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第五册

1.买文具

一、教学要求

1援 会读会写本课的15个生字。
2援 本课学习两个部首：刀、革，要求会认会写。
3援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
（1）我买了几支圆珠笔。
（2）要是你喜欢，就给你买一个吧！

5援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介绍了“我”和妈妈去超市买文具以及超市的简单情

况。超市里有笔、本子、尺子、小刀和书包，还有衣服、鞋子、

玩具和日用品等。学习本课的目的是让学生熟练地掌握一些文

具的名称及有关量词的用法。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颜”“练”“品”结尾都是前鼻音韵母 (n)，不要读成后

鼻音（n倮）。
在词语“漂亮”中，“亮”读轻声；在词语“要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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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读轻声；在词语“衣服”中，“服”读轻声。

注音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p佾n p侏n倮 sh佟n倮 sh佟n li伽n ni伽n
品 ———平 商———山 练———念

ch佾 c佾 倮侉 倮佶 y佗n y佗n倮
尺 ———此 各———哥 颜———羊

d佟o d伽o zh佻 z佻 z佾
刀 ———到 制—— 自 ———仔

2援 部首教学
刀（刀部）：刃、切、分

革（革部）：鞋、靴、鞭

3援 字形教学
超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走”，共12画。
市 独体字结构，部首是“巾”或“亠”，共5画。
各 上下结构，部首是“夂”或“口”，共6画。
颜 ［颜］ 左右结构，部首是“页”，共15画。繁体字

“颜”，左右结构，部首是“頁”，共18画。注意右边的中间是
“目”不是“日”。

练 ［練］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共8画。繁体字
“練”，左右结构，部首是“糹”，共15画。注意左边的“糹”下
面是三个点不是四个点。

许 ［許］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共6画。繁体字
“許”，左右结构，部首是“言”，共11画。

漂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14画。
尺 独体字，部首是“ ”或“尸”，共4画。
刀 独体字，部首是“刀”，共2画。
支 上下结构，部首是“又”或“十”，共4画。
行 左右结构，部首是“彳”，共6画。
商 上下结构，部首是“亠”或“口”，共11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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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 左右结构，部首是“革”，共15画。
品 上下结构，部首是“口”，共9画。
制 左右结构，部首是“刂”，共8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练———炼 圆———园 漂———飘 名———各 刀———力

写“练”时，注意右边是“练”，不是“东”；写“商”时，

注意下边是“商”，不是“ ”。

4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前天］ （名词） 昨天的前一天。

例：我前天去了奶奶家。

［颜色］ （名词） 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的光波通过视觉

产生的印象。

例：花儿的颜色

水有颜色吗？

［练习］

淤（名词） 为巩固学习效果而安排的作业等。

例：练习本 练习册 做练习 家庭练习

于（动词） 反复学习，以求熟练。

例：练习写作 练习武术

在本课中，“练习”是名词。

［漂亮］ （形容词） 好看，美观。一般作定语、谓语、补

语、宾语。

例：这么漂亮的衣服在哪儿买的？

这辆汽车真漂亮。

姐姐今天穿得多漂亮啊！

我穿这件衣服，你觉得漂亮吗？

在本课中，“漂亮”作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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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珠笔］ （名词） 用油墨书写的一种笔，笔芯里装有油

墨，笔尖是个小钢珠，油墨由钢珠四周渗下。

例：一支圆珠笔

我有许多蓝色的圆珠笔。

［离开］ （动词） 跟人、物或者地方分开。注意它是个离

合词，可以说：离不开、离得开。

例：他昨天已经离开纽约了。

鱼儿离不开水。

［书包］ （名词） 装书的袋子。

例：我有一个小书包。

我背着书包去学校。

［这个］ （指示代词）

淤这一个。
例：这个孩子真听话。

这个比那个好，我们买这个吧。

于这东西，这事情。
例：你问这个吗？这是西瓜。

他为了这个忙了好几天。

在本课中，“这个”是第一种用法。

［要是］ （连词） 表示假设，意思是“如果”，常和“就”

连用。

例：要是你想参加，就赶快去报名吧。

这件事要是让他知道了，他一定很生气。

详细说明可以参看“句子教学”。

［英文］ （名词） 注意和“英语”区别。

例：写英文 英文书

［商店］ （名词） 在室内出售商品的场所。

例：一间商店 去商店买东西

4



中文第五册

［许多］ （形容词） 很多。

例：许多人 许多东西 许多年

我去超市买了许多吃的东西。

［衣服］ （名词） 穿在身上遮蔽身体和御寒的东西。

例：一件衣服 买衣服 漂亮的衣服

［日用品］ （名词） 日常应用的物品，如毛巾、肥皂、热

水瓶等。

［制造］ （动词） 把原材料加工成为可供使用的物品。可

带名词宾语。

例：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万多辆汽车了。

这种小刀是中国制造的。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各］ （指示代词）表示不止一个，并且彼此不同。

例：下课了，我们各人回各人的家。

各种水果我都喜欢吃。

［行］ （h佗n倮） （量词） 用于成行的东西。

例：一行字 一行树 两行眼泪

［鞋］ （名词） 穿在脚上、走路时着地的东西，没有高

筒。

例：一双鞋 一只鞋 皮鞋

5援 句子教学
（1）我买了几支圆珠笔。
这个句子主要学习量词。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

汉语的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名量词表示事物的数量，

又可以分为单位量词和度量量词。单位量词表示事物的单位，

如“个、张、只、支、本、台、架、辆、颗、株、头、间、把、

扇”等；度量量词表示事物的度量，如“寸、尺、丈、斤、两、

吨、升、加仑、立方米”等。动量词表示动作的数量，用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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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前后表示动作的单位，如“次、下、回、趟、场”等。

课文里出现的是名量词，一般放在数词和所指的名词之间。

例：一个苹果 两只狗 三辆汽车 四瓶水 五间房子

“个”是最常用的名量词，常常可以代替其他量词使用。

（2）要是你喜欢，就给你买一个吧！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假设复句”的用法。“要是

（如果）…，就…”连接两个分句表示假设，这是假设复句的一

种形式。用“要是（如果）”提出一种假设的情况，用“就”承

接上文，引出在此情况下会出现的结果。

例：要是天气好，我们就坐飞机去。

要是你有时间，就请你明天来玩儿。

你要是愿意，我们明天就去。

要是你需要，我就来帮你。

你要是来不及写信，就寄一张明信片来。

要求学生了解本课两个句子的特点，并学会运用这两个句

子。

6援 课文教学
本课内容比较简单。教师可先讲词语，再串讲课文。教师

在讲解本课前，可先提问：你去过超市吗？超市里有什么？学

生不会说中文时，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教师在讲解完课文后，

也可提问：超市里有什么？你去超市买了什么？让学生用所学

过的词语来回答，注意量词的用法。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援 （1）清清的河水 绿绿的草地

蓝蓝的天空 弯弯的月亮 白白的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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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张卡片 一本练习本

四件衣服 一双眼睛 五朵小花

3援 （1）块 — 快 — 超 （2）个 — 各 — 等

（3） — 造 — 颜 （4） — 许 — 尺

4援 颜色 离开 制造 漂亮 衣服 练习 文具

6援 （1）下午我去超市买书包。
（2）要是不下雨我们就去爬山吧。
（3）今天我去学校学画画儿。/ 我今天去学校学画画儿。
（4）我买了几支圆珠笔，还买了几本练习本。
（5）人类的语言多奇妙啊！

星期二

6援 （1）我买了圆珠笔、画笔，还买了几本练习本。
（2）方方吃了苹果、葡萄，还吃了面包。
（3）爸爸去了故宫、天安门，还去了长城。
（4）妈妈买了衣服、鞋子，还买了日用品。

星期三

4援 辶 造 制造 囗 圆 圆珠笔 彦 颜 颜色

氵 漂 漂亮 走 超 超市 彳 行 银行

5援 （1）前天我和妈妈去超市买文具。
（2）面包店的面包可真多呀。
（3）快离开时我看见一个红色的书包。
（4）我去了长城，还去了故宫。
（5）怎么用汉语说这一行字？

星期四

3援 走 起 纟 给 讠 说 刂 到 彳 很 月 胖

6援 （1）这个书包的颜色多好看啊！
（2）那个公园多大啊！
（3）花园里的花多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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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亮亮的弟弟多可爱啊！
（5）人类的语言多丰富啊！

星期五

2援 个 把 双 把

本 件 朵

（1）元 （2）飘 （3）圆
（4）园 （5）漂

3援 （1）教室 （2）书包 （3）尺子 （4）颜色

阅 读：四只小兔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讲了四只小兔子的故事。兔妈妈分别给他们一张白纸，

他们有的会画画儿，有的会写字，有的会折纸，而有一只小兔

子什么也不会做，因为他平时不爱学习。文章主要是告诉小朋

友，如果不学习就不会做事。

二、字词解析

每 上下结构，部首是“母”，共 7 画。
铅 ［鉛］ 左右结构，部首是“铅”，共10画。繁体字

“鉛”，左右结构，部首是“金”，共13画。
因 全包围结构，部首是“囗”，共 6 画。
呆 上下结构，部首是“木”或“口”，共7画。在本课中

的意思是：脸上表情死板；发愣。

例：听了她的话，小马呆呆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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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難］ n佗n，左右结构，部首是“又”或者“隹”，
共10画。繁体字“難”，左右结构，部首是“隹”，共19画。
注意在本课词语“难过”中的读音是第二声。

所 左右结构，部首是“斤”，共 8 画。
［铅笔（笔）］ （名词） 用石墨或加颜料的黏土做笔芯

的笔。

［因为］

淤（介词） 表示原因。

例：他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处分。

她的生意因为雨天而变差了。

于（连词） 常跟“所以”连用，表示因果关系。

例：因为今天事情多，所以没有去成。

小文因为生病，所以没来上课。

在本课中，“因为”是第二种用法。

［平时（时）］ （名词） 一般的、通常的时候（区别于

特定的或者特指的时候）。

例：你平时喜欢吃什么菜？

平时我们吃完饭常常散步。

［所以］ （连词） 表示因果关系。

淤用在下半句表示结果。
例：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所以对他很熟悉。

于用在上半句主语和谓语之间，提出需要说明原因的事
情，下半句说明原因，此结构常为“之所以…，是因为…”。

例：我今天之所以没去上课，是因为我生病了。

盂“所以”单独成句，表示“原因就在这里”。
例：所以呀，要不然我怎么这么说呢。

在本课中，“所以”是第一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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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学习这个小故事的时候，可以利用主课文中对文具的介

绍引入，问问学生可以用各种文具做什么，然后教师利用

纸、笔等道具边表演边讲故事，可以先只讲前两段，让学生

说一说为什么小花什么也不会。然后老师领着大家学习字

词、朗读课文。学完后请学生分别扮演兔妈妈和四只小兔，

说说自己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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