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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夫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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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
3.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 重点学习的句子：
（1）他把蛇捡起来放进怀里。
（2）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5. 准确地讲述课文内容。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有名的寓言故事。农夫看到一条冻僵的蛇，一开

始担心救了它会被它咬，最后还是忍不住救了它，结果却被蛇

咬死了。这个故事意在告诉学生一个道理：像蛇一样的坏东西，

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能对它仁慈。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蛇”、“摔”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
“寒”、“狠”的韵母分别是“倩n”和“en”，不要读成后鼻

音“倩n倮”和“en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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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韵母是“in倮”，不要读成“in”。
“怀”的韵母是“u倩i”，不要读成“倩i”。
“糊” 的声母是“h”，不要读成“f ”。“糊”在词语“模

糊”中念轻声“hu”。
“弹”在本文的词语“动弹”中念轻声“t倩n”。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蛇———舌———色 寒———含———汗———行

硬———应———音 怀———坏———还

抱——报———炮 狠———很 中———重———众

模———摸———母 糊———乎——府

sh佴 sh佴 s侉 h佗n h佗n h伽n h佗n倮

y佻n倮 y佻n倮 y侃n hu佗i hu伽i hu佗n

b伽o b伽o p伽o h侑n h侑n zh侪n倮 zh侔n倮 zh侔n倮

m佼 m侪 m俪 h俨 h俦 f俪
注意本课的多音字：

d伽n———子弹 zh侔n倮———中毒 m佼———模糊

弹 中 模

t佗n———动弹 zh侪n倮———中文 m俨———模样
{ { {

2. 字形教学
蛇 左右结构，部首是“虫”，共 11画。
厚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厂”，共 9画。
冻［凍］ 左右结构，部首是“冫”，共 7画。注意部首不

是“氵”，右边是“东”不是“乐”。繁体字“凍”，左右结构，

部首是“冫”。

硬 左右结构，部首是“石”，共 12画。
捡 ［撿］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0 画。繁体字

“撿”，左右结构，部首是“扌”。

咬 左右结构，部首是“口”，共 9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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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轉］ 左右结构，部首是“车”，共 8 画。繁体字
“轉”，左右结构，部首是“车”。

怀 ［懷］ 左右结构，部首是“忄”，共 7 画。注意与
“坏”、“杯”等相近的字相区别。繁体字“懷”，左右结构，部

首是“忄”。

醒 左右结构，部首是“酉”，共 16画。
舒 左右结构，部首是“人”，共 12画。
狠 左右结构，部首是“犭”，共 9画。注意右边是“艮”

不是“良”，与“狼”相区别。

剧［劇］ 左右结构，部首是“刂”，共 10 画。繁体字
“劇”，左右结构，部首是“刂”。

扣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6画。
摔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4画。注意右边是“率”

不是“卒”。

模 左右结构，部首是“木”，共 14画。
糊 左右结构，部首是“米”，共 15画。
中 独体字，部首是“丨”，共 4画。
注意区别形近字：

蛇———它 厚———原 冻———练———炼 硬———更

怀———坏———杯 抱———饱———炮 狠———很———狼

剧———居 扣———拍 模———摸 糊———湖

3. 词语教学
（1） 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寒冷］ （形容词）冷。可作谓语、定语。

例：天气非常寒冷。

寒冷的冬天就快过去了。

［如果］ （连词）表示假设。用在复句中，常有“就”与

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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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果你不想去，就别去了。

如果想提高中文水平，你就必须努力学习。

［跟前］ （名词）表示方位，指身边、附近。可单独作主

语、宾语。前面常有名词、代词修饰。

例：老太太坐在沙发上，跟前站着小孙女。

孩子的父母不在跟前，由奶奶照管。

出租车开到了我们跟前。

［温暖］ （形容词）暖和。可作定语、谓语、宾语。

例：在农夫温暖的怀抱里，蛇慢慢地醒过来了。

妈妈的怀抱很温暖。

大家的关怀使他感到了集体的温暖。

（动词） 表示“使感到暖和”。可带名词，可带“了”、

“着”，可带补语。

例：他用爱心温暖着老人的心。

老师的关怀温暖了我的心。

他的脚冻僵了，他跳了半天才温暖过来。

［舒服］ （形容词）淤身体或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
例：睡得很舒服

休息了一会，我感觉非常舒服。

于能使身体或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
例：我的家又舒服又暖和。

这个沙发坐上去很舒服。

在本课中，“舒服”是第一种用法。

［一切］ （代词）淤泛指全部的事物。可作主语、宾语。
例：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于全部、各种、所有的意思。作定语，不带“的”。
例：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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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了。

小客厅里的一切都是华丽的。

在本课中，“一切”是第一种用法。

［看来］ （连词）通过对某一客观现象的观察，得出某种

判断或估计。有时可以说成“看起来”。

例：今天又阴天了，看来还要下雨。

现在快五点了，看来他今天不会来了。

人口的增长看来非控制不可。

他病得很重，看起来得住院。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蛇］ （名词）一种爬行动物，俗称长虫。

例：一条蛇 毒蛇

［厚］ （形容词） 扁平物体上下两面的距离较大 （与

“薄”相对）。

例：厚玻璃 一本厚书 厚厚的大衣

［冻］ （动词）淤液体或含水分的东西遇冷凝结。
例：天寒地冻

水冻成冰了。

于受冷或感到冷。
例：冻得发抖

在本课中，“冻”是第一种用法。

［硬］ （形容词）坚固（与“软”相对）。

例：硬土 硬木 太硬了

［僵］ （形容词）淤僵硬；肢体不能活动。可作谓语、补语。
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我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脚都冻僵了。

于相持不下；事情无法处理。可作谓语、补语。
例：当时我们谈话的局面非常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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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弄得很僵。

在本课中，“僵”是第一种用法。

［捡］ （动词）拾取。

例：捡起来 捡了一个钱包

［咬］ （动词）上下牙用力对着（大多为了夹物体或使物

体的一部分从整体分离）。

例：咬一口黄瓜 咬人 被狗咬了

［转］ （动词）旋动；改换方向。

例：转身 转过脸

［体温］ （名词）身体的温度。人的正常体温为 37益左
右，疾病能引起体温的变化 ，剧烈运动也能使体温升高。可作

主语、定语、宾语。

例：他的体温不正常。

一般来说，人的体温的变化是不会太大的。

他量了量体温。

［醒］ （动词）淤酒醒、麻醉或昏迷后神志恢复正常状态。
例：酒醒了 大醉不醒

于睡眠状态结束，大脑皮层恢复兴奋状态。也指尚未入睡。
例：睡醒了

［动弹］ （动词） （人、动物或能转动的东西）活动。可

作谓语，可带补语。

例：蛇醒过来了，但还不能动弹。

我两脚发麻，动弹不了。

［使劲］ （动词）用力。可作谓语、状语。中间可插入其

他成分。

例：我够使劲的了。

他使劲往上一举。

我个子太矮，使不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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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 （动词）淤身体失去平衡而倒下。
例：路太滑，很多人摔倒。

于使落下而破损。
例：他不小心把花瓶摔破了。

在本课中，“摔”是第二种用法。

［模糊］ （形容词）不分明；不清楚。可作定语、谓语、

状语、补语。

例：看到她那渐渐远去的、模糊的身影，我不由得心酸起来。

黑板上的字非常模糊，后面的同学都看不清楚。

我模糊地记得小时候曾和他一起打过球。

墙上的字写得很模糊，我们看不清楚。

（动词） 混淆；使模糊。可带名词宾语。可带“了”、

“过”，可带补语。

例：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我们从来没有模糊过。

他这样一说，倒使事情模糊起来了。

在本课中，“模糊”是形容词。

［本性］ （名词）原来的性质或个性。可作主语、宾语。

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是他的本性，改不了。

4援 句子教学
（1）他把蛇捡起来放进怀里。

（2）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这两个句子主要学习“起来”的用法。第一句中的“起来”

用在动词“捡”的后面，表示向上。第二句中的“起来”用在

形容词“模糊”的后面，表示情况开始并继续。

“起来”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可以有不同的用法：

淤（本义）如第一句中，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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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请把地上的本子捡起来。

听了云云的话，他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现在已经可以自己站起来了。

于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或情况开始并继续。
例：他的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冬天快到了，天气冷起来了。

他又唱起歌来了。

盂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完成或达到目的。
例：这个小组是我们去年组织起来的。

我想起来了，是云云拿走了我的字典。

榆用在动词后，表示估计或着眼于某一方面。
例：看起来，他不会来了。

听起来，这个主意不错。

“起来”还可以直接作谓语，表示：A. 由躺而坐，由坐而
站；B. 起床。
例：你起来，让爷爷坐下。

快起来吧，要迟到了。

他每天七点钟起来。

5援 课文教学
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可以通过提问的方

式，如：农夫为什么要救蛇？农夫是怎样救蛇的？蛇为什么要

咬农夫？农夫最后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

讲完全文后，教师再总结全文，并板书：“对这样的坏东

西，好心是没有用的。”最后让学生说说读了这篇课文有什么想

法，并结合课堂练习中的“对话”让学生表演，或以讲故事的

方式复述课文，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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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练习答案

星期一

2.（1） A （2） D （3） C （4） D （5） C （6） C
5.（1）黑 （2）捡 （3）寒 冷 （4）箱 冻

（5）狠 狠 咬 （6）模 糊

星期二

3.（1）早早地 （2）厚厚的 硬硬的 （3）长长的
（4）狠狠地 （5）慢慢地

4.（1）农夫的怀抱很温暖。
（2）好心肯定有好报。
（3）蛇咬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4）蛇狠狠地在农夫的胸口上咬了一口。/蛇在农夫的胸

口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5）他把蛇捡起来放进怀里了。/他把蛇捡起来放进了怀里。
（6）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5. 1 5 3 7 4 2 6
6.（1） 伊 （2） 伊 （3） 伊 （4）姨 （5） 伊 （6） 伊
星期三

2. 毒 很 剧 句 冻 动 厚 候

模 摸 中 中 扣 口 寒 喊

4. 一场篮球赛 一堂中文课 一条毒蛇 一阵掌声

一层冰

5.（1）续 场 （2）捡 怀 （3）使 摔

（4）阵 剧 （5）温 慢 慢 （6）厚 厚 硬 硬

6援（1）一边 一边 （2）又 又 （3）因为 所以

（4）如果 就 （5）虽然 但是 （6）一 就

7.（1）农夫从怀里把蛇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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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连忙解开衣扣一看，原来是被蛇咬了一口。
（3）农夫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4）一年冬天，连续下了几场大雪。
（5）在农夫温暖的怀里，蛇慢慢地能活动了。
星期四

2.（1） B （2） D （3） D （4） D （5） C （6） D
3援（1）包 （2）剧 （3）狠 （4）抱 （5）居 （6）很
4. 模糊 温暖 寒冷 舒服 跟前 怀抱

6.（1） B （2） C （3） C （4） C （5） D
星期五

4.（1）前面 眼前 跟前 （2）一共 一直 一切

（3）一边 一边 一会儿 一阵

5.（1） B （2） A （3） C （4） C （5） C （6） A
7. 扣子 镜子

阅 读：李寄杀蛇

一、课文简析

课文讲述了李寄凭借自己的智慧和一身好功夫杀蛇的故事，

赞扬了李寄的聪明和勇敢，同时告诉学生，只要肯动脑筋想办

法，不怕困难，就可以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二、字词解析

涂［塗］ （动词）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10 画。
繁体字“塗”，上下结构，部首是“土”。意思是使油漆、颜色、

药物等附着在物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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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涂抹 涂上一层油 涂一点儿药水

砍 （动词）左右结构，部首是“石”，共 9画。用刀斧猛
力把东西断开。

例：他用力朝大蛇砍去。

他带着斧子去树林砍柴。

敢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共 11画。
独自 （副词）单独地。

例：独自思考 独自居住

时机 （名词）具有时间性的客观条件（多指有利的）。

例：有利时机 把握时机 抓住时机

勇敢 （形容词）不怕危险和困难；有胆量。

例：李寄是一个聪明又勇敢的好姑娘。

在困难面前，他表现得非常勇敢。

三、课文教学

在学习第三自然段李寄杀蛇的过程时，可以通过强调以下

表示动作的短语，突出情况的危急和李寄的机智、勇敢：

大蛇：突然闻到———朝洞口爬来——— 一口吞下———痛得滚

来滚去

李寄：见时机已到———把手一挥———挥起宝剑———对准———连

砍几剑

在讲解李寄带了三样东西———宝剑、饭团、猎狗的时候，

可以问学生一些问题，启发他们思考。

例：李寄为什么要带饭团呢？

如果让你去杀蛇，你会带什么工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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