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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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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单元概述 

 

 

童年，是充满纯真和情趣的时光，也是令人留恋和难以忘怀的时光。本单元以“童年”

为主题，依次编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两篇略读课文，一个口语交际，一次习作和一个语文园

地。《古诗三首》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儿童生活的画面——《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塑造

了乡村儿童天真、勤劳、可爱的形象；《稚子弄冰》绘声绘色地表现了儿童以冰为钲、自得

其乐的盎然意趣；《村晚》一诗是诗人即景而写，写出了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在牛背上，拿

着短笛随意吹奏的场景，构成了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乡村晚景图。《祖父的园子》一文，作

者萧红用诗意的语言，写出了祖父的园子给自己的童年带来的快乐。《月是故乡明》表达了

作者热爱故乡、眷恋故乡的真挚情感。《梅花魂》通过五个小故事，表现了外祖父对祖国的

热爱、眷恋之情。口语交际围绕“走进他们的童年岁月”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习作以

“那一刻，我长大了”为主题，要求学生写一写自己成长历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情，要把感到

自己长大了的“那一刻”的情形写具体。语文园地包括“交流平台”“词句段运用”“日积月

累”三个板块。 

 

1．会认、会写本单元的重点生字、词语。 

2．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古诗《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内心感受，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 

4．引导学生练习习作，教会学生在习作中能把一件事写清楚，写具体，写出自己的真

实感受。 

5．通过对本单元的学习，引导学生感受童年生活的美好和珍贵。 

 

重点 

1．会认、会写本单元的重点生字、词语。 

2．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内心感受，感悟作者的表

达方式。 

难点 

1．指导学生通过对重点句子的朗读，体会作者怀念童年的思想感情，并揣摩这种感情

是如何表达出来的。 

2．通过对本单元的学习，引导学生感受童年生活的美好和珍贵。 

 

《古诗三首》3课时 

《祖父的园子》2课时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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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1课时 

《梅花魂》1课时 

口语交际：走进他们的童年岁月 1课时 

习作：那一刻，我长大了 2课时 

语文园地 2课时 

1 古诗三首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作品，通过描写乡村农人耕织以及儿

童学着大人的样子耕种田地的情景，展现了农家夏忙的劳动场面，塑造了乡村儿童天真、勤

劳、可爱的形象。全诗语言平白、朴实、自然，具有浓浓的生活气息。《稚子弄冰》全诗共

四句，从小孩幼稚嗜玩的心理特征切入，描绘出一幅稚气满纸而又诗意盎然的“脱冰作戏”

的场景。《村晚》是一首描写乡村晚景的诗。诗人即景而写，构成了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乡

村晚景图，抒发了诗人对闲适的乡村生活的赞美和向往之情。 

 
对于古诗，通过几年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教学时，可采用举一反三、

比较教学等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意识，挖掘他们的学习潜能。再借助导语把学生带入

诗的意境，介绍诗人之后，可充分发挥插图和注释的作用，让学生自读自悟，从而更好地理

解诗句。 

 
1．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结合拼音把每首诗读准确、读流利，在对古诗整体感知的基

础上采用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加深对诗句的理解，体会诗人的情感。 

2．加强朗读和背诵。诗词的积累，是一种重要的积累。它不仅是语言的积累，更是文

化的沉淀。要采用多种方式训练学生的诵读，把握住诗人的感情基调，读出自己的感受。 

3．在学生对诗意有所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感受和课文中的插图，想象诗中呈现

的情景，体会孩子们童年生活的有趣。 

4．让学生课外积累、诵读有关童年趣事的古诗，进行交流，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知识与技能】 

1．掌握本课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这三首古诗，能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3．通过诵读、解读、悟读古诗，理解诗意，感悟诗中描绘的画面和诗人表达的思想感

情。 

【过程与方法】 

借助注释和插图理解古诗的大意，引导学生掌握学习古诗的基本方法，培养阅读古诗的

兴趣，养成课外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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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发学生对古诗的热爱之情。 

2．体会诗人对乡村风光的热爱与向往，对劳动生活、劳动人民的赞美。 

 
重点 

理解古诗的内容，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难点 

培养阅读古诗的兴趣和对古诗的热爱之情，养成课外主动积累的好习惯。 

 
教师：准备相关多媒体课件。 

学生：查阅有关古诗的资料以及三位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情况。 

 
3课时 

 

 

 

 

 

 

 
1．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并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3．理解诗意，想象诗中描绘的情境，感受乡村田园生活的情趣以及诗人表达的情感。 

 

重点 

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难点 

理解诗意，想象诗中描绘的情境，感受乡村 

田园生活的情趣以及诗人表达的情感。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童年是纯真的、美好的，也是丰富多彩的。身处童年的你们正在经历着人生的美好季节，

你能想象古代的儿童，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吗？让我们乘上古诗的飞船，穿越时光隧道，去

感受古代儿童生活的乐趣吧！ 

二、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1．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1)自由朗读，借助拼音读准字音，把诗句读通顺。 

(2)教师范读，注意朗读节奏和停顿。(多媒体课件)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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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3)指名试读，评议。 

2．释题：“兴”是什么意思？用自己的话说一说题目的意思。 

(“兴”在这里读第四声，意思是“兴致”，题目的意思是“诗人看到一年四季不同的

田园景色而产生了很多的感想”。) 

3．带着对题目的理解，齐读古诗。边读边想：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季节的田园风光？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诗中都写了哪些人物？他们分别在干什么？ 

(夏季，从“桑阴”一词可以看出；村庄儿女：昼耘田、夜绩麻；童孙：学种瓜) 

三、精读古诗，探究诗意 

1．借助注释或工具书，理解重点字词。 

2．小组讨论，并全班交流。 

3．指名试着概括全诗大意。 

(白天在田间除草，夜晚搓麻线，村里的男女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小孩子不懂耕田

织布，也在桑树荫下学着种瓜。) 

四、品读古诗，体会情感 

1．品读“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读这两句诗，你脑海中浮现了怎样的画面？ 

(男耕女织，日夜辛劳的劳动画面。) 

(2)围绕“耘田绩麻”启发想象农民们除了“耘田绩麻”还要干些什么活？ 

(插秧、收割、犁地、积肥……) 

2．品读“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读这两句诗，你眼前浮现出怎样的画面？ 

(几个孩子在树荫下，拿着小铲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的画面。) 

(2)从这两句诗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体会到了儿童的天真可爱，在勤劳的父母的感染下，他们也爱上了劳动，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3．指导学生带着感情诵读古诗。读出对热爱劳动的劳动人民和儿童的赞美之情。 

五、走进诗人，拓展延伸 

1．范成大(1126—1193)南宋诗人，字致能，晚年自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

人。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诗题材广泛，对农民的痛苦，

官吏的残暴等都有反映，诗风清新明快。著有《石湖诗集》《石湖词》《吴船录》等。 

2．课外阅读《四时田园杂兴》其余的几首。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宋 范成大 



村庄儿女







昼耕田

夜绩麻
勤劳

童孙：学种瓜―→天真、可爱、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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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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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背诵《稚子弄冰》。 

2．边读边想象画面，借助注释理解诗意。 

3．通过有感情的朗读，体会诗人的情感以及孩子们的天真可爱。 

 

重点 

边读边想象画面，借助注释理解诗意，并能用自己的话讲述诗句的意思。 

难点 

体会诗人的情感，孩子们的天真可爱快乐。 

 

一、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1．自由朗读古诗，读准字音，把握节奏。 

2．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著名诗

人。他的诗通俗易懂，清新活泼，富有生活情趣，当时人称“诚斋体”。著有《诚斋集》等。 

二、精读古诗，了解诗意 

1．自学要求：小组合作学习。 

(1)借助课文注释、工具书或与组员探讨，理解字词，初步理解古诗大意。 

(诗意：早晨起来，小孩子把冰从盆里取出，用彩线穿起来当作锣来敲。敲出的声音像

玉磬一样穿越树林，冰块忽然落在地上发出像玉石破碎一样的声音。) 

(2)交流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诗中你听到了哪些动听的声音？想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2．结合自己的感悟，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三、品读古诗，领悟诗境 

1．师提出自学要求，进行品读理解。 

(1)练习有感情地朗诵古诗，每读一句想象到哪些美好的画面？悟到了哪些美好的情

感？ 

(2)把想象到的画面用自己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出来并赋予它美好的情感。 

2．交流感受，练习朗读。 

围绕“诗中描述的儿童的童年生活怎么样？你觉得诗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的”这

两个问题，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全班交流。允许有自己的感受。对学生不正确的认识要恰当

地进行引导。 

四、课堂小结，拓展阅读 

1．交流积累的写儿童生活的古诗。 

2．拓展阅读杨万里其他写儿童生活的古诗。 

舟过安仁 

宋 杨万里 

一叶渔船两小童， 

收篙停棹坐船中。 

怪生无雨都张伞， 

不是遮头是使风。 

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 

宋 杨万里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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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留酸软齿牙， 

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 

五、作业 

以“散落在古诗里的童年”为主题画一张手抄报。 

 
稚子弄冰 

宋 杨万里 

稚子









脱晓冰

穿彩丝

敲玉磬

 天真可爱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古诗《村晚》。 

2．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画面。 

3．感受古诗文字和意境的美，体会诗人的情感。 

 

重点 

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中描绘的画面。 

难点 

感受古诗文字和意境的美，体会诗人的情感。 

 

一、复习激趣，导入新课 

1．引导回忆、背诵以前学会的古诗，复习学习古诗的方法。 

2．出示诗题：村晚。 

(1)解题：启发学生用逐字理解、补充意思的方法读懂诗题，初步了解这首诗描绘的画

面。 

(2)简介作者：雷震，宋代诗人。 

二、初读古诗，整体感知 

1．提出要求，指导自学。 

2．检查自学效果。 

(1)读准字音：指名让学生分句朗读，多媒体课件出示生字，指导识记。 

(2)读好诗句：重点指导学生按古诗的节奏读好诗句。 

草满/ 池塘// 水满陂， 

山衔/ 落日// 浸寒漪。 

牧童/ 归去// 横牛背， 

短笛/ 无腔// 信口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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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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读古诗，理解诗意 

1．默读古诗，画出不理解的字词，查工具书并联系上下文理解诗句的意思。 

2．交流议答，使学生明确： 

(1)草满池塘水满陂。 

a．指名读。 

b．谁能说一说这句诗的意思？(池塘堤岸上长满了绿油油的草，池塘里涨满了水。) 

(2)山衔落日浸寒漪。 

a．指名读。 

b．这一句诗里的“衔”是什么意思？(衔：口里含着。) 

c．“山”如何“衔”落日？请同学们发挥想象，联系上下文来理解。(本文指落日西沉，

半挂在山腰，好像被山咬住了。) 

d．“寒漪”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的？ (寒漪：“漪”指水中的波纹。“寒漪”是指傍晚

夕阳下的暗绿色波纹。) 

e．谁能说一说这句诗的意思？再把一、二两句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池塘四周长满

了绿草，池塘里的水几乎溢出了池岸。远处的青山，衔着红彤彤的落日，一起把影子倒映在

水中，闪动着粼粼波光。) 

(3)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a．指名读。 

b．“牧童”指什么人？(这里指放牛的孩子。) 

“归去”表示回到哪里去？(回到村子里去。) 

看图：“横牛背”你是怎么理解的？(横坐在牛背上。) 

c．指名说说这两句诗的意思。(放牛回来的孩子横坐在牛背上，用短笛随口吹奏着不成

调的乐曲。) 

四、体会情感，背诵古诗 

1．整首诗描绘了怎样的景象，你从中体会到了诗人怎样的情感？(整首诗围绕“村晚”

二字，描绘了一幅恬静闲适的乡村晚景图。从中体会到了诗人对悠然恬静的乡村生活的向往

之情。) 

2．带着感情自由朗读古诗。 

3．指名背诵：比一比谁背得快。 

4．全班一起背诵。 

五、布置作业，课堂小结 

背诵三首古诗。默写《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村晚 

[宋]杨万里 

景：草、水、山、落日→恬静闲适 

牧童：横牛背、信口吹→调皮可爱 

 
进入了五年级，学生对于古诗的学习并不陌生。因此在学生初读古诗时，我提示容易出

现错误的字的读音，引导学生复习古诗的一般的学习方法。由于以往一直都在渗透古诗的学

习方法，所以学生很自然就回忆起了：解释题，知作者；抓字眼，明诗意；多诵读，悟诗情。

于是我放手让学生按照此方法进行自学。学生很快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由读到悟，在整个

自学过程中，学生不断抓住相应的字眼，品味到了古诗所传达的意境。在汇报的过程中，学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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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教学设计 

生能够体会到古代儿童那种自由安闲的生活，但是无法很好地诠释诗的大意，必须依靠老师

的一些引导方可说出，说明学生在理解、想象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如果这节课能够使用多

媒体随时展现儿童玩耍的情景，使画面活起来，再结合文字教学，学生理解起来会更容易。 

2 祖父的园子
  

 

 

随着作者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了祖父的园子。祖父的园子是一幅明丽、漂亮、富

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鸟、有

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云朵的影子，这是作者童年的乐园，就像作者所说，“花园里

边明晃晃的”“新鲜漂亮”。这里的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里的一切都

是自由的，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空气里弥漫着自由，童

年的作者也是自由的，这自由正是作者童年快乐的源泉。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作者对同年

快乐、自由生活的怀念之情。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以及赏析、品悟课文内容的能力。这个年龄阶

段，学生的自主意识已普遍增强，他们对作品的感受逐渐接近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他们

的心灵逐渐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合拍。通过讨论，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能与作者基本达成共识。

充分自主地朗读课文，在读中体会感情，在读中感悟语言的特点。 

 

1．可以从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入手，介绍萧红短短一生的文学成就，介绍她的《呼

兰河传》，激发学生对课文的阅读兴趣。 

2．引导学生结合插图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象画面，在读中体会情感，在读中感悟语言

的特点。在充分朗读的基础上，交流园子里的景物，作者在园子里所做的事情，以及作者的

心情，是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作者的心情的，或作者为什么对祖父的园子久久不能忘怀，交

流中机引导学生读有关的段落，读出自己的体会，感受作者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 

3．可以引导学生背诵或抄写喜欢的段落，积累语言。 

4．可以引导学生读《呼兰河传》的另一个描写园子的片段，进一步感受作者童年的快

乐，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 

 

 

【知识与技能】 

1．掌握本课的生字词。 

2．熟读课文，知道祖父的园子里有些什么，作者和祖父在园子里做了什么，体会作者

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情趣。 

3．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内心感受，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2．通过对园中景物的描写，体会作者快乐的心情。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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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作者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情趣。 

 
1．知道祖父的园子里有些什么，作者和祖父在园子里做了什么，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

乐趣。 

2．体会作者内心的感受，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教师：准备相关多媒体课件。 

学生：课外阅读《呼兰河传》。 

 
2课时 

 

 

 
1．学习本课的生字、新词，提高自主学习生字、新词的能力。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祖父的园子里有些什么，作者和祖父在园子

里做了什么。 

 

重点 

学会本课的生字、新词，提高自主学习生字、 

新词的能力。 

难点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祖父的园子里有些什么，作者和祖父在园子里做

了什么。 

 

一、介绍作者，导入新课 

1．童年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和事让我们念念不忘。今天要学习的这篇课文中的哪些童年

生活情景让作者对童年生活念念不忘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萧红的《祖父的园子》，感

受她的快乐童年生活。(板书课题：祖父的园子) 

2．介绍作者。 

萧红，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张迺莹，黑龙江呼兰人。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发

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1940年发表了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2．勾画生字新词，注意读准字音。通过查阅工具书，联系上下文，同桌交流等方法理

解文中部分词语。 

3．明确课文主要内容：记忆中祖父的园子色彩鲜艳，景物众多，祖父经常在园子里劳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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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者也经常在园子里“乱闹”、玩耍，园中的景物是自由的，作者也是自由的、快乐的。 

三、再读课文，梳清条理 

1．小组讨论：作者回忆了童年时在祖父的园子里经历的哪些场景？ 

2．全班交流：记忆中的园子(第 1～3自然段)；跟着祖父在园子里干活、玩耍(第 4～14

自然段)；园中的一切都是活的，都是自由的(第 15～16自然段)；在园中玩累了，可以快乐

地入梦(第 17～19自然段)。 

3．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画出自己认为优美的句子，并和同桌交流，这些句子美在哪

里。 

四、指导书写生字 

1．出示要求会写的生字，学生认读。 

2．教师示范书写。 

3．学生写字，教师巡视。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摘录优美的句子。 

2．熟读课文。 

 
祖父的园子 

1～3    记忆中的园子 

4～14    快乐的园子 

15～16    自由的园子 

17～19    温馨的园子 

 

 

 
1．熟读课文，体会作者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情

趣。 

2．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内心感受，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 

 

重点 

熟读课文，体会作者在园子里自由自在、快乐无忧的心情，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情趣。 

难点 

理解课文内容，体会作者的内心感受，感悟作者的表达方式。 

 

一、复习导入。 

1．认读本课生字词。 

2．指名读课文。 

二、精读课文，理解感悟 

1．自由朗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熟练，并思考：祖父的园子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

象？你是从课文中的哪些地方读出来的？ 

学生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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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祖父的园子是一个美丽、好玩的地方。 

(2)祖父的园子里充满了快乐。 

(3)祖父的园子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2．找出你最喜欢的句子或段落，反复朗读。 

三、走进课文，品味童年 

1．默读课文，园子里的哪些情景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2．课堂交流。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指导： 

(1)园子里有蜜蜂、蝴蝶、蜻蜓、蚂蚱。 

①朗读第 1自然段，想象描绘的画面。 

②用一个词语概括园子里的蜜蜂、蝴蝶、蜻蜓、蚂蚱给你留下的印象。 (充满生机、热

闹、美丽……) 

③有感情地朗读，读出热闹和生机勃勃的感情。 

(2)作者和祖父在园子里边干活边玩儿。 

①默读课文第 4～14自然段，画出作者干活和玩闹的句子，细细地品味。 

a．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钩一阵……把狗尾草当作谷穗留着。 

b．哪里会溜得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反而把它踢飞了。 

c．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过去摘下来……于是丢下黄瓜又去追蜻蜓了。 

d．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

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啰！下雨啰！” 

②讨论：作者在园子里到底是玩闹还是干活？你从中感受到了什么？ 

(干活就是玩闹，玩闹就是干活，都充满了欢乐。) 

③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或段落有感情地朗读，读出作者的快乐心情。 

(3)园子里的花、鸟、虫子、倭瓜等。 

①朗读课文第 16自然段，你从这段话中读出了什么？是从哪些句子里读出来的？ 

②课堂交流。引导学生关注下面的句子，在反复朗读中体会园子里的那份自由。 

a．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b．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c．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d．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 

e．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 

f．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 

③有感情地朗读这个自然段，体会其中的自由和快乐。 

3．默读课文，思考：作者在园子里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可以从哪里感受到？ 

4．找出表现作者快乐的心情的句子，有感情地朗读。 

 

四、回顾总结，延伸拓展 

1．在作者童年的记忆中，祖父的园子是一个怎样的园子？ 

(美丽、快乐、自由、温馨的园子。) 

2．有自由的园子真好，有爱的园子真好。就这样一天天的，祖父、后园、作者三者是

缺一不可的。在三十一年短暂而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对于人间的“温暖与爱”怀着“永久的

憧憬与追求”的萧红常常会忆起呼兰河城，因为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她的祖父，有她和祖

父的园子。所以，作者用一颗真诚的心，用一本《呼兰河传》记录了曾经的点点滴滴。 

3．推荐阅读：《呼兰河传》。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部编版】五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教学设计 

祖父的园子 

玩闹 干活 

自由 快乐 

 

《祖父的园子》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课文重点写了作者在祖

父的园子中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在导入文本后，我让学生结合课文的阅读提示，自主朗读，

感受作者童年生活的自由快乐，领悟这种感情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在学生充分阅读的基础上，

让他们交流作者在园子里心情是怎样的，是从哪些描写中体会到的？作者为什么对祖父的园

子久久不能忘怀？在交流反馈的同时，引导他们读相关的段落，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

生从字里行间悟出趣、悟出情，充分感受作者对童年美好生活的眷恋和对祖父的怀念。祖父

的爱放飞了孩子的天性，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由、随性、幸福的童年。

正是因为作者的心灵是自由的，所以在她孩童的眼里，一切才是自由的，快乐的，甚至是充

满梦幻色彩的。 

3* 月是故乡明
  

 

 

《月是故乡明》是散文大家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名篇，文章以月作为抒情线索，通过对故

乡和童年生活的回忆，特别是对故乡月色的动人描写，抒发了作者对故乡永远的思念和牵挂。

文章语言朴实，对故乡的怀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散文的“形散而神聚”特点在本文中表现

得很充分。 

 

五年级的学生对散文“形散而神聚”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在学习本课时只停留在泛读

和初读上，只能欣赏文本的语言美，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进入特定的审美意境，培养学生具

有接纳美的事物的胸怀。 

 

1．课前让学生搜索有关“月与故乡”的古诗词，理解月是思乡的代名词。 

2．本文感情浓厚，意味隽永，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进入课文的情境中，体会作者的情感。 

3．引导学生理解散文“形散而神聚”的特点。 

4．通过品析重点语句，体会作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知识与技能】 

在反复阅读、体会情感的基础上对《月是故乡明》进行文本研习，体会作者对故乡永恒

的思念与牵挂之情。 

【过程与方法】 

1．通过对本文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独立阅读与思考，并根据自己的独特感受与文本、

老师、同学展开对话，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 

2．尝试以散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情怀。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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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生能通过对文本的反复研习，认识到故乡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对家乡

的热爱之情。 

 
重点 

学会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的阅读方法，记下自己阅读作品时的感受、理解、评价和质

疑，与作品展开对话。 

难点 

调动自己审美经验的积累对文本进行鉴赏，体会文本在表达上的艺术特点以及不同的风

格。 

 
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 

学生：搜集有关“月与故乡”的古诗词。 

 
1课时 

 

一、激情导入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月亮是非常熟悉和平常的景物。然而，一位笃实敦厚的长者却赋

予了它不一样的深意。他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今天，我们将通过学习《月是故乡明》这篇

文章来解读他的“明月”情结。 

二、初读课文，扫清障碍 

1．释题：大家知道“月是故乡明”这句诗出自哪里吗？ 

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2．聊作者。 

季羡林(1911－2009)，山东临清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他在佛典语言、

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是享誉海内外

的东方学大师。一生创作了许多散文作品，如《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文集》等。 

三、赏读课文，理清思路 

文章开篇点题，接着由月过渡到山水，进而过渡到故乡的山水，过渡到作者的童年生活，

并通过他乡月亮与故乡月亮的对比，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四、研读课文，体会感情 

1．季羡林老先生已然功成名就，为什么还念念不忘那个小山村？ 

就让我们走进这篇散文，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现在请同学们齐声朗读课文，我们一起

来看看文章哪些段落写得非常优美？ (学生站起来朗读并稍加分析，3～4个人) 

我也找了两段，大家看看能不能把空填上？ 

我曾到过将近三十个国家，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_______的瑞士莱芒湖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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