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 

第五单元教学设计 

第 15 课  《太阳》教学设计 

教 学 导 航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是一篇常识性说明文，主要介绍了太阳的特点和与人类的关系。第

一部分（第一至三自然段）分别讲了太阳的远、大、热三个特点。第二部分（第

四至八自然段）具体讲了太阳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课文叙述条理清楚，我们把文

章的内容梳理一下，就可以看出本文的说明对象，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学习目标】 

1、 会认 4个生字，会写 10 个生字。正确读写重点词语。 

2、 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3、 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认识太阳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激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4、 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体会说明事物的一些方法。 

【教学重点】 

1、朗读课文。 

2、了解太阳的特点，体会课文怎样运用举例和数字等方法来说明太阳特点

的。 

【教学难点】 

1. 学习举例子、作比较、列数字等说明方法。 

【教学准备】 

1、 自制生字词卡片。 

2、 搜集有关太阳的资料。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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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 学 过 程  

第 一 课 时  

一、 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看动画片吗？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个，现在我们一起

来看看。（播放《后弈射日》）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吗？谁来说说。 

天上的太阳到底能不能被射来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篇写《太阳》的课文。 

(设计意图：运用电化教学创设情境：有趣的动画故事，鲜艳的画面和人物，

这鲜明的形象加上儿童的强烈的求知欲，进入问题情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

的课堂，让学生在课前通过上网、看课外资料知道的有关太阳的课外知识得到了

交流。) 

二、初读课文，自主识字 

1、现在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不通的地方

多读几遍。 

2、小组接读课文，学习生字，交流读懂了什么，不明白的地文。 

3、 汇报。 

三、精读课文，感悟特点 

1、 读读课文的前三个自然段，在描写太阳特点的部分中，你认为哪些句子

用得好？ 

2、在你读出的这些句子中，你有什么发现？（引导学生体会列数字、举列

子等说明方法） 

3、用你的朗读来再现一下太阳的特点吧！ 

4、你还知道有关太阳的哪些知识，老师这里收集了一些资料。我们来交流

一下。 

四、指导写字 

1、 出示“抵、氏、估、殖”等，认读。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顾炎武》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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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看看这些字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3、 教师范写，学生描红。 

4、 互相评价。 

第 二 课 时  

一、复习导入：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太阳》。 

太阳的特点大家了解吗？谁来说说。那换一个方式来说说，把自己当成小太

阳向大家介绍一下，谁来试试。  

二、品读欣赏   

1、说到太阳与人类的关系真是很密切。请同学们用心读一读课文，找出最

能表现太阳与与人类关系密切的一句话。（学生练读、汇报读） 

2、这只是作者的总体感受，那课文又是怎样具体写出太阳与人类关系的呢？

请同学们读一读 4—7自然段。看看你读懂什么？在汇报时请用上“太阳与 有密

切的关系”来简单概括。  

3、同学们知道了太阳与动植物、人类生活、雨雪形成、风的形成、人类健

康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下面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用自己的朗读来表现这些

密切的关系吧！ 

4、现在同学们已经成为研究太阳与人类关系的专家啦，我现在是科技日报

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专家们了解太阳与人类的关系，谁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无形

之中，就把学生带入了研究科学，查找、阅读资料的情境中。他们似乎是一个小

小科学家。这时，他们读起课文来分外专注。  

三、提升感悟，交流体会。 

1、请同学们再读课文最后一句话，再读一读全段， 

比读、齐读。背诵。 

2、太阳与人类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设计意图：学生在对知识的学习上有了选择性，这样他们不仅乐意去学，

还培养了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的能力。] 

四、指导写字 

1、出示“兽、存、蔬、麻、较、杀、预”，引导认读。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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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字形，有什么的要注意的地方。 

3、 学生写字，同桌互评。（引导同桌评价时如果认为写得好，就在字旁画

一朵小花；如果不好提出建议。） 

五、自选作业： 

1、 以太阳自述的形式向家长介绍今天所学。 

2、 搜集有关太阳的资料，办一期手抄报，展览后评出“天文小博士”。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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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 

第 16 课  《松鼠》教学设计 

教 学 导 航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选自人教版教科书五年级上册。这是一篇写物的文章，课文从外形、

活动、吃食、搭窝这四个方面介绍了松鼠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在第一课时，

我安排的是从外形上感受松鼠的美丽，从活动、搭窝这两个方面感受松鼠的机灵

和可爱。 

《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第二学段阅读目标指出要引导学生感受作品中

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言，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五年级是练习表

达的关键期，因此结合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我拟定了以下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掌握本课的生字、词语。 

2、了解松鼠的外形特点和生活习性，激发学习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 

3、抓重点词语理解课文，积累词汇。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背诵自己喜欢的自然段。 

【教学重点】 

了解松鼠的外形和它的生活习性，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能按不同方面把课文分为两部分，体会作者是怎样把各部分写具体的。 

【教学准备】 

1、有关松鼠的资料（教学挂图） 

2、准备关于松鼠形态及生活习性的课件 

教 学 过 程  

一、猜谜揭题，激发兴趣：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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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谜语，看谁能猜出

来？“叫鼠不是鼠，尾巴像扫帚，喜欢树上住，松果当食物。”对啦，是松鼠。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松鼠》这一课。（情景教学法：激发兴趣，主动学习。） 

二、初读课文，整体把握： 

1、出示生卡片，检查生字认读情况。（生词） 

学习课文要从字词入手，这些词语你都认识吗？（出示课文中的重点词语）

谁有信心来读一下？（悬念教学法） 

2、提出自读要求，引导学生自读。 

①听动画小故事《小松鼠找花生》，听后互相交流小松鼠给你的印象是怎样

的？（情景教学法） 

②过渡语：课文中是怎样描写松鼠的呢？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读这篇课文，怎

么读呢？可以自己大声读，可以默读，也可以同桌间互相读，你读一段，我读一

段，读错的地方互相给予纠正。读完了再想一想，课文从那几个方面描写了松鼠？

（外形、活动、吃食、搭窝）（朗读教学法：自读、互读） 

 

3、学生汇报、交流。通过读课文，你对松鼠有了哪些了解？你认为松鼠是

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三、精读课文，感悟课文 

1、学习课文第一段 

（1）现在请同学们来读一读课文第一段，找出课文第一段的中心句，想一

想，课文围绕这一句话从哪几方面来描写松鼠的？（朗读教学法） 

（2）学生汇报、交流。正像课文第一段写得，老师也觉得松鼠是一种美丽

可爱的动物。你能看着图向大家介绍一下吗？教师相机评价。（主要包括：面孔、

眼睛、毛、尾巴等几个方面。）（情景教学法） 

（3）指导齐读第二句话。 

（4）指导朗诵课文第一段。 

第一自然段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小松鼠的美丽可爱，谁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

一自然段，把它美丽可爱的样子读出来。两人一组，注意同学之间互相评议。（朗

读教学法）（板书：外形——美丽） 

（5）做小练习，巩固所学知识。（练习法）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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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结第一自然段的学习方法 

同学们学得非常好，想一想，我们在学习第一自然段的时候，是按照怎样的

顺序学习的？谁来说一下？ 

是啊，我们是这样学习课文第一自然段的，先认真读课文，多读几遍，再找

出中心句，看看课文围绕中心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描写的，然后有感情的朗读课

文，最后做一个小练习。 

课文不仅从外形上说了松鼠的可爱，还从其他方面进行了描写，现在你可以

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像咱们学习第一自然段那样来学习一下。一定要按照要

求，仔细认真地学习，一会儿我们看哪位同学收获最大。  

3、学生自学课文，汇报交流，教师指导。（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1）分组介绍课文学习情况，要求按顺序说完整。  

①第二段主要讲了小松鼠十分机灵（要求学生用课文中的话说一下）（板书：

活动——驯良），然后小练习。 

②第三段主要说了松鼠主要吃些什么？（这个简单处理，重点理解三个“它

们”主要指代什么？“常常”一词说明了什么？  ）（板书：吃食——乖巧） 

③第四段主要说了松鼠是怎样搭窝的。（板书：搭窝——勤劳） 

 

出示课文，学习有关顺序 

“先……再……然后……”的说话方法。并利用这些词语说一段话。（练习

法） 

指导朗读。（谁还学习了这一段，有没有需要补充的？你能把这一段读一下

吗？）（朗读教学法） 

四、总结归纳 

1、同学们学习得非常好，下面请同学们迅速通读全文，同桌互相思考讨论：

课文介绍了松鼠的哪几个方面？全文可分为几大部分？每部分都写了什么？ 

2、今天我们从外形和生活习性方面了解了松鼠的美丽可爱，关于松鼠你还

想知道些什么？谁来说一下？ 

3、欣赏关于松鼠的图片。（情境教学法：引导学生热爱小动物，增强保护生

态环境意识。） 

五、拓展延伸 

1、把这种美丽可爱的小松鼠介绍给你的朋友。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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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课文描写松鼠的方法，把你喜欢的一种小动物写下来。 

六、板书设计 

（此板书形式新颖，一目了然，重点突出。形状像一棵树，而松鼠就住在这

棵树上，能有效引导学生爱护动物，保护生态环境。并且此板书设计在教学过程

中逐步展示，突出了教学的过程，具有普通黑板的效应。） 

 

 

 

 

 

 

 

 

 

 

 

 

 

 

 

 

 

《松鼠》教学反思 

《松鼠》是一篇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都很强的文艺性说明文。抓住漂亮、

驯良、乖巧的特点，介绍了松鼠的外形、生活习性、性格。文中准确、生动的语

言渗透着作者对说明对象——松鼠的细致观察，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这小生灵

的挚爱。生动的说明语言激发起读者内心珍爱生灵的美好情愫，也进一步激发起

学生阅读说明文、探索大自然奥妙的兴趣。  

教学中，我紧紧抓住松鼠漂亮、驯良、乖巧的特点为主线，让学生以此为主

线展开课文的学习。此环节我是这样设计的：“松鼠具有漂亮、乖巧、驯良的特

点，那么课文又是怎么把这些特点写出来的？请大家默读课文，体会一下文中的

哪些地方分别写出了漂亮、乖巧、驯良这些特点的？课文的最后自然段还补充说

明了松鼠的哪些其他习性？”学生在前面学习的铺垫下自主的完成了此环节的

学习，并能较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学生在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去学习说明文的方

法就比较容易了。这个环节我是这样设计的：“通过学习，我们了解了作者从松

鼠的外形、性格、行为等特征向我们介绍松鼠的。那么作者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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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介绍这一切的呢？同桌交流讨论找出。”学生在原有的学习成果中继续学

习激起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很快找出了说明的句子并归纳说明的方法（比喻、拟

人）。在与《鲸》一课比较说明方法的特点时，学生更是跃跃欲试。虽然说得不

太全面，但学生积极主动，敢于发言的学习态度感染了我，在我的引导归纳下学

生感受到了课文中准确的说明和生动、形象、细致的描写，课文预设的重难点自

然而然的突破了。 

教学中，我感到遗憾的是:教学内容设计太多，由于教学每个环节需要完成，

留给学生读书的时间太少。而语文的学习应该是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

积累语言。在今后的教学上，我要努力克服这一弊病，争取做到真正语文的学习：

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积累语言，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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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五单元 

《交流平台·初试身手·习作例文》教学设计 

教 学 导 航  

【教学目标】 

1. 了解说明性文章的基本特点和语言风格。 

2. 学习说明性文章的说明方法。 

3. 选择身边的一个事物，试着运用多种方法来说明它的特征。 

4.将《白鹭》第 2～5自然段改写成一段说明性文字，体会两种文体的不同。 

5.分析两篇“习作例文”的内容和特点，学会做批注。 

【教学重点】 

1.了解说明文的基本特点，学习说明性文章的说明方法。 

2.选择身边的一个事物，试着运用多种方法来说明它的特征。 

【教学难点】 

将《白鹭》这篇散文改写成说明性文章，体会两种文体的不同。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3 课时。 

教 学 过 程  

第 1 课 时  

一、回顾本单元内容，导入本课的学习。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两篇课文，分别是（生回答）：《太阳》《松鼠》。这两篇课

文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什么？（生思考回答）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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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课文分别介绍了太阳和松鼠的特点，并且运用了一些说明方法。从文

体这个角度讲，它们属于说明性文章。那么，什么是说明性文章呢？如何阅读说

明性文章呢？下面我们学习一下“交流平台”的内容，学习说明性文章的相关知

识。（教师板书：交流平台——说明性文章的表达特点。） 

【设计意图】 

这样导课，有对旧知识的回顾，有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对新知识的自然

引出，这就做到了由旧知到新知，新旧联系，温故知新，自然引出本课的学习任

务，非常简洁实用。 

二、学习“交流平台”。 

1. 什么是说明性文章呢。 

（1）学生阅读“交流平台”的内容，讨论什么是说明性文章。  

（2）教师小结，课件出示： 

说明性文章是一种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文章体裁。它通过对实体事物科

学地解说，对客观事物做出说明或对抽象事理的阐释，使人们对事物的形态、构

造、性质、种类、成因、功能、关系、范围、类别、来历或对事理的概念、特点、

来源、演变、异同等能有科学的认识，从而获得有关的知识。  

2.说明性文章的特点是什么？  

（1）课件出示： 

《太阳》和《松鼠》两课的说明对象分别是什么？（太阳和松鼠）  

生回答。 

师：说明性文章的特点之一是：首先要有明确的说明对象，所介绍的事物或

者事理就是它的说明对象。  

（2）课件出示： 

《太阳》和《松鼠》两课说明对象的特征分别是什么？（太阳：远、大、热。

松鼠：漂亮、驯良、乖巧。） 

生回答。 

师：说明性文章的特点之二是：为了说明抽象、复杂的事物，使它们变得通

俗易懂，往往会使用一定的说明方法。 

（3）课件出示： 

《太阳》和《松鼠》两课使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列

数字、打比方、举例子、作比较等） 

生回答。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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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明性文章的特点之三是：为了清楚地了解事物，通常抓住事物鲜明的

特点进行具体说明。 

教师补充强调：有时候，直接描述也是一种重要的说明方法，它能使事物的

特点鲜明突出。如《松鼠》中对松鼠外形的描写，能把松鼠小巧可爱的特点表现

得鲜明突出。 

（4）说明性文章的语言有什么特点？ 

生讨论、交流。 

教师明确：有的文章语言平实，有的文章语言生动，不管哪种风格，描述都

要准确、清楚、有条理。 

课件出示：《太阳》和《松鼠》两课的语言分别属于哪种风格？（《太阳》：

语言平实，《松鼠》：语言生动） 

生讨论、交流。 

（5）说明性文章的写作顺序有哪些？学生自由交流、讨论。 

  教师总结，课件出示： 

常用的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由上到下、由前到后、由四周到中

心、由左到右等）、逻辑顺序。（由现象到本质、由原因到结果、由主要到次要等） 

3.如何阅读说明文。 

阅读一篇说明文，需要获取哪些知识？ 

学生讨论、交流。 

师小结：明确说明对象及其特点；找到说明方法，分析其作用；理清文章的

说明顺序；体会文章的语言的表达效果。 

【设计意图】 

本环节紧扣教材内容，既有理论和概念的学习，更有实际例子做实证，使得

理论性的内容不抽象、不枯燥，学生能真切地感受到知识的内涵。适当拓展，能

开阔学生的视野，加深对说明性文章的认识和理解。  

三、试着用学到的说明方法介绍身边的一种事物。 

1.明确说明对象。你要介绍什么事物？ 

通过思考、讨论、交流，学生确定自己要介绍的对象。。 

2.确定说明对象的特点。 

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说明对象来确定它的特点。 

教师引导点拨：某种用具的特点是美观、使用方便、作用很大。某种蔬菜的

特点是：种植管理简单、生长速度快、营养价值高、烹制简单等。某种动物的特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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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外形漂亮、活泼可爱、机灵聪明、对人忠诚、与人友好、生长发育好等。

某种衣物的特点是：漂亮、耐用、舒适、有特殊意义等。 

3. 选择什么说明方法呢？ 

师生回忆学过的说明方法及其作用。 

学生思考讨论交流，确定使用的说明方法。 

确定写作思路，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做到心中有数。 

【设计意图】 

巧妙地设计问题，既可以实现师生互动，又能以问促思，开启学生的思维，

激发学生的情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全面铺垫，使后面的写作水到渠成。 

四、教师小结，布置作业。 

1.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对说明性文章的表达特点有了全面、深刻的认

识，为写说明性文章打下了基础。 

2.给你要写的事物列一个写作提纲。 

 

 

第 2 课 时  

一、检查作业，导入本课的学习。 

1. 上一节课的课下作业是列写作提纲，同学们互相交流一下自己所列的写

作提纲。 

2.多媒体随机展示优秀提纲，提出修改意见。 

提纲示例：电视塔 

引出说明对象——电视塔，点明它的总特点。 

具体介绍电视塔的相关知识：位置、规模、设计样式、使用材质、建造过程、

用途、效果等。（分段写） 

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 

3.学生修改自己的提纲。 

二、个性写作，教师巡回指导。 

1. 学生根据自己列的写作提纲，开始写作。  

2. 教师巡回指导，及时发现同学们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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