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 小学四年级
语文教案猫(汇总8篇)

致辞致谢是一种美德，它教会我们感恩生活中的点滴，并从
中找到快乐与成长的源泉。注意提炼要点，语言简练明了，
避免啰嗦和繁琐。以下是一些令人动容的致辞致谢范文，希
望能给大家一些写作上的启发和思路。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一

2、有感情朗读课文中自己喜欢的部分。

3、理解课文内容，学会真实，具体的表达方式，体会文中作
者是怎样把猫的特点写具体，并表达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的。

4、产生仔细观察事物的兴趣和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1、体会文中作者是怎样把猫的特点写具体，并表达自己对猫
的喜爱之情的。

2、产生仔细观察事物的兴趣和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第一课时

1、学习本课生词新词

2、初读课文，理清文章脉络

一、导入，激发兴趣

（拿出一本卡通书《多啦a梦》）这本书你们都喜欢看，谁能
告诉我这本书的主角是谁？（生答：大雄和机器猫）。没错，
除了大雄外就是那只可爱而且无所不能的机器猫，但是它不



是真实的猫，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猫（课件展示猫
的图片）。今天我们就跟随老舍先生来看看他养的猫。

板书：猫（齐读）

二、初读课文，掌握生词新词

1、初读课文，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学生字

2、反馈自学情况：

a.指名读生字，卡片演示生字

b.请同学上台听写

c.点评并重点讲解：“凭”字上半部分是“任”最后一笔稍
短；“贪”字上半部不能多加一点写成“令”，“痒”偏旁
不是“广”，“辟”字的左边不是“启”。

d.辨析多音字：“的”、“和”、“了”，让学生读出他们
的字音，同时点击画面出示相应拼音。

三、理清文章脉络

（1）默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

a.词语质疑

任凭：不论，无论无忧无虑：没有忧愁和担心

屏息凝视：指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屏：抑制凝：注意
力集中

生气勃勃：形容富有朝气，充满活力。



b.听课文录音。

c.集体朗读课文，体会老舍先生笔下的猫给你什么感受？

（2）自由讨论，小组交流汇报

（3）检查汇报情况，请几个小组代表谈谈

板书：古怪、淘气、可爱

（4）请选择你最喜欢的部分，自由组合读书，把“古
怪”“淘气”“可爱”的味道读出来。

，《猫》教案

四、小结：老舍先生用通俗晓畅的语言表现了猫的性情，字
里行间流露对猫的喜爱之情，下节课我们再深入学习。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词

2、熟读课文

教学目标：

1、读懂重点词、句、段，理解课文内容

2、学会真实，具体的表达方法，体会文中作者是怎样把猫的
特点写具体，并表达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的。

3、又感情朗读课文，背诵喜欢的段落。

4、产生仔细观察事物的兴趣和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

1、学会真实，具体的表达方法，体会文中作者是怎样把猫的
特点写具体，并表达自己对猫的喜爱之情的。

2、产生仔细观察事物的兴趣和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生词新词：

分组合作比赛，默写生字，要求全部写出来，写对写好，前
面的不会后面的补充，到规定时间为止。

二、导入新课：

板书：古怪淘气可爱

三、整体感知，体会真实的表达方法（分大组朗读交流）。

读完以后你们觉得老舍先生写的猫真不真实？那些地方看出
它的真？

四、重点感悟课文，体会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一）上节课同学们已经选择喜欢的部分，这节课就让我们
深入课文，注意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后有感情地朗读出来，
要读得让其它同学也喜欢这些词句。

（2）小组交流汇报

大花猫：

1、性格古怪



（1）小组代表读，其他同学听：哪儿读得好？为什么？从哪
听出来的？

（2）重点体会“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

a.质疑：古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猫的性格古怪？从哪可看
出猫的性格古怪？

板书：（大花猫）性格古怪高兴时……不高兴时……

胆小勇猛

b.学生发现：你们发觉什么表达方法吗？

师引导：作者在开头就指出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这叫什
么？（开门见山）这种写法好不好？（简洁明了，我们在写
作时可以学习）

，《猫》教案

（3）朗读课文，你能发现什么写作特点吗？

体会到：（课件展示）

a.“说它……吧，可是……“的句式（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
个句式由两部分构成，前部分和后部分是矛盾的，课文通过
这样的句式，写出猫既老实又贪玩，既贪玩又尽职的特点，
体现了猫“实在古怪”的性格。）

b.“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我们体会到猫十分贪
玩，一玩起来就要玩个痛快。）

c.“它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
（屏息凝视指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屏：抑制；凝：注



意力集中。课文通过写猫一连几个小时抑制呼吸，聚精会神
地看，下定决心地等，突出他的尽职。“非……不可”写出
抓老鼠地决心和耐心，突出表现猫地尽职。）

断冷漠的表现。）

（4）学生又感情朗读这一部分。

2、淘气

那些地方写猫的淘气，找出关键句。还有从几方面写小猫的
淘气？

体会到：a.什么东西都玩

b.玩起来不怕率跟头，也不怕撞疼

c.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

耍个没完

小猫：淘气枝折花落

3、可爱

重点体会：上面两部分都体现了猫的可爱，因为无论是古怪
还是淘气，老舍先生都是视猫如儿，爱猫如女的。

4、重点体会以下几个词：

生机勃勃：充满生机与活力。文中意在表现猫的.天真可爱、
淘气顽皮及作者的喜爱之情。

尽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猫的天职是捉老鼠，文中写猫在



捉老鼠时屏息凝视，连等几个钟头，从中看出它尽力地做好
本职工作。

变化多端:变化多样。老舍爷爷家里的猫叫声长短不同，粗细
各异，富有变化。

5、依据板书总结全文，体会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1）默读课文，体会：猫既古怪又淘气，作者为什么还说它
可爱呢？

a.从性格上看，正因为猫的性格时矛盾统一体，才使它性情
丰富多彩，生动有趣。

b.从淘气看，“生机勃勃”看出作者的喜爱之情。

（2）默读全文，列出作者喜爱猫的句子并谈体会。（融情于
猫，情猫相融）

如“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
”（把脏脚印形容成小梅花，而“印”字用得何其生动。）

“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
”（把猫的叫声形容得悦耳动听，喜爱之情跃然纸上。）

“它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大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
你见了，绝不会责打它，它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天真可爱，生机勃勃”这些词语一般形容小孩子，放在
这里体现了作者对小猫的宽容怜爱如待幼小孩童。）

五、思维拓展，深化主题

1、思考题：请你以老爷爷的身份和猫的身份向同学介绍本课
的猫。选择你喜欢介绍的方式。



2、学生分头准备，同桌交流。

3、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学习的感受。

六、总结全文：这是一篇描写动物的文章，老舍先生用通俗
晓畅的语言细致、生动地描述了猫的古怪性格和它满月时的
淘气可爱，全文字里行间流露作者的爱猫之情。

，《猫》教案

七、布置作业

1、做同步练习

2、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3、小练笔：试试描写你喜欢的动物老实贪玩尽职

附板书设计：（大花猫）性格古怪高兴时……不高兴时……

胆小勇猛可爱

（小猫）淘气耍个没完

枝折花落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二

1、认识生字、词语，理解“莞尔一笑、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应接不暇、耐人寻味”等词语的意思。

2、紧扣课题“让”字，叩问文本，感受三美，感受异域风情，
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生境界。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三自然段。



学习重点

1、理解词语的意思，读懂课文，有感情朗读。

2、体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境界，并从中受到教育。

学习难点

体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境界

课前准备：

师：了解季羡林;设计课件

生：预习课文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生：季羡林

2、介绍一下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xx)，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1935
年9月，赴德哥廷根留学。1945年10月回国。1980年，离开哥
廷根35年后，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返哥廷根市考
察学习。

3、揭题导题：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季羡林一生几次到过德国?



预设：两次，第一次是为了——留学，这一呆呀就是——10
年

师：所以对于季羡林来说，德国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篇他写的与德国有关的文章，题目
是——(课前板书)

4、齐读课题——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5、擦去“让”体会德国人心甘情愿种花给别人看。

6、叩问“让”字，引导学生自主提问

预设：让别人看到了怎么样的花?——贴纸：让别人看到了怎
么样的花?

如何让别人看花——贴纸：怎么让?

为什么自己的花要让别人看? ——贴纸：为什么让?

7、牵线“美丽”，一线贯穿

1980年，季羡林爷爷重返德国时，迎接他的主人问她：你离
开德国这样久，有什么变化没有?”

季羡林回答说：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

发问：德国的什么可能变了?

美丽并没有改变是指哪些美丽没变呢?

8、过渡语：难道真的只有花的美丽是不变的吗?下面就让我
们一起走进课文。

1、这篇课文都读过好几遍了吧?其实一篇好的文章就像一杯



美酒，是越品越有滋味儿。下面就请同学们继续认真自由地
读书。

2、书读完了，但真的都读好了吗?老师来检查检查。

宇宙间美的东西很多，花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爱花的民族也
很多，德国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

(1) (请一名学生读完后)问：第一句想说什么在美中占重要
的地位?——花。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要突出哪个字?——
花。想要把一个字重点突出来，可以怎么读?——重读。来读
读看。

(2)同样的道理，第二句应该怎么读。齐读，突出德国。

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

(1) (请一名学生读完)问：季羡林想赞美德国的什么?——美
丽，所以我们要把朗读的重点落在——美丽。听老师读。

(2)我还是采用刚才那样重读的方法突出美丽这个词的
吗?——不是——那我是怎么做的——在美丽后面停顿久一点、
那你们也来试试看。

(3)生读句子

归纳学法：原来我们在朗读时为了突出重点，可以采用重读，
也可以采用停顿的办法。

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
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不要问为什么这样读?)

(1)停顿教学，“如”是好像的意思，“入”是进入，我们平
时读书停顿往往是在一个词语读完之后，虽然这里的“如”和
“入”是单个字，但是实际上表示一个词语，所以要做此停



顿。

(2)介绍山阴道的美丽故事：东晋王献之一日由我们现在的浙
江绍兴去往诸暨，途径一条山阴道，其风景甚美，于是他写
下了这一妙句：“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
暇。”此言一出，山阴道就从此声名远播，很多文人雅客就把
“山阴道”奉为风景极美的地方。

(3)齐读。

3、概括课文主要内容：

指导概括方法：概括内容一定要清楚，简洁，明了。发现了
没有，原来有时候题目拿来概括课文内容!

(1)交流

(大屏幕出示句子)

“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户户的窗子前都是花
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
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2)配乐批注，开展语言训练

(3)生自由读，做批注。

(4)学生交流，老师相机点评。

(5)关注：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花团锦簇

学生交流：



预设：花非常的多

那可能会有哪些花?

这些花都簇拥在一起，这就是——花团锦簇(板书)

从哪里还可以看出德国街头的花很多?——任何，家家户户，
花的海洋，应接不暇。

姹紫嫣红

什么是姹紫嫣红?

预设：花有很多种颜色。

哪些词语也可以用来形容花的颜色多?

五颜六色、五彩缤纷。

是的，从这么多颜色，我们可以读到，这的花很——美(板书：
姹紫嫣红)

(6)朗读训练，引读

你看，所有的花聚集在一起，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儿一
簇，那儿一团。这就是

——花团锦簇。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蓝的像——海。这就
是

——姹紫嫣红。

走在这条街上，抬头向上看，这家窗子前



——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走过那条街，那家的窗子前

——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这就是——

走过任何……家家户户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7)教师范读，学生闭眼想象

(8)交流想象的画面

(9)分组朗读，读出花的又多又美

师：多美的意境呀!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走在这花团锦簇、姹
紫嫣红的德国街头，能不使人感到惬意舒服吗?现在带我们男
女生分组读读看，看看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能把德国街头
的花读得又多又美。

(10)感悟花美

孩子们，此时此刻，你觉得德国的什么美?——花美(板书)

(11)背诵句子

这么美的画面，我们就把它刻在心里，记住她，一起来背背
看吧，真不会背，可以偷偷看一眼。

2、交流出示句子：

“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
里，他们是把花都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朝外开，在
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3、交流：句中哪些地方让你明白了德国人种花是让别人看的

种花的地点——临街窗户的外面(板书：临街而种)

自己在屋子里看花的角度——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4、摸摸你的脊梁，文中“花的脊梁”指哪里?(花梗，花的茎，
花的杆)

5、出示图片，理解花的脊梁

6、师：在家里，德国人只能看到花的脊梁，但他们仍然把花
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板书：临街而种)

7、激发情感，感性朗读

现在你们想带着怎样的感情读这句?

学生交流(敬佩、赞美)

齐读

8、引导理解莞尔一笑，体会德国人种花给被人看的行为美。

(1)什么是莞尔一笑。

(2)走进画面，情景再现，师生表演“莞尔一笑”

(3)你从女房东的莞尔一笑读出了什么?

预设：德国人认为种花给别人看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

9、引导感受行为美

这是你又觉得德国人什么是美丽的啊?——行为美!(板书)



2、出示：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
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

(1)这种境界是怎样的境界?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板书)

(2)从哪里可以看出德国人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
自己又看别人的花。

(3)引读：

是啊，德国人就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
别人看的，这个时候别人看到了怎样的画面——花团锦簇，
姹紫嫣红。

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这时你会看到怎样
的画面——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这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板书)

3、交流生活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例子

(2)学生交流，师引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扫地，借阅书本

4、扣“又”，引导理解风土人情美

孩子们，课文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

“我走在街上，抬头一看，又是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开满了



鲜花。”

师：什么是“又”，又表示以前也是这样家家户户的窗口上
都开满了鲜花。

以前是什么时候啊——季羡林爷爷在德国留学的那十年。

说明了几十年来，无乱风雨怎样变幻，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德国人种花的习惯没有变。

如果一种习惯几十年如一日，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是这个国
家的——风土人情

5、此时此刻，你觉得什么极美——风土人情!(板书)

1、现在你们懂了吗，季羡林爷爷说的“美丽并没有改变”指
的是什么没有变?

花的美丽没有变;种花的行为没有变;风土人情没有变

2、季羡林爷爷说的美丽就是：花美、行为美、风土人情美。

孩子们，美的东西值得我们珍藏，拿出我们的采蜜本，选择
其中的一种美，把相关的句子抄下来。(播放音乐)

美丽没变?

花团锦簇

花美

姹紫嫣红

人人为我



风土人情美

我为人人

行为美临街而种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三

知识与能力：

1、学会12个字，认识2个字。能借助工具书和联系语言环境
和生活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

2、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

情境创设，情感熏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小姑娘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体会小姑娘的善良和
纯真。

通过小姑娘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体会小姑娘的善良和
纯真。

体会小姑娘心理活动的变化。

生字卡

2课时

1、学会12个字，认识2个字。能借助工具书和联系语言环境
和生活理解重点词句的意思。



2、理解课文第1—3自然段。

理解课文第1—3自然段，能够对小姑娘有个初步的认识。

学习生字。

走入小姑娘丰富的内心世界。

师：今天我们要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
娘，让我们一起去认识她吧。

（请快快翻开书本第36页读读这个故事吧！）

1、自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些什么，并边读边圈生字，读完
课文后把所圈生字反复多读几遍直到熟练。

2、检查生字。

3、把生字送回课文再读课文，想想读完课文后，你还有哪些
不明白的问题可提出来。

1、师：读了这篇课文，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指
名自由概括）

2、自由读1—3自然段，想想文中的“我”是个怎样的小姑娘？

（1）学生自由读，在相应的地方作上记号（教师巡视）

（2）小组交流

（3）全班反馈，边交流边指导读好相关句子：“我是个长得
小小而不怎么表达的女孩儿。脑子里好象总有想不完的
事。”

（4）小结：这是一个弱小、内向、爱思考的女孩。



3、现在，你们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你对那个新来的修鞋老
伯伯有怎样的想法？

（1）学生找到描写老伯伯的句子读一读

（2）引导读句子，体会小姑娘对老伯伯的好奇，也通过观察、
思考感觉到老伯伯生活的艰难。

师过渡：是啊，这样一个爱观察、爱思考的小姑娘，她会和
修鞋的老伯伯之间发生怎样的事情呢？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学习“鼻、皱”等12个字。

让学生多识记字形：“鼻”字注意上中下结构的比
例；“皱”字写时要注意右边“皮”的一撇要将左边一部分
托起来。还要让学生自己观察字的结构，把字写端正，美观。
教师可适当作书写示范。

1、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走进小姑娘的内心世界。

2、通过小姑娘的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体会小姑娘的善良
和纯真。

精学4—16自然段，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小姑娘的善良和纯真。

走进小姑娘的内心世界，体会小姑娘的善良和纯真。

师：上节课我们知道知道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爱思考、爱
观察而又内向的小姑娘，她和修鞋老伯伯之间会发生怎样的
故事呢？今天我们接着来学习。

1、读读4—16自然段，讲讲小姑娘和修鞋老伯伯之间发生了
一件什么事？

2、找出描写老伯伯的语句和小姑娘心里想法的句子，分别作



上不同的记号。

3、自读感悟，再读句子，想想这时小姑娘和老伯伯心里都想
了些什么？小组交流。

4、全班交流。

（1）走进老伯伯内心：

a、在断针时，老伯伯叹了一口气，这时他心里是怎样想的？
（指导读句子）

（2）走进小姑娘的内心世界：

a、重点体会句子：“我一愣，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拍了一下
我的心脏。”和“我转回神，飞快地把书都塞进书包里，又
飞快地取出口袋里折得皱皱的钱，塞到老伯伯的手里……”

b、假如你就是这个小女孩，说说你为什么这样做？

c、分角色朗读4—16段

1、妈妈为什么说“我是个好心肠的姑娘？”读读课文的最
后4个自然段，展开小组讨论。

2、交流看法。要求表达观点时要在课文中找到相应的语言作
为依据。

3、回扣文题：为什么妈妈的话像阳光照进我的心里？说说你
的看法。

4、小结：妈妈是在夸奖小姑娘关爱他人、用心体察他人的疾
苦，很善良。从此以后，妈妈的话如同阳光照进我的心里。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四

1.学习课文生字新词，试着用“……有的……好象……”练
习说话。

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卢沟桥的结构特点，体会古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

3.了解“七七事变”历史事件，认识卢沟桥在中国历史上的
意义。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二自然段。

教学重、难点：目标1、2

（2课时）

（挂图、有关七七事变的材料）

1.指名介绍卢沟桥及其故事、历史意义，读文，学习生字读
音

2.导入新课

1.看全景图：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2.看分图：第二图：这些狮子栩栩如生，个个雄壮威武，非
常可爱。

第三图：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多得数不清。

3.说说看完后的感受

1.自读课文，标出自然段序号，划出新词，说说自然段段意



2.结合图画，自由读读课文，后同桌间说说卢沟桥的狮子是
什么样的。

1.读准字音。（铺、雕、歇、概、侵、抗）

2.记清字形。（歇、概、侵）

3.理解词义：

（歇后语、联拱石桥、驻扎、望柱、偎依、大概、挑衅、甚
至）

1.抄写生字、词；2.熟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

1.听写词语。

2.分段朗读课文。

1.课文中哪几段具体介绍卢沟桥的狮子的，用双竖线在其头
尾处标出

2.说明这种分段方法

1.默读课文，用最快的速度记下第一段中卢沟桥的相关资料

（长度、建筑年代）

特点：狮子多得数不清。

2.学习第二段

（1）图文对照说说卢沟桥的石狮子有何特点。

（2）说说这段话在介绍石狮子时写法上有什么特点（使用排
比句式）



1）读文，认识什么是排比（连续使用了3个以上的相同句式，
集中表达一个意思）举文中例子说明。

2）读排比句，感受其句式起伏，领略其表达作用

3）多媒体出示荷花图，说说荷花的形态及自己的想象

4）练习用文中的“有的……好像”句式将同学们刚才的话连
起来说说，其余同学作好记录。

5）全班同学有感情地朗读这段话。

3.学习第三段

（1）读课文，了解段意。

（2）了解“七七事变”。

1.说说喜欢卢沟桥的狮子的原因。

2.看图读课文。

1、完成练习册。2、背诵课文第二自然段。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五

首先，我谈谈对教材的看法：文章中一个纯真可爱的小女孩
以自己独特的视眼，欣欣然观望着这世界。一颗充满阳光的
心，让她同情着那饱经风霜的修鞋人，善意地用“不用找零
钱”的方式给予老人一点无私的关爱；一双充满阳光的眼，
让她感觉世界如此美好绚丽，情满人间，爱满心田。

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笔触细腻，几个准确的动词，几
句朴实的话语，几个含情的眼神，便淋漓尽致地勾勒出鲜活



灵动的人物形象。

根据教材特点，我认为本文的教学重点是品析词句，把握人
物形象，体会人物情感。教学难点是通过对难句“妈妈
说‘你是个好心肠的小姑娘’总像阳光从头顶洒下……所有
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好。”的品析，理解尊重、关爱便是那
从头顶洒下的阳光，浸润人的心扉，世间万物也因此而美丽。

根据教学重难点，我设计了以下的教学目标：

1、读准生字词，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并能正确运用“不
知所云”等造句。

2、通过品读词句，理解难句“妈妈说‘你是个好心肠的小姑
娘’总像阳光从头顶洒下……所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
好。”，从而把握文章中心，感受到“爱便是那洒下的阳
光”激发学生尊敬关爱他人，用真爱拥抱世界的情感。

3、在把握人物形象的基础上，能通过朗读读出“我”的纯真
可爱，修鞋匠的朴实善良。

第一课时：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词，理清脉络。

（一）导入揭题，激趣入情

1、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平凡得如同沙砾的人，似乎微不足道，
但他们的存在真真切切地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不容忽视。你
能举一两个例子吗？（擦鞋的，卖早点的，修鞋的……）

2、教师小结揭题：看来，同学们都是有心人，能发现身边这
些人存在的价值。昨天，我们学习的《阳光洒下来》中的那
个小女孩也有一颗细腻的心，一份真挚的情。她一直关注着
大院门口的那个修鞋匠，让我们一起随她去看看那位修鞋匠
是怎么工作的吧。“学起于思，而缘于疑”，从“微不足



道”到“可以写入文”的鲜明的反差，激起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

（二）品词析句，批文入情

1、这个鞋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文章，
从文中找出有关语句，说说自己的体会。

2、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学时间，然后指名交流。

3、学生会从文章的第二自然段找到“老伯伯的手很巧”。为
了帮助学生更深刻体会鞋匠手艺的“巧”，教师引导学生读
第二自然段，并圈出描写鞋匠一系列动作的词：比划、取、
划、提、剪、套、合上、按、举、敲、拿、削、磨、摸。让
学生反复朗读并想象其一系列动作，从而体会到鞋匠动作的
娴熟，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同时也充分感受到文章用
词的准确性，积累了语言。

4、接着让学生继续交流，还从哪些地方体会出修鞋匠是个怎
样的人？

学生可能会从“一张脸有点干，皮肤黑红、皱皱的”，体会
到鞋匠每天风吹雨淋，很辛苦地劳作。教师点拨提升：这张
脸是饱经风霜的写照，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熟能生巧，手艺精
湛。

学生还可能从“老伯伯捏去原有的断线头……小心地对好包
带……”“一把抓住我的书包……仔仔细细地检查”这些句
子中体会出老伯是个朴实，工作认真的人。学生的这一理解
只是浅层次的，教师可引导学生注意“我”只是一个小女孩，
老伯却一如既往地认真帮我修书包，从而提升学生认识，老
伯是个朴实，而且能一丝不苟对待每一个顾客的人。

（三）朗读感悟，缘情入境



2、学生通过个性化的朗读，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同时得到
情感的熏陶。先组内交流讨论，后指名交流。学生可以通
过“针断了”“老伯伯轻叹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拍
了一下心脏”这些语句体会到“我”看见老伯的针因给我修
包而断了，心里感到十分歉意。从“他的眼镜滑在鼻梁上，
很像看报纸的外公和做针线的外婆”体会到老伯让“我”联
想到自己慈祥的外公外婆，平添几分亲切之感。这是促使我
不让老伯找零钱的两个原因。其实原因有三，因引导学生联
系前面老伯人物形象的品析，体会到我最主要是因为老伯对
工作的认真，对顾客的一视同仁让我感动，想要给予他一些
帮助。

3、小结：是啊，诚实的劳动犹如栽花，回报的是姹紫嫣红。
我的钱虽不多，但那是对老伯劳动最真的肯定，是一份真情
的回报。

4、学生通过自主、合作、共同探究的学习方式自读自悟，走
近文本，走进文本，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在此基础上，再
指名让学生分角色朗读，此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
溢于海”。要读出真情实感，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四）辩论激情，情动辞发

1、我做了这件事后，担心大人责骂，可妈妈确实爱怜地说我是
“傻丫头”，我真的傻吗？请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学生通过前文的精读品析，相信会有正确的认识，但教师不
应以自己的感受替代学生的感悟，应允许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针对问题展开辩驳。学生会认为“我”不傻，我是尽我
的所能在回报老人，给予老人一点真情关爱，也可以看
出“我”很尊敬这样平凡的劳动人民。但是并不排除有学生
认为“我”是“有点傻”，那些钱确实能买好多针了。如果
我心理过意不去，可以今后多光顾他的生意呀，那样岂不要
比施舍的方式更好？对于这一课堂动态生成，教师不应简单



的以对错来判别，而应进一步引导学生读下文妈妈的“你是
个好心肠的小姑娘”，帮助学生理解爱是无价的，金钱在真
情真爱的面前是苍白的。从而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
值观。通过这一学习活动，可以创设开放活跃自主的课堂气
氛，绽放了思维的火花，情动辞发，培养了学生语言表达能
力，同时也加深了对文章中心的理解。

2、在学生对于我到底“傻不傻”的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出示：“妈妈说‘你是个好心肠的小姑娘’总像阳光从头顶
洒下……所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好。”，谈谈对这句话的
理解。

通过前文品词析句、感情朗读、辩论等一系列学习活动，这
一难点应该是不攻自破。学生会理解那“像阳光从头顶洒下
的”就是关爱，正因为有爱才使“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
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3、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教师提升总结：我们的心田因关爱
而肥沃，我们的灵魂因关爱而饱满。当关爱的阳光洒满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才会抛弃世俗的怨恨，感受到万物如此
多姿，生命如此多彩。

4、你用敏锐的眼，善良的心发现身边有需要关爱的人吗？你
有过被他人关爱的经历吗？

这个学习活动有机地从课堂向生活延伸，真正立足与学生的
终身发展。激发学生关爱他人，尊重普通劳动人民的情感。

（五）作业

1、观察一个身边从事像修鞋匠那样的服务行业的人。

2、写一篇观察日记。



3、给予身边的人一点关爱。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六

教学目标：

1.查辞典，理解文中的生字新词，读懂课文内容。

2.理解课文最后一段的意思，懂得语言的魔力。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目标1、2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质疑导入

1.读课文首尾2段。

2.质疑：盲妇人前后的遭遇有何不同，为什么会这样？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看图读课文，自由质疑

2.圈画生字新词，小组内讨论理解词义

3.说说课文大意及各段大意



三、理解课文内容

1.学习第一段，

（1）轻声读课文，找出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

（2）诗人和盲妇人是什么样的人，找出文中有关的词句说说。

2.学习第二段

（1）读课文，看插图上画的是什么？

（2）这一段写什么？

（3）联系上文想想：过路人对盲妇人前后的态度有何不同？

（4）读文中语句，理解诗人眼中的“欣慰”。

3.学习第三段

（2）诗人加了一句话，使盲妇人摆脱了困境，说明了什么？

（3）理解“衬托、风烛残年、万紫千红”等词语。

（4）有感情地朗读本段。

四、谈谈学完课文后的感受与收获

五、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六、有感情朗读课文。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七

学会本课四个生字，结合图画和课文内容理解“崇山峻岭、



蜿蜒盘旋、凝结、气魄雄伟”等词语的意思；体会比喻句描
写的形象和联想句、总结句的作用。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借助声像理解课文内容的能力，以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和创新能力。重视观察和思维及听说读写
的有机结合。

通过观察、有感情朗读和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感受长城的雄
伟气势和高大坚固，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

1、图文结合，理解长城的气势雄伟和高大坚固，感悟课文的
思想内容，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之情是教学重点。

2、展开想象，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教学难点。

2课时

教学过程(本文来自优秀ta网)

师：同学们听没听说过一句俗语，“不到什么非好汉”，谁
来说说，什么是哪个地方。

生：长城。

师：对，是长城！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长城，去领略长城的
风采！

板书：长城

利用媒体资源中的视频以及课件中的`视频介绍让学生了解长
城。

教师总结：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前476）



时期，那时各诸侯国为了互相防御，都在自己的境内地势险
要的地方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防御北方匈奴
贵族的入侵，将各个诸侯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将其延长，号
称万里长城。以后各个朝代，都对长城进行拉修建。因此可
以说长城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兵器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抵
御外族入侵而建筑的军事建筑。

1、自学生字新词。

2、小组互助读文，然后想一想课文讲了什么。

3、小组汇报生字新词，教师归纳并板书。

板书：崇山峻岭拍摄嘉峪关扶智慧气魄

4、利用媒体资源中课件中的生字动画，教师教学生字

5、理解字词。

（1）教师讲解

山海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是长城的起点，有“天下第一
关”之称。

嘉峪关：明初的建筑物，在甘肃省嘉峪关市西，嘉峪山东南
边脚下，是长城的终点。

八达岭：军都山的一个山峰，在北京市的西北，是著名的游
览胜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互相呼应：本课指打仗时之间可以进行联系，互相支援。

（2）看图理解

崇山峻岭：指高而险峻的山岭。



蜿蜒盘旋：指弯弯曲曲的延伸。

条石：长方形的石块。

方砖：正方形的砖块。

垛口：指墙外侧向上突出的部分，是一种掩蔽物。

了望口：指用来了望的口子。了望：从高处监视敌人。

射口：射击用的口子。

城台：城墙上一整块平坦的方形建筑，是屯兵的堡垒。

1、观察图画。

（1）指名学生上台从中国地图上找出长城东起山海关西止嘉
峪关的确切地理位置，并在黑板上写出长城经过我国的哪几
个省市。

（2）书上的两幅彩图观察点各在什么地方？各画了哪些景物？

提示：第一幅图是俯视，观察点在高处，是远看；

第二幅图是平视，观察点在近处。景物有蓝天、苍山、红枫、
灰龙。

（3）长城修筑在什么地方？

提示：崇山峻岭之间

（4）从画面上可以看出长城有什么特点？

提示：长和高大



（5）第一幅图上看到的长城是什么景象？

让学生发挥想象，

爸爸和书阅读理解答案篇八

1.学习生字新词，学习运用“一面……一面……”理解课文
内容，知道三味书屋的有关知识。

2.学习并运用课文从中间到四周的观察方法进行观察。

3.学习鲁迅先生严于律己、勤奋好学的精神。

4.朗读课文，背诵最后一段。

目标1、2

（2课时）

（挂图）

1.出示三味书屋的图画，指名说说图画内容。

2.齐读课文第二段,比较同学们的发言,说说课文在叙述上的
优点

3.明确学习目的，导入新课

1.小声读课文，圈画生字词，标出自然段序号。

2.说说课文为我们介绍了三味书屋的哪些内容。

3.说说鲁迅的书桌在哪儿。

1.学习生字音形，交流记忆方法。



1）检查生字读音：强调：“塾、绍、寿、弛”是翘舌音。

2）同音字、形近字比较区别并组词。

塾（ ） 墨（ ） 砚（ ） 弛（ ）

熟（ ） 默（ ） 观（ ） 驰（ ）

2.理解词语：

（鲁迅、戒尺、严厉、默默、毫不松弛、奔走、信念、料理、
花骨朵）

1.读课文，想段意。

2.理解“书塾”的意思。

1.抄写生字、词。 2、熟读课文，理解内容。

1.听写词语。

2.看图，说说你对三味书屋的印象。

1.学习第二段

（1） 图文对照，说说课文按什么顺序介绍三味书屋的，你
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教师引导学生抓住“墙上”、“画前
面”、“四面”、“东北角”上等词语，告诉学生作者是按
空间位置，从中间到四周的方位顺序来观察、叙述的。

（3） 理清本段层次

（4） 有感情朗读，尝试背诵本段

2.学习第三段



（1） 默读本段，说说本段的大意（“早”字的来历及其对
鲁迅一生的影响。）

（2） 根据“早”的形状、来历、作用将本段分为3层。

（3） 学习“早”字的形状的写法及其好处。

引导学生体会：鲁迅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作者采用打
比方的写法，写“早”字很像一个还没开放的花骨朵，又像
一支小小的火把。

理解：“字横着，很像一个还没开放的花骨朵，又像一支小
小的火把。”

（4）体会重点句：鲁迅一面上书塾读书，一面帮着母亲料理
家务，几乎天天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体会带点词语及
句子含义）引导学生理解：“一面……一面……”

（5）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刻字 ——“也把一个坚定的信念深
深地刻在心里。”结合上下文理解“一个坚定的信念”。

1.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总结全文。

1.完成练习册。

2.熟读课文并背诵第三自然段。

师：今天过去，还有明天，时间好像永远用不完，是吗？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时间？

1.小声读课文，划出生字新词，在语境中识记生字新词特别
是新词词义。标出自然段序号。



2.说说课文说了什么事（起因、经过、结果），告诉我们什
么道理。

1.学习生字音形

1）读准字音：持、梭、奔

2）记清字形：忧、哀、慰、梭、奔、若

2.理解词语：

忧伤、哀痛、持续、安慰、欺骗、日月如梭、滋味、假若、
与其……不如里

1.抄写生字、词。

2.熟读课文，理解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