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１　古诗词三首 １!!!!!!!!!!!!!!!!!!!!!!!!!!!!!!!!!!

２ 桂林山水 ７!!!!!!!!!!!!!!!!!!!!!!!!!!!!!!!!!!!

３ 记金华的双龙洞 １２!!!!!!!!!!!!!!!!!!!!!!!!!!!!!!!

４ 七月的天山 １８!!!!!!!!!!!!!!!!!!!!!!!!!!!!!!!!!

语文园地一 ２２!!!!!!!!!!!!!!!!!!!!!!!!!!!!!!!!!!!!

!$#
５ 中彩那天 ２６!!!!!!!!!!!!!!!!!!!!!!!!!!!!!!!!!!!

６ 万年牢 ３２!!!!!!!!!!!!!!!!!!!!!!!!!!!!!!!!!!!!

７ 尊　严 ３５!!!!!!!!!!!!!!!!!!!!!!!!!!!!!!!!!!!!

８ 将心比心 ４０!!!!!!!!!!!!!!!!!!!!!!!!!!!!!!!!!!!

语文园地二 ４４!!!!!!!!!!!!!!!!!!!!!!!!!!!!!!!!!!!!

!%#
９ 自然之道 ４７!!!!!!!!!!!!!!!!!!!!!!!!!!!!!!!!!!!

１０黄河是怎样变化的 ５２!!!!!!!!!!!!!!!!!!!!!!!!!!!!!

１１ 蝙蝠和雷达 ５６!!!!!!!!!!!!!!!!!!!!!!!!!!!!!!!!!

１２大自然的启示 ６１!!!!!!!!!!!!!!!!!!!!!!!!!!!!!!!!

语文园地三 ６５!!!!!!!!!!!!!!!!!!!!!!!!!!!!!!!!!!!!

!&#
１３ 夜莺的歌声 ６９!!!!!!!!!!!!!!!!!!!!!!!!!!!!!!!!!

１４小英雄雨来 ７４!!!!!!!!!!!!!!!!!!!!!!!!!!!!!!!!!

１５ 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 ７９!!!!!!!!!!!!!!!!!!!!!!!!!!!!



１６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 ８５!!!!!!!!!!!!!!!!!!!!!!!!!!!!

语文园地四 ８９!!!!!!!!!!!!!!!!!!!!!!!!!!!!!!!!!!!!

!'#
１７ 触摸春天 ９３!!!!!!!!!!!!!!!!!!!!!!!!!!!!!!!!!!!

１８永生的眼睛 ９８!!!!!!!!!!!!!!!!!!!!!!!!!!!!!!!!!

１９ 生命　生命 １０２!!!!!!!!!!!!!!!!!!!!!!!!!!!!!!!!!

２０花的勇气 １０６!!!!!!!!!!!!!!!!!!!!!!!!!!!!!!!!!!

语文园地五 １１１!!!!!!!!!!!!!!!!!!!!!!!!!!!!!!!!!!!

!(#
２１ 乡下人家 １１４!!!!!!!!!!!!!!!!!!!!!!!!!!!!!!!!!!

２２牧场之国 １２０!!!!!!!!!!!!!!!!!!!!!!!!!!!!!!!!!!

２３ 古诗词三首 １２４!!!!!!!!!!!!!!!!!!!!!!!!!!!!!!!!!

２４麦　哨 １２９!!!!!!!!!!!!!!!!!!!!!!!!!!!!!!!!!!!

语文园地六 １３２!!!!!!!!!!!!!!!!!!!!!!!!!!!!!!!!!!!

!)#
２５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１３５!!!!!!!!!!!!!!!!!!!!!!!!!!!!!

２６全神贯注 １４１!!!!!!!!!!!!!!!!!!!!!!!!!!!!!!!!!!

２７ 鱼游到了纸上 １４４!!!!!!!!!!!!!!!!!!!!!!!!!!!!!!!

２８父亲的菜园 １４９!!!!!!!!!!!!!!!!!!!!!!!!!!!!!!!!!

语文园地七 １５３!!!!!!!!!!!!!!!!!!!!!!!!!!!!!!!!!!!

!*#
２９ 寓言两则 １５６!!!!!!!!!!!!!!!!!!!!!!!!!!!!!!!!!!

３０文成公主进藏 １６２!!!!!!!!!!!!!!!!!!!!!!!!!!!!!!!

３１ 普罗米修斯 １６６!!!!!!!!!!!!!!!!!!!!!!!!!!!!!!!!!

３２渔夫的故事 １７２!!!!!!!!!!!!!!!!!!!!!!!!!!!!!!!!!

语文园地八 １７６!!!!!!!!!!!!!!!!!!!!!!!!!!!!!!!!!!!



书书书

１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１ ! " # $ % &

本课所选的三首古诗词是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刘
禹锡的《望洞庭》和白居易的《忆江南》。诗人以如椽的

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优美的图画。
《独坐敬亭山》这首诗是李白天宝十二年（公元７５３

年）秋游安徽宣州时所作。诗人通过对敬亭山景象的描

写，抒发了因怀才不遇而产生的孤独寂寞的感情，同时

也正是诗人投身到大自然怀抱，以山为伴，寻找安慰的

真实写照。全诗的大意为：仰望天空，只见几只鸟儿向

远方飞去，直到看不见影子；一片白云也慢慢悠悠地越

飘越远，四周一片寂静。我静静凝视着山，觉得山也在

看我，好像在互相交流，彼此总是看不够，此时此刻，我
的心里似乎只有那座敬亭山了。

《望洞庭》这首诗，诗人以轻快的笔触，勾勒出一幅

优美的洞庭湖秋月图。明月当空的夜晚，诗人经过洞庭

湖，记下所见的景象。故名为“望洞庭”。全诗的大意

是：湖光秋月相互辉映，显得多么和谐，平静潭水无风，
如一面没经过打磨的迷蒙的铜镜，那月下洞庭湖里苍翠

的君山，从远处看，就好像在白银盘里盛放着一枚青螺。
《忆江南》这首诗是白居易离开杭州，回到洛阳以后

怀念杭州时写的三首《忆江南》中的第一首。“忆江南”，
词牌名，词的内容也是回忆江南。白居易曾经当过杭州

刺史。词中所回忆的是诗人曾经观光游览当地风景时

留下的印象。

１．认识２个生字，会写５个生字。能正确读写“洞
庭”“江南”等词语。
２．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画面。
３．有感情地朗诵课文，背诵三首古诗词，默写《独坐

敬亭山》《望洞庭》。

重点

品味诗句，指导背诵，积累语言。
难点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体会江南山水的特点，激发爱

美的情趣。

诗词挂图。

� � � �

２课时

'()*+,

　第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园林中的一朵奇葩，在历史的

长河中散发着芬芳。今天我们再来学习唐代著名诗人

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的三首古诗词。（板书：古诗词三

首）它们是《独坐敬亭山》《望洞庭》和《忆江南》。
二、学习《独坐敬亭山》

１．以谈话的形式了解作者及背景。
（１）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谁能谈谈

　　１　古诗词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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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己对他的了解？他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诗呢？

（２）老师结合学生的回答进行补充。
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一生大部

分时间在漫游中度过，曾被人推荐，被召至长安为官，但
因不容权贵，又弃官而去。《独坐敬亭山》就是他在离开

长安十年后，经历了长期的漂泊，饱尝了生活的辛酸，孤
寂感倍生时所作。这首诗抒发了他怀才不遇而孤独寂

寞的情感。

２．解题。
敬亭山：今安徽省宣州市郊外的一座大山。
独坐：单独坐。
连起来题目的意思是什么？（李白一人独坐在敬亭

山上赏景。）

３．欣赏诗歌。
（１）出示诗句。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喜欢第一、二句的举手，发表个人的独特见解：这两

句诗写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景，鸟尽云去，十分幽静，但给

人一种孤独的感觉。
（２）诗补充：你的理解十分正确，当时刚直不阿、不

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诗人面对的是人们的不理解与排斥，
心情比较压抑、郁闷，在这种时候，他来到了风光优美的

敬亭山。
（３）诗提示：从哪些词语看出诗人的孤独？

生：“尽”写出天空无鸟。
生：“孤云”写出天空云朵稀少。
生：“独去闲”写出天空云朵独去，空荡荡的。
（４）师：此时的天空是怎样的？说说。（蔚蓝而空寂）
（５）面对这样的天空，诗人深感　　　　　　　　

　　　　　　　　（寂寞、无奈、潇洒、自在……）
师：你们理解得很全面，当时的李白就如你们所说

的，既寂寞又无视别人的打击，依旧寄情山水。请拥有

各种理解的同学朗读第一、二句诗。
（６）学生朗读，师生共同欣赏并评价。
（理解寂寞的同学读出淡淡的忧郁，理解潇洒的同

学读出自信、坚定……）
（７）配上古典音乐，全班齐读。
（８）师过渡：面对着飞鸟尽、孤云去的寂寞，让诗人

欣慰的是什么？读出诗句：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９）师：面对着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在诗人心中，

此时的敬亭山像谁呢？（师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化解新

理念于课堂，以师生与文本的对话促进朗读的情境化）
生Ａ：像诗人的母亲。
生Ｂ：像诗人的朋友。
……
师：你们的想象十分丰富，将山水人性化。再想想，

敬亭山这位母亲或朋友会对凝视它的诗人说些什么？

生Ｃ：孩子，别怕，有母亲在。
师：说得好，请你当当李白的母亲，读读第三、四句诗。
（进行移情训练，让学生进入情境）
师：读得好，读出了母亲的一片深情。想鼓励李白

的同学请一起起立来朗读诗句。
生Ｄ：孩子，别灰心，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勇气。
师：说得好，读一读。
师：想与李白一起抗击艰难的同学都起来朗读第

三、四句诗歌。
生Ｅ：朋友，别泄气，有我这个朋友在，与你同行。
师：说得好，让我们都来当当李白的朋友，齐读诗

句，为诗人鼓气。
师：听到敬亭山深情的话语，诗人会有怎样的心情？

请大家来当当李白，面对着艰难的人生，面对着美好的

敬亭山，朗读全诗。

４．背诵全诗。
三、学习《望洞庭》

１．请学生介绍自己搜集到的洞庭湖的资料。
老师：洞庭湖的景象非常迷人，从古至今无数的文

人墨客被它吸引，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句。一千三百多

年前，唐朝有位大诗人刘禹锡来到了洞庭湖附近，看到

这一美景，不禁诗兴大发，写出了一首千古传诵的诗作。
听，他正在吟诵呢！

２．多媒体出示诗和配乐朗诵。

３．欣赏诗歌。
（１）词语意思。
两相和：两相辉映，十分和谐。
镜未磨：好似铜镜未打磨。
一青螺：指君山。
（２）诗句的意思。（允许个性化的理解，语言形式可

以自由些）
湖光、秋月两相辉映真和谐，
湖面风平浪静犹如铜镜未打磨。
远看洞庭湖里山水多翠绿，
就像白银盘里托着一青螺。
（３）湖面真平啊，像镜子一样。请找出相应的诗句。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

ＲＪＢ四年级语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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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喜欢的同学一起读一读。
（５）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洞庭湖山水的美景。要求展

开想象进行描写。
月色下，洞庭湖风平浪静，湖面的水光和月色交融在

一起，湖面就像从未磨过的铜镜，迷迷蒙蒙，波光粼粼。
（６）这么美的景色，该用什么语气来朗读？

（７）配乐朗读第一、二句诗。（读出宁静的气氛）
（８）画面上的“一青螺”指的是什么？

洞庭湖上的君山。
（９）出示图片，感受洞庭湖的山水美。
（１０）朗读第三、四句诗。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
（１１）用自己的语言描绘诗句。
从远处遥望到的洞庭湖山水青翠，绿水环抱翠山，

好似白银盘中托起一只青螺。在诗人的笔下，洞庭湖的

秋夜是那么的淡雅静谧，令人陶醉。
（１２）展开想象，说说洞庭湖还像什么。
（少妇的发髻、宝塔……）
（１３）这么美的景色，该用什么语气朗读？

（１４）配乐朗读。
四、课外作业

１．我拼得准，写得对。

　　狋í狀犵




凉

　　狋í狀犵




家

　　狋á狀




水

　　犾狌ó




青

２．火眼金睛，辨字组词。
镜（　　）
境（　　｛ ）　

孤（　　）
狐（　　｛ ）　

庭（　　）
廷（　　｛ ）

３．一字多义我会选。

（１）胜：①赢，胜利；②超过；③能担任，能承受；④优

美的。
红胜
獉

火（　　）　　　　名胜
獉

古迹（　　）
胜
獉

任（　　） 胜
獉

利（　　）
（２）厌：①憎恶；②满足；③因过多而不喜欢。
相看两不厌

獉
（　　）　　厌

獉
弃（　　）

游戏玩不厌
獉
（　　）

４．先说说带点字的意思，再说说诗句的意思。
（１）众鸟高飞尽

獉
，孤云独去闲

獉
。

尽： 　　　闲：
句意： 　

　
（２）湖光秋月两相和

獉
，潭面无风镜未磨

獉
。

和： 　　　磨：
句意： 　

　
５．把下列古诗补充完整，再作答。

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
。

遥望洞庭山水翠，
。

（１）这首诗的作者是 代诗人 。
（２）“白银盘里一青螺”采用 的修辞手法，

“白银盘”指 ，“青螺”指 。
（３）这首诗中的“望”是 的意思，全诗表达

了作者对洞庭湖 。
答案　３．（１）②　④　③　①　（２）②　①　③　

５．（１）唐　刘禹锡　（２）比喻　洞庭湖　湖中的君山　
（３）远看　美丽景色的赞美之情

　第 二 课 时

　　一、复习提示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两首唐代诗人的诗，谁能背诵下

来？学习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从观察的角度、字

词和修 辞 手 法 等 方 面 谈。）今 天，我 们 再 来 学 习 一 首

词———《忆江南》（板书课题）。
二、学习《忆江南》

１．作者简介及写作背景。（出示幻灯片）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存诗作近三千首，数量为唐代诗

人之冠。白居易在５０岁至５５岁期间，曾先后到过杭州、

苏州出任刺史（地方行政长官），秀丽的江南景色和灿烂

的吴越文化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晚年回到洛阳闲

居后，还时常回忆起这段令人愉快的时光。这首《忆江

南》是他在６７岁时为追忆十多年前的苏杭生活而作。
２．解题。
“忆江南”是词牌名。它与音乐曲谱有关，而与词的

内容没有什么关系。作词的人只是依谱填词。而白居

易的这首词，内容恰与词牌名相吻合，此时他身在洛阳，
写的却是对江南春色的回忆，或许这也是作者选此词牌

来抒写自己江南情结的用意所在吧。

　　１　古诗词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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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欣赏诗歌。
（１）这首诗歌赞美了什么景色？

江南的美丽景色。
（２）江南拥有怎样的美？找出诗句。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３）请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江南春天的美丽景色。（解

释诗歌）
江南的春天来了，燕子在空中飞掠而过，唱着优美

的歌。通红的太阳升起来，映照着江面，江岸的野花盛

开了，红艳的鲜花一朵又一朵，一簇又一簇，像熊熊燃烧

的火焰。蝴蝶在花间飞舞。江水碧绿碧绿赛过蓝草。
这样美的江南怎不令人回忆？

４．品读《忆江南》。
（１）为江南春天的美景而沉醉的同学请来读一读。
（２）师生评价。

①他读得很慢，让人感受到春天的美好。

②他读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时，
声调十分高昂，体现了春天的生机勃勃。

③他读到“能不忆江南”时，十分动情，引发人们对

江南的向往。
（３）师过渡：这样美丽的江南勾起了我们怎样的情怀？

（向往、热爱）
（４）师：请向往江南春天的同学一起来朗读课文，以

深情的朗读来表达我们的向往。
（５）展示图片：现在我们来到春天的江南，想以怎样

的朗读来表达你的心情？

（６）展示课件：现在如诗如画的江南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该用怎样的朗读来表达？

５．背诵诗歌。
小结：这首词通过对江南景象的回忆，来表达作者

对江南景色的赞美与怀念。全词引人遐想，给人以深刻

印象，令人叫绝。
三、句段解读

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天上的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寂寥的

长空中仅有的一片白云，也不肯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
似乎世间万物都厌弃诗人，远离他而去。这两句诗既写

眼前之景，又抒发了孤独之感，“动”中有“静”。这种生

动形象的写法，暗示了诗人在敬亭山游览、静观之久。

２．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我”静静地凝视着敬亭山，敬亭山似乎也一动不动

地看着“我”。这两句运用拟人的手法写诗人与敬亭山

的相知之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

紧紧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惺惺相怜的感情。“只有”
两字突出了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之情。

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在月光皎洁的秋夜，洞庭湖的波光和皎洁的月光互

为映衬，显得那么和谐、宁静。无风的洞庭湖平静得像

一面没有打磨的镜子，朦胧中带着一种宁静、柔和的美。
这两句总写洞庭湖的秋色。

４．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从远处看，洞庭湖就像银白色的盘子，而湖中的君

山就像一只小小的“青螺”摆放在盘子里，显得十分玲

珑、精致。诗人以奇特的想象、确切的比喻，描绘了洞庭

湖的山光水色。

５．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遍地开放的鲜花在红日的映

照下，更加艳丽，像燃烧的火焰；由于江花的红，所以江

水显得更碧绿。“蓝”字形容春水深碧的美好景象。
结构层次

独
坐
敬
亭
山

—

孤独

寂寥

众鸟———高飞尽

孤云———［ ］独去闲

以“动”
衬“静”

与山

为伴

相看———两不厌

只有———［ ］敬亭山

山人

熿

燀

燄

燅相依

鸟儿飞尽云独去

知己难寻对敬亭

望
洞
庭
—

洞庭

秋色

湖月———相和

潭面———［ ］如镜

和谐

宁静

洞庭

山水

山水———青翠

君山———［ ］青螺

山水

熿

燀

燄

燅相称

湖光秋月景色美

山青水翠出洞庭

忆
江
南
—

江南好

日出———
江花红

胜火

春来———
江水绿

熿

燀

燄

燅如蓝

春意浓

旧曾谙　　

熿

燀

燄

燅能不忆江南

江南春景旧曾谙

又忆江南意犹存

四、课后习题

１．我能把这三首古诗词背下来，还能默写《独坐敬

亭山》和《望洞庭》呢！

★老师来指导　背诵古诗应在熟读和知晓诗意的基

础上进行。首先，熟读课文，感悟每句诗的含义，也可以

边读边想象诗中所描绘的画面，再通过抓重点词或诗中

所描写事物的方法帮助记忆。另外，按诗的韵（狔ù狀）律读

出节奏（狕ò狌），使诗句朗朗上口，也可以促进快速记忆。

２．我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还想象出了一

幅幅图画。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答案供参考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意思

ＲＪＢ四年级语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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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是：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寂寥的长空

有一片白云，却也不肯停留，慢悠悠地越飘越远。“遥望

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意思是：远远望去，洞庭

湖山水一片翠绿，恰似白银盘子里托着一只青青的田

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意思是：太阳

从东方升起，阳光普照大地，遍地开放的鲜花更加艳丽，
由于红日映照，所以红花更红，像燃烧的火焰，春回大

地，春天的江水如蓝草一样碧绿、清澈。
选做题　我还会背别的描写山水风光的古诗词。

●答案供参考

　　江南春

　［唐］杜　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惠崇《春江晚景》

　［宋］苏　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犾ó狌）蒿（犺ā狅）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狋ú狀）欲上时。

五、资料库

１．生 平 简 介　李 白（７０１～７６２
年），字 太 白，号 青 莲 居 士，祖 籍 陇

（犾ǒ狀犵）西成纪。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

漫游中度过。曾被召至长安，供奉翰

（犺à狀）林。在 京 仅 一 年 余，就 弃 官 而

去，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文学成就：唐代伟大诗人，是屈原之后我国最为杰

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
主要作品：《蜀道难》《梦游天姥（犿ǔ）吟留别》《将

（狇犻ā狀犵）进酒》等。
他人评价：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杜甫

２．生平简介　刘禹锡（７７２～８４２
年），字 梦 得，洛 阳（今 属 河 南 省）人。
贞元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太子宾客，
加检校礼部尚书。

文学成就：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
有“诗豪”之称。

主要作品：《陋室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乌衣巷》等。

　　３．生平简介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
年），字 乐 天，晚 年 号 香 山 居 士，太 原

（今属山西）人。
文学成就：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

人、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主要作品：《长恨歌》《卖炭翁》《琵

琶行》等。
名言佳 句：同 是 天 涯 沦 落 人，相 逢 何 必 曾 相 识。

（《琵琶行》）
４．金龟换酒　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人称酒仙。在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第一位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

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真是醉态可掬。在贺知章五

十多年的官宦生活和他几十年的饮游生涯中，最有意义

的一件事，可以说就是他赏识了李白。“李太白初至京

师，舍于逆游，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资，复

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赏者数四，号

为谪仙。”从此李白被称为“谪仙人”，人称诗仙。两人相

见恨晚遂成莫逆。贺知章随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不

巧，这一天贺知章没带酒钱，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解下

随身佩带的金龟（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与李白开怀

畅饮。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的故事。
５．敬亭山　敬亭山是国家森林公

园，位于宣州城北５公里的水阳江畔。
敬亭山原名昭亭山。晋初为避晋文帝司

马昭名讳，改称敬亭山，属黄山支脉，东
西绵亘百余里，大小山峰６０座。南齐诗

人谢朓《游敬亭山》诗有“兹山亘百里，合
杳与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的描绘；唐代李白先

后７次登临，留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盛赞。
六、类文拓展

忆江南

一

［唐］白居易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二

江南忆，
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１　古诗词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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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春游湖

［宋］晁冲之

双飞燕子几时回，
夹岸桃花蘸水开。
春雨断桥人不渡，
小舟撑出柳阴来。

晓出静慈寺送林子方

［宋］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七、课外作业

１．判断，对的打“√”，不对的打“×”。
（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　　）
（２）“能不忆江南”是一个反问句，意思是不能让人

回忆江南。 （　　）
（３）本文三首诗词都是唐代的作品。 （　　）

２．按要求填写相应的诗句。
（１）《独坐敬亭山》一诗中让我能体会到鸟飞云去后孤

寂心情的诗句是：
（２）《望洞庭》一诗中让我能想象到水天一色、洞庭

秀美的诗句是：
（３）《忆江南》一诗中令我仿佛看到了江南色彩明丽

的春光的诗句是：

３．根据课文内容填空。
（１）仔细品味这三首诗词的题目，《独坐敬亭山》这

个诗题中的一个 字，表现了诗人孤独寂寞的心

情；《望洞庭》这个诗题中的一个 字，表明了作

者观察 洞 庭 的 角 度；《忆 江 南》这 个 词 牌 名 中 的 一 个

字，表现了作者对江南的无限怀念。
（２）“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中“相看”是指

和 两方相看；“湖光秋月两相和”一句

中的 字表现了洞庭湖的波光和皎洁的月光互

为映衬，十分和谐宁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可 以 从 词 句 中 看 出 春 天 的 江 水 的 颜 色 是

的。

４．古诗阅读。
（一）望庐山瀑布

［唐］李　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１）填一填。

①“遥看”的意思是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

是站在 。

②“三千尺”指的是 ，这句诗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
（２）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二）忆江南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１）“ ， ”集 中

写出了江南壮丽的景色。
（２）诗 人 描 写 了 江 南 的 、 、

等 景 色 之 美。“ ”
一句是对风景总的赞美，与“ ”一句相

呼应。
（３）诗中采用了 和 的修辞手法，

抒发了作者对江南的 之情。
答案　１．（１）√　（２）×　（３）√　３．（１）独　望　

忆　（２）作者　敬亭山　绿色　４．（一）（１）①远远地看

　远处　②瀑布很长很高　夸张　（２）对祖国山水的热

爱。　（二）（１）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２）日出　江水　江花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能不忆

江南　（３）比喻　反问　忆恋、赞美

１．在讲解《独坐敬亭山》这首古诗时，要注意向学生

详细介绍作者当时的写作背景，这样学生对于整首诗的

把握就更加容易了。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刻鼓励学生把

自己的见解清晰地表述出来，师生互动，提高学习效率。
２．在学习《望洞庭》一诗时，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学

诗看图，体会诗人所描写的意境，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把这首诗改写成一篇写景的

记叙文。
３．在讲解《忆江南》这首词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引导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上，对此，教师要多鼓励，多肯定。为

了调动课堂气氛，还可以让学生找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

练唱《忆江南》，学生有了兴趣，学起来会更轻松，更快乐。

ＲＪＢ四年级语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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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 - . / 0

“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因其风景秀

丽而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
本文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风

光，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全文脉络清晰，起承

转合，自然流畅，给人以美的享受。选编这篇课文的目

的，一是使学生通过阅读感受桂林山水之美，热爱祖国

的大好河山；二是通过品味词句，反复诵读积累语言，从
中学习作者的表达方法。

１．学会本课生字新词，理解重点词句。
２．了解课文内容。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
３．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４．通过看图，学文，感受桂林山水独特的风景，感受

大自然的美，体会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重点

理解、体会漓江水“静、绿、清”和桂林山“奇、秀、险”
的特点。

难点

体会文章的语言美及清晰的结构布局。

教学挂图，课件（风光）地图。

� � � �

２课时

'()*+,

　第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１．出示地图。
２．请学生畅谈对祖国风景名胜的认识后，自然导入

《桂林山水》。
３．简介桂林。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山水有着一番独特之美，

所以人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现在我们就跟随着作

者一起去浏览吧！

二、整体感知

１．自由读课文。
（１）出示生字卡片。
波澜
獉
（犾á狀）壮阔　　　　　无瑕

獉
（狓犻á）

兀
獉

立（狑ù） 攀
獉
（狆ā狀）登

连绵
獉

不断（犿犻á狀） 山峦
獉
（犾狌á狀）

屏障
獉
（狕犺à狀犵） 骆驼

獉獉
（犾狌ò狋狌狅）

罗
獉
（犾狌ó）列 泰

獉
（狋à犻）山

（２）指读、认读后听写词语。
２．思考。
（１）文章哪几个自然段总写桂林山水美？

（２）文章哪个自然段写桂林水美？

（３）文章哪个自然段写桂林山美？

生讨论交流。
师归纳：
（１）文章的第１、４自然段总写桂林山水美。
（２）文章的第２自然段写桂林水美。
（３）文章的第３自然段写桂林山美。
三、认知贯通

学习第１、４自然段。
１．自由读第１自然段。
２．第１自然段哪一句话高度归纳了桂林山水的特

点？桂林山水甲天下。
３．出示小黑板完成练习。

　　２　桂林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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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甲：①第一；②动物身上的硬壳；③军人护身衣服。）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甲应选（　　）。
４．拓展练习：根据老师提示的词汇仿例句写一写。
（黄山奇石　　　长城壮美　　　泰山雄奇）
例：桂林山水甲天下

（黄山奇石）
（长城壮美）
（泰山雄奇

烍
烌

烎）
甲天下

５．小结过渡。
“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说桂林山水是天下最美的。

这山这水怎样完美地形成了天下奇美之画？读第４自

然段。
６．自由读第４自然段。
（１）画出比喻句，了解“画卷”指的是桂林的山水。
（２）文中的“画卷”是怎样的？

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江上竹筏

小舟……
（３）这样的画卷给人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美丽、优美、奇丽……
（４）大家对这画卷的美认识很深刻，现在，请大家用

抒情赞美的语气来读这美丽的“画卷”，读出对桂林山水

的爱。
（５）抄出或找出优美的词、句，读一读。
７．读了以上两个自然段，我们了解作者对桂林山水

的总印象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８．了解第１、４自然段与中间两段的关系。
第１、４自然段在文中分别起到总述与总结的作用。
小结：这画卷上有山有水，到底有怎样的山？怎样的

水？我们下节课通过学习中间两个自然段来细细体会。
四、课外作业

１．读拼音，写词语。
犾í犼犻ā狀犵
（　　　　）　

犱à狀犵狔à狀犵
（　　　　）　

狕犺ú犳á
（　　　　）

犾狌ò狋狌狅
（　　　　）　

狑ú狓犻á
（　　　　）　

犳ē狀犵犾狌á狀狓犻ó狀犵狑ě犻
（　　　　　　　　）

犫ō犾á狀狕犺狌à狀犵犽狌ò
（　　　　　　　　）　

犾犻á狀犿犻á狀犫ú犱狌à狀
（　　　　　　　　）

２．在括号里填上适当的词语。
（　　　　）的大海　　（　　　　）的西湖

（　　　　）的泰山　　（　　　　）的香山

（　　　　）的山间　　（　　　　）的画卷

３．把下列词语按桂林的山的特点归类。
拔地而起　　　形态万千　　色彩明丽

新生的竹笋　　危峰兀立　　奇峰罗列

怪石嶙峋　　　翠绿的屏障

奇：
秀：
险：
４．把下面排列错乱的句子整理成一段通顺的话。
（　　）近看云似海，像一层浓雾，把那些奇峰异景

遮得无影无踪，大风一吹，雾气飘走，一个一

个的奇妙景象又都展现在眼前。
（　　）黄山的云海真美啊！

（　　）登高看，十里间，就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海洋，
把一座座高山淹没在里面，只露出一个个山

尖，仿佛大海里的小岛，在云里时隐时现，使
人感到如入仙境。

（　　）远看，朵朵白云又像对对白色蝴蝶，围绕着

山峦，翩翩起舞。
５．选词填空。

观赏　　欣赏

（１）一路上，同学们说说笑笑，（　　　）着沿途美景。
（２）王老师很（　　　）小红的作文。

景色　　景象

（３）石灰岩由于水的侵蚀和风化作用，（　　　）万千。
（４）乘船在漓江上掠过，可以饱览壮丽的（　　　）。
６．判断下列各句是否运用了修辞手法，若没有运用

打“×”，若有，写出运用的修辞手法名称。
（１）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　　　　）
（２）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

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　　　　）
（３）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

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
（　　　　）

答案　１．漓江　荡漾　竹筏　骆驼　无瑕　峰峦

雄伟　波澜壮阔　连绵不断　３．奇：拔地而起　奇峰罗

列　形态万千　秀：新生的竹笋　翠绿的屏障　色彩明

丽　险：危峰兀立　怪石嶙峋　４．３　１　４　２　５．（１）
观赏　（２）欣赏　（３）景象　（４）景色　６．（１）比喻　（２）
×　（３）比喻　排比

ＲＪＢ四年级语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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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第 二 课 时

　　一、复习提示

１．听写词语。
２．上节课我们了解到桂林山水像一幅连绵不绝的

画卷，今天我们来具体了解这样的山是怎样的山，这样

的水是怎样的水。
二、巩固提升

（一）学习第２自然段。
１．我们荡舟在漓江上，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什么景

色？（漓江的水。）
２．漓江的水有什么特点呢？请读第２自然段，边读

边画出描写漓江水特点的词语。
３．汇报交流：静、清、绿。
４．出示句子：
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
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
丽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１）作者是怎样写出水的特点的？（先用感叹句概

括，再具体描述。）
（２）读出 作 者 的 感 叹。（自 读、指 名 读）指 导 突 出

“真”字，声调稍高。
（３）师生互为引读，接读前后句，男女生互相读。这

样的水使你产生了什么想法？

（４）请你在每句后面用“我真……”进一步写出漓江

水的特点。
第一句，我真不忍心把船桨伸入水中，唯恐打扰这

静静的江水。
第二句，我真想跳入水中，尽情游泳，再采几块江中

的小石子。
第三句，我真想采下一块翡翠，做成美丽的首饰，那

感觉一定很好。
（５）波澜壮阔的大海固然美，水平如镜的西湖也美，

而漓江的水更美。请你再读一遍，体会漓江那不同寻常

的美。
（６）请你试着用先赞叹再描述的句式，说说漓江水

的其他特点。
漓江的水真甜哪，甜得喝一口让你永远也忘不了。
漓江的水真凉啊，凉得坐在船上都能感觉到阵阵的

清爽。
（７）总结学习方法：体会特点，感情朗读，感悟写法，

想象仿写。

（二）学习第３自然段。
１．仿照第２自然段的学习方法，我们再来和作者一

起去观赏桂林的山。
提示：
（１）自读第３自然段，画出描写山的特点的词语和

句子。
（２）有感情地朗读。
（３）体会写法，欣赏图画，仿照写法再写一写。
２．汇报交流。
（１）特点：奇、秀、险。出示相应的句子。
（２）指名读，说说应该怎样读。师生互读。
（３）写法：先赞叹再描述。
（４）仿写。

①桂林的山真多啊，一座座，一层层，放眼望去，看

不见边，望不见头。

②桂林的山真高哇，像巨大的画笔，像钻天的大树，
像庞大的石狮……直插入云霄，高耸入云。

（５）作者写山时，为什么先写泰山和香山？（对比，
突出桂林的特点。）

三、句段解读

１．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

翠。
“无瑕的翡翠”是说十分纯洁，没有任何斑点的绿色

宝石。为什么把漓江水比作是“无瑕的翡翠”呢？这是

因为漓江水深、水清，水深使水面呈现绿色，加上两岸青

山的映衬，更是一种深绿的颜色。由于水清、水绿，映入

作者眼帘的漓江水似乎是一块纯粹的碧玉。这句话抒

发了作者对漓江水的赞美与珍爱之情。
２．……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奇峰罗列，

形态万千。
这句话写出了桂林一带的山别具一格，山与山之间

各不相连，自成一峰，给人的感觉是拔地而起，正如文中

以新生的竹笋为喻，好像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感觉。
山的形状各异，像……像……，无法说尽，因而用“奇峰

罗列，形态万千”作概括，恰到好处。
３．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

的山，……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一句是全文的总结句。

它的意思是荡舟漓江，观赏桂林的山水，好像是进入了

无比美妙的画境一般，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这句

紧扣中心，并与前文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首尾呼应，抒

　　２　桂林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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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发了作者对祖国秀丽山河由衷的赞叹之情。
结构层次：
全文共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１自然段）：总写乘船游览桂林山水的

原因。
第二部分（第２～３自然段）：具体描写了漓江的水、

桂林的山的美。
第三部分（第４自然段）：总写作者对桂林山水的留

恋之情。
四、课后习题

１．课文写得真美！我要有感情地朗读，还要把课文

背下来。
（１）课文写得真美！我要有感情地朗读。

★老师来指导　本文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风光，
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朗读基调是抒情、
赞美的，语气是亲切欢快的，语调舒展洋溢，节奏明快。
文中第２自然段描写漓江的水，朗读时抓住重点词语，
如“波澜壮阔”“水平如镜”“从没看见过”以及“真静”“真
清”“真绿”等，朗读时要加重语气，体现出漓江的水美。
第３自然段描写桂林的山，抓住重点词语，如“峰峦雄

伟”“红叶似火”“从没看见过”以及“真奇”“真秀”“真险”
等，朗读时要加重语气，体现桂林的山美。最后一个自

然段，总写山水相映的美景，要读出情不自禁的赞叹之

感。
（２）还要把课文背下来。

★老师来指导　首先，熟读课文，把握课文的主体

结构，即先总写“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分别从漓江水

和桂林山这两方面进行分别叙述，最后，总结观赏桂林

山水的总体感受。其次，抓重点词句。如第２、３自然段

中的两个排比句式，以及两处对比写法，都能很好地抓

住课文要点，再连起来熟记。
２．我们来认真读读课文最后一段，再联系上文，说

说自己对桂林山水的感受。

●答案供参考　桂林水是那样的静、清、绿，山是那

样的奇、秀、险，而且山围绕着水，水倒映着山，山清水

秀，一片诗情画意。“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

花，江上竹筏小舟”，就把这连绵不断的画卷点缀得更美

了。
３．我把课文第２自然段抄了下来，你抄了哪些？

●答案供参考　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

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

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

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五、资料库

１．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东北部。桂林一带，奇峰突起，怪石峥嵘，江流弯转，岩

洞幽深，其岩溶奇观为世间罕见，故有“桂林山水甲天

下”之美誉。由于石灰岩地形发育，加上地下水的溶蚀，
使桂林诸山平地拔起。奇峰罗列，犹如竹笋、翠屏、巨

象、骆驼等，形态万千，景色秀丽，尤以象鼻山最为酷肖。
桂林山多岩洞，洞内由石乳、石笋、石柱、石幔、石花组成

各种景物，奇状异态。漓江是桂林的主要河流，与西来

的阳江汇合，流水清澈，游鱼可数，像玉带般旋绕城区。
桂林之阳朔沿江一带，群山峭拔，绿水迂回，景色清幽，
构成长达百里的美丽图画。

桂林不但风景秀丽，而且名胜古迹众多。古往今来，
许多名人都为桂林山水写下了赞美之词，留下两千多件

石刻题记，使桂林的山水同时成为珍贵的文物宝库。
２．陈淼　１９４９年毕业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

研究生部。历任全国文协创作员，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务

所秘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秘书室主任，鞍钢党委组

织部副部长，鞍山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

会专业作家。１９５０年开始发表作品，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早晨集》《春雨集》，中篇小说

《劳动姻缘》，短篇集《炼钢工人》《红榜的故事》，话剧剧

本《红旗歌》（合作）等。
３．阳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

阳朔堪称甲桂林”，这句话高度概

括了阳朔的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

占有的 重 要 位 置，这 里“山 青、水

秀、峰奇、洞巧”，为天下四绝。阳
朔百里山川，处处奇山秀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

辉映，被誉为“中国旅游名县”。阳朔人心灵手巧，制作

的大量书画作品、画扇、大理石、滑石制品、山水盆景、文
化衫、戏剧脸谱、仿古陶器等工艺精湛，畅销国内外旅游

市场。
４．象鼻山　象鼻山位于桂林

市东南漓江右岸，酷似一只大象站

在江边伸鼻吸水，因此得名，是桂

林市的象征。山上有象眼岩，左右

对穿酷似大象的一对眼睛，由右眼

下行数十级到南极洞，洞壁刻“南

极洞天”四字。山顶有一座古老的砖塔矗立山头。远

看，它好像插在象背上的一把剑柄，又像一个古雅的宝

瓶，所以有“剑柄塔”“宝瓶塔”之称。此塔建于明代，高

１３米，雕有普贤菩萨像，因名“普贤塔”。
５．桂林三宝　三宝指的是桂林三种传统土特产：桂

林三花酒、桂林辣椒酱、桂林豆腐乳。桂林三花酒古时

叫“瑞露”，宋代来桂林做官的范成大饮后称赞它“乃尽

酒之妙”。三花酒的酿制要蒸熬三次，曾称三熬酒。因

ＲＪＢ四年级语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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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酒质量好，装入瓶中，用手摇动，酒面上会泛起三层泡

花，因此，人们称它为三熬堆花酒，简称三花酒。桂林辣

椒酱通常是选用优质红辣椒、大蒜头等剁碎，拌入豆豉，
加入三花酒和细盐等，密封入坛，数月之后始成。桂林

辣椒酱油润鲜辣，香醇可口，既可食用佐餐，还可作调味

用。桂林豆腐乳是白腐乳的代表，远在宋代，桂林的豆

腐乳就已出名。桂林豆腐乳制作工艺细腻严谨，制出豆

腐乳块小，质地细滑松软，表面橙黄透明，味道鲜美奇

香，营养丰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
六、类文拓展

桂林山水歌

贺敬之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

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水几重呵，山几重？水绕山环桂林城……是山城

呵，是水城？都在青山绿水中……呵！此山此水入胸

怀，此时此身何处来？

……黄河的浪涛塞外的风。此来关山千万重。马

鞍上梦见沙盘上画：“桂林山水甲天下”……
呵！是梦境呵，是仙境？此时身在独秀峰！心是醉

呵，还是醒？水迎山接入画屏！画中画———漓江照我身

千影，歌中歌———山山应我响回声……
招手相问老人山，云罩江山几万年？———伏波山下

还珠洞，宝珠久等叩门声……鸡笼山一唱屏风开，绿水

白帆红旗来！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
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桂

林山水入胸襟，此景此情战士的心———江山多娇人多

情，使我白发永不生！对此江山人自豪，使我青春永不

老！七星岩去赴神仙会，招呼刘三姐呵打从天上回……
人间天上大路开，要唱新歌随我来！三姐的山歌十万八

千箩，战士呵，指点江山唱祖国……红旗万梭织锦锈，海
北天南一望收！塞外的风沙呵黄河的浪，春光万里到故

乡。红旗下：少年英雄遍地生———望不尽：千姿万态“独
秀峰”！———意满怀呵，情满胸，恰似漓江春水浓！呵！

汗雨挥洒彩笔画：桂林山水———满天下！……
七、课外作业

１．填空。
（１）本文的作者是 ，作者巧妙地用了两个

带引号的句子作为开头和结尾，使人印象颇深，分别是

“ ”和“ ”，这是运用

了 的修辞手法。
（２）文章除了描写漓江水的特点外，还抓住桂林的

山 的特点，而且运用了 、排

比、 等修辞手法。
（３）“我 看 见 过 的 ，玩 赏 过

的 ，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
“我攀登过 的 ，游览过 的

，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这两句话用

两处景观与漓江的水、桂林的山作 ，表现了桂

林山水的 。
（４）本文采用了 的写作顺序，将桂林山水

的秀丽风光展示在我们的眼前。
２．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秋游景山

１０月的北京，阳光灿烂，凉爽的秋风把我们送到了

景山公园。
走进景山大门，抬头望去，高大的万春亭，红柱黄

瓦，在茂密的翠竹映衬下，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山脚下是

一个大花坛，朵朵傲霜的菊花，像节日的礼花一样，五颜

六色，千姿百态。
我们沿着青石铺成的山道拾级而上，来到了万春

亭。举目眺望，那美丽的北京全貌尽收眼底。
东面，一座座高大的楼房，一排排崭新的厂房鳞次

栉比，远远的地方，一个高大的烟囱吐出的白烟，像一缕

缕白纱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飘散开来。
西面，北海公园那洁白如玉的白塔屹立在琼岛的顶

峰，岛的四周是明亮的湖水，湖里游船很多，登高望去，
仿佛是一片片嫩绿的叶子，飘荡在水中。

向南望去，紫禁城庄严的建筑群展现在眼前，橙黄

色的琉璃瓦给故宫披上了一层金装，仿佛一条条金带，
直通雄伟的天安门广场。

远处，是布局整齐、颜色淡雅的一幢幢高楼，我们伟

大的首都———北京，今天正迈着巨人的步伐，朝着现代

化的目标前进。
离开了万春亭，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了果园。

这里果实累累，海棠果摇着它那圆圆的小脸，冲着你点

头微笑，红艳艳的大苹果像挤在一起的胖娃娃，正扒开

绿叶笑眯眯地往外瞧，金黄的大柿子把树枝压弯了腰

……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

太阳慢慢地从西方落下，火红的晚霞映照着天空，
朵朵浮云像一块块红绸，把景山映照得更加美丽了。

（１）写出作者游览景山公园时看到的景色。
——— ——— ——— ———

（２）作者在万春亭是按照 的顺序眺望的。
（３）从文中找出一个比喻句，然后抄下来。

　
　

（４）从文中找出一个拟人句，然后抄下来。

　
　

　　２　桂林山水

11



１２　　　

（５）在文章里，　　　的景色写得最详细，　　　　
的景色写得比较详细， 的景色写得最简略。

答案　１．（１）陈淼　桂林山水甲天下　舟行碧波

上，人在画中游　引用　（２）奇、秀、险　比喻　对比　
（３）波澜壮阔　大海　水平如镜　西湖　峰恋雄伟　泰

山　红叶似火　香山　对比　特点　（４）总分总　２．
（１）万春亭　北海公园　紫禁城　北京城　果园　（２）
由近到远　（５）万春亭　果园　北京全貌

桂林山水景色优美，作者的文字也美，一段段文字就

是一幅幅画。在教学本课时，以学生的品读感悟为主，让
学生读中感悟，读中想象，教师适当地借助多媒体再现美

景，让学生在读和想象中走进多姿多彩的桂林画卷。

３ ! 1 2 3 4 5 6 7

本文是叶圣陶先生早年写的一篇游记。作者以游

踪为序，先写了去双龙洞途中的风光，接着写双龙洞洞

口和来到外洞；再写怎样通过孔隙来到内洞；最后写出

洞。行文中还有一条线索，即作者多次写到水。在途中

是“一路迎着溪流”，来到洞口时，发现“那溪流就是从洞

里出来的”；“在外洞找泉水的来路，原来从靠左边的石

壁下方的孔隙流出”；在内洞，作者看到了“泉水靠着右

边缓缓地流”，听到“声音轻轻的”。以上两条线索十分

清晰。
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一是通过阅读，让学生感受金

华双龙洞自然景观的美，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趣；二
是让学生通过感悟按课文记叙的游览顺序，学习有条理

叙述的表达方式，体会作者用词造句的准确和朴实。

１．认识６个生字，会写１３个生字。正确读写“浙江、
油桐、拥挤、孔隙、仰卧、臀部、稍微、额角、擦伤、蜿蜒、依

据、突兀森郁”等词语。
２．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能

复述“双龙洞”的景象，感受大自然的壮观。
３．领悟按游览顺序进行叙述的写作方法，积累语言。

重点

了解课文内容，感受溶洞的奇观。
难点

学习运用恰当的词句描绘事物和表达思想感情的

方法。

游览路线图，字词卡片，搜集有关溶洞的知识及图片。

� � � �

２课时

'()*+,

　第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不仅在地面上有高山，大海、平
原等自然风光，而且在地下也有很多奇妙的景观，例如

溶洞，这些神奇的溶洞就如同童话世界的迷宫，今天，我
们先去看一看浙江金华的双龙洞。

二、整体感知

１．了解、掌握字词。
（１）读准字音。
“臀”读“狋ú狀”，防止读成“殿”的音。“稍”读“狊犺ā狅”，

不可读成“狓犻ā狅”。“蜿蜒”是前鼻韵母。

ＲＪＢ四年级语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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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２）注意以下生字的笔画。
“簇”字上面是“ ”，下面是“族”字。“乳”字是“孔”

字左上角 添 个“ ”。“蜿 蜒”的“蜒”右 边 是“延 安”的

“延”。
２．了解词语的意思。
山势：指山起伏不平的样子。
变化多端：变化多样的意思。端，头绪。
挤压：本课指左右和上方的山石压向作者的感觉。
名目：指石钟乳和石笋的名称。
气势：本课形容山高大雄伟的样子。
蜿蜒：原指蛇爬行的样子。本文指洞顶的石龙弯弯

曲曲的样子。
进：本课是量词。房屋分为几个庭院，每个庭院称

为一进。课文说内洞有十来进房子那么大，即有十来个

庭院那么大。
３．自学课文，画出游览线路图。（如导入所画的线

路图）
（洞口→外洞→孔隙→内洞）
４．找找文章重点 讲 了 几 个 景 点。（外 洞、孔 隙、内

洞。）
５．为什么这里叫“双龙洞”？
因为内洞的洞顶上蜿蜒着双龙，一条黄龙，一条青

龙，所以叫“双龙洞”。
三、认知贯通

１．指名读文。
２．小组讨论分段。
全文共有８个自然段，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第１自然段）：写４月１４日，“我”游浙江金

华的双龙洞。
第二段（第２、３自然段）：介绍了路上的风光。
第三段（第４自然段）：写洞口和外洞。
第四段（第５自然段）：写由外洞过孔隙到内洞。
第五段（第６、７自然段）：写内洞。
第六段（第８自然段）：写“我”出洞。
３．学习第１自然段。
了解第１自然段的大意：作者在４月１４日游金华的

双龙洞。
４．学习第２～４自然段。
（１）了解第２、３自然段的大意：描述去双龙洞沿途

的美丽景色。
（２）自主欣赏第２、３自然段。

①生Ａ：读懂第２、３自然段写了公路、山、水。

②生Ｂ：作者生动地描述了公路、山、水。
师随后板书，引导学生具体了解公路、山、水的特色。
公路：盘曲而上。

山：映山红（各色）　有精神

油桐（白色）　很不少

沙土（粉红色）　没见过

新绿（或浓或淡）　明艳

水：溪流　宽窄缓急

溪声　变换调子

③生Ｃ：沿途景色优美。

④生Ｄ：感受到作者对景色的热爱。
（３）有感情地朗读第２、３自然段。
师：景色是这样的明媚，想读的同学一起用朗读来

表达对沿途景色的热爱。

①公路、花、沙土、新绿给你什么感觉？（惊奇、新

鲜、美好……）

②请大家读出这份惊奇、新鲜、美好。

③溪流有什么特色？（时急时缓。）

④师：这时急时缓的溪流如诗如乐，老师为大家配

上音乐，大家一齐朗读。

⑤男女生分角色读第３自然段，并体会加点词的好处。
男生：时而

獉獉
宽，时而
獉獉

窄。
女生：时而

獉獉
缓，时而
獉獉

急。
（用上“时而……时而……”等词语，生动地描绘了溪

流的不断变化，让人感受到山势的多变以及水的美好）
（４）学习第４自然段。
谈谈主要内容。

①先写洞口：高　突兀森郁

宽　像桥洞

②次写外洞：宽　像大会堂

课文怎样描写洞口与外洞？读出相应的句子。

　　洞口：在洞口抬头望，山相当高，突兀森郁，
很有气势。洞口像桥洞似的，很宽。

给人的感觉：高、宽、有气势。
师：气势这么宏大的洞口，谁想朗读？想读的一起

来读。

　　外洞：仿佛到了个大会堂，周围是石壁，头上

是高高的石顶，在那里聚集一千或八百人开个会，
一定不觉得拥挤。泉水靠着洞口的右边往外流。

给人的感觉：大、高、很宽敞。
师：作者写外洞运用了什么方法？

生：比喻，仿佛到了个大会堂。
生：列数字，在那里聚集一千或八百人开个会，一定

不觉得拥挤。
注：此处也可采用比较句的方法进行教学。如下所示：

走进去，很宽敞。
走进去，仿佛到了个大会堂｛ 。

　　３　记金华的双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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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喜欢哪一句？为什么？

生：用上比喻句，可以形象、具体、生动地感知到外

洞的大。
师：对，用上比喻句和列数字的方法可以具体、形

象、生动地感知外洞的大。
师：大家喜欢外洞吗？请怀着向往的感情齐读第４

自然段。
四、课外作业

１．读拼音，写词语。
狕犺è犼犻ā狀犵
（　　　）　

犮犺é狀犵狓犻à狀
（　　　）　

狊犺ā狅狑ē犻
（　　　）　

犺é狊犺ì
（　　　）

狉ǔ狕犺ī
（　　　）　

狑ā狀狔á狀
（　　　）　

犼ù犼í
（　　　）　

é狋ó狌
（　　　）

２．多音字组词。

曲 狇ǔ（　　　）

狇ū（　　　｛ ）　　　　
朝
狕犺ā狅（　　　）
犮犺á狅（　　　｛ ）

系
狓ì（　　　）

犼ì（　　　｛ ）　　 　　
调
犱犻à狅（　　　）
狋犻á狅（　　　｛ ）

３．写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明艳———（　　　）　　　森郁———（　　　）
突兀———（　　　） 大概———（　　　）
蜿蜒———（　　　） 观赏———（　　　）
４．连线。
一盏　　　黄龙　　 　　好奇的　　　石顶

一条 油灯 高高的 形状

一簇 小船 奇妙的 心情

一只 野花 奇特的 景物

５．选字义。
异：①不同的；②分开；③另外的、别的；④特别的；

⑤奇怪。
颜色各异

獉
（　　）　　　感觉异

獉
样（　　）

身居异
獉

乡（　　）　　　身首异
獉

处（　　）
６．选择你认为最恰当的词，在下面画“———”。
（１）粉红色的山，各色的映山红，再加上或浓或淡的

新绿，眼前一片（鲜艳　明艳　明亮）。
（２）内洞（一片　一团　一股）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３）工人提着汽油灯，也只能照见小小的一块地方，

余外全是昏暗，不知道有多么（宽敞　宽阔　宽广）。
７．在括号里填入恰当的关联词语。
（１）山上开满了映山红，（　　　）花朵还是叶子，

（　　）比盆栽的杜鹃显得有精神。
（２）我又感觉（　　）把头稍微抬起一点儿，（　　）

会撞破额角，擦伤鼻子。
８．阅读文段，回答问题。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独个儿仰（　　）在小船里，自以

为从后脑到肩背，到臀部，到脚跟，没有一处不（　　）着
船底了，才说一声“行了”，船就慢慢移动。［眼前昏暗

了，可是 还 能 感 觉 左 右 和 上 方 的 山 石 似 乎 都 在 朝 我

（　　）压过来。我又感觉要是把头稍微（　　）起一点

儿，准会（　　）破额角，（　　）伤鼻子。］大约行了二三

丈的水程吧，就登陆了。这就到了内洞。
（１）把下列词语正确地填入文中的括号里。
抬　挤　贴　卧　擦　撞

（２）“［　　］”中的句子写作者 时

的感觉。也进一步说明了孔隙 的特点。
（３）从作者通过孔隙的感受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答案　３．鲜艳　苍郁　突出　大约　曲折　欣赏

　５．①　④　③　①　６．（１）明艳　（２）一团　（３）宽广

　８．（１）卧　贴　挤　抬　撞　擦　（２）从外洞进入内

洞　小

　第 二 课 时

　　一、复习提示

１．检查生字词。
２．上节课我们已经初读了课文，谁能说说作者是按

什么顺序介绍金华的双龙洞的？（游览顺序。）作者分别

介绍了哪些地方？（沿途风光、洞口、外洞、孔隙、内洞。）
二、巩固提升

１．学习第５自然段。
（１）齐读第５自然段。
（２）了解怎么过孔隙，找出句子读一读。

　　怎样小的小船呢？两个人并排仰卧，刚合

适，再没法容第三个人，是这样小的小船。船两

头都系着绳子，管理处的工人先进内洞，在里边

拉绳子，船就进去，在外洞的工人拉另一头的绳

子，船就出来。

（３）在黑板上演示或由学生表演进出洞的经过。
（４）口述进出孔隙的经过。
（５）了解“我”是怎样过孔隙的。找出句子用 “ ”

画出来。
（６）想象自己正在过孔隙，该用什么样的口气朗读？

ＲＪＢ四年级语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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