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级语文教案(实用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学级语文教案篇一

了解江南的雪有什么特点，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和蕴含着的
感情。

了解江南的雪有什么特点。

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和蕴含着的感情。

一、整体感知，理清条理。

1、从古到今有多少文人赞美过雪花，有多少赞美雪花的诗句
名垂千古，谁能说出关于寻雪的诗句呢?(学生读搜集的有关
诗句)

2、在生活中，你看到的雪又是怎样的(学生自由说)

3、今天我们共同来欣赏鲁迅的《雪》，请认真读课文，看看
课文写到了哪几种雪?据此给课文分段。

(板书：江南的雪朔方的雪)

二、学习第1-3自然段。

1、先读一读第1自然段，找到文中的一个词来说明“江南的
雪”的特点。(板书：滋润美艳)



2、哪些词句描写出“滋润美艳”呢?请再仔细读一读作者描
写雪野时，用了哪些颜色，写了哪些事物?(边说边读)：血红的
(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浑黄的(磬口腊梅花)、
冷绿的(杂草)。

3、单是看这些字眼，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江南雪野的美，若
你再边读边想象一下啊!这雪中的鲜花，鲜花中的白雪，交相
辉映相互衬托，你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呀?(学生读
到哪，就指导到哪)

4、你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画面吗?

5、是啊、看到这些雪中的花儿，我不仅想到雪莱的诗句“冬
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江南的雪真是“滋润美艳”，我们
来一起读一读吧。

6、作者写了这雪中的花，觉得还没有写尽江南雪野，他接着
又写到了什么?(蜜蜂)

7、如此一来就有了矛盾，这样的冬季，哪来的蜜蜂呢?(出示
句子，突出“仿佛”二字)

江南的雪野如此充满生机活力，虽不是春天，我们却闻到了
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活力，所以作者说——(读)“江南
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那是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

8、再细细品味一下这一段，看看你还能从哪些词句中读出江
南雪“滋润美艳“的特点呢?

9、喜欢这美丽的江南雪野吗?再有感情地读一读，背一背吧!

10、鲁迅的少年时期是在家乡绍兴度过的，成年的鲁迅，为
了寻找国家民族复兴的道路，不得不漂泊在遥远寒冷的北京，
在这样的一个雪天，先生想起了故乡的雪，他还会想起什么



呢?(他在故乡度过的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在这样的雪天，孩
子们最爱的游戏是什么?(生：塑雪罗汉)

11、从文中的哪些句子可以看出孩子们对于堆雪人的喜爱
呢?(用“”画出，与同桌小声交流)

12、用雪堆雪罗汉，自然也有江南的雪“雪润美艳”的特点，
从哪里可看出?(很清白、明艳，以身、自身的滋润相粘结，
整个地闪闪地生光。)

13、给孩子们带来如许快乐的雪人，遇上连日的晴天，便挽
留不住，令人难免生出淡淡的哀愁，江南的雪，是滋润美艳
的，但也是——(脆弱的，生命力不强)

三、小结

江南的雪象征了哪些美好而又缺乏生命力的事物，让人一边
向往，却又一边惆怅。

小学级语文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12个生字，正确流利朗读课文。

2、了解课文内容，理清文章脉络。

3、感受鲁智深机智勇敢，富有智慧的侠士形象。

4、学习作者简练传神的人物语言描写。

重难点：

感受鲁智深机智勇敢，富有智慧的侠士形象。学习作者简练



传神的人物语言描写。

教学过程：

一、歌曲导入，揭示课题

1、歌曲导入，引出人物。

2、齐读课题，抓住题眼，理解“侠”的涵义。

3、针对课题质疑。

4、介绍鲁智深出身及背景。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2、检查生字词。

3、说说鲁智深为什么行侠?怎样行侠?行侠的结果如何?相机
渗透“长文读短” 的方法概括主要内容。

三、精读课文，感受人物形象

1、自主学习。

先默读课文3――7自然段，想一想，从鲁智深的哪些语言能
感受到他的“侠义”形象?接着把相关的语句划出来，并说说
你从中感受到什么，写下批注后与小组交流。

(出示自学提示)

2、反馈交流

(1)细品三“问”



抓住“故意说”，他心理本来想说…… 他却故意说……

抓住“打搅”，刘太公会认为是打搅吗?为什么还要这样说?

分角色朗读。

(2)细品“想一想”

他在想什么?创设情境，品味语言中刻画的人物个性。多种形
式朗读，再现人物形象。

3、对比语言

(1)他对善良的刘太公一问再问，而对打家劫舍的山大王却只
说了一句话。浏览课文8――11自然段，找出鲁智深的语言描
写。

(2)品味“大喝一声”中人物的个性。

(3)在对比读中深刻感受人物形象。

(4)补充拓展鲁智深语言描写。

四、总结全文、学习写法。

五、拓展延伸，情感升华

1、简介《水浒传》，激发阅读兴趣。

2、升华感情。

板书设计：

鲁智深行侠桃花庄



粗中有细

听 语言 智勇双全

小学级语文教案篇三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会用无不和无不
等词语造句。

2．理解课文重点句子的意思。

3．欣赏夹竹桃的可贵韧性，体味作者对夹竹桃的喜爱之情，
培养审美情趣。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对夹竹桃的喜爱之情。

一、谈话导入：

1.今天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很美丽的植物,请看大
屏幕.仔细观察这种植物的叶和花,看哪位细心的同学能有所
发现.(叶子像竹子的叶子.板:竹;花像桃花,板:桃)

2.的确,这种植物的叶片像竹,花朵如桃.如果请你就这两个方
面的特征，试着给它取个名字的话，你想到了什么名字呢？
（竹桃。桃竹。竹桃连理等）

3、这美丽而高雅的植物受到人们的垂爱，人们根据它叶和花
的特征，给它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夹竹桃。（板：夹）

4、想不想和这美丽的夹竹桃做零距离的接触呢？这节课就让
我们跟随着当代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一同走进他家的那方
夹竹桃世界吧！

二、自读课文：



三、检查自学

1、读准下列字音:

玉簪花

荇藻

参差不齐

鸡冠花

奉陪

榆叶

梅

江西

腊海棠

花团锦簇

菊花飞

蛾

乍起

2、交流:是什么原因令作者爱上夹竹桃的？用文中的一句话
来告诉老师。

3、生答后出示：这样的韧性，又能这样引起我的幻想，我爱
上了夹竹桃。



4、指读，齐读。

5、读了这句话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吗？（一、夹竹桃的韧性体
现在哪里？二、月光下的夹竹桃给人带来哪些幻想？）（生
边提问题师边板书：韧性？幻想？）你们刚才提的这两个问
题很有价值，让我们先来见识一下夹竹桃的韧性。同时理解
韧性这个词。

四、品读课文：

（一）韧性

1、课文哪一自然段具体写了夹竹桃的韧性？（第四自然段）
细读课文第四自然段,你能从哪些词句中品出夹竹桃的韧性？
（可以圈、划、批注）。

2、交流

第一句：然而，在一墙之隔的大门内，夹竹桃却在那里悄悄
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花黄了，又
长出一嘟噜。

（默默绽放，不张扬，不起眼，从不与白花争艳，常年不败，
坚持开放。）

该怎样读好这句话呢？练读，指名读。

指导朗读后齐读。（悄悄地一声不响要读得轻柔些，而又开
出、又长出要读得重些。）

第二句：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
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衰
败的时候，无日不迎风吐艳。

从这句话里又能体会到什么呢？（生命力顽强，一年三季充



满生机，花期长。）

无日不迎风吐艳是什么意思？（边叙述边板书：无日不迎风
吐艳）为什么不说每天都迎风土艳？（哦，双重否定，语气
更加强烈，更能体现夹竹桃可贵的韧性。）

不管怎样的季节，怎样的环境，夹竹桃都始终如一，迎风吐
艳。多么顽强的生命力！你能读好它吗？（要读出不同季节
不同环境的坚强）各自练读，男女生分读。

师引导后齐读：春天到了，暖风习习，夹竹桃（迎风吐艳）；
夏天到了，赤日炎炎，大雨倾盆，夹竹桃（迎风吐艳）；秋
天到了，凄清寒冷，夹竹桃（迎风吐艳）。

无不奉陪无不是什么意思？（板：无不）无不奉陪呢？（板：
奉陪）（又一次用了双重否定，强调了不管什么季节夹竹桃
都一一奉陪，突出了花期之长，没有哪一种季节性的花可以
与之相比，又一次表达了作者对夹竹桃韧性的赞美。）

指读，齐读。

练习用无不和无不分别说个句子。

小结过渡：夹竹桃的花期真长呀，所以在作者的心理又有什
么新感受呢？

第四句：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的那些花比起来，不是显得
非常可贵吗？

能不用问号换种说法吗？哪种效果好？一起读。

3、夹竹桃的这一点韧性，同院子里那些花比起来，的确显得
非常可贵。（板：可贵）文中哪一小节写了院子里的花？
（生：第三小节）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第四自然段开头的词语然而，用然而过渡
到夹竹桃，就说明第三自然段写了其他花。

请同学们读读第三自然段，看看写了多少花，有没有写夹竹
桃？

（一百几十个字，写了十四种花，却没有一个字写夹竹桃的。
）

课文重点写夹竹桃，那作者为什么要把小院里的花写得这么
美呢？是不是离题了？老师让你们看一看院子里的花。（课
件展示十四种花）（这样写，其实是将其他的花跟夹竹桃作
对比，衬托夹竹桃的花期之长。）

4、让我们再读一读这句反问句。

5、细细品味，我们不得不佩服季老先生的独具匠心：写百花，
只为一花。同学们，我们描写一种事物，可以象第四节那样
直接描写，也可以像第三节那样衬托描写。

7、师领读：院子里的花虽然一年三季，万紫千红，却（只在
一个季节开放）唯有夹竹桃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
一嘟噜花黄了，（又开出一嘟噜）在和煦的春风里，在盛夏
的暴雨里，在深秋的清冷里，（无日不迎风吐艳。）从春天
（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
不奉陪。）

五、总结,设置悬念：

同学们，今天这节课的学习，我们见识了夹竹桃可贵的韧性，
（去掉第一个？）读到这你们是不是也喜欢上了这夹竹桃？
告诉大家，夹竹桃的妙处还不止于此，月光下的夹竹桃别有
一番情趣，让我们下节课再接着去领略夹竹桃月光下扑朔迷
离的花影吧！



六、作业：

1、读一读：季羡林的《夹竹桃的传说》。

2、写一写:请你试着描写一种植物，抓住它的特点写具体。
（可以是一个小片段）

七、板书：

无日不迎风吐艳

韧性

可贵

无不奉陪

夹竹桃

幻想？

小学级语文教案篇四

知识与技能：

1、学会本课9个生字，正确读写新词。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喜欢的部分。

过程与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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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学法

自读自悟，小组合作学习，全班汇报交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课文内容，感悟课文借种树喻育人说明的深刻道理，能
联系生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

理解课文内容，感悟课文借种树喻育人说明的深刻道理，能
联系生活实际谈自己的体会

2课时

cai课件。

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含义深刻的句子，通过自读自悟、合作解
疑、联系实际谈感想等形式进行深入的探究，指导学生通过
编演课本剧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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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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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苗会枯萎的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
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3）“不止是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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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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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背诵。

2、抄写生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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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级语文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教学一~三题。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过程：

一、教学第一题。

1．教学第一部分。

（1）学生读题，问：这句俗话是什么意思？

（2）学生根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知识来回答。

（3）这句话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多不多？（使用广泛）

（4）小结：像这样的句子叫俗语，它是为群众所喜爱并广泛
使用的语句，有着具体的含义。

2．教学第二部分。

（1）生读五个俗语，听说过吗？看看各自讲了什么意思？

（2）指名说说意思。

（3）教师适当补充。作小结。

3．教学第三部分。

（1）本地也有俗语，请同学回忆生活中知道的当地俗语。
（交流、讨论）

（2）指名说一说，评议。

（3）拓展：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注意发现和搜集俗语。把语文
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养成时时学、处处学的好习惯。



二、教学第二题。

1．诵读词语，指导读准字音。

2．讨论每条词语的大概意思。

3．生练说这些词语的意思。（明白这些都是和中国传统戏剧
有关的词语。）

4．读讲词语故事，引导学生学习分类积累词语。

5．学生练习背诵。

三、教学第三题。

1．读题，明确要求。

2．指明这段话选自《姥姥的剪纸》。

3．指导观察书写格式，指名说说书写时哪些字需要特别注意
的？提醒学生注意字的笔画和间架结构。

4．练习描红，及时小结。注意行款布局。

教学目标：教学第四题口语交际。

教学重点：注意解释时的态度，说话要通顺连贯。

教学难点：表达是否流畅、准确。

教学过程：

一、审题。

1．指名读题。



2．帮助弄清本次口语训练的要求。

3．指导：

（1）读读题中所列的三种情况，思考应该怎样去解释。

（2）分组分问题练说。

（4）推荐代表表演。师生评议。

4．反馈。

（1）指名说说被人误会时是怎样解释的？

（2）说说本次口语交际训练后有什么收获？

（3）评议小结：说话的与其和态度要得体，说话要通顺连贯，
声音要响亮，速度要适中。

教后小记：

小学级语文教案篇六

1、培养学生总结课文内容，归纳主旨的能力。

2、通过课堂讲演，提升学生自信心

3、使学生大致了解历国人飞离地球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以
及取得的成果

4、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之对于航空航天知识有所了解，进
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

掌握相关的词汇。



1、对句子的理解：

“尽管遭受了无数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坚定而执著的炎
黄子孙却始终没有放弃飞离地球的努力。”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规模、技术最复杂、安全性和
可靠性要求的跨世纪重点工程。”

“它同时也充分表明：中国几千年的梦想，几代人的执著追
求，以及数十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奋斗，终于在今天成
为了美好的现实。”

2、板书： 梦

3、同学们，大家有梦吗?说说看你们都有什么梦?

很好，千年前，古代的人们一直在做一个梦，这个梦是――

对，飞天。但是这个梦一直都没有实现，直到现代才由航天
人员们圆了这个梦，那就是，神舟飞船的上天。

跟我一起念，千年梦，圆在今朝(齐读)(板书千年)

4、大家想想，“千年梦”是什么(飞天的梦想或者上天等
等)?

5、那“圆在今朝”又是指什么呢?(神五上天等等)(个别回答，
3-4个，答案不一定，与内容有关即可)

6、那谁来总结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古代的飞天梦想，
神舟飞船的上天2-4个，答到即止)

回答得很好，让我们一起来朗读文章第一至三自然段，飞离
地球预备，起



9、那么，古代的这些想法有什么特点呢?谁来说?(1-2个，存
在于传说之中，并没有真正实现，或者想象)

“(但是这些都只是想象中的内容，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直到明代才有个人真正地尝试了飞天，他的名字是――”

万户

很好，虽然万户的飞天尝试很遗憾地失败了，但是他的科学
精神却遗留至今，大家阅读第4至9自然段。

首先看第四自然段，尽管遭受了无数失败，预备，起――

10、大家说，这段话在文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承上启下)

11、那承接上文的有哪些部分呢?

尽管遭受了无数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

12、大家能举个例子说明是什么代价吗?

万户

13、嗯，那开启下文的部分，也就是后半句了，它说明了什
么呢?

说明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飞天的梦想，而始终坚
定执着，不断努力。

14、这体现了怎么样的航天精神?(想想看，即使失败了也没
有放弃，而是始终坚定执着，不断努力。)

坚持不懈

15、对，那我们的航天人最终成功了没?



16、哪件事情证明他们成功了?

神舟五(六)号上天

嗯，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圆了飞天的梦想(板书圆)，但是这
过程极为艰辛，大家看到第七自然段，一起来读，1992年9
月21日，预备，起――(齐读)

17、文中哪句话说明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困难?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规模、技术最复杂、安全性和可
靠性要求的跨世纪重点工程。

(如果回答其他的内容，则为措施或者付出的代价)

18、嗯，很好，请坐，那谁来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呢?

显示出的巨大勇气和决心，也充分说明了中国航天工作者为
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辛勤劳动。

一百一十多个单位直接承担了任务，协作单位则多达三千多
个;

夜以继日地苦战攻关：

铺盖搬到工厂车间;

等等全段剩下几句

21、这体现了哪些航天精神?

热爱祖国，团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

(引导，他们这么拼命努力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那么体
现的航天精神有，热爱――祖国，由三千多个单位合作，这



个需要怎样的精神?团结合作，很多人还没看到梦想的实现就
猝然长逝，一心奉献不求回报，这体现了――默默奉献的精
神，)

大家知不知道，在酒泉航天城有一座烈士陵园，(ppt)这里面安
葬了500多名烈士，他们为了祖国的航天梦坚守岗位，拼命工
作，直到最后牺牲生命。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民族，
最可爱的人们。他们没有歌手明星的光鲜亮丽，也没有政客
呼风唤雨的权力，但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神五神六等等飞船
的上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祖国的强大与富强，在酒泉，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墓碑，姓名，生前所属的单位。让
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22、大家是不是对我们的航天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好，现在
就让我们把内心的情感，化成我们的热情，一起来读这段话。
载人航天工程，预备，起(齐读，领读)

23 、终于是成功了，我们中华民族延续了千年的航天梦，在
这个时刻，终于是圆满完成了。大家想不想看看火箭发射的
画面呢?(播放视频)

24 、回过头来，我们神舟五号也就是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
功，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几千年的梦想，几代人的执著追求，以及数十年坚持不
懈、锲而不舍的奋斗，终于在今天成为了美好的现实。

25、嗯，谁来理解一下这句话?

好，你认为该怎么读?好，就请你带领大家一起来读。

多了两个人

对，神五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载人航天的能力，神六则说明我



们的飞船可以承载多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在太空
的环境下，多一个人都需要诸多的变化和调整。让我们一起
来朗读最后两段，完成我们的千年梦(齐读，领读)。

回顾总结：

我们今天学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航天梦想，谁来总结一下这
中间体现了哪些航天精神?

热爱祖国，团结合作，默默奉献，勇于探索，锲而不舍

对，正是这些航天精神，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刻苦钻
研，默默奋斗，直到最后圆梦。而载人航天之后，我们还将
发射空间站，探索月球，火星，航天精神，将会一直延续下
去。好的，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小学级语文教案篇七

1.领会汉字的文化内涵，确定中心意思练习写作。

2.注意围绕中心意思，从不同的方面或选择不同的事例来写。

3.学习写文章前先列提纲的方法。

注意围绕中心意思，从不同的方面或选择不同的事例来写。

选择的材料要能够表达中心意思。

课件

一、观察汉字，领悟内涵

1. 【出示课件2】

甜 乐 泪 暖 悔 望



迷 妙 变 忙 寻 让

2.教师讲解引导：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每个汉字都有其丰富的文化
内涵。看到一个字，我们就可以想到汉字的意义，想到由这
个汉字组成的词语，想到与这个汉字或词语有关的事情等。
同学们看一下屏幕上的汉字，选择感受最深的一个，和同学
交流一下，说一说你对这个汉字文化内涵的理解。

3.检查指导。

【出示课件3】

例：甜

（1）甜是像糖或蜜的滋味，如甜食，糖是甜的。

（2）比喻使人感到舒服的一种感觉，如甜蜜的生活，甜言蜜
语等。

（3）还能想起好多由“甜”字组成的词语：酸甜苦辣、忆苦
思甜、苦尽甜来……

二、确定中心，列出提纲

1.从屏幕上出示的汉字中，选择一个感受最深的汉字写一篇
习作。首先根据汉字的文化内涵确定自己要写的中心意思。

2.根据中心意思，先列提纲，确定出自己选择的事例或哪几
个方面。

3.提纲示例：【出示课件4】

题目：甜



示例：1.爷爷为我做的排骨米饭。

2.妈妈给我买来好看的衣服。

3.我生病了，爸爸在医院守着我，给我讲故事。

三、交流提纲，互提建议

1.把写好的提纲和同学交换，请同学读一读。

2.看看同学的提纲，选择的'材料是不是能够表达中心意思，
提出合理的建议。

3.根据同学合理的建议做修改。

四、独立思考，认真写作

1.根据修改后的提纲写作文。

2.注意重点部分一定要写详细、具体。

本次习作的教学目标是要学生将学到的写作方法直接运用到
写作中去。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就是体会文章是怎样围绕中心
意思来写的，学会从不同方面或选取不同事例，表达中心意
思。这次习作要求学生从汉字的文化内涵出发，确定中心意
思，然后选取合适的材料写一篇习作。这个要求与本单元的
教学重点是吻合的，一脉相承。

教学中，我注意了指导，提供了范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果以习作例文做例子，列出选材的提纲，然后再让学生列
提纲，可能实效性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