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第六册

2. 去邮局

一、教学要求

1. 会读会写本课的 15个生字。
2. 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港。
3.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 重点学习的句子：
（1）我把它放在了集邮本里。
（2）姑姑寄给我一套邮票。

5.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课文是一篇以邮局和集邮为内容的文章。文中写了“我”

去邮局的目的主要是“买邮票”；还写了“我”的爱好是“集

邮”；接着又写了集邮的几个好处：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各国风

情、欣赏世界各地的自然风光，此外，还可以开阔眼界、增长

见闻。注意课文开始时介绍了生活中常用的一些联系方式，让

学生讲讲父母或自己平时都是怎么联系的，自己喜欢哪种联系

方式，旨在让学生学会与邮局有关的常用字、词、句的用法，

了解和邮票有关的集邮知识，并注意培养良好的爱好，在日常

生活中积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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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识”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在词语“认识”中，

“识”要读轻声。

“欣”的韵母是“in”，不要读成“in倮”。
“赏”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
“增”的声母是“z”，韵母是“en倮”，要读准。
“姑”的声调是一声。在词语“姑姑”中，第二个“姑”要

读轻声。

“庆”的韵母是“in倮”，不要读成“in”。
“念”的声母是“n”，不要读成“造”。
“好”与“了”是多音字，要读准。

澡伲燥 造藻
好———好人 了———好极了

澡伽燥 造蚤伲燥
好———爱好 了———了解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h伽o h伽o sh侏 sh侏 sh侏 w佴n w佴n
好———号 十——拾———识 闻 ———文

j俨 j俅 f佟n f伲n f伽n 倮u侃 倮u佻
局———具 翻———反———饭 归———贵

倮俦 倮俅 倮俪 t伽o t佗o ni伽n ni佗n li佗n li伽n
姑———故——古 套——— 逃 念———年———连———炼

曾侃灶 澡怎佟灶 泽澡伲灶倮 糟澡佗灶倮
欣———欢 赏———常

2. 字形教学
局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尸”，共 7画。
寄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11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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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左右结构，部首是“女”，共 6 画。
翻 左右结构，部首是“羽”，共 18画。
识 ［識］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共 7 画。繁体字

“識”，部首是“言”，注意不要忘了“戈”字最后一笔的点。

了［瞭］ 独体字，部首是“了”，共 2画。繁体字“瞭”，
左右结构，部首是“目”，共 17画。

欣 左右结构，部首是“欠”，共 8画。
赏［賞］ 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12 画。繁体字

“賞”，部首是“貝”，共 15画。
育 上下结构，部首是“月”，共 8 画。注意上边不是

“亡”。

增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15画。
姑 左右结构，部首是“女”，共 8画。
套 上下结构，部首是“大”，共 10画。注意下面的笔顺

为： 。

庆［慶］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6画。繁体字
“慶”，共 15画，书写时注意不要忘记中间有个“乛”。

难［难］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又”或“隹”，共 10画。
繁体字“難”，部首是“隹”，共 19画。

贵［貴］ 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9画。注意上面不
是“虫”。繁体字“貴”，部首是“貝”，共 12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局———房 庆———床 育———盲 难———谁———堆

闻———间———问 赏———常———尝 如———故———姑

3.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邮局］ （名词） 办理邮政业务的机构。

例：一家邮局 去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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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动词） 能够确定某一个人或事物是这个人或事

物而不是别的。

例：我在中文学校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我不认识这个人。

明明认识路，我跟他一起去吧。

［知识］ （名词） 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

和经验的总和，或者是某一方面认识和经验的总和。

例：科学知识 旅游知识 汽车知识

［了解］ （动词） 知道得很清楚。

例：我了解这儿的情况。

你真正了解他吗？

事情的过程他很了解。

本课“了解”后带的是名词宾语。

［欣赏］ （动词） 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趣味。可

带名词、动词、小句宾语。

例：下雪了，我们去欣赏雪景吧。

晚上我们去欣赏杂技表演。

我带你去欣赏他的画儿。

“欣赏”要通过听、看、读等手段。“欢乐”不能作“欣

赏”的宾语。

［增长］ （动词） 增加、提高。可带名词宾语。常见的组

合有“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增长见闻”等。注意“次数”

不能用“增长”，只能用“增加”。

例：他迟到的次数不断地增加。

［姑姑］ （名词） 姑母。

［庆祝］ （动词） 为喜事进行一些活动，表示快乐或纪

念。

例：刚刚庆祝了“五一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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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已经庆祝过了。

十月一日，中国各地都举行庆祝活动。

［宝贵］ （形容词） 极有价值，非常难得。作定语、谓

语。

例：这些都是宝贵的文物。

助人为乐是人的宝贵品质。

这些邮票非常难得，十分宝贵。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爱好］淤（动词） 对某种事物具有浓厚的兴趣。

例：我非常爱好集邮。

爷爷爱好太极拳。

于（名词） 表示某种兴趣。作主语或宾语。

例：他的爱好是旅游。

下象棋是爸爸的爱好。

在本课中，“爱好”是名词。

［寄］ （动词） 原指托人递送，现在专指通过邮局递送。

例：寄信 寄给爷爷 寄钱

［翻］ （动词） 上下或内外交换位置；歪倒；反转。

例：他的车被撞翻了。

请把书翻到第五页。

［见闻］ （名词） 见到和听到的事情。作主语、宾语，但

不能作定语。

例：我们在中国的见闻很多很多。

你刚从上海回来，说说你在上海的见闻吧。

［套］淤（量词） 用于成组的事物。

例：我有一套《成语故事》。

叔叔送给爸爸一套茶具。

我学会打这套拳了。

16



中文第六册

于（名词） “套子”。前面常有修饰语。

例：妈妈给我买了一副手套。

沙发套脏了，该洗洗了。

盂 （动词） 罩在外面。可带名词宾语。

例：我在毛衣外面套了一件风衣。

在本课中，“套”是第一种用法。

［纪念］ （动词/名词） 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

为表示怀念而送给他人物品或留下签字。可以作定语、宾语。

作定语不带“的”。

例：纪念册 纪念馆 纪念塔 纪念邮票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相册作为纪念。

今天的会议是为了纪念我们学校成立五十周年。

［回归］ （动词） 回到（原来的地方）。

例：香港在 1997年就回归中国了。
现在很多住在城市里的人为了回归自然，周末开车到

农村去。

［难得］ （形容词） 不容易得到或办到（有可贵之意）。

例：这是位难得的人才，各方面都很优秀。

才十几岁就懂得这么多，真是难得。

4. 句子教学
（1）我把它放在了集邮本里。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把”字句。这里我们先说“把”

字句常用的两种意义。

第一种：表示使确定的事物接受处置而发生变化。“把”

的宾语常常是及物动词的受事。课文里的这个句子就是这种情

况。

例：把钱放在钱包里。

把书放到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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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把”的宾语是动词短语，它仍然具有事物性质。

例：把每天写字改成每天画画儿。

第二种：表示使确定的事物受到影响而产生结果。动词后

常常有表示结果、状态、趋向的补语。

例：把衣服洗干净。

把事情弄明白。

把我吓哭了。

（2）姑姑寄给我一套邮票。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双宾语”的用法。

少数及物动词后边可以带两个宾语，叫双宾语。前一个宾

语叫做间接宾语，多由指人的名词、代词充当；后一个宾语叫

做直接宾语，多由指事物的名词或词组充当。可以带双宾语的

动词不多，常见的有给、教、问、告诉等。

例：小明给园园一本书。

中国老师教我汉语。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麻烦你告诉她我来找过她。

在双宾语句子中，两个宾语之间不需要任何虚词连接，但

两个宾语的次序是固定的，指人的间接宾语一定要放在指事物

的直接宾语前边，不能弄错。如：“哥哥给我一个足球”不能

说成“哥哥给一个足球我”。

5. 课文教学
课文可采用朗读和提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在上课时，教师可以问学生：

（1）你去过邮局吗？写过信吗？邮局有什么作用？
（2）人们常用的联系方式有哪些？你是如何和别人联系的？
（3）你集邮吗？你喜欢什么样的邮票？集邮有什么好处？
（4）“我”有一套庆祝香港回归中国的邮票，“你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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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套邮票怎么样？

学生回答后，教师再讲解课文内容。在讲解时，教师注意

板书以下动宾搭配：

认识世界名人 学习历史知识 了解各国风情

欣赏各地自然风光 开阔眼界 增长见闻

教师可让学生说说去邮局寄信的一些情况，请自己集邮或

者家长集邮的学生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集邮册，其他同学也

可以说说自己有什么爱好。

对课文中出现的“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大事，教师可参考

有关资料进行说明。

最后，教师可让学生朗读课文，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

理解。

四、参考资料

香港 在中国广东省珠江口东侧，包括九龙、新界和香港岛

等岛屿。自古为中国领土。1842年鸦片战争后逐步被英国侵占。
1984年 12月 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
声明》，中国政府于 1997年 7月 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
港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经济发达，是世界著名

的港口和金融中心。

五、练习答案

星期二

2援 次 欢 欣 堂 党 常

去 在 老 附 队 那 庆 庄

5援 （1）公园旁边有一个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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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已经集了四十多个国家的邮票了。
（3）我去邮局买邮票。
（4）这些邮票使我开阔了眼界。
（5）我把它放在集邮本里了。

星期三

6援 （1）我跟着爸爸去买邮票。
（2）爸爸去邮局给爷爷寄东西。

爷爷去邮局给爸爸寄东西。

（3）在香港的姑姑寄给我一套邮票。
（4）那是一套漂亮的纪念邮票。

星期四

3. 寄信件 翻开集邮本 开阔眼界 增长见闻

发传真 庆祝节日 纪念邮票

4援 （1）爸爸有时去邮局给爷爷寄东西。
（2）姑姑寄给我一套邮票。
（3）这套邮票非常难得，十分宝贵。
（4）我把它放在了自己最喜爱的集邮本里。
（5）集邮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

6援 （1） 伊 （2） 伊 （3）姨
星期五

2援 了解 宝贵 庆祝 爱好 邮局 寄信 增长

4.（1）国外 国内 国家 （2）认识 了解 （3）套 封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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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邮票上的故事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个由邮票引出的童话小故事。讲了一个叫“匹诺曹”

的木偶因为贪玩儿、调皮吃了很多苦，最后终于改掉坏毛病，

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孩子的经历。本文主要教育小朋友要诚实、

关心别人，有了错误要及时改正。只要肯改正错误，关心帮助

别人，自己就会进步。还说明邮票上面有不少知识，通过集邮

可以增长见识。

二、字词解析

睁（动词） 左右结构，部首是“目”，共 11画。指张开
眼睛。

贪（动词） 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8画。指对事物
的欲望难以满足，可以说：贪玩儿、贪睡、贪财等。

剧 左右结构，部首是“刂”，共 10画。
乱 ［亂］ 左右结构，部首是“舌”，共 7 画。繁体字

“亂”，部首是“ ”，共 13 画，注意左边的写法：
。意思是：没有秩序、没有条理。在

文中组成词语“乱子”，指祸事、纠纷。

顾［顧］ 左右结构，部首是“页”，共 10画。左边的笔
顺是： 。繁体字“顧”，部首是“頁”，共 21画。
醒（动词） 左右结构，部首是“酉”，共 16画。在本课中

指睡眠状态结束，大脑皮层恢复兴奋状态。

例：睡醒了 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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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 （名词） 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

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的适合于儿童欣赏的故事。

［木偶］ （名词） 木头做的人像，有时候用来形容痴呆的神

情或神情痴呆的人。

［贪玩儿］ 对玩儿的欲望总不满足，贪多。

［毛病］ （名词） 缺点，坏习惯。

例：这孩子上课有做小动作的毛病。

［用功］ 淤（动词）努力学习。
例：他正在图书馆里用功。

于（形容词）用的工夫多，花的力气大。
例：他读书很用功。

在本课中，“用功”是第二种用法。

［照顾］ （动词） 照料，关心料理，对象可以是人，也可

以是事物等。

例：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照顾行李

三、课文教学

“匹诺曹”的故事可能不少小朋友已经听过，可以让他们先

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然后再引入对课文的学习。学这个

故事的时候，可以把文章的第二段分成三个层次：先说匹诺曹

是怎么来的，他长的什么样；然后说匹诺曹平时怎么样，遇到

了哪些事，是怎么回家的；最后说匹诺曹回家以后有什么变化。

每个层次让学生通过回答来讲述。

讲完匹诺曹的故事以后，还可以让集邮的同学说说有关他

们的某一枚邮票的故事。 或者让学生说一下自己听过的类似的

童话故事，想想能从里面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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