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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讲讲童年精彩的故事》大单元教学设计

一、目标与内容

（一）学习目标

1.自主学习本单元生字，认识 33个生字，读准 6个多音字，会写 15个生字，掌握 13个词语。

2.在活动中学会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学会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阅读方法。

3.借助列小标题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讲讲童年精彩的故事；在讲故事中感受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美好品

质。

4.讨论男子汉的标准，根据讨论的目的，记录重要的信息；能分类整理小组的意见，做到有条理地汇

报。

5.写写班级里的男子汉，能按一定的顺序写一件学会做的事情；能把学做这件事的过程写清楚，写出

自己的体会。

（二）学习内容与学习重点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教材内容

●阅读

18 小英雄雨来

19* 我们家的男子汉

20* 芦花鞋

●口语交际：朋友相处的秘诀

●习作：我学会了

●语文园地：交流平台、词句段运用、日积月累

补充资料：《小英雄雨来》《我们家的男子汉》全

文《青铜葵花》《刘胡兰》《女生贾梅》

1.在活动中学会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学会把握长

文章主要内容的阅读方法。

2.借助列小标题把握课文主要内容，讲讲童年精彩的

故事；在讲故事中感受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美好品质。

3.讨论男子汉的标准，根据讨论的目的，记录重要的

信息；能分类整理小组的意见，做到有条理地汇报。

4.写写班级里的男子汉，能按一定的顺序写一件学会

做的事情；能把学做这件事的过程写清楚，写出自己

的体会。

（三）设计说明

本单元编排了《小英雄雨来》《我们家的男子汉》《芦花鞋》三篇课文，从不同角度、不同时代展示

了少年儿童的故事。《小英雄雨来》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雨来掩护李大叔的故事，塑造了一位聪明、机

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形象；《我们家的男子汉》讲述了小男子汉从出生到四岁这段时间里的种种趣事，生

动地展示了一个努力学会独立、敢于挑战自己的小男子汉形象；《芦花鞋》写了青铜到油麻地镇上去卖芦

花鞋的故事，刻画了青铜勤劳、乐观、善良、纯朴的少年形象。

本单元语文要素是“学习把握长文章的主要内容”。关于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的阅读要求，四年级上册

提出了“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学习把握文

章的主要内容”，本单元“学习把握长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之前所学的基础上，要求又有所提升。把握长

文章的主要内容，要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要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三篇课文用不同的方式把文

章分成几个部分，《小英雄雨来》用序号标示每个部分，《我们家的男子汉》用小标题，《芦花鞋》用空

行的方式。三篇课文都提出用列小标题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的阅读要求，降低了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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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口语交际的话题是“朋友相处的秘诀”，旨在引导学生学会相处，主动参与集体讨论，根据讨

论目的学会记录信息、整理信息，能够清楚地、有条理地表达小组的意见。通过本次口语交际的训练，可

以将两个方面的能力进行迁移运用，一是用朋友相处的秘诀指导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反思自己的生活，发

现自己在朋友相处中出现的问题，并谈谈今后将怎样与朋友相处。二是将小组讨论记录、整理信息的能力

迁移运用到其他活动或学科的学习中。

本单元的习作要求是“按一定顺序把事情的过程写清楚”。四年级上册提出“写一件事，把事情写清

楚”“记一次游戏，把游戏过程写清楚”“写一件事，能写出自己的感受”等要求。本次习作是对这三个

要求的综合运用，既要按一定的顺序写，又要把事情的过程写清楚，还要写出学做这件事情的体会。

本单元“语文园地”安排了“交流平台”“词句段运用”“日积月累”三个内容。“交流平台”梳理

总结了本单元长文章的特点及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引导学生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把每个部分的主

要意思连起来，就能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可以边读边想，停下来想想前面的内容；还可以瞻前顾后，前

后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回去看一看。“词句段运用”安排了两项内容。第一题是用学过的修改符号修改

一段话，主要涉及错别字、语义重复、用词不当、语序颠倒等方面的错误。第二题是体会不同比喻句表达

的不同感情色彩，并进行仿写。“日积月累”安排的是了唐代诗人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供学生背诵

积累。[加微信：hls htx03xiaoyinxiaobian]

二、情境与任务

（一）学习情境

列列小标题，用接龙的方式，讲讲小英雄雨来、卖了一百零一双芦花鞋的青铜，还有自己读过的女孩

故事，发现一样的童年，却会有着不一样的精彩。讨论自己心目中男子汉的标准，和作家王安忆笔下的男

子汉比一比，写写自己心目中男子汉的故事，感受童年的美好与成长的快乐。

（二）任务框架与内容安排

内容安排：[加微信：hls htx03xiaoyinxiao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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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课时 学习内容

《小英雄雨来》（精读）

《芦花鞋》（略读）列小标题，接龙讲故事 4～5

《青铜葵花》《刘胡兰》《女生贾梅》

《我们家的男子汉》（略读）

《口语交际：朋友相处的秘诀》

《习作：我学会了       》

小男子汉的故事 4～5

《语文园地》

（三）设计说明

本单元的课文从不同角度、不同时代展示了少年儿童的故事，《小英雄雨来》塑造了抗日战争时期小

英雄雨来的形象；《我们家的男子汉》讲述了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小男子汉的成长趣事；《芦花鞋》刻画

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形象。童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人生那一段时光，但一样的童年，却有

着不一样的精彩。另外，本单元都是长文章阅读，以列标题、讲故事的形式把握长文章的主要内容，感受

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美好品质。因此，本单元以“讲讲童年精彩的故事”为单元学习总的任务情境，以“列

小标题，接龙讲故事”“小男子汉的故事”两个个任务展开。通过列小标题，用接龙的方式，讲讲小英雄

雨来、卖了一百零一双芦花鞋的青铜，还有自己读过的女孩故事，讨论自己心目中男子汉的标准，和作家

王安忆笔下的男子汉比一比，写写自己心目中男子汉的故事，去感受童年的美好与成长的快乐。[加微

信：hls htx03xiaoyinxiaobian]

第一个任务：“列小标题，接龙讲故事”。这个任务以《小英雄雨来》《芦花鞋》两篇课文为主，重

点指导学生尝试快速默读课文，学习运用列小标题的方式把握长文章的主要内容。通过“小英雄雨来”

“精彩的一百零一双芦花鞋”两个活动，引导学生带着“为什么说雨来是小英雄”“青铜给你留下了怎样

的印象”两个问题尝试快速默读课文，边读边想、瞻前顾后，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再指导学生学习用列

小标题的方式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因为课文比较长，用序号、空行的方式将课文分成几个部分，组织学

生接龙讲故事，在讲故事中感受人物的美好品质。另外，本单元的三篇课文写的都是男孩子的故事，不仅

让学生从男孩子的身上汲取成长的力量，同时也要感受女孩子的美好童年，为此，安排了“我读过的女孩

故事”活动，让学生拓展阅读小说《青铜葵花》《刘胡兰》《女生贾梅》，交流作品中女孩子的形象。

第二个任务：“小男子汉的故事”。这个任务以《我们家的男子汉》、口语交际、习作、语文园地为

主要内容，重点指导学生运用列小标题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阅读方法，自主学习《我们家的男子汉》，

通过对本单元口语交际、习作内容的适度改编，不仅较好地达成教材的编写意图，而且单元的主题与材料

进行高度整合。通过活动“讲讲作家笔下的男子汉”，体会“小男子汉”的性格特点与成长姿态。通过活

动“议议男子汉的标准”，一方面整体把握单元课文内容，感受不同时代男孩子的性格特点与美好品质；

另一方面通过议议男子汉的标准，达成本次口语交际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学会相处，主动参与集体讨

论，根据讨论目的学会记录信息、整理信息，能够清楚地、有条理地表达小组的意见。通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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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我们班的男子汉”，一方面谢谢我们班男子汉的成长故事，另一方面达成本次习作的教学目标，

即按一定顺序把事情的过程写清楚，能把成长中有趣的经历、心情的变化写清楚。

三、教学活动示例及说明

（一）任务一：列小标题，接龙讲故事

同学们，这个单元，我们将阅读几篇长文章，走进不同时代少年儿童的生活，去感受童年的美好与成

长的快乐。第一个任务，我们将读读小英雄雨来和芦花鞋的故事，去认识还乡河边的小雨来和一个叫大麦

地村庄里的男孩青铜。

活动 1：小英雄雨来

【教学设计意图与建议】

“活动 1”安排了 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初识儿童雨来”，主要是让学生了解长文章的特点，结合

课文中的泡泡提示，学会边读边想、瞻前顾后，初步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第二个内容“学习列小标

题”，是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阅读方法，引导学生借助范例，学习概括每一个部分的主要的内容，然后

连起来说一说，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第三个内容“讲讲小英雄雨来的故事”，通过这个活动引导学生感

受小英雄雨来的形象，在活动中，指导学生抓住关键内容进行体会，如抓住三处“没看见”、三处“中国

人”，体会小英雄雨来的形象，讲好这个故事。

建议安排 2课时。

1.初识儿童雨来。

（1）快速浏览课文，发现课文特点。

①播放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大地上涌现出无数革命小英雄，今天我们再来

认识一位小英雄——雨来。

②快速浏览课文，你发现本文跟以往的课文相比有哪些特别之处？

预设：篇幅很长，分成六个部分，每部分前面都标有数字序号；课文里有泡泡形状的学习提示……

②结合泡泡提示，提炼阅读方法。

“读完这部分后，我要停下来想一想，这部分主要讲的是什么”。长课文要边读边想，每读完一部分

就要及时小结。（板书：化整为零，边读边想）

“李大叔是谁？之前提到过吗？我再看看前面的内容。”读到后面时，有时会忘记前面的内容，可以

往前翻一翻，前后结合对照着阅读。（板书：瞻前顾后，前后联系）

（2）默读全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让学生初读课文，提出要求：结合这些阅读方法，快速默读课文，想想：为什么说雨来是“小英

雄”？课文分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写了些什么？

2.学习拟小标题。

（1）观察范例，学习列小标题。[更过精品教学资料加微 信：hlshtx012277473776]

①出示课后习题中的小标题：“游泳本领高”“上夜校读书”。

②让学生回顾第一、二部分内容，观察这两个小标题的特点：概括了雨来的主要事迹，语言非常比较

简洁，字数相等或相当。

（2）自主探究，尝试列小标题。

①学生快速默读第三至六部分，尝试列小标题（书写在课后习题上）。

②交流所列小标题，并表述阐述原因。

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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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鬼子来扫荡、掩护李大叔、雨来被抓了……

第四部分：鬼子审雨来、与鬼子斗争、雨来不屈服……

第五部分：雨来被“枪杀”、雨来“牺牲”了、乡亲哭雨来、“有志不在年高”……

第六部分：雨来没有死、雨来逃走了、雨来脱险了……

（3）借助标题，把握课文主要内容。[更过精品教学资料加微 信：hlshtx012277473776]

（4）聚焦重点，理清内在联系。

①提问：全文最能表现雨来是“小英雄”的是哪些部分呢？能说说原因吗？

②小组探究：其他部分与这两个部分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3.讲讲小英雄雨来的故事。

（1）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生动呢？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找出最能体现雨来是个小英雄的地

方，读一读，感受一下。

①关注三处“没看见”，品味人物语言。

教师出示：

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②组织交流。

第一处“没看见”：鬼子假装很温和，叫人给雨来松绑，还摸摸雨来的头。雨来没有上当，嘟嘟囔囔

的说话，降低敌人的注意。（板书：鬼子哄骗，雨来不上当）

第二处“没看见”：扁鼻子军官掏出糖块和金戒指诱惑雨来，雨来没有理睬他；在威胁利诱之下，雨

来仍然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板书：诱惑，不动摇）

第三处“没看见”：鬼子的诡计落空，显露出凶恶的本质。他们毒打雨来，雨来两眼冒金花，鼻子流

着血，可是他还是不屈服。（板书：毒打，不屈服）

②关注三处“中国人”，感悟英雄精神。

是什么力量，让年少的雨来他在敌人毒打之下依然态度坚决绝不屈服？出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

爱自己的祖国。”联系上下文，读读这句话，你体会到什么？

夜校老师教孩子们识字时，就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这颗种子在雨来心中生根发芽，逐

渐长成一棵茁壮的大树！

（2）接龙讲故事，分小组进行，一个同学讲一个部分，一个一个接着讲。

活动 2：精彩的一百零一双芦花鞋

【教学设计意图与建议】

“活动 2”安排了 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感知故事情节”，抓住核心人物与关键事件，为下面列小

标题，概括故事内容打下铺垫。第二个内容是“列出故事标题”，借鉴“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这样的方

法，围绕“起因、经过、发展、高潮”这样的叙述顺序顺利列出小标题，最后再概括故事主要内容，层层

递进，有效降低了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难度。第三个内容是“讲讲芦花鞋的故事”，让学生抓住印象深

刻的内容读一读，体会体会，主要是关于芦花鞋的暖和和美观、青铜的吃苦耐劳和纯朴善良。在此基础上

讲故事，不仅很好地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而且能够体会人物的美好品质。

建议安排 1课时。

1.感知故事情节。[加微信：hls htx03xiaoyinxiao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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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速默读，故事围绕“芦花鞋”写了哪几件事情？出现了哪些人物？

（2）梳理故事人物与主要事件。

①填一填。

故事中人物 相关事件

奶奶、爸爸、妈妈、葵花 做芦花鞋

青铜 捋芦花、做芦花鞋、卖芦花鞋

城里人 买芦花鞋

围炉烤火的人 劝青铜进屋烤火取暖

②同桌说一说：在这几个人物中，最核心的人物是谁？最主要的事件又是什么？

核心人物是青铜，主要事件是青铜在大雪天忍受严寒坚持卖鞋，甚至卖掉自己脚上的芦花鞋而光脚跑

回家。

2.列出故事标题。

（1）回忆列标题的方法。

可以用“谁、干什么”这样的句式；可以用文中的关键语句；可以引用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可以用关

键词语概括等等……

（2）尝试给本课列小标题。

可以是关键词，如“编芦花鞋”“卖出九十双芦花鞋”“卖出十双芦花鞋”“卖出脚上的芦花鞋”

等；可以是简洁的句式，如“全家一起制作芦花鞋”“青铜大雪天坚持卖芦花鞋”“最后十双芦花鞋幸运

卖出”“青铜卖出自己脚上的芦花鞋”；也可以采用文中关键语句拟小标题，如“编织一百零一双鞋”

“青铜拿起最后十双芦花鞋，跑进风雪里”“城里人二话没说，就付了钱”“青铜的赤脚踏过积雪”，等

等。

（3）练习概括故事内容。

①利用自己的小标题，按照故事的起因、经过、发展、高潮，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

②在小组内练说，互相帮助，注意语言的完整性与表达的流畅性。

3.讲讲芦花鞋的故事。

（1）要讲好芦花鞋的故事，特别要讲好令你印象深刻的内容，浏览课文，说说哪些内容给你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2）走近芦花鞋，感受芦花鞋的美。[更过精品教学资料加微 信：hlshtx012277473776]

①关于芦花鞋的“暖和”。[加微信：hls htx03xiaoyinxiaobian]

那鞋很厚实，像暖暖和和的鸟窝。

那芦花很像鸭绒，看着，心里就觉得暖和。

他觉得双脚暖和和的。

②关于芦花鞋的“美观”。

“这两双芦花鞋，实在是太好看了。那柔软的芦花，竟像是长在上面的一般。……又像两对鸟。”

那些芦花鞋实在太招人喜欢了，一双一双地卖了出去，仅仅过了三天，就只剩下十一双了。

那十双被雪地映照着的芦花鞋，一下吸引住了他们。他们忘记了它们的用途，只是觉得他们好看——

不是一般的好看，而是特别的好看。……

（3）走近青铜，体会青铜的美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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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青铜的吃苦耐劳。

文中哪些词句表现出天气异常寒冷？

补充原文：“已在冬季，天气很寒冷。尤其是在这桥头，北风从河面上吹上岸，刮在人的肌肤上，就

像锋利的刀片一般。那时，青铜就会在那里不停地蹦跳。”

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生活经验，说说体会。

②关于青铜的淳朴善良。

青铜有机会将最后十双芦花鞋提高价格吗？为什么？那他又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卖出最后一双芦花鞋的意义是什么？仅仅是因为钱吗？

③关于青铜对妹妹的关爱呵护。

支持青铜在如此大雪天，坚持卖鞋，甚至卖掉自己脚上的芦花鞋的力量是什么？

补充介绍：

当家里只能供养一个孩子上学时，青铜为了让妹妹安心去上学，故意在摸银杏时做了手脚，其实他自

己也非常渴望上学。

补充原文：“中午，他从怀里掏出又冷又硬的面饼，一口一口地咬嚼着。本来，家里人让他中午时在

镇上买几只热菜包子吃，但他将买包子的钱省下来了，却空着肚子站了一天。家里人只好为他准备了干

粮。” 

总结：是的，青铜对葵花的爱，是多么珍贵的兄妹之情，是人间最美好、最感人的爱！

（4）接龙讲故事，分小组进行，一个同学讲一个部分，一个一个接着讲。

活动 3：我读过的女孩故事

【教学设计意图与建议】

“活动 3”安排了 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雨来青铜给我力量”，一方面是对前两个活动的梳理与总

结，另一方面引出本次活动的主题，读读女孩的故事。第二个内容“阅读女孩故事”，为学生提供阅读支

架，这类阅读不同于故事阅读，是成长类阅读，要关注人物的性格特点与美好品质，要从具体事例上找到

依据与支撑，特别是在阅读中，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从人物身上得到启发。第三个内容“女孩故事分

享”，让学生根据阅读支架进行汇报交流，一方面巩固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阅读方法，另一方面感受女

孩形象的性格特点与美好品质。

建议安排 1课时。

1.雨来青铜给我力量。[更过精品教学资料加微 信：hlshtx012277473776]

（1）通过阅读《小英雄雨来》《芦花鞋》两篇文章，我们认识了两位男孩子。说说你从雨来和青铜

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2）学生主要结合课文的具体内容，说说雨来的聪明、机智和勇敢，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有着怎

样的意义。说说青铜的吃苦耐劳、纯朴善良、憨厚执着，我们和青铜比比童年，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获得

什么。

2.阅读女孩故事。

（1）“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女孩也有精彩的童年，也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今天就

读读女孩的故事。

（2）推荐阅读《青铜葵花》《刘胡兰》《女生贾梅》，重点认识葵花、刘胡兰、贾梅三个女孩形

象。

（3）指导学生开展阅读。

①制作阅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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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视角 阅读要点

主人公

故事背景

故事情节

故事高潮

故事结果

我的看法

②开展对比阅读。

阅读书目 主要人物 性格特点 典型事例 我的启发

《青铜葵花》 葵花

《刘胡兰》 刘胡兰

《女生贾梅》 贾梅

3.女孩故事分享。

（1）开展读书分享活动。

（2）交流阅读收获。

（二）任务二：小男子汉的故事

同学们，前一段的学习，我们认识了雨来和青铜，还认识了葵花、刘胡兰、贾梅，从他们精彩的故事

中，我们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汲取了成长的力量。对于童年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之中，都

会留下一串串成长的足迹。接下来的学习任务中，我们将讨论自己心目中男子汉的标准，和作家王安忆笔

下的男子汉比一比，写写自己心目中男子汉的故事。

活动 1：讲讲作家笔下的男子汉

【教学设计意图与建议】

“活动 1”安排了 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初识小男子汉”，让学生通过快速默读课文，围绕问题提

取重要信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给学生搭建学习支架，如表格、思维导图等，培养

学生梳理与概括的能力。第二个内容是“走近小男子汉”，主要是体会小男子汉的可贵特点，让学生围绕

三个小标题，到课文中找一找能表现出“男子汉”特点的事例，联系自己的生活说说体会。第三个内容

“欣赏小男子汉”，主要是体会作者对小男孩的情感，引导学生思考课文中三个部分内容能否颠倒，感受

男子汉的特点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表达了作者对小男孩的关切与喜爱。让学生给三个部分的内容

换小标题，这是对精读课文学到了“结合小标题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方法的迁移运用。[更过精品教

学资料加微 信：hlshtx012277473776]

建议安排 1课时。

1.初识小男子汉。

（1）初读课文，把握内容。

①自由朗读课文，不会读的字读读课后的生字表和随文注音。

②读读小标题和对应的课文内容，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加微信：hls htx03xiaoyinxiao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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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系小标题说说课文的主要内容。

（3）默读课文，梳理主要事例

①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思考，围绕小标题作者列举了哪些细节和事例？边默读边批

注。

②用表格或思维导图的方式梳理课文内容。

如表格梳理：

小标题 细节或事例

他对食物的兴趣

（1）什么都吃，（2）为了活而吃蔬菜，（3）对所有的滋味都有兴趣，

（4）为了去少林寺愿意在吃上做出牺牲。

他对独立的要求

（1）不愿让人牵他的手，（2）他要自己买东西，（3）拿汽水瓶去换橘

子水。

他面对生活挑战的沉着
（1）接受去托儿所的现实，（2）勇敢地爬上火车。

2.走近小男子汉。

（1）提出要求，自主学习。

①课文写了一个从出生到四岁的小男孩，为什么作者称这个男孩子为“男子汉”呢？

②快速默读课文，结合三个小标题，从文中找出表现“男子汉”的内容，在小组内交流交流。

（2）汇报第一部分内容，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说一说，教师相机点拨。[更过精品教学资料加

微 信：hlshtx012277473776]

①当我对他说“不吃青菜会死的”的时候，他便吃了，吃得很多。他为了能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情，能改变自己，这是男子汉的特点。

②他为了吃一客小笼包子，可以耐心地等上三刻钟。三刻钟是 45分钟，一节课的时间，他为了达到

自己的目的，有耐心，这是男子汉的特点。

③他为了能去少林寺，可以不吃肉汤拌饭，不吃棒冰，牺牲自己吃的乐趣，可见他是个男子汉。

（3）汇报第二部分内容，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说一说，教师相机点拨。

① “他不愿让人牵他的手”，从他那挣扎的状态，可见他想要独立的愿望很强，这是男子汉的特

点。

②买东西时，“不要，不要，我自己说”“你不要讲话啊”“勇敢地开口了”，说明他对独立的要求

很强烈，这也是男子汉的特点。

③在换橘子水时，“他是一定要自己去的”，假如我跟在后面，他就说：“你回去，回去嘛！”他努

力要求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是男子汉的特点。

④ “他满头大汗地、耐心地等待着”，他总是想摆脱大人的帮助，为了独立而坚持着，这是男子汉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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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汇报第三部分内容，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说一说，教师相机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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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02112063006113

https://d.book118.com/517102112063006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