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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021_2022__E3_80_8A_E

9_A3_9F_E7_89_A9_E4_c38_57181.htm 教学目的： 1．了解“

世界上除了极个别的细菌能不依赖阳光而靠化学能来合成食

物以外，其他一切生物都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来获得食物

”的科学道理 。 2．了解先异后同的逻辑说明顺序 。 3．复

习事种说明方法在文章申的运用 。 4 ．体会说明文的知识性

科学性 。 5．事理说明文的写作 。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

时 教学要点： 1．字词 ；2．段落层次 ；3．说明方法：设问

、分类别、下定义、列数字、比喻法 教学内容、步骤和方法

： 一、引入课文 人及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需要食物才能存

活。自然界的生物品类繁多，千姿万态，生活环境和条件各

自不同，生存方式和习性互有差异，要总括出人和一切生物

的“食物从何处来”这一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食物从何处来》却把它解说得既有条理

又准确周密。这是我们这个学期学习的第三篇事理说明文，

因此要着重让同学们自读分析。 二、请一位同学在小黑板上

给加点字注音：（教师出示已写好汉字的小黑板） 卵 赫 脂 

肪 贮藏 供应 参天 糠麸 供给 吃荤 细菌 细胞 （教师和学生一

起辨析正误） 三、请同学们自读课文，先写出每个自然段的

意思，再归纳出段落层次。（5分钟后可以找两个同学同时在

黑板上写段落层次答案。） （针对黑板上的两个答案，发动

同学讨论归纳，教师小结。）（g为自然段） 第一部分（ 1一

2）说明一切生物都需要食物。 第二部分（ 3一 13）说明食物

从何处来的两种途径和方法，说明食物从绿色植物来。 第一



层（ 3）总说。 第二层（ 4 12）自养和异养。 4 8自养。（说

明重点） 9 12异养。 第三层：（ 13）总结第二部分，同时回

答了题目提出的问题。 （如果学生对“部分”和“层次”的

划分提出不同意思，只要合理，亦应肯定。） 四、请大家一

起来总结本文所运用的说明方法。（主要让学生发言，不须

教师多作解说。） 回答：本文用了多种说明方法，主要有以

下几种： 1．设问。文章题目“食物从何处来”就是设问句

。这样定题目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文章第一段结尾，采

用连问的方式进行设问，“这些有机物从哪里来？“能量从

哪里来？” 两个句子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起了承上启下

的作用。 第三段一开始就自问“如何获得食物？”然后自答

；“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是第二部分的提领句。 2

．分类别。（分类要依据一定的标准） 因为生物获得食物有

两种不同形式，也就是“食物”来源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方

法，从说明事物的特征出发，采用分类说明是恰当的。 文章

先以生物获得食物的途径为分类标准。分为自养型和异养型

两大类。 能够自己制造食物的属于自养型。 不能自己制造食

物，靠绿色植物生活的属于异养型。 然后，文章又以获得食

物的方法为标准，作第二次分类说明。 自养型的生物分为两

类：①靠光合作用制造食物（常见的大量的绿色植物）；②

不靠光合 作用，而靠化学能制造食物（极个别的微生物细菌

）异养型生物也分两类：①不能改造加工植物的动物及大多

数微生物；②能改造加工植物的人类。 这样层层分类说明，

各种生物不同的生存方式，获取食物的不同方法，无不包举

，这样 不仅符合科学原理，而且概括十分严密，思路清晰，

条理分明。 3．下定义。为了突出事物的主要内容或主要问



题，往往用简明扼要的话给事物下定义， 使读者对波说明的

事物有个明确的概念。本文有以下几处用了下定义的说明方

法。 对“食物”下定义。“食物”是一种能够构成躯体和供

应能量的物质。 对“自养”、“异养”下定义。自养是“自

己把无机物制造成有机的食物，满足生长的需 要。”“绿色

植物都属于这一类。”异养是“自己不能制造食物，靠植物

来生活。”“所有动物和 大部分微生物都是这一类。” 对“

光合作用”下定义。绿色植物的“叶绿体吸收了太阳的光能

”，“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含有高能的有机物质，（主要

是碳水化合物）同时放出废气氧。” 4列数字。 ①“一个成

年人，即使一点工作也不做，一天也要消耗一千四百大卡的

能量。”这是以“人”为例，用具体数字说明“一切生物，

只要活着就要消耗能量。” ②“叶子上面有着许多气孔”，

“有时，一个气孔在一秒钟内能吸进二万五千亿个二氧化碳

分子”。“一个”气孔，“一秒钟”，“二万五千亿个”，

三个数字放在一起，形象地说明了叶子上的气孔吸收二氧化

碳分子，有多大的威力。 ③“全世界的植物，一年中能制造

出好几千亿吨有机物”，简单准确的数字具体地说明了“合

成工厂”的巨大。 5．打比方。以人们常见的、熟知的事物

比喻说明不太常见、不太熟知的事物，效果很好。 为了说明

得形象、具体，便于读者理解，这篇文章在说明光合作用时

，用了一系列的恰当比喻。例如把根毛比作最基层的原料采

集站，把茎比作运输干线，把叶子比作食品工厂，把叶绿素

比作合成车间。这样，把整个自养的过程，比作是工厂从采

集原料，运输到生产、合成的 过程。这就能把比较复杂的现

象简明化、形象化。 五、齐读课文。 六、布置作业。将答案



写在作业本上。 练习一 、练习二 、练习三 、练习四 第二课

时 教学要点： 1．逻辑顺序：光异后同的顺序 2．知识性科学

性 3．事理说明文的写作指导 教学内容、步骤和方法： 一、

讲评作业：找几个同学，把答题读给大家听，然后讨论补充

，最后教师归纳总结。 （参考答案见《教师教学用书》P9899

） 二、今天咱们来探讨课文的说明顺序。（先让大家讨论，

然后教师小结） 事理说明文一般采用逻辑顺序说明事理。逻

辑顺序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写作的根本目 的，不在于对自

然界生物生存方式的分类概括，而在于从大量生物生存方式

差异现象中，推本求源，引出规律。正因为如此，文章先解

说植物、动物、微生物、人类，有自养、异养的不同；然后

阐释异养型的生物无论“吃荤吃素”，归根到底靠植物生活

的道理；最后得出绿色植物所制造的有机物质，是除了个别

微生物之外，其他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的结论。这是先

异后同的说明顺序，属于逻辑顺序范畴。采用先异后同的逻

辑顺序说明，符合人们从部分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对客

观事物的认识规律，显示出先分析综合再形成判断的逻辑力

量，既证明了结论是科学论断、又使文章 思路清晰、条理分

明。 三、说明文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试

以本文为例谈谈这个问题。知识性和科学性，是就说明的内

容而言的。说明必须揭示某事物或事理的本质特征，必须符

合客观实际，做到概念准确，判断恰当；分类清楚，种局分

明；能给读者一定的知识。而这知识，是经过人们的科学实

验或社会实践证明了的，是所说明的事物的基本属性和基规 

律、而介绍具有科学性的知识，也正是说明的根本目的。本

文说明的是自然界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有机物质的来源这样



一个复杂问题。因此本文选取的各项材料以及各个解说的具

体问题之间，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它们都围绕着一个 中

心问题而起着某方面阐释的作用。这个中心就是：各种生物

维持生命的有机物质的来源，亦即一切生物的“食物从何处

来”的问题。本文正是为说明自然界生物生存的这一共同规

律，才集中大量材料，解说一系列具体问题。此外，本文语

言准确，周密。（以练习五、练习六为例研究）能科学地反

映客观事实，保证了本文的科学性。 四、事理说明文写作指

导（以教师讲为主） ①说明是对事物的发生、发展、结果、

特征、性质、状态、功能等进行解释、介绍的一 。 种表达方

式。这种被解释、介绍、阐述的事物，可以是实体的，例如

器械、山岳、湖泊、花、草、虫、鱼等；也可以是抽象的事

理，例如立场、观点、名词概念、学术流派等。运用说明方

式写成的文章，叫做说明文。 ②最近学的三篇说明文，都是

以介绍事物，阐明特征，指出因由，解释事理为主，使人读

了能理解具体事物的特征，状态，功能；对抽象事理，则能

领会其精神实质，从而憬然有悟，了然于胸，这样的说明文

被称为事理说明文。 ③事理说明文的写作，首先要有明确的

目的性；其次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第三，文章的结构

、层次要有很强的逻辑性，要“言而有序”；第四，要有周

密、准确的语言，以保证 文章的科学性。说明的根本目的在

于使读者有所“知”。说明，是对事物作客观的、冷静的、

科学的解释。因此，事理说明文的写作要注意扣住以上的特

点写。叶圣陶先生在《文章例话》一书中曾说：“说明文大

体也有一定的方式。开头往往把所要说明的事物下一个挂释

，立一个定义⋯⋯以下检释，立定义开了头，接下去把检释



和定义里的语义和内容推阐明白，然后来一个结尾，这样就

是一篇有条有理的说明文。”（以下参考《教师教学用书

》P102－104） 五、布置作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