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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蝙蝠和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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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荧、屏。
3. 掌握本课的词语，能理解，会运用。
4. 重点学习的句子：
（1）它一个铃也没碰响。
（2）经过反复研究，这个秘密揭开了。

5. 流利地朗读课文。

二、课文简析

这是一篇科普知识短文。课文介绍了科学家从蝙蝠身上得

到启示，发明了雷达。重点介绍了科学家们如何通过实验揭开

蝙蝠可以在夜间飞行的秘密，将其原理应用于生活。本文意在

告诉学生，平时要仔细观察，从身边的许多平常现象中发现问

题，认真思考，反复试验，这样才能有所发明创造。

三、教学建议

1. 字音教学
“蒙”的韵母是“en倮”，不要读成“en”。
“堵”的韵母是“u”，不要读成“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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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的声母是“sh”，不要读成“s”。
“行”、“系”是多音字，要注意区别：

x侏n倮———行走 j佻———系鞋带

行 系

h佗n倮———银行 x佻———关系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d俪 d俦 d侪u ji佶 ju佴 m佻 m佻 m佾

伽i 伽i sh佾 sh佾 s佾
堵———都———都 揭———决 秘———密———米

碍———爱 驶———始———死

2. 字形教学
启［啓］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户”，共 7 画。繁体字

“啓”，上下结构，部首是“口”。

避 半包围结构，部首是“辶”，共 16画。
绳［绳］ 左右结构，部首是“纟”，共 11 画。繁体字

“绳”，左右结构，部首是“糹”。

系 上下结构，部首是“ ”或“糸”，共 7画。书写时注
意“系”的第一画是“ ”，不要写成“一”。

蒙 上下结构，部首是“艹”，共 13画。
堵 左右结构，部首是“土”，共 11画。
乱 ［亂］ 左右结构，部首是“ ”，共 7 画。繁体字

“亂”，左右结构，部首是“ ”。书写时注意繁体字左边的写法，
上面是“爫”，中间是“ ”，下面“冂”中是“ ”。

揭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2画。书写时注意“揭”
的右下角是“ ”，不能写成“匈”。

波 左右结构，部首是“氵”，共 8画。
推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11画。
障 左右结构，部首是“阝”，共 13画。
碍［礙］ 左右结构，部首是“石”，共 13 画。繁体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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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左右结构，部首是“石”。书写时，注意繁体字右边是

“疑”。

驾 ［駕］ 上下结构，部首是“马”，共 8 画。繁体字
“駕”，上下结构，部首是“馬”。书写时注意“馬”的书写笔顺

为： 。

驶 ［駛］ 左右结构，部首是“马”，共 8 画。繁体字
“駛”，左右结构，部首是“馬”。

注意区别形近字：

即———既 堵———都 揭———渴———喝 密———蜜

浪———狼 障———撞 碍———得 驾———架

3. 词语教学
（1）要求学生掌握的词语：
［原因］ （名词）造成某种结果或引起另一件事情发生的

条件。可作宾语、主语。

例：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今天他病了。

［钟头］ （名词）小时。可作宾语、主语。

例：这场电影演了两个钟头。

一个钟头是 60分钟。
［证明］ （动词）用可靠材料来表明或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

性。可带名词、动词、小句宾语，可带“了”、“过”。可带补语。

例：你来证明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证明他是无罪的。

你给证明怎么样？

请证明一下。

［工具］ （名词）生产劳动时使用的器具。可作主语、定

语、宾语。

例：他用的工具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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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好坏会影响比赛的结果。

他用的是这种工具。

［反复］ （副词）表示同一或同类行为、动作重复进行。

作状语，修饰动词，可重叠为“反反复复”。

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弄清了原因。

每个同学都要反复记忆这 30个生词。
（动词）表示一遍又一遍，多次重复。不能带宾语，可带补

语，可带“了”、“过”。重叠形式为“反反复复”。

例：这篇稿子反复修改过多次。

他说话总是反反复复的。

在本课中，“反复”是副词。

［秘密］ （名词）不公开的事情。作宾语。

例：我有一个小秘密。

我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

（形容词）表示隐蔽，不让人知道。可作定语、谓语、状

语、补语。

例：他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他这次行动很秘密。

警察一直在秘密调查这个案件。

这次会议开得很秘密。

在本课中，“秘密”是名词。

［波浪］ （名词）江湖海洋上起伏不平的水面。

例：海面翻起了波浪。

海面上波浪翻滚。

［相当］ （动词） （数量、价值、条件、情形等）两方面

差不多；配得上或能够相抵。可带名词宾语，不能带补语。不

能带“着”、“了”、“过”。

例：旗鼓相当 水平相当 年纪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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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球队实力相当。

王老师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大学水平。

（副词）表示程度高，但不到“很”的程度，作状语。

例：你的汉语讲得相当好。

老师对词语教学相当重视。

在本课中，“相当”是动词。

（2）教学中需要讲解的词语：
［启示］ （名词）让人们有所领悟的启发、指示等。作宾语。

例：我们从这里得到了启示。

［即使］ （连词） 表示假设兼让步。连接句子，常和

“也”搭配使用。

例：即使天气很热，他也坚持锻炼。

即使下雨，我也要进城。

［系］ （动词）打结；扣。

例：系鞋带 系着围裙 系上扣子

［蒙］ （动词）遮盖。

例：蒙上一张纸 蒙住眼睛

［堵］ （动词）堵塞。

例：把洞口堵住 堵住耳朵

［乱］ （形容词）淤没有秩序；没有条理。
例：一团乱麻 乱七八糟

于（心绪）不宁。
例：我现在心里很乱。

他心里乱得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盂任意；随便。
例：别乱吃东西，小心不干净。

不要乱跑，路上注意安全。

在本课中，“乱”是第三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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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动词）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可带

名词、动词、小句宾语。可带补语。

例：为了设计这种新产品，他们研究了大量资料。

企业应该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益。

这课题太大，一个人研究不了。

（名词）表示对事物的性质、规律等的探求。可作宾语、定语。

例：他在中文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这位科学家研究的热情一直很高。

在本课中，“研究”是动词。

［推进］ （动词）推动工作，使前进。

例：推进文化建设 推进文化研究

［障碍］ （名词） 阻挡前进的东西。可作主语、宾语、

定语。

例：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还不少。

这种病是一种心理障碍。

他给我的工作设置了种种障碍。

他们拆除了许多障碍物。

［反射］ （动词）光线、声波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

时返回原媒质的现象。可作谓语。

例：这种声波碰到物体就会反射回来。

［天线］ （名词）用来发射或接收电波的装置。把发射

机发射出来的无线电波送到空中去的叫发射天线，接受空中

无线电波传送给接收机的叫接收天线。作宾语。

例：这里安装了天线。

［驾驶］ （动词）操纵（车、船、飞机、拖拉机等）使行驶。

例：驾驶员 驾驶汽车 驾驶室

4. 句子教学
（1）它一个铃也没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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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用“没”表示否定的“完成时态”

的用法。

“完成时态”就是表示一个动作的实现或完成，一般可在谓

语动词后面加上动态助词“了”。

例：他成功了。

我给朋友写了一封信。

本课要求学生掌握的是完成时态的否定式，即在谓语动词

前加上副词“没（有）”，一般不能再用动态助词“了”。

例：星期日我没去看电影。

他没有拒绝这个邀请。

他一个字也没写。

（2）经过反复研究，这个秘密揭开了。

在这个句子中，重点学习“意义上的被动句”的用法。

“被动句”是用来说明某人、某事物受到某动作的影响而产生某

种结果。一般所叙述的行为多表示主语不愿发生或受到损害，

常用“被”，其基本格式如下：

受事者———“被”———施事者———动词———其他成分

（主语） （状语） （谓语）

例：那块布被他们弄湿了。

那棵树被大风刮倒了。

本课学习的这个句子，句中没有“被”字，是一种特殊的

被动句，即意义上的被动句。这种被动句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主语是不能发出动作的事物，谓语动词本身就带有

被动的意思。

例：信写好了。

身体检查了。

第二，有的句子本身不需要特别指明主动者（或施事者）。

例：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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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吃了一半。

5. 课文教学
在讲解课文前，教师可先提问：“你们见过蝙蝠吗？蝙蝠

为什么能在夜里飞行而不会撞上别的东西呢？飞机为什么能在

夜间飞行呢？”激发学生的兴趣后，教师可出示蝙蝠、飞机的图

片，让学生直观认识蝙蝠和飞机。然后边读边板书，理清课文

脉络。最后，让学生流利地朗读课文。

四、参考资料

蝙蝠 唯一能飞行的哺乳动物。头和身体像老鼠，有灰褐

色的毛，四肢和尾部之间有很薄的翼膜。常在夜间活动，用超

声波分辨障碍物和食物，捕食蚊子、飞蛾等昆虫。

雷达 利用无线电波搜索和测定物体位置以及跟踪移动目

标的设备。当发射的无线电波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时，由接收装

置接收，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出物体的距离、方向、高度或影像

等。可进行远距离探测。广泛用于军事、航空、气象等方面。

五、练习答案

星期一

2.（1） B （2） A （3） C （4） C （5） D （6） B
3.（1）住 （2）清 （3）开 （4）响 （5）进 （6）出
5.（1）科学家又做了两次试验。
（2）飞机为什么能安全飞行呢？/为什么飞机能安全飞行呢？
（3）它一个铃也没碰响。
（4）它用耳朵和嘴探路飞行。/它用嘴和耳朵探路飞行。
（5）超声波像波浪一样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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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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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障碍 波浪 秘密 相当 工具 反复 钟头 原因

6.（1） B （2） C （3） B （4） C （5） B
星期四

2. 障：扎澡 脏：z 驶：sh 四：s 即：侏 既：佻
浪 伽灶倮 亮：蚤伽灶倮 启：择 喜：曾

3.（1）即 线 避 （2）封 （3）究 密 揭

（4）通 波 （5）障 碍 射 （6）驾
4.（1）秘密 波浪 钟头 工具 原因

（2）驾驶 反复 证明 相当

6.（1）人们给飞机装上了雷达。
（2）爸爸让我自己坐车去学校。
（3）雷达通过天线发出无线电波。
（4）科学家把它的眼睛蒙上了。

7. 2 4 6 1 5 3
星期五

1. 绳：泽澡佴灶倮 神：泽澡佴灶 堵：凿俪 土：贼俪
乱：造怎伽灶 暖 灶怎伲灶 揭：躁蚤佶 些：曾蚤佶
驶：泽澡佾 尺 糟澡佾 断 凿怎伽灶 但 凿伽灶

3. 在 用 从 把 让 于 向 给

4. 4 3 1 2
6.（1）它无论怎么飞，也不会撞上什么东西。
（2）这种声音叫做“超声波”，人的耳朵听不见，它的耳

朵却听得见。

（3）经过反复研究，这个秘密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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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们把它的眼睛蒙上，让它在黑屋子里飞。
7.（1） 伊 （2） 伊 （3）姨

阅 读：活字印刷术

一、课文简析

这篇阅读课文主要记述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者———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过程，旨在启发学生遇到问题要

善于思考，勤于实践，不断思考，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

好办法。

二、字词解析

宋 上下结构，部首是“宀”，共 7画。
技 左右结构，部首是“扌”，共 7画。
瓷 上下结构，部首是“瓦”，共 10画。
效 左右结构，部首是“攵”，共 10画。
欧 左右结构，部首是“欠”，共 8画。
印刷 （动词）把文字、图画等做成版，涂上油墨，印在

纸张上。中国古代手工印刷，多用棕刷子蘸墨刷在印版上，然

后放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子在纸背上用力擦过，所以叫印刷。

技艺 （名词）手艺。

例：工艺美术师的技艺很高超。

成本 （名词）生产一种产品所需要的全部费用。

例：这种衣服的成本比较高。

坚硬 （形容词）硬而坚固。

例：坚硬的石头 坚硬的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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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 （副词）表示事实与所说或所料相符合。

例：他说今天来帮我，下午的时候果然来了。

电视台预报今天要下雪，果然下了。

三、课文教学

教师首先应对生疏的字词进行讲解，接着帮助学生理解课

文大意。由于文章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出现的，这无疑给教师教

学提供了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把文章内容的脉络整理如下：

刻板印刷的不足之处———得到启发———进行尝试———取得成功

把文章的脉络写在黑板上后，请几位同学到黑板上把对应

的内容补上去，可以带着书，也可以不带书，让下面的同学提

示。然后，请同学们复述课文。

最后，大家可以一起举行一个小小的讨论，谈谈通过本课

的学习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

四、参考资料

宋（960—1279年） 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
分为北宋（960—1127年，首都汴京，今开封）与南宋（1127—
1279年，首都临安，今杭州），合称两宋。
欧洲（Europe） 欧洲全称“欧罗巴洲”，其起源与亚洲的

名称相同，均来自腓尼基人的创造，意译为“西方日落之洲”。

这来源于一个传说。相传“万神之王”宙斯看中了腓尼基国王

的漂亮女儿欧罗巴，想娶她作为妻子，但又怕她不同意。有一

天，宙斯看到欧罗巴在一群姑娘的陪伴下在大海边游玩，于是

灵机一动，变成一头雄健温顺的公牛，混入腓尼基国王的牛群

中，来到欧罗巴公主的身边蹲下。公主看到一头可爱的公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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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边，便身不由己地跨上牛背。宙斯一看欧罗巴中计，赶紧

起身前行，躲开了人群，然后腾空而起，接着又跳入海中踏波

前进，带着欧罗巴到远方的一块陆地共同生活。以后这块陆地

也就以这位美丽的公主的名字命名，称为欧罗巴。

毕昇（？—约 1051年） 北宋发明家。出身平民，徽州

（今安徽歙县）人，仁宗庆历年间发明活字印刷术。中国是最早

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

墨印刷，现在的木板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为“刻板印刷术”。

刻板印刷术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纪出现的拓

印碑石等方法。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以后，人们逐渐发

明了刻板印刷术。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中国已非常盛行，并

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和伊朗等国，影响到非洲

和欧洲。公元 1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
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宋代庆历（1041年）年间，毕昇首
创泥活字版，使书籍印刷更为方便。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

载，毕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

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掺和纸灰的松脂

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使蜡稍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

泥字即固着在铁板上，可以像雕版一样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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