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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埋在地里的金子

一、教学要求

1. 会读会写本课的 16个生字。
2.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3. 重点学习的句子：
（1）你们只要肯出力气，就一定会挖到金子。
（2）只有勤劳，才能富起来。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是一篇小故事。它告诉学生“只有勤劳，才能富起来”

这个道理。只有勤奋地工作，靠自己的双手，才能独立生活。

课文一开始就交代了故事的起因。接着写老人对儿子们说

的话，这是故事的发展。然后写儿子们去挖地，但没有挖到金

子，这是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一段是故事的结尾，点明本

课的主题。

学习这篇课文，要教育学生懂得“勤劳致富”的道理，从

而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另外，引导学生明白，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成功。

32



中文第六册

三、教学建议

1.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m佗i m伲i m伽i j侃n j侃n j侃n倮 su侃 shu佾
埋———买———卖 金———今———惊 虽———水

f俦 f俅 ch伲n ch佗n倮 li佗n倮 l佗n倮 li伽n倮
夫———富 产———常 粮———狼———亮

sh侏 sh佻 hu伽n hu佗n q侏n q侏n倮 q佾n倮
食———是 换——— 还 勤———晴———请

2. 字形教学
埋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10画。
金 独体字，部首是“金”，共 8画。
虽［雖］ 上下结构，部首是“虫”或“口”，共 9画。繁

体字“雖”，左右结构，部首是“隹”，共 17画。
无［無］ 独体字，部首是“一”或“二”，共 4画。繁体

字“無”，上下结构，部首是“灬”，共 12画。注意中间有四
竖，不要写成三竖。

养［養］ 上下结构，部首是“着”或“丷”，共 9画。注
意第六笔从三横中撇下，不要错分成两笔；另外，下边不是两

竖。繁体字“養”，上下结构，部首是“食”，共 14画。
送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9画。
肯 上下结构，部首是“月”，8画。注意上面是“止”，不

是“上”，不要少写了一竖。

夫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4画。
挖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9 画。注意右上角是

“穴”，不是“宀”，右下角是“乙”，不是“九”。

遍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12画。
产［产］ 独体字，部首是“亠”或“立”，共 6画。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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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产”，半包围结构，部首是“生”，共 11画。
比 独体字，部首是“比”，共 4画。注意不要把第二笔错

分成两笔，右边不是“七”。

粮［糧］ 左右结构，部首是“米”，共 13 画。繁体字
“糧”，共 18画。

食 独体字，部首是“食”，共 9画。
换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0画。注意最后一笔是

捺不是“乚”。

勤 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13画。注意左上角不是
“艹”。

注意区别形近字：

埋———理 金———全 无———天 产———严 粮———狼

3.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虽然］ （连词） 表示让步。后半句常常有“但是”“可

是”“却”等与之呼应。

例：他虽然生病了，但还是坚持上课。

虽然昨天下雨，但是我们还是去公园了。

爸爸说这件衣服很好看，妈妈却不喜欢。

［天气］ （名词） 在一定区域和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气中

发生的各种气象变化。作主语、宾语、定语。作宾语时前面一

般有修饰语。

例：昨天天气很冷。

我很喜欢这几天的天气。

天气的好坏，对农作物的影响很大。

表示某一地区较长一段时期内概括性的气象情况，不用

“天气”，而用“气候”。

例：我非常喜欢中国南方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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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名词） 太阳落了以后到深夜以前的时间，也泛

指晚上。

［面前］ （名词） 面对着的、距离近的地方。经常用在人

称代词或表示人的名词的后面。

例：一只小狗跑到了我的面前。

他的面前有一本书。

你们面前的行李是我的。

［以后］ （名词） 说话时或所说某个特定时间之后的时

期，与“以前”相对。可以放在其他词的后面，也可以单独使

用。

例：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

毕业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

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只要］ （连词） 在表示条件关系的复句中，引出必要条

件。常与“就”“便”等副词呼应。后一句指出根据这个条件

所产生的后果。

例：只要认真学习，你就可以学好中文。

只要你通知了他们，他们就会来的。

只要肯下工夫，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工夫］ （名词） 指“时间”。

例：他三天工夫就学会了游泳。

我花了一天工夫才找到这本书。

［认为］ （动词） 对人或事物确定某种看法，作出某种判

断。

例：你认为他这样做对吗？

这篇课文我认为不太难。

［秋天］ （名词） 秋季。

例：北京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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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名词） 生产的产品的总量。

例：今年粮食产量很高。

这家工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粮食］ （名词） 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

例：他从小就养成了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科学技术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埋］ （动词） 用沙、土、雪、落叶等盖住。

例：那条路被雪埋住了。

我们把种子埋在地里。

［无］ （动词） 没有（跟“有”相对）。本课的“无”后

带名词。

例：他们虽然长大了，但是却无法养活自己。

此外，“无”还可带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不能带“着”

“了”“过”。多用于固定结构中。

例：无法无天 无时无刻 无济于事 无穷无尽 无名英雄

他房无一间，钱无一文，只好靠乞讨过日子。

［养活］ （动词） 供给生活资料或生活费用。

例：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五口。

你已经十八岁了，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送］ （动词） 赠送。

例：姥姥送给我两本书。

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

［肯］ （动词） 表示愿意；同意。可带动词宾语，不能带

“着”“了”“过”。可以单独回答问题。

例：他买了一本小说，要是你去跟他借，他一定肯借给你。

大家劝他休息一会儿，可是他不肯。

［挖］ （动词） 用手或工具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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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部分或其包藏的东西。

例：挖土 挖洞

［遍］淤（形容词） 普遍；全面。

例：遍身 满山遍野 走遍全城

于（量词） 一个动作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为一遍。

例：问了三遍 从头到尾看一遍 复习一遍

［比］ （介词） 用来比较性状和程度的差别。

例：今天的风比昨天的大。

他比哥哥小三岁。

［换］ （动词） 变换；调换。可带名词宾语。

例：我视力不好，咱俩换一下座位，好不好？

这都是你们努力工作换来的。

［勤劳］ （形容词） 努力劳动，不怕辛苦（与“懒惰”相

对）。作定语、谓语。

例：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他从小就很勤劳。

［死心］ （动宾结构） 不再寄托希望，断了念头，作谓

语。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

例：连续两年没考上大学，但他并不死心，他今年还想考。

你父亲不同意你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4. 句子教学
（1）你们只要肯出力气，就一定会挖到金子。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只要…就…”的用法。

连词“只要”常用于第一个分句，表示必要的条件；后一

分句表示具备了上述条件后所产生的情况或结果，常用副词

“就”与“只要”相呼应。

例：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你。

你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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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下雨，明天我就会去公园。

只要努力，你就一定能学好汉语。

（2）只有勤劳，才能富起来。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只有…才…”的用法。

在这个句子中，“只有”后边是特定的、唯一的条件；

“才”后边是在这种特定的、唯一的条件下才能出现的某一种情

况或产生出的某种结果。

例：只有多练习，才能写好汉字。

只有下雨，他才不出去锻炼身体。

只有方方才会唱这首中文歌。

教师在讲“只要…就…”和“只有…才…”这两个句子时，

应先举出若干例句，让学生体会课文中这两个句子的不同点，

再让学生朗读课堂练习中的“扩展与替换”，最后让学生口头造

句。

5. 课文教学
教师在讲解课文时，可采用边提问边讲解的方法，以启发

学生思考，加深学生对故事的理解。

例如：老人的儿子喜欢干活儿吗？

老人对儿子们说了什么？

老人的儿子们去做什么了？

三个儿子挖到金子了吗？

你想想这三个儿子以后会怎样？

讲完课文后，可以利用课堂练习中的“对话”让学生表演，

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关键词，让

学生复述课文。还可以通过小组讨论等形式，让学生说说读了

这篇课文后有什么想法，教师再总结全文，并板书“只有勤劳，

才能富起来”，揭示课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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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5援（1）只要勤劳，就能富起来。/只有勤劳，才能富起来。
（2）他们个个都不喜欢干活儿。
（3）只要你们肯出力气，就能挖到金子。
（4）今年打下的粮食比去年多得多。
（5）第二天天刚亮，三个儿子就去挖地了。
星期二

3援 埋 埋金子 遍 几遍 粮 粮食

肯 肯定 虽 虽然 换 换钱

4援（1）我把今天的作业做完了。
（2）他们把父亲分给他们的地全挖遍了。
（3）我把邮票放在了集邮本里。
（4）他们只好把地种上了。
星期三

2. 粮食 认为 产量 虽然 工夫 土地

3援（1） A （2） B （3） B （4） A
星期四

4.（1）天 （2）骗 （3）无 （4）夫 （5）遍
7援（1） 伊 （2）姨 （3） 伊 （4） 伊 （5）姨
星期五

3.（1）突然 虽然

（2）只是 只有 只要

（3）认为 因为

4援（1）虽然他们都长大了，但是个个都不喜欢干活儿。
（2）他们不死心，挖了一遍又一遍。
（3）他们三个人打下的粮食，两年都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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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爸爸把汽车开进了加油站。
（5）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

5. 4 2 3 1 5
6援 只 金 虽 粮

7援（1） 伊 （2） 伊 （3）姨 （4） 伊

阅 读：蚂蚁和知了

一、课文简析

课文通过勤劳的蚂蚁和懒惰的知了的对比，告诉学生只有

劳动才能获得好的生活。课文先描写夏天的时候，蚂蚁“忙着

搬谷子”，知了却“忙着跳舞，忙着玩儿”。再描写冬天里，蚂

蚁“舒舒服服地在家里过冬”，知了却“饿得发慌”，急得要到

蚂蚁跟前借粮食。最后通过蚂蚁的话点明主题：“夏天你不干

活儿，冬天就没有东西吃”，不劳动就没有收获，而且不劳动的

人是得不到同情的。

二、字词解析

际 ［際］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7 画。繁体字
“際”，共 13画。注意上角是“際 ”，不是“癶”。

谷 ［榖］ 上下结构，部首是“谷”，共 7 画。繁体字
“榖”，左右结构，部首是“禾”，共 14画。

邻［鄰］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7画。注意左边是
“令”，不是“今”。繁体字“鄰”，共 14画。“邻居”是名词，
指住家接近的人或人家。

居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尸”，共 8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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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连词）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6画。“而”是连
词，可以连接语意相反的成分，表示转折。

例：姐姐很高，而妹妹很矮。

他很喜欢这套书，而他的朋友都说不好。

舒 左右结构，部首是“人”，共 12画。
［知了］ （名词） 昆虫，雄的腹部有发音器，能连续不断

地发出尖锐的声音，因其叫声像“知了”而得名。又名“蝉”。

［火热］ （形容词）

淤像火一样热。
例：火热的太阳

于形容感情热烈。
例：火热的心

他火热的话语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本课中，“火热”是第一种用法。

［一望无际］ 一眼看不到边，形容辽阔。

例：麦浪翻滚，一望无际。

［田野］ （名词） 田地和原野。

例：田野里有很多稻子。

绿色的田野 金色的田野

［谷子］ （名词）

淤一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种常见的粮食作物。
于谷子没有去壳的籽实。
在本课中，“谷子”是第二种用法。

［粮食］ （名词） 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

例：小朋友要节约粮食。

［无奈］ 无可奈何。

例：出于无奈 万般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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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文教学

教学中注意突出对比在两个不同的季节里，蚂蚁和知了截

然不同的情况，以加深学生的认识。另外，教师可以强调蚂蚁

不借粮食给知了，不是它舍不得，而是因为它不想帮助“不爱

劳动的人”，告诉学生不爱劳动是得不到同情的。学完课文以

后，老师可以先不点明课文的主旨，让学生自己谈一谈受到了

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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