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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篇 1】  教学目标：

  1、巩固复习所学的生字词语，积累“譬如”等词语，积累名人名言。 

  2、了解常见的说明方法。 

  3、阅读短文《火箭为什么能飞行》。 

  4、习作：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题写——篇习作。 

  5、学写毛笔字“歧”跑”“站”。 

  教学难点： 

  1、了解说明文的特点，掌握常见的说明方法，并能够正确地运用。 

  2、展开丰富的想象，想象要大胆、合理。 

  教学安排： 

  三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教学语海拾贝以及自主阅读部分。 

  教具准备： 

  1、词语卡片。 

  2、搜集到的火箭图片等。 

  教学过程： 

  一、词语超市 

  1、学生自由读“词语超市”中的词语。 

  2、教师出示词语卡片，指名读。 

  3、教师根据学生读的情况，进行再强调。 

  字音：“譬”读作“bì”，不是“bì”；

“善”“属”“鼠”“罩”“质”“宙”是卷舌音，“啬”“藻”索”是平舌



第  2  页 共  25  页

音。 

  4、学生再读词语，在读中积累词语。 

  5、学生动笔抄写要求写下写的词语，教师巡视辅导。 

  6、用喜欢的词语说几句话。 

  二、金钥匙 

  1、指名读文中的语段。 

  2、指名反馈：金钥匙中为我们介绍了什么知识(说明事物的时候，可以运比

较、列数字等方法) 

  3、教师以文中的句子为例，引导学生体会运用说明方法说明事物的好处。

(更加地形象、生动) 

  4、教师小结：我们在介绍某些事物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地运用这些说明方法 

  5、练习：运用比较，列数字等方法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学校或学校的大操场。 

  三、名人名言 

  1、学生自由读，把句子读准确、读通顺。 

  2、教师出示下列字词，检查学生自读情况： 

  耐心 才智 淳朴 谦逊 

  3、学生再读。 

  4、教师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讨论、交流每句活给我们的启示。 

  5、指名反馈。 

  6、教师小结：同学们，这些名人名言言浯简洁却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希望同

学们能够热爱科学，时常怀有—颗好奇心、耐心，谦逊地待人待事。 

  7、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这些句子，熟读成诵。 

  8、所说你平时还积累了哪些名人名言，最欣赏哪一句。 

  四、自主阅读 

  1、教师展示火箭升空、飞行的图片或者录像。 

  2、教师导：同学们，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看着火箭升空、飞行，你们

有什么疑惑吗(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大人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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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师小结：同学们想知道的东西很多很多，今天，我们就来子解一下火箭

为什么能飞行。 

  4、学生自读课文，思考，火箭为什么能飞行 

  5、指名反馈。(气体同样也有反冲作用，火箭就是靠燃气的反冲作用前进的

`。燃气向下喷的时候，火箭就向上升) 。 

  6、教师引导：同学们，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作者是怎么做的呢(引导学

生阅读“阅读提示”，从中受到启发) 

  7、指名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作者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把问题说清楚的呢(作者

先提出问题，然后借助生活中我们所熟悉的相类似的事物进行推理、说明) 

  8、学生选择自己员感兴趣的段落读一读。 

  五、课堂小结 

  教师总结：同学们，科举就是这样神奇，科学家不仅发明了飞机、火箭，还

把人类送上了月球。同学们把自己对事物的好奇心作为起点：不断地努力，为

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六、布置作业 

  1、抄写词语超市中要求抄写的词语。 

  2、选用课时作业设计。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篇 2】  【学习目标】

  1、培养独立鉴赏诗词的能力，形成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2、培养丰富的联想、想象能力。 

  3、积累咏月的诗词。 

  【学习重点】 

  培养独立鉴赏诗词的能力，形成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学习难点】 

  培养丰富的联想、想象能力。 

  【学前准备】 

  1、利用书籍、报刊、网络收集关于咏月的诗词、佳句，誊写在小卡片上。 

  2、小组评析其它咏月的诗词佳句。组长记录有价值的赏析，综合成一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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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全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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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时间】 

  1课时 

  方法指导： 

  1、让学生结合自己对诗句意思的理解，来想象诗的.意境意、体会诗的主

旨。 

  2、学习赏析诗歌的方法，来赏析“明月之诗”，培养独立鉴赏诗词的能力。 

  3、学会对关于明月进行美的想象和描写。 

  4、你是课堂的小主人，请你大胆与老师对话，此堂课你表现棒吗？你学到了

什么吗？你是怎样学到的？你学得快乐吗？ 

  5、诵读、默写故事是积累古诗的重要方法。 

  【学习过程】 

  （一）导入 

  “诵明月之词，歌窈窕之章”这是历代文人墨客的雅事，今天我们将通过

《十五夜望月》来学会如何赏析这些名句佳作。 

  （二）赏析《十五夜望月》 

  1、我会读这首诗： 

  2、我会边读边想象这首诗所描绘的美景： 

  在《春江花月夜》的乐曲声中，生轻声吟咏，走进诗中，回答：你看到了什

么？听到了什么？想起了什么？ 

  3、请你看下面《十五夜望月》的赏析文章，请加以体会，并进一步展开讨

论，哪些地方特别精彩？哪些地方有不同的见解或补充？ 

  《十五夜望月》赏析 

  在唐代咏月的篇章中，这是较为的一首。 

  诗人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仰望明月，凝想入神，丝丝寒意，轻轻袭来，不觉

浮想联翩，那广寒宫中，清冷的露珠一定也沾湿了桂花树吧？这样， 冷露无声

湿桂花 的意境，就显得更悠远，更耐人寻思。 

  同是望月，那感秋之意，怀人之情，却是人各不同的。诗人怅然于家人离散

因而由月宫的凄凉，引入了入骨的相思。他的 秋思 必然是最浓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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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意境很美，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丰美的想象，渲染了中秋望月的特

定的环境气氛，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

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离思聚的情意，表现得非常委婉动人。 

  我要补充的是： 

  “ ”字用得好，好在： 

  “”句写得好，表达了 

  （三）诵明月之诗 

  小组之间把准备好的有关“明月之诗”的小卡片，相互交换赏析，组长记录

学生的赏析或评价，大家动手把有价值、有个性的见解综合成一篇赏析文章，

全班交流。 

  （四）思维训练 

  用媒体展示不同角度所看见的月，（诸如：海上明月、沙漠月升、小楼新月、

水中望月等）学生对自己有所感悟的图景发挥想象、进行联想。 

  （五）学生小结 

  你认为这堂课好不好？说明原因。 

  （六）诵读此诗，比赛默写：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篇 3】  教学目标：

  1、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学习生字，理解“绿荫如盖”、“羞愧”、“馋涎欲

滴”、“游手好闲”等词语的意思。 

  2、抓住重点词句体会课文内容，懂得珍惜时间，努力学习。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在读中养成积累语言的习惯。 

  教学重点： 

  以读感悟，理解什么是“失去的一天”。 

  教学准备： 

  师生收集有关珍惜时间的谚语、名言、诗歌、名人故事。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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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创设情境。 

  同学们，你们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学生自由发言)我们一起来看看另一个

小伙伴“佩佳”是怎么度过一天的，让我们走进课文《失去的一天》看看吧! 

  二、初读感知 

  阅读思考：佩佳是怎么失去这一天的 

  三、细读感悟 

  1、读课文 1~5段，勾画出能够回答佩佳在这一天里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

的句子或词语。 

  板书：睡坐吃嬉戏游手好闲 

  说说“游手好闲”的`意思。 小结：他这一天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吃、睡、

玩，这就叫“游手好闲”。(板书：游手好闲) 

  练习读好这部分课文，通过读来表现佩佳“游手好闲”。 

  2、“羞愧” 

  ①、说说“羞愧”的意思。 

  ②、佩佳为什么羞愧得不敢看妈妈的眼睛 

  ③、课文还有一处描写佩佳羞愧难过的心情，请用线勾画出来。从“低下

头”这个动作你体会到什么 

  ④、妈妈是怎样帮助佩佳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读课文 6~10段。通过妈妈带他到

不同的地方看到的不同景象，了解人们在这一天的工作成绩。 

  ⑤、读这部分课文，读出妈妈语重心长帮助孩子的语气。 

  ⑥、齐读最后一段。“他想了想”，此时他会想些什么 

  ⑦、出示最后一段，学生试着补充出“……”省略的内容。 

  四、拓展升华 

  1、谈谈你对“失去的一天”是怎样理解的 

  2、你有像佩佳这样的“失去的一天”吗 

  3、师生交流珍惜时间的名言。 

  4、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知识。希望同学们从小珍惜时

间，利用时间，做时间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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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书设计： 

  失去的一天 

  睡、坐、吃、嬉戏——游手好闲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篇 4】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新词，读准字音“鲍、仲”，理解“形影不离、真心待友、管鲍

之交、鲍子遗风”词语的意思，并积累有关朋友之间友情的成语和名言。 

  2、学习用小标题的方法复述三件事的主要内容。 

  3、通过课文学习，懂得与人交往要以诚相待，要真诚地帮助他人。 

  教学重难点： 

  1、学习用小标题的方法复述三件事的主要内容。 

  2、通过课文学习，懂得与人交往要以诚相待，要真诚地帮助他人。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用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记得上学期我们感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的友谊，他们真心对待彼此，

无私地为对方付出，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今天这节课，让我们回到春秋时

期，认识一对朋友，感受另外一种友情。板书课题 27鲍叔牙真心待友学习生字

鲍 

  2、齐读课题，真心待友什么意思(真心诚意对待朋友) 

  3、文中鲍叔牙的朋友是谁简介鲍叔牙和管仲管仲和鲍叔牙都是生活在 2650

多年前春秋时期，两人都是齐国的贤臣良将。他们年轻时就结为好友，一向交

情深厚。 

  4、师：认识了这一对朋友，我们一起看看文中哪个词语来鲍叔牙和管仲之间

的关系密切(形影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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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还有哪些词语也是形容朋友之间关系密切的，谁能说一说情同手足亲如兄

弟生死相随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同舟共济 

  二、初学课文，整体感知 

  1、课文写了鲍叔牙真心待管仲几件事快速读文，等会儿请你来介绍一下这几

件事情，可以用什么情况下，鲍叔牙怎么样的句式来说。 

  出示：管仲家境贫困时，鲍叔牙出钱帮助做买卖。打仗时，鲍叔牙为保护管

仲而受伤。做官后，鲍叔牙为成全管仲而辞官。 

  三、品读课文，学习鲍叔牙真心待友的三件事。细读第一件事 

  1、哪些语句能看出鲍叔牙真心待友 

  2、反馈;交流句子，说说理由。 ※鲍叔牙掰着手指算了算，说：“钱由我

出，你就想想怎样做生意吧。” ※每次赚了钱，鲍叔牙总是把大部分给管仲，

自己只留一小半。 (鲍叔牙出钱出力，但赚了钱却将大部分给管仲。(毫无私

心) ※鲍叔牙诚恳地说：“我们是朋友，你家有困难，我理应帮助。你就收下

吧!” (鲍叔牙把帮助管仲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真是情同手足啊) 

  3、师引读：鲍叔牙提议要与管仲合伙做生意，管仲觉得很为难，可是鲍叔牙

却这样说——在分金时，鲍叔牙总是——，管仲有些过意不去，可鲍叔牙却告

诉他—— 

  4、你能不能用一组关联词说说鲍叔牙是如何真心对待管仲。 

  5、鲍叔牙为了帮助管仲不仅出钱出力，而且还将赚了钱却将大部分给管仲。

老师将这个小故事概括了小标题呢：出资助友(板) 

  第二课时 

  一、小组学习第二件事情 

  1、小组学习，找一找哪些语句能看出鲍叔牙真心待友读一读这些句子，哪些

词语最能表现出鲍叔牙真心对待管仲尝试列小标题，注意要抓住要点，简明醒

目，形式尽量保持一致。 

  2、反馈※每次打仗，鲍叔牙都紧紧跟在管仲身边。冲锋时，他跑到管仲的前

头;后退时，他又走在管仲的后边。遇到危险，鲍叔牙都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

体去保护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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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战斗中，鲍叔牙受了伤，管仲急忙为他包扎伤口。管仲看到流血的伤

口，难过地说：“你是为了我才受了伤的啊!”鲍叔牙笑了笑，说：“没关系!

没关系!”(这真是危难之中见真情啊!) 

  1、哪些词语最能表现出鲍叔牙真心对待管仲 

  2、排比句的运用在这里有什么好处指导朗读排比句。 

  3、你能不能也仿照刚才的小标题说说看呢以身护友(板) 

  四、研读第三件事情 

  1、齐读：后来，他们在齐国做了官，都是很有才华的政治家。管仲在鲍叔牙

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改革，使齐国成为当时大的国家。不久，管仲的官职超过

了鲍叔牙。这时，一些大臣议论纷纷，替鲍叔牙抱不平。 

  2、大臣们为什么要为鲍叔牙打抱不平呢大臣们会说些什么呢有的说( )有的

说( ) 

  3、鲍叔牙自身很有贤能，但是他却举荐管仲让他当丞相，并且管仲的官职超

过了他。难怪有人要非议管仲，鲍叔牙知道自己如果继续做官，可能对管仲不

利，于是就毅然决定向齐桓公辞官回乡。这可以概括出：辞官为友(板书) 

  4、师：面对鲍叔牙的辞官，齐桓公挽留他，说：“你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呀!管仲就是您推荐给我的。现在为了他，你要辞官了。我要管仲，也需要你。

你留下吧。”鲍叔牙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斗争，请你设身处地思考一下，他会如

何想鲍叔牙( ) 

  5、师：于是就在第二天，鲍叔牙还是悄悄地离去了。鲍叔牙为了朋友的`前

途，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官职。管仲果然没有辜负好友的一

片真心。 

  6、补充资料：为了达到民足、国富、兵强，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齐国由

于管仲实行改革，很快强盛起来，他还辅助齐桓公做了诸侯霸主，为齐桓公创

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齐桓公尊为仲父。鲍叔牙也因此被后人称为历一

个大贤大智之人。 

  五、复述“真心待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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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鲍叔牙与管仲亲密无间，并如此真心对待管仲。鲍叔牙为了资助管仲，出

钱帮助他做买卖，为了保全管仲，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为成全管仲，辞官力

荐。 

  2、同学们一定被鲍叔牙真心待友而感动，正因为鲍叔牙真心诚意地对待管

仲，所以——出示：管仲逢人就说：“生我的是父母，而真心待我的是鲍叔

牙!” 

  3、管仲十分动情，饱含着对鲍叔牙的感激，洋溢着对真挚友情的礼赞。知己

之人、知遇之情的难能可贵。 4、后来人们把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的友谊称为

“管鲍之交”，管鲍之交，也成为交友的典范，流传千古。这种交情的基础不是

利害关系，不是互相借重、互相吹捧，而是真心相助，不图回报。用来形容自

己与好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板书设计： 

  鲍叔牙真心待友 

  管鲍之交鲍子遗风 

  (管仲) 

  出资助友 

  以身护友 

  辞官为友 

  作业设计： 

  1、听写 27课 9个词语，家长听写并签字。 

  2、完成 27课上海作业。 

  3、积累关于友谊的名言。 

  4、预习 28课(听录音，熟读课文，解决不懂的字和词语)。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篇 5】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同学们，童年是纯真、难忘的岁月，身处童年，你们正经历着人生的美好季

节，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你们知道一千多年前的儿童，他们的

生活是怎样的吗有许多喜爱儿童和富有童心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作

品，在他们的诗词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千年以前的孩子的生活情景。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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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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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目标： 

  1、我能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并默写这首诗。 

  2、我能借助注释，自学与同学交流，理解诗句想象诗中描绘的画面。 

  3、我能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以及孩子们的天真可爱。 

  三、教学程序： 

  (一)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自由读诗，读正确，读通顺。 

  (二)再读古诗，了解诗意。 

  自学要求：生自由组合，合作学习。 

  (1)借助课文注释、工具书或与组员探讨，理解字词，初步理解诗歌大意。 

  (2)交流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诗中你听到了哪些动听的声音，想到了哪些有趣

的事情 

  (三)品读古诗，想象画面，领悟诗境。 

  1、师提出自学要求，进行品读理解。 

  (1)练习有感情地朗诵诗歌，每读一句想象到哪些美好的画面悟到了哪些美好

的情感 

  (2)把想象到的画面用自己的语言形象、赋予它美好的情感并流畅地描述出

来。 

  2、交流感受，练习朗读。 

  以“诗中描述的儿童的童年生活怎么样你觉得诗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

的”，有感情地朗读。 

  全班交流。允许有自己的感受。对学生不正确的认识要恰当地进行引导。 

  (四)结合学生的积累，拓展阅读。 

  1、交流已经背诵积累下来的写儿童生活的古诗词。 

  2、拓展阅读杨万里其他写儿童生活的诗。 

  舟过安仁，闲居初夏午睡起 

  宋杨万里，宋杨万里 

  一叶渔船两小童，梅子留酸软齿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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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篙停棹坐船中，芭蕉分绿与窗纱。 

  怪生无雨都张伞，日长睡起无情思， 

  不是遮头是使风，闲看儿童捉柳花。 

  (五)作业 

  1、有感情地背诵默写《稚子弄冰》。 

  2、以“散落在诗词里的童年”为主题画张手抄报。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篇 6】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悠闲、松弛、尴尬、熟视无睹、彬彬有礼、翩翩起舞”等词语。 

  2、引导学生借助词语学习课文内容，能在辨别与争论中，体会作者用词的准

确性。 

  3、学会抓住关键词语品读课文，领悟课文先概括后具体叙述的表达方法，积

累优美的语言。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5、了解泰国大象的特点，感受泰国的独特风情与文化，体会大象与人类和谐

相处的美好画面。 

  二、教学重难点： 

  抓住与象共舞的画面引导学生展开丰富想象，在比较与欣赏中感受人象共舞

的和谐画面，感受语言的魅力。 

  三、教学过程： 

  (一)神游泰国，揭示课题 

  1、谈话导入。今天老师带着大家神游另外一个国家(播放图片)。 

  简介：泰国富有“千佛之国、黄袍之国”的美誉。这里到处是金碧辉煌，尖

角高耸的庙宇、佛塔，无处不有精致美观的佛像，为泰国妩媚动人的热带风情

平添了许多神秘的气息。今天，我们既不去欣赏泰国迷人的热带风情，也不去

感受它佛教文化的神秘，而是跟随作者赵丽宏去感受与象共舞的另一番情趣。

(板书课题：强调“象”与“舞”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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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播放异国风情，拉近了学生理解的时空，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使学生对泰国有真切、直观、具体形象的感觉。并由“大象节”引入课题，为

下文学习打下了感性理解的基础。 

  (二)自主学习，制定目标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想了解些什么请为自己制定学习目标。 

  在学生支离破碎的目标制订过程中教师帮助学生梳理完成以下目标： 

  (读：了解内容 

  想：情感表达方式 

  用：迁移运用) 

  设计意图：学生经过五年的学习，已经完全习惯被老师牵着走，大胆放手让

他们自己制订学习目标，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使他们逐步懂得自己学习的必

要性。 

  (三)初读课文，初次识象 

  1、自由读课文，努力完成学习目标。自己试着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强调

留下读书的痕迹：兴奋处疑难处、共鸣点) 

  2、和同桌简单交流读书感受。 

  3、检查读书效果： 

  自己感觉读书效果如何做个小测验，把书合起来，想想自己记住了多少和

“象”有关的四字词语 

  设计意图：给予学生充足的自学时间，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靠自己去成

功。词语的检测重在强调要学会“积累”——因为“学文如聚沙”。 

  4、思考词语：(老师也搜集了一些词语，请你读一读这些词语都和谁有联系) 

  (1)不慌不忙悠闲沉着晶莹温和悠然而去 

  课文中这些词语都是形容大象的`，透过这些词语你看到了一头怎样的大象

(温和悠闲自在)用不慌不忙、悠闲自在的语气读这组词 

  (2)冲锋陷阵攻城守垒以一当十以一抵百 

  透过这组词语你又看到了怎样的大象(勇猛)(读出来) 

  (3)行礼谢幕彬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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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些词语你对泰国的大象有了什么新的认识(温文尔雅的大象聪明乖巧的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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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翩翩起舞摇头晃脑踮脚抬腿舞之蹈之 

  读着这些词语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你对泰国的大象有了什么新的认识(聪明灵活

的大象活泼可爱的大象) 

  设计意图：词语是有感情的，只有联系课文透过词语看到它背后传达的情意

才能感受文学的魅力。通过词语教学巧妙地将课文内容进行梳理。 

  5、再读词语，用心感受： 

  教师有意把词语串成每段的第一句话，并相机呈现：“熟视无睹、国宝、聪

明而有灵气、跳舞”等词语。引导学生在倾听中发现:每段的第一句话就是全段

的中心句，把中心句串起来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 

  6、小结：大家在第一环节教学中，自己读书，了解了主要内容，老师作为你

们的学习伙伴和大家一同学习，帮助大家学会了在读书中摘记关键词语，并且

引导大家学会思考，学会运用。 

  再看这些词语，你还会有什么发现(初步感受“和谐”及象在泰国的特殊地

位) 

  设计意图：通过词语教学巧妙地将课文内容进行梳理。渗透写法，了解了全

文的写作特色。同时在一次次读词语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一步步有所发现，逐

步化难为易，有效地保证了学习效率。 

  (四)抓住重点，读中感悟 

  1、当象在我们心目中越来越神圣的时候，认真回顾全文，课文哪一段将这种

美好境界进行了最精彩的描述 

  2、自由读第五段，有一个词具有传神的功力，找到它就可以感受“与象共舞

的美好境界”。学生自学 

  设计意图：一个巧妙的问题设计给予学生学习的具体导向，他们在读书中辨

别，在读书中思考，再次感受词语的魅力。 

  3、汇报交流。 

  ①预设 1： 

  翩翩起舞：引导学生联系下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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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的大象，没有一点儿笨重的感觉，它们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踮脚

抬腿，前后左右颤动着身子，长长的鼻子在空中挥舞。 

  请学生反复朗读这段文字。 

  设计意图：结合学生找到的词语进行朗读训练，强调朗读要努力做到眼中有

景，心中有情，才能准确传达出文字的感情。把具体的描写还原成画面能让阅

读自有趣味，舞之蹈之的大象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 

  ②预设 2： 

  感染： 

  在欢乐的音乐声中，象群翩翩起舞，观众都拥到了宽阔的场地上，人群和象

群混杂在一起舞之蹈之，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引导学生思考“感染”的根源，在思考中想象“人群和象群混杂在一起舞之

蹈之的热烈气氛”。 

  设计意图：结合学生找到的词语进行想象训练。抓住看似普通的词语大胆想

象，引导学生感受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乐趣。同时巧妙地将口语表达与想象力训

练有机结合。 

  ③预设 3： 

  陶醉： 

  毫无疑问，它们和人一样，陶醉在音乐之中了。 

  引导学生充分地阐述“陶醉”的理由，在讲述中回顾全文，感受人象相处的

和谐美好。 

  设计意图：结合学生找到的词语进行小结训练。抓住词语引导学生回顾全

文，感受象在泰国的特殊地位才能感受象完全放心地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原因。 

  4、小结并指导朗读这段话： 

  设计意图：因为每一个词语都是作者精心构思而成，每一个词语都表达了人

与象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筛选词语不是目标，在筛选中学会思考，学会运用

才是目的。 

  (五)回扣全文，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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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们尊重大象，大象信任人们，信赖往往可以创造美好的世界!这种彼此

的信赖足以让我们看到与象共舞的和谐画面。(播放音乐——天籁之音)推荐阅

读赵丽宏的书——《异乡的天籁》 

  设计意图：课堂小世界，学习大舞台!必须巧妙地将学生引到广阔的学习空

间，让他们爱上阅读，在读书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 

  2、呈现一组组大自然和谐的画面，升华主题——冰心老人说：“美的真谛应

该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人身上，就造就了人的美;表现在物上，就造就了物

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就了环境的美。” 

  设计意图：将与象共舞的和谐拓展到自然界，在一组组画面的欣赏过程中既

受到审美熏陶，也逐步理解了美的真谛——和谐!在学生心灵深处埋下一颗种

子，一颗“和为贵”的种子。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案【篇 7】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语言。 

  2、了解德国奇丽的景色以及奇特的民族风情。 

  3、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从中受到启示和教育。 

  教学重点： 

  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教学难点： 

  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境界，从中受到启示与教育。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揭示课题 

  1、谈话激趣：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民

族文化，今天老师将带你们去一个遥远的国度——德国去看一看。 

  2、(课件;出示哥廷根的城市风貌)看，这就是德国的哥廷根。这座城市因哥

廷根大学而，因为在这所大学里曾培育了三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我国的语言

学家、北京大学的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曾在此留学十载，到 1945年才回国。1980

年，35年后的他再次踏上这块故土，感慨万千，写下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

(课件;出示课题)——《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板书课题，学生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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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读课题：谁的花是给别人看的(读) 

  自己的花是给谁看的(读) 



第  17  页 共  25  页

  谁的花是给谁看的(读)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请同学们带着要求自由朗读课文。 

  (1)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把你认为优美的语段多读几遍。 

  (2)作者季羡林先生时隔 35年，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发出了怎样的

赞叹呢找到那句话，用波浪线画下来。 

  2、检查生字的字音和字形。 

  (1)检查字音(课件;出示词语)颇、脊梁、莞尔一笑、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耐人寻味、应接不暇 

  (2)检查字形：特别提示“脊”字的写法：上半部分先两边后中间。 

  3、生反馈。(生读)(课件：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齐读) 

  三、细读课文，品味“奇丽、奇特”。 

  导语：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情民俗让作者发出如此由衷的赞叹呢请同学们默读

课文，找出能够体现景色奇丽、民族奇特的语句。用心读，用心体会，想想它

“奇”在哪里 

  1、感受景色奇丽 

  谁来说说，文中哪些语句让你感受到了景色奇丽(生反馈) 

  (课件：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户户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

紫嫣红。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

____上，应接不暇。) 

  (1)全班齐读，读完这段话，最先跳入你眼帘的是哪个词呢那是怎样的一种景

象呢(生答)还有哪个词呢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生答)(课件：词语变红) 

  (2)用一个字来形容这里的花怎么样――(美)我们一起来看看。(课件：花团

锦簇、姹紫嫣红的景象)读词语，读出这种美来。把它们放到句子里去读读。

(生读)多美的花呀，谁再来读读 

  (3)花美是一“奇”，请问景色奇丽还“奇”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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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多)哪个词说明了花多(花的海洋。)(课件：词语变红)一个窗子前是花团锦

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就是许多锦簇的花团连在一起，姹紫嫣

红，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啊!是不是让我们感觉到这条街有多长，这花的路就

有多长，这条街没有尽头，这花的路就主、没有尽头，真不愧是一片花的海

洋。难怪会让看的人――(应接不暇)(课件：词语变红)你们说奇不奇(奇)带着

这种感受，一起来读读第二句话。 

  (4)在德国仅仅是一条街有这样的奇丽的景色吗生回答(引出“任何”一

词)(课件：词语变红) 

  在德国，每一条街都是这样奇丽的景色，条条街都是这样奇丽的景色，如果

你走过这里的一条街，抬头向上看，看到的是家家户户的窗子前—— 

  走过另一条街，抬头向上看，看到的依然是—— 

  (是不是只有一年有这样的景象呢) 

  四五十年前，季老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漫步在街头，他看到了—— 

  四五十年以后，季老再次踏上这块土地，他看到的依然是家家户户的窗子前

—— 

  (怪不得，季老先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课件：多么奇丽的景色!) 

  (5)欣赏奇丽的景色(课件：德国街头的奇丽景色) 

  (6)看到这样奇丽的景色，你想说什么吗(生答)我想此时此刻，大家一定被这

奇丽的景色陶醉了，老师也被这奇丽的景色陶醉了，走在这样的街头，我真想

赋诗一首，我们一起来吧!(课件：诗) 

  2、感受民族奇特。 

  导语：在这优美的诗歌声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景色的奇丽，那么民族的奇

特又体现在哪里呢 

  (课件：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

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1)哪里让你感到奇特了呢(家家户户)(课件：词语变红) 

  家家户户就是说――(每一家，所有的人家。)所有的人家都在养花，真是一

个爱花的民族呀!那我想调查调查，家里有养花的请举手。那能不能说我们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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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户户都在养花呢(不能)可是在德国却是家家户户，所有的人家都在养花，奇

特吗(奇特)，可见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把他们这种爱花的情感读出来吧!(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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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还有哪里让你感到奇的呢(外面、脊梁)(课件：词语变红) 

  A、脊梁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脊梁在哪里呢摸摸看。你们想，假设现在你们就

坐在屋子里，花朵都朝外开，你们看到的只能是花的——(脊梁) 

  B、如果你们在坐的各位就是季老，看到德国人都是把花的笑脸朝向窗外，而

把花的脊梁对着自己，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谁能读出这

种感觉来(读)(再读) 

  C、我们中国人是怎样养花的(把花养在屋子里或养在阳台上。)养花是为了给

自己――欣赏，而德国人却把花养在外面，你们说奇特不奇特(奇特) 

  (3)德国人如此奇特的养花方式，多么令人惊奇呀!辛辛苦苦栽种出来的花，

自己只能看到――(花的背面)，而走在屋外的行人却能看到――(娇艳的花

朵)，显然，德国人养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给别人看的)。养花给别人

看，你们说这个民族奇特吗一起把德国人爱花、养花的真情读出来吧!(齐读) 

  (4)家家户户都养花，养花的方式又如此的与众不同，难怪季老要说：这是一

个多么奇特的民族啊!(课件：多么奇特的民族!) 

  四、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过渡：走在美丽的大街上，醉人的花香令人心旷神怡，自然地让人想到奇丽

景色背后那种崇高的精神境界，那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结合上下文，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课件：出示句子) 

  (2)具体理解，从哪些句子看出“人人为我”，又从哪些句子看出“我为人

人” 

  (3)自己看别人的花，别人也看自己的花。这一种境界就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也就是说：我种花给别人看，别人也种花给我看 

  我为别人着想，(别人也会为我着想。) 

  我为别人服务，(别人也会为我服务。) 

  我为别人奉献，(别人也会为我奉献。) 

  在德国，人们心中都存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每一家都是这样，(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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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

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07813113305000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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