞庭湖上，一轮秋月高挂

天空，湖水无一丝细浪，静得像一面没磨过的铜镜，写出了一种独特的秀丽宁静的美。第三、四行，诗人

巧妙地运用一个“遥”字把镜头拉开，几乎拉成全景，“遥望洞庭山水色”，画面恢复成壮美。洞庭湖水

光潋滟，湖中君山苍翠欲滴，恰似“白银盘里一青螺”，诗人将浩渺的湖水、苍翠的君山，化大为小，而

山水二色又恰成对比映衬，形成了刚柔相济的意境。

这两首古诗语言美、意境美，学生读起来会有浓厚的兴趣。教学时，教师不必逐句细讲，让学生借助

注释、结合插图，边读边想象，在反复诵读中，体会诗的意境和诗人的感情。诵读时，必须读好停顿，把

握古诗的节奏，读出诗的韵律。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理解诗句意思，朗读、背诵并默写古诗。难点是体会、想象古诗所描绘的意境。

建议本课教学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湖：指西湖。饮湖上：在西湖上饮酒。方好：正好。亦：也。淡妆浓抹：化妆时有时是淡妆，有时是

浓妆。相宜：合适。

*诗的第一行讲的是晴天的明朗美，第二行是雨天的朦胧美。教学时应指导学生边朗读，边看图，边想

象，体会意境。最后两行表达了诗人对西湖的喜爱之情，让学生从读中感悟出西湖的“淡妆亦美”，“浓

抹亦美”。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说说古诗的意思。

* 全诗的意思是：波光闪动，晴天的西湖景色多么美好。山色迷蒙，景物若隐若现，雨天的西湖景致

也很奇妙。西湖就像那风姿万千的美女西施一样，淡妆浓抹都是那么美。

西湖美景令人心醉，晴天美，雨天也美。怎么形容这种美呢？诗人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把西湖比做



美丽的西施，无论怎样打扮，她都非常美丽。* 潭面：湖面。镜未磨：形容湖面像没有磨过的镜子。古人

用的青铜镜，磨拭了才能光彩照人。“遥望洞山水色”一作“遥望洞山水翠”。青螺：古人以螺髻比峰峦。

* 教学第一、二行时，要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和”、“镜未磨”，联系生活体验，借助图片或课

件，展开想象，感悟诗句秀丽宁静的意境。

“白银盘里一青螺”一句中，“白”是湖水色，“青”是湖中的君山色。引导学生明白诗人用“白银

盘”来比喻洞湖，用“青螺”来比喻君山，体会诗人采用这种比喻手法能使事物更生动形象。可借助课件

或插图帮助学生想象山水二色恰成对比，又互相映衬的景象。

* 全诗的意思是：秋夜月光下，清澈的湖水与明朗的月色交相辉映。湖面风平浪静，宛如一面没有磨

过的镜子。远远望去，湖中翠绿的君山，就像白色银盘中一只小巧玲珑的青螺。

* 课后第 1题：旨在丰富学生古诗的积累，使学生从诗的音韵和谐、用词精练中受到熏陶感染，培养

语感。两首诗都是山水诗，朗读时要读出喜爱、赞美之情。

* 课后第 2题：是帮助学生理解诗句中的字词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对诗中所描写的景物进行

想象，引导学生进入诗歌的意境。可让学生结合挂图，自由诵读诗句，在头脑中形成画面，把想象到的景

象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要说得具体些。还可让学生把自己的想象画出来或写下来，并请同学评一评，看看

是否把诗中的景象、作者的感受表达出来了。

* 课文链接：是描写西湖风光的对联，旨在帮助学生进行语言的积累。

* 自主积累：可引导学生说出自己喜爱的写景的古诗，然后再读一读，抄一抄。可以是学过的，也可

是没有学过的。课内课外的均可。

教学设计参考

一、背诵古诗，温故知新

1. 师背一首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刘禹锡的《浪淘沙》，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 请学生背诵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古诗。

3. 交流搜集的资料，了解诗人苏轼、刘禹锡。

4. 揭示课题《古诗两首》。

二、初读诗歌，感知大意

1. 自由初读诗歌，认识生字。

2. 指名朗读，注意正音。

3. 再自读，结合注释，试着了解诗的意思。

4. 交流：你读懂了什么？是用什么方法读懂的？还有哪些地方不懂？教师适时点拨，重点引导学生理

解：潋滟、空蒙、两相和、镜未磨等词语的意思。

三、感情朗读，理解背诵

1. 学生自由诵读，结合看图，体会诗的意境和诗人的感情。

2. 配上悠扬的音乐，让学生随着老师富有激情的描述再次进入诗的意境。

3. 鼓励学生把读诗后头脑里出现的画面画下来，为诗配画。



4. 课件演示古诗所描绘的图文结合画面，配上音乐，指导学生朗读。

5. 反复诵读，直至背诵。

四、课内外结合，拓展延伸

1. 阅读一篇描写西湖、洞庭湖景色的文章或诗歌。

2. 搜集苏轼、刘禹锡的诗歌，举行朗读比赛。

参考资料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一生

坎坷，屡遭贬谪。被贬至岭南的惠州(今广东惠阳)和极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县)。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

称“三苏”。其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为“宋四大家”之一，诗词成就也很高。他的诗风流畅

自然，姿态横生，既奔放又旷达，艺术手法变化多样。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

☆《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是苏轼在西湖上饮酒，看到了西湖在晴天、雨天的不同景象而写成的。在

诗中，他把西湖比成西子(即西施)，因此西湖又被人们称之为西子湖。

☆刘禹锡（772～842），唐代诗人，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贞元九年中进士，授监察御史，

曾参加王叔文集团。王叔文失败，他受到牵连，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县)司马，后又任连州、夔州、

和州等州刺史，官至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有《刘梦得文集》等。其诗涉猎题材广泛，所作政治讽刺

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

☆古诗欣赏：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题 君 山

雍陶

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

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



教学目标

1. 读懂课文,了解威尼斯的特点；积累文中的优美词句。

2. 感受威尼斯的美丽，体会作者对威尼斯的赞美之情。

教学准备

教师：水都威尼斯的文字、图片若干。

学生：有条件的可搜集威尼斯的图片资料或相关信息。

教材简析

神奇美丽的威尼斯是座令人向往的城市。作者用清新的语言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威

尼斯以河为街、以船代车、岛屿和桥梁众多的神奇景观。

课文共 5个段。第 1段简介了威尼斯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第 2段介绍了威尼斯的位置和历史。第 3段

用具体的数字介绍了威尼斯水域河道以及岛屿和桥梁众多的特点。第 4段具体描述了威尼斯以船代车的繁

华景象。第 5段讲了江南水乡苏州和威尼斯缔结为友好城市。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应重点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读感受威尼斯的美丽和奇特。

建议本课教学用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 第 1 段：巧妙而概括地告诉我们威尼斯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通过观察“苏州”（中国）、“曼谷”

（泰国）、“斯德哥尔摩”（瑞典）等城市的图片，感知这些城市的特点，想象威尼斯的美丽，激发学生

进一步了解威尼斯的愿望。号称：指以某名著称。

* 第 2段：介绍了威尼斯所处的位置以及悠久的历史。可通过朗读和观察地图，了解威尼斯位置的特

殊性，引导学生想一想，说一说，体会“威尼斯”名称的本意。迄今：到今天。

* 第 3段：采用数字说明和举例等方法，具体地介绍了威尼斯“以河为街”以及岛屿和桥梁众多的特

点。“威尼斯是一座开门见水，以河为街的城市。”这一句是这个段的总起句，对这个段的内容进行了高

度概括。纵横交错：本课指威尼斯城中的 177 条河道横一条竖一条地交织在一起。风格迥异：指河道两岸

的建筑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引导学生图文结合，体会威尼斯是怎样以河为街的，以及“石桥”的形式

多样、各具风姿。然后读悟结合，赏词品句，进一步了解课文内容。

* 第 4段：用先总后分的方式，生动介绍了威尼斯“以船代车”的奇特景观。抓住“威尼斯也是一个

以船代车的城市”这一总起句，联系下文自读自悟，讨论交流，体会“以船代车”的意思并感受威尼斯特

有的繁华景象。

* 第 5段：简要告诉我们江南水乡苏州和威尼斯缔结为友好城市。“风景旖旎”的意思是风景柔和美

好。这个段可采用以读代讲，让学生在朗读中激发自豪感。



* 课后第 1题：要求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粗知威尼斯“开门见水”、“以河为街”、“以船代车”等特

点。

* 课后第 2题：引导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信息、资料，拓宽其知识面。

教学设计参考

一、激趣引入，揭示课题

1. 投影或出示威尼斯的图片，让学生猜是什么地方。

2. 出示课题：水都威尼斯。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勾出不认识的字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决生字的读音。

2. 交流读懂的词语，不懂的词语讨论解决，读不懂的或重点词语随课文学习。

3. 自由读课文，想一想威尼斯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三、细读课文，体会感情

1. 交流有关苏州、曼谷、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的资料图片，然后读第 1段，说说读后你知道了什么。

2. 学习第 2段：对照图片，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文，想象威尼斯独特的地理位置。

3. 学习第 3段：引导学生看图理解“纵横交错”、“岛屿”、“风格迥异”、“形式多样”、“各具

风姿”等词语的意思，让学生体会威尼斯以河为街的特点和岛屿、桥梁众多的特点。

4. 学习第 4段：放各种各样船的录像，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感受以船代车的奇景，体会水

城的繁华景象。

5. 学习最后一个段：以读代讲，交流读后的体会。

6. 拓展延伸。

（1）根据课文内容和课外了解的信息，交流对水都威尼斯的认识。

（2）再读课文，说说学文后的感受。

板书设计参考：水都威尼斯

美丽奇特自豪以名称巧妙引出威尼斯的美丽

位置特殊，历史悠久（数字）

开门见水，以河为街（数字、举例）

以船代车，热闹繁华（比喻）

苏州和威尼斯缔结为友好城市

参考资料

☆斯德哥尔摩 ：瑞典首都。在波罗的海西岸、梅拉伦湖入海处。由 12 个大小岛屿和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部分陆地组成。市内水道纵横，用 70座桥梁相连，人口 66.1 万（1977 年）。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中心。

☆曼谷：泰国首都，位于湄南河畔，是泰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市内河道纵横，货运频繁，

有“东方威尼斯”之称。曼谷港是泰国和世界著名稻米输出港之一。



☆苏州：是中国重点旅游城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共有 489 处，其中国家级 15处，省级 85 处，数量仅

次于北京和西安。 苏州古城坐落在水网之中，街道依河而建，水陆并行；建筑临水而造，前巷后河，形成

“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貌。集建筑、山水、花木、雕刻、书画等于一体的苏州园林，是人类文明

的瑰宝奇葩，拙政园和留园列入中国四大名园，并同网师园、环秀山庄与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

退思园等 9个古典园林，分别于 1997 年 12 月和 2000 年 11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里亚托桥景点概况：里亚托桥又名商业桥，它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筑成，是威尼斯的象征。大桥长 48

米，宽 22 米，离水面 7米高，桥两头用 12000 根插入水中的木桩支撑，桥上中部建有厅阁，横跨在大运河

上。里亚托桥建于 1180 年，原先是一座木桥，后改为吊桥。在 1444 年的一次庆典中，因不堪重负，大桥

折断。1580～1592 年，改建为现在的石桥。桥顶有一浮亭，两侧是 20 多家首饰商店和卖纪念品的小摊，

是威尼斯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曾作为欧洲的商业中心达 300 年之久。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就

是以这里为背景。



教学目标

1. 认识引号的用法。

2. 读背描写秋景的诗句，积累语言。

3. 阅读成语故事，培养积累、运用成语的习惯。

4. 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能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并能针对别人的发言提出自己

的看法；能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养成与人平等交流的习惯。

5. 能清楚、明白地介绍活动的过程；能根据别人的意见修改习作，养成修改的好习惯。

教学准备

口语交际：师生回忆班上曾开展的集体活动，想想活动的形式、步骤及人员分工情况。

习作：教师准备 1～3篇范文。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六项练习。

“温故知新”安排标点符号——引号的不同用法，旨在让学生了解引号的不同用法，能在今后的习作

中恰当运用。

“语海拾贝”中安排了四句描写秋天的诗句，让学生在读中感悟诗句描绘的意境，引导学生养成积累

名诗佳句的好习惯。

“点击成语”安排一则成语故事，让学生在阅读中了解成语的来源，明白成语的意思，并试着运用这

个成语。

“口语交际”安排“讨论一项集体活动”，目的是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为集体活动出谋

划策，增强口语交际的能力。

“习作百花园”紧扣口语交际的话题，让学生写印象深刻或者喜欢的活动，学会欣赏习作，体验习作

的快乐，激发习作的兴趣，并根据别人的意见修改自己的习作，养成修改习作的好习惯。

“自主阅读园地”是本单元课文的延伸，让学生在读中了解“西沙群岛的美丽富饶”，激发学生对祖

国的热爱。

建议本课教学用 3～4课时。

解读与提示

* “温故知新”：引号的用法有：①用于行文中直接引用的部分。如第一个句子中莫泊桑说的话。②

用于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如第二个句子中的“威尼斯”。

教学时，放手让学生读句子，自主发现、总结引号的用法，并鼓励学生在习作中正确使用。

* “语海拾贝”：这是一组描写秋景的诗句，意境开阔高远。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解：秋天的原野空旷辽阔，河边的沙滩洁净，天显得格外高远，月色也分外明朗。

天秋日正中，水碧无尘埃。



解：秋日艳阳高照，水也一片碧绿，洁净得没有一丝尘埃。

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

解：秋高气爽，天空万里无云，太阳落山时，澄碧的江面平静无波，呈现出一片辽阔苍茫的景象。

凉风起江海，万树尽秋声。

解：凉爽的秋风起于江海之上，千树万树，一片萧瑟的秋声。

教学时，要指导学生自读自背。对诗句的感悟，学生能理解多少是多少，不要逐句分析讲解。学生如

提出不懂的问题，老师可作点拨。

* “点击成语”：让学生了解“纸上谈兵”这个成语的来源，并明白它的意思。* “口语交际”：这

次口语交际训练，要求学生讨论一项集体活动的人员分工、活动的方式和步骤。让每个同学出主意，想办

法，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通过讨论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引导学生讨论时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启发学生动脑思考，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二是要善于把

自己的建议有条理地表达出来。教师要从口语交际角度予以总结指导，如：态度是否大方，语句是否通顺

连贯，能否主动积极地参与口语交际。讨论的方式是先小组讨论，然后全班讨论，各组选代表发言。小组

讨论可以使人人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全班讨论是在小组讨论基础上的提高，最后集思广益，形成决议，并

根据决议进行分工，做好开展这项活动的准备工作。

* “习作百花园”：这是一次口语交际和习作联系起来的习作练习。习作的重点是把活动情况介绍清

楚。

在写之前，教师应让学生明确习作训练的要求，弄清练习意图。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范文或自己写出范文读

给学生听一听，并评一评，说一说。通过评说，进一步明确习作要求。写的时候，要做到按活动经过，把

内容写具体，语句要通顺。对学生的要求不要过高，能把活动写清楚即可。写完后，可念给老师或同学听，

能根据别人的意见，修改自己的习作。

* “自主阅读园地”：《富饶的西沙群岛》向大家介绍了我国南海的西沙群岛的美丽和富饶。文章先

讲西沙群岛的位置，再按海面、海底、海滩、海岛的顺序介绍西沙群岛的美丽与富饶。教学时，要引导学

生学习课文里的优美语言，积累好词佳句。这是一篇自主阅读课文，让学生自主阅读，教师根据学生的需

要进行辅导。

教学设计参考

一、温故知新

1. 学生自读两个句子，体会每个句子中引号的不同用法。

2. 学生互相交流、讨论，归纳出两个句子中引号的作用：第一句是用于直接引用的部分；第二句中的

“威尼斯”是有特殊含义的词语。

3. 教师投影出示几组带引号的句子，让学生说说其中的引号分别有什么作用。

二、语海拾贝

1. 自由读诗句，注意读准音。

2. 同桌合作读，互相指正。

3. 教师抽读，学生评价。

4. 指导背诵。

5. 你还知道哪些描写秋景的名诗佳句？背给大家听听。



三、点击成语

1. 自由读成语故事。

2. 说说你明白了什么。

3. 你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4. 把你知道的成语故事讲给大家听。

四、口语交际

1. 谈话导入。

同学们，下周我们班将开展一项集体活动——秋游。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欣赏秋天的美景，锻炼大家的

动手能力，培养同学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对于人员的分工、活动的方式和步骤等，你们一定有许多好的

建议。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提出自己好的意见和主张。

2. 组织讨论。

讨论提示：讨论时，要把自己的建议考虑成熟，做到按一定的顺序表述，提出的建议要切实可行。

（1）现在我们进行第一步：分小组讨论。(组长主持：时间 10 分钟左右。教师到学习小组中参与讨论。)

①每个同学个别发表意见。

②小组商议，使小组同学的建议能形成一致，并推选出小组发言人。

（2）全班讨论(推荐一名主持人)。

①各组发言人谈本组建议。

②对发言人的建议可以再作补充发言，使建议更可行、完善。

③在全班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班级决定。

3. 组织实施班级决定。

包括人员分工、活动形式、活动步骤、注意事项等。

4. 教师小结。

五、习作百花园

1. 激发兴趣，明确要求。

（1）激发学生产生习作愿望。

播放近期学校开展的集体活动场面，教师配上热情洋溢的旁白，让活动气氛感染学生，产生写作的愿

望。

（2）读习作题目，了解本次习作要写的内容和习作要求。

①写发生在校园中的一项集体活动。

②把语句写通顺，把活动情况介绍清楚。

③会根据别人的意见进行修改。

2. 集思广益，拓展思路。

（1）小组交流：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哪一次活动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是你特别喜欢的，在

小组内说给你的同学听听。

（2）说完后，大家评一评，达到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目的。

（3）全班交流：各小组推荐讲得好的同学在班上讲一讲，以开启思路。

（4）教师提供一篇范文给大家欣赏，通过评说，进一步明确写作要求。

3. 自主写文，个别指导。

学生自主完成写作，教师巡视，对个别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选择有共性的问题相机指导。

4. 指导修改，相互评议。

（1）找两篇典型习作，在全班读一读，评一评。

（2）把自己的习作念给同学或老师听，互相评议，作口头修改。

（3）综合大家的意见自己进行修改，再抄写。



5. 赏析美文，激励表扬。

习作批阅完后，选出在选材、语言等方面较好的习作，供大家评议，教师再点评、总结、表扬。

六、自主阅读园地

1．自主选择你喜欢的方式阅读《富饶的西沙群岛》，并用你喜欢的读书符号在文中留下你思考的痕迹。

2．勾画出你最欣赏的内容，自由练读，再大声地读给你的同桌听。

3．小组合作交流探究：你读懂了什么？还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4．说说读了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收获。

5．选择你最喜欢的方式，积累好词佳句，可以是背诵、摘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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