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第十一册

一、教学要求

1.会读会写本课的 20个生字。

2.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陈、嘉、庚、厦、陵。

3.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文介绍了爱国华侨陈嘉庚为振兴祖国教育事业、兴办学

校、倡导华文教育的典型事迹。文章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陈

嘉庚人生各阶段的经历、感受以及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学习

本文，意在让学生了解陈嘉庚，并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他

们养成从小爱学习的好品质。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帜”、“倡”、“振”、“衫”、“逝”的声母都是翘舌音

（卷舌音），不要读成平舌音。

4. 华侨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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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的韵母是“in”，不要读成“in倮”；“振”的韵母是
“en”，不要读成“en倮”。

注意本课的多音字：

pi佟o———漂洋过海 j侃———几乎 d佟n———担任

漂 几 担

pi伽o———漂亮 j佾———几个 d伽n———重担
{ { {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帜———制———支———只———直

腐———府———夫———复 贫———品———平

貌———毛———猫———冒

倡———唱———长———场———苍

央———扬———养———样

亿———议———医———移———已

衫———山———扇———散

逝———世———失———拾———私 碑———杯———北———背

扎澡佻 扎澡佻 扎澡侃 扎澡侃 扎澡侏
枣俪 枣俪 枣俦 枣俅 责侏灶 责佾灶 责侏灶倮
皂伽燥 皂佗燥 皂佟燥 皂伽燥
糟澡伽灶倮 糟澡伽灶倮 糟澡佗灶倮 糟澡伲灶倮 糟佟灶倮
赠佟灶倮 赠佗灶倮 赠伲灶倮 赠伽灶倮
赠佻 赠佻 赠侃 赠侏 赠佾

泽澡佟灶 泽澡佟灶 泽澡伽灶 泽伽灶
泽澡佻 泽澡佻 泽澡侃 泽澡侏 泽侃 遭佶蚤 遭佶蚤 遭侑蚤 遭侉蚤

2.字形教学

帜 ［幟］ 左右结构，部首是“巾”，共 8 画。繁体字
“幟”，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巾”。

腐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14画。

贫 ［貧］ 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8 画。繁体字

“貧”，上下结构，部首是“贝”。
貌 左右结构，部首是“豸”，共 14画。

漂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4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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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10画。

振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0画。

积［积］ 左右结构，部首是“禾”，共 10画。

惟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忄”，共 11画。

央 独体字，部首是“丨”或“大”，共 5画。

委 上下结构，部首是“女”，共 8画。

贯［贯］ 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8画。繁体字“贯”，

上下结构，部首是“贝”。

彻［彻］ 左右结构，部首是“ ”，共 7画。繁体字“彻”，

左右结构，部首是“ ”。

亿［億］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3画。繁体字“億”，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

粗 左右结构，部首是“米”，共 11画。

衫 左右结构，部首是“衤”，共 8画。

裤 ［褲］ 左右结构，部首是“衤”，共 12 画。繁体字

“褲”，左右结构，部首是“衤”。

袜［袜］ 左右结构，部首是“衤”，共 10画。注意右边

的部分是“末”而不是“未”。

逝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10画。

碑 左右结构，部首是“石”，共 13画。注意右边的笔顺

为：

注意区别形近字：

帜———织———职 腐———府 倡———唱 振———抵

央———来———束———夹 亿———忆 衫———衬

碑———牌———啤

注意下列字的写法：

“腐”是半包围结构，不要写成上下结构。

“貌”的左边是“豸”，不要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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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和“裤”的左边是“衤”，不要写成“礻”。

3.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落后］ （形容词）停留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落在客

观形势要求的后面。作定语、谓语。

例：这个从前贫穷落后的小村庄，现在变得繁荣起来了。

这里的生产水平还比较落后。

［家乡］ （名词）自己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作主语、

宾语、定语。

例：我的家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伯父离开家乡已三十多年了。

他从小喝家乡水、吃家乡米长大，对家乡自然感到十

分亲切了。

［面貌］ （名词）①比喻事物呈现的景象、状态。作主语、

宾语，必带修饰成分。

例：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

本改变。

山区人民正在努力奋斗，打算在五年内改变贫穷落后

的面貌。

②脸的形状、相貌。作主语、宾语，常带修饰成分。

例：他的面貌有什么特征，你还记得吗？

他面貌端正，脸色黑黑的。

我仔细地观看着每一个罗汉的面貌。

在本课中，“面貌”是第一种用法。

［强烈］ （形容词）①极强的；力量很大的。作定语、谓

语、状语。作状语必带“地”。

例：我们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夏天的阳光十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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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了。

②鲜明的；程度很高的。作定语、谓语、状语。

例：他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回到了祖国。

小王上大学的愿望十分强烈。

群众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在本课中，“强烈”是第二种用法。

［陆续］ （副词）表示前后相继，时断时续。作状语，修

饰动词。

例：快上课了，同学们陆续走进了教室。

最近几年，大批科技人员陆陆续续搬进了新居。

［批准］ （动词）上级对下级的建议或请求表示同意。可

带名词、动词宾语；可带兼语；可带“了”、“过”；可带补语。

例：院领导已经批准了你的申请。

刘丽被批准去法国留学。

公司批准他带薪休假。

这份报告上级肯定批准不了。

［积极］ （形容词）①肯定的，正面的。

例：他在这件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②进取的，热心的。

例：他对社会工作一向很积极。

［条件］ （名词）①影响事物发生、存在或发展的因素。

作主语、宾语。

例：各方面的条件都准备好了。

既然没有条件，工厂就不要再扩大了。

②状况。作主语、宾语，前面常有修饰成分。

例：这里的住宿条件比较好。

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③为某事而提出的要求或定出的标准。作主语、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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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方要求的条件太多，我满足不了。

他干工作从不讲任何条件。

我愿意无条件捐献这批古书。

在本课中，“条件”是第三种用法。

［庄严］ （形容词）庄重而严肃。作定语、谓语、状语。

作定语必带“的”。

例：庄严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谈判时，代表们态度庄严。

毛主席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投入］ （动词）投放资金；投到某种环境中去。作谓语、

宾语、主语。

例：新机场已正式投入使用。

少投入，多产出。

教育投入逐年增加。

［大量］ （形容词）数量多。

例：大量现金 大量工作 大量事实 大量存在

大量水果 大量实物 大量种植

他家中存有大量水果。

［朴素］ （形容词）生活节约，不奢侈。作定语、谓语、

宾语。

例：李冬是个朴素的人。

王小刚从小就很朴素。

妈妈说我们还不富裕，生活应该朴素。

（2） 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旗帜］ （名词）比喻榜样或模范。

例：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影响力无穷。

这个组织一直高举环保旗帜，反对污染和浪费。

［腐败］ （形容词）指（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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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黑暗。作谓语、定语。

例：清朝政府十分腐败。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难题。

［促使］ （动词）推动使达到一定目的。作谓语。

例：促使发生变化 促使生产迅速发展

这件事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漂］ （动词）停留在液体表面不下沉。

例：树叶在水面上漂着。

［经商］ （动词）经营商业。作宾语、谓语，可带补语。

例：他跟着父亲学经商。

他经商已经七八年了。

［创业］ （动词）创办事业。作主语、谓语。

例：创业多难啊！

他艰苦创业多年，今天总算成功了。

［倡办］ （动词）带头开办。

例：我们公司老李倡办了一个志愿者组织。

他最早在中国倡办电脑出租业务。

［赞助］ （动词）赞同并帮助（多指拿出财物帮助）。作定

语、谓语、宾语。

例：这些都是赞助的单位。

他用这笔钱赞助了农村的教育事业。

我们需要赞助。

［惟一］ （形容词）只有一个；独一无二。

例：他是我们班惟一的男生。

［委员会］ （名词）政党、团体、机关、学校中的集体领

导组织。

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 体育运动委员会

［主席］ （名词）①某些国家、国家机关、党派或团体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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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组织的最高领导职位名称。作主语、宾语。

例：主席来了。

他是我们的国家主席。

②主持会议的人。作主语、宾语。

例：主席宣布会议开始。

他就是这次会议的主席。

在本课中，“主席”是第一种用法。

［贯彻］ （动词）彻底实现或体现（方针、政策、精神、

方法等）。

例：我们要贯彻振兴教育的方针。

［不惜］ 不顾惜；舍得。

例：不惜资金 不惜牺牲 在所不惜

他不惜一切地跳进河里，把那个小孩救了上来。

［亿］ （数词）一万万。

例：十亿元 亿万富翁

［粗茶淡饭］ 简单的、不精的饮食。

例：虽然他有亿万家产，但是他每天都粗茶淡饭，一点儿

也不奢侈。

我习惯了粗茶淡饭，不喜欢这么精美的饮食。

［衫］ （名词）单上衣。

例：长衫 棉毛衫

［裤］ （名词）裤子，穿在腰部以下的衣服，有两条腿。

例：长裤 内裤

［逝世］ （动词）去世。

例：他于 1961年 8月逝世。
［树立］ （动词）建立（多用于抽象的好的事情）。

例：树立榜样 树立典型

我们应该树立助人为乐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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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名词）刻着文字或图画，竖立起来作为纪念物或

标记性的石头。

例：纪念碑 里程碑

4.课文教学

教师在课上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陈嘉庚这个人，以降低理

解课文的难度。串讲课文时，可提出以下问题，引导学生看课

文并思考。

①陈嘉庚为什么下决心要振兴教育？

②“集美学村”是怎么得名的？

③厦门大学是如何兴建，如何改为国立大学的？

④陈嘉庚和家人的生活怎么样？

⑤人们为什么要立碑纪念他？

教师讲解时还可板书以下词语，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伟人 华侨旗帜 出生 贫穷落后 难忘 促使 经商

创办 振兴 独资 惟一 开国大典 毕生 粗茶淡饭

逝世 纪念碑

讲完课文，可让学生根据板书复述课文内容。如果放映有

关录像，就更能加深学生的印象。

四、参考资料

陈嘉庚（1874—1961年） 爱国华侨领袖。福建国安（今

属厦门）人。早年赴新加坡经商。后经营橡胶种植业和航运业。

1910年加入同盟会，筹款资助孙中山。1913年后在福建集美创

办中小学和各类科学学校以及厦门大学。1938年创办南侨总会，

筹款赈助祖国抗战。1940年回中国慰劳抗日将士，访问延安。

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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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Singapore） 亚洲东南部国家。世界唯一的城市

岛国。和马来西亚岛有长堤相连。面积 618 平方公里。人口

300 万（1990 年），华人占 75%，次为马来人和印度人。马来

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行政中枢在新加坡

市。地理位置近赤道。新兴工业国和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旅游

业发达。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飘 校 漂 状 扑 壮 效 朴

4.（1） D （2） A （3） D （4） D
星期二

5. 。 、 、 。 ： ， 。

星期三

2.（1）府 联 （2）资 惟 （3）粗 衫 （4）逝 碑

4.（1）春姑娘把大地打扮得更加美丽了。
（2）大家的情绪始终是热烈的，谁也不肯落后。
（3）人们把他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4）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十分自豪，同时也感到

责任重大。

（5）他说：“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
要为国家民族奋斗！”

6. 3 2 4 6 1 5 7
星期五

1. 旗帜 腐败 贫穷 面貌 赞助 惟一 自豪 衬衫

3.（1）这件衣服不但样式好，而且做工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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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但风停了，而且雨也停了。
（3）不但全班同学来了，而且李老师也来了。
（4）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而且是一个小有名

气的书法家。

（5）他不但创办了集美小学，而且创办了厦门大学。
4.（1）条件 （2）房子 （3）大学
（4）面貌 （5）家乡 （6）漂

6.（1） D （2） C （3） C （4） C （5） D

阅 读：富兰克林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记叙了著名的科学家富兰克林为了证实闪电是一种物

质，决定用风筝把天上的闪电引下来，冒着危险和儿子在雷电

交加中放起了风筝，成功之后又不将科学成果据为己有，而是

无私地献给大家。本文赞扬了富兰克林为了科学不畏艰险、竭

尽全力为人类造福的高尚品质。

二、字词解析

距 左右结构，部首是“ ”，共 11画。

筝 上下结构，部首是“ ”，共 12画。

屹 左右结构，部首是“山”，共 6画。

卓 上下结构，部首是“十”，共 8画。

申 独体字，部首是“丨”，共 5画。

享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亠”，共 8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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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 左右结构，部首是“立”，共 14画。

异常 （形容词）不同于寻常；（副词）非常；特别。

例：神色异常 异常鲜艳

风筝 （名词）一种玩具，在竹篾等做的骨架上糊纸或绢，

拉着系在上面的长线，趁着风势可以放上天空。

例：广场上有很多人在放风筝。

摩擦 （动词）物体和物体紧密接触，来回移动。

例：摩擦一下双手就不那么冷了。

（名词）两个互相接触的物体，当有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

趋势时，在接触面上产生的阻碍运动的作用。

在本课中，“摩擦”是动词。

卓越 （形容词）非常优秀；超出一般。

例：卓越的贡献 卓越的科学家

申请 （动词）向上级或有关部门说明理由，提出要求。

例：他向学校申请助学贷款。

专利 （名词）法律保障创造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创

造发明而独享的权益。

例：他的发明获得了专利。

三、课文教学

引入课文：你们认识富兰克林吗？你们知道他为人类作出

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吗？教师简单介绍富兰克林的生平。

通过提问让学生深入了解课文内容：

①富兰克林和他儿子为什么在雷电交加中放风筝？

②他们的风筝是用什么做成的？

③实验的结果怎么样？对人类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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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富兰克林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学生齐读

富兰克林的话）

课后讨论：我们要向富兰克林学习什么？

四、参考资料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年） 美国著名

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1706年 1月 11日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

一个工人家庭。富兰克林对物理学的贡献主要在电学方面，是

探索电学的先驱者之一。富兰克林还发明了双光眼镜、宾夕法

尼亚火炉（一种节约木材的炉子）、电轮（电动机的雏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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