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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园地三

学 案

学习目标

1.回顾本单元课文内容，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让故事讲述变得有

新意。

2.进一步体会词语不同的表达效果，通过对比阅读，学会如何让故

事情节变得生动具体。

3.正确朗读并背诵古诗《乞巧》，激发学生阅读积累古诗的兴趣。

学习重难点

【重点】进一步体会词语不同的表达效果，通过对比阅读，学会如

何让故事情节变得生动具体。

【难点】激发学生阅读积累古诗的兴趣。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再次朗读本单元的课文，用不同的方法让故事讲述变得有新意。

二、体会词语不同的表达效果。

三、背诵日积月累。

预学自测

1.自由朗读日积月累，圈出生字词，不会读的字查字典解决，难读

的地方多读几遍，没把握的地方作批注。

2.听范读，注意自己标注的地方，看自己哪些地方读的不准确。

3.再读一遍，把日积月累读通读顺，然后读给爸爸妈妈听。

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播放图片，揭示课题】

这一单元学完了，我们有了许多收获。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语文园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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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学

【交流平台】

1.小结引入。

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读了特别有意思的民间故事，那么怎样

把这些好故事跟别人分享，讲给别人听呢？今天我们就来换一种新

方法，让故事更有新鲜感，一起对故事进行小创作。

2.学习方法，自主创作故事。

（1）教师讲解方法。

①为了让故事有新鲜感，可以把自己设想成故事中的人物，以他

的口吻讲。

（以《猎人海力布》为例，可以用海力布的口吻讲述，会更加亲

切，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②也可以大胆想象，为故事增加合理的情节。

（以《牛郎织女》为例，可以想象一下老牛是怎么知道织女下凡

的时间的。）

③还可以变换情节的顺序，先讲结局，设置一些悬念吸引听众。

（比如《猎人海力布》这个故事，可以先说有一块石头是一位猎

人变的，再讲猎人海力布的故事。）

（2）教师展示几个民间故事，小组讨论如何讲会让故事更有新意。

（3）自主选择合适的方法对自己喜欢的民间故事进行改编。

【词句段运用】

体会词语的表达效果：

1.课件出示教材中的左右两组词语，引导学生自读，边读边想：

左右两组词语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

鼻子都气歪了 气急败坏

前怕狼后怕虎 畏首畏尾

盼星星盼月亮 望眼欲穿

打开天窗说亮话 直言不讳

吃水不忘挖井人 饮水思源

成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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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气急败坏：上气不接下气，狼狈不堪，形容十分慌张或恼怒。

②畏首畏尾：怕这怕那，形容疑虑过多。

③望眼欲穿：形容盼望殷切。

④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没有丝毫顾忌。

⑤饮水思源：喝水的时候想到水的来源，比喻人在幸福的时候不

忘幸福的来源。

2.小组讨论后选派代表发言。

3.教师小结：左边的一组词语来源于生活实践，是一种短小形象

的语句，幽默风趣，耐人寻味；右边的一组成语将左边的词语进行

了概括，含义深刻。

把情节说具体：

1.出示教材中的例子。自读例子，注意两段话有什么变化。

一只狼看见小羊在河边饮水，想找借口把他吃掉。狼指责小羊把

水弄脏了，小羊说自己在下游，不可能弄脏上游的水。狼又说小羊

去年骂过他，小羊说那时自己还没有出生。狼恼羞成怒地说：“即使

你辩解得再好，我也不会放过你。”于是，他就把小羊吃了。狼来到

小溪边，看见小羊在那儿喝水。狼非常想吃小羊，就故意找碴儿，

说：“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你安的什么心？”小羊吃了一惊，温和

地说：“我怎么会把您喝的水弄脏呢？您站在上游，水是从您那儿流

到我这儿来的，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去的。”狼气冲冲地说：“就

算这样吧，你也还是个坏家伙！我听说，去年你在背地里说我的坏

话！”可怜的小羊喊道：“啊，亲爱的狼先生，那是不可能的，去年

我还没有出生啊！”狼不想再争辩了，龇着牙，逼近小羊，大声嚷道：

“你这个坏蛋！说我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样。”说

着就往小羊身上扑去，吃掉了小羊。

2.小组中交流：如何将《狼和小羊》的故事写具体？

3.全班交流。

4.教师小结：第 2自然段中加入了一些故事情节，并将狼和小羊

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进行了详细描写，使故事变得更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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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用所学的方法，在小组内把牛郎织女初次见面的情节说得更

具体。

（注意人物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的描写）

6.小组选派代表在班里交流讲述。

7.互相评价，完善故事情节，使之更具体。

【日积月累】

品读鉴赏。

1.通过同学们的合作学习，我相信大家对这首古诗有个大致的了解

了，请同学们自由读诗歌第一和第二行，想一想你能读懂什么？

2.在七月初七这天晚上，人们望着深蓝浩瀚的星空，想到了牛郎织

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你觉得牛郎织女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你能

读好这两行诗吗？

3.是啊，在这样一个弯弯月儿高高挂在天空，天上的牛郎和织女喜

相逢的夜晚，人间的姑娘们又在做什么呢？读读第三、四行诗。

4.原来古时候的姑娘们每年会在牛郎织女相聚的这一天，向织女乞

巧。渐渐地便有了这样一个节日——乞巧节。乞巧节是古时候人们

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乞巧节吧！什么是“乞巧”？

乞巧的方式有哪些呢？我知道的方式有：蜘蛛结网和贺牛生日。“蜘

蛛结网”就是人们把瓜果装在盘里，放在院子里，如果有蜘蛛在瓜

果上结网，就得巧了。“贺牛生日”指的是传说七夕这天是牛的生日，

牧童会在这天采摘一些野花挂在牛角上，给牛过生日。

6.假如渡过河桥的织女的两个孩子想请你把人间姑娘们乞巧的情景

画一幅画送给他们，你会画上一些什么呢？同时体会“家家”“穿尽”

“几万条”，以及动作“望秋月”。

（1）你是怎么知道人很多的？读出诗句。（家家乞巧望秋月）是啊，

每家的姑娘们都在望着月亮，乞取智巧，瞧，在小院里，在家门口，

在……（指名说，在田野，在山坡，在河边，在花园……）在所有

能够看到月亮的地方，姑娘们都在穿红丝线，哪怕夜深了，她们还

在不停地穿，为什么啊？（她们乞求能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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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她们穿了多少条红丝呢？（几万条）真的有几万条吗？（没有）

那是多少条？（很多很多）什么多？（红丝多）你还能从第四行诗

中的哪个词看出姑娘们穿的红丝很多呢？（穿尽）

7.数不清的红丝都穿完了，可见姑娘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愿望

是多么强烈而美好啊！诗人林杰发出感慨：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

红丝几万条。谁能比老师读得更好？

熟读成诵

1.诗人林杰写下《乞巧》这首古诗，表现人间的姑娘们乞取智巧的

热烈场面，我被姑娘们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深深地感动了，我很想

读读这首诗。

2.刚才我看见有的同学在读的时候已经闭上眼睛，仿佛沉醉在诗情

画意中。我想，他一定是背出来了。你们能背吗？一起背一下吧！

随堂练习

一、说说四大民间故事的人物和主要情节。

故事名称,主要人物,主要故事情节牛郎织女,

白蛇传,

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 ,二、关于讲民间故事，下列说法错误的

一项是( )

A．先了解故事内容，然后从故事内容中提取主要信息，再简要讲故

事就行。

B．可以丰富故事里的细节，适当地添加人物对话。

C．可以模仿人物的动作和表情，让听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词语积累。

1．说说左右两组词语在表达效果上的不同。

鼻子气歪了 气急败坏

前怕狼后怕虎 畏首畏尾

我发现左右两组词语意思相同，左为俗语，表达________；右为

______语，以精练为特色。

2．下列俗语可以用哪个成语代替？选一选。

①分道扬镳 ②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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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越俎代庖 ④强人所难

(1)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

(2)赶鸭子上架( )

(3)重新打鼓另开张( )

(4)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

四、表达与交流。

1．你能把下面的情景说得更具体吗？

(1)弟弟在公园里玩得非常高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同学们在教室里认真地写作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把古诗补充完整，并完成练习。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__________________。

1．这首诗的作者是______代诗人________，诗名是《________》。

我还发现这首诗与民间故事《____________》有关。

2．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的是( )，后两句描写的是( )

①人间乞巧的场景 ②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3．这首诗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 )之情。

①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②对天上神仙生活的期盼

六、积累展示。

你一定读过很多民间传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给我们介绍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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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吧！

故事名：《________》

故事简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读后的感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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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

（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一、 故事名称,主要人物,主要故事情节牛郎织女,牛郎、织女,鹊桥相会

白蛇传,许仙、白娘子,断桥定情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祝英台,化蝶

二、A

三、1.形象 成 2.(1)③ (2)④ (3)② (4)①

四、1.(1)弟弟一走进公园，便撒开腿向草坪跑去。他在草坪上打着滚儿，像小

狗一般撒欢，玩得可高兴啦。 (2)开始做作业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

低着头，拿着笔，忙着写作业。那笔尖发出的“沙沙”声像动听的音乐。

五、穿尽红丝几万条 1.唐 林杰 乞巧 牛郎织女

2．② ① 3.①

六、示例：神鸟

从前有一只聪明、会说话的神鸟，国王想抓住它。在国王抓住它时，它依次给国

王讲了三个故事。一次又一次地从国王手里机智逃脱。

要尊重动物，爱护动物，做人不能武断，要学会调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