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篇一

预设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理解罢了、一丝不苟等词语。

2、研读体会聋哑青年画画的认真及高超的画技，并能有感情
地读出自己的感受。

3、初步学习通过行为举止写出一个人的特点。

预设流程：

课前谈话：

板画竹子，送出礼物，评价竹子，激活好词储蓄，引导回顾
成语故事胸有成竹，谈话激励自信地表现自己。

一、揭题引入

读题，大胆猜测课题的意思。

二、初读证实

1、自由读课文，标自然段，划生字词，想想题目的意思是否
正如自己所料。



2、交流证实。

3、那题目这句话是说谁呢？（聋哑青年）作者认识吗？（换
词理解罢了）

4、默读课文，你能用课文中的一些词来说说这是一位（

）的青年。（举止特别、爱鱼、）引导理解举止，它经常和
行为连用，行为举止。

5、从一个人的举止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个人，这为青年到底
是一个怎样的人，让我们跟随作者去观察观察这位青年的行
为举止。

三、研读举止

1、默读课文，找出写青年行为举止的句子，读一读，从他的
举止中你能感受到什么？把你的感受用一两个词简单地写在
句子旁边。

2、交流反馈。

句一：第七自然段。

（1）指名读。

（2）闭上眼睛想像一下，会看到些什么呢？

（3）想像说话，仿佛看见青年在画鱼的。

（4）边读边想像画面，从他的行为举止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从哪个词体会到的？（一丝不苟、细致、很快）

一丝不苟还可以用什么词？（仔仔细细、专心致志）



引读：他有时工笔细描，把金鱼的鱼鳞仔仔细细

他有时工笔细描，把金鱼的'嘴巴专心致志

（5）把你的感受读出来。评读。

（6）男、女生合作读。

（7）小结评价：你们的朗读使我犹如身临其境一般，我觉得
我就在那位青年身旁看他画画，忍不住夸夸他：这年轻人真
厉害，把鱼都画活了！

（8）你们也来夸夸吧？（指导称呼、夸的语气、用词、动作
等）

（10）练笔：

一位老人不住点头称赞
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位青年__________赞叹
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群孩子__________叫
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反馈夸，引导进入角色夸。

（12）其中一个女孩惊奇地叫起来，生读。那是情不自禁的
脱口而出，再读。

四、总结交流

1、先游到了我的心里。就像文与可画竹子一样，先做到了胸
有成鱼。



2、用上关联词说说鱼游到了纸上和先游到了我的心里他们之
间的关系。（因为所以）

3、现在我们观察了他画画，对这位青年有了一些了解，现在
你认为这位青年是一个（

）的青年？

4、总结；作为聋哑人，要让鱼游到纸上，要比正常人付出更
多，那么他是怎样先做到让鱼先游到自己的心里呢？我们下
节课在去观察他的其他一些举止？我们会收获更多，得到更
多的启发。

5、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想跟这位聋哑青年说，你可以和作者一
样跟他进行笔谈。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篇二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课文中的聋哑青年做事勤奋、专注的
优秀的品质。

2.学习作者留心周围事物和描写人物的方法。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理解“鱼游到了纸上”和鱼“游到了我的心
里”的意思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受到启发；学习作者
留心周围事物和注意积累材料的方法。

【教具准备】生字、生词卡片。

【教学时间】3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3.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一、谈话，导入新课

1.同学们，我们学习27课。（板书：鱼画到了纸上）

学生：老师，您写错了，是“鱼游到了纸上”，不是“鱼画
到了纸上”

老师：（故作愕然）不对吧，鱼怎么会游到纸上呢？

学生之间的争议引入课文。

二、检查预习

上一节课老师已经布置同学们预习这篇课文，现在检查一下
预习情况。

1.想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鱼游到了纸上”的意思是什
么？

(“我”去玉泉观鱼，认识了一位残疾青年，他每个星期天都
来这里画金鱼。“鱼游到了纸上”意思是说这位青年画的金
鱼十分形象生动，像活的那样在纸上游动。学生可以从整体
感知课文内容，只要大致说出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就行了。)

2.你是怎么知道这位青年是聋哑人？找出课文中的有关语句。
(“从来不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反应”，和他胸前佩戴
的“福利工厂”的厂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聋哑青年。如果



是会说话的人，不可能从来不说一句话；如果是听得见的人，
那么在众人的赞叹、议论声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反
应”；“福利工厂”一般是专为残疾人开办的工厂。)

三、初读课文，理解内容

1.学生默读课文，画出有关“鱼游到了纸上”和鱼“游到了
我的心里”的句子。

2.轻声朗读课文，试着给课文分段，想想每段讲了什么。

3.指名给课文分段，说说每段的段意。学生讨论。

第一段(1-2自然段)讲“我”常去玉泉观鱼。

第二段(3-4自然段)讲“我”在金鱼缸边认识了一位举止特别
的青年。

第三段(5-8自然段)讲“我”通过看这位青年画金鱼，对他有
了更多了解。

第四段(9-13自然段)讲“我”对这位青年产生了敬佩之情。

4.出示生字生词卡片，用指名读的方法检查生字读音。提醒
注意“致”是翘舌音，“聋”是后鼻音。

5.指名分段朗读课文。教师纠正读音和停顿不恰当的地方。

四、布置作业

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课文中的聋哑青年做事勤奋、专注的



优秀的品质。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过程：

一、指名朗读第一、二段

二、提问

1.“赏心悦目”是什么意思？作者在玉泉观鱼时为什么会有
这种感受？

(“赏心悦目”的意思是指因欣赏美好的景物而心情舒畅。因
为玉泉的“池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
游去”，这样美好的情景看在眼里自然觉得心情舒畅愉快。)

2.想想第一段的哪句话引出下文？(“十几缸金鱼”。)

(“举止”，动作、神态。“我”是在金鱼缸边认识那位举止
特别的青年的。他“特别”的地方就是“爱鱼爱到了忘我的
境界”。即爱鱼达到了忘掉自己的程度。)

三、抓住重点，理解课文内容

1.学生默读课文二、三、四段，思考问题：这位青年“爱鱼
爱到了忘我的境界”，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找出课文中
的有关句子。

2.学生讨论思考题。

(“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水
里游动”“……有时……有时”“他好像和游鱼已经融为一
体了”“太阳快下山了……那位青年还在金鱼缸边画画。他
似乎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自己。”“为了画好金鱼……常
常忘了吃饭，忘了回家。”等)



3.提问：

(1)“金鱼游到了他的纸上来啦！”指的是什么？说明了什么？

(青年画的鱼仿佛活的一样在纸上游动，引起了人们围观和赞
叹。说明他对鱼的特点非常了解，画得非常像。)

(2)“融为一体”的意思是什么？说明了什么？

(融合在一起的意思。他和金鱼融合在一起，好象自己也成了
金鱼，这正是达到忘我境界的集中表现。说明这位青年画鱼
非常勤奋、专注。)

(青年对鱼的特点非常熟悉，在心中已经形成了金鱼的清晰、
准确、生动的形象。一个“先”字点明了“游到了纸上”
和“游到了心里”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把鱼画得像，画得活，
必须反复观察，使头脑中的金鱼形象、生动。鱼“游到纸
上”是“游到心里”的结果，鱼“游到心里”是“游到纸
上”的前提和原因。这位聋哑青年之所以能使鱼“先游到”
自己的心里，是他勤于观察，刻苦练习，达到忘我境界的结
果。)

四、学生自由朗读课文

五、布置作业：练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人教版四年级下册)]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篇三

这篇课文是第八册第七单元的一篇讲读课文。这个单元的重
点训练项目是：“注意积累材料”。积累材料是以仔细观察
作为前提的。只有通过仔细观察，才能达到积累的目的。这
一课有两个观察角度：一个是作者通过仔细观察青年的一举



一动，把聋哑青年写“活”的;二是聋哑青年通过仔细观察鱼
的每个部位和鱼游动的样子，把鱼画“活”的。

二、教学目标：

1、抓住课文主要内容，学习课文中聋哑青年做事勤奋，专注
的优秀品格。

2、学习作者留心周围事物和注意积累材料的方法。

3、学习本课的生字词。

4、练习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三、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鱼游到了纸上”和“鱼游到了我的心里”的意思及
两者之间的关系。

2、学习作者怎样留心周围的事物和积累作文材料的。

四、教具准备：幻灯片

五、教学方法：合作学习。

六、课时分配：二课时。

七、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1、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2、学会本课的生字词。

3、给课文分段，并学习第一段。

二、教学过程：(略)

第二课时

一、教学内容：合作学习课文二、三、四段。

二、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学习聋哑青年勤奋、专注的优秀品
质。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体会作者留心周围事物和注意积累材料的方法。

三、教学重点、难点及突破的方法：

1、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合作学习，理解“鱼游到了纸上”和“鱼游到了我的心
里”的关系。

2、突破的方法和途径：

(1)、紧扣“游”，渗透整篇文章。

(2)、通过幻灯、质疑、小组讨论、朗读、精心设计练习等多
种形式来让学生动脑、动口、动手达到解难释疑的目的，从
而培养学生的读、思、做、议、说的语文能力。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提出学习目标：

(1)、通过抓重点词、句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2)、理解重点句子的含义。

二、品味课题。

1、板书课题，审题质疑，激发情趣。

引导：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27课，板书：《鱼游到纸上了》。
看了课题，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学生质疑)老师归纳梳理，出
示两个主要问题：

(1)、为什么鱼会游到纸上?

(2)、鱼怎样才能游到纸上?

2、各小组自读课文，体会理解课题中“游”的意思。

(学生答)板书：画

三、品读“勤奋画鱼”。

出示学习提示：a、自由朗读课文：边度边思考所提出的问题;

b、讨论，并完成填空练习;

c、体会理解所填的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

1默读课文，划出青年画鱼的句子。板书(画鱼)

2小组之间按提示要求讨论交流，合作完成。

小组推荐代表读填空练习：



3小组议说――从所填词语中得到的体会。

师：有不理解的词吗?(用文中的句子理解这两个词。)(用自
己的.话理解)“工笔细描、挥笔速写”

用自己的话谈谈你的理解

师：你能想象青年有多细致吗?画得怎么样?

生：(鳞、鱼眼)

4出示图片

师：哪张是工笔细描，哪张是速写?为什么?

生：细描(细致)速写(形象生动)

5师：我们怎样用读来表达青年画鱼的感觉呢?，试着读读吧!

生：自由读

生：评价

师：想读的同学都站起来吧!齐读

6品读“鱼游到的纸上”

师：从同学们朗读中我们仿佛看到一条条鱼游到纸上。当时
在场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说的?

生：指名读

师：这句话中哪个词用得好?

生：“游”



师：一个人鸟画得好，我们可以用什么词说?(鸟儿“飞”)

一个人猫画得好，我们可以用什么词说?(猫儿“跳”)

一个人花画得好，我们可以用什么词说?(花儿“绽放)”

师：这使我想到平时同学们在写作文要学会用词恰当，词用
准确了，也就将意思准确、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

师那就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哟……啦”

生指名读齐读

7指导朗读有关“画鱼”的段落，小组比赛读，达到流利有感
情地朗读。

8观察课文插图，学生即兴表演围观者的赞叹、议论，肯定青
年画画所取得的成绩。(创设情景)

四、体会“青年爱鱼”。

1师述：大家赞叹、议论、甚至惊叹，而他有什么反应呢?

生：(“专注”“聋哑人”“与鱼融为一体”)

2师：文中哪些句子可以看出青年与融为一体，画鱼很专注。

4生：找句子轻声朗读这两段话

5师：眼睛看的，笔下画的，心里想的全是鱼!他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自己，用书上的话说，这就是-----(忘我)

6师：让我们悄悄地走进青年画鱼的境界中，谁能把老师也带
到那种境界，读读这两句话：



7出示(围观……一体了我仍旧……忘记了自己。)

还不够痴，谁再读

8你们能够将鱼画到指上吗?看见了为什么画不出来?青年有什
么特别之处?

9各小组自读第二段，边读边想：他是如何观鱼的?并划出描
写他“举止特别”句子。

10小组充分展开讨论，合作解疑。

小组推荐代表读：表现他“举止特别”的句子。

出示比较句子：

a、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水
里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b、他一个人站在金鱼缸边，看着金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不说
一句话。

比较两个句子的异同，体会哪个句子更好。

11生评议说：从“老是”、“呆呆”、“静静”、“从来”
这些词语中体会到了什么?

12创设情景理解观鱼忘我。

师：同学们，你们是否留意“每个星期天”什么叫每个星期
天?

是这样吗?我们去看看!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你来到玉泉，来到茶社的后院，你



看见……他老是……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星期天你来到玉泉，来到茶社的后院，你
看见……他老是……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你来到玉泉，来到茶社的后院，你
看见……他老是……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星期天你来到玉泉，来到茶社的后院，你
看见……他老是……

用书上的话说因为他-----(爱鱼爱到了忘我的境界)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将一个观鱼如痴如醉的青年展现在我们
眼前。

14指导朗读“爱鱼爱到忘我的境界”的句子。

通过练习、朗读、议一议、说一说这个重点句子的含义。

a、说他“特别”，因为他爱鱼爱到了忘我的境界。

b、他好像和游鱼已经融为一体了。

师述：我们体会到这位青年的确爱鱼爱到了忘我的境界。他
废寝忘食地观鱼，做到了“眼中有鱼”;一丝不苟地画鱼，才
使鱼跃然于纸上。

15处理课前学生疑问1、为什么鱼会游到纸上?

16点燃学生对聋哑青年勤奋、专注的优秀品质的钦佩和感动。

师述：这位聋哑青年身患残疾，学画不到一年多，就把鱼画
得栩栩如生，你们有何感想?(生议说)



生板书：勤奋专注身残志坚等

五、感悟“画鱼心得”。

1各小组自读第四段，边读边想：鱼怎样才能游到纸上?

2划出有关句子。“先游到了我的心里”。

板书：鱼“游到了心里”

3分组合作讨论，交流反馈。

“游”怎样理解?(生答)刻或印或记……板书(记)

4师述：胸有成竹再画竹，心中有鱼才画鱼。

换课题为：鱼画到了纸上。

换句子：把鱼画到了纸上。

鱼被画到纸上。

生议说：行不行?哪个更好?板书：(活)

5师生共同合作，突破难点，理解“游到纸上”和“游到心
里”的关系。

生用箭头表示“鱼游到纸上”和“鱼游到心里”的关系。

出示句子训练：用关联词语将两句话说成一句话。

“鱼游到了纸上”

“鱼游到心里”



6落实单元训练重点-----注意积累材料的方法。

师述：由此可见，不仅要做到眼到，而且要做到心到，才能
做到笔到。换句话说，只有全神贯注，细观察，做到心中有
数;在加之勤练笔，多积累，才能做到下笔有神。

板书：细观察勤练笔

师述：这就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平时
作文就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就能写出内容丰富、
生动的作文。

六、布置作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八、板书设计

27、鱼游到了纸上

(勤练笔)画勤奋专注

(细观察)记身残志坚

活

鱼游到了心里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篇四

教学目标：

1、认识4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花港、清澈、
一壶茶、鱼缸、聋哑”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忘我”，体会聋哑青年画画时的专注和勤奋。

教学重点：在有感情地朗读中理解、感悟描写青年画鱼、看
鱼的句子，感受聋哑青年做事勤奋，专注的优秀品质。

教学难点：理解“鱼游到了纸上”与“鱼游到了心里”的联
系。

（一）、课前谈话

做游戏——“走迷宫”（拿笔记下自己的答案）

采访“优胜者”，说说你为什么能这么快走出迷宫，有什么
秘诀吗？

我们学习也同样需要做到“四到”：耳到、眼到、口到、心
到——聪

同学们，刚才老师从你们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品质，知道是
什么吗？（专心致志）你知道还有哪些词意思跟它差不多的？
随机出示词卡（聚精会神、全神贯注、……）

（二）、激疑导入

俗话说得好：“鱼儿离不开水。”可今天呀，这活泼可爱的
鱼儿却游离了水中，游到了纸上。[板书：鱼游到了纸上]对
此，你有什么看法呢？（鱼怎么会游到纸上呢？鱼为什么会
游到纸上呢？）是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幻灯出示插
图]瞧，这群鱼在纸上游得多快活呀！谁来用自己的话介绍一
下这幅图呢？（谁在干什么？）

（预设：一个年轻人在专心致志地画金鱼，他画的金鱼栩栩
如生，围观的群众不停地赞叹着，议论着。）

（三）、整体感知



师：你真会观察！那课文又是怎样具体地写年轻人画鱼的呢？
[板书：画鱼]请找出有关的'句子做上记号。别忘了用心地去
读读书，尽量读正确、读流利，还要注意本课的生字新词。

1、学生自主读书、识字

2、检查认读情况

师：读完的同学请站起来读生字新词

[课件出示]

花港罢了境界绣花挥笔厂徽

一壶茶金鱼缸聋哑人

清澈见底赏心悦目一丝不苟融为一体

师：同学们有信心接受老师的考验了吗？

a、请一小组开火车读词语

b、字形上指导“港、徽”

c、重点理解“清澈见底、赏心悦目”

师：看来同学是有备而来，预习得真充分。那老师刚才给你
的任务完成了吗？

（四）、品读“画鱼”

汇报：年轻人怎样画鱼呢？指名读

[课件出示]他有时工笔细描，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
画下来，像姑娘绣花那样细致；有时又挥笔速写，很快地画



出金鱼的动态，仿佛金鱼在纸上游动。

师：读完这句话，你获得了什么信息？（或者问，有没有哪
个词难倒了你呢？）

预设：什么叫“工笔细描”？什么叫“挥笔速写”？

生：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画下来，这就叫“工笔细
描”；

师：对，这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从这个动作中你感受到了
什么？（这个青年画鱼很认真，很细心）正因为画的细，所
以他画的速度就——特别慢，谁来读读。

生：很快地画出金鱼的动态，这就是“挥笔速写”。

生：从“游”字我读出了青年把鱼画活了，跟金鱼缸里的鱼
一样可爱，特别逼真。

师：画纸上的鱼那么逼真，你能用几个成语来赞美一下吗？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师：看来咱们班同学积累的词语很丰富，平时一定花了不少
心思，真好，好习惯会受用一生呢！

（五）、品读“看鱼”

a[课件出示]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静静地看着
金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齐读这句话，体会青年人是怎样看鱼的？你又是从哪些词体
会到的？

生：“呆呆地静静地”



师：能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来理解很好，那老师就奖励你来
读读这句话。

生：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专心致志地看着金
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生：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全神贯注地看着金
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生：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聚精会神地看着金
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生：我划了“呆呆地”，这里的“呆呆地”是说他看得很投
入，入迷，入神。

师：那会是怎样的入迷呢？引读

（可以想象那两只眼睛——目不转睛；两只脚——不动不动；
就连旁边的蝴蝶飞过——觉得自己…）

师：是呀，就是这样的投入、专注。谁愿意再来读读这个句
子。指名读。

生：我从“老是”体会到他经常这样，不止一次。

生：“从来不说一句话”也能看出他看鱼时专心。

师：是呀，别人可能会边看边与旁边的人一起交流，而他却
不是，哪怕说句话也怕打扰了缸里的金鱼。

齐读，那让我们一起读出年轻人当时的专注来。

师：同学们，如果把我们此刻所有的感受汇聚成一个词，可
用文中的哪个词来说？



[板书：忘我]

师：多么闪光的字眼，多么执著的精神啊！它饱含了年轻人
观鱼时的专注与投入。

b那么你还从哪里也能体会到他看鱼时的“忘我”呢？

[出示课件]他学画才一年多，为了画好金鱼，每个星期天都
到玉泉来，一看就是一整天，常常忘了吃饭，忘了回家。

女生读

说说自己的感受

[出示课件]

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水里
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他学画才一年多，为了画好金鱼，每个星期天都到玉泉来，
一看就是一整天，常常忘了吃饭，忘了回家。

两个句子连起来读一读

想象说话：请用上下面的句式来说说你的看法

这个青年看鱼时，看见了-------------，看见了----------
---，忘记了-------------，忘记了-------------。

（指导：他看到一条金鱼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望着他，好
象——他还看到——（说

悄悄话捉迷藏追逐嬉戏）

（六）、总结课堂



板书：

鱼游到了心里（观鱼）专心致志全神贯注聚精会神

忘我

鱼游到了纸上（画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鱼游到了纸上教学设计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对青年“画鱼”“观鱼”重点句的品读，能理解“鱼
游到了纸上”和“鱼游到了心里”的关系，并能体会、学习
青年做事勤奋、专注的品质。

2．通过观看插图想象人们议论的情景，运用作者观察和描写
人物的方法，能说一句或一段话。

3．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中的一些重点语句。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体会文章说明的道理，体会青年做事勤奋、专注的
品质。

教学难点：

理解“鱼游到了纸上”和“鱼游到了心里”的关系。

教学准备：

音乐、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试读标题

二、生字检测，扫清障碍

自由朗读课文后，教师课件出示词语，检测预习情况。

再次出示“花港一丝不苟厂徽聋哑青年”，让学生用自己的
话把这些词语穿起来，引导学生学会抓住重点词语概括课文
主要内容的方法。

三、品读课文，认识青年

（一）画鱼——鱼游到了纸上

1．找出能直接表现青年人画鱼画的好的句子（“哟，鱼游到
了他的纸上来啦！”）女孩是在赞美青年吗？从哪个字读出
来的？注意让学生读出赞叹的语气。

2．青年画鱼画得好，所以我们说——。他究竟是怎样画鱼才
让鱼游到了纸上的呢？请默读课文7—14自然段，画出课文描
写青年画鱼的句子。

出示课文内容，理解什么是“工笔细描”，什么是“挥笔速
写”？引导学生轻声读读这个句子，找出答案。

男女合作齐读课文。女生做事细致就读工笔细描句，男生粗
犷潇洒就读挥笔速写句。

师进行学习方法归纳：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词语的是理解词语
含义的重要方法。

3．归纳总结，有哪些词语能描述表达一个人画画画得好？提
问，出示课件。

思考：看青年画画的可能会有哪些人？他们分别是怎么赞叹



青年的？引导学生思考，描述。

老人——老人会说什么？他应该怎样说？加上一点神态、动
作。

小孩——小孩会说什么？他应该怎么说？加上一些动作、神
态。

（二）观鱼——鱼游到了心里

1．聋哑青年是怎样使金鱼游到自己心里去的？快速浏览课文，
找找答案。

3．青年是怎么看鱼的？静静地！看了多长时间？理解每个星
期天。

联系说话：课件出示

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你来到玉泉，来到茶室的后院，你
看见——

看来那个青年的确在看。春天过去了，夏天到了，在一个烈
日炎炎的星期天，你又看见——

用一个词语概括青年的品质——坚持不懈

四、升华主旨，学习青年，说出相对青年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