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编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实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部编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大体了解延安精神的内涵及发扬延安精神的意义。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了解背景

1.检查自学，导入新课。

(学生结合课前搜集的资料，介绍有关延安的内容。)

2.简介背景，揭示课题。

作者为什么要追寻延安，追寻它什么?我们共同来学习课文。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全诗。(也可以播放录音)

2.学生初读全诗。

(要求学生借助工具书、扫除朗读障碍，把诗句读准、读



通。)

3.组内交流课前搜集的资料。

(通过学生之间的资料交流，初步感知诗的内容。)

4.再读全诗，质疑。

5.自由朗读，体会感情。

三、理解诗句，突破难点

1.小组合作交流，理解诗句内容。

(组内交流时，要求组长把组内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上记号。)

2.集体交流，教师点拨。

“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
的脊梁”

“老牛破车”代表过去落后的生产条件，效率很低，速度很
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代表延安精神。“毫不犹豫
丢掉了”与“不能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思是说我们非
常坚决地丢掉了贫穷和落后，却不能丢掉伟大的延安精神。

3.揭示课题，感悟中心。

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来理解、感悟这首诗所抒发的追寻延安
的迫切心情。

(1)诗的第二小节中所讲到的几个地方分别代表了当年延安的
哪些精神?

(3)你怎样理解“追寻延安”?



四、指导朗读，引起共鸣

在学生理解了诗的内容、感悟到全诗思想感情的基础上，采
用指读、组内互读、班内朗读比赛等形式，在读中培养学生
的想象力。使学生与诗人的感情产生共鸣，受到感染。

五、总结

1.教师小结：

作者追寻延安，追寻的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是革命队伍中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即使将来我们经济发达了，生活
富裕了，也还要提倡艰苦奋斗。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人们总
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了把社会推向前进，总要开辟新
领域，探索新事物，这就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联系自己的生活、学习实际，谈一谈怎样把延安精神发扬
光大。(在学习、生活中，要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在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发扬艰
苦奋斗的精神，节约一张纸、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
不求索取，只讲奉献。)学生可以畅所欲言。

六、布置作业

l.抄写这首诗。

2.有能力的同学把它背诵下来。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部编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的6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体会天游峰的扫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自信、豁达开朗的
生活态度。

教学重难点：

凭借具体的语言文字，感受天游峰“高”和“险”的特点，
并感知文中运用的描写方法。

教学准备：

1.搜集与本课有关的视频或图片。

2.制作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同学们，今天我们将学习15课《天游峰的扫路人》，看了
课题你想知道些什么?天游峰的扫路人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就让我们随着作者一起去认识他吧!

二、初读课文，自主疏通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出示自读提示

(1)读准字音，划出本课生字，遇到长句子或难句子多读几
遍;

(2)如遇到不能理解的字词，可联系上下文或查阅工具书来帮
助理解;

2、学生自学课文，教师了解学生自学情况。

3、小组交流展示学生自学成果。(ppt出示交流内容)

4、全班交流展示学生自学成果。

(1)疑难词语、句子，全班交流解决。

(2)出示本课生字词，指名读，强调重点字词。(指导书写：
褪)

(3)分节朗读课文，教师相机纠正字音与停顿。

三、默读课文，

1、出示自学提示

(1)默读课文，找出文中描写天游峰的句子，并试着有感情地
朗读。

(2)思考：你对天游峰的扫路人有着怎样的印象?



2、学生自学，教师巡视指导。

3、学生交流。

(1)选择你最喜欢的描写天游峰景色的句子，有感情地朗读出
来。

(出示天游峰景色图片，介绍天游峰相关资料。)

(2)如果让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天游峰，你会用哪一个字?(交流，
板书。)

(3)请用一句话说说你对天游峰扫路人的印象。

出示句式：这是一位的老人。

四、小结。

在又高又险的天游峰面前，许多游客望而却步，半途而返，
可是这位老人却每天扫一个来回，还说“不累”。是什么让
他舍不得离开呢?下节课我们再仔细探讨。

五、作业布置

1、抄写本课生字词。

2、读一读文中描写天游峰的句子，抄写在摘抄本上，并思考
这些句子在描写上的特点。

板书设计：

15、天游峰的扫路人

险自在悠闲



高豁达开朗

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部编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三

学生自己初读课文，并画出文中生字新词。

（二）细读课文

教师指名按自然段读课文，检查学生初读课文的情况，并注
意纠正读音。

1、指导学生读准字音。

2、指导学生分析字形结构。

本课共有4个生字，数量不多。其中有3个字可以用比较的方
法来记忆。如



这样可以利用熟字帮助学生很快记住生字。

3、课堂讨论识记难字的方法。

应该注意“鸿”字由三部分构成，是一个左中右结构的字，
不要把“氵”误写成“冫”。

“鼎”字比较难写，可分成这样两部分来记：“目”和“”，
记忆“”这部分时应抓住这部分左右基本对称的特点。特别
要强调这个字的笔顺：目、鼎。

（三）理解词语。

1、让学生从文中找出不理解的词质疑。

可让学生默读课文，边读边画出不理解的词语，然后提出来
小组讨论或查字典，在小组中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提出来集
体讨论。

2、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1）在学生质疑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联系
上下文理解词语。

以“死得其所”这个词为例，在这个词中“所”原指地方、
处所。教师可以让学生找到这个词所在的句子读一读，联系
上下文想一想，进而联系实际讨论，体会“死得其所”一词
在课文中指的是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意思。

以“鸿”字为例，“鸿”字在课文中组成“鸿毛”一词，这
个词的字面意思并不难理解，指的就是鸿雁的毛。教师可引
导学生找到带有“鸿毛”一词的句子进一步理解，鸿毛是很
轻的，有的人的死比鸿毛还轻，实际上暗含了这种人的死是
很轻微的，是微不足道的，进而使学生理解到鸿毛一词的引



申义：轻微，微不足道。

（2）出示课文中的重点词语，巩固练习，加深理解。

完全：就是的意思。在课文中这个词指的是除了为人民服务
以外，再没有别的其它的目的。

彻底：是贯彻到底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时候，不
管做什么工作，都应该完全彻底地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出
于其它的目的。

五湖四海：这个词泛指全国各地。联系上下文可理解革命队
伍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

追悼：指的是怀念死者，表示哀悼的意思。

“哀思”这个词可以用分别解字再解词的方法理解。“哀”指
“悲哀”；“思”指“思念”；“哀思”这个词就是指悲哀、
思念的感情。

固：本来的意思。

于：比的意思。

或：“有的”的意思。

通过对以上重点词语的理解，通过让学生在读书的同时思考
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
容的理解，可以培养学生认真思考、自主学习的习惯。

（四）理清文章层次结构。

1、让学生自己按自然段顺序读课文，边读边想一想每个自然
段讲了什么？



2、指名按自然段顺序朗读课文，读完一段，说说这个自然段
讲了什么？

通过读课文让学生知道课文先讲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及党
领导的军队的根本宗旨；接着讲了人的死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又讲了为了人民的利益要坚持好的，改正错的；然后讲了为
了人民的利益要搞好团结，提高勇气，不怕牺牲，互相爱护；
最后讲了开追悼会的目的。

全文以“为人民服务”为线索，分五个自然段，从五个方面
进行论述，这样便理清了文章的层次，为下一步深入阅读课
文，学习课文做了准备。

（五）指导难句的朗读，使学生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1、自由轻声读课文，然后画出读不好的句子。

2、小组交流，如何来读好画出的难句或长句。

3、提出读不好的句子，全班共同练习朗读。

课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学生读起来可能有困难。

（1）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

教师指导学生读这句话时，可以采用范读的方式，让学生听
读，然后再让学生自己练读。可以这样停顿：我们这个队伍/
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2）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句话中引用了一句古文，读好这句话，首先要了解这句古
文的意思，在此基础上，读好这个长句。可以这样停顿：中



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六）作业。

1、熟读课文。

2、抄写读读写写的词语。

第二课时

部编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知识教学点

1.学会本单元9个生字，掌握“枯萎”“汲水”“依赖”“一
旦”“一番”“锻炼”“优雅”“勃勃生机”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能力训练点

1.训练学生能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2.训练学生阅读要有自己的见解。

德育渗透点

使学生感悟到作者借种树喻育人，懂得人应经得起生活的考
验，学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能养成依赖心理。

美育渗透点



使学生感受到人生之美在于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在于学会
自立、自强。

教学方法：

教师教法

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在读中
理解，读中感悟，并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学生学法

自读自悟，小组合作学习，全班汇报交流。

教学重、难点：

通过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进而悟出课文是借种树喻育人，
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篇蕴含深刻道理的文章。（板书：6桃
花心木）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通课文，要求读准生字的字音，画出
带有生字的词语，个别不理解的新词用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
的方法理解。

2.再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自主学习，谈感悟。

1.抓段落，谈感悟。在学生整体感知课文的基础上，鼓励学
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说说自己喜欢的部分，并陈述自己
喜欢的原因。

2.抓句子，谈感悟。在学生畅谈自己喜欢段落的基础上，先
引导学生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认为含义深刻的句子，反复
阅读，细细品味，再组织学生讨论，谈感受，谈见解。

着重理解以下句子

（1）“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
树就不成问题了。”

（2）“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树苗就
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一旦
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
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3）“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
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3.抓品读，促感悟。教师引导学生品读，让学生选择自己喜
欢的段落或句子，自己练习有感情地朗读，然后在小组中读，
推荐读得好的同学在全班同学面前比赛读。

第二课时

（一）主动探究，悟道理。

2.读了这篇文章，联系生活实际，你想到了什么？

（二）综合实践，练能力。



1.以小组为单位，合作编写课本剧，练写作。

2.小组内排练课本剧，练表演，练表达。

3.班上演出，赛水平。

（三）总结拓展

学了这篇课文后，你有何感受，请写一篇读后感。

（四）记忆生字，指导书写

1.小组内交流你是怎样记忆本课的生字的。

2.指导书写，重点指导“萎”“锻炼”等字。

（五）布置作业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板书设计：

桃花心木

种树：浇水不定时、不定量长成百年大树

人：在不确定中生活经得起考验

（借种树喻育人）

部编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五

1．学会本课的14个生字，正确读写和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老北京春节的风俗习惯，感受春



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3．学习课文有顺序、详略得当的写法。

学习重点：了解老北京风俗习惯，感受传统年文化的独特魅
力

学习难点：品味老舍的语言风格，学习有顺序、详略得当的
写作方法。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准备：关于童谣的课件；歌曲《恭喜》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提示课题

1．同学们，你们喜欢过春节吗？说说理由。（唤起学生对春
节时热闹喜庆气氛的回忆。）

2．让我们来看看老北京的孩子是怎样过春节的。（播放动漫
童谣：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
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
二满街走。）说说你的感受。

3．现在，我们就跟随作家老舍，走进老北京，过一个京味十
足的春节，感受独特的民风民俗和魅力十足的年文化。

二、整体感知，理清脉络



1．自由读通课文，把生字读正确、句子读通顺，并同桌间互
读检查。

2．请13名学生按自然段轮读课文，其他同学边听边画出：作
者写了春节中哪些重要日子的活动。

3．交流汇报，老师相机板书：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
－-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正月十九（明确老北京的春节从
腊月初旬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九结束）

4．说说老北京的春节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引导学生结合
阅读说出“热闹、忙乱、喜庆、团圆”等初步感受。）

三、交流探讨，感受年味

1．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北京人过得是这样热闹、
开心，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浓的年味。选择春节中你印象最
深的一个日子，反复读一读，能品出年的什么味道，在空白
中批注。

2．小组内交流。

3．全班交流汇报

（1）年的味道是爆竹的味道

a．爆竹的声音，是春节特有的声音，文中都有哪些地方写到？
（孩子们准备过年，第二件大事就是买爆竹；腊月二十三过
小年，天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除夕鞭炮声日夜不绝；正
月初一，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正月初一元宵节，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在家有声有光地玩耍。）

b．整个春节都弥漫着爆竹的味道、烟火的味道，过年的热闹、
火爆气氛尽在其中，已经与传说中恐吓叫“年”的怪兽无关



了。

（2）年的味道是香甜的味道

a．找读文中描写有关饮食的语句（腊八粥、腊八蒜；杂拦儿；
二十三，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准备充足；除
夕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在北京，家家过年时
都吃饺子；正月十五，这一天，大家必须吃元宵啊。），说
说体会（充足、丰盛）。

b．人们一年辛苦劳动之后，对自己劳动所得的展示与享用，
洋溢着幸福感与满足感。在香味四溢中，将年过得有滋有味。

（3）年的味道是开心的味道

a．正月初一逛庙会，元宵节的灯会。体会人们的轻闲、娱乐、
高兴的心态。

b．结合自己的实际，说说文中大人、小孩的快乐。

（4）总结，在整个春节的系列活动中，虽然有些繁文缛节，
但地道的民俗中所包括的五味杂陈，蕴涵着最丰富的传统，
是耐得住咀嚼的味道。

四、品读体味，感受民俗

1．快速浏览课文，找出春节中最热闹、喜庆的日子。（除夕
和正月十五）

2．认真读第七自然段，联系你过年时的感觉，说说怎样理
解“除夕真热闹”。

（是一种普天同庆的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
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



好了各色的年画；是一种通宵达旦的热闹－-家家灯火通宵，
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
睡觉，都要守岁；是一种团团圆圆的热闹－在外边的做事的
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

3．除夕夜可以说是春节中的高潮，在热闹、喜庆、团圆的气
氛中，有多少人今夜无眠。试着用你的朗读来把它表现出来。

4．配《恭喜》乐曲朗读，体现“除夕真热闹”。

五、作业：抄写词语

色味双美零七八碎万象更新男女老少灯火通宵

日夜不绝万不得已截然不同张灯结彩各形各色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重温过年的热闹气氛

1．听歌曲《恭喜》，回顾除夕。

2．除夕过后，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元宵节到了。元宵节最主要
的活动，当然是赏灯。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满城灯火
耀街红，弦管笙歌到处同。真是升平良夜景，万家楼阁月明
中。

二、走进元宵节，赏万家灯火

1．如果说除夕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热闹，那么元宵节的灯会则
是全民同庆的狂欢。认真默读第11．12自然段，你能从哪些
词句中感受到灯特别的多。

（灯的数量多：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办喜事；有名的
老铺子要挂出几百盏灯来。



灯的种类多：“有的……有的……有的……有的……”…还
有…）

2．想象一下，如果你走进了老北京的元宵灯市，都会看到什
么灯。（请学生结合已有经验，尽可能展开想像，如牛角灯、
纱灯、玻璃灯、彩绘灯、走马灯、纸灯、冰灯等，来体会老
北京处处张灯结彩，灯市如昼的热闹景象。）

3．通过朗读，把灯的多和人的高兴表现出来。

三、领悟表达特点

1．快速浏览课文，从哪儿能体会到作者对年文化的热爱。

（引导学生从具体语句中，感受老舍将自己的情感融于平易
简约而又颇有些幽默的“口语化”语言之中，如“这不是粥，
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
个饺子”“整条大街都像办喜事”“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
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等。）

2．作者是怎样使春节这一民俗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一是按时间顺序来有条理地写春节，二是有详有略，对于
春节中的高潮部分进行详细描写，而其他部分则简略介绍，
使我们对通宵达旦的除夕和张灯结彩的元宵节，留下了非常
深刻地的印象。）

3．对比写法

阅读课后的《阅读链接》中两段关于春节习俗的描写，与课
文的相关部分比较一下，看看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对你的
习作有什么启发。（第一段落采用了反话的写法，淋漓尽致
地写出了年的忙碌与热闹，将各种风俗习惯融于其中。第二
段则以较浓的抒情色彩写出的喜庆与热闹的气氛。）



四、拓展总结，布置作业

1．拓展阅读

春节各地的习俗

春节是我国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人们相信在此时吃些传
统饮食，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

东北地区的人进入腊月后会先杀一头猪，请村里人吃一顿，
以示庆祝。然后再包粘豆包、做豆腐。粘豆包多则上百斤，
少的也有几十斤，可以吃上一个冬天。大年初一和初五吃饺
子。

西北不少地方的人吃饺子时，饺子皮不是一个一个擀出来的，
而是将面擀成一个大片后用碗扣成的。

豫南一带除夕的年夜饭吃到午夜，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
再端上一盘鱼，以示年年有余。初一早上，又将饺子和面条
同煮着吃，面条代表钱串子，为发财之意。

上海人大年初一吃汤圆、年糕、蜂糕、米糕、云片糕等，寓言
“年年高”、“步步登高”。另外，吃黄豆芽（也叫“如意
菜”）象征万事如意，吃发芽菜（用蚕豆泡发的）寓意发财。

四川除夕时，四川人一般都吃火锅，初一早上吃汤圆，意为
团团圆圆。

湖南人除夕会吃鸡、肉、鱼三样。鸡要求是雄鸡，将其整只
清炖，装盘时要让其头昂起；鱼要选用白鲢，将其炖好后再
在上面撒满红红的辣椒粉，象征年年有余、五谷丰登。

2．过年，讲究的就是热闹、火爆、祥和。这是中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凝聚。除夕之夜，天涯海角的炎黄子孙都会吃团圆饭、守岁、
拜年，带着美好的心愿去辞旧迎新。但年的味道却越来越淡，
正在变成电视机前对一场春节晚会的观看。请你结合《北京
的春节》和自己所过的春节，写一篇短文，谈谈感受或希望。

板书设计：北京的春节-独特的民俗文化

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正月
十九

热闹喜庆团圆祥和

[《北京春节》教学设计(人教新课标六年级下册)]

部编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案篇六

一、看拼音写词语。

二、比一比，组成词语。

萎（　）　汲（　）　赖（　）　旦（　）　雅（　）

委（　）　极（　）　懒（　）　但（　）　稚（　）

番（　）　锻（　）　炼（　）　勃（　）　忧（　）

翻（　）　段（　）　练（　）　脖（　）　优（　）

三、给画下线的字选择正确的解释或注音。

1、莫名其妙

（1）名字，名称。（2）出名，有名。（3）说出。（4）量
词，用于人。



2、无缘无故

（1）缘故。（2）缘分。（3）沿着，顺着。（4）边。

3、语重心长

四、填空并答题。

他的一番话，使我非常感动。（　），（　），在不确定中
生活的人，能（　），会（　）。在不确定中，深化了
（　），就能（　），努力生长。

上述一段话是作者跟种树人谈话后的（　），借（　）喻
（　），蕴含了深刻的生活哲理。

五、读了这篇文章，联系生活实际，你想到了什么？

一、枯萎、汲水、优雅、语重心长、锻炼、勃勃生机、依赖、
旦、番。

二、萎缩、委屈；汲水、积极；依赖、懒惰；危在旦夕、但
凡；雅致、幼稚；一番话、翻卷；锻炼、段落；锤炼、练习；
蓬勃、脖子；忧虑、优秀。

三、1、（3）2、（1）3、（1）

四、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锻炼
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学会把
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感想，树，人。

五、略。

一、读拼音写汉字。

二、填入合适的词语。



（　）的树（　）的基业

（　）的人（　）的树苗

（　）的心（　）的能量

三、写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枯萎——（　）依赖——（　）优雅——（　）

四、在括号里写出带下划线词的反义词。

1、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

2、忙人怎么可能做事那么从从容容？

3、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

五、读课文，把种树人回答作者问题的话概括起来简述。

例：问：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来？多久浇一次水？

答：模仿老天下雨，时间不确定。

1、问：桃花心木为什么无缘无故会枯萎？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问：如果你每天来浇水，桃花心木苗该不会枯萎吧？

六、猜谜。

李字去了木念什么？（打一字）

谜底：_____



提示：这项预习的目的是让学生知道一个句子的读法不同
（如：字词的组合不同，语音的轻重不同），句子的意思也
就不同。

一、萎、汲、雅、勃勃、锻炼、赖、旦、番

二、特别、百年、个子很高、存活、依赖、巨大

三、干枯、依*、优美

四、一般、慌慌张张、独立

五、1、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法汲水生长的树苗会枯萎，能
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苗不会枯萎。2、定时定量浇水会养
成树苗的依赖心，根无法深入地下，如果停止浇水就会枯萎，
幸存的树苗也会被暴风雨吹倒。

六、分析：这则谜语可以这样读：“李”字去了“木”，念
什么？那么当然念“子”了。但还可以这样读：“李”字
去“了”、“木”，念什么？意思就成了“李”字去
掉“木”字和“了”字，念什么？那么就该念“一”字了。

花

在一个华丽阔绰的房间里，敞开的窗台上，同天然的盆花摆
放在一起的，是瓷花盆里的几枝假花。这些假花在铁丝做成
的枝干上，骄傲地摇摇曳曳，对人们炫耀着自己的艳丽。

突然间，“哗啦啦”地下起大雨来，瓷花盆里的绢花连忙向
老天爷请求：你能不能把大雨制止住？接着这些假花就把大
雨咒骂一通。

“老天爷！”假花还哀求说，“你赶快把大雨制止住吧，它
们有什么好处呢？世上还有什么比它们更糟糕的？瞧，街上



不能再走来走去，到处都是泥浆和水洼！”

然而老天爷没有理睬它的无理请求，大雨也没有收起它的雨
帘，还是自管自不停地下着。它把炎热驱散，使空气清凉，
大自然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所有树木、青草经过雨水冲洗后
变得焕然一新。那时候窗台上所有的鲜花争奇斗妍，由于雨
水的浇淋，它们愈加芬芳、鲜艳和娇嫩了。而那些可怜的假
花，从此失去了鲜艳夺目的光彩，被当作垃圾扔到了院子里。

凡真有特别才能的人，决不会去介意那些毁谤非议，恶意批
评决不能够损害他们的优异之处。只有那些假花，才会害怕
下雨。

1、假花在雨前和下雨时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2、你对假花和老天爷各有什么评价？

3、文章先记叙后议论，若将文章分为两部分，应怎样划分为
好？

4、读了这则寓言后，你受到了什么启发和教育？现实生活中
有类似的事情吗？想一想，说一说。

生活的滋味

只有那些最渴的人才最了解水的甜美。

从沙漠中走来的疲渴交加的旅行者是知道水的滋味的人。

在烈日炎炎的正午，当农民忙于耕种而大汗淋漓的时候，水
对他们是最宝贵的东西。

当一个牧羊人从山上下来口干舌燥的时候，要是能够趴在河
边痛饮一顿，那他就是最了解水的甜美的人。



可是，有的人，尽管他坐在绿荫下的*椅上，身边放着漂亮的
水壶，拿着精致的茶杯喝上几口，也仍然品不出这水的甜美
来。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旅行者和牧羊人那样干渴，没有在烈
日当头的中午耕过地，所以他不会觉得那样需要水。

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没有尝过饥和渴是什么味道，他就永远
也享受不到饭与水的甜美，不懂得生活到底是什么滋味。

1、文中的哪些词语表示天气炎热？

3、本文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道理？

4、读了本文后，请说说自己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