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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高尚 

一夜的工作

教学目标：

1．学会 4 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蒙眬、咨询、浏览、一小碟。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两个自然段。

3．理解课文内容，从周总理辛勤工作的精神和简朴的生活作风中感受周总理的伟大人 
格。

4．领悟本课用朴实无华的文字、生活中的小事表现人物高尚品质的方法。 
教学重点：

了解周总理一夜的工作情况，体会总理工作劳苦、生活简朴的崇高品质。 

教学难点：
抓住重点词句，从看似平常的事情中体会周总理社会 “公仆” 的崇高品质。

教学时间：

2 课时

第 1 课时

教学内容：

按照要求预习课文，初读课文，理清脉络。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大家看这幅图，看图上画的是谁，在干什么？（出示插图）

夜深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在伏案工作，他正在批阅文件，他是多么专注，多么 

认真。周总理生前经常是这样通霄不眠，辛苦工作。我们今天学一篇新课文《一夜的工 

作》，这是何其芳同志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作者看了周总理一夜的工作后，深受感动，

写下了这篇文章。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样介绍周总理一夜的工作，文章表达了作者什 

么情感。
二、预习课文

1． 自学生字新词。

2．读读课文，把你感受最深的语句画下来。从课文叙述的事情中你有什么感受， 
进行简单的批注。

3．仔细读读课文最后两个自然段，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三、检查预习

1．交流学习生字应注意的问题。 
组词：（中等生、学困生）

咨（    ）   询（    ）   旬（    ）   碟(       )

资（    ）   殉（    ）    峋（    ）   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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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读课文，注意正音。

3．说一说课文主要描写了什么内容？从哪些语句上可以体现出周总理的工作辛苦 
和生活简朴？你最喜欢哪一部分内容？

4．质疑问难。 
四、理清课文脉络

1．录音范读课文，边听边思考。

（ 1）周总理为什么叫  “我”到中南海去？  （学困生）

（ 2）周总理晚上怎么工作的？ “我”所看到的周总理的生活是怎样的？（学困生）

（ 3）回家路上 “我”是怎么想的？（中等生）

（4）文中哪一段重点描写出周总理的工作劳苦和生活简朴？  （中等生）

2．按照思考的顺序理清课文段落。（优秀生） 
第一段（1）作者送稿子给周总理审阅。

第二段（2－6）作者在总理办公室亲眼看见总理一夜的工作和他简朴的生活。 

第三段（7－8）作者在回来的路上的感受和激动的心情。
作业：

1．抄写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 2 课时

教学内容：

理解课文内容，领悟本课用朴实无华的文字、生活中的小事表现人物高尚品质的方 

法。

背诵最后两个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教师点拨，突破重点

1．通过上节课的学习，说说你最喜欢本文中的哪一部分内容？为什么？（优秀生）

2．用笔勾划出文章的中心句。（ “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ℽ )

3．看看课文是怎样围绕中心句进行描写的？

（ 1）分小组讨论，课文用了哪些例子说明他工作辛苦？又从哪几个方面讲周总理 
生活简朴的？

（ 2）交流：读句子，谈谈自己的理解，再读句子。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二段。 
二、学习课文第一段

1．说说在这一段中，作者都交代了什么？请学生用笔具体勾划出事情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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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和事情的起因。 

2．交流。
三、指导阅读第三段

1．作者在回来的路上对自己说了哪些话？为什么说这些话？这些话表达了作者怎 
样的思想感情？

2．有感情地朗读这段课文。 
四、总结

1．总结全文，概括中心。

2．教师课件出示写有 “周总理的一天”。

时间：1974 年 3 月 26 日 27 日（此时已患重病） 

下午三时     起床
下午四时    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       陪餐

晚十时       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     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       办公

中午十二时  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两时     休息
教师小结：同学们，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人民的事业夜以继日地工作，

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了一生。我们看一看周总理当年一天工作的日志，就可以知道周 

总理每天是怎样工作的，读日志，结合课文内容请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也可以给大 

家介绍你知道的总理的感人事迹。
3．同学发言。

作业：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两个自然段。

2．搜集有关周总理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板书设计：

一 夜 的 工 作

陈设             极其简单   多么简朴

审阅             极其认真   多么劳苦

课后记：

老教材，新立意，在学习本课时，指导学生了解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人民 

的事业夜以继日地工作，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了一生的事迹，有条件，可以组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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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百年恩来》教学的效果会非常好的。

穷人

教学目标：

1．学会十个生字。能够正确读写下列词语：搁板、帐子、抱怨、掀起、寡妇、魁梧、 
倒霉、揍一顿、后脑勺、熬过去。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抄写自己喜欢的词语和句子。

3．理解课文内容，感受桑娜和渔夫的勤劳、淳朴和善良，学习他们宁可自己受苦也要 
帮助他人的美德。

教学重点难点：

课文第二段。理解桑娜内心的矛盾是本课的难点

教具准备：

电脑课件

教学时间：

3 课时

第 1 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导读第一段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简介作者。

1  . 书题：穷人 

2  . 简介作者：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身贵族，但同情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青年时 

期就开始创作，长达六十多年。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封建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 

罪恶。其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世界文学界中的不朽名著。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 听录音，了解课文内容。

2  . 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中等生）

三、再读课文。

1  . 快速阅读课文，思考：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记叙的？ 
2  . 默读课文，将课文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分为三段。

四、讲读第一段。

1．指导朗读第一段，思考：

(1)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当时气候怎样？（学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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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桑娜家的生活怎样？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来？（中等生）

(3)为什么说小屋“温暖而舒适”？从中可以看出桑娜是个怎样的人？（优等生） 
2  . 讨论后指名回答：

(1)故事发生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当时屋外寒风呼啸，海面上正起着风暴海浪汹涌澎 
湃。

(2)桑娜家里生活很困难。 （在书上划出有关词语） 
A、帆很破了，桑娜仍在火炉旁缝补渔网。

B、渔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冷和风暴打鱼。 

C、从早忙到晚，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D、衣着破烂，孩子门没鞋穿，吃的是黑面包，菜只有鱼。

（ 3）暖和舒适仅仅表现在：（地扫得干净；火没熄；银具闪闪发亮；海风之中，孩子在 

帐内睡着。桑娜是一位勤劳善良的人。）课件出示
1．朗读课文

2．归纳段意：渔夫的妻子桑娜，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焦急的等待着渔夫出海归来。

作业：

1.   写带有生字的词语。

2.   音字组词，读课文。

第 2 课时

教学内容：

讲读二、三段课文

教学过程：

一、课文第一段主要写了什么？

二、讲读课文第二段。

1  . 默读课文，思考分层。

(1)默读课文思考：如果把这一段分三层，该怎么分？并说出理由。

(2)桑娜是在什么情况下去探望西蒙的？

师总结：在丈夫出海未归，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海浪汹涌澎湃，心中焦急、忧虑时， 

心中还惦记着生病的邻居，可见桑娜对邻居的关心是真挚的。

(3)课文还有那些地方表现出桑娜对邻居发自内心的关心呢？ 

2  . 理解第二层：

默读课文，思考：桑娜进门之后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3  . 理解第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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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别读第三层，思考：桑娜把西蒙的两个孩子抱回家时，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吗？ 
你从那里看出来的？（中等生）

(2)理解“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觉得非这样做 
不可。”这句话的意思。

(3)桑娜抱回孩子后为什么又忐忑不安呢？

理解“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 嗯，揍我一顿也好！”这句话的意思。

出示课件

4．归纳段落大意。

三、理解第三段课文

1  . 默读全段，思考分段：

(1)默读课文，思考：如果把这段分成三层，应该怎么分？

(2)讨论分层，并讲出道理。 
2  . 理解第一层：

(1)渔夫终于回归了，这时桑娜的心情怎样？你从那里可以看出来？

(2)指导朗读，进一步理解桑娜的心情。 
3  . 理解第二层：

(1)这层主要讲什么？（学困生）

(2)桑娜说这段话时心情怎样？（中等生）

(3)练习朗读桑娜的话，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4)说完这段话“桑娜沉默了”这里的“沉默”表示什么意思？（优秀生） 
4  . 理解第三层：

(1)渔夫听了桑娜的话是怎么表示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 2 )练习朗读。

(3)理解“哦，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别等他们醒来”这句话的意思。 
归纳段落大意。

作业：

1  .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必做）

2  . 抄写描写桑娜心理活动的句子。（选做）

第 3 课时

教学内容：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品质，指导读写。

教学过程：

一、复习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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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结课文。

1  . 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中等生）

2  . 读了这篇课文你觉得桑娜和渔夫有那些特点？举出课文中的具体例子说一说。 

3  . 教师总结：桑娜的特点突出她的勤劳、善良。
渔夫的特点是勇敢、坚强、善良。（乐于助人）

表现渔夫和桑娜的特点上，课文有哪些写法值得我们学习？

(1)细致的心理描写。

(2)人物的语言个性鲜明。 

(3)用词造句的准确。

朗读并体会共用词造句之妙。 

指导续编：

1．桑娜和渔夫的高尚品质令人感动，我们能否按照我们对这两位人物的理解，把《穷 
人》这个故事继续编下去呢？该怎样编呢？

2．编写时还要注意些什么？ 
⑴小组讨论，练习编写。

⑵大组讨论交流。 
⑶教师适时点拨。

作业：

1．编《穷人》，用二、三百字写下来，注意想象要合理。（必做） 

2  . 有感情朗读课文。（选做）
板书设计：             等待渔夫

20、穷人                抱回孩子                    乐于助人

白桦林的低语

教学目标：

1、品味文章饱含深情的语言，体会作者对看林人的无限崇敬与热爱。

2、学习看林人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3、采用自主质疑，合作交流的方式探讨疑难问题。

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反复朗读细细品味文章饱含深情的语言。

.                  

渔夫    侥
能
幸
熬
回
过
来
来         

勇敢、坚强

桑娜     探望西蒙        勤劳、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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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味语言并体会看林人默默奉献，甘愿牺牲的精神。

教学用时：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 1 课时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我们学习过《美丽的小兴安岭》，在我国内蒙古高原东部，还有一条东北—西南走  

向的山脉叫大兴安岭，那里群山起伏，森林茂密，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是名符其实的 

林海，今天，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儿的白桦林吧。
二、 检查预习。

1、 指名读课文，正音。

2、自读 2-8 自然段，思考：作者从哪几方面进行叙述的？ 
三、 讲读课文。

1、  自读课文，思考：按文章内容，全文可分为几段？

2、 讨论。

四、讲读第二段。

1、 指名读，思考：

“我”走进白桦林，样子是怎样的？有什么感觉？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

2、第二、三自然段从整体上描写大兴安岭的景色，读一读，并展开联想。

3、齐读第二段。 
五、讲读第三段。

1 、自读这一段，思考：“我”为什么渴望再一次到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去？（因为 

那里有默默奉献，甘愿牺牲的林木工人。）
2、 讨论交流。

3、自读第五自然段，思考：林木工人为白桦林做出了哪些牺牲和奉献？

作业布置：

1、抄写好词、好句。  （必做）

2、背诵自己喜欢的句段。（选做）

第 2 课时

一、复习检查。

二、 讲读第三段。

1、  自读第三段，思考：

为什么说林木工人那颗纯洁的心，？能够员涤荡着我灵魂中的浮躁与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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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交流。 
（  鼓励发言）

3、朗读第三段。

4、归纳第三段的段意。 
三、自读课文第二段，思考：

作者是怎样抓住特点描写景物的？ （B 生答） 

四、作者是怎样表达对大兴安岭的喜爱之情的？
个人思考后讨论交流。（A、 B 生答）

（作者结合对大兴安岭的白桦林的描写，边写景边抒情；借看了白桦林及林木工人 

所产生的想法，抒发感情在叙述中抒发喜爱之情。）
五、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读出文章饱含深情的语言。品味语言并体会看林人默默奉献，甘愿牺牲的精神。

作业布置：

1、 完成课后练习。  （必做）

2、 预习《杨震暮夜却金》。

板书设计：

白桦林的低语

看林人 … … 坚守  岗位

无私奉献  默默 守候

课后札记：

学习本课的重点并不只是让学生知道守林人，更重要的是了解还有更多的像守林人 

一样默默工作在各条工作战线上的劳动者们，课后，可组织学生开展一个我身边的“守 

林人”的主题队会，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

杨震暮夜却金

教学目标：

1、课下让学生找一些体现古人高风亮节的小故事，课堂上可交流一下。

2、本文的故事性强。教师可采用讲故事的方法，先讲一遍，再引导学生反复诵读， 

铭记于心，然后仔细揣摩语言。

3、教学中可以和现实生活联系一下，让学生谈谈对当今社会中“慎独”现象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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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4、本文短小精悍，可让学生体会简约、精炼的写法。 

教学重点：

杨震的高尚行为表现在哪里。联系实际体会“慎独”的深刻内涵。 

教学准备：

收集相似的小故事。（正面反面的都可以）；查找有关杨震的生平资料。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学生交流自己课前查阅到的有关杨震的资料。不完全的话教师补充。（要突出 

以下几个方面，对课文的学习理解有用的资料）

1、杨震，字伯起，东汉时华阴人，少时聪敏而且好学，世人赞其“时经博览，无 

不穷究”，当时被誉为关西孔子。后因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从师者如市。

2、50 岁时，经朝廷大将军举荐，开始步入仕途，升任荆州刺史。任职期间，曾举 

荐茂才王密担任了昌邑县令。

3、后因受奸人诬陷，蒙受冤屈而四，后沉冤昭雪，后世人们为了纪念他，建了“四 

知书院”。

二、学生自读、齐读。

1、学生默读课文，运用工具书，解决课文中遇到的生字词。

2、同位互读、相互纠正。

3、指名读课文，教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4、全班齐读。

三、学习课文内容，体会中心。

1、学生读书理解，王密为什么要暮夜给杨震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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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结合当时的背景理解；

② 结合王密的目的猜测；

③ 结合着当时王密的内心理解。

2、杨震是怎样做的？

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要重点抓住杨震的语言来理解。但还要引导学生揣摩当时杨震的 

神态、语气，动作等，加深对人物的深入理解，体会杨震的高贵品德。

① 学生自读杨震说的话→小组内练读→在全班读（教师要引导学生联想当时的情景有

感情的读，加深学生的情感体会。）

② 引导学生体会当时杨震的神态、动作、语气。

（神态是非常严肃的、严厉的、可能还有一点失望；动作语气可让学生上来边说边作边 

演。）

③ 学生再来读课文，并说说你认为杨震是个什么样的人？ 

（严于律己，不贪不占，光明磊落，清正廉明等）

3、过了杨震的教育，你认为王密会怎样想，怎样做呢？

（拓展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感悟杨震的话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

四、联系实际，谈谈对“慎独”的理解。

1、首先学生体会什么是“慎独”？

2、学生交流自己课前查阅的一些资料，深入体会，慎独的重要性。

3、谈自己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当面对对自己有恩的人时，我们应该怎样   

做？（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会正确处理问题，是他们  

将来能否立足于社会，做一个高尚的人的关键。同时也是文本于现实结合的关键之处。） 

五、再读课文，感悟中心，提出质疑，教师和同学们一起释疑。（可加入一些常见的文   

言知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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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布置作业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进一步体会课文中心。

2、预习下一篇课文。

尊敬普通人

教学目标：

1．通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把握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2．理解课文，写一篇赞美普通人的文章。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理解应该尊敬天底下一切善良的普通人，一切诚实的劳动者。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2．交流主要内容

3．找出不懂的句子 
三、小组合作学习

1．同位互相检查朗读情况

2．小组合作交流，弄明白课文 
四、深入阅读，体会思想感情

再读课文，回报学习结果：

五、写自己尊敬的人，插在《尊敬普通人》中

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目标：

1、通过活动，使学生明白做事要有计划性。

2．活动过程中，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会倾听，学会表达与交流，学会进行人际沟通， 
学会合作，培养学生收集与整理资料的能力。

3．通过活动，对高尚精神又明确的认识。

教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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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时

第 1-3 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你、我、他，我们都是普通人。走进普通人，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可以发现许多 

普通人的高尚精神。让我们办一期板报，主题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采用读书、看报、咨询、上网等方法搜集资料，选择目的地。 

二、准备材料
采访父母单位敬老爱幼的叔叔、阿姨，写成稿子。

给班里的热心人拍张照片、配上简练的文字。 

从报纸上剪下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的事迹。

……
三、整理版面

1．根据稿件内容、形式进行筛选。

2.做到体裁多样，内容精彩，版面图文并茂，书写整洁。 

3.按要求进行缩写、改写。
四、设计版面

1.带领学生在黑板上做一个草图 

2.提示进行小组分工

五、评价    

标准：
1、内容范围是否广泛        2、表达是否多样化

3、装饰排版是否合理        4、整体效果是否吸引人

5、书写是否整洁、及有突出的创意 
评价：

1、组织学生观看       2、发评价表

3、请同学们写出自己的评价意见

单元小结（第 4 课时）

教学内容:

单元小结 

教学过程：
一、提出要求：

对自己的学习过程情况的评价要贯穿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过一段就要“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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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总结，如发现不足，就要调整学习方法。一个单元学完了，做一个小结。

二、评价过程：

1.自评：说说自己开学以来的进步与不足。 

要求：语言要通顺一些，说具体一些。

2.小组互评：组员们互相评价进步与不足，要实事求是，不能以主观意愿去评价别 

人。

3.老师评价：客观的评价每个学生的进步与不足。 

4.自己经几方面的评价总结一下。

5.写出自己的进步与不足，以及应该怎样努力。 

要求写的具体不空洞。

6.老师全面总结班里的普遍进步现象以及个别不足的情况。 

指明努力方向，尤其是表扬有进步的学生。

根据同学老师自己的评价，写一写自己在这一单元的学习小结，语言要通顺，可以 

从学习这方面，可以学习，习惯等多方面总结。
及时总结自己的进步与不足，可以使自己进步得更快。

作文   我身边高尚的人

作文内容：

写自己身边高尚的一个人

作文要求：

通过一两件事写自己身边高尚的人，把事情写清楚，内容要具体，做到详略得当。

课时安排：

2 课时。

第 1、 2 课时

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明确题目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起草作文

教学过程：

一、揭题

今天的作文课，我们练习写一个人。咱们一起来看看习作要求。 

二、审题
1．默读习作要求，想一想：

这次习作给我们提出了哪些要求？   

学生要明确：A、写自己身边高尚的人；

B、要通过一两件事写出他高尚的原因； 

C、把内容写具体，做到详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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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学生明确：什么是高尚精神?（不是只有伟人、名人才有高尚精神，普通人在平 
凡的生活中，为社会、为国家、为他人做出贡献，也体现了具有高尚精神）

3、你打算写谁，为什么要写他？在小组里说一说，推荐一名同学向全班交流。

三、指导写作

1．你打算分哪几部来写？重点写什么？

交待“我”身边高尚的人是谁。

通过一两件事，体现他的高尚精神。 

“我”要向他学习些什么。
2．如果现在要你动笔写，你有哪些困难？（怎样把内容写具体？） 
作者抓住了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来反映人物的特点。

四、起草作文，教师巡视。

五、写完作文后，自己修改，在小组里互相修改。

第二单元分析

做一个最好的你

教学目标：

1．通过多样的教学活动以及对文章的学习，教育学生如何树立自信心，引导学生 
对美好人生的追求。

2．把握文章中语言特点及修辞手法的运用。

3．体会文章亲切、自然的文字风格。

教学重点、难点：

教育学生如何树立自信心，引导学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2 课时

第 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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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有位学生写信向老师倾诉了内心的苦闷与疑惑――在家里，帮助家人做家务的时候经 

常会越帮越忙，受到训斥；在学校，由于成绩不理想，觉得同学们瞧不起自己，故意疏 

远他，自己常常感到很孤独。结尾他向老师询问自己是不是一无是处，没有希望。

教师：有类似心理状态的学生请举手（借此掌握学生心理状态的大致情况。） 

板书课题：做一个最好的你
二、初读课文

自读课文，要求能够读准字音，读通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检查自读
指名朗读课文

归纳课文主要内容

四、探究学习

1．第一自然段

指名读，说说明白了什么？

师：作者列举了美丽容貌却依然“灰心丧气”的这一怪现象，引出自信对人的重要 

性这一观点。
2．罗森塔尔的试验是怎么做的？快速读 2—3 自然段说一说。

师：大家注意罗森塔尔说的这句话“其实，我对这些学生一无所知，完全是随意挑 

选的。”进一步印证了自信心的神奇作用。

师：用事实开头运用一正一反两个例子表明自己的观点，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同时 

设悬念，引人入胜。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第 2 课时

教学内容：

深入理解课文

教学过程：

一、朗读课文 1～3 自然段

二、继续探究课文

1．罗森塔尔的实验做完后，得到了什么结论，在第四自然段中找到。读读第四自 
然段，说说这个结论对你有什么启发？



2．怎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信心，我们看第二部分的测试题，看看这些是刚才的测 

试题，哪一条选否了，为什么？决定怎么做？
我们看第 5 自然段的调查结果，哪些句子采用了修辞手法，什么手法？

3．怎样才能树立自信心呢？我们看第三部分，指名个人读，有几种方法？ 

第 7 自然段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记住这些方法老师编了儿歌：

你拍一，我拍一，自己喜欢自己哩   

你拍二，我拍二，做好小事很重要。 

你拍三，我拍三，自己喝彩勇向前。 

你拍四，我拍四，坚持一下敢冲刺
学习了这几条树立自信的方法，你有什么感受？你在生活中能做到吗？

4．在你失去信心时你是怎样做的？ 
（姚明的故事、高红的故事 … … ）

5．结尾的部分

文章用诗一样的语言作结尾，谁愿意读一下？注意诗的韵律。 

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谁愿仿写？    

可以这样写：
如果不能成为鲜花，那就当一片绿叶。

如果不能成为诗人，那就当一个爱好者。 

如果不能成为伟人，那就当一个平凡者。 

还可以这样写：

如果不能成为大厦，那就当一个基石。 

如果不能成为大雁，那就当一个小鸟。 

如果不能展翅飞翔，那就默默行走。
三、总结归纳，深化主题：

送同学们一句老师写的话：

“自信是风，能带我们飞翔，自信是浪，能诠释我们的胸怀”。

我们的生活等待我们去学习，我们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创造，可这需要我们有一颗愉 

快而且充满自信的心，需要我们坚信自信的自己将格外引人注目、格外的美！祝愿同学 

们，每个人都拥有各自的美丽人生，像那条小路、那条小鱼、那颗星星，永远做一个最
好的你！

板书设计：

喜欢自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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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最好的你                    做好每一件小事

（自信）                           为自己喝彩

再坚持一下

作业设计：

1、背诵课文最后一段

2、    推荐阅读：毕淑敏《我很重要》

教学札记：

本课为了建立起孩子们的自信心，培养成功意识，先是以“罗森塔尔试验”的结果 

点明：如果一个人有自信心，对自己怀着期望，他就会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直至 

成功。接着我出示了课文中的问卷，让学生进行自测，检查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采用 

了自主的表达方式，最后文章对如何树立自信提出了几点建议，并以富有哲理性的段落 

作结，深化主题，发人深思。纵观全文，层次清晰，深入浅出，情感发展由弱渐强，结 

尾令人心情激荡。本文告诉我们：人人渴望成功，成功需要自信，自信须建立在认真做 

好每一件事上。

唯一的听众

教学目的：

了解课文内容，知道老教授是一位能给予他人真诚无私帮助的慈祥可敬的老人，体 

会作者对老教授的感激与敬佩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的关爱品质。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内容，知道老教授是一位能给予他人真诚无私帮助的慈祥可敬的老人，体 

会作者对老教授的感激与敬佩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的关爱品质，使他们懂得帮助别人，学会关爱。

教具准备：

小提琴曲

教学时间：

2 课时

第 1 课时

教学内容：

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9

课间播放小提琴曲  同学们，刚才你们听的这首小提琴曲美吗？

大家听得多认真、多投入呀！你们，就是这首曲子的——听众（板书）

可是，曲子好听琴难拉。有一位小提琴的爱好者，刚开始，他拉出的小夜曲，被人 

当作是锯桌腿的声音，他感到十分沮丧和灰心，但是后来，他成功了，这都是得益于他 

的那位——唯一的听众。

板书：唯一的（理解词语） 

齐读课题
质疑：同学们，读了课题，你最想问什么？（中等生）

同学们可真会提问题，老师把大家的问题归纳一下，不外乎这两个： 

“ 唯一的听众”是指谁？（随机打上？）
“ 唯一的听众”她做了什么事情？

二、初读课文。

1．那么，聪明的你，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是呀，要擦去这些小问号，我们还得好好地读读课文。

2．下面就请同学们自读课文，要求能够读准字音，读通课文，老师提醒大家，读的时 
候也不要忘记想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哦！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3．现在这两个问号，你能解决了吗？

（ 1） “ 唯一的听众”是指谁？（后进生）        相机板书：老妇人

这是一个怎样的老妇人呢？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找出文中相关的句子。

交流：     （             ）的老妇人

（ 2） “ 唯一的听众”她做了什么事情？

同学们可真聪明，第一个小问号轻轻松松就擦去了，但要把这第二个小问号擦去，还得 

回到我们的书本上来。请同学们默读课文 2-9 自然段，画出老妇人言语的句子，并想想 

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的。一边读，一边想，并在书上留下你思考的痕迹。
学生默读课文，画句子

第 2 课时

教学内容：

深入理解课文

教学过程：

一、指读课文，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二、继续理解课文。

1．一开始，我的父亲和妹妹都认为我是个音乐  “ 白痴”，我感到沮丧和灰心，我不敢 
在家里练琴，躲到了后面的小树林里练琴，这时，老人对我说了什么？（后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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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出示）  “是我打搅了你吗？小伙子。不过，我每天早晨都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猜想你一定拉得非常好，只可惜我的耳朵聋了。如果不介意我在场的话，请继续吧。”

（出示词语）介意 

指导朗读。
老妇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我”为什么要溜走？

引导学生体会老妇人是在鼓励 “我”，让 “我”不要懊恼，灰心。老妇人给我 “我”  

勇气和力量。）
这时，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老妇人？           （             ）的老妇人（中、优生）

再读老妇人的话。

2．当我指了指琴，摇了摇头，引说—— （齐读句子）

（出示）： “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就在每天早晨。 ”  

指导朗读

是呀，老人的语言如诗一般，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增添了几份信心，此时此刻， 

她心里在想——？
（引导学生体会老人是鼓励  “我”要持之以恒地练琴）

3．你还找到了哪句？

（出示）： “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小伙子。”  

指导朗读
读了这个句子，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想象什么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什么？（优秀生）

（引导学生体会老妇人感受到小伙子的进步很快，不断地对他进行肯定，鼓励他不 

断努力，继续练下去。）

听了老人的话，我的心里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喜 

滋滋的，有了继续努力的信心）

让我们再一起来读 5-8 自然段，体会老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在鼓励我，催 

我上进。
4．过渡：老人的鼓励，给我了信心和力量，很快，我就发觉我变了，家里人对我的变

化，也流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出示词语）：难以置信（理解）

我又在家里练琴了，我不在乎妹妹对我的评论了，我也不再坐在木椅子上，而是站着练 

琴了，家里人对我的这一变化——难以置信。

当我感觉到这一点时，一种力量在我身上潜滋暗长。 

（出示词语）潜滋暗长（理解）
有一次，她竟说——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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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老妇人又在想些什么呢？

（引导学生体会这是老妇人再次给我信心和力量。）

5．同学们，学到这里，我们对这个老妇人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你觉得这是一个怎 

样的老妇人呢？（中等生、优秀生）
(               )的老妇人     （由外貌上升到品质）

6．此刻，小伙子有多少话想对这位  “耳聋” 的老妇人说啊！所有的话，都凝聚在他的 

琴声中，（相机出示 12 自然段）
指导朗读，读了这段话，你能体会到小伙子此刻的心情吗？（感激 激动）

三、总结课文

1．情感升华： “我”，从老妇人这里，找到了自信，并由此获得了成功，能熟练地拉  

出许多曲子，能面对成百上千的观众，这都要感谢这位慈祥的老妇人，感谢老妇人的热 

情鼓励，感谢老妇人的真诚关爱。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是世界上最具感染力的 

催化剂，它能使人振奋，它能激人奋进，从而获得事业的成功。这也是我们同学要学习 

的一种精神：懂得鼓励，懂得帮助，懂得关爱。

2．同学们，在你生活中，是否也有一些像老夫人一样，一直默默地鼓励和支持着你的 
人？   （老师、同学、爸爸妈妈等）

3．学到这里，你有什么收获呢？

作业：

1、你能给文章添上一个结尾吗？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板书设计：

惟一的听众

鼓励             老教授               敬佩

平静的望着我 

成千上万的我

寓言二则

教学分析：

本文用简洁、传神的描写，刻画了东施这个人物形象。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了解 

到不能盲目模仿，要顺其自然。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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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懂字音，疏通字义，感知课文。

2、 反复诵读，体会作品的美感，明确寓意，人知什么是真正的美。

3、 理清思路，提高阅读能力。

关键处处理：

熟练背诵、正确默写课文。并能理解寓言的深刻含义。并能将寓言扩展并活学活用。 

教学时间：

2 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东施效颦”反复诵读，疏通词义，明确寓意。把要解决的问题及方法指导写

清楚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以前我们学过哪些寓言故事？《掩耳盗铃》《南辕北辙》等。 

今天，我们再来读一篇庄子写的《东施效颦》。你了解庄子吗？

二、初读课文。

1、请同学们先读读译文。

2、自己练习把语句读通顺、读流畅。

3、再读读译文。

反复朗读，把文章读流畅。 

三、细读课文，读懂寓意。

1．西施和东施的对比，也是美与丑的对比，文章的哪些句子写出了西施的美和东施的 

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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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示课件： 

西施美：

“西施病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 1）读了句子你体会到什么？结合你查到的西施的资料来说一说

（ 2）西施可真美，用个词来夸夸她吧。

3、西施捂着胸口，皱着眉仍赏心悦目，东施也来学学吧！她美吗？从哪看出来的？ 

4、出示课件：

东施丑：

“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 1）读读这句话，你体会到什么？

（ 2）能用个词来形容一下东施的样子吗？

（ 3）再读句子，试着读出东施的丑

（4）你想对东施说什么？

四、明确寓意，联系实际谈受到的启发。

1、小组讨论：

（ 1）同样是皱眉捧心，为什么西施的样子美，东施的样子丑？

（ 2）什么是真正的美，你能告诉东施吗

（ 3）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东施效颦”这样的事情？举例说一说。

2、班级交流讨论结果。

教师指导点拨：这则寓言告诉人们不切实际的照搬，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五、熟读背诵，进行语言积累。

练习读出感情，再分角色朗读体会寓言的寓意。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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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东施效颦》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

复习并背诵《东施效颦》。学习《楚王好细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并背诵《东施效颦》。

二、学习《楚王好细腰》

自读自悟，读懂、读通每句话。

1、学生自读《楚王好细腰》。

2、全班交流

三、讲寓言故事，理解寓意，联系生活实际想开去。

1、自己练习讲寓言故事，在小组里讲，全班讲。

2、集体交流：

（ 1）知道楚王喜爱细腰后，大臣们的心里会想什么？ 

（ 2）大臣们投其所好，他们是怎么做的？

出示句子：

“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

你能否为大家演示一下“胁”、“带”、“扶”这几个动作，并用自己的语言具体的描 

绘出这几个动作？

大臣们在细腰过程中是否有痛苦，他们会有思想矛盾吗？猜猜他们怎么想的。 

再试着读读这句话，读出大臣们的矛盾心理。

（ 3）第二年，大臣们的“努力”可有了成效，满朝文武的脸都是黑黄黑黄的了。 

看到这番情景楚王还乐的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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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想对楚王和大臣们说什么？ 

四．升华延伸

你是不是认为文章结尾还可以写点什么？试着写一写

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刚正不阿的人，他们不畏强权、保持自我，谁给大家 

讲讲他们的故事？

这则寓言对你有什么启发？

教师点拨：《楚王好细腰》通过达官显贵们束腰以求楚王宠信的丑陋举止，讽刺了那些 

投其所好者的可耻下场。

五、检测: 检查背诵，交流理解     体会寓意。

六、作业设置:

1、 从生活中找寓言中的人物。

2、 背诵默写古文。

3、 推荐阅读《邯郸学步》

板书设计:

寓言二则

东施效颦                           楚王好细腰

（不切实际的模仿）          （阿意奉迎危害无穷）

课后反思：

本文用简洁、传神的描写，刻画了东施这个人物形象。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了解 

到不能盲目模仿，要顺其自然。

学习的拓展非常重要，可以使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避免东施效颦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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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

教学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新词：妨碍、谦逊、挖掘、衣衫褴褛。

2．理解重点句。

（ 1）不需要任何字据，也不需要什么样信誓旦旦的语言，这一切就足以表明她的自 

律，让“我”肃然起敬。

（ 2）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及时伸出热情的手，无论他是富人还是乞丐。

（ 3）教师以大地为纸张，以利石为彩笔，用这种最朴素却又极大震撼力的方式，泰然 

地给我上了最后一节代数课。从这个“细瘦矮小，貌不惊人”的代数老师身上，让我实 

实在在地领悟到了“君子谋道”的精神。

（二）能力训练点

1．学习作者在叙事过程中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方法。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归纳中心。

（三）德育渗透点

正是这些普通人不经意的行为，触发了“我”心灵最深处的思索。全文以我情感上 

的感动、感悟为线索，连接四件小事，使得本文十分生动、感人。

关键处处理：

（ 1）感受人性美的魅力。

（ 2）品味几件小事中蕴含的丰富情感。

（ 3）学习本文人物描写方法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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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本文以情感为线索连事成文的方法以及作者用看似平淡的语言，表达细腻、 

敏锐的心灵感悟，揭示善良与美的主题。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明确目标

1．掌握本课生字新词、理解课文内容。

2．读通课文、理清脉络、练习分段，概括段意。

（二）整体感知

1．揭示课题，启发谈话。

（ 1）导入语 。我们身边有许多很普通的人，他们却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帮助，如清洁 

工人给我们带来了洁净的环境，无数的微尘给我们身边许许多多人带来了温暖，课文就 

有几位很普通的人，但是却教给我许多的东西。

（ 2）通过预习，说一说课文主要描写了什么内容？都写了哪些普通人？你最喜欢哪 

一部分内容？

（ 3）小组交流预习后的初步感受。

（4）学生质疑问难。 

文章分两大部分 。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 写出某些人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地位。 总领下文对 “有 

些人” 的回忆。在这里作者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将对自己影响深刻的人比喻成“晴空”, 

把人生某一段时光喻为“雨季”， 用人们在雨季里对晴空的期盼与怀念，  表明自己对 

“有些人”的深刻情感。

（三）第二部分都写了几件事？对此你想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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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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0060440260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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