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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8_AD_E5_9B_BD_E5_c38_59182.htm 一、教材分析： 《中

国卫星飞太空》是省编义务教材五年制小学语文第五册第三

单元的第三篇文章。课文用准确、精练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

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飞越北京上空时，

人们欢呼雀跃的动人场面，概括介绍了20多年来，我国航天

科技的巨大成就。整篇文章洋溢着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无比自

豪感。全文共５个自然段，第１３自然段描述了人造卫星飞

越北京上空时人们欢呼雀跃的情景。第４自然段介绍了20多

年来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第５自然段是全文的小结，指出

“我国的航天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二、教

学重难点： 《纲要》指出：三年级的学生应学会部首查字法

，并能从字典中选择恰当的词义。本单元在第一单元“联系

上下文理解词义”和第二单元“学会部首查字法”的基础上

，重点训练学生据词定义的能力，这将为以后句、段的学习

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继续训练据词定义的方法是本课的

教学重点之一。课文的第4、5自然段要求背诵，而以往学生

背诵的内容多为记叙和描写。这两段话有不少科技术语，且

多为长句，学生较难理解。因此，指导背诵是本课的教学重

点之二。而通过语言文字感受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以及让学

生体会文章是怎样从不同的角度，用变化的语言来描述人们

因中国卫星飞太空而欢呼激动的情景是本课的教学难点。 三

、教学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我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出示） １、学会本课13个生字；读准多音字“乐”；能读



写26个新词，理解它们的意思。（认知目标） ２、查字典时

，能比较熟练地根据词语确定带点字的意思；能给文中的句

子加上标点符号；会听写课文的最后一句话；能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背诵第４、５自然段。（能力目标） ３、知道我国

航天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受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情感目标） 四、教法简述： 根据以上教学目标，在本课

具体教学中，我主要注意了两点： 一是创设情境，指导感情

朗读，让学生在读中体悟课文语言的准确、精练，感受作为

中国人的自豪。 二是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重视自

学能力的培养。 对此，我设计了以下四个教学环节：（出示

） （一）创设情境 解题激趣 （二）自学课文 整体感知 （三

）渲染氛围 读中品味 （四）小结学法 拓展延伸 五、课时安

排： 本课我打算分两课时完成教学任务：（出示） 第一课时 

初读课文，学习第１、２、３自然段。 第二课时 学习第４、

５自然段，指导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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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