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 牛郎织女二公
开课教案设计(大全8篇)

四年级教案能够帮助教师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资源，确保教
学进度的顺利进行。在教案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的教
学思路和教学设计。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一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整个故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在学
生讨论交流时体现)

2、领悟课文的语言特点。(在学生写讨论交流时体现)

1课时

1、把课文和各个段都发送到网页上。（到时学生交流体会时
可以叫同学点击段落进行浏览了）

一、听故事，导入新课。

同学们，前面几节课我们已经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梳理了
一遍，也要求你们课后去练习合作讲故事，下面我们听听同
学们讲得怎样，好吗？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想说什么呢？
（5分钟）（板书）

二、网上学习。

1、自主探索，谈感受。

（1）接下来请同学们进入我们的崇德小学网点击“我的课
件”进入我们的课题《牛郎织女》（二），先点击“讨论交
流”，轻声地读一读。



“学完这个故事，你们有何体会大家可以从内容情节、思想
感情、写法上受到的启发、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绚烂辉煌
等论故事中的人物、文章中的情节或者对故事你们也可以有
自身的发明等。”（先在小组中进行交流，然后把你最想说
的话用最简练的语言把它写在word里。完成后请以自身的名
字为文件名保管在c盘，然后“提交作业”，再到“网上邻
居”去看看其他同学说什么。好，小组学习现在开始。

谁来说说呢？

接下来请同学们点击“阅读提示”全班读一读要求，再小组
合作学习。

（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丰衣足食、自由幸福
的理想，赞美了牛郎织女善良、老实、勤劳的品格和敢于斗
争的精神，抨击了王母娘娘代表的专制、残酷的封建统治。）

教师小结：这个故事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反映劳动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把劳动人民当时不能实现的愿望都寄托在故事
里。这也是我们民间故事吸引人的地方。

五、扩展活动。

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民间故事吗？

下面我们就上网找一些自身喜欢的民间故事，找到后请把你
喜欢的文章拷贝下来，以故事的名称保管在c盘一个以“民间
故事”为名的文件夹内。当然假如你的搜索有困难，你也可
以通过网上邻居了解一下同学搜集情况。假如他搜集到的故
事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拷贝下来。

六、安排作业。

1、课外到图书室或是自身的小书橱里搜集几篇自身喜欢的民



间故事，我们将在班队课上进行交流。

2、把你们的感受写成文章。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二

一．教学要求：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8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会用“心急如焚”、“霎时间”造句。

4．观察夏夜的天空，找到天河、牛郎星、织女星，将观察的
结果写下来。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指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体会
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教学准备：

1．相关的投影片，影音文件；

2．生字词小黑板；

3．学生自己搜集的有关民间故事的资料；

4．一张夏夜星空图。

男耕女织

13.牛郎织女痛失老牛



夫妻离散

鹊桥相会

第一课时

一．揭题，审题

二．初读课文，检查自学情况

1．出示课题。

2．审题：（1）你了解民间故事吗？能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
内容吗？

（2）读了课题，你有什么想问的？

3．谈话：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吧。

1．轻声自由读课文，要求：尽量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出示生字词。

3．齐读生字词。

4．提问：这些字在书写时要注意什么？

3．尝试听写，并检查反馈。

4．齐读生字词。

5．轻声再读课文，要求：遇到不理解的词语，尽量自己通过
联系上下文或动手查阅工具书来解决。

6．组织交流。



10．指名分段朗读课文，要求：正确、流利。

12．小结：一（1）二（2--3）三（4）四（5--7）

1．齐读课题。

2．指名交流。

1．按要求自读课文。

2．指名领读齐读。

3．指名正音。

4．齐读。

5．指名回答。

6．指名补充。

7．尝试听写。

8．齐读。

9．按要求轻声再读课文。

10．指名交流自读情况。

11．听读，正音。

12．轻声练读课文，并且思考。

13．指名回答。

三．小结



第二课时

一．检查复习

二．指导精读

1．小结：通过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2．布置作业：（1）听写词语；

（2）熟读课文，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片段，将它用笔描画下
来；

（3）了解民间故事的有关知识。

1．听写词语。

2．指名分节读课文。

3．组织交流搜集的有关民间故事的知识。

1．导入谈话：牛郎织女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这一点我相信你
们在朗读中已经体会到了。下面。谁愿意来做故事大王，还
可以带上你的图片呢！

2．指名上台做介绍。

3．补充提示：他讲出了这个民间故事的特点了吗？谁来给他
补充。

4．阅读相关小节，出示思考题：

（1）牛郎有着什么特点？

（2）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来？勾画出来。



（3）该用什么语气来表述？

5．请小导游出示图片和影音文件，请同学们感受这些特点。

6．指导朗读：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指导说话：现在，谁愿意做个故事大王，来为我们有条有
理地介绍一下这个情节。1．指名交流。

1．听写。

2．听读，评议。

3．交流资料。

1．指名上台做介绍。

2．指名补充。

3．阅读相关小节，思考。

4．指名回答。5.指名补充。

6．看图片，感受。

7．交流感受。

8．齐读这一节。

9．尝试练说。

10．同桌交流。

11．指名说。



12．指名评议并补充。

三．小结8．谈话：刚才我们是怎么来学习做个故事大王的？
回忆一下，自己培训一下，学习你最想介绍的一部分，准备
给大家介绍。

9．组织交流。

10．提示评议：他介绍出了这个情节的特点吗？你有补充吗？

11．朗读指导：同学们介绍得好，课文叙述得更好，大家能
把它读得让我身临其境吗？

12．齐读课文2--6小节。

13．提问：（1）读了课文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2）这一部分与下文有什么关系？

14．齐读第7小节。

15．提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理解的？

16．提示：（1）你认为织女有什么勇气？

（2）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什么？

17．齐读第6小节。

2．布置作业：（1）听写词语；

（2）熟读课文，复述课文；

（3）造句：像--



宛如--

13．自学相关课文，标注重点语句。

14．同桌练习说。

15．指名上台做介绍。

16．根据课文内容，评议，补充。

17．尝试练读。

18．指名读，评议。

19．尝试齐读。

20．指名回答。

21．指名补充。

22．齐读。

23．指名回答。

24．指名补充。

25．指名回答。

26．指名补充。

27．齐读。

1．指名交流。

第三课时



进行课堂练习（4）写出本文的中心思想。

1．布置课堂作业：

（一）听写词语：

（二）组词：

褐（）峻（）宛（）湛（）

喝（）竣（）碗（）甚（）

渴（）俊（）婉（）

（三）反义词：

独特（）凝重（）

壮丽（）害羞（）

（四）造句：

（1）……像--

（2）宛如--

（五）从2--5小节中，任选一节默写：

（六）问答：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的？故事表达了什么？

（七）写出句子的意思：

听说织女要留在人间，姐妹们都很佩服她的勇气。

1．完成课堂作业。



[牛郎织女教案教学设计]

小学语文课《牛郎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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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1、独立阅读课文，能讲这个故事。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整个故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3、初步感受到民间故事的美好熏陶。

4、引导学生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和
为之奋斗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故事。领悟故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难点：在感悟中受到热爱自由、勇于抗争的品德熏陶。

教学准备：

相关古诗词、家乡传说故事

教学时数：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古诗引入。

1、读一读

齐读秦观的《鹊桥仙》

2、过渡：

“佳期如梦”，牛郎织女的美满生活到底出现了什么变故呢？
结果又如何呢？请看续集。

二、初读课文。

1、画出不认识的字词，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学。

2、小组内分自然段轮流朗读，检查读音是否正确。

三、熟悉课文。

1、思考：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2、根据学生的概括，梳理提纲（主要以织女为线索）。



幸福生活——被王母抓——呼牛郎救——七夕相会

3、选读自己特别喜欢的部分。

4、在交流中进一步熟悉故事，为进一步感悟及复述做准备。

四、探究感悟。

1、王母娘娘是个怎样的人？

引导抓住书中的“发誓、怒气冲冲、一把抓住、狠狠一推”
等词，回顾上一课书中“成天成夜地织、自由也没有了”等
词来理解。

预设：

学生可能会说人间自由幸福。此时学生的思维可能还只是停
留在表面，应进一步帮助学生了解织女所感受到人间幸福、
所追求人间自由的真谛：

人间幸福？在天上做神仙，住的玉宇琼楼，能施万般法术，
尤其是还能长生不老。可在人间，这些都是不可能再得到了，
连住的都不过是间草房。

天上辛苦？可“晚上得空”一词可看出织女和牛郎劳作十分
辛苦。

明知会有祸患，到底是什么让织女义无反顾地下到人间？

再读再悟。

第二次交流。

通过书中的相关句子，引导了解织女追求理想的爱情，珍惜
亲情。了解此时的劳作是为孩子、老牛、牛郎，织女为爱而



劳作，是自愿的，是自由的。

小结板书：追求爱情、追求自由。

3、你喜欢织女吗？请你来夸夸她。

（）的织女

相机完善板书：勇于抗争

五、讲述故事，合作表演。

牛郎织女的勤劳、勇敢，特别是织女对爱情、对自由的向往，
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你能把把前后两课书的故事情节连
在一起，完整地讲述故事吗？也可和你的同学合作表演出来。

（1）小组练习。

（2）全班汇报。

（3）略作讲评。

六、拓展活动，自选其一。

1、扩展阅读《古诗十九首》（之一“迢迢牵牛星”）

2、搜集有关家乡的传说。

3、民俗知多少。（连线）

七夕节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

端午节正月十五登高插茱萸

重阳节七月初七赏月吃月饼



元宵节九月初九拜月乞针线

中秋节八月十五看灯吃汤圆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体会牛郎织女及老牛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

教学重点：

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性格

教学准备：课前查资料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课

3.预期效果：大家已经对这个故事很熟悉了，相信这节课我
们会有更加独特的收获

二、民主导学

任务一：再读课文，深入理解内容，体会人物性格特点，升
华主题思想。

1任务呈现：出示任务，读一读

2自主学习



a牛郎、织女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结为夫妻？浏览或
速读1-7自然段，思考。

2.默读课文8-10自然段，体会王母娘娘是个怎样的人？

3.朗读11、12自然段，想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他们会想
什么？七月初七他们鹊桥相会会说什么？(2分钟)

3展示交流

牛郎：勤劳善良织女：心灵手巧老牛：知恩图报

一(1—2)牛郎是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与老牛相依为命

二(3—5)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并结为夫妻

三(6—7)牛郎与织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老牛死了

四(8—10)王母娘娘抓走了织女，牛郎带着孩子追赶，用玉簪
划出一条天河将他们隔开(高潮)

五(11—12)牛郎织女从此隔河相望，只能在七月初七的夜晚，
才能在鹊桥上相会

任务二：根据内容，复述故事。

(1)生活很苦，人称牛郎。

(2)照看周到，老牛亲密。

(4)来到森林，见到织女。

(3)老牛说话，指点机会。

(6)男耕女织，日子美满。



(9)闯入家中，抓走织女。

(7)牛郎喂牛，老牛诀别。

(5)相遇相知，结为夫妻。

(8)王母知情，发誓严惩。

(10)心急如焚，追赶被阻。

(12)喜鹊搭桥，一年一见。

(11)隔河相望，化作星辰。

三、检测导结

1.请大家说说“中国四大民间故事”有哪些？

《白蛇传》

《梁山伯与祝英台》

《孟姜女》

《牛郎织女》

2.课外链接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
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
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取材于牛郎织
女的传说故事，描述了织女一边织布一边思念牛郎的情景，
借以抒发世间女子离别相思之情。

3.写感受



学完了这个故事，你们想说什么呢？同学们可以从文章内容
情节、思想感情，以及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等等
方面来抒发你们的感受。也可以试着对故事进行改写。请把
你们最想说的和最想做的写下来。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词，理解生词意思。会用有关词语造句。

3、从语言文字中理解牛郎与老牛的亲密关系。

4、初步感受到民间故事的美好熏陶。

两课时

1、同学们听过哪些民间故事？交流一下。（《白蛇传》、
《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等）

2、我国的民间故事非常丰富，今天要学的课文就是有关《牛
郎织女》的民间故事。

1、默读课文，划出生字新词。

2、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1、朗读生词，正音。

2、结合上下文或借助工具书理解生词意思。

3、试读课文，要求读得正确、通顺。

4、讨论课文主要内容。



5、质疑。

1、指名朗读第一段，交流读懂了什么。

2、从语言文字中进一步体会牛郎的孤苦伶仃。

3、有感情朗读第一段。

1、默读课文，划出这一段的中心句。

2、讨论：从哪些语言文字中可以体会到牛郎照看老牛很周到？
说说自己的感受。

3、圈划词句，体会老牛对牛郎的亲密感情。

4、指导感情朗读，体味牛郎对老牛照看周到及老牛的善解人
意。

1、指导书写生词。

2、朗读2、3自然段。

1、朗读课文2、3自然段。

2、牛郎对老牛照看周到，老牛善解人意，知恩图报，让牛郎
到湖边的树林去找美丽的姑娘织女，也就有了下面发生的故
事。

1、默读第四自然段，说说读后所得。

2、有感情地朗读老牛的话，感受在“微弱的星光下”老牛说
话的情景。

1、各自轻声朗读5—7自然段，交流各自读后所得。



a、牛郎在湖边的树林里认识了谁？

b、织女为什么愿意留在人间做牛郎的妻子？

c、听说织女要留在人间，其他仙女有什么想法？

2、默读第五自然段，划出描写织女的句子。

“过了一会儿，……原来她是……”

a、用“原来”练习造句。

b、朗读第五自然段，想象黄昏时湖边的树林景象。

3、指名读第6自然段，讨论：织女为什么愿意留在人间做牛
郎的妻子？

a、这一段的三句话分别讲了哪三层意思？

b、课文哪些地方描写了牛郎“心眼好、又能吃苦”？

c、从文中你能体会到织女的什么品格？

4、姐妹们为什么都佩服织女的勇气？

a、朗读第五自然段有关内容，体会众仙女在人间的快乐。

b、齐读第七自然段。

5、质疑。

（1）为什么众仙女不劝阻织女？

1、课文讲了一个什么动人的故事？



2、给课文划分段落。

a、第一段（1）写牛郎是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

b、第二段（2-3）写牛郎与老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c、第三段（4）写老牛叫牛郎去找一位美丽的姑娘。

d、第四段（5-7）写织女留在人间作了牛郎的妻子。

e、第五段（8）写老牛看到牛郎与织女在一起很高兴。

3、根据课文主要内容和各段大意复述课文。

附板书：

牛郎织女。

老牛（善解人意）

牛郎（心眼好、能吃苦）（心地善良、留在人间）织女。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六

1、独立阅读课文，能讲这个故事、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牛郎织女寄予的深切同情和对
封建家族统治的揭露和鞭挞、

1、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谁呢

2、咱们学过他的作品吗（《陶罐和铁罐》《爬山虎的脚》）

课文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到"那该多好呢"）：牛郎的身世，他精心养
牛，和牛建立了亲密关系、

第四部分（"第二天黄昏时候"到结束）：牛郎巧遇仙女，二
人结为夫妻、

学生甲：牛郎是怎样的孩子

学生乙：牛郎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学生丙：长大后他又是怎样生活的

学生丁：他是怎样和织女走到一起生活的

（一）小组内交流：

（二）全班汇报：

（4）老师追问：他会受哪些苦呢（引导学生结合课文进行想
象、）

（6）老师追问：从中你懂得了什么（幸福美好的生活是靠辛
勤的劳动换来的）

（1）学生甲：老牛向他透露了织女下凡的消息，引导牛郎找
到了织女、

（敢于追求新生活，劳动才能创造新幸福的生活、）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七

《牛郎织女公开课教案1

教学目的：



1．独立阅读课文，能讲这个故事。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对牛郎织女寄予的深切同情和对
封建家族统治的揭露和抨击。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每当夜幕低垂，群星闪烁时，我们仰望天空，隐约中不难发
现一条银色的天河，瞪大眼睛仔细看看，发现天河两边有两
颗最亮的星星，这两颗星星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
民间早就有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牛
郎和织女的故事。

二、了解作者资料。

1．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谁呢？

叶圣陶，又名叶绍钧，江苏省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
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在我国现
代儿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咱们学过他的作品吗？（《陶罐和铁罐》《爬山虎的脚》）

三、理清文章脉络，理解文意。

1．请选择自身最喜欢的方式读全文，试着给课文分段。

2．学生汇报。

课文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四局部：

第一局部（开头到“那该多好呢”）：牛郎的身世，他精心
养牛，和牛建立了亲密关系。



第二局部（“一年一年过去”到“这就算安了个家”）：讲
哥嫂只给了牛郎老牛破车便把他赶出家门。

第三局部（“一天晚上”到“牛郎高兴地回答”）：老牛说
了话，告诉牛郎将有仙女成为他的妻子。

第四局部（“第二天黄昏时候”到结束）：牛郎巧遇仙女，
二人结为夫妻。

3．再读课文，提出想想解决的问题。

学生甲：牛郎是怎样的小朋友？

学生乙：牛郎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学生丙：长大后他又是怎样生活的？

学生丁：他是怎样和织女走到一起生活的？

四、请同学们围绕着自身不理解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自学。

（一）小组内交流。

（二）全班汇报。

1、牛郎是个怎样的小朋友？他的童年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1）学生甲：牛郎从小无父无母，与哥嫂一起生活，哥嫂对
他不好，吃的是剩饭，穿的是破衣，住的是牛棚……他生活
条件差，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2）学生乙：他的童年没有乐趣，哥哥嫂子无以复加地让小
牛郎天天干活，放牛。这个年龄应该无忧无虑地上学，而他
却天天放牛，他的哥哥嫂子太狠心了。



（3）学生丙：我认为牛郎的生活还是有乐趣的，他的乐趣就
是和牛在一起。但通过“两个一比较”，他也乐得跟牛一块
儿出去，一块儿睡。说明哥嫂待他不好。

（4）学生丁：牛郎的童年是与牛在一起的。通过他对牛照看
得那样周到，简直就是把它当作人来看待的，说明牛郎是个
心地善良的小朋友。他对牛很好，无论是春夏秋冬，每天都
让牛吃好的、住好的、过舒服，他不停地干活，说明他是勤
劳的小朋友。

2、长大后，他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1）学生甲：长大后，他在哥嫂家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但
是干活却更多、更重、更累了。

（2）学生乙：哥嫂怕他分遗产，于是不给他分文，把他赶出
了家。牛郎勇敢地离开了家，开始寻找自身新的生活。

（3）学生丙：牛郎自身的新生活是靠每天辛勤的劳动得来的，
从无到有，我想他一定吃了不少苦。

（4）老师追问：他会受哪些苦呢？（引导学生结合课文进行
想象。）

（5）学生丁：牛郎的生活中仍缺少不了这头牛，是他们一起
的努力劳动，才有了一间茅屋，一块地，才会安了家。

（6）老师追问：从中你懂得了什么？（幸福美好的生活是靠
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3、他是怎样和织女走到一起的？

（1）学生甲：老牛向他透露了织女下凡的消息，引导牛郎找
到了织女。



（2）学生乙：牛郎的高尚品格感动了织女，也是使他们走到
一起的原固。文中写道“姑娘听他说，听得出了神，又同情
地，又顾惜地，就把自身的情形完全告诉他了。”织女听出
了神，同情牛郎凄惨的遭遇，是牛郎勇敢离开家追求新生活
和用辛勤劳动发明美好生活的品质打动了织女的心，对他发
生了倾慕之心。

（3）学生丙：织女是王母娘娘身边织锦最好的外孙女，王母
娘娘只让她们干活，织女厌倦了这种生活，她勇敢地解脱了
受压迫的生活，和牛郎走到了一起。

五、你喜欢他们吗？请你选择自身喜欢的局部读一读。

六、谈谈学文后的感受。

（敢于追求新生活，劳动才干发明新幸福的生活。）

板书设计：

牛郎织女一教案反思篇八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体会整个故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在学
生讨论交流时体现)

2、领悟课文的语言特点。(在学生写讨论交流时体现)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具准备：

1、把课文和各个段都发送到网页上。（到时学生交流体会时
可以叫同学点击段落进行浏览了）



一、听故事，导入新课。

同学们，前面几节课我们已经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梳理了
一遍，也要求你们课后去练习合作讲故事，下面我们听听同
学们讲得怎样，好吗？听完了这个故事，你们想说什么呢？
（5分钟）（板书）

二、网上学习。

1、自主探索，谈感受。

（1）接下来请同学们进入我们的崇德小学网点击“我的课
件”进入我们的课题《牛郎织女》（二），先点击“讨论交
流”，轻声地读一读。

“学完这个故事，你们有何体会大家可以从内容情节、思想
感情、写法上受到的启发、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绚烂辉煌
等论故事中的人物、文章中的情节或者对故事你们也可以有
自身的发明等。”（先在小组中进行交流，然后把你最想说
的话用最简练的语言把它写在word里。完成后请以自身的名
字为文件名保管在c盘，然后“提交作业”，再到“网上邻
居”去看看其他同学说什么。好，小组学习现在开始。

谁来说说呢？

接下来请同学们点击“阅读提示”全班读一读要求，再小组
合作学习。

（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丰衣足食、自由幸福
的理想，赞美了牛郎织女善良、老实、勤劳的品格和敢于斗
争的。精神，抨击了王母娘娘代表的专制、残酷的封建统治。
）

教师小结：这个故事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反映劳动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把劳动人民当时不能实现的愿望都寄托在故事
里。这也是我们民间故事吸引人的地方。

五、扩展活动。

你们想了解更多的民间故事吗？

下面我们就上网找一些自身喜欢的民间故事，找到后请把你
喜欢的文章拷贝下来，以故事的名称保管在c盘一个以“民间
故事”为名的文件夹内。当然假如你的搜索有困难，你也可
以通过网上邻居了解一下同学搜集情况。假如他搜集到的故
事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拷贝下来。

六、安排作业。

1、课外到图书室或是自身的小书橱里搜集几篇自身喜欢的民
间故事，我们将在班队课上进行交流。

2、把你们的感受写成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