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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达尔文

一、教学要求

1援 会读会写本课的 13个生字。
2援 会认读下列字，但不要求会写：玫、瑰、昆、艳。
3援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援 重点学习的句子：
（1）哪知道花没摘到，手倒被刺破了。
（2）玫瑰花是好看，不过有刺。
5援 能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本课记叙了达尔文小时候的几件趣事。先讲了他的家庭，

又讲了他摘花的故事，然后讲达尔文对生物的强烈兴趣以及他

的巨大成就。学习本文意在让学生了解达尔文专心好学的精神，
同时学习一些字、词、句的用法。

三、教学建议

1援 字音教学
“尔”的读音是“侑r”，要读准。
在本课中，“盛”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ch”；韵母是

“en倮”，不要读成“en”；声调是去声，要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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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的声母是“r”，要读准。
“述”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
“植”的声母是“zh”，不要读成“z”。
“奥”的读音是“伽o”，要读准。
“律”的声母是“l”，不要读成“n”；韵母是“俟”，要读准。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尔
侑则
——而

佴则
——二

侉则
盛

泽澡侉灶倮
—— 生

泽澡佶灶倮
—— 深

泽澡佶灶

惹
则侑
——热

则侉
述
泽澡俅
——树

泽澡俅
——塑

泽俅
甲
躁蚤伲
——家

躁蚤佟

蝴
澡俨
——糊

澡俨
——乎

澡俦
蝶
凿蚤佴
——叠

凿蚤佴
植
扎澡侏
——之

扎澡侃
——纸

扎澡佾
——制

扎澡佻

描
皂蚤佗燥
—— 苗

皂蚤佗燥
—— 妙

皂蚤伽燥
阅
赠怎侉
——月

赠怎侉
源
赠怎佗灶
—— 圆

赠怎佗灶
—— 愿

赠怎伽灶

奥
伽燥
——按

伽灶
——碍

伽蚤
律
造俑
——绿

造俑
——旅

造俜
——女

灶俜

2. 字形教学
尔［爾］ 独体字，部首是“小”，共 5画。繁体字“爾”，

独体字，部首是“一”。

盛 上下结构，部首是“皿”，共 11画。
惹 上中下结构，部首是“心”，共 12画。
述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8画。
蝴 左中右结构，部首是“虫”，共 15画。
蝶 左右结构，部首是“虫”，共 15画。
甲 独体字，部首是“丨”或“田”，共 5画。
植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12画。
阅［閱］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门”，共 10画。繁体字

“閱”，半包围结构，部首是“門”。

描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1画。
源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3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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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上下结构，部首是“大”，共 12画。
律 左右结构，部首是“彳”，共 9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尔———示———不 盛———盘———感 述———还———术

甲———申———由 蝴———糊 植———直

描———庙———苗———猫 阅———园 源———原

3援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当地］ （名词）人物所在的或事情发生的那个地方；本

地。可作主语、宾语、定语。

例：当地盛产大米。

他毕业以后留在了当地。

他来北京学习期间，在当地的一家饭店工作过。

［不过］ （连词）用在第二分句开头，表示转折，对上文

进行补充修正。

例：这房间不错，不过光线暗了点儿。

今天的天气不错，不过有些冷。

（副词）淤只；仅仅。表示超过某种范围，尽量把事往小里
或往轻里说。句末常用“罢了”、“而已”或跟“就是”等词。

例：我不过随便问问罢了。

这件事我不过跟你说说而已，别放在心上。

这件衣服好看是好看，不过就是贵了点儿。

于用在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高。
例：你这么打扮再漂亮不过了。

秋天到北京旅行再好不过了。

在本课中，“不过”是连词。

［生物］ （名词）自然界中由活质构成并且有生长、发

育、繁殖等能力的物体。生物能通过新陈代谢作用跟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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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物质交换。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是生物。可作主语、宾

语、定语。

例：这种生物已经灭绝了。

我们要学会辨别这种生物。

有些生物的适应性很强。

［阅读］ （动词）看（书报）并领会其中内容。

例：他认识了两千多个汉字，已能阅读书报了。

他小学时就阅读过《西游记》。

［描写］ （动词）用语言文字等把人或事物的形象表现

出来。

例：他的小说，描写了许许多多工人的形象。

这部电视剧，描写了当年中国青年人的生活，我很喜欢看。

小说家都善于描写。

［钻研］ （动词）深入研究。

例：他钻研了两门技术。

这个问题还需要钻研。

［进化］ （动词）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

发展变化。

例：有些生物的进化很缓慢。

如果生物停止进化就可能被淘汰。

达尔文发现了进化的规律。

这种动物进化得很快。

［规律］ （名词）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本质的联系和发展的

必然趋势。

例：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在学习中要寻找规律。

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科学］ （名词）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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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的知识体系。

例：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科学知识

（形容词）合于科学。

例：你这种说法不科学。

在本课中，“科学”是名词。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祖父］ （名词）父亲的父亲。

［盛开］ （花）开得茂盛。

例：百花盛开 鲜花盛开

［惹］ （动词）淤引起（不好的事情）。
例：他给别人惹了不少麻烦。

他的孩子从没惹过事。

于言语或行动触动对方，引起麻烦。
例：别惹他，他今天心情不好。

他一句难听话，把小王惹哭了。

盂人或事物的特点引起爱憎的反应。可带兼语。
例：春节时，家家户户的窗花特别惹人注目。

他的小女儿真是惹人喜爱。

在本课中，“惹”是第三种用法。

［讲述］ （动词）把事情或道理讲出来。

例：他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艳丽］ （形容词）鲜明美丽。

例：色彩艳丽 艳丽夺目 艳丽的彩虹

［标本］ （名词）保持实物原样或经过加工整理，供学习

研究时参考用的动物、植物、矿物。

例：动物标本 昆虫标本 蝴蝶标本 收集标本

［物种］ （名词）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不同物种的生物

在生态和形态上具有不同的特点，物种是由共同的祖先演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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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来的，也是生物继续进化的基础。在一般条件下，一个物

种的个体不和其他物种中的个体交配，即使交配也不易产生有

生殖能力的后代。简称种。

［起源］ （名词）事物发生的根源。

例：生命的起源 物种起源

［奥秘］ （名词）奥妙神秘。

例：探索宇宙的奥秘

4援 句子教学
（1）哪知道花没摘到，手倒被刺破了。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副词“倒”的用法。

淤表示跟意料相反。
例：你这么客气，倒显得见外了。

你有什么理由，我倒要听听。

说起他，我倒想起一件事来。

相反的意思有的较明显，如例句一；有的较轻微，如例句

二、例句三。

于表示事情不是那样，有反说的语气。
例：你说得倒容易，可做起来并不容易。

盂表示让步。
例：我跟他认识倒认识，就是不太熟。

东西倒挺好，只是价钱贵点儿。

榆表示催促或不耐烦的语气。
例：你倒说呀！

你倒去不去呀！

课文里是第一种用法，教师对此应着重讲解，其他的用法

稍微提一下。在教学时可利用课堂练习中的“替换”来让学生

反复朗读，学会口头造句。

（2）玫瑰花是好看，不过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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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不过”的用法。

“不过”在这个句中作连词，表示转折关系。“不过”表示

轻微的转折，与“只是”相似。有时可带“罢了”、“就是了”、

“而已”等语助词。

例：他到北京来学习，不过两个月而已。

今天的菜味道不错，不过有点儿咸。

她这个人什么都好，不过有时爱生气。

5援 课文教学
本课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达尔文的家庭情况，教师可板

书以下词语：

医生 花园 果树成行 鲜花盛开 惹人喜爱 听

接着，课文写了达尔文摘玫瑰花时手被刺破的事情，还

写了达尔文收集标本，向人请教的事，说明他从小就对生物

知识非常感兴趣。最后写他经过刻苦钻研，写出了 《物种

起源》。

教师讲解完课文后，可问学生还知道达尔文的哪些情况，

看看班里有没有学生收集动植物标本，请这些学生来说说他们

的体会。

四、参考资料

达尔文（D倩rwin，1809—1882年） 英国博物学家。从小

爱好自然科学，1831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乘海军勘探船“贝
格尔号”作历时 5年的环球旅行，收集了动物、植物和地质等
方面的大量材料，形成生物进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物种起
源》一书，全面提出进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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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2.（1） A （2） B （3） A （4） C （5） B （6） D
4. 蝴蝶 科学 规律 生物 进化 讲述

6.（1）当时 当地 当然

（2）盛开 开放

星期二

2. 夜晚 讲述 甲虫 蝴蝶 生物 昆虫

4.（1）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很有名的医生。
（2）他们家的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3）妈妈给达尔文讲了许多关于花的知识。
（4）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刺伤。
（5）他专心听妈妈讲述种花的知识。
（6）他看到花园里的玫瑰花开了。

7.（1） 伊 （2）姨 （3） 伊 （4） 伊
星期三

4.（1）鲜 盛 （2）述 （3）植 甲

（4）蝴 蝶 （5）惹 （6）描
5.（1） C （2） B （3） B （4） C （5） B （6） C
6.（1）专心 小心 （2）讲话 讲解 讲述

星期四

2. 原 源 律 绿 奥 偶 乐 阅

苗 描 直 植

3. 钻研 生物 不过 描写 当地 阅读

5.（1）达尔文听了连连点头。
（2）书包里总是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标本。
（3）他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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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伸手去摘花，谁知道花没摘到，手倒被刺破了。
（5）妈妈又给达尔文讲了许多关于花的知识。

6.（1）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

（2）达尔文写出了一本科学巨著。

（3）他碰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

（4）他阅读了许多描写动植物的书。

（5）花园里有很多小鸟和昆虫。/花园里有很多昆虫和小鸟。

（6）达尔文很喜欢这些小生物。

星期五

1. 色彩艳丽 物种起源 果树成行 鲜花盛开

6.（1） C （2） C （3） A

阅 读：食草动物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讲述了发生在法国著名动物学家居维叶身上的一件有

趣的事情，学生在深夜假扮怪兽吓居维叶，居维叶巧用生物知

识识破学生的恶作剧。教学时可引导学生平时不要死读书，要

善于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冷静、灵活地分析各种现象和
问题。

二、字词解析

扮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7画。
血 独体字，部首是“血”，共 6画。
兽 ［兽］ 上下结构，部首是“口”，共 11 画。繁体字

“兽”，左右结构，部首是“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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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7画。
虑［虑］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 ”，共 10画。繁体字

“虑”，半包围结构，部首是“ ”。

肢 左右结构，部首是“月”，共 8画。
玩笑 （动词）玩耍和嬉笑。作谓语。

例：他这是玩笑，你别认真。

（名词）玩耍的行动或嬉笑的言语。作宾语。

例：你别开玩笑了。

装扮 （动词）淤装饰，打扮。
例：会场装扮得十分华丽。

于扮演。
例：她在剧中装扮一个商人太太。

盂假装；伪装。
例：他俩装扮成学生去骗人。

（名词）装束；穿着、打扮出来的样子。

例：你的装扮哪像个学生？

在本课中，“装扮”是动词的第三种用法。
风趣 （形容词）幽默风雅。
例：他说话很风趣，大家都喜欢他。

三、课文教学

谈话引入：法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居维叶是一个很风趣幽默

的人。有一次，学生和他开玩笑，装扮成怪兽爬进他的房间，

你猜居维叶是怎样识穿学生的？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看。

学生自读课文，根据课文内容回答教师的问题：学生进了居

维叶的房间后，是怎么做的？居维叶的反应怎么样？（先一惊，

看了看怪兽的样子后，又安心睡觉了。）学生接着又怎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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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六自然段是学生和居维叶的对话，分角色扮演

朗读，注意读出居维叶的风趣和学生的求知精神以及对居维叶

的真心佩服。

学完课文之后，让学生讨论一下从居维叶身上学到了什么。

综合练习（四）答案

1.（1） A （2） D （3） A （4） D （5） C （6） B
3. 观察狮子 率领船队 实现愿望 促进交流

创造奇迹 揭开奥秘 发现规律 收集标本

4.（1）经过刻苦学习，他终于成了闻名中外的大画家。
（2）他七次远航，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3）不管风浪多大，他们都能战胜困难。
（4）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
（5）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很有名的医生。
（6）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6.（1）我们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了。
（2）他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了海外。
（3）我把那本字典送给了云云。/云云把那本字典送给了

我。/我把那本字典送给云云了。/云云把那本字典送
给我了。

（4）我把书包放在家里了。
（5）花园里还有很多小鸟和昆虫。/花园里还有很多昆虫

和小鸟。

（6）他碰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
7. 3 5 1 4 2 6
8.（1） C （2） B （3） D （4） B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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