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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要求

1.会读会写本课的 15个生字。

2.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3.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论述了学习的意义和方法，指出既要“学”，又要

“习”，还要“时”，才能学好新知识。学习本文，意在让学生理

解学习的意义，掌握学习的方法，培养爱学习的习惯。

三、教学建议

1.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本课的多音字：

shu侪———说话 h伽o———好学不倦

说 好
yu侉———不亦说乎 h伲o———很好

{ {

11. 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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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伲n倮———勉强 shi———钥匙

强 匙
qi佗n倮———坚强 ch侏———汤匙

{ {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y侏 y佻 y佾 y侏 y侃 y佻
亦———意———以———疑———衣———毅

mi伲n mi伲n mi佗n mi伽n h佴n倮 h佴n倮 h侑n
勉———免——棉———面 恒———横———很

f侉i f侉i f佶i hu佻 tu侬 tu侪
废———费——飞———会 妥———拖

p佴i p佴i p侉i b侉i m佾n m侏n m侏n倮
培———陪——配———倍 敏———民———名

x俨n x俨n x俅n
循———寻———讯

2.字形教学

亦 独体字，部首是“亠”，共 6画。

途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10画。

径 ［徑］ 左右结构，部首是“彳”，共 8 画。繁体字

“徑”，左右结构，部首是“彳”。

恒 左右结构，部首是“忄”，共 9画。

废 ［廢］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8画。繁体字

“廢”，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

毅 左右结构，部首是“殳”，共 15画。

培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11画。

敏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共 11画。

循 左右结构，部首是“彳”，共 12画。

勉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力”，共 9画。

强 左右结构，部首是“弓”，共 12画。

塌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13画。

121



中文第十二册中文第十二册

钥 ［鑰］ 左右结构，部首是“钅”，共 9 画。繁体字

“鑰”，左右结构，部首是“金”。

匙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日”或“匕”，共 11画。

妥 上下结构，部首是“女”或“ ”，共 7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亦———迹———办 毅———殿 培———陪———倍

敏———海———霉 循———盾 勉———免———换

强———张 匙———题

注意下列字的写法：

“恒”的右边是“亘”，不要写成“旦”。

“敏”的右边是“攵”，不要写成“欠”。

“循”的左边是“彳”，不要写成“亻”。

3.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理解］ （动词）领会，懂，了解。可带名词、代词、数

量词宾语。可带补语。

例：家长要理解孩子的心情。

他这样做是对的，可大家都不理解他。

老师讲了两个问题，我只理解了一个。

这么深奥的道理，一般人理解起来很不容易。

［运用］ （动词）根据事物的特性加以利用。可带名词宾

语，可带补语。

例：他运用了新的技术，所以提前完成了任务。

你只要运用一下智慧，肯定能赢他。

［实际］ （名词）客观存在的事物或情况。可作主语、宾语。

例：实际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

（形容词）①实有的；具体的。作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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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从西门到东门的实际距离究竟有多远？

②合乎事实的。可作定语、谓语。

例：他的报告有许多不实际的地方。

小张的想法不实际。

在本课中，“实际”是形容词。

［统一］ （动词）部分联成整体；分歧归于一致。可带名

词、动词宾语，可受程度副词修饰，可带补语。

例：统一祖国 统一认识 统一文字

这几个人的意见从来都没有统一过。

关于院长的人选，大家的意见很统一。

大家的看法会逐渐统一起来的。

（形容词）一致的；整体的；单一的。可作定语、谓语、宾

语、状语。

例：统一的意见，归纳起来共有五条。

两个人的看法很统一。

这个节目的成功，首先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教材由学校统一购买。

在本课中，“统一”是形容词。

［扎实］ （形容词）①指（学问、工作等）实在，踏实。

可作谓语、定语。

例：功底扎实 干活扎实

没听到确实的消息，心里总不扎实。

在这方面他有着扎实的基本功。

②结实。作谓语。

例：他把行李捆扎实了。

在本课中，“扎实”是第一种用法。

［牢固］ （形容词）结实，坚固。可作谓语、定语。

例：这座桥很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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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的大坝挡住了洪水。

［勉强］ （动词）使人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多用于否定

句，可带名词、代词宾语，可带兼语，可带“过”，可带补语。

例：妈妈从不勉强孩子干家务活。

去不去旅行是他自己的事，你不要勉强他。

要是他不愿做，谁也勉强不了他。

（形容词）①能力不够，还尽力去做。作状语，修饰动词。

例：他上个月把腿摔坏了，最近才能勉强下地走路。

②不是心甘情愿的。可作谓语、状语。

例：他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讲话，今天下午让他在大会上

发言，他很勉强。

他勉强同意了。

［钥匙］ （名词）开锁用的东西，有的锁用了它才能锁

上。可作主语、宾语。

例：钥匙放在桌上了。

我有钥匙，你放心吧。

［轻易］ （形容词）简单容易。可作定语、状语。

例：要请李教授来参加晚会，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真没想到，那么大的石头，他轻易地搬了起来。

（副词）表示随随便便。常用在否定句中，否定词“不”可

以在“轻易”前，也可以在“轻易”后，作状语。

例：他一向处事谨慎，从不轻易发表意见。

他身体很好，轻易不生病。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甚至］ （副词） 强调突出的事例。后面常有“都”、

“也”配合。作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

例：他一有空就打网球，甚至连饭都忘了吃。

（连词）用在并列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结构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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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前面，表示突出这一项。

例：这篇发言稿他念得很熟，甚至能背下来。

在本课中，“甚至”是副词。

［亦］ （副）也。

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温习］ （动词）复习。作谓语。

例：他正在温习功课。

［途径］ （名词）路径（多用于比喻）。可作主语、宾语。

例：取得新知识的途径就是学习。

他们正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成效］ （名词）功效，效果。可作主语、宾语。

例：工厂采用了这种方法后，成效显著。

这种药防治棉虫很有成效。

［实习］ （动词）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应

用和检验，以锻炼工作能力。可作谓语、定语，可带补语。

例：他现在已经开始实习了。

他是一个实习医生。

他在这家医院实习了一年。

［持之以恒］ 长久地坚持下去。

例：努力学习，持之以恒。

锻炼身体要持之以恒。

［半途而废］ 做事情没完成而终止。

例：学习决不能半途而废。

［厌烦］ （动词）嫌麻烦而讨厌。可作谓语、宾语、补语。

例：我厌烦这种事。

对学习钢琴我从没感到过厌烦。

你有完没完？说了一遍又一遍，我都听得厌烦了。

［恒心］ （名词）长久不变的意志。作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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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学习要有恒心。

［毅力］ （动词）坚强持久的意志。作宾语。

例：他很有毅力。

［自信］ （动词）相信自己。可作定语、谓语、宾语。

例：他很有自信心。

我自信能完成这个任务。

学习首先要有自信。

［良好］ （形容词）令人满意，好。可作谓语、定语。

例：他在学校的表现良好。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聪敏］ （形容词）聪明敏捷。可作定语、谓语。

例：他是一个聪敏的人。

他天资聪敏。

［循序渐进］ （学习、工作）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

提高。

例：学习必须循序渐进。

［倒塌］ （动词）指建筑物等倒下来。作谓语。

例：那间房子昨晚倒塌了。

［妥善］ （形容词）妥当完善。作状语。

例：我们要妥善安排好时间。

［零碎］ （形容词）细碎，琐碎。可作定语、谓语。

例：这都是些零碎活。

这些材料都是零碎的，用处不大。

4.课文教学

讲解课文前教师可提问：“同学们每天都在学习，那么到

底什么是学习呢？学习要注意些什么呢？”让学生集中注意力之

后，教师先不予以总结，让学生带着疑问朗读课文，导入对课

文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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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①“学”的意思。

（板书：向人学 向书本学）

②“习”的意思。

（板书：温习 实习 实践）

③“时”的意思。

（板书：不断地 经常地 持之以恒地）

④“学”与“习”的关系。

（板书：统一 结合）

⑤怎样学习。

（板书：恒心 毅力 自信 边学边用 循序渐进 妥善安排）

分析完课文，教师总结：

学习学习，既要“学”，又要“习”，还要“时”。

最后，让学生朗读课文，并谈谈自己在学习中有一些什么

样的好方法，说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借鉴。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培养 毅力 倒塌
5援（1）实习 实验 实践 （2）快乐 欢乐 高兴
（3）有趣 兴趣 乐趣 （4）成果 成效 成绩
星期二

2. 运用 理解 统一 甚至

实际

3. 须 循 础 根 扎 即 勉 塌
5.（1） C （2） B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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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伊 （2）姨 （3） 伊 （4）姨
星期三

4援（1）因为冬天气候寒冷，所以小河结满了冰。
（2）即使是零碎的时间，你也要好好利用。
（3）原野上的花不但多，而且开得特别灿烂。
（4）虽然他们搬走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5. 3 1 4 2 5 7 6
6援（1）冬天，刺骨的风使劲地刮着。
（2）我是奶奶抚养大的，我很感谢她。
（3）我们从小就要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4）我向方方借了一本语文书。
星期四

2.（4）
3. 钥匙 勉强 轻易 扎实 牢固 培养
5.（1） B （2） B （3） D （4） D
星期五

1. 勉强 扎实 实践 妥善 钥匙 积累
3援（1）虽然 但是 （2）是 还是
（3）只要 就 （4）不管 都

4. 难过 增高 厌恶 扩大 懒惰 减少 批评 富裕

阅 读：想和做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论说思想修养方面的小短文。标题“想和做”是

一个并列短语，提出了人类活动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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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去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文章围绕着想和做的辩证统一关

系展开议论，说明了两者如何有机结合的道理。

二、字词解析

滔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3 画。注意右下角是

“臼”，不是“白”。

筋 上下结构，部首是“ ”，共 12 画。注意发音是

“j侃n”，不是“j侃n倮”。
滔滔不绝 连续不断地说，指话多。

脑筋 ［名词］ 思考、记忆等能力。

例：他脑筋好，多年前的事情还记得很清楚。

动动脑筋，你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固然 ［连词］表示承认某个事实，引起下文转折。

例：这样办固然稳当，但是太费事。

设想 ［动词］①想象；假想。

例：这个大胆的设想很多人都不同意实行。

②着想。

例：应该处处替国家着想。

接近 ［动词］ 靠近；相距不远。

例：接近群众
时间已接近半夜。

三、课文教学

全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l～4段）：概述两种人

的表现，阐明了文章的中心意思。第二部分（5～6段）：分析想

和做的辩证关系，阐述怎样把它们结合起来。第三部分（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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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学校生活实际，进一步论述。第四部分（8段）：总结全文，

强调开动脑筋的重要性，深化中心论点。

教学中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思考：

“只会空想，不会做事”的人有什么具体表现？试举例说

明。（他们凭空想了许多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空话，可

是从来没认真做过一件事。“空想”和“说空话”就是他们的

特点。）

“只顾做事，不动脑筋”的人有什么具体表现？试举例证

明。（做他们一向做惯的或者别人要他们做的事”，“做事的方

法只是根据自己的习惯，或者别人的命令，或一般人的通例”，

不考虑做事的方法、目的，“死做”就是他们的特点。）

人们对这两种人是怎样评价的？（我们瞧不起“空想家”，

可是往往赞美后一种人，说他们“埋头苦干”。）

作者认为这样评价正确吗？理由是什么？作者是怎样分

析的？

为什么说“想和做是分不开的，一定要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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