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 争论的故事教学
设计(模板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一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会分角色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能联系课文的语言环境和自己的生活实际，
理解“不以为然”、“争论不休”等词语。

3、领会故事所蕴含的“做事应抓住时机”的道理。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方法，并分角色朗读。

教学难点：

指导学生体悟故事蕴含的深刻道理。

教学准备：

课件

教学过程：

第二课时



一、直接导入

1、课前，同学们对课文已做好充分的预习，这节课我们共同
学习第25课《争论的故事》（看老师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2、展示读词并借用一下词语讲一讲这个故事

打猎为生 射雁充饥 煮 烤 争论不休

老人评理 两全其美 抬头一看 无影无踪

二、品读课文，指导读好对话 。 （第三小节）

1、渗透朗读对话的方法。

预设：生1注意标点符号的停顿。

生2要把文字读准、读对，把课文读流利了才能读好对话。

生3一边读一边想象兄弟俩争论的场面。

生4读好语气。师问：兄弟俩的语气相同吗？生：不同。

2、训练

(1)请学生自由朗读一遍课文的第三小节。用直线标哥哥的话，
用曲线标弟弟的话，看他们共有几次对话？（2次）

(2)同桌两人一人做哥，一人做弟，分角色练读一遍第一次对
话。

3、展示指导读书 预设效果

(1)指导读好第一次对话：读谁像谁



生1组：读第一次对话。若没有读好

教师及时指导，告诉同学们，读哥哥的话时就把自己当成哥
哥，读弟弟的话时就把自己当成弟弟。做到读谁像谁。

教师及时范读，大家都像老师这样来练一练第一次对话。

再找生1 组同学读一读，进步了，读出了兄弟俩争论时的不
同的语气。（及时表扬）

教师小结：真好，听了这位哥哥和这位弟弟的争论，好像是
真的一样，同学们感觉怎样？掌声相送。

（2）指导读好第二次对话：关注提示语

生2组：读第二次对话

师：他们读的怎样？（有点争论的语气）大家注意观察这次
对话中，哥哥是用怎样的语气来说话的？谁发现哪个词描写
了哥哥说话时的语气？（不以为然、大声争辩）那弟弟又怎
样？（很不服气）

咱们让他们再争论一次好吗？生2组再次争论更激烈，进步了。
（掌声）

师：真好，我发现咱三一班的同学，特别会观察，越来越会
读书了。就像这样读对话时，注意了像“不以为然、大声争
辩、很不服气”这样的提示语，再结合插图，就读好人物对
话。读出了人物不同的语气。

（4）同桌2人分角色练一遍。

师：看看哪两位同学，能像刚才那组同学读的一样好，甚至
能超过他们？



（5）充分展示：指名两组同学来读第二次对话。

师总结方法：你们真棒，此刻，赵老师最想做的是为你们竖
起大拇指，你们学会了读对话时，要读出不同的语气读书方
法。要读出人物不同的语气，一就要把自己当成那个人物，
二要注意对话中的提示语，三要学会观察插图中人物的表情
变化。这些你们都做到了。听了你们的朗读老师也想读了，
下面咱们一起来合作，完整的读这段话。

4、师生合作，读第三小结。男生：哥哥 女生：弟弟 师：旁
白

三、感悟明理，拓展延伸

1、指名读4、5段。

3、学生说出自己的感想，教师及时点评并表扬。

4、那么，盛老师班上的同学有怎样的感想？指4名同学读一
读。

随机板书：抓住时机 先做起来

5、学习双省略号的用法。

师：为什么用两个省略号？生先说——师总结：省略一段文
字，希望同学们能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

6、此时，盛老师听了同学们的话是怎样做的？齐读最后一段。

生：同学们说的感想非常好。（预设）生：同学们认真专心
地听课。

生：同学们通过《争论的故事》，明白了抓住时机，不能浪
费时间。



生：同学们通过学习，知道了不要只顾着争论，不管做什么，
关键是先做起来。

7、师小结：同学们的感悟十分深刻，理解的非常正确，赵老
师也要向大家投去赞许的目光，还要为大家竖起大拇指。你
们真是一群会读书、会感悟、会学习的孩子！

四、送名言

1、总结板书：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争论的故事》，从
中明白了做事要——抓住时机，不管做什么，关键是要先做
起来。下面老师要送给大家几句名言，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想一想，今天这节课你收获了什么？）

2、送名言。

人生成功的秘诀是当好机会来临时，立刻抓住它。

——狄斯累利

良机只有一次，一旦错失，就再也得不到了。

——勃朗宁

机会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短促，全靠你不假思索的利用。

——巴尔扎克

五、指导写字

1、观察生字，你看那个最容易写错提醒大家。

烤 评 剖 辩 嫩 键 笨 聚 赞

2、教师范写（辩 聚）——生描红——练习写2个（表扬：握



姿、坐姿，对照课本生字，争取一个比一个好）——展示。

3、总结：同学们，书读的好，字也写的漂亮。功夫不负有心
人，就这样坚持每天下去，你一定会写的越来越好，甚至会
成为中国的书法家的！加油！

六、作业

请同学们课下，把《争论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其实，
生活中像这样富有哲理的小故事还有很多，同学们可以去书
籍或网络上查阅。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毛遂自荐、
的麦穗等故事。读后相信同学们会有更大的收获。

板书设计：

25、争论的故事

读出不同的语气 辩 聚

抓住时机 先做起来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二

[教学目标]

1、知识教学：掌握文中出现的常用生字、新词。

3、思想情感教育：感受课文所歌颂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重点、难点]

2、难点：把握渔夫和魔鬼的矛盾发展转化过程。

一、导入新课



本单元前几篇课文，把我们引入了故事长廊。今天，我们再
次阅读精彩的神话故事，《渔夫的故事》，从中去获得收获。

齐读课题

二、明确阅读要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默读连接语，用“——”句出阅读要求，课件展示。

（1）独立思考。

（2）四人小组讨论。

（3）抽说（分意义段，读懂每段重点内容。依次抓每段重点
内容讲述。）

3.自学生字词、多音字

三、品读课文

1、交流思考的问题。

（1）交流魔鬼为什么要杀渔夫。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魔鬼说的话是真的吗？
使学生明白，魔鬼是凶恶和狡猾的，魔鬼的杀人本性是不会
改变的，魔鬼是不懂得报恩的。引导学生读懂第七至十二自
然段。

（2）交流对渔夫的看法。

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根据情况对学生点拨：渔夫战胜魔鬼，
凭的是什么？你是从哪看出来的？魔鬼如此狡猾，它怎么会
上当呢？指导学生读懂第十五至二十三自然段，读出渔夫的
智慧。



2、师（总结）：看来，渔夫说的没有错。人的智慧是能压制
妖气的。人的智慧，也是能战胜邪恶的。从渔夫的身上，我
们领略到了智慧的巨大力量！

四、创设情境，口语交际

五、拓展

1.读资料表。

2.读《一千零一夜》。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三

教学目标：

1、学会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不同层次的读，品味文中人
物对话时的语气。

2、理解“不以为然、争论不休、两全其美”等词语的意思。

3、领会故事所蕴含的“做事应抓住时机”的道理。

教学重点：兄弟俩争论部分的朗读。

教学难点：通过朗读故事自然悟出道理。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揭题：争论的故事。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争论的故事，
那在讲之前，我要检查一下同学们的朗读情况。同学们要认
真读，用心记，待会有快速抢答的游戏等着大家。



3、小结过渡：正因为兄弟俩想要的吃法不一样，因此他们
才----争论。文中的哪个自然段可以看出他们正在争论呢？
（第三自然段）

二、精读故事部分。

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兄弟俩的争论，他们是如何争论的
呢？

请同学们打开课文第3小节，放声读一读兄弟俩的对话。

（ppt第一次对话）

1、读好第一次对话，体会观点和语气。

师：从兄弟俩的第一次对话中，你们有什么发现没有（他们
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他们的语气也不一样）

师：争论开始了吗？（开始了）

师：虽然他们都只是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争论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这时个争论得不那激烈而已。

所以第一次对话该怎么读？（语气要平和一些）

学生齐读第一次对话。

2、读好第二次对话，体会语气的变化。

接下来他们又是如何争论的呢？

生读对话

在接下来的争论中哥哥还是心平气和的表明自己的观点吗？



生再读哥的话。

师：与第一次比，他们的争论有变化吗？说说你的发现。
（他们的语气不一样了。这一次哥哥是不以为然，大声争辩。
）

师：请你读读哥哥的话。

师：你觉得哪句话最能体现哥的不以为然。 （你这话不对）

该怎么读，才能体现哥哥的不以为然呢？

师：看来，不以为然的意思就是—— （不认为是对的）你们
说的没错，那么

师： 考考大家，“不以为然”的“然”是什么意思？ppt

听得出来，哥哥有些生气了，弟弟听了哥哥的话，怎么样？
（很不服气）

这次的争论兄弟俩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心
情越来越生气。让我们有感情地朗读第二次的争论。（齐读）

3、分角色朗读。

愿意来做一回哥哥和弟弟争论一下吗？

同桌互练。点名分角色朗读。

4、师生分角色再读，体悟“争论不休”。

师生合读文中兄弟俩的对话，读完原文后，加上自己想象的
语言表演“争论不休”。

兄弟像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争个不停，这就叫



（争论不休）。

休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ppt

5、理解“两全其美”及故事的结果。

师：幸好有位老人经过。他们才暂时停止了争论。

点名读第4节。

师：老人的建议，哥哥满意吗？弟弟满意吗？

师：双方都满意，这就叫两全其美，第5节中也有一句话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两全其美”这个词，请读出来。

生：兄弟俩都很满意，谁也不再说什么。

师：当他俩都很满意，再想射大雁时，可惜大雁已经飞
得——无影无踪了。

这就是“争论不休”的结果。

三、自由评论，悟道理。

师：大雁飞得无影无踪，这个结果是兄弟俩想要的吗？

他们错在哪里？ （生自由评论）

师：是呀，如果抓住的时机，先把大雁射下来，兄弟俩就不
会后悔了。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应该抓住时机，先把事情
做起来，不能因为争论而错失良机。（相机板书：抓住时机，
先做起来）

1、读学生对话，加深理解。



师：听了盛老师的故事，她的学生也纷纷发表了感想，我们
来读读。

ppt

“这兄弟俩真笨，白白让大雁飞跑了。”

“不是他们笨，而是他们没有抓住时机。”

“兄弟俩这样争论下去，时间白白浪费了。”

“不管做什么，关键是要先做起来。”

…………

师：只有这四位同学发言吗？ （还有很多感想被作者省略了）

师：发现了这个省略号与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是呀，标志整段文字或大片语言的省略我们就用12个点的省
略号。

为什么这么多的同学发言，而且每个都说得这么好呀？（因
为同学们聪明，爱动脑筋……）

因此盛老师聚精会神的听着，不时地向同学们投去—— （赞
许的目光，）

其实王老师觉得我们班的同学也非常聪明可爱，所以老师也
像你们投去赞许的目光。

2、积累名言。

通过学习这个故事，我觉得机会就像大雁，一转眼就飞走了，
你认为机会像什么？（生畅谈）



是啊，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把握时机，就会与成功擦肩而过。
老师这有两句话，我觉得最能表达我们此时的感受。送给同
学们，希望你们能记住。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机会向你微笑时，赶快拥抱她。

自由读。

师：好的东西应该积累下来，能用一分钟的时间记住吗？

点名反馈。

四、小结。

希望同学们牢牢记住这两句话，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
做什么事，都要“抓住时机，先做起来”。

五、作业布置。

回忆你与别人曾经争论，或你看到的别人争论的场面，用一
个片断写下来。

板书设计：

25 争论的故事

吃大雁

哥哥 老人 弟弟

煮 半煮半烤 烤

抓住机会 先做起来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掌握多
音字“乐”。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过程和方法：自主识字，引导学生在读中理解内容。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培
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重 点：认识本课10个生字，会写7个生字。能正确、流利、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难 点：自主识字，认识“讠”字旁的字，引导学生在读中理
解内容。

教法学法：三疑三探

教具学具：生字卡片、课件、录音机。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设疑自探（5分钟）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特殊的朋友(课件：老树)欢迎
吗？快和它打

个招呼吧！（生和老树对话）



2．看图，介绍老树的样子。

3．板题，读题。

（二）出示初读课文自学要求。

预设：1、借助工具书自学完成生字、新词，要读准字音并组
词。

2、自读课文，要求读通课文，读准字音，并学会带感情朗读。

二、自主解疑（15分）

（一）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生字字音，长句子要多读几
遍。

（二）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生字。

小老师领读，开火车认字。

下面就请小朋友们自己来读读这首诗歌，圈出你遇到的生字。
学生自由读文，圈出生字。

2、师生共同交流容易写错的生字。

“诉”“说”“话”

认识多音字“乐”。

3、出示词语。

百岁 身上 安家 谈话 礼服 音乐 告诉 所有 童话



要求不但要读准确，还要读好，把词语的意思读出来。

4、边读边注意生字新词的读音。

5、指名分自然段读课文，师生共同评议。

6、引导学生交流。

通过读课文你已经知道了什么？

学生甲：小鸟就像老树伯伯的孩子，老树伯伯和孩子们生活
的很幸福。

学生乙：老树伯伯为小鸟唱歌，为小鸟遮风挡雨

7、理解词语。

理解“身穿礼服的音乐家”指的是谁？

三、熟读课文 （15分）

1、自由读课文，不但要注意声音还要注意表情。

2、采用指名读、小组读、男女生读、范读等多种形式分节朗
读课文。

3、默读课文，完成练习。

四、运用拓展。（5分钟）

1、范写，明确注意。

2、重点指导难写的字和容易错的字。

3、学生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4、用生词说话。

展示交流取长补短。

五、作业设计：

1．指导书写生字。

2．抄写生字新词。

六、板书设计：

老树的故事

讠 老 百 安 话 告 诉

七、教学反思：

1.成功做法：

2.存在问题：

3.改进措施：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五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讲讲这个故事。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领会故事所蕴含的“做事应抓住时机”的道理。

领会故事所蕴含的“做事应抓住时机”的道理。

课型：阅读课



课时：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揭题质疑

1、读题

2、质疑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词

1、说说自学要求

2、学生自学

三、检查自学效果

1、指名分段朗读课文

2、再读全文

3、讨论交流

四、学习第一部分

1、默读课文

2、讨论争论情形

（1）、起因

（2）、经过

（3）、结果



3、分角色朗读这一部分

4、评议

（1）有没有读出感情

（2）评这一结果是怎么造成的，兄弟俩错在哪里

五、小结这一部分内容

六、布置作业

运用自己知道的事例、知识自主探究兄弟俩失在哪里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六

也许有人会问，那挂在墙上的猎枪又起什么作用哪？它也是
一个作者表现主题的道具，能引起故事 ，结束故事，深化读
者对文章主题的理解。 这篇课文在写作方法上，非常有特色。
我想有三：一是写老天鹅破冰，详略、虚实、重笔轻笔结合；
二是群鹅破冰场面的描写值得学生模仿借鉴；三是写天鹅破
冰的故事采用插序的手法，与前文的衔接，与后文的结尾砌
合，自然巧妙，浑然天成。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七

1.学习课文中的生字新词，特别是读准有关生字的读音，正
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反复诵读课文中的语言材料，感受文章的语言美。

3.通过提供词串，帮助学生进行文章画面的重构，训练学生
的表达和概括能力。



4.通过学生和老天鹅的情感共鸣，让学生读懂老天鹅的壮举，
读到老天鹅的心里去。

5.引导学生进行角色转换，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旁观的群
鹅的心理，想象群鹅的语言和动作。

教学重点学习第5—6自然段，依托课文中的语言材料，感受
天鹅破冰的壮观场面。

教学难点体会天鹅勇敢奉献、团结拼搏，在困难面前奋不顾
身的精神。

养成教育训练点对学生进行多层次、多形式、大范围的朗读
训练，通过朗读来很好地表达自己对文本的感悟。

教学准备根据本课教学设计制作的ppt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含课前交流）

2.老师这有一个歇后语，你会填吗？

（1）出示：癞蛤蟆想吃（     ）肉——异想天开

（2）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癞蛤蟆和天鹅放在一起吗？

（3）小结：癞蛤蟆也是益虫，只不过外形不好看，人们把它
们放在一起，只是想衬托天鹅的美。

3.观看几张天鹅的美丽图片

看了后，除了用“美丽”，你能用其它一个词或一句话来表
达自己的感受吗？



4.关于这美丽、可爱的天鹅还有个故事呢！今天这节课，我
们就一起来读读这个美丽感人的故事。

5.板书揭题

16、天鹅的故事

二、初读课文

二、自学质疑

1、提出自学要求：

（1）通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读顺。

（2）想一想课文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在自己难以理解的地方做上标记，在交流时提出来。

2、学生按要求自学。　

三、点拨新授

1、检查自学情况

出示课文中的生字，指名认读。说说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应注
意些什么，自己准备怎样记住这些字。

2.出示生字词

(1)出示易错词语

俄罗斯  贝加尔湖  沼泽  候鸟  呼啸  转悠

斯杰潘  冰窟窿  塌陷  颤动  湖畔  捕食



（2）老师这儿还有些词语，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好？

啼叫  呼唤  腾空而起  石头似的  破冰勇士  帮忙 
欢呼

打猎   扫兴  一无所获   激动人心  深情   悄
悄    离开

猎枪  啼叫  讨论  胸脯  翅膀克噜-克哩  投入齐心
胜利

3. 指名说说课文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天鹅的故事》主要向我们讲述了在贝加尔湖畔，一群天鹅
为了生存，在一只老天鹅破冰行动的感召下，全部用自己的
身体破冰的神奇、壮观而又感人的场面。读着课文，那一幕
幕情景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次次让我们激动，让我们从
心底里感觉到天鹅们的那种勇敢奉献、团结拼搏的精神。

4. 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课文共有8个自然段，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自然段，写"我"结识了俄罗斯老人斯杰潘，
并到他家作客。

第二部分是第二至第八自然段，写斯杰潘老人向"我"讲述一
群天鹅破冰觅食的故事。

第二部分，我们又可以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把它分为四层：

3.读了课文后，文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内容是什么？

过渡：下面让我们静静地走近那只老天鹅，去进一步地观察
它，认识它，了解它。



三、品读感悟

（一）感悟老天鹅破冰场面

1.请同学们听老师读课文第五节，其他同学边听边想，你仿
佛看到了什么画面？

2.请同学们默读第五小节，这段文字的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3.师生互动交流，教师相机指导学生读书。

4.同学们刚刚已经读懂了这段文字，读懂了老天鹅的行动，
然而你们可明白它的心、它的情吗？你们就来做一回老天鹅
的代言人吧！

（1）老天鹅呀老天鹅，难道你就没看到冰面上你落下的片片
白羽、斑斑血迹吗？

四、小结提升

此时，我们再来看这群天鹅，它们除了美丽之外，你还觉得
它们……？

五、作业。

1.学到这里，同学们一定想对这群可敬可亲的天鹅说些什么？
拿起笔写下来。

2.指导写字。描红。

贝的故事教学设计陈萍篇八

1、能正确、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生字，理解有生字组成的词语。



3、能有条理地口述课文中的故事。

4、理解课文内容，领会故事中所蕴涵的做事应抓住时机的道
理。

课件、录音

两课时

1、（板书：争论）

你知道“争论”是什么意思？

2、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争论的文章。板书课题：争论的故
事

3、过渡：看了这个题目，你最想知道什么？(故事中谁和谁
争论？他们为什么事而争论？争论的结果又怎样？)

1、要求：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默读课文，画出不认识，不理解的词语。

2、检查自学效果

（1）出示词语

烤鸭评理剖开可惜真笨浪费关键原谅烟熏火燎

（2）指名逐行读，“开火车读”，齐读。

3、分自然段指名朗读课文。学生评议读的是否正确。



4、理解课文的脉络。思考：

课文哪几自然段写盛老师讲的故事？哪几自然段写大家听了
故事后的感想？

5、告诉学生：第2~5自然段是盛老师讲的故事内容，因此
第2~4自然段的末尾，不加下引号，只在故事结束的第5自然
段末尾加下引号。

1、自由读课文第1~5自然段。

明确要求：联系上下文，理解“争论不休”、“不以为然”
中带点的字，并说说词语的意思。

2、讨论交流

（1）故事中谁和谁为了什么是争论起来了？他们是怎样争论
的？（请两位同学读读兄弟俩的对话）（2）

（3）指导朗读兄弟俩的对话。看插体会故事中人物的语气。
重点指导几个反问句的读法。

出示：“再好吃的东西，一煮还有什么味道？”

“烤了吃，烟熏火燎的，能有什么好味道？”

“鸭子不是可以烤了吃吗？——为什么大雁就不行呢？”）

(指导要领：第二句要突出哥哥不以为然的语气，第三局要突
出弟弟不服气的语气)指名读、分角色读）

（4）小结：从对话看，兄弟俩各抒己见，争论激烈。读时要
体会兄弟俩这两种不同的语气。（齐读）

（出示：争论不休：1停止2休息3表示禁止或劝阻）



4、引读第4、5自然段。

他们找谁评理，老人建议说——（生）“你们把大雁剖开，
煮一半，烤一半，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当他们俩都满意，想去射大雁时，可惜——（生）“大雁早
已飞的无影无踪了。”

5、师讲盛老师讲的故事。

学生看课件：故事的.起因是兄弟俩看到大雁想（）充饥，经
过是兄弟俩为怎样吃大雁( )，并跑到村里找人（）。结果是
他俩找到了一个（）的办法，可大雁（）。

（指学生填写。）

２、齐读这段话。

１、听了这样一个“争论的故事”，大家肯定有不少感想，
同桌互相讨论。

２、指名谈谈自己的感想。

老师适当评价，并引出书中同学们的想法。（大家真聪明，
有这么多好的想法，编书的叔叔已经把这些想法录到书上了）

（出示：“这兄弟俩真笨，白白让大雁飞走了。”

“不是他们笨，而是他们没抓住时机。”

“兄弟俩这样争论下去，时间白白浪费了。“

“不管做什么，关键是要先做起来。”）

３、理解省略号的作用。



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四句话

把这四句话不改变原意，换一种说法。

５、总结同学们的回答情况，得出结论。

出示并引导齐读：无论做什么都要抓住时机，关键在于先做
起来。

６：读最后一段，联系上下文说说＂聚精会神“与“赞许”
的意思。指导朗读。过渡：

是啊，不管做什么事，关键要板书：（抓住时机，先做起来）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盛老师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向她的
学生投去赞许的目光。”今天，因为你们争论很精彩，讲故
事很生动，理解很透彻！顾老师对你们的表现也很满意！
（赞赏的微笑）

老师想送你们两句名言，希望你们深深记得：

出示名言：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会来的时候像闪电一样短促，全靠你不假思索的利用。—
巴尔扎克

（齐读）

是啊，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把握时机，就会与成功擦肩而过。
孩子们，虽然你们的年龄很小，但人生的道路还很长，以后
将会面临无数的机会。让我们牢记《争论的故事》，把握瞬
间，成就梦想；把握机会，创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