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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丽富饶的天山

一、教学要求

1援 会读会写本课的 16个生字。
2援 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溪、泊、绮、吾、峦、

雀、虹、锦、叮、萨、霞、碧、蘑、菇、莲、沃。

3援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援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描写天山的美丽景色，还介绍了天山丰饶的物产。学

习本文，意在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让他们了解天山的基

本情况，并学会本课字、词、句的用法。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疆”的声母是“j”，不要读成“q”。

“屏”的韵母是“in倮”，不要读成“in”。
“崖”的读音是“y佗”，不要读成“y佗n”。

“润”的声母是“r”，韵母是“un”，要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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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区别本课的多音字：

m佴i———没有 倮u佟n———皇冠

没 冠
m侔———沉没 倮u伽n———冠军

{ {
疆
躁蚤佟灶倮
—— 江

躁蚤佟灶倮
—— 讲

躁蚤伲灶倮
—— 酱

躁蚤伽灶倮
—— 枪

择蚤佟灶倮

陡
凿侬怎
——抖

凿侬怎
——都

凿俦
——斗

凿侬怎
——躲

凿怎侬
屏
责侏灶倮
——平

责侏灶倮
——贫

责侏灶
——品

责佾灶

崖
赠佗
——牙

赠佗
——亚

赠伽
——岩

赠佗灶
没
皂侔
——默

皂侔
——墨

皂侔
——摸

皂侪
——磨

皂佼

污
憎俦
——屋

憎俦
——吴

憎俨
——舞

憎俪
——雾

憎俅
哀
佟蚤
——哎

佟蚤
——矮

伲蚤
——爱

伽蚤

润
则俅灶
——弱

则怎侔
——柔

则佼怎
核
澡佴
——河

澡佴
——何

澡佴

煤
皂佴蚤
——美

皂侑蚤
——妹

皂侉蚤
壤
则伲灶倮
——嚷

则伲灶倮
——燃

则佗灶
——染

则伲灶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似的字：

2. 字形教学
疆 左右结构，部首是“弓”或“土”，共 19画。

绵 ［绵］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共 11 画。繁体字

“绵”，左右结构，部首是“糹”。

冠 上下结构，部首是“冖”，共 9画。

屏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尸”，共 9画。

悬 ［悬］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11 画。繁体字

“悬”，上下结构，部首是“心”。注意左上角是“县”，右上角

是“系”，不要少了“系”上的一撇儿。

崖 上下结构，部首是“山”，共 11画。

陡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9画。

延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廴”，共 6 画。注意不要把

“廴”写成“辶”；也不要把“ ”写成“壬”。

87



中文第十二册中文第十二册

没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7画。

污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6画。

哀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亠”或“衣”，共 9画。

润［潤］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0 画。繁体字

“潤”，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核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10画。

爽 独体字，部首是“大”，共 11画。

煤 左右结构，部首是“火”，共 13画。

壤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20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疆———僵 屏———尾———届 崖———岸 陡———徒

污———巧———汪 哀———衷 核———孩———该———刻

没———沿 煤———谋 壤———嚷

3.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处处］ （名词）①各个地方。作主语。

例：节日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处处”只能作主语，不能作宾语。不能说：到了西藏，我

一定要去处处参观一下。要说：到了西藏，我一定要去各处参

观一下。

②各个方面。作状语。

例：校长处处以身作则，我们都很尊敬他。

处处为别人打算，处处为别人着想。

在本课中，“处处”是第一种用法。

［集体］ （名词）许多人合起来的有组织的整体（跟“个

人”相对）。

例：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班集体。

集体活动我一定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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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悬崖］ （名词）高而陡的山崖。

例：那儿有一座悬崖。

登山运动员们从悬崖陡壁上爬过去。

［消失］ （动词） （事物）逐渐减少以至没有。

例：荧光屏上的图像突然消失了。

他对足球的浓厚兴趣消失了。

那悠扬的笛声慢慢地消失了。

这声音唤起了他那消失了的记忆。

［污染］ （动词）使沾染上有害物质。多用于被动句。

例：那条河被工厂的废水污染了。

有毒气体还在继续污染着空气。

这里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分明］ （形容词）清楚，不含糊。可作定语、谓语、补语。

例：对于敌我，我们应有分明的立场。

我们的经理奖惩极其分明。

那条线把这条路划分得很分明。

（副词）明明；显然。常修饰“是”。

例：这件事分明是你不对。

你闯红灯分明是违反了交通规则。

在本课中，“分明”是形容词。

［充足］ （形容词）多到能满足需要。可作谓语、定语、

补语。

例：这里光线充足。

我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明我的观点。

他们的经费准备得很充足。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山脉］ （名词）成行列的群山，山势起伏，向一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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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好像脉络似的，所以叫做山脉。

［连绵］ （动词） （山脉、河流、雨雪等）接连不断。

例：那里的群山连绵起伏。

这几天总是阴雨连绵。

［湖泊］ （名词）湖的总称。

［丰饶］ （形容词）富饶。

例：我们家乡的物产很丰饶。

那儿是辽阔丰饶的大平原。

［山峦］ （名词）连绵的山。

例：山峦起伏

［融化］ （动词） （冰、雪等）变成水。也作溶化。

例：春天到了，冰雪融化了。

［陡壁］ （名词）像墙壁那样直立的岸或山崖。

［折射］ （动词）光线、声波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

时传播方向发生偏折的现象。

［不时］ （副词）表示行为、动作或情况间断地、连续多

次地发生。

例：远处不时传来歌声。

他不时地向窗外看，希望妈妈快点儿回来。

［生机］ （名词）生命力；活力。

例：春天到了，到处都充满了生机。

［海拔］ （名词）以平均海平面做标准的高度。

［出没］ （动词）出现和隐藏。

例：森林里常有野兽出没。

［沉没］ （动词）没入水中。

例：那艘船触礁沉没了。

落日沉没在远山后面。

［哀愁］ （名词）悲哀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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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满腹哀愁 哀愁的目光

［滋润］ （动词）增添水分，使不干枯。

例：附近的湖水滋润着牧场的青草。

（形容词）含水分多；不干燥。

例：雨后初晴，空气十分滋润。

在本课中，“滋润”是动词。

［核］ （名词）果实中心的坚硬部分，里面有果仁。

例：桃核 果核

［一流］ （形容词）第一等。

例：这篇文章是一流作品。

［肥沃］ （形容词） （土地）含有较多的适合植物生长的

养分、水分。

例：土壤肥沃

4.课文教学

本文从两方面介绍了新疆的美丽景色和富饶的特产。教师

可从这两方面进行重点分析。

在分析讲解新疆的美丽景色时，教师可提如下问题：

①远望天山，天山的景色怎样？

②进入天山，可以看到什么？

③天山高处的天然湖的景色是怎样的？

学生回答完这几个问题，教师再进行总结，在总结时可让

学生看书中插图或教师事先准备好的图片资料，以加深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

在讲解天山丰富的物产资源时，教师可从学生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梨、哈密瓜和葡萄入手，再介绍新疆的矿产资源，让学

生对新疆有所了解。

讲解完课文，教师可让学生朗读课文，或让去过新疆的同

学讲讲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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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资料

天山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长 2500 公里，宽

250~300 公里。海拔 3000~5000 米，最高峰为托木尔峰，达

7435.3米。多雪峰、冰川。

新疆 全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在中国西北

部。首府乌鲁木齐市。面积 16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

面积的六分之一。气候干冷。北有阿尔泰山，南有昆仑山，中

部为天山，南疆有塔里木盆地，北疆有准噶尔盆地。农产品以

小麦、棉花、玉米为主。特产有哈密瓜、吐鲁番葡萄等。畜牧

业发达，主产羊、马。工业有石油、冶金、煤炭等。有鉴湖和

天山天池等名胜。

维吾尔族 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有 721万人口（1990年）。讲维吾尔语，用维吾尔文。多信

伊斯兰教。主要从事农业。种青稞。喜欢吃馕（面饼）、抓饭。

喜欢戴图案精致的小方帽。能歌善舞。

哈萨克族 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有 111万人（1990年）。讲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用哈萨克

文。多信伊斯兰教。主要从事畜牧业。有赛马、赛羊、姑娘追、

摔跤等民族文体活动。民间乐器有冬不拉等。

冬不拉 哈萨克族拨弦乐器，形状略像半个梨加上长柄，一

般有两根弦或四根弦。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4.（1）天山是中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
92



中文第十二册中文第十二册

（2）这种又大又甜的无核葡萄是新疆的特产。
（3）据说这里的雪莲是一种难得的良药。
（4）至今人们还在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呢。

7. 4 2 5 1 3
星期二

3援（1）美好 美丽 优美
（2）无法 无论 无限
（3）特产 特点 特别
（4）丰饶 丰富 丰盛

4援（1） A （2） A （3） C （4） D （5） B
6援（1）融化的雪水从悬崖陡壁上飞流直下。
（2）天山脚下处处可见成群肥壮的牛羊。
（3）牧女们清脆的歌声使人充满无比幸福的感觉。
（4）明净的湖中有千万条银鱼在游动。
（5）富饶的天山装点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大好河山。

星期三

3. 幅 把 座 片 副 串 群 条 棵
4援（1） A （2） B （3） C （4） B （5） C
6援（1） B （2） D （3） A （4） C （5） D （6） C
7. 1 4 2 5 3
星期四

2援（1）清晰 清楚 清脆
（2）出发 出现 出席
（3）然而 因而 而且
（4）舒畅 舒服

3援（1） A （2） C （3） C （4） B （5） A （6） D
4援（1）天山是山脉。
（2）我们看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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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花是药。
（4）香梨是特产。

5援（1） C （2） B （3） D （4） B （5） D （6） C
6. 5 1 3 2 4
星期五

1. 边疆 悬崖陡壁 污染 哀愁 滋润
美丽富饶 延绵不断 煤矿 土壤

3.（1）核 疆 特 （2）融 崖 陡
（3）污 染 净 （4）滋 润

4援（1）树林中不时传来鸟的鸣叫。
（2）今天他穿着一套运动衣，显得格外精神。
（3）天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物产丰饶。
（4）这里的梨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5）这种梨个头不大，但是水分充足，吃起来特别香甜。

7援（1） 伊 （2） 伊 （3）姨 （4） 伊 （5）姨

阅 读：长江起源的故事

一、课文简析

长江和黄河都被称作中国人的“母亲河”。本文主要讲述了

纳西族人流传的一个关于长江发源和玉龙雪山的故事。文中把

长江和玉龙雪山想象成了一个小姑娘和一位老爷爷。这个温馨

的故事为长江和玉龙雪山增加了传奇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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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卧 左右结构，部首是“臣”或“卜”，共 8画。

例：卧室

鸡卧在窝里。

钧 ［鈞］ 左右结构，部首是“钅”，共 9 画。繁体字

“鈞”，左右结构，部首是“金”。

泻 ［瀉］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繁体字

“瀉”，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浩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0画。

睦 左右结构，部首是“目”，共 13画。

滨 ［濱］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3 画。繁体字

“濱”，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面积［名词］ 平面或者物体表面的大小。

例：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盘旋［动词］ 环绕着飞或者走。

例：飞机在天空盘旋。

山路曲折，游人只好盘旋而上。

溶化［动词］ （冰、雪等）变成水。

例：春天来了，冰雪都开始溶化。

和睦［形容词］ 相处融洽友爱。

例：和睦的气氛 家庭和睦 和睦相处

海滨［名词］ 海边；沿海地带。

例：海滨城市 海滨浴场

三、课文教学

课文分为两个部分。前两段是对长江的介绍，让人对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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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一部分，教师可以通过提问

抢答的方式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

这么重要的一条河流，它是怎么发源的呢？很自然地就转

入传说故事的讲述上来。特别之处是故事里面还嵌了一个故事

（东海龙王王子的故事）。本课的故事性很强，可以通过分组

（三人一组，分别扮演玉龙爷爷、金沙姑娘和讲述者）练习表达

能力。课堂上教师可以依靠板书，带领全班先串讲故事，然后

再进行分组练习和表演。

四、参考资料

长江 中国第一大河，世界著名大河之一。发源于青藏高

原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的西南侧（北纬 33°28′，东经

91°08′）。干流流经青、藏、川、滇、鄂、湘、赣、皖、苏、沪

10省、直辖市、自治区，注入东海。全长约 6300公里，居世界第

三位。流域介于北纬 24°30′～35°45′，东经 90°33′～112°25′，

面积 180余万平方公里（不包括淮河流域），约占中国土地总面

积的 1/5。年均入海水量达 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3位。

唐古拉山 长江和怒江的分水岭。唐古拉山口是青海和西

藏的天然分界线，海拔 5231米。唐古拉山的主峰各拉丹东，海

拔 6621米，是长江的源头。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