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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巨人的花园

一、教学要求

1. 会读会写本课的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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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花园里又跑又跳，又唱又笑，玩得很开

心。

（2）想玩儿就进来玩儿吧！
4.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寓言故事。首先讲了巨人不在的时候，孩子们常

来花园里玩儿，巨人发现后生气地把孩子们赶走了。春天来了，

但是春天却不到他的花园里来，最后巨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自

私，允许孩子们来花园里玩儿，于是春天也来了。它告诉人们

一个道理：做人不能自私，应该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只有这

样，生活才更加美好。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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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俅 j俅 j佻n j佻n j侃n倮 zu佟n zhu伲n s侃 s侃
巨——— 具 禁———尽———精 钻———转 私———思

zh佾 zh佾 zh佾 zh佾 ji伲o ji伲o l侉i n侉i
止———指———纸———只 角——— 脚 累——— 内

b佻 b佾 b佾 yu伽n yu伲n yu佗n w佴i w侉i
必———比———笔 愿———远———园 围———喂

2. 字形教学
巨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匚”，共 4画。
周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 ”或“ ”，共 8画。
围［圍］ 全包围结构，部首是“囗”，共 7 画。繁体字

“圍”，共 12画。
牌 左右结构，部首是“片”，共 12画。注意右边的写法

是： 。

禁 上下结构，部首是“示”，共 13画。
止 独体字，部首是“止”，共 4画。注意与“正”相区分。
内 独体字，部首是“冂”，共 4画。注意与“肉”相区分。
角 独体字，部首是“角”，共 7画。
洞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9画。
钻［鑽］ 左右结构，部首是“钅”，共 10 画。繁体字

“鑽”，左右结构，部首是“金”，共 27 画。注意右边第一个
“先”的第六笔是“ ”，不是“ ”。

私 左右结构，部首是“禾”，共 7 画。注意右边不是
“么”，不要多出一撇。

愿［願］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14 画。繁体字
“願”，左右结构，部首是“頁”，共 19画。

必 独体字，部首是“心”，共 5 画。注意笔顺是：
。

须 ［須］ 左右结构，部首是“彡”，共 9 画。注意与
“顺”相区别。繁体字“須”，共 12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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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8画。注意不要丢了最后
一点，写成“折”。

注意区别形近字：

止———正 内———肉 钻———站

3.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周围］ （名词） 环绕着中心的部分。

例：学校周围 周围的人

［牌子］ （名词） 张贴文告、广告、标语等的板状物。

［禁止］ （动词）不许可。常带动词宾语。

例：禁止入内。

禁止汽车通行。

表示使某人停止做一些事，不能用“禁止”，而要用“制

止”。

例：看见坏人做坏事，要上前制止，不能假装看不见。

［外面］ （名词）

淤外边。
例：房子外面有很多树。

别人都在外面玩儿，只有方方在教室里看书。

于外表。
例：这个房子从外面看还不错，里边却很破旧。

在本课中，“外面”是第一种用法。

［明白］

淤（动词）知道；了解。
例：我明白了老师说的话。

我不明白他心里面想什么。

于（形容词）内容、意思等使人容易了解；清楚；明白。
例：老师讲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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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是云云还是不懂。

在本课中，“明白”是动词。

［愿意］ （动词） 表示做某事或发生某种情况符合心愿。

可带动词、形容词宾语，也可单独作谓语或回答问题。

例：他愿意当教师。

老人怕吵，愿意安静点儿。

———你愿不愿意参加这场比赛？

———愿意。

［必须］ （副词） 表示事实上或情理上一定要这样。在句

中只能作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

例：我必须去医院。

学习必须认真。

“必须”的否定式用“不必”或“无须”。

例：你无须（不必）着急，很快会找到他的。

［动手］ （动词） 开始做或实际去做。中间可插入其他成

分。

例：他动手收拾自己的房间。

家里的活儿，我从没动过手。

大家都动了手，怎么就你站着不动？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围］ （动词） 四周用栏挡起来，使里外不通；环绕。可

带名词、代词宾语。

例：不知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围了一大群人。

他整天围着她转，像影子似的。

［内］ （名词） 里头；内部。可单独使用，作主语、宾

语、定语。作定语不带“的”。在本课中，“内”作宾语。

例：校园内一片寂静。

游人请勿入内。

46



中文第六册

他走进了内室。

［洞］ （名词） 物体中间穿通的或凹入较深的部分。

例：衣服破了一个洞 挖洞

［钻］ （动词） 穿过；进入。可带名词宾语。

例：杂技演员钻圈儿的技术真棒。

孩子们从墙洞钻了进来。

［自私］ （形容词） 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

例：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这样做，太自私了。

［拆］ （动词） 把合在一起的东西打开。可带名词宾语、

补语。

例：他正拆着朋友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呢。

我拆开爷爷寄给我的信看了起来。

这个邮包爸爸拆了半天才拆开。

4. 句子教学
（1）孩子们在花园里又跑又跳，又唱又笑，玩儿得很开心。
本句学习“又…又…”的用法。“又”连接不同的动词、

形容词，表示几个动作、状态、情况同时存在。

例：这个孩子又会写又会说。

听说孩子要出国，妈妈又高兴又担心。

因为弟弟又哭又闹，爸爸很着急。

这里又美丽又安静。

新的公路修好了，我们坐车又方便又安全。

注意，不能说“又很好又很便宜”。

（2）想玩儿就进来玩儿吧！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紧缩句”的用法。汉语中，用

单句形式表示复句内容的句子叫紧缩句。

例：想去就去吧！（意思是：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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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喜欢就不要买。（意思是：你如果不喜欢，就不

要买。）

紧缩句前后的两个谓语成分一般同属一个主语。

紧缩句的两个谓语成分之间一般可以表示并列、选择、递

进、假设、原因、条件和承接等关系。

例：上课时不要说话。（表示因果关系，意思是因为是上

课，所以不要说话。）

路不修不平。（表示假设，意思是路如果不修，就不

会平。）

她越想越生气。（表示递进）

讲解本课这两个句子时，可以利用课堂练习中的“扩展与

替换”，让学生反复进行替换练习，不必作语法解释。

5. 课文教学
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可边讲边提问：

（1）春天来了，巨人的花园外边到处都是绿草和鲜花，为
什么巨人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没有？

（2）巨人的花园为什么又开满了鲜花？
让学生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后，课文的意思也就基本清楚了。

教学中可让学生用课堂练习中的“对话”进行表演，以加深他

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词语，试着让学

生复述课文，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自私的巨人是怎么改变的，我

们应该向他学习什么。还可以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自

己对课文的理解。

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援 和 走 囗 钅 氵 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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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巨 围 墙 （2）摘 牌 拆 （3）春 愿
（4）此 越 越 （5）洞 钻

星期二

2. 花园四周 一道围墙 禁止入内 挂牌子

3. （1）止 （2）牌 （3）周 （4）围 （5）只
6援 （1）巨人在花园四周围了一道墙。
（2）孩子们一听都吓跑了。
（3）巨人的花园里什么都没有。
（4）春天不愿意到我的花园里来。

星期三

4援 3 4 2 5 6 1
5援 （1） B （2） C （3） B （4） A （5） B
星期四

2援 心 心 彡 扌 氵 钅 扌 彳

3援 （1）春天为什么不到我的花园里来呢？
（2）这儿很快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3）春天不愿意到我的花园里来。
（4）巨人在花园四周围了一道墙。
（5）巨人马上动手摘牌子，拆围墙。

6援 （1） 伊 （2） 伊 （3）姨 （4） 伊
星期五

1援 （1）牌 派 拆 （2）禁 盛 荒 角
（3）巨 内 （4）围 周 （5）止 必

3. 校内 必须 愿意 巨人 自私 周围 牌子 禁止

4. （1）只 纸 指 止

（2）围 拆 挂

（3）生气 美丽 得意

5援 （1）花园里的花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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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3）我必须摘下牌子。
（4）想玩儿就进来玩儿吧！
（5）这个花园变得越来越美丽。

6援 （1）围 （2）禁 （3）愿 （4）牌
7援 （1） 伊 （2） 伊 （3）姨 （4）姨

阅 读：老鼠开会

一、课文简析

课文描写了三只老鼠开会的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

主旨进行理解。第一，要成功做好一件事情，采取的办法必须

是可行的。小老鼠们想出的“给猫的脖子挂上铃铛”的办法，

靠它们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第二，有了主意以后，不付诸

实际行动是不行的。三只老鼠虽然想出了办法，但是谁也不愿

意去实施，当然也不能成功。第三，在和别人一起做事时，不

能互相推诿、推卸责任，必须团结起来。三只老鼠谁都不愿意

自己去给猫挂铃铛，完成这个最危险的任务，都把任务推给别

人，肯定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二、字词解析

鼠 上下结构，部首是“鼠”，共 13画。注意上面部分是
“臼”。

狠 左右结构，部首是“犭”，共 9画。注意右边是“艮”
不是“良”。

倒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10画，注意右边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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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文中是副词，表示跟意料相反。

例：你太客气倒叫我不好意思了。

房子不大，收拾得倒很干净。

脖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11画。
响［响］ （动词）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9画。繁

体字“响”，上下结构，部首是“音”。指发出声音。

例：掌声响起来。

下课铃响了。

紧［紧］ 上下结构，部首是“ ”，共 10 画。繁体字
“紧”，共 14画。

［墙角］ （名词） 两堵墙相接形成的角。

例：墙角放着一张椅子。

［对（对）付］ （动词） 应付。

例：这匹马很难对付。

老鼠们在想办法对付猫。

［铃铛］ （名词） 一种金属制成的响器。

［挠头（头）］ （动宾结构） 用手抓头，形容事情麻烦复

杂，难以处理。

例：他遇到了挠头的事。

这事真叫人挠头。

［厉（厉）害］ （形容词） 淤 难以对付或忍受；剧烈、凶
猛。

例：心跳得厉害。

天热得厉害。

他病得很厉害。

于 严厉。
例：这个老师很厉害，学生都怕他。

在本课中，“厉害”是第一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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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纪）］ （名词） 人的年龄、岁数。

例：他年纪还轻。

你的父亲多大年纪了？

三、课文教学

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扮演三只小老鼠，进行小组

比赛，看哪一组说得最好。学完课文以后，让学生讨论为什么

最后三只老鼠只能“垂头丧气地钻进墙洞里”，教师也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提出问题，一步步地引导学生思考。

例：给猫的脖子挂铃铛的办法能做得到吗？

黑老鼠的腿真的有问题吗？黄老鼠、灰老鼠呢？

它们为什么都说自己身体不好呢？

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关于课文的主旨，教师不要拘泥于某

一个方面，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发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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