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教案 

课 型 课 时 计划内容 

单元课 

 

1 课时 

 

 

1. 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2. 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学时课 

 

 

 

 

 

8 课时 

 

 

 

 

 

 

1、认识本单元生字，读准多音字“间”等字，

会写本单元生字，会写词语表中的词语。 

2、正确、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懂课文

主要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感情。 

3、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4、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整合课 

 

 

1 课时 

 

 

 

 

1. 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2. 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学 科 语文 单   元 第二单元 备课者  

课 型 整合课 课   题 阅读要有一定的速度 执教者及时间  

学习 

要点 

1. 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2. 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学习 

目标 

1.能够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2.能够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探究 

问题 

如何运用各种方法在理解的基础上提高阅读速度。 

 

应用 

作业 

作业练习 

读同步拓展阅读，注意要有一定的速度。 

实践应用 

阅读课外书 

文化 

阅读 

拓展阅读书 二单元 

同步进阶阅读 

学习 

重难点 

1.能够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2.能够结合具体事例写出人物的特点。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活动一 谈话导入，明确主题 

1.学生课前首学：朗读第2单元内容，

标出自然段，圈出生字，勾画词语，

思考课后问题。 

2.学生课内首学：快速浏览第2单元，

认读生字，再次思考课后问题。 

活动二 熟悉字词，小组解惑 

 1.小组内轮流认读生字、新词，相

互纠正易错读音。 

2.组内齐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

活动一 谈话导入，明确主题 

1.课前布置首学任务，利用晨读时间巡视检

查学生完成情况。 

2.谈话导入单元主题，请同学再次快速浏览

课文，将生字新词读准，想想课文主要讲了

什么，课后问题你能回答吗？ 

活动二 熟悉字词，小组解惑 

1.评价学生首学情况。 

2.请在小组内将你学习的成果与困惑进行

灰板，组长认真组织，同学们认真倾听别人

 



 

 

文，重点在是否读正确和流利。 

3.思考：四篇文章分别讲了什么？ 

4.质疑：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小

组成员提出，先组内解决，不能解决

的汇总成小组共同问题。） 

活动三： 汇报学习，丰富知识 

1.生自由读课件上的生字词语，多种

形式检查读。提示：哪些音节容易读

错，全班齐读；哪些字容易写错，我

有好方法记住它们。 

2.指名小组汇报每篇文章的内容，其

余学生补充，教师点拨。 

活动四 归纳内容，提升主题 

1.学生独立思考，然后回答，教师根

据学生的回答适时点拨指导。 

2.学生汇报小组汇总的共同问题，全

班释疑，梳理学时课的探究问题。 

3.指名交流：我还想知道什么?(引导

学生查阅资料) 

4.浏览“语文园地”，说喜欢的板块 

的发言，做好记录并进行补充。 

3.巡视，对小组进行帮助、调节、辅导，一

方面了解学习状况，一方面适时点拨。 

活动三： 汇报学习，丰富知识 

1.出示本单元的生字词。学生认读、交流，

教师相机点拨易错读音、易错字。 

2.学生汇报时教师点拨、小结 

 

 

活动四 归纳内容，提升主题 

1.在本单元课文学习中，哪些是你特别想了

解的？还有哪些是你不明白的问题？ （梳

理学时课的探究问题，引导学生查阅资料。） 

2.了解“语文园地”，说说你喜欢的板块。 

板书 

设计 

1. 阅读要有一定的速度 

《搭石》 

《将相和》 

《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 

《冀中的地道战》 

教学 

后记 

 

 

 

 

 



 

 

学 科 语文 单   元 阅读要有一定的速度 备课者  

课 型 学时课 课   题 《搭石》 执教者及时间  

学习 

要点 

1．认识“汛、谴”等7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间”，会写“汛、挽”等10 个字，会

写“汛期、山洪”等17个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从

中受到感染、熏陶。 

3、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学习 

目标 

1．能认识“汛、谴”等7个生字，读准多音字“间”，会写“汛、挽”等10个字，

会写“汛期、山洪”等17个词语。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并

从中受到感染、熏陶。 

3．能学习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探究 

问题 

如何从乡亲们摆搭石、走搭石的一幕幕情景中，体会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

神，并从中受到感染、熏陶？ 

应用 

作业 

作业练习 

1.完成配套练习册。 

2.阅读《同步阅读》，用上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 

实践应用 

文化 

阅读 

 

拓展阅读书 

 

学习 

重难点 

让学生从乡亲们摆搭石、走搭石的一幕幕情景中，体会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

精神，并从中受到感染、熏陶。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第一课时 

活动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 了解作者 

 

第一课时 

活动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刘章爷爷是当代诗人，出生在河北的一

个山村，对搭石的印象非常深刻。三十年前，

 



 

 

 

 

 

 

 

 

 

 

2.课题质疑 

（ 什 么 是 搭 石 ？ 搭 石 有 什 么

用......） 

活动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读的时

候集中注意力，不要回读，了解课文

主要内容，记下所用时间 

2.指名读生字、新词，质疑交流。学

习“惰、衡”的写法。 

 

活动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 默读课文，简要地说内容。 

（“摆放”搭石的画面、“调整”搭石

的画面、一行人走搭石、两个人面对

面走 搭石。） 

2．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读给老

师、同学听。 

活动四：学习第一自然段，了解搭石。 

1．听读第一自然段，思考问题。 

进入秋天，天气转凉，家乡的人

们……这就搭石。 

抓住“方正、二尺左右”体会人们精

刘章爷爷来到大城市工作，当他看到人们抢

着挤公共汽车的时候 ，看到人们无序地忽

然横穿马路的时候，心里便幽幽地想到家乡

潺潺的小溪，想到山里人走搭石的情景，他

突然觉得搭石上有情，有爱，有美，于是

1980 年，他写出了散文《搭石》，把他心中

长留的那份景、那份情传达给我们。  

今天，老师带大家一起去刘章的家乡，去看

看 给作家刘章留下深刻印象的《搭石》。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质疑：面对课题大家有什么疑问？   

活动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由读课文： 

（1）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读的时候集

中注意力，不要回读，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记下所用时间；（2）标出自然段序号，画出

生字新词和难读的词语；（3）思考同学们刚

提出的问题，找到关键句子用横线画出来。 

2．检查反馈，指导“惰、衡”的写法。 

活动三：再读课文，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简要地说一说每一自然段讲

的是什么内容？ 

 

2．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读给老师、同

学听。 

活动四：学习第一自然段，了解搭石。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 

孩子们，如果你是刘章的乡亲，你能不能用

书中的话语告诉大家什么是搭石？ 

2．如果没有搭石，人们日常生活会怎样？ 



 

 

心选择搭石，细心摆放搭石。 

2.思考问题，有感情朗读 

扣住“脱鞋挽裤”反复朗读去感受。 

第二课时 

活动一：回顾旧知，说搭石。 

1.回顾上节课的已学内容 

说一说什么是搭石 

活动二：细读文本，品搭石。  

（一）品读：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

道风景。 

1.读第 2自然段，找句子，边读边画

边思考 

（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2.学生汇报学习 

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石的时

候，动作是那么协调有序！前面的抬

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踏踏的声

音，像轻快的音乐；清波漾漾，人影

绰绰，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1）理解“协调有序”，做一做相关

动作给同桌看 

（2）读句子 

（3）理解文章中的“协调有序”并

在老师的指导下有感情朗读 

 

 

 

 

 

3.再次找文中描写走搭石的美的语

3．指导有感情地朗读第一自然段。 

第二课时 

活动一：回顾旧知，说搭石。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随作家刘章一起认识

了搭石。谁来为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搭石。 

活动二：细读文本，品搭石。 

（一）品读：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1．这篇课文的题目是搭石，文章第二自然

段有一句话写出了搭石很美，谁能找出来？ 

细读课文，边读边想，搭石构成了怎样的风

景呢？你看到了怎样的风景？边想边画出

相应的句子，如果有感受及时写出来。 

2．学生读出找到的句子。 

（1）在你们的理解中，“协调有序”是什么

意思，怎样的动作才是协调有序？  

（2）文中的“协调有序”又是一幅怎样的

画 面呢？我们自由地再读一读这两句话。 

（3）引读：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

石的时候，动作是那么协调有序！前面的—

—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 

（速度渐快）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

——紧跟上去； 

（速度再渐快  ）前面的——抬起脚来；后

面的——紧跟上去；踏踏的声音，像——。 

没有人踩脚，没有人跌入水中，也没有人指

挥，一行人走得既轻快又整齐，那么默契，

那么有序，那么的和谐，这样的动作就叫做

——协调有序 

3．你还可以从什么词中感受到走搭石的

美？ 



 

 

句，学习积累好词“清波漾漾，人影

绰绰”并理解意思。 

 

 

 

 

 

 

（水清得可以看见水底的石头，一阵

风吹来，水面漾起了波纹，人影倒映

在水面上，美丽极了。） 

 

 

 

4.听老师读，边听边想像 

（学生说说自己脑海中出现的画面。

蓝天、白云、晚霞、绿树、青草、红

叶、夕阳……人们的欢笑的声音，谈

话的声音，孩子歌唱的声音… 

5.有感情朗读课文 

（二）品味：一排排搭石，任人走，

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

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 

1.学生读出这样的句子。 

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

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联结着乡亲们

美好的情感 

2. 上了点年岁的人，无论怎样急着

赶路，只要发现哪块搭石不平稳，一

定会放下带的东西，找来合适的石头

（“清波漾漾，人影绰绰”） 

（1）绰字在字典中有这样几种解释： 

A.宽裕，缓   B.舒缓柔美  C.外号 

在“人影绰绰”中，“绰”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一个词语叫“绰绰有余”，“绰”又是什

么意思？ 

（2）读一读这两个词，想象画面：你仿佛

看到了怎样的溪水，溪水中怎样的人影？  

我们可以由词联想到画面，同样也可以由画

面联想到词： 

出示画面：杨柳（    ）白雪（     ）明

月（      ） 

4、闭上眼睛听老师读，同时想象：你还看

到什么？还听到了什么？ 

 

5、指导朗读，运用创设情境、联系上下文、

想象画面等方法随机理解重点词语，体会画

面的美。 

（二）品味：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

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联结着乡亲们美

好的情感。 

1．统观全文，文中还怎样评价了搭石？ 

 

 

 

2．搭石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你从文

章的语句中体会到了这样的情感吗？你从

哪儿体会到的呢？画一画句子，想一想感受

以备交流。 

3.老人踏上了不稳的搭石，心里会怎样想？



 

 

搭上，再在上边踏上几个来回，直到

满意了才肯离去。 

3. 学生发挥想象自由表达，老人一

心为他人着想。 

4.招手示意、说家常话是一种习惯；

乡亲们谦让的品格、和睦的情感。 

 

5.学生做动作，理解文章中蕴含的感

情，有感情朗读句子。 

 

 

 

 

 

 

 

 

 

 

 

 

 

 

 

 

 

活动三：关注写法，总结拓展。 

学生感受生活中的美，为写作积累素

材。 

表情、动作会是怎样的呢？你此刻感受到了

怎样的情感？ 

4.如果有两个人面对面同时走到溪边，总会

在第一块搭石前止步，招手示意，让对方先

走，等对方过了河，俩人再说上几句家常话，

才相背而行。 

从“总会”这个词，你体会到了什么？ 

5.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总要伏下

身子背老人过去，人们把这看成理所当然的

事。 

A、这里描写年轻人动作的的词“伏”。这个

字的意思是：趴，脸向下，体前屈 

学生站起身做一下这个动作，师：你伏下身

子准备做什么？你伏下身子时是什么心

情？（尊敬老人）你为什么要背老人过搭

石？你期待老人感激你吗？因为这是——

（理所当然的事） 

B、假如你是一位身强体壮的年轻人，你还

愿意帮助谁，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这里你又感受到了怎样的情感？（尊老爱

幼）引读：经常到山里的人，大概都见过这

样的情景： 

  如果—— 

假如—— 

活动三：关注写法，总结拓展。 

乡亲们美好的情感在搭石上传递。雕塑大师

罗丹说过：“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

许许多多像搭石上发生的那样平平常常的

小事。它们虽小，却时时温暖着我们。有一



 

 

天下课时，老师又看到两个女同学弯着腰，

睁大眼睛，仔细认真地帮一位小妹妹找她丢

失的一个发卡，就像是在干一件什么大事。

这也是一种美……这样的美还有很多很多，

请同学们也睁大发现的眼睛，找找身边的美

吧！ 

板书 

设计 

 

教学 

后记 

 

 

 

 

学 科 语文 单   元 阅读要有一定的速度 备课者  

课 型 学时课 课   题 《将相和》 执教者及时间  

学习 

要点 

1．认识“璧、臣”等 13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相、强、划”，会写“召、臣”等 12

个字，会写“召集、大臣”等 37 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的思路。 

3．感受人物形象，体会人物各自的美好品质。 

4．结合课文内容 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想象能力以 及口头表达的能力。 

学习 

目标 

1．能够认识“璧、臣”等13个生字，读准多音字“相、强、划”，会写“召、臣”

等 12个字，会写“召集、大臣”等37个词语。 

2．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理清文章的思路。 

3．能够感受人物形象，体会人物各自的美好品质。 

4．能够结合课文内容 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想象能力以 及口头表达的能力。 

探究 

问题 
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尽量连词成句地读。 

应用 

作业 

作业练习 

同步练习册 



 

 

实践应用 

用学到的阅读方法阅读课外书 

文化 

阅读 

 

拓展阅读书 

学习 

重难点 

1．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描写，感受人物形象。 

2．了解“将”和“相”从“和”到“不和”的发展过程和内在的原因。 

3．结合课文学习，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想象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 

教学过程 
二次备课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第一课时 

活动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 了解和氏璧的来历 

 

 

 

 

 

 

 

 

 

 

 

 

 

 

 

 

 

 

第一课时 

活动一：故事导入，预习检测 

1.讲述和氏璧的来历 

相传在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

在楚山中拾到一块璞玉，把它奉献给了楚厉

王。厉王就叫鉴别玉的专家来鉴定，鉴定的

专家说是石头。厉王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

戏弄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了卞和的左

脚。不久，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卞和又把

这块璞玉奉献给武王。武王也让鉴定专家来

鉴别，结果也说是块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

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即位，

卞和抱着璞玉到楚山脚下哭了三天三夜，眼

泪哭干了，哭出了血。文王听说后，就派人

问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像

你这样痛哭的，你怎么哭的这么悲伤呢？”

卞和回答：“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悲 

伤，我所悲伤的是有人竟把宝玉 说成是石

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

文王派人对这块玉进行加工，果然琢磨成一

块宝玉，文王就把这块宝玉命名为“ 和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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