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传承，民俗大集锦》

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年级/册次 六年级下册 单元 1单元

单元教学设计

内容简介     一、教材内容编排

本单元的课文紧扣“民风民俗”这一主题展开，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能

让学生充分体会中国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传统习俗中蕴含的人情美、

文化美，激发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本单元编排了《北京的春节》

《腊八粥》《古诗三首》《藏戏》四篇课文。这些课文体裁和题材不同，但都

充满了浓郁的民俗风情，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

《北京的春节》将老北京的春节习俗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老北京

的民俗画卷；《腊八粥》是沈从文先生早年的小说《腊八粥》的前一部分。作

者用细腻的笔触，从小孩子八儿的视角写出来他盼粥、分粥、猜粥、看粥、喝

粥的过程。课文语言通俗简练、充满童趣，在人物对话中感受到腊八粥扑面而

来的香气和甜蜜和家庭生活的温馨。《古诗三首》均与我国传统节日习俗或传

说有关。《寒食》和《十五夜望月》分别描述了我国传统节日寒食节和中秋节

的习俗。《迢迢牵牛星》则借牛郎和织女的神话传说抒发诗人的忧思。《藏戏》

介绍了藏戏的形成及艺术特色，让我们对藏戏有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感受藏戏

的艺术魅力。

本单元还编排了《口语交际：即兴发言》《习作：家乡的风俗》和《语文

园地》。本单元的主题内容在时间上比较应景，春节刚刚结束，学生对春节传

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印象与有趣的体验，这能让学生在单元学习过程中与生活产

生联结，使得文本境遇、生活境遇与文化境遇自然地融为一体，为单元统整教

学提供积极的心理境遇。

二、课程标准要求

（1）识字与写字：

①在单元的主题学习中，积累与运用本单元的生字、词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背诵古诗。

（2）阅读与鉴赏：



①在单元统整学习中，能分清课文内容的主次，了解课文的详略安排及其效果，

体会详写主要内容的好处。

②体会课文不同的语言风格及表达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扩大阅读面。

③在课文学习中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民俗风情，了解不同习俗的寓意，

感受丰富的民俗文化。

（3）表达与交流：

①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家庭或者社区邻里实践，感受当地传统节日和风

俗活动。

②能根据表达的需要，抓住重点来写。

③结合问题情境，介绍一种风俗或写自己参加一次风俗活动的经历，用音视频、

表演、汇编民俗作品集等方式完成主题成果。

三、语文要素进阶 

课文 关注语文要素的横向联系

北京的春节
理清课文的写作顺序，分清内容的详略，体

会这样写的好处。

腊八粥 分清楚事情的主次，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藏戏 了解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写藏戏特色的。

语文园地
总结交流分清课文主次的意义以及如何根

据表达的需要安排详略。

1. 单元要素纵向比对：

五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根据要求梳理信息，把握内容要点；根据表达需要，分

段表述，突出重点。

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把一件事的重点部分写具体。

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把重点部分写得详细一些。

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写自己的拿手好戏，把重点部分写具体等。

七年级“从标题、详略安排、角度选择等方面把握文章重点”

教材解读表格



内容     课文主旨 教学建议



1. 北

京 的

春节

作者用朴素自然、充满浓郁的“京

味儿”的语言将，老北京的春节习俗娓娓

道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老北京的民俗画

卷，展示了节日习俗的温馨和美好。

1.利用音频将学生带

入春节热闹非凡的境

界。

2.与同学进行交流，

讨论关于他们城市的

文化。

2.腊

八粥 

通过小孩八儿的视角，写他盼粥、

分粥、猜粥、看粥、吃粥的过程，充分体

现了八儿对腊八粥的渴望与喜爱，表现了

腊八粥的香甜和八儿的可爱、机灵；描绘

出腊八节时甜蜜温馨、其乐融融的家庭生

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示出

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1.引导学生感受文字

的美，分析作者运用

语言的手法。 2. 引导

学生学习用读对话梳

理情节的方法，整体

感知人物形象。 

3.古

诗三

首

《古诗三首》均与我国传统节日习俗

或传说有关。《寒食》和《十五夜望月》

分别描述了我国传统节日寒食节和中秋节

的习俗。《迢迢牵牛星》则借牛郎和织女

的神话传说抒发诗人的忧思。

1. 指导加深理解

古诗中的重点词语的

意思，感受不同地方

的风俗习惯

2.引领学生走近

古诗的意境中去，悟

诗情、明诗理。

4*.藏

戏 

本文主要了解藏戏的形成及其特色，体会

传统戏剧艺术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

1.鼓励学生反复诵读，

揣摩感悟。

2．学习文章准确的说

明和生动形象的描述，

积累语言，领悟表达

方法。

口 语

交际：

1.



即 兴

发言



本节口语交际掌握即兴发言的基本技

巧。学会运用即兴发言的技巧，提前打腹

稿，快速组织语言，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培养良好的语言、语文素养，注意说话的

场合和对象，增强对汉语的兴趣和认同感。

通过欣赏视频可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感受即兴演讲的

魅力所在。同时鼓励

学生大胆尝试。

习作：

家 乡

的 风

俗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独特的风俗习惯。

介绍你们家乡的风俗活动或参加这个风俗

的感受。

描写一种风俗习

惯，对于自己的经历

与感受能顾详略得当

的描述。

语 文

园地

学习写文章详略得当，中心突出，先想好

要表达哪些主要内容，对于次要内容要简

略表达。体会不同词语表达相同意思的好

处，了解习俗的寓意，提高书写速度，积

累古诗《长歌行》。

1.指导学生对文章进

行详略表达。

2.试着写一写行楷，

提高书写速度。

3.理解诗意基础上背

诵。

人文主题 民俗文化

语文要素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有两个：第一，分清内容的主次，体会作者是如何详写主要

部分的；第二，习作时注意抓住重点，写出特点。

学习目标 单元任务目标

任务群类型 任务群目标

基础型学习任

务群

1.正确书写本单元生字词。

2.认识并临摹行书，逐渐提高自己的书写速度。

3.朗读并背诵《寒食》《迢迢牵牛星》《十五夜望月》《长

歌行》。



发展型学习任

务群

1.能分清课文内容的主次，了解课文的详略安排及其效果，

体会详写主要内容的好处。

2.体会课文不同的语言风格，感受丰富的民俗文化。

3.能介绍一种风俗或写一次自己参加活动的经历。

4.能根据表达的需要，抓住重点来写。

5.总结交流分清课文主次的意义及如何根据表达的需要安

排详略。

拓展型学习任

务群

1.推荐阅读：《过去的年》（莫言）《故乡的元宵》：冰

心《腊八粥》、梁实秋《粥》、王蒙《我爱喝稀粥》《花

脸》

2.实践活动：

（1）多度交流、展示自己感兴趣的风俗。

（2）根据场合、对象等作即兴发言。

二、常规目标

内容 教学目标

北京的春节

腊八粥

古诗三首

藏戏

1.熟练掌握本单元的生字词。

2.能分清课文内容的主次，了解课文的详略安排及其

效果，体

会详写主要内容的好处。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古诗。

4.体会课文不同的语言风格，感受丰富的民俗文化。

口语交际 能根据场合、作即兴发言。

习作

1.能介绍一种风俗或写自己参加一次风俗活动的经

历。

2.能根据表达的需要，抓住重点来写。



语文园地

1.总结交流分清课文主次的意义以及如何根据表达

的需要安排

详略。

2.体会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3.了解不同习俗的寓意。

4.认识并临摹行书，逐渐提高自己的书写速度。

5.朗读并背诵《长歌行》。

重难点 (1) 分清内容的主次，体会作者是如何详写主要部分。并能在习作时，能

注意抓住重点，写出特点。

（2）反复朗读理解课文内容。本单元的四篇课文都生动有趣，耐人寻味。

北京春节的热闹非凡，腊八节的香味袭人，藏戏的生动有趣都需要仔细阅读才

能体会到不同节日的快乐与享受。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课文时一定要分

配充裕的时间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

（3）体会作者用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特点，关注人物语言描写的不同形式，

利用关键词句，揣摩心理的策略，加深对人物形象的感知。这 4 篇文章都表达

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利用不同的手法，体验到节日带来的不同感受。

学情分析   

六年级的学生已具备一定的阅读学习能力和搜集资料的能力，学生在课前

做好充分的预习，查找有关老北京的各种习俗的资料。课上，学生在教师的引

导下主要采用小组合作的学习方法学习本篇文章。课后，学生可以将家乡的春

节与老北京的春节习俗进行对比或了解更多有关春节习俗的信息，感受中华民

族特有的民俗文化。

学习主题： 文化传承民俗大集锦 计划（10-12  ）课时



任务情境： 本单元的学习情境可以创设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特色突出，

所以有“百里不同分，千里不同俗”的说法。作为小主人，你怎样向远道而来

的客人介绍家乡的风情风俗呢？

任务一  忆年味—妙趣横生话春节 （  3 ）课时

活动 1  走进我家的春节

活动 2 邀你共赏老北京过年画卷。

活动 3 各地年俗对对碰

任务二  品民俗——感受民俗里边的历史文化 （5-6   ）课时

活动 1 趣品“腊八”文化。

活动 2 读一读古诗中的民俗

活动 3 小小年俗发布会

活动 4 感受来自藏戏的神秘

任务三 展风情——家乡习俗我代言 （ 2-3 ）课时

活动 1 家乡风俗备忘录

教学思路

（分大任

务小任务，

每个小任

务由布置

活动去完

成，注意

设置真实

情境活动）

活动 2 最美风俗我代言

活动 3 民俗作品赶大集。



           第 1 单元

课题：单元导读课——明确任务 设计人：

内容分析：本单元的课文紧扣“民风民俗”这一主题展开，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能让

学生充分体会中国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传统习俗中蕴含的人情美、文化美，激发

学生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本单元编排了《北京的春节》《腊八粥》《古诗三首》

《藏戏》四篇课文。这些课文体裁和题材不同，但都充满了浓郁的民俗风情，有着深厚的文

化内涵，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本单元还编排了《口语交际：即兴发言》《习作：家乡的风俗》和《语文园地》。

本单元的主题内容在时间上比较应景，春节刚刚结束，学生对春节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印象

与有趣的体验，这能让学生在单元学习过程中与生活产生联结，使得文本境遇、生活境遇与

文化境遇自然地融为一体，为单元统整教学提供积极的心理境遇。

单元目标：

1.了解人文主题，语文要素。

2.了解单元课文内容，体会课文不同的语言风格，感受丰富的民俗文化。

3.启动大任务，进行任务分析，小组分工。

单元主题：民俗文化

单元内容：

内容     课文主旨 教学建议

1.

北京的

春节

作者用朴素自然、充满浓郁的“京味儿”的

语言将，老北京的春节习俗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示

了一幅老北京的民俗画卷，展示了节日习俗的温馨

和美好。

1.利用音频将学生带入春

节热闹非凡的境界。

2.与同学进行交流，讨论关

于他们城市的文化。

2.

腊

八

粥 

通过小孩八儿的视角，写他盼粥、分粥、猜

粥、看粥、吃粥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八儿对腊八粥

的渴望与喜爱，表现了腊八粥的香甜和八儿的可爱、

机灵；描绘出腊八节时甜蜜温馨、其乐融融的家庭

生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示出人们对

生活的热爱。

1.引导学生感受文字的美，

分析作者运用语言的手法。 

2. 引导学生学习用读对话

梳理情节的方法，整体感

知人物形象。 



3.古诗

三首

《古诗三首》均与我国传统节日习俗或传说有

关。《寒食》和《十五夜望月》分别描述了我国传

统节日寒食节和中秋节的习俗。《迢迢牵牛星》则

借牛郎和织女的神话传说抒发诗人的忧思。

1. 指导加深理解古诗

中的重点词语的意思，感

受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

2.引领学生走近古诗

的意境中去，悟诗情、明

诗理。

4*.

藏戏 

本文主要了解藏戏的形成及其特色，体会传统戏剧

艺术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1.鼓励学生反复诵读，揣摩

感悟。

2．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

生动形象的描述，积累语

言，领悟表达方法。

口语交

际：即

兴发言

本节口语交际掌握即兴发言的基本技巧。学会

运用即兴发言的技巧，提前打腹稿，快速组织语言，

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培养良好的语言、语文素养，

注意说话的场合和对象，增强对汉语的兴趣和认同

感。

1.通过欣赏视频可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感受即

兴演讲的魅力所在。同时

鼓励学生大胆尝试。

习作：

家乡的

风俗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独特的风俗习惯。介绍你们

家乡的风俗活动或参加这个风俗的感受。

描写一种风俗习惯，

对于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能

顾详略得当的描述。

语文园

地

学习写文章详略得当，中心突出，先想好要表达哪

些主要内容，对于次要内容要简略表达。体会不同

词语表达相同意思的好处，了解习俗的寓意，提高

书写速度，积累古诗《长歌行》。

1.指导学生对文章进

行详略表达。

2.试着写一写行楷，提

高书写速度。

3.理解诗意基础上背

诵。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环节一：记忆中的年味，感受人文主题。

一、观看插图页。

1.认真观察图片内容。



请同学们打开新课本，翻到第一单元，你看到了什

么？你有什么发现吗？分享给你的同桌

           

二、任务驱动。

围绕你发现什么，说说通过从单元导语页中发现什

么内容。

老师提问：你在篇章页上都看到了哪些内容？

单元名称   单元主题    语文要素

人文主题：民风民俗

三、师重点点明本单元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

翻开书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单元的主题和语文要

素是什么？请同学们大声地朗读一遍。

人文主题：民俗文化  

语文要素：分清内容的主次，体会作者是如何详写主要

部分的。

习作要求：习作时注意抓住重点，写出特点。

说一说这个单元的学习要求是什么？（学生自主发

言，老师不用给与评价）

2.畅谈自己的发现，同桌之

间互相交流。



活动意图：

单元导语页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本单元学习的基本内容，明确了本单元的人文主题和语

文要素，通过单元导语页的学习，让学生更加清楚地了解本单元文章的主题内容，从而为学

生学习单元内容做好铺垫。

环节二：明确单元学习主题与活动，宣布大单元任务

一、确定主题。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地域文化特色突出，作为小主

人，怎样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介绍家乡的风情风俗呢？在

此情境下，明确本单元学习主题为“文化传承，民俗大

集锦”。

二、公布任务要求：

根据单元学习内容、目标，以问题情境为核心，设

计三个学习任务九个学习活动，形成学生活动开展的学

习结构。

学习任务一：忆年味—妙趣横生话春节

活动一：家乡春节真热闹。

1.说一说，我家的年夜饭

（1）以“年夜饭”为话题，引导学生回顾自己家的年夜

饭都有哪些特色菜品，可以介绍给大家。

（2）围绕自己最喜欢的一道美食，从“色香味”三个方

面进行介绍。

（3）学习《语文园地》的“词句段运用”第二板块，并

衍生其他传统美食的美好寓意。

2. 聊一聊家乡的年俗

（1）聚焦春节，畅聊“家乡的年俗”。

①说一说，画一画。

请学生依次介绍自己最感兴趣的那个“特色”风俗，

有兴趣的同学在听的过程中可以有选择地进行记录，尝

试绘制一张属于自己的“特色风俗”思维导图。

②民俗活动大比拼

明确本单元学习主题。

明确本单元学习任务，知晓各任

务的需要并配合完成学习活动。



以小组为单位参加活动，请教师出题考考大家，在

“民俗抢答”中再次体验节日习俗的多姿多彩、感受春

节的热闹气氛。

活动二：邀你共赏老北京过年画卷。

1.走进作者。

2. 读课文，对照“时间轴”的日期，填写课文中描写的

民俗活动。

3. 聚焦重点语段，思考作者是怎样根据各个重要日子的

不同特点进行详写的？圈画关键语句后交流。

4. 体会作者老舍“京味儿”语言的特点。

5. 回顾全文，了解课文这样详略安排的好处及表达效果。

活动三：各地年俗对对碰

1. 对比阅读一：阅读“阅读链接”《除夕（节选）》，

再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比较闽南春节、陕北的春节、

江浙的春节、北京春节、我们家乡春节风俗的异同点。

2. 对比阅读二：结合课后练习第四题，体会斯妤描写的

《除夕》与老舍描写的春节有什么不同，了解不同地域、

不同作者描写春节的写法特色。

3.拓展阅读：《过去的年》（莫言）

任务二：品民俗——感受民俗里边的历史文化

活动一：趣品“腊八”文化。

1. 借助资料了解家乡的腊八节及腊八节传统习俗之一

——喝腊八粥。

2. 学习《腊八粥》第一自然段腊八粥的描写，体会作者

语言表达特点。

3.对比品读悟情感

阅读莫言、冰心、老舍笔下的“腊八粥”，体会“腊

八粥”里包含的不同情感。

4.小练笔“传统美食我来写”。

结合课后“小练笔”，仿照课文第一自然段写一种自己

喜欢的食物。

明确本单元学习任务，知晓各任

务的需要并配合完成学习活动。

体会老舍“京味儿”的语言特点

对比阅读，感受我们国家丰富多

彩的年俗文化。

拓展阅读感受春节根据时代的变

迁发生了哪些变化。

拓展阅读，对比阅读，体会腊八

粥承载的情感。





活动二：读一读古诗中的民俗

1.读《古诗三首》，围绕传统节日名称、风俗、人物三个

方面进行把握古诗意思。

2. 依据“古诗打卡赏民俗”的表格作业进行梳理。

3. 交流课前搜集的与传统节日有关的其他古诗，完善“古

诗打卡赏民俗”。

4. 朗读古诗，借助诗句、生活经验、搜集的民俗资料展

开想象，体会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5. 结合《语文园地》的“书写提示”学习行楷，完成古

诗书法作品。

活动三：节俗诗展会

①背一背自己记忆中和节日习俗有关的古诗，比比谁知

道的多。

②说一说自己背诵的古诗中包含的节日习俗及由来或讲

述和古诗有关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

③以小组为单位设计节日习俗手抄报，办一个节日习俗

诗展会，把手抄报陈列在教室的展览墙上进行展示。

活动四：感受来自藏戏的神秘

1. 借助阅读提示进行自主阅读，通过作业“梳理藏戏特

点”小组内合作完成思维导图，结合课文内容，说说藏

戏的哪些特色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结合课前搜集的关于藏戏的资料与课文内容，开展“藏

戏小讲堂”的学习活动，充分交流藏戏的地方特色。

3.小试牛刀：

了解其他特色剧种，选择一种感兴趣的戏曲，尝试

模仿表演。

任务三：展风情——家乡习俗我代言

学习活动一：家乡风俗“备忘录”

1. 围绕《北京的春节》教学之后的话题“不同的地方有

不同的风俗，那我们家乡有哪些风俗呢？”展开资料查

询、访问等。

模仿课文第一段，写一写自己喜

欢吃的食物，从读课文到实践写

作。

朗读背诵古诗，了解古诗的意思，

体会古诗中包含的节日习俗及其

承载的思想感情。

借助阅读提示自主阅读课文，梳

理文章内容，了解藏戏的特色。

说一说，藏戏的地方特色。



2. 确定本次习作自己要写的最感兴趣的风俗。

活动二：最美风俗“我代言”

1. 围绕“备忘录”的模块，以表格或者分条的形式列好

习作提纲。

2. 回顾本单元课文学习的重点，即根据表达需要确定详

略，并结合提纲，思考：怎样安排这几个方面的介绍能

让人读得明白，更吸引人。由此确定习作内容的详写与

略写。

3.完成习作。

4.以习作内容为“最美风俗代言词”，进行配乐音频或

者视频的录制。

活动三：民俗作品“来集结”

1.班级“家乡的风俗”作品分类、汇编。

2.以班级为单位策划“多样民俗文化展”，制定活动方

案。

3.年级围绕风俗中的美食、风俗中的活动、风俗中的作

品完成“多样民俗文化展”。

4.依据学习要求，学习《口语交际：即兴发言》，灵活

面对参观同学的提问。

确定自己本次习作要写的主题内

容。确定写作重点，安排详略内

容。完成习作。

完成“最美风俗代言词”视频录

制。

参与“多样民俗风情展”活动。

并且灵活面对参观同学的提问。



第 2 课时

课题：走进我家的春节

内容分析：

春季新学期初，新年的余味犹存，学生可以分享自己过年时候的趣事，也可以介绍自己

家的“年夜饭”都有哪些菜品。通过联想生活实际和阅读体验，感受到不同地域的春节习俗。

核心素养目标： 

文化自信：感受春节的热闹与隆重，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认同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自

信。

语言运用：抓住重点方面介绍自己家是如何过春节

思维能力：对比了解各地民风民俗的多姿多彩。

审美创造：感受春节的热闹与隆重，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重、难点：

通过联想生活实际和阅读体验，感受到不同地域的春节习俗。

活动流程： 本单元学习主题为“文化传承，民俗大集锦”。根据单元学习内容、目标、设

计三个学习任务九个学习活动，形成以学生活动为核心的学习结构。

学习任务一：忆年味—妙趣横生话春节

情境导入：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是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最隆重的节日。春节期间，人们

张灯结彩，走亲访友，民俗活动异常丰富。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但由于地域

和文化的差异，各地的春节的习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的说法。

       聊一聊你是怎么过年的？说一说，你们家乡过大年的习俗。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环节一： 讲述春节的故事

1. 古诗引入课题。

出示课件：古诗《元日》 齐读古诗。回答问题。



学生齐读古诗，教师提问：谁知道这首古诗描写的是哪

一个传统节日？学生反馈答案。（春节）

教师提问：描写春节的古诗还有哪些呢？谁来说一说

2.讲述春节的来历。

关于“春节的由来”有很多的说法，哪位同学把

自己课下搜集的春节资料卡片给大家分享呢？让我们在

讲述和春节有关的民间故事中品味春节的历史悠久。

想一想，描写春节的古诗还有哪

些呢？

讲一讲春节的来历。

活动意图： 

通过古诗和讲述春节来历的传说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下文的学习做好铺垫。

环节二： 说一说，我家的年夜饭

1.趣味导入：年夜饭，特指年尾除夕（春节前一天）的

阖家聚餐。在外工作的人都会在除夕来临之前回老家和

家人团聚。中国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顿饭

是年尾对一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一顿晚餐。

2.聊一聊自己家的年夜饭

（1）以“年夜饭”话题，引导学生回顾自己家年夜饭有

哪些菜品，分享给大家。

（2）围绕最喜欢的一道美食，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

行介绍。

（3）学习《语文园地》的“词句段运用”第二板块，并

衍生其他传统美食的美好寓意。

知识拓展：饺子是北方人年夜饭餐桌上必吃的主食，

饺子又有“交子”的谐音，是“新旧交替”的意思，寓

意新的开始。饺子形状似元宝，除夕夜吃饺子，又有“招

财进宝”的寓意。过年包饺子，一般用白菜，韭菜等蔬

菜，白菜有“百财”的寓意，韭菜有“长久”的寓意。

分享自己家的年夜大餐菜品都有

哪些，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道菜

来进行介绍。

知识拓展，了解这些传统美食代

表的美好寓意。





年夜饭餐桌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菜就是“鸡”，

鸡的做法很多，像东北的“小鸡炖蘑菇”，新疆的“大

盘鸡”，四川的“辣子鸡”，江西的“三杯鸡”等等。

年夜饭一般会做整只鸡，有“吉祥如意”，“大吉大利”

的寓意。

很多地方习惯在除夕的时候吃“汤圆”，象征“团

团圆圆”，大多数地方都会在正月十五，月圆之夜的时

候吃汤圆。团圆因为其圆润的外形，有团圆的寓意。

除夕这天猪蹄必不可少，几乎每家都会买两只猪蹄

来吃。买猪蹄有“前蹄”和“后蹄”之分，一般都喜欢

买前蹄，前蹄有往回挠的意思，有“搂财”“搂宝”的

寓意。猪蹄一般会红烧或者酱一下，满满的胶原蛋白，

还有美容的作用，除夕吃猪蹄有“发财就收”的寓意。

豆腐取谐音有“多福”的寓意，年夜饭餐桌上自然

少不了豆腐，北方习俗里，腊月二十五的时候就要推磨

做豆腐了，豆腐不仅有“多福”的寓意，还有“都富”

的谐音，所以在除夕吃豆腐，象征着“富裕幸福”。

春节这天自然少不了“春卷”，在古代的时候春节

和立春是一天，所以春节吃春卷，有迎春的寓意。春卷

是用薄薄的饼皮包裹着几种蔬菜，入油锅炸到金黄，春

卷里面卷着的蔬菜，有“春意盎然”的意思。

年夜饭吃生菜，与白菜一样，都有取“生财”的谐

音，也有“升官发财”的寓意。

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配上各种谷物，坚果，果干

等制成，是南方年夜饭餐桌上常吃的美食，由于八宝饭

里面有很多种谷物，所以在新的一年，有“五谷丰登”

的寓意，八宝饭口感甜糯，也有“甜甜美美”的寓意。



过年吃腊味是我国广东、四川、湖南等地都有的传

统习俗。因为腊味腌制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一般在每

年大雪节气后就开始准备。腊肉、腊肠、腊鱼、腊猪头

等，色美味香，令人垂涎。旧时生活艰苦，物质短缺，

人们便把美好的心愿寓意到谐音的过年食物上，所以春

节吃腊肠寓意“常吃常有”。

不同的地方在春节吃的食物也有所不同，那么你的

家乡过春节要吃什么呢

想一想，除了以上说到的传统美

食，在你的家乡，过年要吃什么

呢？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活动意图：

春季新学期初，新年的余味犹存，学生可以联想生活实际和阅读体验，感受到不同地域

之间不同的饮食习俗。发现习俗的“同”与“异”。

环节三： 聊一聊家乡的年俗

（1）七嘴八舌话年俗。

①说一说各自家乡都有哪些春节习俗。填一填表格。

②仔细观察表格，找一找各地春节习俗的“相同”和“不

同”。

2.特色民俗瞧一瞧。

①说一说，画一画。

请学生依次介绍自己最感兴趣的那个“特色”风俗，可

地方 春节的习俗

说一说，自己家乡过年都有

哪些年俗，填入表格中，找一找

有哪些年俗是不一样的。

通过多种方式介绍自己家乡

的特色风俗。

课下完成绘制”特色风俗“的卡

片。



以借助图片、文字、视频等进行生动的展示。有兴趣的

同学在听的过程中可以有选择地进行记录，尝试绘制一

张属于自己的“特色风俗”卡片。

②民俗活动大比拼

以小组为单位参加活动，请教师出题考考同学们



，在“民俗抢答”中再次体验节日习俗的多姿多彩、感

受春节的热闹气氛。

民俗参考问题。

1.我国古代过春节，一般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或二

十四日的祭灶就开始了，这一天也叫做“小年”，而人

们通常用来祭祀灶王爷的食物是:（    ）

2.王安石写春节的《元日》诗中:“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中的“旧符”指的是:（   ）

3.传说人们过年驱赶一种叫“年”的怪兽，下列活

动和“年”的传说无关的是:（ ）

4.明代一位皇帝非常喜欢贴春联和写春联，春联两

字就是由他正式命名的。这位皇帝是：（  ）

5.孩子们过年从长辈那里得到压岁钱。给压岁钱的

习俗从汉代就开始了，它最初的含义是:（    ）

参加”民俗抢答“活动，再次体

验节日习俗的多姿多彩、感受春

节浓厚的文化底蕴。

活动意图：

聚焦各地“与众不同”的特色民俗，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到各地春节习俗的不同之处。这

样从众多习俗的分享中聚焦那一个的方式也是与课文介绍的方式是相契合的，为教学《北京

的春节》做好了铺垫。

作业：

进行研究性学习。通过上网搜索、询问亲朋、亲身体验春节的热闹与喜庆及源远流长的春节

文化，尝试设计“家乡特色民俗寻访记”



第 3 课时

课题：邀你共赏老北京过年画卷------北京的春节

内容分析：

作者老舍用朴素自然、充满浓郁的“京味儿”的语言将老北京的春节习俗娓娓道来，为

我们展示了一幅老北京的民俗画卷，展示了节日习俗的温馨和美好。

核心素养目标： 

文化自信：感受春节的热闹与隆重，体会传统节日的魅力，认同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自

信。

语言运用：学习抓住重点进行细致描写的方法。

思维能力：了解课文的表达顺序，明确详略安排的表达效果。

审美创造：品味“京味儿”语言特点，感受作者是如何借助“京味儿”语言突显民俗特

色的。

重、难点：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的详略安排，体会详略得当这种写作方法的好处。

【教学难点】

品味老舍“京味儿”语言的特点；通过比较阅读，学习按时间顺序记叙和详略得当的写作方

法，并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活动流程： 本单元学习主题为“文化传承，民俗大集锦”。根据单元学习内容、目标、设

计三个学习任务九个学习活动，形成以学生活动为核心的学习结构。

学习任务一：忆年味—妙趣横生话春节

情境导入：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是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最隆重的节日。春节期间，人们

张灯结彩，走亲访友，民俗活动异常丰富。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但由于地域

和文化的差异，各地的春节的习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的说法。

       聊一聊你是怎么过年的？说一说，你们家乡过大年的习俗。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第一节 走进作者 了解课文

1. 趣味导入：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回忆了你和

家人是怎样过春节的？那么，春节的哪些习俗给你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呢？（师生随意交流关于春节的习俗）

2. 老师提问：你们想了解老北京是怎样过春节的

吗？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去北京看一

看北京的春节吧。

3. 教师出示课题并板书：北京的春节，学生齐读课

题。

4.了解作者：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他被誉为文艺队伍中的

劳动模范，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

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

《茶馆》等。

回忆上节课了解到的各地过年的

风俗。激发自己对过年习俗的研

究的浓厚兴趣。

齐读课题，了解作者。

设计意图：通过回顾上节课的内容，唤起学生对春节时热闹喜庆气氛的回忆，调动学生

积极的情绪状态，激发学生的好奇之心，让学生对文本产生学习兴趣。

第二节：初读课文，认识生字词

1. 初读课文，教师出示自读提示：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思考问题：北

京的春节从整体上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2）读准带有儿化音的词语：杂拌儿  零七碎八儿  玩

意儿  擦黑儿  摆摊儿体会老舍“京味儿”的语言特点

2.阅读反馈：学生对北京春节感受多种多样。

初读课文，概括这篇课文中描写

的北京的春节给你带来了哪些感

受。



预设：对北京春节的总体印象是时间跨度大、热闹。

预设：“喜庆”“团圆”“京味浓厚”

预设：“祥和”

3.学习字词

（1）出示本课词语。齐读，开火车读，同学间互相

纠正读音。

（2）重点关注：①“万象更新”“间断”“正

月”“白云观”“分外”中的多音字，明确先理解字在

词中的意思，再根据意思确定读音的方法。

②读准带有儿化音的词语：杂拌儿  零七碎八儿  

玩意儿  擦黑儿  摆摊儿

体会老舍“京味儿”的语言特点

浏览课文，在文中画出带有“京味儿”语言特点的

语句。

预设 1：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

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事是买爆竹，特

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

空竹、口琴等——和年画。

“零七八碎儿”“杂拌儿”“玩意儿”，这些儿化

音让人读起来感到亲切随和。

预设 2：腊月和正月，在农村正是大家最闲暇的时候。

“闲在”是闲适自在的意思，老舍的话剧作品《茶馆》

中“秦二爷，您怎么这么闲在，想起下茶馆儿来？”也

用了“闲在”这个词。

文中儿化音和“闲在”等词语的运用，让文章彰显了北

京话的韵味。

读一读，生字词。重点关注多音

字的读音，

读一读这些带儿化音的词语，

从课文找一找带有儿化音的句子，

从中感受“京味儿”的语言特点。

儿化音的词语多，是本文的语言特点。读准儿化音，可以为体会老舍“京味儿”的语言

特点作好铺垫。



第三节：重读课文，梳理课文基本内容

1.出示自读要求：

（1）本文是按照什么顺序描写老北京的春节的？

（2）圈画课文《北京的春节》中的时间词，画“时间

轴”，理清课文的表达顺序。

（3）对照“时间轴”的日期，填写课文中描写的民俗活

动。

3. 理清课文内容的主次：借助时间轴，说一说课文主要

内容，详写略写分别是哪几天，详写的这几天具体写了

哪些民俗活动。

汇报交流，详写：腊八  腊月二十三  除夕  初一  

元宵节（教师板书）

时间 活动

腊八

腊月初九---二十

二

腊月二十三

腊月二十四---腊
月二十九

除夕（年三十）

初一

初六

正月十五（元宵

节）

正月十九

重读课文，圈画课文中表示时间

的词语，说一说，本文是按照什

么顺序来描写老北京的春节的。

画一画老北京春节的时间轴。

把对应时间轴的民俗活动填在表

格中。

梳理，哪些时间是详写的，哪些

时间是略写的，详写的都写了哪

些民俗活动，在表格中标出来。



学生汇报交流：腊八：熬腊八粥、泡腊八蒜。

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的习俗，重点

写了街上卖糖的景象和吃糖习

除夕：吃团圆饭、祭祖、守岁的习俗。

初一：男人们去拜年，女人们招待客人，

小贩在忙着摆摊，小孩子在忙着逛庙会。不同的人群有

不同的活动。

        元宵节：赏花灯。

   作者老舍是怎样抓住重点，来写这些节日的风俗特点

的。我们下节课再一起讨论吧。

设计意图：根据本单元的核心素养目标及学习任务群目标，让学生能够分清课文内容的

主次，了解课文的详略安排。

第四节：指导书写。

重点指导：“醋”字左边是“酉”，不能写成“西”。“摊”字是左中右结构，要注意中间

的“又”写得窄而短，左右疏密均匀。“燃”是左右结构，四点底不要写在火字旁的下方。

课后作业：

熟读课文，完成作业“北京春节打卡轴”。

感受老舍先生独特的京味特色。

拓展阅读：《过去的年》（莫言）



第 4 课时

课题：邀你共赏老北京过年画卷------北京的春节

内容分析：

作者老舍用朴素自然、充满浓郁的“京味儿”的语言将老北京的春节习俗娓娓道来，为

我们展示了一幅老北京的民俗画卷，展示了节日习俗的温馨和美好。

核心素养目标：

文化自信：感受春节的热闹与隆重，体会传统节日的魅力，认同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自

信。

语言运用：学习抓住重点进行细致描写的方法。

思维能力：了解课文的表达顺序，明确详略安排的表达效果。

审美创造：品味“京味儿”语言特点，感受作者是如何借助“京味儿”语言突显民俗特

色的。

重、难点：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的详略安排，体会详略得当这种写作方法的好处。

【教学难点】

品味老舍“京味儿”语言的特点；通过比较阅读，学习按时间顺序记叙和详略得当的写作方

法，并体会这样写的好处。

活动流程： 本单元学习主题为“文化传承，民俗大集锦”。根据单元学习内容、目标、设

计三个学习任务九个学习活动，形成以学生活动为核心的学习结构。

学习任务一：忆年味—妙趣横生话春节

情境导入：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是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最隆重的节日。春节期间，人们

张灯结彩，走亲访友，民俗活动异常丰富。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但由于地域

和文化的差异，各地的春节的习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的说法。

       聊一聊你是怎么过年的？说一说，你们家乡过大年的习俗。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第一节：回忆旧知，感受北京春节的魅力。

教师导入：上节课，我们一起跟随老舍先生感受

了热闹祥和的老北京的春节，请同学们回忆上节课的内

容，说一说，课文是按照怎样的顺序写春节的？哪几天

写得比较详细呢？

预设：课文是按照时间顺序写春节的。腊八、腊

月二十三、除夕、初一、元宵节写得详细。

教师板书：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初一、元

宵节

今天，我们一起再来细细品读课文，感受老北京

春节的特点。

回顾上节课所学内容，说一说，

哪几天写得比较详细呢？

细品课文，感受魅力。

第二节：精品细读，聚焦重点段落。

聚焦重点语段，思考作者是怎样根据各个重要的日子的不同和特点进行详写的？圈画关

键语句，相互交流。

1. 精读腊八部分。

读一读课文第 1、2自然段，课文写了腊八这一天的

哪些风俗？想想作者是如何抓住重点，写出风俗特点的。

     学生汇报交流：熬腊八粥、泡腊八蒜。

（1）熬腊八粥

交流语句：这种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

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

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

业展览会。

学生汇报交流：通过这句话可以感受到腊八粥食

材丰富的特点，其中“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看一看北京

的腊八节有什么特色年俗。



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这一句话运

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突出了腊八粥食材丰富的特点。

（2）泡腊八蒜

交流语句：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

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

学生汇报交流：通过“色如翡翠”“色味双美”可

以感受到腊八蒜“色味双美”的特点。

教师总结：课文写了腊八这一天熬腊八粥和泡腊八

蒜的特色风俗活动，重点描写了腊八粥食材多，腊八蒜

色味俱佳的特点。我们通过作者精彩的文字描写可以感

受到人们在腊八这一天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

2.仿照学习腊八节的模式，小组合作交流描写“腊

月二十三”“除夕”“初一”“元宵节”的部分，结合

课文段落，绘制思维导图，对比感受作者是如何写出这

几天的热闹和美好的。

①交流“腊月二十三”部分。

教师引入：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是带有神话色彩的

一天，谁来说一说这一天有什么习俗和独特景象呢？我

们按照刚才总结的方法，继续交流。

交流语句：“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好多卖麦芽糖与

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这句话写

出了小年前街上卖糖的人多和糖的形状特点。

学生汇报交流：“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

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帝报告家中的坏事了。”现

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

嘴了。”这两句写了祭灶王的习俗以及习俗的来历，我

觉得非常有意思。

通过文字感受腊八粥食材多，腊

八蒜色味俱佳的特点。深刻感受

北京人在腊八节这一天的幸福感

小组合作学习描写“腊月二

十三”“除夕”“初一”“元宵

节”的部分，结合课文段落，绘

制思维导图，对比感受作者是如

何写出这几天的热闹和美好的。



教师总结：作者抓住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的习俗，

重点写了街上卖糖的景象、吃糖习俗的来历，使得风俗

特点更加突出。

②交流“除夕”部分。

读一读课文第八段，概括这段主要说了什么内容。

预设：除夕真热闹。

教师提问：作者是如何来描写除夕这一天的热闹场

景的？

汇报交流：“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

从嗅觉的角度写出了除夕的热闹；“门外贴好红红的对

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从视觉的角度写出了除夕

的热闹；“鞭炮声日夜不绝”，从听觉的角度写出了除

夕的热闹。

教师提出问题：想一想，文中重点写了除夕这一天

的哪些习俗？

预设 1：文中重点写了除夕吃团圆饭、祭祖、守岁的

习俗。

教师总结： 通过“除非”“万不得已”“必定”“除

了……都……”这些词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吃团圆

饭、祭祖、守岁等习俗的重视。

③交流“初一”部分

读一读课文第 9-10段，一句话概括初一这一日的特

点。

学生交流：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全城都在

休息。

教师提出问题：初一“全城都在休息”，是不是就

没有节日气氛了呢？

预设：不会。男人们去各家拜年，女人们招待客人，

小贩在忙着摆摊，小孩子在忙着逛庙会。不同的人群有

从文字中感受到人们对除夕

这一天的重视。

从小孩子逛庙会中感受初一

热闹喜庆的年节气氛。



不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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