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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我的心儿怦怦跳

学 案

学习目标

1.选一件令自己心儿怦怦跳的事情写下来，做到语句通顺，内容具

体。引导学生观察、思考身边熟悉的事情，丰富习作的素材。

2.指导学生初步掌握如何把事情的经过写完整、具体，并写清自己

感受的习作方法。

3.积累描写心情的词语。培养学生独立构思和认真修改习作的良好

习惯。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学习重难点

【重点】初步掌握如何把事情的经过写完整、具体，并写清自己感

受的习作方法。

【难点】能够写清楚事情的经过和当时的感受，能恰当运用描写心

情的词语或短语。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二、和家长说一说让自己印象最深刻、感受最深的一次经历。

三、搜集信息

在网上搜集关于描写心情的作文进行赏析。

预学自测 动笔写一写让自己感受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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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导入】

1.老师：同学们，在校园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一定发生

过许多令你心儿怦怦跳的事情。那么，哪些事情使你心儿怦怦跳呢？

2.师生交流。适当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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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学

【析比较，选择素材】

1.过渡语：同学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当你打开记忆的闸门，

你亲身经历的一桩桩、一件件美好的往事便会浮现在眼前，有的令

你高兴，有的令你难过，有的令你紧张，有的令你激动。现在，我

们来比较一下，看看下面的哪件事情使你更难忘。

（1）没听妈妈的劝告，把钱放在浅衣兜里，结果跑步时弄丢了。

（2）不听爸爸的话，在火车站乱跑，与爸爸走散，急得爸爸差点

儿犯了心脏病。

（3）不遵守交通规则，骑自行车闯红灯，被警察批评。

（4）不遵守交通规则，翻越隔离栏杆，后背被铁签子划破，缝合

了十几针，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

2.学生在四人学习小组内讨论，然后全班交流。重点要说清楚当

时的心情。

以上所举四个事例，都可以称得上难忘，但是比较起来就可以发

现：（1）（2）虽然原因都是不听家长的话，但所犯错误造成的结果

不同，程度不同。所以（2）要比（1）难忘。（3）（4）虽然原因都

是不遵守交通规则，但一个只是被警察批评，另一个是以“血”换

教训，显然，后者比前者令人难忘。

3.学生在学习小组内交流，确定或调整习作素材。老师提出以下

要求：（1）你为什么要向大家介绍这件事？（2）你还有更值得向大

家介绍的事情吗？如果有，可以调整。

4.学生自己先想想，同桌相互启发议论，然后在全班交流令自己

心儿怦怦跳的事情。

提示：要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

果。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写具体、写清楚。

【交流词句，学以致用】

1.好词

百感交集 感慨万千 欢天喜地 欢欣鼓舞 悲痛欲绝

忧心如焚 忧心忡忡 闷闷不乐 欣喜若狂 垂头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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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战心惊 柔肠寸断 悔恨交加 惊喜交集 喜不自胜

喜出望外 愤愤不平 悲喜交加 提心吊胆 悲不自胜

义愤填膺 痛不欲生 痛心疾首 痛快淋漓 痛哭流涕

挨了棒的狗——气急败坏 挨了霜的狗尾巴草——蔫了

矮子过河——安（淹） 心熬尽了灯油——烧心（芯）

包子熟了不揭锅——窝气 鼻梁上放菜刀——好险

鼻尖上抹黄连——眼前苦 鼻子上冒烟——急在眼前

2.好句

●可喜的一天终于来了，我的作文在报纸上发表了，当我把报纸

拿在手里时，我是多么激动啊！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不知用什

么语言来表达内心的喜悦，眼里含着的泪花不由得掉了下来，也许，

这就是表达吧！

●我失望极了，泪脸比挨霜打的芭蕉叶还要蔫黄。一个接一个的

失败，像倾盆大雨一样把我心头的希望之火浇灭了。我突然尝到一

股失望的苦水，这苦水，淹没了我全部的期待。

●看着冰场上的人穿梭一般滑来滑去，我的心十分激动，也急忙

换上冰鞋，上场去了。开始的几步，多少有些生疏的感觉，转了几

圈之后，我逐渐恢复了常态。我向前滑行，左右转弯，猛然停止，

倒退滑行……

●她的老伴儿病倒了，她脸上蛛网般的皱纹更深了，两道眉毛拧

成的疙瘩锁到一块儿了。

●望着满地的碎瓶胆片，我紧张得张开了嘴巴，呆呆地立在那儿，

心里忐忑不安，万一爸爸回来发现了，又会狠狠批评我一顿，怎么

办？

●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真不是滋味。

●我感觉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我。孤独、寂寞、失落将我压得喘

不过气来。

●这一次，我的心情异常紧张。我生怕爸爸妈妈因为来不及回家

而不来接我！我生怕……我紧张，害怕，此时此刻，我屏住呼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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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着爸爸妈妈出现。

●他绝望得像掉进了没底儿的深潭一样万念俱灰。一股绝望的情

绪像狂潮一般涌上他的心头，使他感到浑身冰凉。

●他厌烦地把目光从黑板上收回，无力地瞟了瞟前面，像往常一

样。他内心强烈地一震。

3.鼓励学生把好词好句运用到习作中去。

【探讨写法，指导构思】

1.自由读习作提示，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写好这次作文？

2.师生共同交流

3.教师适时点拨

（1）写记叙文要写事件，而事件是由人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做出

来的，事件本身又有它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所以，写记叙文要把

以上六个记叙的要素交代清楚。

（2）交代要素，不必像答题那样呆板，要根据情况灵活掌握。比

如交代时间，总是某年某月某日，早晨、中午、傍晚，就显得过于

死板、单调。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对时令景物的描述来表示时间的

变化，如“桃花烂漫的时节”“布谷鸟飞来了”“天空中飘着雪花”

等。

（3）在记叙的六个要素中，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是构成记叙

文的主要内容，因此，这些要着重写，写具体，写充实，以突出中

心思想。当然，这三项内容，也不一定每篇文章都写全，或者都作

详细的交代。例如，一篇作文的开头写道：“星期六下午，我们学雷

锋小组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修理桌椅。”这个开头，时间、地点、人

物、事情都出来了，原因不说也明白，是为学校、为集体做好事，

就不一定要说出来，接下来直接写事情的经过就可以了。

（4）要注意描写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尤其要抓住它

们的变化来体现情感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突出中心。与此同时，如

果再能抓住某种事物作为线索，那么文章将更精彩。例如，有一个

小同学写雪天骑车带表哥造成表哥骨折这件事，就抓住了看车、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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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推车、撞车这个线索，同时又抓住了高兴、得意、难过这些情

感的变化，使文章有声有色，富有感染力。

4.学生从材料中选择令自己心儿怦怦跳的事情，写在作文本上。

【修改习作，誊写习作】

1.学生按照以前学习的修改方法认真修改习作。

2.把修改好的习作誊写在作文本上。

随堂练习

一、阅读

________________

在日本，一位父亲带着 6 岁的儿子去郊游，父亲钓鱼，儿子在

一旁玩耍。在离湖边不远处，有一个很深的大坑。孩子好奇，自己

偷偷摸索着下到坑里。玩了一阵子后他发现，大坑离地面很高，下

来容易上去难。

于是他不得不求助正在钓鱼的父亲：“爸爸，爸爸，帮帮我，我

上不去了！”但他没有得到回应。其实，此时此刻他知道他的父亲正

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钓鱼，他没有想到，父亲会对其求助置之不理。

于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他开始直呼父亲的名字，并称之

为“混蛋”。他的父亲还是置之不理。

这时，天渐渐地黑了，出于恐惧和无助，他的第二个反应是哭

泣，又哭又喊，足以令做父亲的揪心。结果得到的回应还是沉默。

之后，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了。他在坑里转来转去，寻找可以上去

的地方。终于，他发现坑壁上，有几棵可以用来攀缘的小树。他艰

难地爬了上来。

此时此刻，他发现父亲还在那里悠闲地叼着烟卷，一动不动地

钓着他的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顽童，没有抱怨，更没有愤

怒，而是径直走到父亲身边，自豪地对父亲说：“老爸，是我自己上

来的！”

1．读短文，给短文加上一个合适的题目。

2．儿子对父亲不帮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是__________，第二个反应是

__________。但这一切得到父亲的回应是__________。儿子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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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法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3．想一想，短文中的父亲在听到儿子的叫声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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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

一、1.略。

2．愤怒 哭泣 沉默 想办法自己爬上来

3．示例：儿子上不来了，我应该去帮他吧，可是，这样会让他产生依赖思想。

我要让他主动想办法，自己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