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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马过河

一、教学要求

1援 学会本课的 12 个生字，要求会读会写。
2援 会认读下列字：松、鼠、淹，但不要求会写。
3援 本课学习一个部首：即，要求会认会写。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

鼠说的那样深。 要求学生掌握句型“既…也…”的用法。

5援 分角色朗读和复述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是一篇童话，说的是小马要过河，先问老牛，老牛说

水很浅可以过。再问小松鼠，小松鼠却说水很深不能过，于是

小马不知道怎么办了。妈妈让他自己试一试，小马试了，终于

知道河水的深浅了。借小马过河的故事，告诉学生遇事不能光

听别人说，而要自己开动脑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要勇

敢地去实践，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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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佼 b佗i sh佶n sh佶n sh佶n qi伲n qi佗n
伯———白 深 ——— 伸 ——— 身 浅 —— 前

t俦 t俪 su侬 shu侪 yu佗n yu佗n yu伲n
突———土 所———说 原 ——— 园 —— 远

j佻 j侃 j佾 xi伽n倮 xi伲n倮 xi佟n倮
既———机———几 像 ——— 想 ——— 乡

2援 部首教学
即（即部）：既、即、暨

3援 字形教学
注意区分形近字：

伯———白 所———听

喝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12 画。书写时注意右下
角共 5 画，最后一笔是竖折。
伯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7 画。
深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1 画。
浅 ［淺］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 画。繁体字

“淺”，左右结构，部首是“氵”。

正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5 画。
突 上下结构，部首是“穴”，共 9 画。书写时，注意下面

是“犬”不是“大”。

该［該］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 共 8 画。书写时，
注意“亥”的写法。繁体字“該”，左右结构，部首是“言”，

共 13 画。
办［辦］ 独体字，部首是“力”，共 4 画。繁体字“辦”，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力”。

定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8 画。
原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厂”，共 10 画。
既 左右结构，部首是“即”，共 9 画。书写时，注意笔

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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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13 画。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伯伯］ （名词）父亲的哥哥，或者称呼与父亲辈分相同年

纪较大的男子。

［突然］ （形容词、副词） 在短促的时间里发生，出乎意

料。

例：这是一个突然的消息。

他来得很突然。

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

［只好］ （副词）表示没有别的选择，不得不。

例：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请别人帮忙。

下大雨了，他没带伞，只好等雨停了再走。

［那么］ （指示代词）指示程度，后可跟形容词、副词等。

例：雨下得那么大，还是等雨停了再走吧。

河水那么深，你不要一个人过。

他跑得那么快，我追不上。

［一定］ （副词）表示坚决或者确定；必定。

例：明天的晚会你一定要来。

这本书我明天一定还你。

我不想去，可是爸爸一定要我去。

［最好］ （副词）表示最理想的选择；最大的希望。

例：你今天最好不要迟到。

天太热了，最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

［小心］ （动词）注意；留神。

例：下雨了，你走路要小心。

写这个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儿。

［原来］ （副词）表示发现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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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来是你！

原来他们是姐弟。

［既…也…］ （连词）表示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例：我既不知道也不问。

他既喜欢吃中国菜也喜欢吃美国菜。

［那样］ （指示代词） 指示程度和方式。口语中多用“那

么”，书面语中多用“那样”。

例：春天的草地那样绿。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喝］ （动词）把液体或者流食咽下去。

例：喝水 喝酒 喝牛奶

［正］ （副词）表示动作的进行、状态的持续。

例：外面正下雨。

他正打电话呢。

［该］ （动词）应该，应当。

例：小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我该不该去呢？

［办］ （动词）办理；处理。

例：怎么办 办事 办手续

［像］ （动词）在形象上相同或者有某些共同点。

例：河水不像你说的那么深。

5援 句子教学
本课重点学习的句子是：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

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要求学生掌握句型“既…也…”的用法。

这个结构连接两个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词语，后一部分表示进一

步的说明。

例：他既会唱歌，也会跳舞。

他既会说英语，也会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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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扩展与替换练习，让学生反复用“既…

也…”来造句子。

6援 课文教学
课文的第一段写小马在路上遇到一条小河，感到很为难。

老牛告诉他水很浅。教师这时可以提示学生想想，老牛是什么

样子的，他说的“浅”有多浅？第二段写小马刚要过河，一只

小松鼠叫他别过河，说水很深。这时教师再提示学生，小松鼠

是什么样子的，他为什么和老牛说的不一样？课文接着写小马

只好回家问妈妈。小马妈妈说的话是难点也是重点，教师要着

重讲析。最后一段写小马听了妈妈的话，受到了启发，通过实

践，顺利地过了河。

本课故事生动，对话是这篇课文的主要叙述形式。因此，

可利用它来指导学生有感情地分角色朗读或表演，并注意让学

生想想为什么老牛和小松鼠说的不一样，他们是在骗小马吗？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3援 我想喝水。 他正在看书。 我伯伯来了。

小马只好回家了。 河水不深。 浅浅的小河

4援 （1） 12 曷 （2） 8 讠 亥 （3） 7 亻 白

（4） 11 深深 （5） 8 浅 浅

（6） 13 亻 象 （7） 9 既 既

5援 只好 突然 原来 喝水 小心 健康

7援 （1）亮亮从家里跑出来。
（2）我的书从桌子上掉下来。
（3）云云从桥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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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爷爷从公园里走出来。
（5）方方从教室外跑进来。

星期二

3援 （1） 5 （2） 9 一 （3） 4 （4） 10 （5） 8
4. 像 该 最 河 突

星期三

3援 慢 浅 少 去 进 后 低

4. 突 突然 喝 喝水 亻 像 好像

跑 跑 跑进来 楼 松 松鼠 巴 爬 爬山

5援 大树 过河 跳 喝

6援 （1）爸爸眼睛大还是小？
（2）这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弟弟？
（3）那是你的书还是云云的书？
（4）他去爬山还是去游泳？
（5）你喜欢画画儿还是唱歌？

星期四

3援 们 你 低 河 浅 深

说 该 让 安 家 完

打 拾 搬 妈 姐 好

红 绿 给

6援 （1）老牛一定会觉得河水很浅。
（2）松鼠一定会觉得河水很深。
（3）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中文。
（4）亮亮一定会帮妈妈做家务。
（5）妹妹一定会喜欢妈妈买的玩具。

星期五

2援 喝 吃 唱 哪 吗 们 你 低 体 像

湖 法 汗 浅 深 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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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家 完 字 空 突

3援 （1）正 （2）从 （3）又
（4）既 也 （5）从 到 （6）又 又

（7）得 （8）的 地 （9）得
（10）的 的 的 得 （11）得

5援 （1）奶奶从家里走出来。
（2）我只好去学校问老师。
（3）房间既不像妹妹（姐姐）说的那样大，也不像姐姐（妹

妹）说的那样小。

（4）冬冬一定会觉得水果很甜。
（5）云云一定会努力学习汉语。

7援 （1）小马过河，看见一头老牛在喝水。
（2）老牛说：“水很浅，你过得去。”
（3）突然，一只小松鼠从树上跳下来。
（4）小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回家问妈妈。
（5）妈妈说：“他那么小，他一定会说水很深。”

阅 读：折筷子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讲了十个兄弟折筷子的故事，一支筷子很容易折断，

十支筷子捆在一起就很难折断了。文章的主要意图是告诉学生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了力量就大，做事更容易成功；分

开了力量就小，容易失败和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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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折（动词） zh佴，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7 画。注
意右边是“斤”，不要多出一点，写成“拆”。在文中是动词，意

思是弄断。

例：折断 用力折 折花

筷 ku伽i，上下结构，部首是“”，共 13 画。
轻［輕］ q侃n倮，左右结构，部首是“车”。注意第三画改

横为提。繁体字“輕”，左右结构，部首是“车”。

兄（名词） xi侪n倮，上下结构，部首是“口”或“儿”，共
5画。意思是哥哥。
力 造佻，独体字，部首是“力”，共2画。注意笔顺是先写“力”。
［容易］ （形容词）

淤做起来不费事的。
例：课文很简单，容易学。

看别人做的时候觉得很容易，自己做的时候就知道不

容易了。

于发生某种变化的可能性大。
例：白色的衣服容易脏。

不讲卫生容易生病。

在本课中，“容易”是第一种用法。

［使劲（劲）］ （动词）用力。

例：他使劲一跳，跳得很远。

［兄弟］ （名词）

淤哥哥和弟弟。
例：你们三兄弟要团结。

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医生。

于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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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这是我最小的兄弟。

在本课中，“兄弟”是第一种用法。

［力量］ （名词）

淤力气。
例：人多力量大。

别看他个子小，力量却很大。

于能力。
例：完成这项工作要靠大家的力量。

我会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你。

在本课中，“力量”是第一种用法。

［团结（结）］ （动词）

淤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的理想或完成共同的任务而联合
或结合。

例：大家团结在一起，做事就更容易成功。

这次比赛，如果没有同学们的团结，是不会取得这样

好的成绩的。

于和睦；友好。
例：邻里团结 团结互助

在本课中，“团结”是第一种用法。

［成功］ （动词）获得预期的结果，跟“失败”相对。

例：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成功了。

姐姐考大学成功了。

三、课文教学

教师可以自带道具，让学生做类似的试验，然后教师问学

生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可以让学生自己谈谈其

中蕴涵的道理，然后教师对课文的中心思想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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