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珍珠鸟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揣摩精彩语句,提高学生

对作品的感悟和鉴赏能力,背诵第四、十二段和最后两段。

2.感受作者所描写的人鸟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领悟课文主旨。

3.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激发他们

善待动物、关爱生命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认识珍珠鸟在“我”的照料与呵护下发生变化的过程,感受人与鸟

之间的那种和睦、信赖的境界,培养人与人之间互相信赖的真情。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出示:“真好! 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

指名读,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读好“真好”这个词。
你对珍珠鸟有些什么了解呢? 交流课前搜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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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读书

1.默读课文,整体感知。
要求:以一定速度的默读通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把句子读正

确、读流利。
(1)遇到生字、词,学生借助工具书自主学习,同桌检测。
(2)问: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2.再读课文,理解重点词句。
要求:画出自己喜欢的词、句、段,多读几遍,用心体会为什么喜

欢它,并把不理解的内容和有疑问的地方标出来。
(1)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交流学习情况。
(2)提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让学生通过选择个人读、双人读、小组读、互相讨论等学习方式

解决疑难问题。
(3)全班交流。

3.细读、精读重点段落,充分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做批注,读
出自己的理解。

要求:再次仔细地读读自己勾画的段落,读出自己的感受来,在
书上做好批注。

启发引导:看到大家专注的读书情形,我知道你们一定读进去

了。是课文内容给了你们深刻的印象,还是课文语言深深地打动了

你们的心呢? 谁愿意谈谈自己的想法?
(1)交流感受。从语言和情感两方面讨论喜欢珍珠鸟的原因。
(2)在学生交流以后再进行第二次批注。

三、交流收获

在今天这堂课上,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四、作业

1.练习写生字。

2.找出细腻地描写珍珠鸟可爱的句子抄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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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复习生字、词,回忆课文主要内容。
师:你们还记得课文最后作者写下的感受吗?
(出示小黑板)“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齐读句子。
师:让我们再次走进这美好的境界吧!

二、理解课文,感知小鸟形象

1.“信赖”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是谁信赖谁?

2.这是一只怎样的小鸟? 你是从文章哪个地方看出来的,要找

出根据,说明理由。
出示:这是一只 的小鸟。
可爱的:重点落实到第7段,指导朗读。
调皮的:描写的段落较多,抓住重点词句,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就行。
不怕人的:抓住课文前面说的“这是一种怕人的鸟”,和课文具体

从哪儿写出它的不怕人,让学生理解感悟。
……
根据学生的回答,抓住重点词句引导学生理解课文。

三、融情入境,感受美好境界

1.过渡:就是这可爱的小家伙与作者共同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境

界,你能从文中找到这美好的境界吗? (学生朗读课文第15段)

2.为什么说这个情景就是一个美好的境界呢?

3.如果请你用一个词或一句话给这温馨的画面加个题目,你会

写上什么?

4.小家伙睡得好熟哇! 还不停地咂嘴,大概在做梦呢! 它的梦

一定也很美很美,它会梦到什么呢?

5.讨论:小鸟从一开始就不怕人吗? 它是怎样一点一点发生变

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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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感悟,升华感情

1.过渡:看着这可爱的小家伙,作者流泻出自己的感受:(齐读)
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你能理解作者这时的感受吗? 为什么说信赖就能创造出美好的

境界呢?

2.信赖是一种尊重,是一份宽容,是一片关爱。只要心中充满

爱,美好的境界将随处可见。
你见到过这样的美好境界吗? 结合生活实际谈一谈。

五、总结

尊重、宽容与关爱是信赖的基础,而信赖往往可以创造出美好的

境界。人与人之间多一些信赖,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六、再读课文,试背段落

附:板书设计

(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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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卖火柴的小女孩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复述故事,背诵自己喜欢的

段落。

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卖火柴小女孩命运的悲惨,体会作者的思

想感情。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同学们一定都读过童话故事,那你们当中有没有谁知道“安徒

生”呢? 这是一位被称为“世界童话之王”的丹麦著名的作家。他一

生写了160多篇童话。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他的一篇著名童话《卖火

柴的小女孩》。

二、整体感知,理清线索

1.自读课文。读前设问:本文写了什么内容? 课文写作顺序是

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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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体交流。
(板书:卖火柴 擦火柴 冻死)

三、学习“卖火柴”这一部分内容

1.默读思考:读了这一部分,你都知道了什么? 体会到了什么?
着重体会细节描写的作用。

(1)对小女孩的鞋的细节描写。
(说明她穷得连鞋都穿不起,男孩拿鞋跑说明她被人欺负。)
(2)雪花……看上去是那么美丽……
(说明小女孩是一位美丽的小姑娘,但是她却贫穷,又冷又饿,根

本没人注意到她的美丽。)
(3)街边的房子里都亮起了灯光,窗子里还传出了笑声。
(作者运用对比的方法告诉人们,那个社会是多么不平等,有的

人富有,有的人流浪街头。)
(4)天渐渐黑了,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小女孩一个

人了。
(这样写能进一步烘托出女孩的可怜与孤独。)

3.指导朗读。
小女孩是多么可怜,多么让人同情。在朗读的时候要读出这种

感情。

4.小结。

四、布置作业

l.抄写词语。

2.朗读课文,进一步体会感情。

第二课时

一、学习“擦火柴”这一部分内容

1.默读思考:课文写了小女孩几次擦火柴,各出现了什么幻景?
(完成课后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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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读描写第一次擦火柴的部分。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火炉的

幻景? 她敢从成把的火柴中抽出一根来擦燃吗?

(她不敢随便取,因为火柴是他们家生活的依靠,但她实在冷得

受不了,终于抽出了一根,进一步说明她冷,渴望温暖,所以会出现大

火炉的幻景。)

2.小组讨论学习,完成表格。

擦燃火柴   现实  幻景   情感

第一次    寒冷  火炉   渴望温暖

第二次    饥饿  烤鹅   渴望食物

第三次    痛苦  圣诞树  渴望快乐

第四、五次  孤独  奶奶   渴望幸福

3.小结。

因为冷才出现火炉,因为饿才出现烤鹅,因为孤独才出现圣诞树

和奶奶,这些幻想都随火柴的熄灭而消失,使本来就痛苦的小女孩更

加痛苦,这一段主要写小女孩的四次幻想和产生这些幻想的原因,反

映了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突出了生活的痛苦和命运的悲惨。

4.指导朗读(读出小女孩生活的痛苦和命运的悲惨)。

二、学习“小女孩冻死”这一部分内容

1.读后思考。

(l)这一段主要写了什么?
(2)作者为什么要用“脸上放着光彩,嘴角露着微笑”写小女孩死

去的神态? 为什么要写明是在平安夜冻死的呢? 理解:“小女孩冻死

在墙角,她脸上放着光彩,嘴角露着微笑”这句话的含义。

(写小女孩死去的神态,证明她是在幻想的幸福与欢乐中死去,

这就使幻想与现实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再加上平安夜里本应

得到的欢乐和幸福,更增强了这种对比效果,加深了人们对女孩的同

情,启发人们深思。)

2.指导朗读。(小女孩冻死了,读出我们对她的无限同情和怜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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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延伸

讨论:
(1)如果小女孩生活在今天,她会死吗? 为什么?
(2)如果今天小女孩来到了我们这里,你会怎么做,怎么说?

结合自己的生活,谈一谈你的感受。倡导同学们都要有爱心,如
果大家都伸出友爱的双手,彼此关爱彼此帮助,这样,我们的世界会

更美好。

四、布置作业

1.抄写本课生字、词。

2.结合课后选做题:你想对小女孩说点什么? 把它写下来,也可

以给小女孩写一封信。

五、复述故事,背诵片段

(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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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胡杨赞

( A )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原因,感受胡杨顽

强的生命力和默默奉献的精神。

3.能用简短的语言写出四、五、七段的意思,背诵喜欢的段落。

4.体会作者反复运用“千年……千年……千年”的排比句式在文

章中表情达意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感受胡杨顽强的生命力和默默奉献的精神,激发

学生对胡杨的崇敬之情。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准备

背景音乐,胡杨组图(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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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引入文眼

1.背景音乐起,师:在茫茫的大沙漠,当黄沙袭来的时候,所有的

生命都折服于沙漠的肆虐的时候,河流退却了,人群退却了,就连那

雄伟的城郭也被掩埋了……有一个绿色的精灵,以不屈的精神与沙

漠抗衡,与风暴搏斗,生生不息。它就是———胡杨。(出示胡杨组图)

2.师:人们崇敬胡杨,留下了许多赞美的文字。(揭示课题,齐读)

二、紧扣文眼,整体感知

1.过渡:读读这篇赞美的文字,看看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哪些

地方?

2.生自主读文三遍(出示阅读要求)。

(1)大声朗读,读准字音,读连贯、流利。

(2)同桌读(齐读,分段读),纠正字音,联系上下文交流新词的意

思,说说每段的意思。

(3)自主默读,思考: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哪些地方?

3.汇报初读情况。

(1)指名分段朗读,纠正字音,师相机引导学生用简短的话说出

4、5、7段的意思。

(2)问: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哪些地方? (师相机板演:无人关照 
弓腰驼背 粗茶淡饭 默默奉献)

三、自主品读,披文入情

1.过渡:作者钟情于无人关照的胡杨,弓腰驼背的胡杨,粗茶淡

饭的胡杨,默默奉献的胡杨,读了课文,你对怎样的胡杨动情了,请找

到相关的段落读一读,把你动情的原因写下来,再动情地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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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自主阅读,勾画、作批注,有感情地朗读。

3.同桌交流感受体会,有感情地朗读。

第二课时

一、词语引入,回顾内容

1.抄写词语:钟情、无人关照、弓腰驼背、粗茶淡饭、默默奉献。

2.师:作者钟情于无人关照的胡杨,弓腰驼背的胡杨,粗茶淡饭

的胡杨,默默奉献的胡杨,才写下这赞美的文字———胡杨赞。

二、交流体会,精读感悟

1.过渡:作者为何对这样的胡杨情有独钟? 让我们再一次走进

课文,去探寻这些词语背后的意思。

2.汇报交流,朗读感悟

(1)无人关照的胡杨(第3段)。
抓住“眼泪”一词,引导“胡杨的眼泪是什么”“它为何要流泪”,体

会胡杨受了伤就流出“泪”来为自己包扎伤口,是为了继续生长,表现

出很强的生命力。
(2)弓腰驼背的胡杨(第4段)。
可从“惨不忍睹”一词入手,引导说说“什么叫惨不忍睹”“胡杨长

相为何如此惨不忍睹”,体会胡杨弓腰驼背的长相是为了适应恶劣的

自然环境,它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极强的生命力。
(3)粗茶淡饭的胡杨(第5段)。
①抓住“粗茶淡饭”一词,“粗茶淡饭在生活中是用来形容什么

的? 这里呢?”(生长条件极其恶劣)“胡杨粗茶淡饭的生长环境是怎

样的?”

②“它是在夏季酷热……只有粗茶淡饭”,引导:读这个句子,你
想说什么? (板演:顽强的生命力)

③能把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读出来吗? (指名读,齐读)
(4)默默奉献的胡杨(第7段)。
①“它的树干木质坚硬……从来没有索取。”引导:你读懂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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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彻底”说明什么? (体会胡杨对人类的奉献是毫无保留的。)
③让我们把胡杨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读出来。(齐读)
3.小结:无人关照的胡杨,弓腰驼背的胡杨,粗茶淡饭的胡杨,这

些词都在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它的生命是那样的(顽强),所以,它
才会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腐! (板演:千年……千年

……千年)这样的胡杨,怎不叫人动心,不叫人爱呢?
4.问: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几次用到了“千年……千年……

千年”? 这样写有怎样的好处?

三、升华情感,书写敬意

1.过渡: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它感动了作者,作者又用隽永的文

字感动着我们。你对哪段文字感触最深,请你尽情读一读,赞一赞。
2.生自主朗读,背诵。
3.出示背景音乐,胡杨组图,指名背诵。
4.师:我们感动于胡杨,感动于它顽强的生命,感动于它毫无保

留的奉献精神。此时此刻,你心中一定也有话想说,想赞一赞这西域

的美丽风景———胡杨。赶快写一写,赞美赞美胡杨吧!
5.生自主写话。
6.出示背景音乐,胡杨组图,指名读出学生的赞美。

附:板书设计

(唐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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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胡杨赞
( B )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词。
2.能正确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各段大意。

教学重点

目标1。

教学难点

目标2。

教学准备

写有生字的小黑板。

教学时间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

有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它活着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

倒,倒下三千年不腐,这就是———胡杨树,让我们一同走近课文去了

解这神奇的胡杨树吧! 齐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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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读课文

1.出示生字小黑板,抽生读。

2.把生字放进文中再读一读,注意读准字音,遇到难读的地方多

读几遍。

3.抽生朗读课文,其他同学思考各段的大意。

4.交流段意,了解课文内容。

5.课文哪一段集中赞美了胡杨树? 勾出来读一读,在旁边批注

自己感受。

三、作业设计

1.抄写本文生字词,选择一个造句。

2.摘抄你喜欢的句段。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精读课文,了解作者钟情于胡杨的原因,感受胡杨顽强的生命

力和默默奉献的精神。

2.用自己的话赞美胡杨,激发学生对胡杨的崇敬之情。

3.体会象征的手法,反复运用“千年……千年……千年”的排比

句式在文章中表情达意的作用。

教学重点

目标1、3。

教学难点

目标2。

教学准备

1.关于胡杨林的照片及多媒体图片。

2.有关重点句段的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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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由课题入手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23课,齐读课题《胡杨赞》,由“赞”你想到

哪些词?
(赞美、赞扬、赞颂……)

二、直奔重点,深入体会,积累语言

(为什么钟情于胡杨?)

1.是啊! 一个“赞”让我们联想到许多褒义词,让我们再次走近

课文,看看作者是怎样赞美胡杨树的。文中哪一段在集中赞美胡杨

树? (6段)

2.出示第6段。
(一个无人关照的胡杨,一个弓腰驼背的胡杨,一个“粗茶淡饭”

的胡杨,却有着千年不死的生命,千年不倒的毅力,千年不腐的意志。
这样的胡杨,怎不叫人动心?)

(1)这句话中讲了怎样的胡杨让作者动心? (板书:无人关照 
弯腰驼背 粗茶淡饭)

(2)文中哪些段在讲胡杨的特点? (板书:3、4、5、7)

3.自读勾画你印象最深的部分,批注真切的感受。
(1)自读课文3~7段,勾画介绍胡杨特点的句子,并写出4、5、7

段意思。
(2)同桌交流自己写的段意。
(3)集体交流。

4.第3段。(无人关照的胡杨)(多媒体展示)
(1)抓住“眼泪”一词,引导:胡杨的眼泪是什么? 它为何要流泪?
(2)读到这些文字,看到这样的画面,你想说什么?
(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3)读出你的感受。

5.第4段。(弯腰驼背的胡杨)(多媒体展示)
(1)引导理解“惨不忍睹”,胡杨长相为何如此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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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嶙峋”,形容人瘦弱但有精神,嶙峋的老人是什么样子?
想想嶙峋的胡杨树长什么样。

(3)叶子的变化,因为它骨子里充满对水的渴望,为了适应干旱

环境做了许多改变,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4)把自己的体会送入文中读一读。

6.第5段。(粗茶淡饭的胡杨)(多媒体图)
(1)干旱的荒漠、盐碱地带。
(2)“粗茶淡饭”在生活中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这里呢? 胡杨粗

茶淡饭的生长环境是这样的?
(生长条件极其恶劣)
(4)能把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读出来吗? (指名读,齐读)
过渡:就是这样的胡杨! 引读“一个无人关照的胡杨,一个弓腰驼

背的胡杨,一个“粗茶淡饭”的胡杨,却有着千年不死的生命,千年不倒

的毅力,千年不腐的意志。这样的胡杨,怎不叫人动心?”(多媒体)
“却”怎样理解?
但是我真想明白无人关照、弓腰驼背、饮着粗茶淡饭的胡杨用它千

年的生命,千年的毅力,千年的意志在这三千年里都留下了些什么?

7.第7段。(默默奉献)
(1)默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2)“彻底”说明什么?
(体会胡杨对人类的奉献是毫无保留的。)
从树干、树叶到它流出的眼泪,它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彻底地贡

献给了人类,多么无私!
(4)让我们把胡杨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读出来。(齐读)

8.过渡:这样的胡杨,怎不叫人动心,不叫人爱呢? 出示第6段,
再读这一段。(多媒体)

(1)抽生读一读,读出你的赞扬之情吧!
(2)分男女同学读。
(3)会背诵的同学,我们试着背一背这段话。(多媒体出示帮助

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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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的胡杨,一个(   )的胡杨,一个(   )
的胡杨,却有着千年不死的(   ),千年不倒的(   ),千年

不腐的(   )。这样的胡杨,怎不叫人(   )?

三、领悟表达方法,落实单元重点

1.作者仅仅是在赞美胡杨树吗? 你从文中哪里看出来的?
(1)理解第八段。
一个无人关照的胡杨,一个弓腰驼背的胡杨,一个“粗茶淡饭”的

胡杨,却有着千年不死的生命,千年不倒的毅力,千年不腐的意志。
这样的胡杨,怎不叫人动心?

(2)“这”指什么?
(具有胡杨那样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
“生命”,这里的生命不是一般意义的生命,指的是有着像胡杨一

样只知奉献不图回报,只有付出不求索取的精神的生命。
(3)你想到了哪些具有胡杨品格的人?
(边疆建设者、清洁工、戍边战士、身残志坚的人……)
(4)文中多次写到“千年……千年……千年……”找出来自己读

一读,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2.对着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腐的胡杨说出你的赞美。

(出示图片)
学生交流写的感受或小诗。
总结:胡杨生生死死上千年,它用不朽的精神谱写了生命的赞

歌,它用不屈的品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它用彻底的贡献阐述了生命

的价值,愿胡杨精神充盈我们思想的荒漠,长出生命的绿洲。

板书设计

23 胡杨赞

无人关照          千年不死的生命

弓腰驼背   生命赞歌   千年不倒的毅力

粗茶淡饭          千年不腐的意志

(杨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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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到山下去看树

教学目标

1.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

2.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常年驻守在冰天雪地的高原的战士们热

爱生活、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教学重点

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常年驻守在冰

天雪地的高原的战士们热爱生活、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教学准备

师生:查阅资料了解高原雪山的气候特点、生活条件。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人们把解放军叔叔称作“最可爱的人”,你认为他们的“可爱”

体现在哪些方面? (抗洪抢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打击外敌,守

卫家园;驻扎边疆,捍卫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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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就写了一群“可爱的解放军战

士”,他们的愿望是———(齐读课题)

3.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教师根据学生的问题,归纳成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到山下去看

树? 战士们在山下看到了什么树?)

4.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学习这篇课文,看看哪些问题是通过

我们自己读书能解决的,再看看我们在读书中又产生了哪些新问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轻声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分组检查学生的朗读情况,比一比哪组读得最流利。

3.师生共同评价,并相机指导朗读。

4.读了课文,说说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细读课文,理解感悟

1.学生带着问题默读课文,并勾画出相关句子。

2.交流。

(1)这是一座怎样的山?

①交流勾画出的句子,并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②补充介绍高原的气候特点、生活条件,深入理解战士们生活的

艰苦。

(2)为什么战士们的愿望是到山下看树?

在交流中感受战士们长年驻扎在冰天雪地的高原,默默奉献生

命的崇高品质。

(3)战士们在山下看到了什么树?

指导朗读描写胡杨树的句子,体会战士们就像生命顽强的胡杨

树一样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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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默读课文,勾画出文中最让你感动的句子,体会感情。

交流:重点引导体会“将军缓缓地抬起手来,给我们敬了一个庄

严的军礼”包含的深刻含义,领悟人们对战士们的尊敬和赞扬。

4.齐读课文。

四、拓展训练,指导阅读

1.出示句子:

(1)它的叶子常常是晦暗
  

的灰色,至多是个淡绿色,没有银杏的

挺拔和柏树的优雅!

(2)那树叶密密的、宽阔的胡杨树呀,随同它光亮
  

的绿色……从

此就永远印在我们青春岁月的深处!

2.读这两个句子,注意比较带点的词语,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

感情。

3.交流。

(1)与银杏、柏树相比“晦暗”的灰色,形象地写出了胡杨树叶子

长得不好看,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作者对胡杨树的赞扬。

(2)在高原雪山下显得“光亮”的绿叶,是那么的富有生机,就如

战士们年轻的生命,包含着作者对战士们驻扎高原、热爱生活、默默

奉献的崇高品质的敬意。

4.小结阅读方法:抓住重点词语理解句子的含义,体会作者的

感情。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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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与运用(六)

教学目标

1.体会在不同的语句中,相同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语表达。

2.积累名人名言,体会其含义,丰富语言。

3.体会“象征”的表现手法,学会运用“象征”手法写一篇习作。

4.乐于与人交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能
认真、耐心倾听别人的倾诉。

5.能具体、生动、清楚地写一件最能表现自己能干的事。

教学准备

教师:小黑板。
学生:自制一个心形纸板,在上面写几句自己的心里话。

课时时间

3~4课时。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

1.小黑板出示三个句子,让学生自读,画出表示慢慢行走的词

语。(徜佯、漫步、流连)

2.学生再读句子,联系句子理解这三个词语的意思。

3.通过理解,你发现了什么? (在不同的语句里,相同的意思可

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这样表达有什么好处呢? (避免表达的重

复,使语言丰富、生动、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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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在写作时,在不同的语句里,相同的意思,我们尽量用

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可以避免语言的重复,使文章语言丰富生动,让
你的文章增色不少。

二、语海拾贝

1.学生自读名言。

2.全班交流,教师范读,直到读准字音。

3.从这些名言中,你知道了些什么? 还有哪些不理解? 与同桌

说说。

4.全班交流,生生、师生互动解惑。

5.学生背诵名言。

三、互动平台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对话(可自由读,也可和同伴分角色对

读),读通顺。

2.师生对读。

3.说说你从中读懂了什么?
(1)什么叫象征? (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
(2)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有什么好处? (把人们的某种思想情绪

寄寓在某种事物上,既具体明白,又引人深思,更让人回味)
(3)我们学过的课文有哪些运用了象征? (《胡杨赞》)
(4)学生举例生活中的哪些事物可以象征人的什么品质?

4.作业:试着用象征的手法写一篇习作。

四、口语交际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在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中有融洽、理解,也有委屈、摩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当内心烦恼痛苦时,特别想与人

聊聊;当遇到愉快高兴的事时,也愿与人分享与交流。今天,就让我

们敞开心扉,把自己最想说的心里话说出来,让大家与你一起分享快

乐、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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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造氛围,诉说心里话。

1.让学生拿出课前做好的写了自己心里话的心形纸板。小组

内交流,然后把它贴在教室的任何地方。

2.你准备对谁说自己的心里话,你觉得在说的时候应该注意些

什么? (态度诚恳、语气平和、表达清楚有序)
那么听的同学又应该做到些什么呢? (认真倾听,并作出恰当的

反应)

3.指名说一说。

4.师生点评。

5.学生自由向自己的好朋友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教师巡视,相
机点评。

(三)教师小结。
在生活中,难免会有许多难过的、委屈的,或者开心的经历。同

学们,当我们有心事的时候,一定要敞开心扉,向你最信任的人尽情

地倾诉,那样,你一定会觉得心情畅快。

五、习作百花园

(一)激发兴趣,交流体验。
同学们,你们都有自己能干的一方面,能介绍给大家听听吗? 让

大家一起来夸夸你的能干。(分小组互相说,然后再全班说。比一比

谁说得好,说得有理,说得具体。)
(二)拓展思路,引导体验。

1.回忆一下你在做哪件事情上最能体现出你的能干,当时有怎

样的感受。比如,你学会了某一项本领,解出了一道难题,做成了一

件小制作,取得了一次竞赛的胜利……在这件事情中,你是怎么做

的,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是怎样克服的。特别是最能体现自

己能干的方面要具体生动地说说。

2.分组互相说,比一比谁说得好,说得有趣,说得具体。教师及

时点评,尤其要表扬能运用富有新鲜感的个性化语言表达的那些

学生。
(为帮助学生克服选材的困难,教师可以让学生把自己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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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无论大小,只要是成功的,都说一说,师生共同评论能不能作为习

作材料使用。)

3.讨论一下怎样开头,怎样结尾,表达的顺序以及如何抓住重

点等。
(三)体验范文,自由习作。

1.指导学生阅读自己搜集到的表现自己能干的范文,体会别人

的表达方法。

2.自主拟题,打开习作思路。根据自己选定的习作思路,尝试

个性化拟题。例:《我第一次 》《我真能干》《成功的喜

悦》……

3.交流自拟的题目,欣赏及点评。
(四)自主习作,表达真情实感。
挑选自己认为最能表现自己能干的内容,尝试写作。教师巡回,

进行现场指导。
(五)交流评价,评议修改。

1.自行选择伙伴进行修改,找出习作中值得学习的文句,用波

浪线画下来。写出好在哪里和为什么好,写出自己的感受和启发。

2.推荐习作全班交流,并陈述推荐的理由,教师作及时点评。
找出亮点,评价激励。使学生明白别人习作的好处,为什么好。引导

学生借鉴长处,重新修改自己的习作。
(六)评选最佳,成功激励。
教师进一步评点,张扬写作个性,表扬有独特体验的亮点。

六、自主阅读园地

1.学生自由默读课文。

2.说说短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短文什么地方最让你感动? 勾画下来,自读自悟,并写出你

的感受。

4.全班交流,从故事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

(郭礼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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