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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语故事

一、教学要求

1. 会读会写本课的 14个生字。
2. 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亡、牢。
3.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 重点学习的句子：
（1）他把洞补好了。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
（2）他日夜盼望着自己的秧苗长得又快又高。因此，他

天天去田里看。

5. 能讲述这两个成语的意思。
二、课文简析

“亡羊补牢”语出《战国策·楚策》：“亡羊而补牢，未为

迟也。”说的是羊丢失了，才修理羊圈。比喻在受到损失之后想

办法补救，免得以后再受损失。这是的“亡”是“丢失”的意

思，“牢”是“羊圈（ju伽n）”的意思。
“拔苗助长”这个成语见于《孟子·公孙丑》，说的是古时

候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太慢，就一棵一棵地往上拔起一点

儿，回家还夸口说：“今天我帮助秧苗长高了！”谁知过了几

天，他再到田里去看，田里那些被拔高的秧苗全死了。后来人

们用这个成语来比喻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会

坏事。这个成语也可以说成“揠（y伽）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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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b俪 b俅 w俦 w俨 j侏 j侏 j佾 l侏n n侏n
补———布 屋——— 无 及———极———几 邻———您

j俦 j俪 qu伽n qu佗n l佾 l侏 n佾 w侉i w侉i
居——举 劝——— 全 理———离———你 未——— 喂
b佗 b伲 mi佗o m佟o y佟n倮 y佗n倮 y伲n倮 y伽n倮
拔——— 把 苗———猫 秧———羊———养———样

2. 字形教学
补［補］ 左右结构，部首是“衤”，共 7画。注意左边是

“衤”，不是“礻”。繁体字“補”，共 12画。
屋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尸”，共 9画。里面是“至”，

不是“云”，注意与“层”相区别。

及 独体字，部首是“ ”，共 3画。
修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9画。书写时不要漏了

中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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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尸”，共 8画。
劝［勸］ 左右结构，部首是“力”或“又”，共 4画。繁

体字“勸”，部首是“力”，共 19 画，注意不要与“勤劳”的
“勤”相混淆。

丢 独体字，部首是“ ”，共 6画。
未 独体字，部首是“一”或“木”，共 5画。注意第一横

比第二横短，不要写成“末”。

拔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8画。注意右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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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发”。

助 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7画。
盼 左右结构，部首是“目”，共 9画。
秧 左右结构，部首是“禾”，共 10画。
忽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8画。注意上边是“勿”，

不是“匆”。

注意区别形近字：

及———极 居———局 理———埋

3.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屋子］ （名词） 房间。

例：一间屋子

［及时］ （形容词） 不拖延，马上，快。

例：病人得到了及时治疗，病很快就好了。

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此外，“及时”还有“正赶上时候，适合需要”的意思。

例：这真是一场及时雨。

在本课中，“及时”是“不拖延，马上”的意思。

［邻居］ （名词） 住处接近的人或人家。

例：我家的邻居是美国人。

我邻居的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

［道理］ （名词） 事情或论点的是非得失的根据；情理。

例：你应该讲道理，不要张口骂人。

和他讲道理，他会听的。

此外，“道理”还有“事物的规律”的意思。

例：只有认真努力，才能学好中文，这个道理谁都懂。

等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做就快多了。

［盼望］ （动词） 殷切地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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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盼望着去中国旅游的那一天。

天太旱了，大家都盼望能下一场大雨。

我特别盼望他早点儿来我家。

“盼望”与“希望”的区别：

第一，“盼望”是一个动词，“希望”可以是动词，也可

以是名词。下面句子的“希望”不能换成“盼望”：

例：他是我们的希望。

好好努力吧，你是大家的希望。

第二，“希望”是一般的向往，语义较轻；“盼望”是殷

切地向往，语义较重。下面句子中的“希望”改用“盼望”更

好些：

例：我们天天希望（盼望）能亲眼看看长城。

我一直盼望能见到他。

第三，“盼望”后面可以跟“着”“了”“过”等，“希

望”不行。

例：我盼望着春天早点儿到来。

这件事我已经盼望了一年了。

我盼望过他的到来，但他一直没有来。

我一直盼望能见到他。

［因此］ （连词） 用在有因果关系的分句之间，起连接作

用，表示结果或诊断。

例：那个新同学刚来，我们还不熟悉，因此只和他打了个

招呼。

在足球比赛中，他不小心把腿跌伤了，因此这几天都

没有来踢球。

［忽然］ （副词） 表示情况发生得迅速而又出人意料。只

能作状语。（区别“突然”，形容词）常见用法有两种：

第一，用在动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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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妈妈忽然想起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刚才还是晴天，现在忽然下起雨来。

第二，用在小句前。后面可有停顿。

例：走着走着，忽然他摔了一跤。

我们正在看电视，忽然停电了。

在本课中，“忽然”是第一种用法。

［得意］ （形容词） 称心如意；感到非常满意。

例：听了别人的表扬，小云很得意。

他说这是他最得意的一次考试。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亡］ （动词） 古谚语里“亡”的意思是失去，丢失，

逃。

例：亡羊补牢 歧路亡羊 亡命之徒

在现代汉语中，“亡”是“死”的意思。

［牢］ （名词） 古汉语里“牢”的意思是养牲畜的圈。

例：亡羊补牢

本课中的“牢”指羊圈。

［补］ （动词） 添上材料，修理破损的东西；修补。可带

名词宾语、补语。

例：奶奶帮我把那件衣服补好了。

你能帮我补补车胎吗？

衣服太旧了，补不了了。

［修］ （动词） 修理；整治。

例：修桥补路 修表 修车

［劝］ （动词） 用道理说服人，使人听从。可带名词、代

词宾语。

例：大家劝了小王半天，他还在哭。

你去劝劝她，让她别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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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 （动词） 遗失；失去。

例：我的钱包丢了。

他的工作丢了。

［未］ （副词） 没；不。用于书面语。作状语，修饰动

词、形容词。

例：这项工作尚未完成。

油漆未干，不要靠近。

［拔］ （动词） 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里的东西往外

拉；抽出。可带名词宾语。

例：一个农民正在地里拔草。

上个月他去医院拔了一颗牙。

4. 句子教学
（1） 他把洞补好了。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

本句学习“从此”的用法。“从此”，副词，表示从所说的

时间起，相当于“从那以后”；连接两个小句，表示后面的事情

是从前面所说的时间起。

例：老师批评了他，从此他不敢粗心了。

前年他搬走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从此”还可以接形容词和动词。

“从此”修饰动词时一般只修饰动词短语，只有少数表示发

生、消亡、变化的双音节词，可以单独受它修饰。

例：他从此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经过两年的努力，这个村的情况从此改变。

“从此”修饰形容词一般也限于形容词短语。

例：道路修好了，交通从此就方便了。

彩虹听了别人的批评后，从此不骄傲了。

（2）他日夜盼望着自己的秧苗长得又快又高。因此，他天
天去田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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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学习“因此”的用法。“因此”，连接表示结果或结论

的小句，前一小句有时用“由于”与之呼应。

例：我跟方方是好朋友，因此，我很了解她。

由于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因此他非常高兴。

“因此”的意思与“所以”基本相同，区别在于二者的搭配

不同。“所以”常跟“因为”搭配；“因此”一般和“由于”

搭配。

例：因为祖逖非常努力，所以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由于学习不努力，因此他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5. 课文教学
在讲解课文时，教师可先解释词语，再进行内容分析。讲

解“亡羊补牢”这个成语时，应首先解释“亡”“牢”的意思。

这两个字是本课出现的生字，但不要求会写。学生只有了解这

两个字的意思后，才能理解这个成语的意思。在串讲课文时，

教师可提出如下问题：

（1）那个人的羊为什么丢失了？他第一次发现羊丢了之后
是怎么说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又是怎么做的？

（2）后来他的羊为什么再也没有丢失？
（3）这个成语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通过这个问题的回答，启发学生思考。在讲解“拔苗助长”

这个成语时，教师也可提出如下问题：

（1）那个农民为什么要拔苗？
（2）拔苗的后果如何？
（3）这个成语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
学完这两则成语故事后，教师可让学生读课堂练习中的

“对话”，并进行表演，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可以

向学生提供关键词语，并利用这些词语复述课文，训练学生的

口头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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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4援 （1）羊从这个洞钻出去跑掉了。
（2）补洞有什么用呢？
（3）关羊的屋子破了一个洞。
（4）他把洞补好了。

7援 （1） 伊 （2） 伊 （3） 伊 （4）姨
星期二

3援 （1） 8 勿 心 （2） 8 尸 古 （3） 8 扌

（4） 7 令 阢 （5） 4 力

5. （1）发现 （2）发明 （3）有时 有时 （4）及时
星期三

6援 （1）养羊的人把屋子上的洞补好了。
（2）放羊的孩子把干活儿的人欺骗了。
（3）巨人把孩子们吓跑了。
（4）弟弟把邮票弄丢了。

星期四

4. 只 张 块 条 个 块 本 个 支

5. 邮局 盼望 邻居 及时 修补 忽然

6援 （1）他盼望自己的秧苗长得又快又高。
（2）他把每棵秧苗都拔高了。
（3）他心里很得意。
（4）他总觉得秧苗长得太慢。

星期五

4. （1）因为 （2）因此 （3）从此
（4）然后 （5）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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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援 （1）他心里很得意。
（2）他总觉得长得太慢。
（3）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4）拔高的秧苗全死了。

7援 （1） 伊 （2） 伊 （3）姨 （4） 伊 （5）姨

阅 读：小白兔和小灰兔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讲述的是两只小兔和白菜的故事。小白兔向山羊伯伯

要了菜子儿，辛勤劳动，种出了很多白菜，还送给山羊伯伯一

些；而小灰兔向山羊伯伯要了白菜后只吃不干活儿，很快就吃

光了，只好又去要。课文意在说明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可以

获得长久的幸福，依靠别人的赠与是难以长久的。

二、字词解析

示 上下结构，部首是“示”，共 5画。
播（动词）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5画。指播种，

撒布种子。

嫩（形容词）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女”，共 14画。指
（某些颜色）浅。

例：嫩绿 嫩黄

精 左右结构，部首是“米”，共 14画。
施 左右结构，部首是“方”，共 9画。
［白菜］ （名词） 两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花淡黄色。

［帮（帮）忙］ （动词） 帮助别人做事，泛指在别人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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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时给予帮助。

例：你搬家时我来帮忙。

这件事我实在帮不上忙。

你这次帮了我的大忙。

［菜子儿］ （名词） 菜的种子。

［答应］ （动词） 应允；同意。

例：开始他不答应，后来终于答应了。

爸爸答应我这个星期天和我一起去游泳。

［播种（种）］ （动词） 撒布种子。

例：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精心］ （形容词） 特别用心；细心。

例：这是妈妈精心为你准备的晚饭。

谢谢你对我的精心照顾，我现在全好了。

三、课文教学

对课文开始部分，教师可以用以下问题引导学生学习和思

考：

山羊伯伯为什么要感谢小白兔和小灰兔？他是怎样感谢的？

小白兔向山羊伯伯要了什么？小灰兔呢？

在讲解课文的三四两段时可以配合动作边解释边表演边板

书。

因为这篇课文是一个小故事，所以可以采用分角色表演的

方法让学生练习文中的对话和故事内容。

综合练习（二）答案

7援 （1）这个花园变得越来越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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