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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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教材分析 

本单元以“家国情怀”为人文主题，编排了《古诗三首》《青山处处理思骨》《军神》《清

贫》四篇课文。《古诗三首》中，《从军行》充分表现了戌边战士保卫祖国、失志不渝的嵩高

精神；《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表达了诗人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和企盼朝廷早日收

复失地的迫切愿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抒发了诗人忽闻官军大胜安史叛军的捷报后无法

抑制的激动、欣喜之情。《青山处处埋忠骨》描写了毛泽东主席惊悉爱子牺牲的疆耗后极度

痛苦的心情和对毛岸英的遗体是否归葬的抉择过程，表现了毛主席常人的情怀和伟人的胸

襟。《军神》讲述了刘伯承在接受右眼手术时拒绝使用麻醉剂的故事，表现了刘伯承钢铁般

的意志。《清贫》一文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在牢狱中所作，回忆了自己被俘后国民党士

兵搜身时的情景，表明了共产党员恪守清贫的美德。 

本单元指向阅读的语文要素是“通过课文中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

这不是学生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它是建立在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通过人物的动作、语

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心情”的基础上的，又为本册第五单元“学习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

作了铺垫。其核心是培养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从而深度理解文本，这也是阅读教学的

一大重点。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文中对毛主席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与大量的心理活动描

写交杂在一起。教学时可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军神》一文对刘伯承和沃克医生这两个人物的描写都很丰满，可分两条线落实这一阅

读方法。 

《清贫》一文多处采用对比手法，借助两个国民党士兵的言行侧面烘托方志敏的廉洁。

作为略读课文，可在回顾阅读方法的基础上，组织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展开学习。  

本单元的习作是半命题作文“他＿了”， 要求在写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的基础上，把令

自己印象深刻的人物的样子写具体，并表现出他的内心活动。教材编排了“习作片段”和“问

题提示”， 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写一个人当时的样子。这正是对本单元“尝试运用动作、语言、

神态描写，表现人物的内心”这一指向表达的语文要素的具体落实。究其实质是培养学生细

节描写的能力，为后一个单元“初步运用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尝试把一个人的特点写具体”

作铺垫。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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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备人：             审核人：       时间：2022 年   月   日 

课 题 9 古诗词三首 

课 型 新 课 时 ３ 

文本解读 

本文中三首古诗词，学生基本上可以借助注释、工具书、想象画面等多

种方法来初步读懂古诗的大意,对学习古诗也有一定的热情。而且已积

累了一些不同内容的古诗,这为以诗读诗、以诗学诗、以诗悟诗、创设

诗韵课堂奠定了基础。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会认 6个生字，会写6个生字。 

能力目标 

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课文，默写《从军行》和《秋夜将晓出

篱门迎凉有感》。 

看注释和插图,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诗句的意思。 

背诵古诗词三首 

 

情感目标 边读边想象诗句描绘的景象,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 

学习重点 通过阅读感受美好，热爱祖国大好河山。 

学习难点 

借助注释，理解诗意，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体会边塞诗歌

中意象的运用。 

 

学习策略 

选择与设计 

1、在教学开始进行展示交流学生搜集的资料，激发学生走进文本感受

作者笔下的山水。  

2、初读，整体感知。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诗，对课文进行整

体的了解，让学生谈谈感受，奠定感悟基调。 

3、研读，体会诗歌语言特点。引导学生自由读课文，想象画面，谈谈

各自的感受。 

4、品读，积累语言。进行练习背诵，积累优美诗句。  

 

学习资源准备 课件 

导 学 流 程 

   

 

 

 

 

 

 

 

预习 

 第一课时 

故事引入课题 

1.简介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理解“从军”。（板书：

从军） 

2.在每一个朝代，都有爱国的将士戍守边关的动人事

迹，都有仁人志士渴望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想去唐朝的边

塞，领略一下当时的边塞风光，看看将士们作战的情况吗？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首唐代诗人王昌龄写的《从军行》。（板

书：行） 

解诗题，知诗人 

1.《从军行》即从军歌，是乐府诗题，这类诗大多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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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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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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问题 

导学 

 

 

 

 

 

 

 

 

 

 

 

 

 

 

 

 

 

 

 

 

 

 

边疆军事生活。标题有的加上“歌”“引”“曲”“吟”“歌行”

等，都属于乐府诗。 

2.说说你对王昌龄的了解。（指名说，师补充） 

1.找意象（学生讨论归纳） 

问：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这首诗描绘的是一幅什么图，那

么诗人通过哪些景物来描写这幅美景图呢？下面大家默读

诗歌，找出文中所描绘的景物。 

品诗句，明诗意 

1.请学生自由读诗，读准字音。 

2.再读，整体感知 

（1）指名读，师范读，齐读。 

（2）通过这几遍读，你们能不能感受到诗人在表达一

种怎样的情感？ 

3.研读，读懂诗意 

（1）以小组为单位，结合注释，带着自己对这首诗的

初步感知，把诗读懂。 

（2）指名谈谈对诗句的理解。 

想意境，悟诗情 

    1.“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1）指名读，教师随手将“暗”“孤”加上点，再请学

生读。 

（2）透过这两句诗，透过这“暗”“孤”两个字，你的

脑海中有了一个怎样的画面？这样的画面让你的脑海中又

涌现了哪些词？ 

（3）请你走进这个画面，假如你是遥望玉门关的战士，

你心中会想些什么？ 

（4）将你的体会融入诗句，读这两句诗。 

2.“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你从这两句中又读出了什么?为什么？ 

（引导学生抓出“黄沙”“百战”“穿”等重点词语去体

会环境的艰苦，边地的荒凉，战争的残酷，时间的漫长。抓

住“终不还”去体会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2）教师用语言去渲染情境，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

去诠释，用自己的朗读去表达。 

3.感受此诗的艺术技巧。 

（1）一、二句的写景对表现边疆战士的形象有什么作

用？ 

（2）小结。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的高度统一是王昌龄

边塞诗的一个突出特点。 

4.全班比赛读古诗，读出战士誓死戍边的决心。 

2.本诗的写作特色是什么？（根据板书引导学生讨论归

纳） 

托物言志，情景交融，动静结合。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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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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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 固

提升 

背诵古诗，积累语言 

看图背诵古诗，体会戍边战士的爱国热情。 

  拓展作业，做爱国卡 

（播放《精忠报国》）伴着《精忠报国》这首歌，每一

个中华儿女都想用实际行动回报祖国，让我们把“为国家繁

荣富强而读书”作为我们的誓言，回家后制作一张“爱国卡”，

在上面默写《从军行》这首古诗，让我们以守边战士为榜样，

从我做起，为国争光吧！ 

 

 

 

第二课时 

释题导入 

1.板书课题：秋叶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你认为这个题

目该怎么读？（秋叶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整个题目是什

么意思？ 

2.介绍作者陆游及写作背景。 

读准字音，理解诗意 

1.生自读古诗，注意读准字音。 

2.指名读诗，师生评价。正音：仞、岳、摩、遗。（课

件出示） 

3.边读古诗边看注释，试着说说诗的大概意思。 

4.谁来把你的理解带进诗中读一读，试着读出节奏。指

名读，师生评。 

课件直观导入，学生自学，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分步解读，品悟诗情 

1.指名说说诗的大意，随机指导理解“三万里河”和“五

千仞岳”的虚指写法。 

2.疏通诗义后追问： 

①这里的“胡尘”，写出的难道仅仅是金兵战马所扬起

的尘土吗？ 

②听音效展开想象：在金兵战马嗒嗒的践踏声中，你仿

佛看到了一幕幕怎样的场景？ 

③哀声遍野，生灵涂炭。老人在流泪，小孩在流泪，妇

女在流泪，北宋的遗民在流泪啊！（板书：泪）这滴滴流淌

的是怎样的泪啊？ 

④金兵横行，遗民泪尽，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这是何

等凄凉、何等悲惨的生活呀！当你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的

心情是什么？请你怀着这样的心情读读这首诗吧！ 

3.参读陆游的《示儿》，深化感悟。 

①“南望王师又一年”，你知道，这“又一年”是多少

年吗？诗人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中原已经沦陷整整 65 年

了。同学们，65 年啊，780 个月啊，23000 多个日日夜夜呀！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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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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读“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②又一个十年过去了，遗民们苦苦盼望的南宋王师来了

没有呢？背诵陆游《示儿》，南宋王师盼到没有，你是从哪

儿体会到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此时此刻，你还体会到了

什么？ 

③古诗读到这里，你觉得“遗民”的“遗”仅仅是“遗

留”的意思吗？（遗忘、遗弃）是谁早早地遗忘了他们？是

谁无情地遗弃了他们？ 

1.自读古诗,读准字音。  

2.（出示要求）请你来给大家读，提醒一下大家。明白了吗？ 

3.（出示诗歌）下面请同学们把书打开，自读诗歌，注意要

声音响亮，读准字音。                                   

4.学习生字。 

好了，孩子们，赶紧拿起笔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两遍吧，

看谁能够写得既工整又美观。请一位同学到黑板上写。 

老师给出了评价字的三个标准，作业整洁给一星，书写

正确给两星，占位准确给三星。（大家评价生写） 

下面请同桌互相检查，给你的同桌评价一下。 

5.读古诗。 

师：孩子们，刚才老师看了，好多同学都得了三颗星呢，看

来大家都努力认真去写了。师：孩子们，你们的声音可真响

亮，但读诗不仅要读得流利，还要读出诗的节奏、停顿和韵

味。（出示诗节奏） 

下面请同学们看着老师标的节奏来读。（生读） 

看到你们绘声绘色的朗读,老师也忍不住想读一读,我们一

起来读可以吗? 

老师读前四字,你们读后三字。 

老师读 1、3句，大家读 2、4句。      

下面男女生合作来读，男生读 1、3句，女生读 2、4句。  

同桌两个相互合作来读，一个读 1、3句，一个读 2、4句，

然后再换过来读。 

  

 

交流 

展示 

 

 

评价 

点播 

师：整体参读，体察诗蕴 

1.朝廷的权贵们在歌与酒的沉醉中昏昏度日，中原的百

姓们却在金兵的铁蹄下苦苦期盼、度日如年——学生齐读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迎凉有感的背后，是诗人一

颗怎样的心在跳动啊？ 

2.面对醉生梦死的南宋权贵，面对水深火热的北宋遗

民，面对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你想对谁说些什么？（自由

选择，自由练笔。畅谈体会，随机点评。） 

3.沉沦的是无道昏君，堕落的是无耻佞臣。（播放《满

江红》视频）面对破碎的河山，面对苦盼的人民，抗金名将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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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喊出了“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豪言壮语。 

 

拓展延伸 

1.小练笔，选择下列一处场景，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 

（1）面对终日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南宋权贵们，你

想说什么？ 

（2）面对侵略者铁蹄下苦苦挣扎、度日如年的百姓，

你想说什么呢？ 

（3）面对壮志难酬、忧国忧民的诗人陆游，你又想说

什么呢？ 

2.积累古诗：《春望》《出塞》《题临安邸》《示儿》《满

江红》。 

练习朗读 

第三课时 

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播放音乐渲染气氛）随着悠扬的古乐，我们这堂课将

走进古诗的画卷。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杜甫的《春夜喜雨》，

谁先来背一背？（生答）杜甫的诗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生

答）师相机介绍杜甫及他作品的主要风格。（出示杜甫简介）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一首他另一种风格的诗，是他的“生平

第一首快诗”。（板书课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初读古诗 

1.齐读课题，解题。（重点理解“河南河北”，“河”在

古代专指黄河，“河南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地

区。） 

2.过渡：由于战乱，杜甫一家在他乡异地流浪了整整八

年之久，收复蓟北的消息传来，此时，诗人心情会怎样？诗

人一听到这胜利的喜讯不禁欣喜若狂，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

的七律名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诗中吧！  

3.学生自由读诗，要求读正确、流利。 

4.再读古诗，看看你能读懂什么。遇到不懂的地方，可

以讨论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请做上记号。 

5.质疑问难。说说古诗中还有哪些不理解的字词。师生

协同解决。 

6.用自己的话，简要说说诗的意思。教师适时点拨。 

学生：相互学习，合作交流 

细读古诗，感悟诗情 

1.学习后两句诗，感受诗人迫切的心情。 

（1）师：请同学们默读古诗，看看自己都读懂了些什

么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2）学生交流汇报。 

（3）师：其实，这两句诗就是杜甫回家的路线图，诗

中也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

向洛阳。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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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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名读这两句诗，感受诗人的归心似箭。 

①你从哪些字词感受到诗人的归心似箭？ 

②动画演示回乡路线图，学生随机用诗应和。 

③你们猜想一下，杜甫可能想在多长时间内回到故乡？

（学生猜想） 

④教师出示诗歌《恨别》，学生读《恨别》前两句，感

受路之漫长、路之艰辛。 

⑤师：回乡之路可谓千里迢迢，但在诗人杜甫的眼里，

故乡就在眼前，亲人就在眼前，家乡的美景就在眼前，就让

我们带着同样迫切的心情再读这两句诗吧。 

⑥师：诗人流落他乡，过了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

终于能够回故乡了，你们想想此刻诗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激动万分、百感交集、欣喜若狂、喜出望外……） 

 2.学习前六句诗，体会“喜欲狂”的心情。 

（1）学生再读诗句，圈出最能表达此刻诗人心情的词

语。（喜欲狂） 

（2）小组合作，找出能体现杜甫喜悦之情的言行举止。  

读词诗、悟情、点题。 

总结 

作为爱国诗人，杜甫还写下了许许多多壮丽的诗篇。请

同学们课下再积累一些杜甫的名作，相信你会有更多的理解

和收获。 

 

 

板 

书 

设 

计 

                        

 

     9古诗三首 

从军行 

青海长云雪山（环境恶劣）（“暗”） 

孤城遥望（思念家乡） 

黄沙百战穿金甲（环境恶劣、战争

频繁） 

报国壮志：“不破楼兰终不还”。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匹夫有责  精忠报国 

三万里河泪尽（凄凉） 

山河壮丽  遗民 

五千仞岳南望（悲凉） 

忧国忧民  天下兴亡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涕泪满衣 

欣喜若狂 

放歌纵酒 

归心似箭喜悦 

爱国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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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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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备人：  徐鲜艳 审核人：应若雅   时间：2022 年  月   日 

 

课 题 10.青山处处埋忠骨 

课 型 新授 课 时 2 

文本解读 

他以国家的大局为重，强忍悲痛，做出了将爱子葬于朝鲜的决定，

表现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襟！毛主席用他强大的意志力告诉我们：他是

平凡的，更是伟大的！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会认 9个生字，会写 15 个生字，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踌躇、

黯然”等词语的意思。 

能力目标 进一步学习描写人物的方法。 

情感目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一代伟人毛主席作为普通人的情感

世界，感受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旷达的心胸和无私的襟怀。 

学习重点 学习描写人物的方法。 

学习难点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毛主席丧子后极度悲伤的心情，感受毛主席平

凡人的情感世界和伟人的博大胸怀。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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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策略 

选择与设计 

1、揭示课题，自主读书。教师或引导学生简单，然后让学生自主

读文，读准字音，联系上下或查字典理解词语的意思，并进行交流。  

2、再读课文，理清思路。 

3、研读课文，感受通过抓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的描写，

深切地体会到了毛主席失去爱子时悲痛欲绝的心情。 

学习资源准备 课件 

导 学 流 程 

   

预习 

交流 

 

 

问题 

导学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大家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吗？现在请随老师一起来重

温一下那段历史吧！（课件出示抗美援朝战争的资料，播

放录像） 

我们怎能忘记抗美援朝中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牺

牲了的几十万中华儿女呢？这些中华儿女中有普通劳动

人民的子女，也有毛主席深爱的长子——毛岸英。毛主

席惊闻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他的内心是怎样的呢？今

天就让我们走进《青山处处埋忠骨》。（板书课题，齐读

课题） 

课内与课外相联系，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 

学生学习活动（设计意图） 

对原教案有何想法， 

请进行修改。 

 

 

 

 

 

 

 

 

 

 

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把握 

1.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做到通顺、流利，

同时用笔勾画出不理解的词语。 

2.出示生字，纠音：“赴”应读 fù，不要读成 pù；

“躇”应读 chú，不要读成 zhù。 

3.提出不懂的词语，结合预习在全班讨论交流解决。

同时结合词语特点运用多种方法理解。 

4.学生在小组内分段读课文，读通读顺，互相帮助，

纠正出现的错误。 

5.默读课文，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毛主席的爱子毛岸英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光荣牺牲，毛主席获悉这个噩耗后极度痛苦的

心情和对毛岸英遗骨是否回国安葬的抉择过程。） 

6.结合搜集的资料简要谈谈抗美援朝战争和对毛岸

英的了解，为下文的学习作铺垫． 

学生根据自学要求，自读自悟，体现学生自主学习。 

1、自由朗读全文，遇到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2、指名分自然段朗读。 

    学生品读文中重点词句，培养学生独立的阅读

能力。学生学习活动（设计意图）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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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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展示 

 

 

评价 

点播 

感悟“悲痛”，领略慈父情怀 

1.师：默读课文第 4—9自然段，用横线画出文中描

写毛主席听到儿子牺牲后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活

动的句子，把自己深受感动的部分多读几遍，联系上下

文，结合关键词句，批注自己的阅读体会。 

2.交流句式： 

这句（段）话通过对人物（    ）的描写，让我从

中体会到毛主席（       ），他是一位（       ）的人。 

3.学生汇报交流，教师相继点评引导。 

出示句子一：毛主席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

支接着一支地吸着烟。桌子上的饭菜已经热了几次。 

出示句子二：当年，地下党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

找到了岸英，把他送到他身边。后来岸英去苏联留学，

回国后毛主席又亲自把爱子送到农村锻炼。那一次次的

分离，岸英不都平平安安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了吗？这次

怎么会…… 

出示句子三：“岸英！岸英！”毛主席用食指按着紧

锁的眉头，情不自禁地喃喃着。 

（1）课件出示补充资料，请学生读资料，说说从这

份资料中你读懂了什么。（补充资料：毛岸英生平及照片） 

师：幼年丧母，岸英的童年历经磨难，与父亲聚少

离多；想起岸英曲折的童年，想起父子聚少离多的日子，

作为一个父亲，毛主席心中有愧…… 

（2）“这次怎么会……”请学生尝试补充省略号省

掉的内容。 

4.学法小结： 

刚才，我们通过抓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的

描写，深切地体会到了毛主席失去爱子时悲痛欲绝的心

情。课文读到这儿，你对毛主席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呢？ 

（毛主席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丧子之痛，他是一个慈

爱的父亲。他让我们感受了一个慈父的情怀。） 

 

二、自学课文，认读理解生字词 

三、初读课文 

 

 

   

预习 

交流 

 

复习导入 

1.听写词语。 

2.上节课我们感受到了毛主席的慈父的情怀，这节

课我们继续来学习课文。 

教师：听写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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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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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导学 

  

 

交流 

展示 

 

评价 

点播 

 

 

 

 

 

 

 

 

 

 

 

 

 

 

 

 

 

 

 

 

 

 

 

 

 

 

 

 

 

品味“抉择”，讴歌伟人胸襟 

1.明晓：两份电报，两种选择。 

2.毛主席想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吗？文章的哪一句

话最能体现主席的这种愿望？交流以后出示：“儿子活着

不能相见，就让我见见遗骨吧！”从主席的心理活动中，

你感受到了什么？ 

3.毛主席能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吗？（学生交流） 

“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就尊重

朝鲜人民的意愿吧。”（感悟主席博大的胸怀。） 

4.反复读这两句话，感受毛主席思想斗争的激烈。 

5.重点交流：秘书将电报记录稿交主席签字的一瞬

间，主席下意识地踌躇了一会儿，那神情分明在说，难

道岸英真的回不来了？父子真的不能相见了？主席黯然

的目光转向窗外，右手指指写字台，示意秘书将记录稿

放在上面。 

“踌躇”是什么意思？毛主席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为什么还会“踌躇”？ 

6.出示句子：毛主席已经出去了，签过字的电报记

录稿被放在了枕头上，下面是被泪水打湿的枕巾。 

引导发现这句话的特点。（如有两对反义词，用拟人

手法，写溪水的声音）说说对这句话的理解，体会句子

中的因果关系，音韵节奏感，和作者当时的心情等。 

反复朗读上述句子。 

    学生根据自学要求自学课文，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 

课堂练笔：透过这句话，我们仿佛看到： 

（    ），他（      ），他（    ），他（  ），无

言的泪水打湿了他的枕巾。 

7.尽管心如刀绞，尽管有太多的不舍，第二天早上，

秘书还是看到放在毛主席枕头上的记录稿。读第 10自然

段。 

（1）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

句诗的意思。 

忠骨：忠臣的遗骸，在这里指毛岸英烈士的遗骨。  

何须：指为什么要，含有“用不着，不用”的意思。 

马革裹尸：就是用战马的皮把尸体包裹起来。  

师小结诗意： 

岸英已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祖国，即使长眠于异国

他乡又有何妨呢！（青山到处都埋葬着忠诚的战士的尸

骨，又何必要用马皮把尸体包裹起来运回家乡呢?） 

（2）领悟诗句中的情感，有感情地引读。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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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 

延伸 

 

达标 

测试 

小结 

师：课文学到这里，你对毛主席又有了怎样的认识

呢？ 

（他以国家的大局为重，强忍悲痛，做出了将爱子

葬于朝鲜的决定，表现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襟！毛主席

用他强大的意志力告诉我们：他是平凡的，更是伟大的！） 

板 

书 

设 

计 

          10 青山处处埋忠骨 

毛主席痛苦 

伟大抉择动作、语言 

神态、心理 

                

 

 

 

 

教 

学 

反 

思 

课后反思 

 

 

 

 

 

主备人：  徐鲜艳   审核人：  应若雅   时间：   2022  年 3 月   日 

 

课 题 
11.军神 

 

课 型 新授 课 时 2 

文本解读 

   言为心声，抓住人物的语言，也就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这篇课文的教学过程中，我主要以人物的语言展开教学，因为这

篇课文中人物的语言是一大特色，几乎贯穿整篇课文。这样的教学

设计，肯定会使有的地方不能涉及，但我想每篇课文教学不可能面

面俱到，抓住特点，使学生一课一得，长此以往，学生一定会有所

收获的。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会认 5 个生字，会写 15 个生字，积累本课要求掌

握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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