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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为什么

一、教学要求

1. 学会本课 11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 本课学习三个部首：亠、、力，要求会认会写。
3. 重点学习的句子：为什么河水会流动？
4. 朗读并背诵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首启发孩子积极思考的小诗。诗歌分三节，共 12
行，以孩子们的好奇心向自然界发问，表达了孩子急切的求知

欲。通过课文的学习，鼓励学生认真观察，仔细思考。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光” （倮u佟n倮）、“动” （d侔n倮） 是后鼻音韵尾；“时”

（sh侏）的声母是翘舌音，要读准。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sh侏 sh侏 sh侏 y侉 y侑 y佴 h佴 h佴
时———十———石 夜———也———爷 河———和

li俨 li俅 d侔n倮 d侪n倮 d侪n倮
流———六 动———东———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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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佼u y侬u y侬u y侔u y侔u zh伲n倮 zh佟n倮 xi伲n倮 xi伽n倮
游———有———友———右———又 长———张 想———向

2. 部首教学
亠（亠部）：夜、高、亮

（部）：光、少、尖

力（力部）：动、努、功

3. 字形教学
时［時］ 左右结构，部首是“日”，共 7 画。繁体字为

“時”。

夜 上下结构，部首是“亠”，共 8 画。注意右下角不是
“夂”，不要少了里面的一点。

光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共 6 画。
河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书写时注意最后一

笔是竖钩。

流 左右结构，书写时注意不要漏写右边的一点。

动［動］ 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6 画。繁体字为
“動”，共 11 画，注意左边最后一笔改横为提。

湖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2 画。
飞 ［飛］ 独体字，部首是“飞”，共 3 画。繁体字为

“飛”，独体字，部首是“飞”，共 9 画。书写时注意第七画是横
折弯钩。

游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2 画。
长［長］ 独体字，部首是“ ”，共 4 画，书写时注意第二

画是横，第三画是竖提。繁体字为“長”，独体字，部首是“一”，

共 8画，书写时注意第一、二、三画都是横，第四画是竖。
想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13 画。
4.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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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名词）夏季。

例：夏天很热。

我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夏天。

［冬天］ （名词）冬季。

例：这里的冬天没有雪。

冬天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哪里］ （疑问代词）问什么处所。在表示这个义项时，同

“哪儿”。

例：你住在哪里？

你的教室在哪里？

［光明］ （名词）光亮。与“黑暗”相对。

例：光明和黑暗不能一起出现。

我喜欢光明，不喜欢黑暗。

［大人］淤（名词）成人（区别于“小孩”）。
例：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于（名词）旧时指地位高的官长。
例：巡抚大人

本课中，“大人”是第一种用法。

［这么］ （指示代词）指示性质、状态、方式、程度等。

例：有这么一回事。

大家都这么说。

这个字这么写。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时］ （名词）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

例：上课时，我们要认真听讲。

我过生日时，哥哥给我买了礼物。

［黑］ （形容词）反义词是“白”。

［黑夜］ （名词）夜晚，夜里。与“白天”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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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动词）液体或气体的移动。

例：河水流动 空气流动

［湖］ （名词）被陆地围着的大片积水。

例：西湖的风景很美。

我家门前有一个湖。

［游］淤（动词）人或动物在水里行动。
例：游泳 人在水里游

于（动词）在各处从容地行走；闲逛。
例：游览 游历 游园 游玩

本课中“游”是第一种用法。

［长（扎澡伲灶倮）］淤（动词）生。
例：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木。

于（动词）生长；成长。
例：杨树长得快。

这孩子长得真胖。

盂（动词）增进，增加。
例：长见识 长力气

本课中，“长”是第二种用法。

［想］淤（动词）开动脑筋，思索。
例：想办法 想方设法

于（动词）推测，认为。
例：我想他今天不会来。

盂（动词）希望，打算。
例：我想到杭州去一趟。

榆（动词）怀念，想念
例：想家

我们很想你。

本课中，“想”是第一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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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为什么河水会流动？这是一个用

“为什么”询问原因和理由的句子。句子结构形式是：

“为什么”+ 主语 + 动词 +（宾语）？
也可以是： 主语 +“为什么”+ 动词 +（宾语）？
例：为什么花儿这么红？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为什么你学习中文？

你为什么学习中文？

在进行句子教学时，可以让学生两个一组，一问一答。一

方面训练学生用“为什么”造句子，另一方面也鼓励学生多动

脑筋思考问题。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对教师发问，问得越多越好。

6. 课文教学
课文是一首小诗，分三小节：第一节是孩子对自然天象的

发问。问了冬天问夏天，问了黑夜问光明，表现了孩子的好奇

心。第二节是孩子对自然景观思考所引出的问题：河水为什么

会流动？湖水为什么不流动？鸟儿为什么不在水中飞？鱼儿为

什么不在天上游？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表现了孩子的求知欲。

最后一节，表现了孩子求知欲的强烈和迫切。

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望，鼓励他们多

思考。教学时，教师可以提问学生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进而

导入课文。学过课文，教师可以在黑板上板书课文结构，让学

生在提示下全体复述课文寅分组复述课文寅个人复述课文，然
后擦去板书，让学生全体复述课文寅分组复述课文寅个人复述
课文。另外，本课内容适合课堂讨论，可以让学生用汉语表述

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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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 （1）日 寸 （2）氵 可 （3）
（4） 力 （5）相 心

4援 河水 冬天 黑夜 光明

星期二

2. 河 流 明 星 夜 高 想 思

星期三

2. （1）六 （2）六 （3）一
（4）十 （5）十

5. 长 长大 方 方向 头 头发

哥 哥哥 可 可以 云 白云

星期四

2. 氵 力 亠 辶 日 心 彳

5. （1）他为什么学画画儿？辕 为什么他学画画儿？
（2）她为什么去学校？辕 为什么她去学校？
（3）姐姐为什么学唱歌？辕 为什么姐姐学唱歌？
（4）妈妈为什么收拾房间？辕 为什么妈妈收拾房间？

星期五

2援 流 河 海 汉 游 明 星 时 早 想 思 得 往 动

5. （1）河水为什么会流动？辕 为什么河水会流动？
（2）鸟儿为什么会在天上飞？辕 为什么鸟儿会在天上飞？
（3）鱼儿不在天上游。
（4）鸟儿不在水中飞。
（5）我的玩具在哪里？
（6）他的家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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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小好奇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稍带诗韵的儿歌。弟弟“小好奇”的

外号，四种司空见惯却又各含科学道理的自然现象，以及最后

“我”对弟弟“怪”问题的回答，这都启发了学生在日常的生

活、学习中，要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勇于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认识自然界中的规律。同时，还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

知识为工具，进而更好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二、字词解析

问［問］ （动词）有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或道理请人解答。

例：问问题 问路

怪 （形容词）奇怪的。

例：怪东西（奇怪的东西） 怪想法（奇怪的想法）

从［從］ （介词）起于。常用结构为“从…到…”“从…

开始”。

例：从我家到中文学校不远。

从去年开始，我每天学习中文。

低 （形容词）离地面近，与“高”相对。注意说人的身

高时，用形容词“高”和“矮”，不用“低”。

例：这座山不高，很低。

云云个子很高，我矮一点儿。

呼吸 （动词）生物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

例：早上起来做个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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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能在水里呼吸。

着急 （动词）不安、担心。

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老师，别着急。

着急也没用。

三、课文教学

这篇课文可以分三小节教学：前四行—为什么—我的回答，

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理解课文大意的基础上，请同学们分角

色朗诵课文。教师逐步板书提示，争取让学生在课堂上能背诵

课文。

本课的重点句型是：

为什么……

“别”+动词短语
教师可引导学生做替换、扩展练习。

综合练习（三）答案

1. 3 6 6 9 5
2.讲 话 得 很 花 草 思 想 河 流 校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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