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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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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皆。
3.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 重点学习的句子：
（1）他画的竹子跟真的一样。
（2）如果把耳朵捂起来，那就听不见了。

5. 准确地讲述课文内容。
二、课文简析

本课为两则成语故事，意在让学生了解这两则成语的意思，

并能运用。第一则是“胸有成竹”。传说古时候有个叫文与可的

人，他在画竹子前，都要仔细观察，心中有了把握，画出的竹子

特别生动逼真。比喻人们做事前已有了主意或把握。“胸有成

竹”中的“成”指“完整的”。

第二则是“掩耳盗铃”。是说有个人想偷铃又怕被人发现，

就想出一个捂着自己耳朵去偷铃的办法。比喻蠢人自己欺骗自

己。这里的“掩耳”指“捂住耳朵”。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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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佩———派 句———举———就 仔———纸 捂———屋

握———无 盗———刀———倒 偷———头———突

愚———于———遇 蠢———春———村 胸 ———雄

况———宽 并———冰 铃———邻———领———令

2援 字形教学
胸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10画。书写时注意右边

里面是“凶”，不能写成“区”。

仔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5画。
况 左右结构，部首是“冫”，共 7画。书写时注意左边是

“冫”，不能写成“氵”。

佩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8画。
并 独体字，部首是“并”，共 6画。
句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口”或“勹”，共 5画。
形 左右结构，部首是“彡”，共 7画。
或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戈”，共 8画。
掩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1画。
盗 上下结构，部首是“皿”，共 11 画。注意下边是

“皿”，不能写成“血”。

铃［鈴］ 左右结构，部首是“钅”，共 10画。书写时注
意右边是“令”，不能写成“今”。繁体字“鈴”，左右结构，部

首是“金”。

偷 左右结构，部首是“亻”，共 11画。
捂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0画。

p侉i p伽i j俅 j俪 ji俅 z佾 zh佾 w俪 w俦

w侔 w俨 d伽o d佟o d伲o t侪u t佼u t俦

y俨 y俨 y俅 ch俪n ch俦n c俦n xi侪n倮 xi佼n倮

ku伽n倮 ku佟n b佻n倮 b侃n倮 l侏n倮 l侏n l佾n倮 l佻n倮

63



中文第七册

愚 上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13画。书写时注意上边
是“禺”，不能写成“禺”。

蠢 上下结构，部首是“虫”，共 21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况———兄 并———开 句———包 愚———遇 欺———期

3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竹子］ （名词）常绿植物，茎圆柱形，中空，有节，叶

子有平行脉，嫩芽叫笋。竹子的种类很多，如淡竹、苦竹。茎

可供建筑和制器具用，笋可以吃。可作主语、宾语、定语。

例：竹子随风摇摆。

这些是他画的竹子。

竹子的种类很多。

［早晨］ （名词）从天将亮到八九点钟的一段时间；有时

从午夜 12点以后到中午 12点都叫做早晨。
例：早晨的空气新鲜，出来锻炼的人很多。

早晨来了好几位客人。

修车修了一个早晨还没修好。

“早晨”作定语时，应放在中心语之前。

例：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早晨 5点才睡了一会儿。
［仔细］ （形容词）

淤细心。
例：他做事很仔细。

云云喜欢很仔细地观察蚂蚁的活动。

于小心；当心。
例：路很滑，你仔细点儿。

他这个人有点儿小心眼儿，你一定要仔细。

在本课中，“仔细”是第一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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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 （代词）指代比较远的两个以上的人或事物。

例：那些学生为什么没来上课？

我们春天栽的那些竹子活了。

此外，“那些”可以代替名词。可作主语、宾语。

例：他提的那些都是老问题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别想那些了。

［生长］ （动词）生物体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下，体积和重

量逐渐增加。可带名词、数量词或宾语。

例：小猪一个月生长了 3公斤。
他每天观察竹子的生长情况。

此外，“生长”还可以指出生和成长。不能带宾语。可带

补语。可带“着”、“过”。

例：我生长在黄河边。

我想念我的家乡———我生长过的地方。

［情况］ （名词）情形；状况。可作主语、宾语。

例：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来信时，请把你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告诉我。

此外，“情况”还指军事上和斗争上的变化。作宾语。

例：报告首长，前面有情况。

发现情况，马上报告。

［不同］ （形容词）不一样。

例：我们俩的衣服颜色不同。

［季节］ （名词）一年内某个有特点的时期。可作主语、

宾语、定语。

例：严寒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我喜欢春暖花开的季节。

穿衣要注意季节的变化。

此外，春、夏、秋、冬简称“四季”，不能说“四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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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名词）一个地区经过多年观察所得到的概括性

的气候情况。可作主语、宾语、定语。

例：这里的气候温暖潮湿，树木种类很多。

那里是高原性气候，空气干燥。

组织大型比赛，要考虑到气候条件。

［文学家］ （名词）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研究的人员。

例：她丈夫是位了不起的文学家。

［并且］ （连词）用来连接两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表示两

个动作同时或先后进行。也可以表示递进关系，连接两个分句，

有“而且”的意思。

例：大会讨论并且通过了这个决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并且活

捉了敌师长。

他不仅佩服文与可，并且写诗赞美他。

［意思］ （名词）

淤语言文字的含义；思想内容。
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先弄懂这篇课文的意思。

于愿望，想法。
例：他的意思是不去。

我想和你合作，你有没有这个意思？

盂情趣，趣味。
例：去西藏旅游肯定很有意思。

这部电影没意思。

榆引申为动词，指“表心意”。
例：这是一点儿小意思，请收下吧。

虞某种趋势或苗头。
例：天阴了，有点儿下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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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中，“意思”是第一种用法。

［完整］ （形容词）具有或保持着应有的各部分；没有损

坏或残缺。可作定语、谓语、补语、状语、宾语。

例：我希望你能拿出一套完整的建议来。

这些资料很完整。

这批出土文物保存得很完整。

这套幻灯片我完整地借给了他。

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他们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形象］ （名词）能引起人的思想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

姿态。可作主语、宾语。

例：英雄的光辉形象鼓舞着我们。

他心中已经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

此外，“形象”还可作形容词，指具体逼真、生动而富有

感染力。可作谓语、状语、补语。作状语时要带“地”。

例：这部小说的语言生动、形象。

他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守财奴”的所作所为。

他讲得很形象。

［或者］ （连词）

淤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分同时存在。
例：如果你下班后，还打电话或者买东西，稍微拖一会儿，

就肯定赶不上车。

于表示在连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分中选择一个。
例：毕业以后当翻译或者教书，我都乐意。

此外，“或者”还可作副词，表示估计推测，相当于“也

许”“或许”。作状语，修饰动词。

例：你亲自去请他，他或者还能来。

在本课中，“或者”是第一种用法。

［欺骗］ （动词）用虚假的言语或行动来掩盖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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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上当。可带名词、代词宾语，可带补语。可作宾语、定语。

例：他欺骗了大家。

他欺骗我好几次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他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感到脸红。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从……到……］指范围。跟名词、方位词、动词结构或小

句组合。

例：从头到尾 从里到外 从上午到下午

［胸］ （名词） 指心里（跟思想、见识、气量等有关）。

不单用，可用于构词或固定结构。

例：心胸 胸襟 胸怀 胸有成竹 成竹在胸

此外，“胸”还指躯干的一部分，在颈和腹之间。可作宾

语、定语、主语。

例：立正时要挺起胸来。

她胸前带着一朵花。

［佩服］ （动词）感到可敬、可爱；钦佩。可作谓语，可

带宾语、补语。

例：我佩服他的勇气。

这姑娘很能干，我不禁暗暗地佩服她。

我对他佩服得很。

［句］ （量词） 用于语言。“句子”本身的量词不用

“句”，要说“一个句子”。

例：他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他说完了以后，老师又说了几句。

此外，“句”还可作名词，指句子、词句。可作主语、宾

语和定语。

例：句与句之间要有标点符号。

写作时，要注意字、词、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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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 （动词）用言语表达对人或事物的优点的喜爱。

可带名词、代词、小句宾语。可受程度副词修饰。可带补语，

可作宾语。

例：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张老师。

她十分称赞你。

顾客对这位售货员周到的服务十分称赞。

老师称赞过他多次。

他的精彩表演受到了观众的称赞。

［主意］ （名词）确定的意见或办法。可作主语、宾语，

常带修饰成分。

例：这个人的主意特别多。

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把握］ （名词）成功的可靠性。作主语、宾语。“把

握”作主语时，谓语只能是“大”或“小”；作宾语时，谓语只

能是“有”（“没有”）或“无”。

例：这场球，获胜的把握非常大。

这种试验，成功的把握不大。

对于这场球，我们很有把握。

此外，“把握”还可作动词，表示“握、拿，不使偏离”

和“抓住、控制”的意思。可带名词宾语，可带“着”、“了”，

可带补语。不能单独作谓语。

例：爸爸开车时牢牢地握着方向盘。

他们自己把握着自己的命运。

他跳高成绩不好，是因为她把握不好起跳的要领。

［偷］ （动词）私自拿走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可带名

词、代词宾语。可带补语。

例：谁偷了他的笔？

他偷这偷那，人人都讨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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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钱被人偷了。

［捂］ （动词）遮盖住或封闭起来。可带宾语、补语。

例：他用手捂着耳朵。

他把耳朵捂得很紧。

［愚蠢］ （形容词）愚笨，不聪明。可作谓语、定语、宾

语。可带补语。

例：这种做法很愚蠢。

这是一个愚蠢的办法。

这样做显得很愚蠢。

这样做愚蠢得很。

4援 句子教学
（1）他画的竹子跟真的一样。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用“跟……一样”表示比较的方

法。这种句子的基本格式是：

被比较的人或事物———介词“跟”———比较的人或事

物———比较的结果（异同）。

这个句式有以下五个特点：

淤“跟……一样”构成固定格式，可作定语、补语，也可
以在其他形容词或某些动词谓语前作状语。

例：我买了一本跟他那本一样的词典。

她长得跟她母亲一样。

我跟他一样喜欢文学。

于介词“跟”前边和后边的词或词组一般是同类的。
例：面包跟米饭一样好吃。

游泳跟打球一样有意思。

盂“跟……一样”的否定式是在“一样”前用否定副词
“不”。有的还可在“不”前（或后）用表示程度的副词“很”、

“大”、“都”等作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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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买的相机跟你的不一样。

这个词的意思跟那个词不大一样。

我的想法和他的很不一样。

榆“跟……一样”作定语时，后面一定要用结构助词
“的”；作状语时，一般不用结构助词“地”。

例：我买了一条跟你那条一样的裙子。

爸爸跟妈妈一样爱听京剧。

虞如果有助动词，一般要放在“跟……一样”后边。
例：小王跟你一样能写会画。

他跟你们一样想去杭州玩玩。

学习这个句子，要求学生能理解，会用“跟……一样”造句。

（2）如果把耳朵捂起来，那就听不见了。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用“如果……就……”表示假设

的复句。

假设复句是指一个分句提出一个假设的情况，另一个分句

说明由假设情况产生的结果或推论。表示假设关系的关联词语

主要有：如果……就……、要是（假如、假使） ……就……。

本课只要求学生学会运用“如果……就……”。

用“如果……就……”表示假设的假设复句有以下几个特点：

淤连词“如果”用在前一分句里，关联副词“就”用在后
一分句里，说明由假设情况产生的结果。

例：如果你不愿意坐火车，就坐船吧。

他如果有时间，我们就去他那儿。

于“如果”可以单独用在前一分句里，后一分句不用“就”。
例：如果你不能去，我去。

如果你会讲汉语，用汉语讲吧。

盂要表示某种假设情况下会产生结果时，也可以只在后一
分句里用“就”，前一分句不用“如果”。

71



中文第七册

例：你有意见，就提出来。

你实在有困难，就别勉强了。

学习这个句子时，注意与上一课“既然……就……”区别、

对比：

既然 垣 事实（已发生）
如果 垣 假设（未发生）

例：既然下雨了，我就不去了。

如果明天下雨，我就不去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去了，我就跟你一起吧。

如果你去，我就去；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教这个句子时，应让学生反复练习，做到能口头造句。

5援 课文教学
学习第一则成语，老师可以带一些反映竹子在四季不同变

化的图片。上课前，可以先问学生：你们知道竹子一年四季有

什么变化吗？等学生回答完以后，老师展示图片，再导入中国

古代那位观察竹子很仔细的画家。

学习第二则成语，可采用讲故事的方法，告诉学生这个故

事，等学生基本了解故事大概后，再去读课文。也可以举行比

赛，让学生表演这则成语故事，看谁表演得最好。

在总结两则成语故事的寓意前，可以先请学生谈谈自己的

看法再总结。教师可以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为什么文与

可的竹子画得特别好呢？

为什么说偷铃的人是自己骗自己呢？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4.（1）晚饭 （2）季节 （3）小鸟 （4）大家 （5）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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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3.（1） 10 月 匈 （2） 8 亻 佩 （3） 7 冫 兄
（4） 7 开 彡 （5） 10 钅 令

星期三

5.（1） A （2） B （3） C （4） B （5） C
7. 3 2 1 4 5
星期四

3.（1） B （2） D （3） A （4） A （5） B （6） B
4. 3 5 2 4 1
星期五

3. 把握 欺骗 情况 佩服 句子 愚蠢

5. （1）候 况 （2）偷 铃
（3）愚 欺 （4）晴 地 情

6. （1）文与可特别喜欢画竹子。
（2）他在房前屋后种了很多竹子。
（3）他很仔细地观察。
（4）他很快被抓住了。
（5）愚蠢的人自己欺骗自己。

阅 读：马虎先生

一、课文简析

课文介绍了一位马虎的画家：这位画家做事不认真，画一

幅老虎图时却在虎头的后面画了马的身子，还说“既是马，又

是虎，马马虎虎”。结果导致两个儿子错认了马和虎，大儿子打

死了马，二儿子喂了虎。课文通过画家的故事，告诉学生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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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马虎，一定要认真。

二、字词解析

虎 部首是“ ”，共 8画。
匹 （量词）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匚”，共 4画。一般用

在名词“马、布”的前面，表示单位。

例：一匹马 一匹布

幅 左右结构，部首是“巾”，共 12画。
赔 ［賠］ （动词）左右结构，部首是“贝”，共 12画。

繁体字“賠”，左右结构，部首是“貝”。

淤赔偿。
例：我把他的茶杯打碎了，我得赔。

于向受损害或受伤的人道歉或认错。
例：赔礼 赔罪 赔不是

盂做买卖损失本钱。
例：今年生意不好，他赔本了。

在本课中，“赔”是第一种用法。

客人世间 （名词）被邀请受招待的人，跟“主人”相对。

例：李老师是我们家的客人。

打猎 （动词）在野外捕捉鸟兽。

例：爷爷经常带我去森林里打猎。

伤心 （形容词）由于遭受不幸或不如意的事而心里痛苦。

例：别伤心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这次考试没有考好，他非常伤心。

马虎 （形容词）做事不认真，疏忽大意，不细心。注意

这里的“虎”读轻声“hu”，重叠形式是“马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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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做事千万不要马虎。

你这样马马虎虎可不行。

三、课文教学

学完课文以后，可以让学生自己说一说，做事马虎有什么

后果。老师也可以问问学生，自己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有

没有因为马虎而犯错误的例子，如果愿意，可以说出来跟大家

一起分享，并且总结教训。

综合练习（二）答案

5.（1）如果 （2）而且 （3）急忙
（4）并且 （5）无可奈何

7. 2 6 1 3 7 4 5
8.（1） C （2） B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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