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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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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驮、甘、肃、

嘉、峪。

3.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 重点学习的句子：
（1）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我摸着古老的城墙，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5.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文以“我们”游览长城的所见所感为线索，介绍了长城

的风景以及有关长城的基本知识，意在让学生了解长城，激发

学生对长城的向往。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隐”的韵母是“in”，不要读成“in倮”。
“势”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
“随”的声母是“s”，不要读成“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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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的声母是“ch”，不要读成“c”。
“创”的声母是“ch”，不要读成“c”，韵母是“u倩n倮”，不

要读成“u倩n”或“倩n倮”。
“征”的声母是“zh”，不要读成“z”，韵母是“en倮”，不要

读成“en”。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随———谁 导———到 摸———猫 势———示———四

余———愚———雨 崇———从 创———窗———船

征——— 真 峰———风———分 叹———谈———汤

隐———引———影———应———因

2. 字形教学
峰 左右结构，部首是“山”，共 10画。
叠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又”，共 13画。
隐 ［隱］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11 画。繁体字

“隱”，左右结构，部首是“阝”。书写时注意右边从上到下依次

是： 、工、彐、心。

势 ［勢］ 上下结构，部首是“力”，共 8 画。繁体字
“勢”，上下结构，部首是“力”。

叹 ［嘆］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5 画。繁体字
“嘆”，左右结构，部首是“口”。

脚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11画。
级 ［级］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共 6 画。繁体字

“级”，左右结构，部首是“糹”。

梯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11画。

su侏 shu侏 d伲o d伽o m侪 m佟o sh佻 sh佻 s佻

y俨 y俨 y俪 ch佼n倮 c佼n倮 chu伽n倮 chu佟n倮 chu佗n

zh佶n倮 zh佶n f佶n倮 f佶n倮 f佶n t伽n t佗n t佟n倮

y佾n y佾n y佾n倮 y佻n倮 y佻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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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導］ 上下结构，部首是“巳”或“寸”，共 6画。书
写时注意“导”的上面是“巳”，不要写成“己”或“已”。繁体

字“導”，上下结构，部首是“寸”。

余 ［餘］ 上下结构，部首是“人”，共 7 画。繁体字
“餘”，左右结构，部首是“飠”。

摸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3画。
崇 上下结构，部首是“山”，共 11画。书写时注意下面

的“宗”不能写成“宗”。

迹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9画。
征 左右结构，部首是“彳”，共 8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到———倒 隐———稳 级———机

3.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雄伟］ （形容词） 雄壮而伟大。常用来形容高耸、巍

峨、有气势的自然景物或建筑物。作定语必带“的”，作状语必

带“地”。

例：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

南京长江大桥雄伟壮观。

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雄伟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博物馆建造得如此雄伟、别致。

节日的夜晚，天安门城楼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创造］ （动词）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

绩或东西。可带名词宾语，可带补语，可带“了”、“过”。

例：创造财富 创造奇迹 创造条件 创造成绩 创造新世界

这届运动会创造了不少新纪录。

［文明］ （形容词）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或具有较高文化

的（与“野蛮”相对）。可作定语、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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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他的行为很文明。

此外，“文明”还可作名词用，指“文化”。

例：在讲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讲精神文明。

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中国古代的文明。

精神文明的好坏，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的高低。

［情景］ （名词）指具体场合的情况和景象。可作主语、

宾语，必带修饰语。

例：开学典礼的情景，使我永远难忘。

看到这种情景，我十分感动。

他想起了去年给祖母过生日的情景。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向往］ （动词）因热爱、羡慕某种事物或境界而希望得

到或到达。可带名词、动词宾语。可带“着”、“了”，可带补语。

例：他向往着北京。

我一直向往去北京看万里长城。

我已经向往了很久。

［实现］ （动词）使成为事实。可带双音节名词宾语，可

带补语。

例：实现愿望 实现梦想 实现计划 实现诺言

他登上了长城，实现了他多年以来要游览长城的愿望。

这个愿望不知实现得了实现不了。

［时隐时现］ 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可作谓语、定语。

例：长城像一条巨龙时隐时现。

前面时隐时现的灯光吸引了我。

［赞叹］ （动词）用言语表达对事物优点的喜爱。可受程

度副词修饰。常与“令人”连用，还可带补语。

例：长城气势雄伟，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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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演员的高超表演，王先生赞叹不已。

［随］ （介词）跟随，顺从。与名词组成介宾结构作状语。

例：明天早晨我随大家一起出发。

我随着人流登上了长城。

此外，“随”还可以作动词，表示跟随；顺从、服从。可

带名词、代词作宾语。“随”后可带“着”。

例：这次我随你，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我没意见，你说什么我都随着你好了。

［极目］ （动词）用尽目力（远望）。作状语。

例：站在山上极目远望，整个城市尽收眼底。

［壮观］ （形容词）景象雄伟。可作宾语、定语。

例：八达岭长城显得格外壮观。

壮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天安门广场。

［级］ （名词）台阶。一般不单独用。

例：石级 拾级而上

此外，“级”还可以指等级、年级。

例：高级、上级、留级、跳级、一年级

同时，“级”还可作量词，用于台阶、楼梯等。

例：十多级台阶

［穿越］ （动词）通过，穿过。作谓语。

例：长城穿越了七个省、市、自治区。

［余］ （数词）大数或度量单位等后面的零头。

例：五百余公里

［摸］ （动词） 用手接触一下（物体） 或接触后轻轻移

动。后面可跟名词、小句宾语，可带补语。

例：老王摸摸自己的鼻子，笑了。

大夫，你摸摸我背上长了个东西。

皮球掉进树洞里，怎么摸也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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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摸”还有“用手探取；寻找”和“了解；试着了

解；经过尝试而了解”的意思，可带名词宾语，可带补语。

例：她摸了摸口袋，发现钱包不见了。

摸了几年总算摸出一条路子来了。

他把所有的口袋都摸遍了，还是没有找到。

他的做法让人摸不透。

［崇敬］ （形容词）推崇、尊敬。可作定语、谓语。

例：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孙中山旧居。

他的高尚品质为人崇敬。

［油然而生］ 形容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作谓语。

例：我看着看着，敬慕之心，油然而生。

［人民］ （名词）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总

称。作主语、宾语、定语，可用于构词或一些固定结构中。

例：人民币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法院 人民警察 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注意：指很多人时，不能用“人民”，要用“人们”。

例：春暖花开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去公园玩。

［奇迹］ （名词）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

例：长城是古代人民创造的奇迹。

他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

4. 句子教学
（1）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时间副词“终于”的用法。

汉语中的时间副词虽然很多，如“曾经、从来、始终、一

时、先后、往往、都、将”等，但这里只学习时间副词“终于”

的用法。

“终于”主要有以下三种用法：

淤表示某种事物、情况或结果，经过一定的时间或过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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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产生或出现了，相当于“到底”。多用于希望达到的情况或结

果。

例：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他终于考上了大学。

经过多次试验，他终于弄清了蝙蝠夜间飞行的原理。

于有时“终于”也可以用在主语的前边，但后面一般要有
停顿。

例：终于，人们盼望的这一天来到了。

盂相当于“终究”、“毕竟”，表示“不管怎么样，最后一
定如此”。

例：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还是猴子呢？

他已经坚持锻炼一个月了，只可惜终于没能坚持下去。

在本课中，“终于”是第一种用法。教这个句式时，只要

求学生掌握第一、二的用法，并能熟练地口头造句即可。

（2）我摸着古老的城墙，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持续态”的用法，句中“摸着”

表示动作的持续。

“持续态”就是表示动作（或状态）在持续，其基本格式如下：

主语———谓语（动词）———“着”———（宾语）

使用“着”表示动作的持续时要注意以下六点：

淤谓语动词如果带宾语，只能放在动词和“着”后边，谓
语动词和“着”之间不能插入结果补语，也不能在“着”的后

边加“了”。

例：他们跳着舞呢！

于下列几类动词不能带助词“着”表示持续。
第一，本身不能表示持续行为的。

例：是 等于 结束 消灭 逃 进 出 去

第二，本身含有持续动作的。

例：恨 怕 知道 认识 需要 拥护 同意 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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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前边有助动词的。

例：能说 会写 想买

第四，含有动补关系的。

例：打倒 打败 推翻 说明

盂动作的持续态可以发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着”只
表示动作处于持续状态，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时间，一般指“现

在”、“说话时”发生的。

例：他认真地听着教授的话。（现在）

昨天上课的时候，他认真地听着教授的话。（过去）

明天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认真地听着教授的课。（将来）

榆否定式里，谓语动词后边的助词“着”必须保留。
例：他看着电视呢！

他没有看着电视呢！（否定的是持续态）

他没有看电视呢！（否定的是“看电视”这个动作）

虞对持续态的肯定句提问是在句尾加上“没有”或“吗”。
如果问句中有状语，一般要先回答“对”或“是”，再用主谓句

回答。

例：他躺着没有？———躺着呢。

没有，他没躺着。

录音机开着吗？———开着呢。

没有，没开着。

他认真地听着吗？———对，他认真地听着。

没有，他没认真地听着。

愚如要指出动作持续的处所，一定要把表示处所的介词
结构“在……”放在动词谓语前边作状语，而不能放在“着”

后边。

例：他在草地上坐着。

外边下着大雪。

83



中文第七册

教这个句式时，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并能口头造句。

5. 课文教学
建议配合“万里长城”的挂图和幻灯片、多媒体资料进行

教学。串讲课文可按游览顺序进行介绍。开头写“我”有一个

向往已久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去登长城。接着写“我”在

登长城的路上远望长城和登上城楼远望群山的情景。最后写

“我”登上长城后的所见所感，情景交融。讲完课文，可让去过

长城的学生说说他见到的情况。然后结合挂图或幻灯片让学生

了解长城的基本情况，加深印象。

四、参考资料

八达岭长城 万里长城被称为人类的奇迹和中国之魂，而

八达岭长城史称中国“九塞”之一，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和杰

出代表。八达岭长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

城的一部分，建于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嘉靖、万历
年间曾加以修葺。该段长城地势险峻，居高临下，是明代重

要的军事关隘和都城的重要屏障。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

县，是开放最早的一段长城，城墙全长 3741 米，八达岭长城
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此段长城修筑工程非常宏大，城

墙高大坚固，敌楼密集。城墙随着山峰的走势，蜿蜒起伏，

如巨龙盘绕。八达岭地区海拔 848 米，属于季风性气候，四
季分明。八达岭长城的主要景点有：弹琴峡、景区西大门、

和平墙、岔道城、古炮、关城 (瓮城 )。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八达岭景区以其宏伟的景观、完善的设施和深厚的文化

历史内涵而著称于世。

河北省 简称“冀”，省会是石家庄市。位于黄河下游以

北，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环绕北京、天津，地理位置独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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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光秀美，是全国唯一兼有海滨、平原、湖泊、丘陵、山地、

高原的省份。 河北自古属燕赵之地，文化底蕴深厚，名胜古迹

众多。现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5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88
处，居全国第三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7O处，居全国第一位。
有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清东陵和清西陵、长城等三处世

界文化遗产。

山海关 山海关又名榆关、渝关、临闾关，筑于明代洪武

十四年（1381年），因其倚山连海，故得名山海关。万里长城
是世界奇迹，山海关是长城的东起点，素有“天下第一关”之

称,是中国名胜古迹荟萃、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历史文化古城
和旅游避暑胜地。山海关长城汇聚了中国古长城之精华。明万

里长城的东边起点老龙头，与大海交汇，碧海金沙，气势磅

礴；驰名中外的“天下第一关”雄关高耸，素有“京师屏翰，

辽左咽喉”之称；角山长城蜿蜒，烽台险峻，风景如画。这里

“榆关八景”中的“山寺雨晴，瑞莲捧日”及奇妙的“栖贤佛

光”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山海关是我国明代万里长城的重要关

隘，地处河北、辽宁两省的交界处，北依燕山，南临渤海，是

华北通往东北三省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正所谓“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甘肃省 简称“甘”或“陇”，省会是兰州市 。位于中国

西北地区，地处蒙新、青藏、黄土高原交会地带，海拔大都在

1000米以上。乌鞘岭以西、北山和祁连山间为长约 1200 公里
的河西走廊，自古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全省有陇南山地、陇中

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脉、北山山地六大地

形区。气候从东南到西北，由亚热带湿润气候过渡到温带干旱

气候，降雨量由 800 毫米过渡到 30 毫米,河西走廊降水稀少。
甘肃之旅，可以漫游丝绸古道，重返历史长河。甘肃省历史文

物古迹、风景名胜众多。已查明保存在省境内的历史文物古迹

85



中文第七册

达 1000余处，列入省级以上重点保护的就有 230处，其中敦
煌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重点

保护单位。

嘉峪关 中国古代雄伟建筑之一，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

道，古有“边陲锁钥”、“长城主宰”之称，乃万里长城西端

的重镇。因为地处嘉峪山之麓，故名“嘉峪关”。又因雄峙在

群山诸峰之间，更显其巍峨宏伟，所以亦称“天下第一雄

关”。 嘉峪关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又是明代万里

长城的西端起点。在这里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融为一体，交相

辉映，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这里有雄伟壮观的汉代和明代万里

长城、嘉峪关关城、长城第一墩、悬壁长城心脏，以及展现古

代游牧民族社会生活的黑山岩画、魏晋墓地下画廊等人文古

迹； 有亚洲距城市最近的七一冰川及祁连积雪、瀚海蜃楼等独

具特色的西部风光；有博大精深的中国第一座“长城博物馆”

和被誉为世界三大滑翔基地之一的嘉峪关国际滑翔基地；有西

北民俗风情旅游和讨赖河大峡谷探险、沙漠探险、花海魔鬼城

探险等具有西部情调的探险旅游胜地；有乾圆山庄、新城草湖

等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2.（1） B （2） C （3） B （4） A （5） C （6） B
星期二

3.（1）我站在高高的城楼上。
（2）我们向远处的山峰望去。
（3）最早的长城建于两千多年前。
（4）长城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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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随着人流登上了长城。
星期三

7.（1）我们在车上向外望去，远处的山峰层层叠叠。
（2）我们站在高高的城楼上极目远望。
（3）长城像一条巨龙时隐时现。
（4）长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奇迹之一。
星期四

3.（1）我望着雄伟的长城。
（2）长城沿着山峰一直伸向远方。
（3）长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
（4）我们沿着石级向上走去。
星期五

3.（1）制造 创造 （2）伟大 雄伟
（3）人们 人民 （4）摸 随 开 伸 翻

4.（1）我们随着人流登上长城的城楼。
（2）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3）我一直向往着去中国看万里长城。
（4）我们站在高高的城楼上，极目远望。

阅 读：百里长城

一、课文简析

这篇课文介绍了英国著名的古迹百里长城即“哈德良长墙”

的基本情况，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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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词解析

边界 （名词）边境。

例：两个国家之间有很长的边界。

段 左右结构，部首是“殳”，共 9画。
德 左右结构，部首是“ ”，共 15画。
海岸 （名词）邻接海洋边缘的陆地。

例：美国的东海岸经济发达。

征服 （动词）用武力使（别的国家、民族等）屈服。

例：人类总是想征服自然。

沟 ［溝］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7 画。繁体字
“溝”，左右结构，部首是“氵”。书写时注意右边上方有三横，

下面是“冉”。沟，名词，文中指人工挖掘的作为防御工事的狭

长水道。

防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6画。
防止 （动词）预先设法制止（坏事情发生）。

例：防止交通事故 防止失火 防止发生洪涝灾害

平行 （形容词）两个平面或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直线或一

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始终不能相交，叫做平行。文中指军用道路

和长城这两条直线在同一平面上是始终都不能相交的。

例：铁路的两条道轨是平行的。

维 ［维］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共 11 画。繁体字
“维”，左右结构，部首是“糹”。

维修 （动词）保护和修理。

例：维修房屋 维修马路 维修公共设施

智 上下结构，部首是“日”，共 12画。
智慧 （名词）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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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草原 （名词）半干旱地区杂草丛生的大片土地，间或有

耐旱的树木。

三、课文教学

这篇课文介绍了英国著名的古迹———百里长城，即“哈德

良长墙”的地理位置、历史、规模等具体情况。教师在授课时，

可以配合挂图或在黑板上大致画出百里长城的基本面貌进行辅

助教学，还可以同时挂出中国万里长城和英国百里长城的不同

挂图进行对比教学。然后在学生对课文内容有个基本理解和掌

握的前提下，与主课文进行对比教学，如可以请同学们找出英

国的百里长城与中国的万里长城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这

样不但能加深学生对阅读课文的理解，也能同时复习、巩固已

经学过了的主课文的内容。

四、参考资料

长城 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东

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途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

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 9个省、市、自治区，随着不同的
地形、山势和地貌而筑，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全长 7300公里
（14600华里）以上，号称万里长城。其中从鸭绿江到山海关段，
由于工程比较简单，毁坏较为严重。山海关到嘉峪关段，工程

较为坚固，保存也较完整，两端两个关城东西遥遥对峙，长度

为 6700公里（13400华里）。长城最初是由烽火台和列城等单体
建筑发展起来的。初建的是彼此相望的烽火台，或是连续不断的

防御城堡，而后用城墙把它们联系起来，便成了长城。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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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北方民族诸侯争霸，相互兼并，出现了秦、楚、齐、燕、

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它们彼此之间为了防御，利用原来的大

河堤防或附近的山脉，逐段构筑城墙和关塞并将其连起来，构成

长城这一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但规模较小，互不连贯。约公

元前 7世纪，楚国最早修筑长城。其后，从公元前 6至前 4世纪
前后，齐、燕、赵、秦、魏、韩各国也相继修筑了互防长城。公

元前 221年，秦始皇并灭六国，建立起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
集权制封建国家，为防御匈奴侵扰，大规模修筑长城。以后，西

汉、东汉、北魏、北齐、北周、隋、辽、金、明各代，均大规模

修筑或增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最后一个朝代，其修筑规

模之宏大，防御组织之完备，所用建筑材料之坚固，都大大超越

以前各个朝代。

英格兰 (England) 英国的行政区划分英格兰、威尔士、苏

格兰和北爱尔兰四部分。英格兰位于英国的西南部，下设 43个
郡，人口约 4918万人，面积约 13.04万平方公里。
苏格兰 (Scotland) 苏格兰位于英国的北部，下设 29个区和

3个特别管辖区，人口约 506万人，面积约 7.88万平方公里。
罗马 (Rome) 古罗马起源于公元前 10至前 9世纪意大利台

伯河下游的原始拉丁人部落，经过扩张发展，公元前 1世纪末
形成奴隶制强国，到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经历了约
1500年历史。古罗马大体经历了四个时代：一是王政时代（公
元前 753至公元前 509年）；二是共和时代（公元前 509至公元
前 30年）；三是前期帝国时代（公元前 30至公元 284年）；四
是后期帝国时代（284至 476年）。其历史进程也是由城邦到帝
国，由帝国到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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