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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搭石（第一课时）

学 案

学习目标

1.会认本课 7个生字，会写 10 个生字，认识多音字“间”，理解生

字组成的词语。

2.学习用较快速度默读课文，做到注意力集中，不回读。

3.初步感知文意，了解课文内容。

学习重难点
【重点】学习用较快速度默读课文，做到注意力集中，不回读。

【难点】初步感知文意，了解课文内容。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观看《搭石》课文朗读（动画），自己试着通顺、流畅地朗读课

文，注意朗读节奏与感情。

二、圈出本课要求会认的生字、要求会写的生字，多读几遍。试着

做生字卡片。

三、搜集信息

试着通过书籍、网络等方式搜集关于家乡的知识，并和大家分享。

小组讨论推荐出最有代表性的信息。

预学自测

1.自由朗读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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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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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今天给同学们带来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同学们想听

吗？

诗歌导入：

朗诵。“绿也无愁，红也无怨，无愁无怨的农家院，不是不知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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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愁苦都能咽！甜的是一树雪梨，辣的是紫皮大蒜，苦的是一畦莴

苣，一架葡萄酿着酸……人生滋味万千般，农家品尝个最全！”

这是刘章所写的诗歌《绿也无愁》，作者通过他的诗歌为土地、

为山民纵情歌唱。今天，老师带大家一起去刘章的家乡，去看看给

作家刘章留下深刻印象的《搭石》。

（课题：5.搭石。 读课题。）

共学

【我来读课文，我来学生字】

1.听老师读朗读课文，学生边听边画出生字词并会读。

2.学生自由读课文，把生字多读几遍，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3.老师引导学生读出感情。

4.认读生字词，交流识字方法。

【整体感知】

1.老师示范朗读，学生认真倾听。

2.学生借助拼音自主练习朗读，将古诗读正确、读流利。

3.初读指导（注意读准字音、节奏。）

【品读感悟】

1.默读课文。提出要求：

（1）不认识的字可以看拼音，或者请教老师和同学。

（2）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圈出生字词；

（3）读通每个句子，读不通顺的多读几遍；

（4）给每个自然段写上序号。

2.请大家带着这些问题读课文。

读一读，小组讨论交流，借助课文的语句说一说。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总结】

本节课我们通过快速默读课文，掌握了字音，学习了本课生字，

理解了词语含义，并掌握了识字、理解词语的方法，让我们对搭石

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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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练习

【书写汉字，相机指导】

1.读拼音写词语。

（1）家乡的小溪的流水常年不断。每年 xùn qī( )，shān hónɡ

bào fā( )，溪水猛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

（2）水坑中的石头放 pínɡ wěn( )了，我们才能过去。走的

时候，身体要保持 pínɡ hénɡ( )。

2.给下面的字加偏旁成为另一个字，并组词。

急 （ )( ) 共 （ )( )

孟 （ )( ) 张 （ )( )

库 （ ）( ) 犬 （ )( )

3.选词填空。

要是……就 …… 无论……只要……就……

如果……就…… 因为……所以……

（1）( )前面的人突然停住，后边的人没处落脚，( )会掉

进水里。

（2）上了点年岁的人( )怎样急着赶路，( )发现哪块搭石不

平稳， ( )一定会找来合适的石头搭上。

（3）( )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 )会伏下身子背老

人过去。

（4）( )别处都有搭石，惟独这一处没有，人们( )会谴责这

里的人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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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

1.2.3（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1.读拼音写词语。略

（1）汛期、山洪暴发

（2）平稳、平衡

2.略

3.（1）如果……就……

（2）无论……只要……就……

（3）要是……就 ……

（4）如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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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搭石（第二课时）

学 案

学习目标

1.学习用较快速度默读课文，做到注意力集中，不回读。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通过具体事例，抓重点词句、联系上下

文等方法，体会乡亲们纯朴、勤恳、老幼相敬的可贵品质和一心为

他人着想的美好品德。

3.学习作者仔细观察、生动描写的方法，培养留心观察、用心感受

的习惯。

学习重难点

【重点】学习用较快速度默读课文，做到注意力集中，不回读。

【难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通过具体事例，抓重点词句、联

系上下文等方法，体会乡亲们纯朴、勤恳、老幼相敬的可贵品质和

一心为他人着想的美好品德。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课文是按照什么顺序介绍搭石的吗？

二、如果没有搭石，家乡的人们怎么过小溪呢？用课文中的句子来

说一说。

三、找出最喜欢的自然段，多读几遍，并试一试谈谈自己的感受。

预学自测 复习生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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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字词，格言导入，确立学习交流话题：

1.复习生字词，纠正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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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荐格言—“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说说对格言的理解。

3.确立学习话题“寻找一片美的风景”（板书课题：搭石）

共学

【课文解读】

1.打开书本，去仔细地寻找一下，作者所说的那道风景究竟是什么？

如果找到了你就把它用波浪线画下来。注意，读课文时字字读响亮，

句句读通顺。

2.交流反馈

①作者所说的那道风景究竟是什么？

②复习旧知“什么是搭石？”根据书中描写搭石的句子，说说自己

的理解。课件出示“搭石图”，加深理解。

③你走过搭石吗？如果你在上面走会出现怎样的情景？

3.聚焦中心句：对，这就是有趣的搭石，它——“搭石，构成了家

乡的一道风景”，诵读。

4.紧扣“风景”，谈话激疑：

是的，小小的搭石，其实就是为方便小溪两岸人们的行走，而放在

小溪中的几块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石头。可是，读到这里，老师

心中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生活中，能被称之为风景的，大多是

非常有名的景物，如杭州西湖，黄山奇石。可这么几块平平常常的

石头，怎么能说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呢？其原因究竟何在？让我

们再度走进课文，去细细寻找，精心品味吧！

三、品读文本，鉴赏搭石图，感受风景这边独好

1.传递读文方法：（边读边想象画面）

静静地默读课文，找出写走搭石的句子，想象画面。

2.反馈：通过读文，你仿佛看到了哪些精美的画面？

①上了年纪的人调整搭石，直到满意才离去。

走搭石的人们不抢路，动作协调有序。

两人面对面走搭石过河时，会互相谦让。（随机板书：细细摆放为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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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背年长的老人过搭石。

……

②透过语言文字，能想象出这么多画面。就让我们来细细鉴赏这一

块块搭石，感受这字里行间中所描述的最美的、最让我们感动的风

景。

3.精读课文，品词品句：

（1）鉴赏画面一：“众人走搭石，协调有序声影美。”

①自由读读第三自然段，说说美在哪里，你从哪些字词中感受到？

②从哪些字词中感受到搭石上的美？从哪些地方看出来他们的动作

非常协调有序？（理解：“紧走搭石慢过桥”“清波漾漾、人影绰绰”

等词）重点体会乡亲们是怎么走的。

③能通过朗读把这和谐的画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吗？先自己试试。

协调有序走搭石

④序朗读，感受语言的诗意美。

把它变成一首小诗，看多美，让我们一起来读读。

每当上工、下工，

一行人走搭石的时候，

动作是那么协调有序！

前面的抬起脚来，

后面的紧跟上去，

踏踏的声音，

像轻快的音乐；

轻波漾漾，

人影绰绰，

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啊！听着同学们的朗读，我感觉这好像是一个清早，晨雾还没有散

去，人们便早早地出工了，走在这搭石上，没有人说话，只有这清

波漾漾，人影绰绰；（导读中心句：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搭石，构

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也许这是一个黄昏，夕阳洒下了它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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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光辉，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回来了，一路欢歌笑语，身体是疲惫的，

脚步却是轻快的“踏踏”，在这一块块搭石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乡民

们配合默契的身影，也看到了他们辛勤的劳作和对生活的热爱。（导

读中心句：不禁让我们赞叹到——“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2）鉴赏画面二：“两人走搭石，谦让敬老传递美”。

①谈话导入：当然，走搭石时，也有“撞车”的时候，请你读读下

面这一段，把你最受感动的地方找出来。（有感情地读，体会对这个

地方的感受和理解。）

②交流：说说自己的感动之处，再读好它。

如果有两个人面对面同时走到溪边，总会在第一块搭石前止步，招

手示意，让对方先走，等对方过了河，俩人再说上几句家常话，才

相背而行。

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总要伏下身子背老人过去，人们把

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③品味：什么叫“理所当然”？“人们都把哪些事看成是理所当然

的事”？

④指导朗读：

是的，一块块普通的搭石，演绎着山里人特有的的淳朴、善良、谦

让和敬老，也深深地敲击着我们的心灵！来，让我们把心中的这份

感动，通过朗读告诉大家吧。

引读：经常到山里的人，大概都见过这样的情景：

如果——（ ）；假如——（ ）。

4.拓展：补充画面，提炼情感。

假如——还有哪些假如呢？走搭石的时候，还会有哪些感动我们的

画面吗？请你把心中想象到的情景写下来。（出示作业纸，轻声播放

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小小的搭石，演绎着人间的真情，我能试着写一写：

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就要伏下身子背老人过去，人们

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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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碰上赶集的日子……人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遇到了下雪天……人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遇到孩子上学……人们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假如（……）

5.小结：回扣中心句：（随机板书：谦让敬老见真情）

是啊，正是这一幕幕熟悉而感人的画面，传递着乡民们互相谦让、

互相帮助的美好情感，也让——（齐读：“这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

风景。”）

【总结】

《搭石》让我们感受了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体会到人与人

相互关爱，生命才更有意义，人生才更幸福。在我们生活中，美无

处不在。美到处都有，只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世界将会变

得更美好。

随堂练习

【课文理解】

1.选择正确答案填空。

（1）下列与“经常到山里的人,大概都见过这样的情景”这句话中

的“情景”意思接近的是( )。

A.景色 B.情形 C.景物 D.情绪

（2）搭石( )联结着故乡的小路,( )联结着乡亲们美好

的情感。句中应填入的关联词是( )。

A.因为……所以…… B.不仅……也……

C.只要……就…… D. 虽然……但是……

（3）读一读下面的句子,判断它们分别从什么角度描写了搭石的美。

A.音乐美 B.画面美 C.心灵美

①秋凉在即,人们精心挑选平整方正的石头摆放在小溪中。

( )

②急着赶路的老人,如果发现搭石不稳,就及时调整,直到满意才肯

离去。( )

（4）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是家乡的一道风景,而家乡更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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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 )。

A.家乡的山水 B.家乡的特产

C.家乡的建筑 D.家乡的人

（5）温馨的场景：因为有了搭石，家乡有了很多温馨的事情，它们

有( )(多选)

A．两个人面对面同时走到溪边，他们会招手示意，让对方先走。

B．搭石边经常有乡亲们亲热的聊天问候声。

C．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会自愿背老人过去。

（6）“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

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对这句话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作者借搭石颂扬了无私奉献、一心为他人着想的美好品质。

B．一排排搭石，静静地躺在溪水里，任人踩踏，就像一条小路，可

有可无。

C．一排排搭石是乡亲们相亲相爱、友好互助的情感纽带。

D．这句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揭示了作者描写搭石的目的。

2.课内阅读，精彩片段赏析。

家乡有一句“紧走搭石慢过桥”的俗语。搭石，原本就是天然

石块，踩上去难免会活动，走得快才容易保持平衡。人们走搭石不

能抢路也不能突然止步。如果前面的人突然停住，后边的人没处落

脚，就会掉进水里。每当上工、下工，一行人走搭石的时候，动作

是那么协调有序!前面的抬起脚来，后面的紧跟上去，踏踏的声音，

像轻快的音乐;清波漾漾，人影绰绰，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1）从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易于——( ) 平稳——( )

假如——( ) 停脚——( )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意思：

协调有序：

人影绰绰：

（3）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是一个 ( )句，把 ( ) 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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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这段话主要讲的是：( )

①家乡的搭石很美。 ②我爱家乡的搭石。 ③过搭石的速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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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

一、 本文按照话搭石、摆搭石、走搭石、赞搭石的顺序介绍的。

二、 山洪过后，人们出工、收工、赶集、访友，来来去去，必须脱鞋挽裤。

三、 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1.选择正确答案填空。

（1）B

（2）B

（3）（3.1）C

（3.2）C

（4）D

（5）ABC

（6）B

2.（1）易于—( 容易 ) 平稳—( 平衡 ) 假如—( 如果 ) 停脚—(停步)

（2）协调有序：相互协调，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很和谐。 人影绰绰： 当视线模

糊时在视觉上感觉人一个接一个并没有直接看见人本身只看见人影，形容人影多，

姿态美。

（3）比喻句，把走路的声音比作音乐。

（4）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