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第八册

1. 开学典礼

一、教学要求

1. 会读会写本课的 17个生字。
2. 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台、频、鞠、躬。
3.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 重点学习的句子：
（1）学校只有四五十名学生。
（2）中文的用处越来越大。

5援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文是一篇记叙文，记叙了开学典礼的经过。开头对环境

作了简单的描写；中间一段是重点，对校长的发言作了概括的

记叙；结尾略写学生发言及表演节目，结束全文。

学习本文意在让学生掌握简练概括的叙事方法。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掌”、“绍”、“社”的声母是卷舌音（翘舌音），不要读

成平舌音。

“互”的声母是“h”，不要读成“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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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的韵母是“俟倩n”，不要读成“i倩n”。
“赢”的韵母是“in倮”，不要读成“in”。
注意区别本课的多音字：

h伽o———爱好 yu侉———乐曲

好 乐

h伲o———问好 l侉 ———快乐
{ {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议———忆 烈———猎 互———户———虎

宣———先 掌———脏 咱———战

朗———浪———览 诵———送 普———扑 赢———银

2. 字形教学
议 ［議］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共 5 画。繁体字

“議”，左右结构，部首是“言”。

席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广”，共 10画。
烈 上下结构，部首是“灬”，共 10画。
互 独体字，部首是“一”，共 4画。
宣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9画。
掌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 ”或“手”，共 12画。
介 独体字，部首是“人”，共 4画。
绍 ［紹］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共 8 画。繁体字

“紹”，左右结构，部首是“糹”。

咱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9画。
贸 ［贸］ 上下结构，部首是“贝”，共 9 画。繁体字

“贸”，上下结构，部首是“贝”。

y佻 y佻 li侉 li侉 h俅 h俅 h俪

xu佟n xi佟n zh伲n倮 z佟n倮 z佗n zh伽n

l伲n倮 l伽n倮 l伲n s侔n倮 s侔n倮 p俪 p俦 y侏n倮 y侏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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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上下结构，部首是“皿”，共 10画。
社 左右结构，部首是“礻”，共 7画。
蹈 左右结构，部首是“足”，共 17画。
朗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10画。
诵 ［誦］ 左右结构，部首是“讠”，共 9 画。繁体字

“誦”，左右结构，部首是“言”。

普 上下结构，部首是“日”或“丷”，共 12画。
赢［赢］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亠”、“月”或“贝”，共

17画。繁体字“赢”，上中下结构，部首是“亠”、“月”或“贝”。
注意区别形近字：

议———义 烈———列 互———巨 宣———宜

绍———召 咱———自 朗———浪 诵———通

介———斤———升

3.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会场］ （名词）开会的场所。可作宾语、主语。

例：我们走进会场。

会场里坐满了人。

［热烈］ （形容词）兴奋激动。可作谓语、状语、定语、

补语。

例：会场上的气氛很热烈。

热烈欢迎新同学。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

［互相］ （副词）表示彼此同样对待的关系。作状语，修

饰双音节动词。

例：互相学习 互相关心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把汉语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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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 （动词）彼此伸手相互握住，是见面或分别时的

礼节，也用来表示祝贺或慰问。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可作状

语、谓语、主语。

例：他们握手问好。

我跟他握过一次手。

握手是一种礼节。

［问好］ （动词）询问安好，表示关切。作谓语，中间可

插入其他成分。常与“向”、“代”、“替”等词搭配。

例：请代我向伯母问好。

见到他们，请替我问他们好。

大家向老院长问了一声好。

［宣布］ （动词）正式告诉大家。可作谓语、定语。

例：他正在宣布获奖名单。

他刚才宣布的命令你听明白了吗？

［首先］ （名词）第一。用于几项事情的比较、列举。放

在句首或主语前。

例：首先要会读这个词，其次要会写。

会上，首先校长讲话，其次学生代表发言。

（副词） 表示“最先、最早”。修饰动词。

例：大卫首先跑到了终点。

他首先离开了会场。

在本课中，“首先”是名词。

［介绍］ （动词）淤使了解或熟悉。可作谓语，可带补语。
例：校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

请你介绍一下。

于使双方相识或发生联系。可作定语、谓语。
例：这是一封介绍信。

我是他们的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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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先生。

在本课中，“介绍”是第一种用法。

［咱们］ （代词）总称己方（我或我们）和对方（你或你

们）。可作主语、宾语、定语。

例：咱们一起复习生字吧。

快点儿吧，云云在门口等咱们呢！

咱们学校可美啦！

此外，要注意“咱们”与“我们”的区别。一般来说，在口

语里，包括谈话的对方用“咱们”，不包括谈话的对方用“我们”。

例：我们明天去郊游，你要是没事，咱们一块儿去吧。

［说明］ （动词）淤证明。可作谓语，可带补语。
例：事实充分说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这一件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于解释明白。
例： 说明原因 说明问题 说明理由 说明来意

你应向老师说明缺考的原因。

（名词）指解释意义的话。

例：图片下边附有说明。

在本课中，“说明”是动词的第一种用法。

［教育］ （名词）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

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可

作主语、宾语。用于书面语。

例：小学教育很重要。

他受过大学教育。

（动词）指“用道理说服人使照着（规则、指示或要求等）做”。

例：我们对他要进行说服教育。

那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在本课中，“教育”是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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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名词）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

的人群。可作定语、宾语、主语。

例：社会各界人士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你刚参加工作，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社会。

社会是很复杂的。

［敬礼］ （动词）立正、举手或鞠躬行礼表示恭敬。可作

谓语，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

例：他向老师敬了一个礼。

［讲话］ （动词） 说话；发言。作谓语，中间可插入

“着”、“了”、“过”。

例：来宾们也都讲了话。

（名词）指讲演的话。可作主语、宾语。

例：他的讲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今天他在会上有一个讲话。

在本课中，“讲话”是动词。

［代表］ （名词）由行政区、团体、机关等选举出来替选

举人办事或表达意见的人。可作主语、宾语、定语。

例：家长代表上台讲了话。

他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

代表们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先后］ （副词）前后相继。作状语，修饰动词。

例：新出土的文物已经先后在国内外多次展出。

这次考察，他们先后去了五个州。

（名词）表示“先和后”。

例：要办的事情很多，应该分个先后。

请大家按先后顺序排队买票。

在本课中，“先后”是副词。

［发言］ （动词）发表意见（多指在会议上）。可作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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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语。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

例：请大家积极发言。

你没有发言权。

原来计划要他发言，他病了，发不了言了。

（名词）指发表的意见（多指在会议上）。可作主语、宾语、

定语。作主语、宾语必带修饰成分。作定语必带“的”。

例：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真实。

我很喜欢他在大会上的发言。

他发言的题目是“怎样快速记汉字”。

在本课中，“发言”是动词。

［标准］ （形容词）合乎准则的。可作谓语、定语、补语。

例：他的舞蹈动作很标准。

他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他的普通话说得标准极了。

（名词）指衡量事物的准则。可作主语、宾语。

例：标准要高，要求要严。

这是新制定的标准。

在本课中，“标准”是形容词。

（2） 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典礼］ （名词）郑重举行的仪式。

例 ：开学典礼 结婚典礼 毕业典礼 开幕典礼

［标语］ （名词）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

号。可作主语、宾语、定语。

例：标语贴在正面的墙上。

墙上贴着一条标语。

标语上的字很大。

［庄重］ （形容词） （言语、举止）不随便，不轻浮。可

作谓语、宾语、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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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他的态度十分庄重。

会场显得十分庄重。

他的脸上露出庄重的神情。

［欢乐］ （形容词）快乐（多指集体的）。可作定语、谓语。

例：广场上欢乐的歌声此起彼伏。

会场上一片欢乐。

［人士］ （名词）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

例：各界人士 民主人士 爱国人士

［频繁］ （形容词） （次数）多。

例：交往频繁 活动频繁

［鞠躬］ （动词）弯身行礼。可作谓语、主语、定语。

例：他在台上鞠了一个躬。

鞠躬是一种敬礼的方式。

他行了个鞠躬礼。

［赢］ （动词）胜（跟“输”相对）。可作谓语、补语，

可带补语。

例：今天的排球比赛，三班赢了。

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比赛。

4. 句子教学
（1）学校只有四五十名学生。

这个句子主要学习“邻近的两个数词连用表示概数”的用

法。句中的“四五”就是邻近的两个数词。

学习这个句子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一定要用两个相邻的数词。

例：一两个 三四年 五六米 七八岁

四五十名 六七百人

但是“九”和“十”不能连用表示概数。

第二，如果数词后有“十、百、千、万、亿”等词，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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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词要用在“十、百、千、万、亿”的前面。

例：三四十公斤 四五百年 五六千人

七八万米 八九亿人口

不能说成：三十、四十公斤，四百、五百年

教这个句子时，可让学生结合课后的替换反复练习，做到

能理解，会口头造句。

（2） 中文的用处越来越大。

这个句子重点学习固定词组“越来越……”的用法。

汉语中的“越来越……”一般用来表示比较，这种句式有

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越来越……”的主语可以是名词、代词、动宾词

组或主谓词组等，指某人或某事物。

例：生活越来越美好。

他越来越高。

体育运动越来越普及了。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第二，“越来越……”只能用在谓语前作状语，而不能放

在主语前面。

例：学习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里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好。

（不能说“越来越学习外语的人多了”。）

第三， 在用“越来越……”表示比较的句子里，谓语后面

可以带程度补语，这时，“越来越……”要放在程度补语前面，

而不能放在谓语前面。

例：他长得越来越高了。

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幸福。

他的房间摆放得越来越整齐了。

（不能说“他越来越长得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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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越来越……”后面不能再用表示程度的副词作谓

语的状语。

例：这只小猫越来越可爱了。

这里的服务人员越来越热情了。

（不能说“这只小猫越来越很可爱”。）

讲解这个句子时，可让学生结合课后的“替换”反复练习，

做到能理解，会口头造句。

5. 课文教学
教师在讲解课文前，可先提问：“你们参加过开学典礼吗？

在开学典礼上有什么人要讲话呢？”激起学生兴趣后，板书课

题，展开对课文的讲解。讲解采用启发式，边看边读边提问。

问：开学典礼的会场在哪儿？

（大会议厅）

问：会场的环境是怎样的？

（贴着“开学典礼” 摆满鲜花 挂着标语）

问：家长们干什么？同学们干什么？

（握手问好 有说有笑）

问：谁第一个发言？

（校长）

问：校长讲了些什么？

（宣布典礼开始 欢迎新同学 介绍办学情况 敬礼表

示感谢）

问：还有谁发了言？

（学生代表 家长代表）

问：老同学表演了什么节目？

（中国舞蹈 诗歌朗诵 小合唱 讲故事）

串讲完课文，要求学生能流利地朗读课文。还可让学生在

课堂上模拟表演开学典礼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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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练习答案

星期二

3援 咱们 教育 说明 掌声 座位 会场 介绍

5.（1）我们班有一二十个同学。
（2）这条街有五六家文具店。
（3）爸爸有一两百本中文书。
（4）海洋世界有七八十种海洋动物。
（5）妈妈买了两三斤苹果。

6.（1） C （2） D （3） C
星期三

2.（1） C （2） B （3） D （4） B （5） B
6.（1）整个会场显得热烈而又庄重。/整个会场显得庄重而

又热烈。

（2）中文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
（3）开学典礼现在开始。
（4）同学们表演的节目都非常受欢迎。

星期四

3.（1）他们表演的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
（2）他们的普通话都说得很标准。/他们的普通话说得都

很标准。

（3）这说明中文教育越来越受欢迎。
（4）方方和云云先后发了言。/云云和方方先后发了言。

4. 3 1 6 2 5 4
5.（1）蹈 迎 （2）普 准 （3）今 输 （4）烈
星期五

1. 普 赢 补 银 社 绍 射 勺 父 诵 互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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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谢大家的帮助 响起热烈的掌声 摆满鲜花

表演节目 介绍办学情况

3.（1）先后 （2）首先 介绍 （3）说明 （4）谈话
（5）讲话

4.（1） B （2） C （3） D （4） D
5.（1）今天是中文学校开学的日子。
（2）整个会场显得庄重而又热烈。
（3）中文在 21世纪的用处越来越大。
（4）每一个节目都非常受欢迎。

6.（1）姨 （2） 伊 （3） 伊 （4） 伊

阅 读：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讲话稿，是一位老同学代表在中文学校的开学典

礼上的讲话。在问候完以后，讲话人先提到了学校的发展，又

讲了自己在中文学校的学习经历，还讲到了对未来的希望，最

后介绍老同学们要表演的节目。讲话结构完整，用语贴切。选

此文章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讲话稿的结构、特点。

二、字词解析

阿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7画。
参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厶”，共 8画。
励 左右结构，部首是“力”，共 7画。
衷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亠”或“衣”，共 10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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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 （名词）郑重举行的仪式，如开幕典礼、结婚典礼、

毕业典礼等。

崇高 （形容词）最高的，最高尚的。

例：崇高的理想 品德崇高

辛勤 （形容词）辛苦勤劳。

例：辛勤的小蜜蜂 辛勤工作 辛勤劳动

“辛”是上下结构，部首是“辛”，共 7画。注意下面“十”
的横比上面“立”的最后一笔短。

优异 （形容词）特别好。

例：优异的成绩 优异的表现 表现优异

衷心 （副词）出于内心的。

例：衷心祝福

衷心感谢您的到来。

朗诵 （动词）大声诵读诗或散文，把作品的感情表达出来。

例：朗诵一首诗 有感情地朗诵

三、课文教学

讲解这篇文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讲话稿常见的结构、格式。
（2）称呼语的使用。
（3）练习概括每段讲话稿的主要意思，可以先让学生挑选

一两个词语来概括。

（4）让学生回忆参加过的开学典礼，想想发言的有哪些人，
印象较深的几句演讲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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