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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读书吧

学 案

学习目标

1.鼓励学生阅读民间故事，在阅读中掌握中国民间故事的特点，读

懂中国民间故事中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民族情感及道理，在交

流阅读感受的过程中体验阅读的乐趣。

2.创设浓厚的读书氛围，指导学生学会读懂民间故事的方法，并实

际运用到课外阅读中。激发学生产生阅读民间故事的兴趣，学会与

人分享阅读的乐趣。

3.扩充阅读空间，进行广泛阅读，在阅读中引导学生积累丰富的语

言，培养语感，拓展思维，提高语文素养。

学习重难点

【重点】明白民间故事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掌握阅读民间故事的

方法。

【难点】在阅读中引导学生积累丰富的语言，培养语感，拓展思维，

提高语文素养。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阅读感兴趣的民间故事。

二、理解民间故事内容，读懂中国民间故事中丰富的历史知识、深

厚的民族情感及道理。

三、展示自己的阅读成果。

预学自测

1.自由朗读《田螺姑娘》的内容，圈出生字词，不会读的字查字典

解决，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没把握的地方作批注。

2.听范读，注意自己标注的地方，看自己哪些地方读的不准确。

3.再读一遍，把课文读通读顺，然后读给爸爸妈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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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学质疑 在本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困惑或建议请写下来吧！

导入

【播放图片，揭示课题】

1.播放歌曲《从前有座山》，同学们，你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吗？

2.教师谈话：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

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呢？从前有座山……同学们，其实这也

是一个民间故事，小时候爷爷奶奶也许就给你讲过。像这样耳熟能

详的民间故事还有很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民间故事的世界，

去读一读更多的民间故事吧。

共学

【感知故事，阅读交流】

（一）了解民间故事。

1.什么是民间故事呢？我们试着给民间故事下一个定义。

（民间故事就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情节夸张、

充满幻想，大都表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

对劳动人民坚贞不屈的精神的赞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神话

传说、传奇故事、生活故事、才子佳人故事、公案故事。）

2.你知道哪些中国民间故事？你是怎样知道的？

（指名回答）

（《田螺姑娘》《梁山伯与祝英台》《八仙过海》……）

3.在第三单元，我们学习了三篇有关民间故事的课文，说说你读后

的感受。

（指名回答）

（这些民间故事通俗易懂，内容有趣，很感人……）

4.课件出示教材上的卡片内容，让学生说说读后的收获。

（1）作为一种口头艺术，民间故事一般有固定的类型和重复的段落，

这是为了在讲述中方便记忆，同时加深听众的印象。

（2）民间故事寄托着人们朴素的愿望：正义却弱小的主人公总是能

够打败强大的对手，心地善良的穷人最终会丰衣足食，过上幸福的

生活。

5.教师小结：民间故事写的都是人民群众中间流行的一些故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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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寄托了人民群众的一些美好愿望。你讲，我

听；我讲，他听。就这样口耳相传，到今天仍然吸引着我们。

（二）品读《田螺姑娘》。

1.课件出示故事片段。

2.自由读片段。

3.赏析。

（1）学生齐读。读完后，你的心情怎样？你从这个故事中体会到了

什么？

（2）这个美丽的故事打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而那优美的文笔更是

令人难忘。再读一读，把文中最吸引你的那些情节（自己最感兴趣、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找出来，用“”标出来，并认真读一读，细细

品味，在旁边写写自己的感受。

（3）小组讨论。

（4）全班交流，教师相机点拨。

（5）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6）小结：读书时，我们不仅要知道文中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还

要在文中把最吸引你的那些情节或自己最感兴趣、印象最深刻的地

方找出来，用“ ”标识出来，认真读一读，细细品味。并在旁边写

写感受。读完以后，还要想一想，故事中写了哪些人物？主人公是

谁？他（她）又是怎样的人？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画出相关语句、

圈出相关词语。这是我们读书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只有这样，才

能把故事读懂、读深、读透。

（三）了解外国民间故事。

1.你读过哪些外国民间故事？

（指名说）

预设：渔夫和雄人鱼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阿拉丁和神灯

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2.引导学生了解欧洲和非洲的民间故事。（课件出示相关故事）

3.教师小结：民间故事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们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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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别样的风情，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感受外国民间故事的精彩。

【课堂小结】

同学们，让我们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吧，从更多民间故事中汲取精

神的养料，并从故事中感知真善美的意义。相信有民间故事相伴的

日子里，我们的生活会增添更多的美好！

随堂练习

一、选择题

1．下列关于有创造性地描述故事的方法，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可以把自己设想成故事中的人物，以他的口吻讲，让人有身临其

境的感觉。

B．可以大胆想象，为故事增加合理的情节，让故事更加生动、形象。

C．为了让故事更有新鲜感，可以改变故事的主要内容。

D．讲民间故事，还可以变换情节的顺序，先讲结局，设置一些悬念

吸引听众。

2．下列民间故事与国家或地区不对应的一项是（ ）

A．《小拇指》——印度

B．《日月潭的传说》——中国

C．《聪明的牧羊人》——欧洲

D．《曼丁之狮——松迪亚塔》——非洲

3．列那与叶森格伦到神父家偷吃美食，列那逃脱了，而叶森格伦却

被抓，为什么？（ ）

A．叶森格伦还在吃东西。

B．洞口太小，叶森格伦肚子太大了，钻不出去。

C．叶森格伦受伤了。

4．“劈山救母”的故事情节出自（ ）

A．《葫芦娃》 B．《宝莲灯》 C．《白蛇传》 D．《拔萝卜》

二、填空题

5．请把下面的字词语补充完整。

风尘（_____）（_____） （_____）（_____）有礼 忠心（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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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倾（_____）大（_____） （_____）水（_____）接 （_____）不

转（_____）

不（_____）不（_____）

三、语言表达

6．根据提示，把句子写具体。

牛郎和织女见面了。（两人见面的时间、地点是什么？当时的环境是

怎样的？见面时他们的心情如何？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发挥

想象，将句子扩写成一个具体的片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在课外阅读中，你一定读了很多民间故事，请把你最喜欢的一个

民间故事介绍给同学吧!

故事名：《________________》

故事中最喜欢的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列关于民间故事的特点，对的打“√”，错的打“×”。

8．年代久远，多以口头形式传播，往往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历程而传

承下去，经久不衰。（______）

9．从生活本身出发，但又并不局限于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认为真实

的合理范围之内的，大多寄托着人们朴素的愿望，有些还具有教育

意义。（______）

10．因为受众教育水平较低，所以故事内容比较杂乱，没有固定的

类型和重复的段落。（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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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1．C

2．A

3．B

4．B

5．仆 仆 彬 彬 耿 耿 盆 雨 天 相 目

睛 折 扣

6．在农历七月初七这天，牛郎和织女终于见了面。那天夜里，天上缀满了闪闪

发光的星星。鹊桥之上，织女和牛郎深情对望，激动不已，抱着他们的儿女，互

相倾诉衷肠。

7．木兰从军 花木兰 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是一个有孝心的巾帼

英雄。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