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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生， 诗人，儿童文学家，1939年8月生于上海
，天津市静海县人，长期从事少儿报刊编辑工作，
曾任《少年报》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从20
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创作的集童话、诗歌、散文于一
体的文学作品，作品抒情、幽默，篇幅短小，富有
儿童情趣和内涵，颇受小读者喜爱。本课就选自张
秋生的童话集《小巴掌童话》。

作者简介



梧桐树叶

知 识 卡 片



    看生字，读一读

洼  印    凌    增    棕   靴 



洼 wā       印 yìn
 凌 líng   增 zēng    
棕 zōng   靴  xuē   

生字都读对了吗



会写字详解
• 铺

• 总笔画数：12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pū
• 组词：铺满

• 易错提示：最后一笔是点。



• 泥

• 总笔画数：8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ní
• 组词：水泥

• 易错提示：“尸”不要写成“户”。



• 晶

• 总笔画数：12画   
• 结构：“品”字结构

• 拼音：jīng
• 组词：水晶

• 易错提示：不要写成了左右结构。



• 紧

• 总笔画数：10画   
• 结构：上下结构

• 拼音：jǐn
• 组词：紧张

• 易错提示：上短下长



• 院

• 总笔画数：9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yuàn
• 组词：院子

• 易错提示：注意“阝”的写法。



• 印

• 总笔画数：5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yìn
• 组词：手印

• 易错提示：右边不要写成“阝” 。



仅做学习交流，谢谢！

仅做学习交流，谢谢！

语文：初一新生使用的是教育部编写的教材，也称“部编”教材。“部编本”是指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部编本”除了语文，还有德育和历史。现有的语文教材，小学有12种版本，初中有8种版本。这些版本现在也都做了修订，和“部编本”一同投入使用。“部编本”取代原来人教版，覆盖面比较广，小学约占50%，初中约占60%。今秋，小学一年级新生使用的是语文出版社的修订版教材，还是先学拼音，后学识字。政治：小学一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两个版本，小学一年级和初一的政治教材不再叫《思想品德》，改名为《道德与法治》。历史：初一新生使用华师大版教材。历史教材最大的变化是不再按科技、思想、文化等专题进行内容设置，而是以时间为主线，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设置。关于部编版，你知道多少？为什么要改版？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一新教材的五个变化一、入学以后先学一部分常用字，再开始学拼音。汉字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但拼音作为一个符号，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接触、使用都很少，教学顺序换一换，其实是更关注孩子们的需求了。先学一部分常用常见字，就是把孩子的生活、经历融入到学习中。二、第一册识字量减少，由400字减少到300字。第一单元先学40个常用字，比如“地”字，对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在童话书、绘本里可以看到，电视新闻里也有。而在以前，课文选用的一些结构简单的独体字，比如“叉”字，结构比较简单，但日常生活中用得不算多。新教材中，增大了常用常见字的比重，减少了一些和孩子生活联系不太紧密的汉字。三、新增“快乐阅读吧”栏目，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教材第一单元的入学教育中，有一幅图是孩子们一起讨论《西游记》等故事，看得出来，语文学习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阅读表达，通过读

故事、演故事、看故事等，提升阅读能力。入学教育中第一次提出阅读教育，把阅读习惯提升到和识字、写字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新增“和大人一起读”栏目，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课外阅读。有家长担心会不会增加家长负担，其实这个“大人”包含很多意思，可以是老师、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也可以是邻居家的小姐姐等。每个人讲述一个故事，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人比较精炼，有人比较口语化，儿童听到的故事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语文素养。五、语文园地里，新增一个“书写提示”的栏目。写字是有规律的，一部分字有自己的写法，笔顺都有自己的规则，新教材要求写字的时候，就要了解一些字的写法。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孩子并不是只会打字就可以，写字也不能弱化。二为什么要先识字后学拼音？一位语文教研员说，孩子学语文是母语教育，他们在生活中已经认了很多字了，一年级的识字课可以和他们之前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原先先拼音后识字，很多孩子觉得枯燥，学的时候感受不到拼音的用处。如果先接触汉字，小朋友在学拼音的过程中会觉得拼音是有用的，学好拼音是为了认识更多的汉字。还有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说：“我刚刚教完一年级语文，先学拼音再识字，刚进校门的孩子上来就学，压力会比较大，很多孩子有挫败感，家长甚至很焦急。现在让一年级的孩子们先认简单的字，可以让刚入学的孩子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消除他们害怕甚至恐惧心理。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新教材，字都比较简单，很多小朋友都认识。”



• 排

• 总笔画数：11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pái
• 组词：排列

• 易错提示：不要写得左宽右窄。



• 列

• 总笔画数：6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liè
• 组词：陈列

• 易错提示：注意“列”是边音，不是鼻
音。



• 规

• 总笔画数：8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guī
• 组词：规则

• 易错提示：最后一笔是“竖弯钩” 不
要写成“点” 。



• 则

• 总笔画数：6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zé
• 组词：原则

• 易错提示：注意“贝”不要写成
“见”。



• 乱

• 总笔画数：7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luàn
• 组词：混乱

• 易错提示：此字拼音不是nuàn



• 棕

• 总笔画数：12画   
• 结构：左右

• 拼音： zōng
• 组词：棕色

• 易错提示：不要忘 了左边的“木”。



• 迟

• 总笔画数：7画   
• 结构：半包围

• 拼音： chí
• 组词：迟到

• 易错提示：注意先写“尺”再写“
辶”。



我会读词语

铺满       水泥     水晶   院子
手印       图案     排列   规则 
迟到       凌乱     明朗   熨帖          



现在让我们静静地思考一下：
1.课文分几部分，每部分主要写了什么？

2.通过上下文你理解了哪些词语？



         问 问 答 答

   现 在 交 流 一 下！



1．从哪里可以看出门前

水泥道的美？在文中找出

相关的句子。

2.小组内合作交流。



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这是
一块印着落叶图案的，闪闪发光的地毯
，从脚下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
直到路的尽头……



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都像一个
金色的小巴掌，熨帖地、平展地粘在
水泥道上。它们排列得并不规则，甚
至有些凌乱，然而，这更增添了水泥
道的美。



我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一片一片仔细地
数着。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靴。你瞧
，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在秋天金黄
的叶丛间，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



1.你能说一个打比方的句子吗？

2.短文描写的是什么季节?

3.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样的美景?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多美的发现啊！你在
上学或放学路上看到了什

么样的景色？



拓展练习

1、照样子，写词语。

湿漉漉（     ）（    ）  金黄金黄（     ）（      ）       

2、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词语。

（       ）的水泥道      （       ）的水洼

（       ）的麦苗        （       ）的树叶

3、根据短文内容填空。

（1）水泥道像_                  _。

（2）梧桐树的落叶像_                _。

（3）棕红色的小雨靴像                 _。

（4）我还知道：       像      。





谢谢！

仅做学习交流，谢谢！仅做学习交流，谢谢！

语文：初一新生使用的是教育部编写的教材，也称“部编”教材。“部编本”是指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部编本”除了语文，还有德育和历史。现有的语文教材，小学有12种版本，初中有8种版本。这些版本现在也都做了修订，和“部编本”一同投入使用。“部编本”取代原来人教版，覆盖面比较广，小学约占50%，初中约占60%。今秋，小学一年级新生使用的是语文出版社的修订版教材，还是先学拼音，后学识字。政治：小学一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两个版本，小学一年级和初一的政治教材不再叫《思想品德》，改名为《道德与法治》。历史：初一新生使用华师大版教材。历史教材最大的变化是不再按科技、思想、文化等专题进行内容设置，而是以时间为主线，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设置。关于部编版，你知道多少？为什么要改版？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一新教材的五个变化一、入学以后先学一部分常用字，再开始学拼音。汉字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但拼音作为一个符号，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接触、使用都很少，教学顺序换一换，其实是更关注孩子们的需求了。先学一部分常用常见字，就是把孩子的生活、经历融入到学习中。二、第一册识字量减少，由400字减少到300字。第一单元先学40个常用字，比如“地”字，对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在童话书、绘本里可以看到，电视新闻里也有。而在以前，课文选用的一些结构简单的独体字，比如“叉”字，结构比较简单，但日常生活中用得不算多。新教材中，增大了常用常见字的比重，减少了一些和孩子生活联系不太紧密的汉字。三、新增“快乐阅读吧”栏目，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教材第一单元的入学教育中，有一幅图是孩子们一起讨论《西游记》等故事，看得出来，语文学习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阅读表达，通过读

故事、演故事、看故事等，提升阅读能力。入学教育中第一次提出阅读教育，把阅读习惯提升到和识字、写字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新增“和大人一起读”栏目，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课外阅读。有家长担心会不会增加家长负担，其实这个“大人”包含很多意思，可以是老师、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也可以是邻居家的小姐姐等。每个人讲述一个故事，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人比较精炼，有人比较口语化，儿童听到的故事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语文素养。五、语文园地里，新增一个“书写提示”的栏目。写字是有规律的，一部分字有自己的写法，笔顺都有自己的规则，新教材要求写字的时候，就要了解一些字的写法。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孩子并不是只会打字就可以，写字也不能弱化。二为什么要先识字后学拼音？一位语文教研员说，孩子学语文是母语教育，他们在生活中已经认了很多字了，一年级的识字课可以和他们之前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原先先拼音后识字，很多孩子觉得枯燥，学的时候感受不到拼音的用处。如果先接触汉字，小朋友在学拼音的过程中会觉得拼音是有用的，学好拼音是为了认识更多的汉字。还有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说：“我刚刚教完一年级语文，先学拼音再识字，刚进校门的孩子上来就学，压力会比较大，很多孩子有挫败感，家长甚至很焦急。现在让一年级的孩子们先认简单的字，可以让刚入学的孩子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消除他们害怕甚至恐惧心理。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新教材，字都比较简单，很多小朋友都认识。”



谢谢！

仅做学习交流，谢谢！仅做学习交流，谢谢！

语文：初一新生使用的是教育部编写的教材，也称“部编”教材。“部编本”是指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部编本”除了语文，还有德育和历史。现有的语文教材，小学有12种版本，初中有8种版本。这些版本现在也都做了修订，和“部编本”一同投入使用。“部编本”取代原来人教版，覆盖面比较广，小学约占50%，初中约占60%。今秋，小学一年级新生使用的是语文出版社的修订版教材，还是先学拼音，后学识字。政治：小学一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两个版本，小学一年级和初一的政治教材不再叫《思想品德》，改名为《道德与法治》。历史：初一新生使用华师大版教材。历史教材最大的变化是不再按科技、思想、文化等专题进行内容设置，而是以时间为主线，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设置。关于部编版，你知道多少？为什么要改版？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一新教材的五个变化一、入学以后先学一部分常用字，再开始学拼音。汉字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但拼音作为一个符号，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接触、使用都很少，教学顺序换一换，其实是更关注孩子们的需求了。先学一部分常用常见字，就是把孩子的生活、经历融入到学习中。二、第一册识字量减少，由400字减少到300字。第一单元先学40个常用字，比如“地”字，对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在童话书、绘本里可以看到，电视新闻里也有。而在以前，课文选用的一些结构简单的独体字，比如“叉”字，结构比较简单，但日常生活中用得不算多。新教材中，增大了常用常见字的比重，减少了一些和孩子生活联系不太紧密的汉字。三、新增“快乐阅读吧”栏目，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教材第一单元的入学教育中，有一幅图是孩子们一起讨论《西游记》等故事，看得出来，语文学习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阅读表达，通过读

故事、演故事、看故事等，提升阅读能力。入学教育中第一次提出阅读教育，把阅读习惯提升到和识字、写字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新增“和大人一起读”栏目，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课外阅读。有家长担心会不会增加家长负担，其实这个“大人”包含很多意思，可以是老师、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也可以是邻居家的小姐姐等。每个人讲述一个故事，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人比较精炼，有人比较口语化，儿童听到的故事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语文素养。五、语文园地里，新增一个“书写提示”的栏目。写字是有规律的，一部分字有自己的写法，笔顺都有自己的规则，新教材要求写字的时候，就要了解一些字的写法。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孩子并不是只会打字就可以，写字也不能弱化。二为什么要先识字后学拼音？一位语文教研员说，孩子学语文是母语教育，他们在生活中已经认了很多字了，一年级的识字课可以和他们之前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原先先拼音后识字，很多孩子觉得枯燥，学的时候感受不到拼音的用处。如果先接触汉字，小朋友在学拼音的过程中会觉得拼音是有用的，学好拼音是为了认识更多的汉字。还有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说：“我刚刚教完一年级语文，先学拼音再识字，刚进校门的孩子上来就学，压力会比较大，很多孩子有挫败感，家长甚至很焦急。现在让一年级的孩子们先认简单的字，可以让刚入学的孩子们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消除他们害怕甚至恐惧心理。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新教材，字都比较简单，很多小朋友都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