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免费 南州六月荔枝
丹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免费篇一

一、导入部分（谜语导入）

师：先请同学们猜一个谜语“脱了红袍子，是个白胖子。去
了白胖子，是个黑圆子。”（打一水果）。

学生：答案：荔枝。

师：非常棒，谜底就是荔枝，看来同学们对荔枝的样貌还是
比较熟悉的。虽然我们平时都有吃过荔枝，但是可能没有仔
细观察了解过荔枝。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贾祖璋的说明文
《南州六月荔枝丹》，在从前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
认识荔枝。

二、主体部分

（一）解题

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南州六月荔枝丹”。老师
想请一位同学来说说，从这个题目里，你能发现哪些信息。

生：产地南州，泛指我国南部地区；成熟的季节六月（阳历
七月）；鲜果的色彩丹，绚丽如丹。突出了荔枝的产地、成
熟期、颜色（生态的主要特点之一）。



师：xx同学回答的非常好。这个题目引用自明朝陈辉《荔枝》
这首诗中的句子。原诗是“南州六月荔枝丹，万颗累累簇更
团。绛雪艳浮红锦烂，玉壶光莹水晶寒。高名已许传新曲，
芳味曾经荐大官。乌府日长霜暑静，几株斜覆石阑干。”作
者不是以“荔枝”二字作为标题，而是以“南州六月荔枝
丹”这样一句古诗为题，新颖，同时也很有概括力，激发丰
富的联想；生动活泼富于形象感；增加了浓厚的文学气息。

再来了解下本文的作者贾祖璋。贾祖璋(1901—1988)，浙江
海宁人，我国著名的生物科普作家。他撰写的科普读物主要有
《鸟类研究》、《生物的韧性》、《生物学碎锦》等。他的
科学小品，内容充实，构思精巧，语言简洁洗练，文笔清新
朴实。

小品文：就是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科学小品：介绍科学知识
的文艺性说明文。其特点是以通俗有趣的写法介绍科学知识，
篇幅短小，形式灵活，语言生动，既有很强的科学性，又有
一定的文学情趣。

（二）开始正式的文本内容

1、理清字词

2、文本层次的梳理，以及说明顺序的说明

先让学生自己阅读，分别概括各段的段落大意。教师再总结
概括文本的层次、结构。

（这篇课文主要分荔枝的形态特征和荔枝的相关知识两个部
分。说明顺序为先主（荔枝的形态特点）后次（有关荔枝的
其他知识及建议）。而介绍荔枝的形态特点时是按由表（外
部形态）及里（内部构造）的顺序。在说明荔枝的外部形态
时，则按壳面的构造——色泽——外形——大小及重量的观
察顺序来写；而介绍内部构造时又是按壳——膜——果



肉——果核从外到内的顺序。这样来写，条理清晰，内容全
面，主次鲜明，既突出了荔枝的形态特征，又介绍了有关荔
枝的其他知识。）

2、重点赏析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说明方法的说明

师：全篇阅读下来，同学们有没有觉得这篇课文，与其他的
一些说明文不太一样。读起来比较具有艺术性，不是那般枯
燥无聊。回想一下，之前学的《物种起源（绪论）》，是不
是有意思多了。那么，接下去就让我们细细品味一下，这篇
课文独具有特色的语言魅力吧！下面请同学们以四个人为一
组，找出具体的例子说明本文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每个小
组至少找出一处进行说明。

（1）作引用（主要用了引资料）：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免费篇二

《南州六月荔枝丹》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的作品，这
篇文章准确、翔实地说明了荔枝的果形、果实以及贮运，对
荔枝的习性、产地、栽培史等做了一般性介绍，并对我国荔
枝生产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总之，这是一篇介绍荔枝知识的
科技小品。既有丰富的知识、很强的科学性，又有清新诱人
的诗意。

本文是把荔枝作为水果来介绍的，采用了从主到次，由表及
里德说明顺序。从总体上看，主要介绍荔枝过时的形体特征，
次要介绍它的生产情况。在说明果实时，又根据它的结构特
点，采用了由表及里的顺序。在说明荔枝果实的外部特征时，
又按照壳面构造的观察顺序来写。这样既突出了荔枝的形态
特征，又说清了有关它的其他知识，条理清晰，脉络分明。

引用是说明文常用的说明方法，它可以使说明更加清楚具体，
使文章趣味盎然而富有文采。本文在引用上更有它自己的特



色：一是引用古诗确定全文的说明内容和说明顺序。二是引
用的诗文多带比喻，能很好地说明荔枝的主要特征。三是引
用资料，说明荔枝的栽培历史，增强文章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本文在运用引用说明的同时，还运用了比喻说明、举例说明、
数字说明等多种说明方法。

之后，情况差不多，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但幼师班的课堂
纪律要好些，计算机班有几个男生讲小话。

整理记录之后，观照课堂实录和教案，发现两者出入其实很
大。以前是喜欢按着教案上课，往往会出现学生要发散，而
我死命的想将其扯回我固有的思路，故往往是前半节课热热
闹闹（因为有背景的补充和介绍），而后半节课就显得枯燥
无趣。而此次课堂上的突发情况却让我清醒认识到，一个教
师，光是备课是不够的，需要备学生，需要临场发挥，需要
教学机智！

如原本在我的教学设计中，准备由荔枝实物激发学生兴趣

（为此，我特意到市场买了荔枝），带出我的问题，由此让
学生来比较介绍，然后再引出所要学习的课文，让学生自发
的去寻找作者以及相关的文章特点。可以让学生逐步去理解
文章思路和作者情感。把认知性学习和体验性学习结合起来。
但结果却是截然相反的。职校的。学生很调皮，同时，他们
也是抱着一种玩笑的态度，见到有吃的东西，都来抢着吃，
结果三颗荔枝还没有完成使命就进了学生的肚子，当然也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活跃气氛的作用，几个平时打瞌睡的男
生也兴奋了一节课。幸亏我还准备了几幅荔枝图片，可以代
替荔枝实物。可当我要引入文中之时，吴雅琪同学举手要发
表意见，心急口快的他在举手的同时，人已经站起来，把她
对荔枝的了解及对荔枝的疑问和盘托出。于是，为了答疑就
直接进入了课文内容，而把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正音
给直接跳过了。不过，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已经预习了一
节课，一些问题也断断续续地解决了。同时因为看到学生的



思维非常活跃，就补充了一个小组讨论，代替了原来的教师
幻灯片展示。

应该说，本次课堂教学，与我所准备的教案还是有较大出入
的。但通过教学反思，我却发现有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虽
然在我的教学设想中，希望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用自己的
心灵去体会，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用自己的思维去创新，
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但在实际的教案编写过程中还是限于
条条框框，限于固定模式。如引入、作者介绍、字词正音。
其实现在看来，既然已经布置了学生预习，课堂上并没有非
讲不可的理由。从此堂课，学生的自我见解和对说明文论述
形式的熟悉程度，可见其是花了精力和时间去预习的。因此，
通过观察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检查学生的预习，包括字词，
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方法，也是我这堂课所得之一。

的确，课堂教学是动态的生成的，预设的教学流程只能参考，
不能死守，应该根据课堂情况机智处理。

比较可惜的是：应该把“写作题”放在课内完成。写作题是：
运用四种说明方法，介绍自己喜欢的一种水果。先用五分钟
的时间让学生写，再用五分钟的时间分享学生的作品，当场
点评。当然由于时间的问题，未能在课堂内完成写作训练。
最后学生的一句结束语未能行成。至少我可以明了学生对这
堂课的感受，觉得很遗憾。但学生对缩写的认真完成至少让
我感觉到了一点：学生的概括能力是可以的。以后这方面可
以放手让学生练，也可以尝试让学生自我评价。

以前上完一节课也反思，不过总是大致想想，很难得细细致
致的去考虑、记录。所以教了十来年的书，总也没有进步。
第一次把自己的课堂语言录下来，发觉是如此平淡无味。颇
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免费篇三

了解文中介绍的有关荔枝的科学知识，理解作者引用的史料
及诗文；

学会筛选信息和概括要点

明确学习要求；

合作探究，采用小组讨论方式，筛选各段要点，理清说明顺
序；

点拨，针对课文难点，教师酌情给予指导

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态度；

培养学生注重观察，讲究实证的科学态度

理清文章的思路，训练学生快速概括内容要点；

把握说明顺序，鉴赏表达技巧

品读赏析文本作为科学小品所具有的科学性、思想性、文学
性

提问法

两课时

多媒体展示“荔枝”的特写镜头，请学生仔细观看画面，并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自己眼中的荔枝。

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荔枝”作为标题目，而用文中之标题？

“南州六月荔枝丹”短短的七个字，包含了荔枝的生长地域、



成熟的时间、以及鲜明的色泽，以这句话作为标题，能激发
人丰富的联想；并且它是引用明朝诗人陈辉《荔枝》中的一
句诗，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同文章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
比用“荔枝”作标题要好。

1、阅读课文，概括每段段意

2、划分层次，理清思路

一、引出说明对象

外形：外壳—颜色—形状—大小

荔枝果

果实：壳膜—瓤肉—特性—果核

二、荔枝的生态

荔枝花

二、荔枝的生产：产地—树谱—移植—产销

3、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

根据层次，试说说文章的说明顺序。

明确：本文是把荔枝作为水果来介绍的，按照从主到次，由
表及里的顺序来写。课文主要介绍荔枝的生产特征，次要介
绍生产情况。在介绍果实时，又根据它的结构特点，采用了
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空间顺序。在说明荔枝果实的外部特
征时，又按照壳面构造—色泽—外形—大小、重量的观察顺
序来写。这样既突出了荔枝的形态特征，又说明了有关它的
其他知识。



结合课文内容，试分析下列句子对课文理解的正确与否。

1、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的。

2、我们吃的这部分荔枝是荔枝的真正果肉。

3、荔枝的肉是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

4、古代记载荔枝的书有十三种。

5、荔枝在北方是不可能生长的。

6、能产荔枝的地区，应该大力发展荔枝生产。

7、荔枝的成熟期，福建是四月下旬到七月，广东是六月下旬
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

教师总结：高考科技说明文的阅读主要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
其中主要考查学生筛选信息和理解重要语句的能力，其中筛
选信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查学生：

3、在原文的基础上，颠倒个别词语的顺序。如上面第7句原
文应是“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
把“广东”与“福建”的位置调换；传递的信息不相同。

5、根据文章，逻辑推理。如第2句，根据原文的理解，荔枝
的真正果肉应是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所以这个判断也
是不准确的。

这篇课文在介绍有关荔枝的科学知识时，运用了哪些说明方
法，试举例说明，并体会其作用。四人一小组进行讨论，并
选出代表发言。

1、打比方：使说明的事物更生动形象，让读者更易理解。



2、列数字，使得事实确凿，更具说服力

如介绍荔枝大小时说，“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
二十多克”;如介绍荔枝贮藏时说，“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
持在1℃到5℃，可贮藏30天左右”;又如介绍荔枝结实时
说，“一个荔枝花序，生花可有一二千朵，但结实总在一百
以下”。

3、举例子，增强文章的厚重感和说服力。

如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鲜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
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如为证明广东很早就有荔枝，用
了“南越王尉佗曾向汉高祖进贡荔枝”的例子。

4、引用，既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又充实了文章的内容。

本文最突出的说明方法是引用。引用古诗文、史料、故事多
达二十多处。

a.白居易的《荔枝图序》，给人感觉开头新颖，引人入胜，
并为后文作者与白居易对荔枝的不同看法提供依据。

b.徐勃《咏荔枝膜》，说明荔枝味美。

c.引用白居易的“一日而色变，……色香味尽去矣”，说明
荔枝不耐贮藏。

d.杜牧的诗歌“长安回望绣成堆……无人知是荔枝来”，一
方面说明荔枝不耐贮藏，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

e.苏轼的诗歌“罗浮山下四时春……不妨长作岭南人”，一
方面为大力发展荔枝生产展现了一幅蓝图，另一方面说明荔
枝的味美。



1、科学性

“现代科学发达，使荔枝北移，将来也许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事”，作者用揣测语气，说将来也许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改成“将来是完全可能的事”，就变成了肯定语气，指
将来必然产生的事实。

语言的准确还表现在确数、约数的运算上，如“一年开花两
次”、“大约重60克”、“通常直径三四厘米”、“重达四
五十克”等等。

2、文学性

本文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引用古诗文、史料、故事上。从标
题开始，相继引用了陈辉、郭明章、邓萧、徐勃、杜牧、苏
轼等诗人的诗句，既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又充实了文章
的内容。此外，运用“打比方”的说明方法，使表达生动形
象，凸现文采。

总结：本文语言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用词准确、周密。文学
性集中体现在大量诗词典故的运用上，既使说明形象生动，
又使文章诗意盎然。

1、你从本文的学习中悟到了什么？

2、选取你身边的一种地方特产，运用你今天所学到的知识向
人们介绍。

本文以短小的篇幅、丰富的知识，饶有兴味地介绍了有关荔
枝的科学知识，既有一般说明文简明准确的特点，又有清新
怡人的诗意，知识与思想并重，诗情盎然，是一篇不可多得
的科学小品。把握说明顺序，理解说明方法，探究说明技巧，
感受语言魅力是学习科学小品的四大要素。培养学生概括要
点，筛选信息的能力是学习说明文的重要导向。



完成讲义练习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免费篇四

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南州六月荔枝丹》是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上的一篇课文。
在高中六册教材中，集中在第二册教材选入了一个说明文单
元，《南州六月荔枝丹》是此单元的第一篇，是一篇比较典
范的说明文。

它的作用主要是让学生在已有学习说明文的基础上，进一步
把握说明文的文体特征，学会从哪些方面来阅读此类作品，
锻炼学生“筛选信息”、“概括要点”的能力。

学生分析：

学生在初中“浙教版教材”中相继学过两个单元的说明文：
一是第三册第一单元的《中国石拱桥》《祖国的大豆》《核
舟记》《松鼠》；一是第五册第二单元《统筹方法》《晋祠》
《乌贼趣谈》。对说明文的学习有一定的基础。同时，说明
文的主要特征是“它有一个具体可感的说明对象”，与其它
文体的文章相比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本篇的说明对象
是“荔枝”，学生不仅看过，也吃过，但很少阅读过对其详
细介绍的文字资料，学生的兴趣自然会更浓厚。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1、了解文中介绍的有关荔枝的科学知识，理解
作者引用的史料及诗文

2、学会筛选信息和概括要点

过程与方法：1、明确学习要求



2、合作探究，采用小组讨论方式，筛选各段要点，理清说明
顺序

3、点拨，针对课文难点，教师酌情给予指导

态度情感与价值观：1、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奥秘的
态度

2、培养学生注重观察，讲究实证的科学态度

教学重点：1、理清文章的思路，训练学生快速概括内容要点

2、把握说明顺序，鉴赏表达技巧

教学难点：品读赏析文本作为科学小品所具有的科学性、思
想性、文学性

设计思想：1、以学生的兴趣作为切入点

2、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导向

说明对象：（事物说明文、事理说明文）对象特征

说明方法：下定义、举例子、打比方、作比较

分类别、列数字、画图表、引资料

学前指导：说明文的学习要点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
序、逻辑顺序

科学性（正确、准确）

说明语言

文学性（生动、形象）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多媒体展示“荔枝”的特写镜头，请学生仔细观看画面，并
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谈谈自己眼中的荔枝。

二、题解

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荔枝”作为标题目，而用文中之标题？

“南州六月荔枝丹”短短的七个字，包含了荔枝的生长地域、
成熟的时间、以及鲜明的色泽，以这句话作为标题，能激发
人丰富的联想；并且它是引用明朝诗人陈辉《荔枝》中的一
句诗，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同文章的语言风格是一致的，
比用“荔枝”作标题要好。

三、初读课文，概括要点

1、阅读课文，概括每段段意

粗读课文后，选取荔枝的某一个方面，用自己的话或课文的
原话详细准确地表达荔枝的特征。

2、划分层次，理清思路

一、引出说明对象

外形：外壳―颜色―形状―大小

荔枝果

果实：壳膜―瓤肉―特性―果核

二、荔枝的生态



荔枝花

三、荔枝的生产：产地―树谱―移植―产销

&nb

南州六月荔枝丹教案免费篇五

（一）使学生了解科学小品的一般知识。

（二）使学生了解本文先主后次，由表及里地说明事物的特
点。

（三）让学生了解并学习本文综合运用多种说明方法说明事
物的特点。

（四）让学生体会本文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情趣的特点。

（一）举例子。

来自现实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桂绿’
等”；“海南岛和廉江有野生的荔枝林”等。

来自调查材料的，如“六十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
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

来自史籍和科学专著的，如“据记载，南越王尉佗曾向汉高
祖进贡荔枝”；杨贵妃吃荔枝的事；“四川合江产的‘楠木
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十九克左右，《中国果
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六十克”等。

（二）比喻说明。

直接比喻说明，如说明荔枝壳面形态时，说“荔枝壳表面有



细小的块状裂片，好像龟甲”；“裂片中央有突起部分，有
的尖锐如刺”；说明荔枝的果形时说“荔枝呈心脏形，卵圆
形或圆形”；介绍优良的荔枝的种子时说“形状很小，有似
丁香”；在说明荔枝外壳的色泽时说“把它比做‘绛
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等。

引用古籍或诗文作喻，如“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
就成为‘飞焰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
了”；“旧记载中还有一些稀奇的品种，如细长如指形
的‘龙牙’、圆小如珠的‘珍珠’等”。

（三）数字说明。

在介绍荔枝的成熟期，果实的大小、重量，荔枝的贮藏，荔
枝的花期、花序的主花朵数与结实数，我国栽培荔枝的历史，
古籍中所载的荔枝的品种时，都运用了数字。

（四）引用说明。

古代诗文、文献资料、谚语等本文引用达十余处之多。这样
既丰富了文章内容，扩大了知识面，加强了说明效果，同时
又使文字生动活泼，富于变化，具有较强的文学韵味，因而
也更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既能了解有关的科学知识，
又能获得一种文学享受。

文章虽属于说明文，却以诗句“南州六月荔枝丹”为题，远
比诸如“荔枝”、“说说荔枝”之类的题目生动活泼富于形
象感。文章开头引白居易《荔枝图序》中的句子进行质疑，
自然引出对荔枝的说明介绍。文中引用诗句，或介绍荔枝林
的景观，或说明荔枝的不耐贮藏，或印证荔枝的生长北限，
或借以表达应大力发展荔枝生产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的愿
望与建议，都极富文学情趣。

（一）作者简介。贾祖璋，浙江省海宁县人。我国著名的老



科普作家。著有《中国植物图鉴》、《鸟类概论》等专著，
以及《鸟与文学》、《动物珍话》、《生活素描》、《生物
学碎锦》等科普作品。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科学性、艺术
性。

（二）课文说明。

教师：本文选自《生物学碎锦》，是科学小品，属于说明文。

板书：科学小品：介绍科学知识的文艺性说明文。其特点是
以通俗有趣的写法介绍科学知识，篇幅短小，形式灵活，语
言生动，既有很强的科学性，又有一定的文学情趣。

（三）熟悉课文。请2～3位学生依次朗读，教师随时在黑板
上写下学生读错的字。每个同学朗读后，教师均需对其朗读
情况作三言两语的简要评定。

次第：一个挨一个地。“次”、和“第”均作次序讲。

（四）分析课文。

教师：下面分析课文。这节课我们主要解决文章说明的重点
和层次问题。

大家考虑一下，读过这篇文章之后，你对文章内容的哪一部
分最感兴趣，印象最深？

学生略作思索便会答出：荔枝的果实。

教师：为什么？

学生：因为荔枝是我们平时常见且喜食的水果，因此对它最
感兴趣，同时课文对它也介绍得最详尽，所以印象深。

教师：请同学看课文，然后不要遗漏地说出课文介绍详尽到



什么地步。

学生看书、思考、作答。

教师明确：

课文介绍详尽到有关荔枝果实的各个方面：外壳的形态，外
壳的颜色，荔枝的果形，荔枝果实的大小及重量，壳内的果
膜，果肉（假种皮），荔枝的贮藏，荔枝的果核（种子）等，
有花才能有果，因而课文还连带介绍了荔枝的花。

教师：课文除了上述内容而外，还介绍了有关荔枝的哪些知
识？

学生讨论，教师明确：

课文还介绍了荔枝的产地分布，古代讲荔枝的专著（书谱），
荔枝的生长习性和生长的北限（地区限制）、以及提出“应
该大力发展荔枝的生产”“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的建议。

教师：与前面介绍荔枝的果实相比较，哪一部分是本文的主
体，为什么？

学生作答，教师明确：

很显然，介绍荔枝的果实的部分是全文的主体。因为它是有
关荔枝知识的重点，同时也是一般读者最感兴趣、最乐于了
解的知识，因此作者写作时，把它作为主体，进行详细介绍。
这再一次说明作为科普作品，在对某种事物进行介绍说明时，
要依据所要说明的事物的自身特点和读者的认知需求，来合
理安排文章内容的主次和详略。

估计同学能作出否定的回答。但理由未必圆满充分。



教师分析、明确：

不行。我们首先要搞清“主要”和“次要”与整篇文章的关
系。“主要”和“次要”是就其在表达一篇文章的主旨时所
起的作用的大小、重轻而言，而不是指对一篇文章是否必要
而言的。“次要”不等于“不必要”，“主要”和“次要”
对一篇文章而言都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就这篇课文来谈。如果文章题目改作《荔枝的果
实》的话，那自然可以考虑删掉后面的部分。而本文是讲荔
枝，因此有关荔枝的知识都应作介绍，而不能只介绍其果实，
这样内容才全面。另外，从作者的写作意图考虑，作者不仅
把有关荔枝的知识介绍给了读者，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荔
枝的生产”、“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的建议，体
现了作者写作意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综上所述，后面的次
要部分是不能删掉的。

教师：通过这节课的分析，文章说明的重点清楚了。接下来
的是层次问题。通过这节课的分析，估计同学们对文章的层
次已有了初步的了解。好，就把这个作业留给大家，请同学
们在作业本上编写出这篇课文的段落层次提纲。另外，在课
本上完成思考和练习第一题。

（五）列出本文的提纲。

1、主要说明荔枝果实的形态特点。(1～10)

（1）从对小学时学过的《荔枝图序》质疑写起，引出下
文(1)(2)荔枝的形态特点(2～9)

①荔枝的外部形态。(2～5)

a.荔枝外壳构造b.荔枝外壳的颜色c.荔枝的形状d.荔枝的大小
及重量



（3）荔枝的花。(10)

2、主要介绍有关荔枝的其他知识。(11～13)

（1）荔枝的产地分布。(2)古代的荔枝书谱。(3)荔枝的生长
习性及生长北限。

3、提出建议：大力发展荔枝生产，满足人民的生活需
要。(14)

教师：理清了文章的段落层次，那么说明顺序也就明了了，
请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

教师明确：本文的说明顺序为先主（荔枝的形态特点）后次
（有关荔枝的其他知识及建议），而介绍荔枝的形态特点时
是按由表（外部形态）及里（内部构造）的顺序。在说明荔
枝的外部形态时，则按壳面的构造——色泽——外形——大
小及重量的观察顺序来写；而介绍内部构造时又是按壳
膜——果肉——果核从外到内的顺序。

这样来写，条理清晰、内容全面、主次鲜明，既突出了荔枝
的形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