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编版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第六单元 

一、单元整体概述 

本单元围绕“祖国河山”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 4 篇课文：有描写山水美景的古诗《古诗

三首》；有表现海疆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富饶的西沙群岛》；有描绘南国美丽风光的《海

滨小城》；还有展现北国四季迷人景色的《美丽的小兴安岭》。单元编选这些课文意在让学生

领略祖国各地美丽的风光，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本单元侧重阅读的语文要素是“借助关键语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本单元的课文很多片

段都有关键句，根据这个句子可以理解课文大致内容。如《富饶的西沙群岛》中“那里风景

优美，物产丰富”是全文的关键句，“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是一个段的关键句。《海滨小

城》中“小城的公园更美”“小城的街道也美”都是段落的关键句。《美丽的小兴安岭》中，

“小兴安岭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就是全文的关

键句。教学时应注意引导学生抓住这些关键句去把握文章的内容。《富饶的西沙群岛》在文中

以泡泡语的形式提示学生关注关键语句。《海滨小城》的课后题引导学生从段落中找出关键语

句。语文园地中的“交流平台”重点讨论、梳理关键语句在段落中的位置及关键语句的作用。 

“习作的时候，试着围绕一个意思写”是侧重于表达的语文要素。旨在让学生学会在关

键句的引领下习作。这样的关键句可以是整篇文章的中心句，也可以是一个段落的中心句。

这一习作要求是“借助关键语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的阅读方法在习作中的运用，体现了“由

读到写”的学习路径。 

本单元读写关联紧密，课文的典型段落样例特征明显，是指导学生学表达的极有价值的

凭借。教学时可适度整合学习园地中的“交流平台”、“词句段运用”、“日积月累”等内容，

以便形成单元整体教学的“学——练——用”体系。 

二、学情分析 

三年级学生拼读能力比较强，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独立阅读能力有明显进步，能够比较

准确把握课文重点内容，体会文章蕴含的情感。在本学段阅读方面的主要任务是能借助关键

语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在阅读中能交流、总结一段话中关键语句可能的位置及关键语句的

作用。根据学生特点，在阅读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方法，提高自主

学习和探究能力。针对学情，我们在本单元教学中抓住重点目标，落实单元语文要素，走“由

读到写”的学习路径，我们确立了“抓关键语句，抓多个方面，写身边美景”的表达特色为



 

主线，以“目标导向教学”为设计理念，以开展“学生语言实践活动”为主要学习方式，体

现“学——练——用”的单元整体教学思路。 

三、单元教学目标 

1.认识 44 个生字，读准 6 个多音字，会写 51 个生字，会写 62 个词语。 

2.能结合注释，想象古诗描绘的景色，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的意思。背诵 3 首古诗，默写《望

天门山》。朗读、背诵古诗《早发白帝城》。 

3.能用自己的话介绍文中的景物或场景。 

4.摘抄课文中写得好的句子，并与同学交流阅读体会。 

5.能借助关键语句理解一段话的意思。 

6.能交流、总结一段话中关键语句可能的位置及关键语句的作用。 

7.能围绕给出的关键语句说一段话，写一段话。并能主动运用平时积累的描写景物的词语。 

四、课时安排   本单元共需 8 课时 

五、单元教学整体设计流程表 

课 次  学习内容 基本课型 核心能力目标  主要教学活动  

第 

1 

课 

时 

单元导读课 
单元导读+ 

课文初读 

1.明确单元主题，正确、流

利地朗读课文，概括课文的

主要内容； 

2.正确认读44个生字，正确

抄写 51 个生字及其组成的

词语，理解词语意思。 

1.单元导读，明确单元

主题。 

2.分类识读词语，指导

写字，理解词语。 

3.熟读课文，用简洁的

语言概括每篇课文主

要内容。 

4.关注有新鲜感的词

语和句子。 

第 

2、3 

课 

时 

古诗赏析课 
《 古 诗 三

首》 

1.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

古诗。默写《望天门山》。 

2.体会诗词的内容，体会诗

人的思想感情。 

3.培养阅读古诗词的兴趣和

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养成

课外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1.指导学生学习古诗，

探寻方法。 

2.引导自学，品读雨后

西湖。 

3.合作学习，赏析洞庭

美景。 

4.回归整体，积累拓



 

展。 

第 

4、5 

课 

时 

精读指导课 

 

《富饶的西

沙群岛》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了

解课文是从“海水、海底的

生物、海岛上的鸟”三方面

来写西沙群岛的，能发现第

五自然段是围绕关键句“西

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来写

的。 

2.能选择一幅图，写几句话

描述图上的景观。 

 

1. 自读第五自然段，

教授指导学生找出关

键语句。 

2. 运用“一读、二想、

三找”方法迁移运用，

借助关键语句理解各

段落。 

3. 借关键语句，感受

富饶、鱼的多美。 

4. 评选“红领巾小导

游”，介绍西沙群岛。 

5. 做一名“小主编”，

围绕关键语句把你喜

欢的景物写下来。 

第 

6 

课 

时 

自主实践课 
《 海 滨 小

城》 

1.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能说出课文描写的

主要景物及样子，从中体会

作者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2.能找出第四至六自然段的

关键语句借助关键语句理解

段落的意思，能够摘抄自己

认为写得好的句子，并与同

学交流。 

1.共学海上、海滩部

分，感受美丽。 

2.自学小城部分，借助

关键语句理解段落意

思。 

3.摘抄积累文中写得

好的句子。 

第 

7 

课 

时 

自主实践课 

 

 

《美丽的小

兴安岭》 

1.通过想象画面、替换词语、

对比朗读等方式，体会语句

的生动，感受小兴安岭四季

不同的美。 

2.引导学生围绕喜欢的季节

里特有的景物，介绍小兴安

岭。 

1.精读课文，品读词

句，感受小兴安岭四季

之美以及物产丰富。 

2.抓住某个季节的特

点，用自己的话说说你

的理由。 

3.选择有代表性的景



 

 

 

第六单元 单元预习课 

一、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2.正确认读 44 个生字，正确抄写 51 个生字及其组成的词语，理解词语意思。 

二、教学重难点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2.正确认读 44 个生字，正确抄写 51 个生字及其组成的词语，理解词语意思。 

三、教学时间 

1 课时 

四、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课件  生字卡片 

学生：预习（熟读课文、学习生字词）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欣赏到美丽的景色。本单元的单元主

题是“祖国山河”，是由《古诗三首》、《富饶的西沙群岛》、《海滨小城》以及《美丽的小兴安

物，有序地写出家乡四

季的美。 

第 

8 

课 

时 

阅读拓展课 

《庐山的云

雾》 

《 海 底 世

界》 

《可爱的祖

国》 

1.阅读文章，能够自主发现

关键句并读懂关键句的意

思。 

2.通过阅读实践，交流讨论

明白关键句在文章中的位置

及作用。 

 

1. 回顾单元主题。 

2. 再识关键语句。 

3.自主阅读《庐山的云

雾》《海底世界》《可爱

的祖国》，找出文中的

关键语句。 

4.学以致用，练习写

话。 



 

岭》四篇课文组成。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去感受祖国壮美的山河吧！ 

（二）分类识读词语，指导写字 

同学们，想要领略文中的美景、理解课文的内容，充分的与文本对话，贴近作者的心灵，

我们首先就要掌握好本单元的生字词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新朋友吧。  

A. 描写景物的词语 

瑰丽   富饶   浩瀚   茂密   整洁   杏黄   嫩绿 

水光潋滟  山色空蒙  五光十色  银光闪闪  葱葱茏茏 

密密层层  严严实实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什么？这些词语都是用来写景的。  

B. 表示动作的词语 

涂抹   蠕动   飞翔   栽树   抽出   飞舞   躺下   

踩踏  挡住   侧身   划来划去   飘飘摇摇 

1.请一名同学来范读以上词语，其他同学认真听，并纠正字音； 

2.小老师教完了，那你会读了吗？同桌互查，互教，要求人人过关； 

3.同学们，读完这些词语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其实我们学过的很多词语都可以进行类似的归

类，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积累，更能方便我们运用。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可以将词

语进行自主归类。我们接着看下一组词语。 

C. 多音字组成的词语 

课件出示：臂膀   胳臂     兴奋   高兴     舍弃   宿舍      

抹布   抹黑     磨难   石磨     参差   海参 

1. 读完这几组词语，你明白了什么？相同的字在不同的词组里面的读音还会一样吗？读音不

一样，意思有区别吗？ 

预设 1：第三组的“舍”，在表示“放弃、不要”时读“shě”,而当“休息、居住的房子”

意思时，读”shè。 

预设 2：第五组的“磨”，在表示“阻碍，摩擦，消耗”等意思时读“mó”，当表示“粉

碎粮食的工具”时，读“mò” 

（体会多音字音不同义也不同的特点） 

3.再来读一读，读出它们的不同。 

D.指导重点字： 

这些词语大家都会读了，那你会写吗？会写以后你们能写美观吗？其实，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一定的技巧，你想不想知道这其中的奥妙？那现在就请你睁大自己的眼睛，看看老师是



 

怎样写的吧！ 

1.书写指导： 

“软、刮、线”这三个字，虽然都是左右结构，但是在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软”字要

写的左右等宽，“刮”字要写的左宽右窄，“线”字要写的左窄右宽。 

“袋、贵”这样上下结构的字，中间的横要写的长一些。  

 

2.提醒易错字： 

错：右下部是“日”，不要写成“目”。 

浅：右边是戋，不要写成“戈”。 

初：左边是衣补旁，不要写成衣字旁。 

挺：右边是“朝廷“的“廷“，不要写成“延安”的“延”。 

夏：里面有两个横，下面是折文旁。 

数：右边是反文旁，横要出头。 

3.生练写，师点评。 

（三）理解词语 

同学们，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读完以后你

知道它们的意思了吗?那你想不想知道？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边看图片边理解词语。 

   课件出示： 

绿色海洋  五光十色  蠕动 

（教师通过出示视频、图片，做动作以及联系上下文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理解词意。） 

预设 1：绿色海洋。从“数不清”、“几百里”等词语可以看出小兴安岭的树木多、面积

大，颜色又呈一片绿色，所以称之为“绿色海洋”。（多媒体出示视频、图片，帮助学生进一

步理解词语意思） 

预设 2：五光十色。“五”和“十”都是表数量的词，说明数量很多，后文列举了多种颜

色，所以“五光十色”是形容色彩光泽明艳亮丽，花样繁多。（多媒体出示海水图片） 

预设 3：蠕动。“蠕”是指像蚯蚓那样慢慢地爬动，蠕动是慢慢爬动的意思。文中说海参

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从“懒洋洋”一词也能体现出爬行的速度慢。（学生通过做蠕动的动作，

进一步感受词语意思） 

（四）熟读课文 

人生最有价值的两件事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老师知道现在的你们还没有能力

去“行万里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万卷书”来感受外面的世界。现在就请同学们跟着老



 

师的镜头去天门山、西湖、洞庭湖、西沙群岛、海滨小城、小兴安岭这些地方走一走。我们

先来看几个特写镜头。 

1.出示句子，对比朗读，说说原文好在哪里。 

①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 

②春天，树木长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 

预设回答：作者在这里用“抽出”一词不仅写出了枝条生长的现象，而且把生长的速度

之快也描绘出来了，令人觉得贴切而形象，而如果用“长出”一词，就未免显得直白，缺少

情趣。 

提问：结合生活实际说说“嫩绿”是什么意思？（像刚长出来的树叶那样的浅绿色。） 

指导朗读。“新的枝条”、“嫩绿的叶子”是春天景色的特征，是那么鲜嫩可爱，要读得亲

切柔和。“抽出”形象地展示出树木的活力，要读得干脆有力。（师范读。生齐读。） 

2.课件出示： 

鱼成群结队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有的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有的头上长

着一簇红缨；有的周身像插着好些扇子，游动的时候飘飘摇摇；有的眼睛圆溜溜的，身上长

满了刺，鼓起气来像皮球一样圆。各种各样的鱼多得数不清。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

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 

思考：作者是怎么把海底的鱼写具体、写生动的？四人小组讨论一下，看一看作者是怎

样把鱼写好看写具体的？（生汇报） 

预设：这一段围绕“鱼成群结队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这句话，用了排比、

比喻等方法，抓住鱼的颜色、外形、游动的样子等分别叙述了四种有特点的鱼；最后概括总

结“各种各样的鱼多得数不清”。作者具体生动的描写让我们觉得仿佛这些鱼就在我们面前游

动。 

3.默读课文，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每篇课文都讲了什么？ 

预设： 

①《富饶的西沙群岛》主要记述了西沙群岛的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 

②《海滨小城》主要写了海滨小城的美丽、整洁。 

③《美丽的小兴安岭》主要写了小兴安岭四季的美丽和丰富的物产。 

（五）关注有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 

从这些特写镜头里面，你都见到了哪些没见过的事物，学到了哪些新的知识呢？ 

1.新鲜感的词语 

出示课件 



 

①珊瑚  海参  大龙虾   紫貂   

②桉树  椰子树  橄榄树  凤凰树 红松  白桦  栎树 

③银光闪闪 飘飘摇摇 咯吱咯吱 葱葱茏茏 密密层层 严严实实 

思考：观察上面三组词语，按什么分类，有什么特点？ 

（总结：陌生的动物，新奇的植物，形象的四字词语，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注意勾画到。） 

2. 新鲜感的句子 

（1）出示《美丽的小兴安岭》中描写浓雾弥漫的句子：“早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

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 

①老师范读这句话，同学们边听边想象画面。 

②指生回答。 

③总结：真美呀，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雾在山谷里飘起，由于森林被叶

子封的严严实实的，雾不易散去，整个森林就像泡在浓雾中，同学们是不是也置身于神秘的

仙境中呢。 

（2）出示《美丽的小兴安岭》中刻画小鹿的句子：“小鹿在溪边散步。它们有的俯下身

子喝水，有的侧着脑袋欣赏自己映在水里面的影子。” 

①边读边思考，这是一个怎样的小鹿？从哪里看出来的？ 

②预设：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鹿。作者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散步、欣赏”这两个

词语本来是描写人的神态的，作者却用来描写小鹿，显得十分的活泼可爱。  

③指导朗读。小鹿非常可爱，下面我们用活泼，愉快的语气来读这句话，边读边想象小

鹿的可爱神态。 

                          （峄城区实验小学     李园春） 

 

17 古诗三首 

一、教学目标 

1.认识“亦、宜”等 7 个生字，正确书写“断、楚”等 13 个生字，认识多音字“抹、磨”。

正确读写诗句中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背诵三首古诗。默写《望天门山》。 

3.体会诗词的内容，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4.培养阅读古诗词的兴趣和对古诗词的热爱之情，养成课外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二、教学重点  

教学重点是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诗。 

三、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是体会诗文的内容，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四、教学课时：2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模块一：初读古诗，了解诗人 

活动一：了解诗人及写作背景、揭示课题 

1.在以前的学习和阅读中，同学们一定积累了很多古诗。现在，我们来背诵古诗。 

2.关于李白，你了解多少？教师介绍 

李白（701-762），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一生写了大量歌

颂祖国河山的诗歌，被称为“诗仙”。  

4.学生阅读资料，教师谈话导课：李白是中国唐代一位非常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漫游中度过的，在经过安徽省当涂县的东、西梁山时。被眼前雄奇秀

美的景色吸引住了，于是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望天门山》。（板书课题：望天门山） 

齐读课题 

活动二：一读古诗，正确流利 

1.学生自由读古诗 

2.师范读 

3.现在你们是否也想读？你觉得我哪里读得不错，欣赏我的，你可以学习我的，如果你

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你就读出你自己的感觉。 

    4.指名读，大家注意听他字音读准了没有。指名点评。 

5.课件出示生字 

（1）注意读准翘舌音“楚、至”，前鼻音“断、帆”。 

（2）识记生字：生交流识字方法 

活动三：二读古诗，节奏韵律   

1.同学们知道吗，古诗如果能在正确流利的基础上读出节奏，就能感染别人，谁能根据

老师的提示试一试？（指导：七言古诗我们一般遵从二二三的节奏） 



明确押韵：你不仅读出了停顿，还读出了韵味。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二四行的最后一

个字有什么相同之处？——使用相同或相近的韵母的字我们把它叫做押韵，把押韵的字读得

稍微长而响亮一些，就可以读出诗歌的韵味。 

3.有人说：一首诗就是一幅画。如果说这首诗就是一幅画，那画里都画了些什么呢？再

去读读、找找、画画。 

    7.学生发言，教师小结。 

天门、楚江、碧水、青山、孤帆、日。 

模块二：品读诗句，感受山河壮丽 

活动一：小组合作，再读学习 

1.为了把课文读得更好，老师建议大家再来读课文。可以对照注释和查阅的资料来理解

诗句的意思。理解了诗意后，再来读课文，相信大家会读得更出色。 

2.补充“中断”、“至此”、“出”等词意思 

3.个人自学开始。 

4.小组交流学习收获。 

活动二：合作探究，品读诗句。 

    （一）学习前两句诗。 

    1.课件出示，指名读 

    2.引导想象：楚江即长江，古代长江中游地带属楚国，所以叫楚江。流经古代楚国的这

一段叫楚江，终点在天门山，天门山以东是吴国，流经吴国的长江段，叫吴江。天门山高、

俊秀、险，诗人写到天门山犹如被江水冲击而隔断似的。 

    3.（1）指导学生观看水流撞击到山石上，激起回旋，形成汹涌的波涛的情景。“碧水东

流——至此回”，师一边读一边用动作演示。 

    （2）指名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这种情景。 

    （3）从这两句我们可以体会出江水怎么样？（水势湍急、激荡回旋） 

    4.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 

    （二）学习后两句诗。 

1.谈话过渡：这么壮美的景色，诗人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2.（课件出示）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相关图片） 

3.学生观察，畅谈感受。（指示学生看顺流而下的小船，站在船头的诗人。）  

    4.全班交流，教师小结：诗人用词多么精妙啊，一个“出”字把山给写活了。 



这青山仿佛是要出来迎接自己一样，诗人的心情怎样呢？（高兴、激动、自豪） 

    6.指导朗读：李白在高大的天门山面前，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渺小，自己虽从遥远的天

边来，却有这青山专程相迎，这又是多么豪迈呀！让我们齐读后两句。 

    活动三：三读古诗，体悟情感 

    1.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再把诗读一读，看看诗中都描绘了哪些色彩鲜明的景

物？（青山  碧水  白帆  红日） 

    2.作者在诗中还用了六个动词，使得山水景物呈现出跃跃欲出的动态，描绘了天门山一

带的雄奇阔远。同学们再读读古诗，看作者用了哪六个动词？（断、开、流、回、出、来）

（板书：断 开 流 回 出 来） 

4.同学们，诗歌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写景如画，更在于借景抒情，这首诗抒发

了诗人什么样的感情呢？（热爱祖国大好河山） 

    5.谈话引读：浩浩的长江水啊，咆哮着奔腾向前，像一头猛兽一样撞开了天门山，汹涌

澎湃的江水撞击在岩石上，形成了巨大的回旋。（男生齐诵：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

回。） 

    6.谈话接读：一只轻快的小帆船从远处的红日之下顺流而来，它越驶越近，巨人一样挺

立的天门山也越来越清晰地扑进我的眼帘。（女生齐诵：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7.眼前壮丽的山河不禁激发了诗人报效祖国、建攻立业的雄心壮志。他满怀希望，满怀

激情地吟诵着——（指名读诗） 

    活动四：感情朗读，指导背诵 

1.同学们，这么好的一首诗，你们想不想背下来？试试看。     

2.谁愿意上前面背给大家听？（指名配乐朗诵。） 

3.全班一起朗诵。 

模块三：抓住要点，指导写字 

（课件出示）断 楚 至 孤 帆 

1.链接前置性学习，反馈学生自主学习情况，小组内评价书写。 

2.小组长汇报本组内写的错别字或不规范的字。 

3.依据小组长的汇报，重点对以下几个字进行范写指导。 

“楚”——书写时要注意“林”的两捺都变成了点。下面是横勾。 

“孤”——左右结构，左窄右宽，右边是个“瓜”，不是“爪”。 

“帆”——左右结构，第五笔是横折弯钩。 



学生针对易错的生字再次练写。 

5.展示学生作品。 

6.过关评价。                                             

六、板书设计 

望天门山 

青山 碧水 白帆 红日 

 

第二课时 

模块一、初读古诗，明确方法 

活动一：欣赏美景，揭示诗题 

1. 我们的祖国风景如画，上节课我们欣赏了雄奇的天门山景色，这节课继续让我们流连

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欣赏一下西湖和洞庭湖的美景。（出示图片欣赏） 

2.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们把杭州西湖比作人间天堂，是因为那里风景优

美、气候宜人，今天我们来学习宋代诗人苏轼描写西湖的古诗。板题，学生齐读课题。（板书：

《饮湖上初晴后雨》） 

3.了解诗人 

生汇报查阅的资料，师做补充 

活动二：总结方法，明确方向， 

     同学们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学习古诗时是按怎样的步骤来学习的吗？ 

1. 指名说 

2. 老师总结方法 

（1）一读古诗，扫除障碍，正确流利。 

（2）二读古诗，读出节奏和韵律。 

（3）三读古诗，理解诗意，读出情感。 

模块二、引导自学，品读雨后西湖 

活动一：鼓励交流，理解诗题 

1.（课件出示 15）《饮湖上初晴后雨》，学生齐读。 

2.小组交流：通过读题目，你读懂了什么呢？ 

3.代表发言，师生评议，教师小结： 

（1）知道了天气：先是晴天，后来下雨了。 



2）知道了地点：西湖的小舟上。 

（3）知道了诗人在做什么：饮酒聊天，欣赏美景。 

活动二：学习字词，明确节奏 

（课件出示 “饮”“初”“亦”“抹”“宜”） 

1.大诗人苏轼笔下的西湖到底是怎样的呢？请同学们打开课本把朗诵诗句，借助拼音学

会诗中的生字，把生字读正确。 

2.生自由朗读。 

3.指名读，相机正音。 

4.再把整首诗连起来读一读，根据学习古诗的经验在课本上标出这首诗的节奏。 

教师巡视，个别指导。 

5.指名读，提示要读出诗的节奏、韵律。教师范读，学生齐读。 

活动三：品读诗句，理解大意 

1.小组交流积累的学习古诗的方法。 

2.代表发言，教师小结：看课本注释、看课本插图、读古诗题目、读古诗诗句、查字词

典、联系上下文、搜集资料…… 

3.引导理解： 

（1）诗人在这首诗中写了西湖怎样的美景？ 

（2）晴、雨时的西湖有什么不同的景象？ 

（3）欣赏晴雨时的美景，诗人有怎样不同的感受？ 

4.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阅读理解古诗。 

活动四：细读诗句，交流探究 

（一）赏读“水光潋滟晴方好”。 

1.理解“潋滟”（波光闪动的样子。）你是怎么知道的？（看课本注释知道的。） 

2.是什么让西湖水面出现“潋滟”的景象？这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天气是怎样的？（晴

天。） 

3.“方”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正当，恰好。）你是怎么知道的？（查字典。）“晴方好”

又是什么意思？（方好：正好，正显得美。） 

4.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个句子的意思？ 

5.鼓励学生感情朗读，读出自己心中的感受。 

（二）赏读“山色空蒙雨亦奇。” 

1.正当诗人和朋友陶醉在这阳光明媚鲜艳中水光山色的西湖美景中时，忽然天气发生了



 

2.结合注释理解“山色空蒙”。 

3.“空蒙”让你想到了哪些词语？（朦朦胧胧、云雾迷漫、隐隐约约、若隐若现……） 

4.面对这样美丽的西湖美景，请你用一个字来抒发自己心中的赞叹。 

5.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个句子的意思。 

7.鼓励学生感情朗读，读出自己心中的感受。 

（三）个性赏读——晴雨西湖。 

1.晴天时西湖很美，雨天时西湖也美。我们怎样才能通过朗读表现出晴雨时西湖不同的

美呢？（注意停顿、重音、有感情……） 

2.生自由练读 

3.指名朗读，师生评议。 

（1）为了表现不同情况下的美把“水光潋滟”和“山色空蒙”读重音。 

（2）因为是晴天和雨天两种不同的天气造成了西湖两种不同的美，所以把“晴”和“雨”

读重一点。 

（3）把“方好”和“亦奇”读得重，读出作者的感受。 

4.指名朗读，师生评议，教师范读，学生自由读，学生齐读。 

（四）赏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谈话过渡：晴天的西湖，阳光照耀下，水波粼粼，波光艳丽；雨天的西湖，群山迷迷

茫茫，若有若无。面对这么奇妙的景色，你要用什么词语来比喻它呢？（美丽的画卷、人间

仙境等。） 

2.诗人苏轼是用什么来比喻西湖的？（西子）你从怎么知道的？（读诗：欲把西湖比西

子。） 

3.课件出示图片和文字资料，了解西子：西子指西施，它是春秋时期越过的美女。与王

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四大美人。其中西施居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传说西施在河边

洗衣，鱼儿看到西施的美貌以后都忘记了游动，沉了下去。 

4.诗人苏轼是怎样赞美西施的？（淡妆浓抹总相宜。） 

5.“淡妆”是什么意思？（素淡的妆容。）“浓抹”是什么意思？（浓重华丽的打扮。）“相

宜”什么意思？（合适）“”总相宜（都非常合适。） 

6.作者写这句诗只是为了赞美西施吗？（不是，是在借西施来赞美西湖。意思是说西湖

的晴天就如同西施浓抹，雨天就如西施淡妆，不管晴天雨天的西湖景色都很美。） 

7.试着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若把西湖当作是美女西施，淡妆浓抹都是那



） 

8.指导朗读：读出作者对西湖的的赞叹之情。 

活动五：重点强调，规范书写 

1.师范写指导： 

“饮”左窄右宽，第二笔是横勾，第三笔是竖提，撇要注意避让，捺可舒展。 

“初”左窄右宽，左边是“衤”，不是“礻”。 

2．学生描红书中生字，仿影、临写。  

模块三、合作学习，赏析洞庭美景 

引入：一千年前的一个秋天，诗人刘禹锡经过洞庭湖，洞庭的美景令他诗兴大发，写下

了一首千古传诵的诗歌佳作《望洞庭》。 

活动一：小组合作，交流学习 

1.出示古诗阅读方法。 

    2.出示古诗赏析方法：：看课本注释、看课本插图、查字词典…… 

    3.学生分组合作学习。 

活动二：展示汇报，深入理解 

    1.朗读展示 

    2.理解诗意，深入探究 

预设一：湖光秋月两相和。 

思考：从这句诗中读出了什么？ 

读出时间、读出了当时作者眼前见到的景物、读出了“两相和”中的 “和”是指水月澄

洁，一片宁静的氛围，一派和谐的美。 

预设二：潭面无风镜未磨。 

读出湖面的样子、月光下作者眼前见到的景物、读出了精确的比喻：把“潭面”比作“铜镜”。 

预设三：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运用比喻的写法，把洞庭比作白银盘；把君山比作青螺。 

预设四：此诗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表达了诗人对洞庭湖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3.再读古诗，用自己的话说说这首诗的意思。 

4.尝试背诵。 

活动三：听写生字，牢固掌握 

1.听写本课生字 



 

2.纠错，重点指导。 

活动四：回归整体，积累拓展 

1.教师小结：这一课我们从三首古诗中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美景，感受作者的热爱之

情，让我们再次置身其中，吟咏赞叹！ 

指名有感情读背，齐读。 

2.其实描写祖国河山的诗还有许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搜集并阅读。  

六、板书设计  

                饮湖上初晴后雨                  望洞庭 

         （宋）苏轼                 （唐）刘禹锡 

西湖 

                            

 

  （枣庄市峄城区实验小学  董晓茹）   

 

18、富饶的西沙群岛 

一、教学目标 

1.认识“富、饶”等 11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参”，会写“富、优”等 12 个字，会写“群

岛、位于”等 27 个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了解课文是从“海水、海底的生物、海岛上的鸟”三方面来写

西沙群岛的，能发现第五自然段是围绕关键句“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来写的。 

   3.能选择喜欢的部分向别人介绍西沙群岛。 

   4.能选择一幅图，写几句话描述图上的景观。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了解课文是从“海水、海底的生物、海岛上的鸟”三方面

来写西沙群岛的，能发现第五自然段是围绕关键句“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来写的。 

难点：能选择一幅图，写几句话描述图上的景观。 

三、教学准备 

教师：多媒体课件、地图、生字词语卡片 

学生：预习课文 



 

四、教学时间 

2 课时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环节一：认识——自主阅读，整体感知 

（一） 巧解课题，激发了解西沙群岛的富饶 

   1．小朋友们，我们的祖国，有奔腾的江河，澎湃的大海；有辽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

有宁静的山村，繁华的都市……祖国的东西南北，处处有迷人的景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祖

国的最南端，去看一看《富饶的西沙群岛》。（板书课题） 

2．了解西沙群岛的重要地理位置 

师：(课件出示西沙群岛地图)看，这就是西沙群岛，她就像一颗颗美丽的珍珠，洒落在

南海上，构成了祖国的南大门。海军叔叔日夜站岗放哨，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所以那里又被

称为“海防前哨”。 

    3．引导学生借助地图了解“群岛”（是一群岛屿的合称），“岛屿”（单指某一个岛）。今

天，我们就去富饶的西沙群岛一日游，去领略这里的“富饶”是怎样的一番景

象？          

过渡：“富饶”是一个新鲜词，我们要怎样理解它？  

4.解读：富、饶 

①（出示金文） 上半部分表示房屋，下半部分是一个酒坛，表示家境富裕，有余粮酿

酒。 

②出示“饶”在字典中的解释。 

（二）明确阅读提示，初读课文 

1.读一读：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想一想：读了课文，你觉得西沙群岛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3.分组出示词语： 

  第一组：（描写海水的词语）五光十色 瑰丽无比 

  （1）读准“瑰”，说说“瑰”字我们通常在哪里见到过呢？ （玫瑰） 

  （2）这两个成语都是写什么的呢？ 

  第二组：（介绍海底的生物的词语）珊瑚 海参 威武的大龙虾 成群结队的鱼 



 

  （1）读准多音字“参”，注意“武”的声调。 

  （2）这组词语又有什么共同点呢？ 

  第三组：（介绍海岛的鸟的词语）栖息着海鸟 厚厚的鸟粪 遍地的鸟蛋 

  （1）读准“栖息”并理解意思：动物和鸟类睡觉或休息 

  （2）这组词语都是写什么的呢？ 

   4.这些都是描写了西沙群岛的景物，你能把他们送回家吗？ 

5.借助词语，梳理课文 

  （1）根据板书，梳理课文内容。 

  作者按照地点的转换，先写（  ），再写（    ），最后写（    ），来介绍西沙群岛的。 

（2）随着课文的介绍，你觉得西沙群岛是一个什么地方？  

引出句子：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     

板书：风景优美 物产丰富 

环节二：实践——重点突破，语意兼得 

（二） 反复读文，找出关键语句 

   1.自读第五自然段，想想海岛上有什么？都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2.交流。 

   预设：树林、鸟蛋、鸟粪 

   3.总结：树林多、鸟蛋多、鸟粪多 

   4.读段落，你想说什么？（鸟多）课文有一句话也说了鸟很多很多。 

   5.师生合作读段落。老师读第一句，学生读其他的句子。 

   6.读一读泡泡，看看这个自然段是围绕哪一句话写的？ 

   7.出示思维导图并梳理：整段话写了西沙群岛的树林多，鸟蛋多，鸟粪多，让我们感觉

到海岛就是鸟的天堂，而“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可

以说，整段话围绕“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写的。   （出示泡泡）你们的发现和课文中的

提示是一样的呢。像这样的句子，叫做“关键语句”。 



 

    

8. 小结方法：和你预习时，划的一样吗？那么我们刚才是怎么找到关键语句呢？想要找

到关键语句其实也不难，只要我们读读这段话，想想每句话写了什么，再找找哪句话概括了

整段话的意思。这样就找到关键语句了。 

（一读、二想、三找） 

（四）迁移运用，借助关键语句理解段落 

  导语：除了第 5自然段有关键语句，这篇课文其他自然段有没有呢？ 交流预习时划出的

关键语句。 

  读一读第 2自然段，想一想西沙群岛的海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从哪里感受的？ 

  1.颜色美 师问：西沙群岛的海水的颜色有哪些？平时我们见过的海水有哪些颜色？这

么多的颜色用了哪个词？（五光十色）可以换成哪些词？ 

  2.交错美  师过渡：西沙群岛的海水真美呀！没有能超过它的，难怪说：西沙群岛一带

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请同学们有感情地朗读出来。 

  3.呈现思维导图梳理：整段话写了海水“颜色美”，“交错美”，还写了“海水美的原因”。

它写这么多，无非就想告诉大家什么？ 

   

  4.哪一句表示海水很美呢？ 

整段话围绕“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写了西沙群岛海水的美丽和海水



 

美丽的原因。看来你已经学会找关键句的方法了。 

（五）学习第 3自然段，感受“富饶” 

   1.划出的关键句。 

  2.师读第 3自然段，生闭上眼睛，想象画面。 

  3.你看见了什么？你最喜欢海底的哪个生物？ 

  预设： 

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枝的鹿角。 

  （1）珊瑚的什么很美？ 

  （2）珊瑚不但美丽而且样子很多，看图，用“有的……有的……”说话，品味“各种各

样”。 

海底岩石上长着珊瑚，有的像______，有的像______  

预设： 

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 

  （1）为什么喜欢？（海参多、懒洋洋） 

  （2）模仿动作演一演 

     预设： 

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  

  （1）你为什么喜欢大龙虾？（样子威武） 

  （2）哪里可以感受到它的威武？(样子和动作) 

  （3）指导书写“挺”。 

     4.这些海底生物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海底生物多，海底生物有趣） 

     5.感情朗读 

（六）归纳总结，布置任务 

   今天，我们观赏了西沙群岛五光十色的海水和海底、海岛丰富的物产，还学会了怎么

找一段话中的关键语句，收获还真不小呢。课下的时候，请同学们独立学习剩下的部分，领

略那里的迷人风光与丰富的物产。 

 

 

 



 

板书设计： 

， 

 

 

第二课时 

（一）复习词语，导入新课 

1.上节课我们参观西沙群岛，你都见到了哪些风景啊？ 

预设：出示词语：五光十色 瑰丽无比 

各种各样的珊瑚 懒洋洋的海参 威武的大龙虾 成群结队的鱼 栖息着的海鸟 厚厚的鸟

粪 遍地的鸟蛋 

 2.我们还知道了有一种句子，叫“关键语句”。简单的说，一个自然段是围绕一句话写的。

这句话就是关键语句。 

3.回想一下，怎么才能找到关键语句呢？（先读读这段话，想想每句话写了什么，再找

找哪句话概括了整段话的意思。） 【板书：一读，二想，三找】                      

（二）小组合作，找关键语句 

   导语：让我们用上这样的方法来找找第四段的关键语句吧。 

   1.小组里一起读一读，想一想，再找一找，这段话围绕哪一句话写的？ 

   2.交流，说理由。 

   预设：鱼成群结队地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 

   3.这句话里哪个词说明了鱼很多，很美？ 

   4.帮助梳理：第二句写鱼很美，第三、四句写鱼的多。第一句既写了鱼的多又写了鱼的

美。所以第一句是关键语句。  板书：多 美 

5.看来，小朋友们已经学会了找关键语句的方法了。其实，关键语句能帮助我们很快读



 

懂段落呢！ 

（三）借关键语句，感受鱼的多和美 

   1.读关键语句，想：课文中介绍了哪些“好看”的鱼呢？请你找一找。 

   2.你觉得哪条鱼最好看？ 

  预设： 

有的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 

  最好看的是什么？（颜色美）  

有的头上长着一簇红缨； 

这条鱼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红缨） 

有的周身像插着好些扇子，游动的时候飘飘摇摇； 

这种鱼给你什么感觉？读一读，读出自在的感觉。（形状美） 

有的眼睛圆溜溜的，身上长满了刺，鼓起气来像皮球一样圆。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样子有趣）你能演一演这条鼓起气来的小鱼吗？ 

指导书写：鼓 注意观察，鼓是什么结构？左右两个部分差不多大。注意左边底下一横要写成

提。 

再看看还有哪个生字也是左右相等的？（数）写一写。 

   3.说感受，感情朗读：这些鱼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好看）读出它们的美。 

   4.西沙群岛的鱼除了好看之外，还有什么特点？（成群结队的，很多） 

   5.第 3、4 句话又是怎么写鱼多的呢？有哪些词句看出鱼多。（各种各样、多得数不清、

一半……一半……） 

   6.总结：我们认识了那么多那么美的鱼，课文用了一句话概括。读一读：鱼成群结队地

在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关键语句多么神奇啊，读懂了它就读懂了一段话。 

（四）导游解说，介绍西沙群岛 

   1.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欣赏了五光十色的海水，参观了海岛，走进了海底世界，西沙群

岛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没错，这就是富饶的西沙群岛。 

   2.西沙群岛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你看，今天，又来了好多游客，

你能不能为他们介绍介绍西沙群岛的优美的风景和丰富的物产呢？请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

向游客介绍西沙群岛。如果能用上关键语句，会让游客听得更明白呢！ 

   3.小组里先说，评选出最优秀的小导游上台介绍，我们要评选出说得最好的小朋友，当

“红领巾小导游”哦！ 

   4.学生评价，颁发“红领巾小导游”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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