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部编版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精选6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一

1.会认“摄、殖”等4个生字，会写“抵、氏”等10个生字。
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与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
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系，激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3.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

1.掌握本课的生字，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初步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
系。

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激
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教学目标

1.会认“摄、殖”等4个生字，会写“抵、氏”等10个生字。
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把握主要段落的结构特点，理解课文内容，了
解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系，激发



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猜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出示谜语：有个老公公，天亮就出工。哪天不出工，准是下
雨或刮风。

提问：“它是谁呀?”——太阳公公

板书：太阳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出示课件2)

1.学生齐读课文。

2.学习生字生词：

(1)齐读词语表中的词语。

(2)教师指导正确书写易错字：殖蔬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句子读通顺。

三、细读课文，交流收获

1.我们可以把课文分成几部分?请概括每部分的段意。

生总结，汇报



课文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1—3)介绍太阳远、大、热三方面的特点

第二部分(4—8)：讲太阳和人类的关系。

2.我们来读第一部分。思考，这部分介绍了太阳哪些特点?

生总结、汇报

板书：特点：远大热

3.作者先给我们讲了一个传说。你知道介绍传说的作用吗?

生总结、汇报

师：介绍神话传说，增加文章的神秘感，引起阅读兴趣。

4.找出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的过渡句，说说过渡句的作
用

生总结，汇报

生：“虽然……但是……”用这个关联词结束上文，引起下文
“关系密切”的介绍。所以，这是过渡句，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

板书：关系密切

5.第二部分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生总结、汇报

第二部分是总分总的结构，文章先说“太阳和我们的关系非
常密切”，紧接着就分段告诉我们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的繁殖



靠太阳，雨雪的形成、风的形成、太阳的杀菌能力和给我们
送来光明和温暖。最后用“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
可爱的世界”来结束。前后呼应。

四、作业超市

1.抄写文中你喜欢的词语两遍。

2.熟读课文，进一步把握课文内容，上网查找说明方法。

教学目标

1.复习生字以及课文的主要内容。

2.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复习导入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太阳的哪些特点?

二、学习1---3自然段，品味说明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课文是用什么方法来介绍太阳的“远”、“大”、“热”
的特点呢?在前三个自然段中找出相关的句子。

生交流、汇报



师出示句子

(太阳离我们……也要飞二十几年。)

思考：a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b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这个句子，读出“远”，读出感情。

师总结：这段话采用了列数字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使说明
对象更具体，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突出了“远”的特点。

2.课文是怎样写太阳“大”的特点呢?生找句子，并汇报

出示句子

(我们看到太阳……所以我们看上去只有一个盘子那么大。)

a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好处?

b有感情地朗读。

板书：作比较。

3.体会描写“热”的句子：

a找出描写“热”的句子，说说用了哪种说明方法，好处是什
么。

生总结，汇报

出示句子

(太阳会发光，会发热，是个大火球……)



板书：列数字。

b读一读，读出“热”的特点

4.小结说明方法。

师：在介绍太阳的特点的时候，作者主要运用了列数字、作
比较的说明方法。这些说明方法的运用，使抽象的事物更形
象，更易于理解。

三、学习4---8自然段，认识太阳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1.体会第四自然段第一句的作用。

2.默读5---7自然段，说说太阳和我们的关系密切在哪里。

a指名答，根据学生回答，随机出示相关资料图片。

b请学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展示自己的朗读，并做出
评价。

板书：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的繁殖靠太阳形成雨雪形成风杀菌

c出示最后一自然段，反复朗读，体会太阳作用之大。标出中
心句。

d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太阳，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四、布置作业。

上网查找关于太阳的其他知识。

上网查找自己喜欢的天体的相关知识。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二

1.能产生阅读四大名著的兴趣,了解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

2.能感受阅读的快乐,和同学交流阅读的收获。

一、谈话导入。

诸葛亮足智多谋,运筹帷幄;黑旋风李逵鲁莽刚猛,是个大孝
子;齐天大圣孙悟空神通广大;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多愁善
感……这节课,就让我们漫步中国古典名著长廊,走近这些人
物,品读精彩故事。

二、忆经典,说感受。

1.猜一猜。

事事齐全说汉高。(打《三国演义》一人名)谜底:刘备

借问酒家何处有。(打《红楼梦》一人名)谜底:探春

我有心得。(打《西游记》一人名)谜底:悟能

绿化北京。(打《水浒传》一人名)谜底:燕青

2.读课题。

同学们,文学的经典王国里有那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让我们
一起读古典名著,品百味人生。

三、读经典,习方法。

(一)读《西游记》节选。

1.默读《西游记》节选《猪八戒助力败魔王,孙行者三调芭蕉



扇》。

2.全班交流,总结概括。

(1)不肯借扇子的原因。

铁扇公主:孙悟空坑害了自己的儿子红孩儿;牛魔王:害子之
恨(次要),欺妻之恨(主要)。

(2)第一次借扇:逼;结果:假扇越扇火越大。第二次借扇:骗;
结果:被牛魔王变猪八戒骗回。第三次借扇:打;结果:自愿送
出扇子灭火。

(3)人物形象总结示例。

孙悟空:机智、聪明、变化无穷、有法力。

提示:引导学生通过故事的概述感受人物形象。

(二)拓展阅读《西游记》节选《大战红孩儿》。

思考:唐僧最终被劫走,红孩儿的阴谋之所以得逞的原因是什
么?

小结:《西游记》以奇妙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突破
生死,突破神、人、物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无
比的世界。

(三)了解《西游记》。

1.看封面,了解作者。

全班交流反馈。

2.读目录,了解内容。



3.学生交流。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师徒四人和
白龙马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了真经的
故事。)

师:是啊,他们一共经历了八十一难,最终“径回东土,五圣成
真”。同学们读完后有什么感想?能不能用一个字来概括一
下?(奇、妙等)

总结:西天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大都是由动物变化的妖怪带
来的。性格各异的师徒四人克服重重困难,与这些妖魔鬼怪作
斗争,最终取得了真经。这部小说通过大胆、丰富的艺术想象,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一个神奇的神话世界。

四、用方法,爱阅读。

1.阅读《红楼梦》节选。

2.写读后感。

当我们读到精彩的内容,感想比较深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读
后感来把读书的情况记录下来。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笔记本
写好读后感。

五、爱阅读,伴成长。

1.推荐古典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
楼梦》)

学生交流反馈。

2.说说自己的读书计划。

通过学习阅读技巧,学生能更顺畅地阅读名著,更深入地了解



其语言表达特点,能真正融入其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三

1.会认“摄、殖”等4个生字，会写“抵、氏”等10个生字。
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与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
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系，激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3.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

1.掌握本课的生字，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初步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
系。

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激
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1.会认“摄、殖”等4个生字，会写“抵、氏”等10个生字。
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把握主要段落的结构特点，理解课文内容，了
解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系，激发
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课件

一、猜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出示谜语：有个老公公，天亮就出工。哪天不出工，准是下
雨或刮风。



提问：“它是谁呀?”——太阳公公

板书：太阳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出示课件2)

1.学生齐读课文。

2.学习生字生词：

(1)齐读词语表中的词语。

(2)教师指导正确书写易错字：殖蔬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句子读通顺。

三、细读课文，交流收获

1.我们可以把课文分成几部分?请概括每部分的段意。

生总结，汇报

课文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1—3)介绍太阳远、大、热三方面的特点

第二部分(4—8)：讲太阳和人类的关系。

2.我们来读第一部分。思考，这部分介绍了太阳哪些特点?

生总结、汇报

板书：特点：远大热

3.作者先给我们讲了一个传说。你知道介绍传说的作用吗?



生总结、汇报

师：介绍神话传说，增加文章的神秘感，引起阅读兴趣。

4.找出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的过渡句，说说过渡句的作
用

生总结，汇报

生：“虽然……但是……”用这个关联词结束上文，引起下文
“关系密切”的介绍。所以，这是过渡句，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

板书：关系密切

5.第二部分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生总结、汇报

第二部分是总分总的结构，文章先说“太阳和我们的关系非
常密切”，紧接着就分段告诉我们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的繁殖
靠太阳，雨雪的形成、风的形成、太阳的杀菌能力和给我们
送来光明和温暖。最后用“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
可爱的世界”来结束。前后呼应。

四、作业超市

1.抄写文中你喜欢的词语两遍。

2.熟读课文，进一步把握课文内容，上网查找说明方法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四

在内蒙古自治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



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热心帮助别人，每次打猎
回来，总是把猎物分给大家，自己只留下很少的一份。大家
都非常尊敬他。

有一天，海力布到深山去打猎，忽然听见天上有喊救命的声
音。他抬头一看，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
他急忙搭箭开弓，对准老鹰射去。老鹰受了伤，丢下小白蛇
逃了。

海力布对小白蛇说：“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家去吧！”小白
蛇说：“敬爱的猎人，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
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好好酬谢您。我
爸爸的宝库里有许多珍宝，您要什么都可以。如果您都不喜
欢，可以要我爸爸含在嘴里的那颗宝石。只要嘴里含着那颗
宝石，就能听懂各种动物说的话。”海力布想，珍宝我倒不
在乎，能听懂动物的话，对一个猎人来说，实在是太好了。
他问小白蛇：“真有这样一-颗宝石吗？”小白蛇说：“真的。
但是动物说什么话，您只能自己知道。如果对别人说了，您
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海力布点点头，跟着小白蛇到了龙宫。老龙王对海力布十分
感激，要重谢他。老龙王把他领进宝库，让他自已挑选珍宝，
爱什么就拿什么。海力布什么珍宝也不要，他对龙王
说：“如果您真想给我点儿东西作纪念，请把您嘴里含着的
那颗宝石送给我吧。”龙王低头想了一-会儿，就把嘴里含的
宝石吐出来，送给了海力布。

海力布临走的时候，小白蛇跟了出来，再三叮嘱他说：“敬
爱的猎人，您要记住，无论动物说了什么话，都不要对别人
说。如果说了，您马上就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
海力布谢过小白蛇，就回家了。

海力布有了这颗宝石，打猎方便极了。他把宝石含在嘴里，
能听懂飞禽走兽的语言，能知道哪座山上有哪些动物。从此



以后，他每次打猎回来，分给大家的猎物更多了。这样过了
几年。有一天，他正在深山里打猎，忽然听见一群鸟在议论
着什么。仔细一听，那只带头的鸟说：“咱们赶快飞到别处
去吧！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大地要被洪水淹没，
不知道要淹死多少人呢！”

海力布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家对大家
说：“咱们赶快搬到别处去吧！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大家
听了感到很奇怪，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呢？尽管海力
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相信他。海力布急得掉下了
眼泪，说：“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相信我的话
吧，赶快搬走！再晚就来不及了！”有个老人对海力布
说：“海力布，你是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
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哇。咱们在这山
下住了好几代啦，老老小小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呀！”

海力布知道着急也没有用，不把为什么要搬家说清楚，大家
是不会相信的。再迟延，灾难就要夺去乡亲们的生命。要救
乡亲们，只有牺牲自己。他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
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大地。你
们看，鸟都飞走了。”接着，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怎么听
见一群鸟议论避难，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
都原原本本照实说了。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

大家看见海力布变成了石头，都非常后悔，非常悲痛。他们
含着眼泪，念着海力布的名字，扶着老人，领着孩子，赶着
牛羊，往很远的地方走去。他们走在路上，忽然乌云密布，
狂风怒号，接着就是倾盆大雨。半夜里，听见一声震天动地
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洪水，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
了。

人们世世代代纪念海力布。据说现在还能找到那块叫“海力
布”的石头呢。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五

我们看到太阳，觉得它并不大，实际上它大得很，一百三十
万个地球的体积才能抵得上一个太阳。因为太阳离地球太远
了，所以看上去只有一个盘子那么大。

太阳会发光，会发热，是个大火球。太阳的温度很高，表面
温度有五千五百摄氏度，就是钢铁碰到它，也会变成气体。

太阳虽然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它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有了太阳，地球上的庄稼和树木才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鸟、兽、虫、鱼才能生存、繁殖。如果没有太阳，地球上就
不会有植物，也不会有动物。我们吃的粮食、蔬菜、水果、
肉类，穿的棉、麻、毛、丝，都和太阳有密切的关系。埋在
地下的煤炭，看起来好像跟太阳没有关系，其实离开太阳也
不能形成，因为煤炭是由远古时代的植物埋在地层底下变成
的。

地面上的水被太阳晒着的时候，吸收了热，变成了水蒸气。
空气上升时，温度下降，其中的水蒸气凝成了无数的小水滴，
飘浮在空中，变成云。云层里的小水滴越聚越多，就变成雨
或雪落下来。

太阳晒着地面，有些地区吸收的热量多，那里的空气就比较
热;有些地区吸收的热量少，那里的空气就比较冷。空气有冷
有热，才能流动，成为风。

太阳光有杀菌的能力，我们可以利用它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地球上的光明和温暖，都是太阳送来的。如果没有太阳，地
球上将到处是黑暗，到处是寒冷，没有风、雪、雨、露，没
有草、木、鸟、兽，自然也不会有人。一句话，没有太阳，
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



教学目标

1.会认“摄、殖”等4个生字，会写“抵、氏”等10个生字。
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与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
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系，激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3.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

教学重点

1.掌握本课的生字，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初步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
系。

教学难点

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激
发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会认“摄、殖”等4个生字，会写“抵、氏”等10个生字。
理解并掌握“寸草不生、步行”等词语。

2.朗读课文。把握主要段落的结构特点，理解课文内容，了
解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系，激发
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猜谜语导入，激发兴趣

出示谜语：有个老公公，天亮就出工。哪天不出工，准是下
雨或刮风。

提问：“它是谁呀?”——太阳公公

板书：太阳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出示课件2)

1.学生齐读课文。

2.学习生字生词：

(1)齐读词语表中的词语。

(2)教师指导正确书写易错字：殖蔬

3.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把句子读通顺。

三、细读课文，交流收获

1.我们可以把课文分成几部分?请概括每部分的段意。

生总结，汇报

课文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1—3)介绍太阳远、大、热三方面的特点



第二部分(4—8)：讲太阳和人类的关系。

2.我们来读第一部分。思考，这部分介绍了太阳哪些特点?

生总结、汇报

板书：特点：远大热

3.作者先给我们讲了一个传说。你知道介绍传说的作用吗?

生总结、汇报

师：介绍神话传说，增加文章的神秘感，引起阅读兴趣。

4.找出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的过渡句，说说过渡句的作
用

生总结，汇报

生：“虽然……但是……”用这个关联词结束上文，引起下文
“关系密切”的介绍。所以，这是过渡句，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

板书：关系密切

5.第二部分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生总结、汇报

第二部分是总分总的结构，文章先说“太阳和我们的关系非
常密切”，紧接着就分段告诉我们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的繁殖
靠太阳，雨雪的形成、风的形成、太阳的杀菌能力和给我们
送来光明和温暖。最后用“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
可爱的世界”来结束。前后呼应。



四、作业超市

1.抄写文中你喜欢的词语两遍。

2.熟读课文，进一步把握课文内容，上网查找说明方法。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复习生字以及课文的主要内容。

2.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一、复习导入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太阳的哪些特点?

二、学习1---3自然段，品味说明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课文是用什么方法来介绍太阳的“远”、“大”、“热”
的特点呢?在前三个自然段中找出相关的句子。

生交流、汇报

师出示句子



(太阳离我们……也要飞二十几年。)

思考：a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b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这个句子，读出“远”，读出感情。

师总结：这段话采用了列数字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使说明
对象更具体，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突出了“远”的特点。

2.课文是怎样写太阳“大”的特点呢?生找句子，并汇报

出示句子

(我们看到太阳……所以我们看上去只有一个盘子那么大。)

a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好处?

b有感情地朗读。

板书：作比较。

3.体会描写“热”的句子：

a找出描写“热”的句子，说说用了哪种说明方法，好处是什
么。

生总结，汇报

出示句子

(太阳会发光，会发热，是个大火球……)

板书：列数字。



b读一读，读出“热”的特点

4.小结说明方法。

师：在介绍太阳的特点的时候，作者主要运用了列数字、作
比较的说明方法。这些说明方法的运用，使抽象的事物更形
象，更易于理解。

三、学习4---8自然段，认识太阳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1.体会第四自然段第一句的作用。

2.默读5---7自然段，说说太阳和我们的关系密切在哪里。

a指名答，根据学生回答，随机出示相关资料图片。

b请学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展示自己的朗读，并做出
评价。

板书：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的繁殖靠太阳形成雨雪形成风杀菌

c出示最后一自然段，反复朗读，体会太阳作用之大。标出中
心句。

d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太阳，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四、布置作业。

上网查找关于太阳的其他知识。

上网查找自己喜欢的天体的相关知识。

《太阳》一课为说明文，课文较为枯燥，学生不易产生兴趣，
因此在教学中我注意了几下几点：



1、激发学生读书的情趣。新课标提出让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
主体，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在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感知、
感受、感悟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每节课要有充分的读书时间。
课上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学生创设了情景，通过多种形式的
读，激发了学生的情趣，在读中感悟。课堂中体现了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生师互动的多方位的课堂结构。

2、听说读的能力有机结合，促语文能力协调发展。本节语文
课不是单一的说与读，而是读说结合，在读中感悟，并有意
识培养学生读出自己的感受，并与他们交流，正确表达自己
的体会，让读与说有机结合，使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得以发展
与提高。

3、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在课件的使用上，运用太阳图片和
太阳活动录像，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太阳的大、热、远这
些特点，使他们的形象思维得以发展。太阳与地球的关系，
文中表述的较概括，学生不易理解，这时多媒体的运用，使
文字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太阳对地
球的重要性。

4、知识的拓展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课外知识的适当介
入，使学生学习不仅仅局限于书本，而是与生活实际和自己
所了解的内容相联系，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对大自然探究的兴
趣，使学生的目光由课内投向课外。

以上四点的体现，使学生学得容易，教师教得轻松。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教案全册篇六

1.通过交流,掌握更多阅读名著的方法与技巧;能猜出古代名
词的意思,结合前后文描写猜出词语的意思,以及通过描写猜
出人物,并从中掌握一定的技巧。

2.通过朗读,理解古诗《鸟鸣涧》,想象其所描写的画面,体会



作者的情感。

一、谈话导入。

本单元,我们走进四大名著,观三国烽烟,识梁山好汉,叹取经
艰难,惜红楼梦残。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梳理一下吧!

二、交流平台。

(出示“交流平台”内容)

1.本组课文不同于现代文,所以一些语句我们理解起来有一定
的难度,但是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些技巧,就能使阅读更加顺畅。
大家回顾一下,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们都
用到过哪些方法来理解?(猜读、略读、跳读)

2.通过“交流平台”了解猜读的方法。(根据上下文猜测语句
的意思)如何略读和跳读?(遇到较难理解的语句,不用反复琢
磨,只要知道大概意思就好)

3.除了猜读、略读和跳读三种方法,我们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
来理解课文。(借助资料了解历史背景;结合电影、电视剧等
影视资料)

掌握了以上几种方法,相信大家以后再阅读这类文章时,一定
会更加顺畅。

三、词句段运用。

1.在学习本组课文时,我们还遇到了不少难以理解的词语。

(出示“榜文、客官、印信”等词语)你能说说这些词语的大
致意思吗?

榜文:古代指文告。



客官:旧时店家、船家等对顾客、旅客的尊称。

印信:官府的印章。

驿站:古代人们外出,中途供人短暂停留休息的地方。

伙计:旧时指店员或长工。

郎中:古代的医生。

店家:古代的店主人。

客舍:古代的旅馆。

货郎:古代指卖东西的人。

墨客:古代指文人。

2.(出示第二题句子)读句子,想一想,如何理解加点词语的意
思?

(1)请勿自误:请不要自己伤害自己。

(2)喜不自胜:高兴得自己都觉得受不了。

(3)瞑目蹲身:闭上眼睛,蹲下身子。

(4)拱伏无违:伏在地上,向上朝拜,没有违抗的。

(通过联系前后文可猜出词语的意思;先理解某一个字的意思,
再放回词中整体理解。)

3.(出示第三题句子)猜猜这三个句子描写的都是谁,并说说理
由。



(1)孙悟空。(重点词:金箍棒)

(2)诸葛亮。(重点词:头戴纶巾)

(3)武松。(重点词:万夫难敌)

四、日积月累。

1.(出示相关资料)走近作者王维。

2.齐读古诗,说一说,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鸟在山涧中鸣叫。
)诗歌题目直接给我们提示了答案。(板书诗题)

3.诗中写了哪些景物?(桂花,春山,月,山鸟,春涧)从诗的描写
中,你看到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夜深人静,桂花飘落,空山中升
起了一轮圆月,被惊飞的鸟儿在这里鸣叫着。)这个意境美不
美?(美)若你此刻身处其中,你觉得享受吗?(享受)

4.(播放纯音乐)让我们随着这悠扬婉转的曲调,一起朗读古诗,
感受这美丽的夜晚,聆听鸟儿的歌声吧!

5.从诗的描写中,你发现了什么?(诗中有静态景,也有动态景。
)这样描写有什么作用?(动静结合,以动衬静,描绘了春夜山中
空寂、幽静的景色。)

6.这首诗中,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呢?

(想要表达对山中春景的喜爱之情以及陶醉其中的心境。)

7.带着这种感情,让我们再一次朗读古诗,感受诗中的美景,体
会作者的情感。

五、小结。

从古典名著到古诗文,无不展示着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在文化的长河中,还有许多珍宝等着我们去发
现、去探究。

1.引导学生有效交流,使学生掌握了更多阅读名著的方法与技
巧,为学生进一步阅读名著打好了基础。

2.分析了名著的语言特点和人物形象,让学生初步体会了名著
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