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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9_E5_91_B3_E4_c38_58881.htm 一、教材分析 我说的是

五年制小学语文第五册第七单元第二课《三味书屋》。这篇

课文具体介绍了三味书屋内部的陈设和鲁迅童年时期严格要

求自己、勤奋好学的事迹。全文共 3 段。第 1 段指明三味书

屋在浙江绍兴，是鲁迅小时候上学的地方。第 2 段按方位顺

序介绍了三味书屋内部的陈设。第 3 段从鲁迅书桌上的 “ 早 

” 字引出他小时候的一个故事。这篇课文文字精炼、条理清

楚，是本册教材中培养学生言之有序、连句成段能力的重要

课文，目的是继续运用读课文、划方位、找事物的方法阅读

按方位顺序写的一段话，逐步形成阅读能力。在阅读过程中

，学生学到作者观察事物，连句成段的方法，为本单元习作

打下扎实基础。 二、教学目标 根据三年级教学要求、课文特

点和课后思考练习，我确定以下四个教学目标： 1. 学会本课

14 个生字，理解 15 个词语，理解课后题 3 两个句于的含义。

2 ．学会阅读按方位顺序写的一段话。 3 ．正确、流利、有感

情地读课文。 4 ．了解鲁迅小时候勤奋好学的事迹，初步培

养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习惯。 三、重点难点 教学重

点是进一步落实单元训练项目，阅读按方位顺序写的一段话

。教学难点有两个： 1 ．课后题 3 两个句子含义较深，学生

理解有一定难度。 2 ．课文第 2 段除了 “ 正中墙上 ” 、 “ 

画前面正中 ” 、 “ 周围 ” 、 “ 东北角上 ” 四个大方位外

，还具体写了 “ 画上 ” 、 “ 桌上 ” 两个小方位，与上一

课介绍方法不同，学生不易区分。 四、教学过程 1. 课时安排



：本课我打算上三课时。 第一课时导入新课，初读课文。学

习第 1 段。 第二课时学习第 2 段。 第三课时学习第 3 段，总

结全文。 2 ，课前准备：课前老师准备好录像带，小黑板，

《少年鲁迅的故事》一书，话筒一只，三角旗一面，旅游帽

一顶。每位学生准备一份拼贴三味书屋平面图的材料。 3 ．

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解题，激兴趣。 板书课题后，老师出

示《少年鲁迅的故事》一书，把有关 “ 三味 ” 的典故告诉

学生。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认为语文教学不能局限

于书本上的知识，要尽量增加信息密度，丰富与课文有关的

信息量，用教师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重

要的是让学生意识到课外查阅资料也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

。 第二环节：初读，提问题。 传统教学往往是教师嚼烂了喂

给学生吃，学生不会主动求知，但当今社会知识激增，教师

不可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教给学生终生受用的知识，因

此，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会学生学习比传授知识更

重要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就是教会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自

学时，我首先要求学生读通课文，因为读通课文能为识字教

学创设语言环境，为感情朗读打基础，为理解语言作铺垫。

我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读，自己巡回指导，看看差生是否

能将生字字音读正确，把长句读流畅。检查朗读时，让学生

主动参与，自主学习，你喜欢读哪一节就站起来读哪一节，

使枯燥的读书变得扎实有效，生动活泼。然后，请学生运用

本册第一、第三单元学过的联系上下文、查字典的方法理解

词语，并且汇报交流。但是，一篇新课文，学生通过自学不

可能什么都懂，紧接着，教师鼓励学生质疑问难。这有助于

教师有针对性地教，而且学习由疑问开始，小疑则小进，大



疑则大进，启发学生质疑，对于学生的积极探究也是十分有

意义的。 第三环节：细读，解疑难。 1. 学习第 1 段。 教师简

单介绍鲁迅后，让学生用 “ 浙江 ” 、 “ 绍兴 ” 、 “ 三味

书屋 ” 、 “ 鲁迅 ” 说一句话。这种变换词序的训练能发展

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2. 学习第 2 段。 这段是按方位

顺序写的，是本课教学重点。因为学生已学过《我们的教室

》一课，初步掌握了用读课文、划方位、找事物的方法阅读

按方位顺序写的一段话，所以教学时我采用导学式教学法，

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运用学过的读写知识进行自学

自悟，教师适当点拨讲解，在重点、难点上下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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