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第十一册

一、教学要求

1.会读会写本课的 16个生字。

2.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兰、尼、罗、宗、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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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介绍了哥白尼“日心说”的产生及其意义，虽然“地

心说”已统治了欧洲十几个世纪，但哥白尼却大胆提出了怀疑，

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计算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最终冲破巨大阻

挠，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学习本文，意在让学生对哥白尼的

“日心说”有所了解，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成敢于怀疑、

勇于探索、勇于说实话的好品质。

三、教学建议

1.字音教学

“宙”、“转”的声母是“zh”，不要读成“z”。

6. 科学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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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声母是“l”，不要读成“n”。
“罪”的声母是“z”，不要读成“zh”。
“锁”的声母是“s”，不要读成“sh”。
注意本课的多音字：

x侏n倮———行星 zhu伽n———转动

行 转

h佗n倮———银行 zhu伲n———转学
{ {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宙
扎澡侔怎
—— 周

扎澡侪怎
——舟

扎澡侪怎
—— 洲

扎澡侪怎
——走

扎侬怎

谓
憎侉蚤
——为

憎侉蚤
——胃

憎侉蚤
——伟

憎侑蚤
——违

憎佴蚤
欧
侪怎
——偶

侬怎

允
赠俪灶
——运

赠俅灶
——云

赠俨灶
裂
造蚤侉
——列

造蚤侉
——烈

造蚤侉
——猎

造蚤侉

轨
倮怎佾
——鬼

倮怎佾
——贵

倮怎佻
——规

倮怎侃
转

扎澡怎伽灶
—— 专

扎澡怎佟灶
—— 钻

扎怎伽灶

旦
凿伽灶
——但

凿伽灶
——单

凿佟灶
——胆

凿伲灶
符
枣俨
——浮

枣俨
——府

枣俪
——父

枣俅

罪
扎怎佻
——醉

扎怎佻
——最

扎怎佻
——追

扎澡怎侃
践
躁蚤伽灶
——间

躁蚤佟灶
——剪

躁蚤伲灶
——简

躁蚤伲灶

锁
泽怎侬
——所

泽怎侬
——索

泽怎侬
—— 说

泽澡怎侪
2.字形教学

宙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8画。

括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9画。

谓 ［謂］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共 11 画。繁体字

“謂”，左右结构，部首是“言”。

欧 ［歐］ 左右结构，部首是“欠”，共 8 画。繁体字

“歐”，左右结构，部首是“欠”。

允 上下结构，部首是“厶”或“儿”，共 4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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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上下结构，部首是“衣”，共 12画。

缝［縫］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纟”，共 13画。繁体字

“縫”，左中右结构，部首是“糹”。

轨 ［軌］ 左右结构，部首是“车”，共 6 画。繁体字

“軌”，左右结构，部首是“車”。

转 ［轉］ 左右结构，部首是“车”，共 8 画。繁体字

“轉”，左右结构，部首是“車”。注意右边部分的写法。

版 左右结构，部首是“片”，共 8画。

旦 上下结构，部首是“日”，共 5画。

符 上下结构，部首是“ ”，共 11画。

违［違］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7画。繁体字

“違”，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

罪 上下结构，部首是“罒”，共 13画。

践 ［踐］ 左右结构，部首是“”，共 12 画。繁体字

“踐”，左右结构，部首是“”。注意右边是两个“戈”相叠。

锁 ［鎖］ 左右结构，部首是“钅”，共 12 画。繁体字

“鎖”，部首是“金”。

注意区别形近字：

宙———庙 谓———胃 洲———州 允———充

裂———袋 轨———转 旦———百———且

符———府———腐 罪———置 践———钱———跌

3.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封建］ （形容词）带有封建社会的色彩。作定语、谓语。

例：封建社会 封建帝王 封建意识 封建观念

农村和城市还残存着封建意识。

（名词）指封建主义社会形态。

例：1919年 6月，上海工人罢工，举行游行示威，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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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反封建的前列。

在本课中，“封建”是形容词。

［包括］ （动词）包含（或列举各部分，或着重指某部分）。

例：中文学习包括听、说、读、写四部分。

我希望我的同学，包括你在内都能参加我的生日晚会。

［所谓］ 通常所说的。多用于提出需要解释的词语或是总

括。作定语。

例：所谓狐假虎威，就是倚仗别人的势力横行霸道。

［统治］ （动词）①凭借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或地区。

例：统治阶级 血腥统治 封建统治

②支配，控制。

例：统治文坛 统治了十几年

当时，“地心说”统治了整个欧洲。

在本课中，“统治”是第二种用法。

［允许］ （动词）许可。可带动词宾语；可带兼语；可带

“了”、“过”；可带补语；可带宾语。

例：油库内绝不允许吸烟。

你要允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

这可允许不得。

他再三请求，也没得到允许。

［围绕］ （动词）①围绕转动；包围在物体的四周。可带

名词宾语；可带“着”。不能带补语。

例：卫星围绕着地球转。

这是一座山城，四面有山围绕着。

②以某个问题或事情为中心。可带名词宾语；可带“着”。

例：同学们围绕着小说中的主人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请大家围绕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想法。

在本课中，“围绕”是第一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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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动词）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把唱片、音

像磁带等制作出来。

例：出版社 出版物

那部书已经出版了。

录音、录像制品由音像出版单位出版。

［符合］ （动词）指（数量、形状、情节等）相合。

例：这些说法不符合事实。

这些产品完全符合质量标准。

［观点］ （名词）对待事物的态度和看法。作主语、宾

语，必带修饰语。

例：我们的观点很明确。

要教育孩子们树立正确的观点。

［违反］ （动词）不符合（法则、规程等）。必带名词宾

语。可带“了”、“过”；可带补语。

例：我绝不做违反原则的事。

你这样做，违反了自然规律。

你违反过几次校规了，要好好反省一下。

［推动］ （动词）使事物前进，使工作展开。可带名词、

代词、动词宾语；可带兼语、补语；可作宾语。

例：信息高速公路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

从来就是人民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这项新发明，推动过生产发展。

这项技术，把公司效益向前推动了几十倍。

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对国家建设事业有力的推动。

［实践］ （动词）实行（主张）；履行（诺言）。可带名词

宾语；可带补语。

例：老人实践了对女儿许下的诺言。

理论要真正实践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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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人们改造自己和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

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们通过大量的实践，总结出了一条经验。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在本课中，“实践”是第二种用法。

［解放］ （动词）①解除束缚，得到自由和发展。可带名

词宾语；可受程度副词修饰；可带补语。

例：他们解放了思想，大胆改革创新。

他这个人思想非常解放。

我们应该解放一下生产力。

②特指推翻反动统治。

例：1949年，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
这个地方解放得比较早。

这部电影里有人民欢庆解放的场面。

在本课中，“解放”是第一种用法。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宇宙］ （名词）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体的无限空间，

一切物质及存在形式的总体。

例：“地心说”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

［挺身而出］ 直起身子站出来。

例：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他挺身而出。

［安装］ （动词）按照一定的方法、规格把机械或器材

（多指成套的）固定在一定的地方。

例：安装空调 安装电话

那个工人正在安装自来水管。

［观测］ （动词）观察并测量（天文、地理、气象、方向等）。

例：观测地理

他在平台上安装了各种观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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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 （名词）物体运动的路线，多指有一定规则的。

例：人造卫星的运行都有一定的轨道。

行星都在按各自的轨道围绕着地球旋转。

［旋转］ （动词）物体围绕一个点或一个轴做圆周运动。

例：地球绕地轴旋转，同时也围绕太阳旋转。

［手稿］ （名词）亲手写成的底稿。作宾语、主语、定语。

例：这是他的手稿。

他的这本手稿已经出版了。

手稿上的字十分工整。

［一旦］ （副词）①不确定的时间词，表示假设有一天。

用于未然。常同副词“将”、“就”配合使用。

例：一旦需要，这能量就会释放出来。

一旦航标灯熄灭，就会给夜行的航船带来危险。

②表示忽然有一天。用于已然。

例：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一旦搬走了，心中总有些依恋啊！

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的，一旦说起话来，也够厉害的。

在本课中，“一旦”是第一种用法。

［征求］ （动词）用书面或口头询问的方式访求。可带名

词宾语；可带补语。

例：你什么时候征求过我对你的看法？

这件事还得征求别人的意见。

意见征求得很广泛。

［触怒］ （动词）惹人发怒。

例：他的无理取闹触怒了大家。

［宗教］ （名词）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

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

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天国和来世。

例：宗教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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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心说”触怒了罗马宗教法庭。

［罪］ （名词）作恶或犯法的行为。

例：有罪 犯罪 治罪

［失明］ （动词）失去视力；瞎。

例：他双目失明了。

［总算］ （副词）①表示经过较长时间的不断努力，终于

实现了某种愿望。作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

例：我总算能说一些简单的汉语了。

这个房间总算干净了。

②表示大体还过得去；够得上。作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

例：我语法考试得了八十分，总算可以了。

落个这样的结局总算不错了。

③表示碰上某种机遇。有“幸亏”的意思。作状语，修饰

动词、形容词，也可在主语前。

例：总算赶上了末班车，要不然我就得走着回家了。

在本课中，“总算”是第一种用法。

［临终］ （动词）人将要死（指时间）。

例：他临终时才说出了真相。

这是他的临终遗言。

［枷锁］ （名词）枷和锁链，比喻所受的压迫和束缚。

例：精神枷锁 挣脱封建枷锁

“日心说”使自然科学从神学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标志］ （动词）表明某种特征。

例：这条生产线的建成投产，标志着这个工厂的生产能力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4.课文教学

本课主要介绍了哥白尼“日心说”的产生及其历史。教师

在讲解中可提出以下问题，激发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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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心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②“地心说”在 19世纪的地位是怎样的？

③“日心说”是谁提出来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④ 哥白尼为什么没有马上出版“日心说”的手稿？

⑤《天体运行论》是怎样出版的？为什么说它的出版是

“科学惊雷”？

讲解时，注意对本课应掌握的字、词加以重点讲解，让学

生能理解、会运用。讲完课文后，可让学生朗读课文，并复述

课文内容，以加深印象。

四、参考资料

欧洲（Europe） 全球“欧罗巴洲”。在东半球的西北部。

面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有七亿多人口。平原广大，占全洲面

积的 60%。以温带气候为主，受海洋影响显著。矿产资源比较

丰富。沿海有广阔的渔场。共有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大多数

属于发达国家。

波兰（Poland） 欧洲中北部国家。面积 31.2万平方公里。

人口 3829.6万（1991年），98%是波兰人。波兰语为官方语言。

首都华沙。地形以平原为主。温带大陆性气候。工业上采煤和

造船业地位重要。

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年） 全名尼古拉·哥白

尼，波兰天文学家。长期从事天文观测和研究，创立“日心

说”，以此否定在西方统治一千多年的“地心说”。著有《天体

运行论》。

行星 环绕太阳运行的天体。形状近似球形。本身不发光，

但能反射太阳光而成为天空中的明亮天体。根据距离太阳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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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远，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

海王星和冥王星 9颗。

德国（Germany） 欧洲中部国家。面积约 35.65万平方公

里。人口 7967万（1990年），绝大部分为德意志人。通用德语。

首都柏林，政府暂驻地波恩。由山地、高地和平原组成。西北

部属温带海洋性气候，东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世界经济大

国之一。工业高度发达，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对外贸易居世界

前列，出口工业制成品。

西班牙 （Spain） 欧洲西南部国家。面积 50.4 万平方公

里。人口 3904万（1991年），主要是西班牙人。西班牙语为官

方语言。首都马德里。多高原山地。亚热带温带气候。新兴的

现代化工业国，主要工业有造船、钢铁、汽车、水泥等。园艺

业发达，油橄榄、葡萄、柑橘产量居世界前列。旅游业发达。

罗马（Roman） 意大利首都，国内最大的城市和文化、交

通中心。世界著名旅游胜地，有斗兽场、罗马水道、天使古堡

等古迹。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5.（1）小刚因为刻苦学习，所以成绩提高得很快。
（2）如果你对我有意见，就应该提出来。
（3）我虽然很用功，但学习成绩总是提高不快。
（4）即使你学习成绩再好，也不能骄傲自满。
（5）他不但歌唱得好听，而且画也画得好看。
（6）你要先去旅馆登记，然后才能在房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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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星期三

6.（1）这部手稿写成之后，迟迟没有出版。
（2）他的表演精彩极了，掌声又不停地响了起来。
（3）他发现几颗大行星按各自的轨道围绕着太阳旋转。
（4）他双手捧着书说：“我总算在临终前推动了地球。”
（5）在 19世纪之前，由于受封建神学的影响，科学家们

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

（6）他将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撕开了一条裂缝。
7.（1） 伊 （2）姨 （3） 伊 （4） 伊 （5）姨 （6）姨
星期四

2.（1）锁 （2）践 证 碑 （3）符 违

（4）稿 教 （5）版 震

5.（1） D （2） A （3） A （4） A （5） D （6） D
6. 2 5 1 7 3 6 4
星期五

1. 静止 宇宙 裂缝 仪器 轨道

旋转 一旦 触怒 推动

3.（1）复杂 （2）运动 （3）浅 （4）高兴 （5）光明
4.（1）这部手稿迟迟没有出版。
（2）他把书稿拿到德国去出版。
（3）我总算在临终前推动了地球。
（4）它标志着世界近代科学的开始。
（5）他花了大约五年的时间写了一份手稿。
（6）教会的人绝不允许有人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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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最后一次演出

一、课文简析

本文记叙了法国 17世纪著名的喜剧作家莫里哀抱着重病进

行最后一次演出的故事。演出前几天，莫里哀由于得了重感冒，

使自己的肺病恶化，但他不顾别人的劝说坚持上台演出，最终累

倒在舞台上。文章反映了莫里哀为艺术而献身的可贵品质。

二、字词解析

哀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亠”，共 9画。

伪 ［偽］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6 画。繁体字

“偽”，部首是“亻”。

黎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禾”，共 14画。

毅 左右结构，部首是“ ”，共 15画。

幕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艹”或“巾”，共 13画。

泣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画。

吝啬 （形容词）过分爱惜自己的财物，当用不用。

例：大方些，别那么吝啬。

沉重 （形容词）分量大，程度深；（心情）忧郁，不愉快。

例：这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父亲的去世使他心情很沉重。

毅然 （副词）坚决地；毫不犹豫地。

例：他不顾家人的阻拦，毅然独自去国外旅行。

维持 （动词）使继续存在下去；保持。

例：我的收入只够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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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事故现场维持秩序。

逝世 （动词）去世（含庄重意）。

例：前总统昨天逝世了。

祝愿 （动词）表示良好的愿望。

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三、课文教学

引入：你们知道莫里哀是什么人吗？他最著名的作品有哪

些？他的最后一次演出为什么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通过提问，让学生回顾一下莫里哀最后一次演出的过程：

①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②演出前莫里哀的身体状态怎么样？（指名朗读莫里哀的

话，注意读出他那虚弱而又毅然的语气）

③他是怎么坚持演出的？ （大幕刚刚拉开……演到大半

场……大幕刚一落下……）

讨论：你觉得莫里哀是个怎样的人？在他身上你学到了

什么？

四、参考资料

莫里哀（Moliere，1622—1673年） 原名哲安·巴普提斯·波

克林（Jean鄄Baptiste Poquelin），是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喜剧作家。

他生于一个巴黎的家具商家庭，从小便爱上了戏剧，但是在当时

的社会中，演戏是非常下贱的职业，所以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

他在 21岁时向父亲宣布放弃社袭权利，决心加入戏剧界。初时，

他只跟同伴在法国的乡间演出，此后的 15年在法国各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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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树立了他的名声。1658年，莫里哀获法皇路易十四（Louis

Xiv）赏识，并准许他在小波旁剧院（The Petit Bourbon）演出。

莫里哀的大部分剧作都是喜剧，其中著名的包括：《丈夫学

校》、《太太学校》、《塔图弗》、《恨世者》、《讨厌自己的医生》、《悭

吝人》、《冒牌绅士》及《奇想病人》。

莫里哀于 1673年逝世，终年 52岁。但天主教会却因他的

艺人身份，不准为他举行葬礼，甚至不给他坟地，最后是路易

十四出面，准许他下葬在一个小孩子的墓地。

莫里哀的喜剧笑料，并不是表面的滑稽和可笑的对话与情

节，而是对社会陋习的讽刺，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同

时，他也是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共写了十几部音乐、舞

蹈与故事情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喜剧；并开风气之先，创设

芭蕾舞蹈院，使芭蕾舞在法国流传开去。

综合练习（二）答案

2.（1）一共 一旦 一时 一会儿 一会儿

（2）发明 发表 发出 发现

3.（1）我总算在临终时推动了地球。（姨）
（2）他对航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姨）
（3）你怎么能使他发笑呢？（√）
（4）他发现几颗大行星都在按各自的轨道围绕着太阳

旋转。（√）

（5）何仙姑不断地将鲜花撒向大海。（姨）
（6）他一生花在办教育的钱超过了一亿美元。（姨）

4.（1）姨 （2） 伊 （3）姨 （4）姨 （5） 伊 （6）姨
5.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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