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习作例文：小站

学 案

学习目标
1.自主阅读课文，学习概括文章的中心，感受人间的温情。

2.学习作者有顺序地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学习重难点

【重点】梳理文章的写作思路，弄清作者是如何围绕中心使用材料

的。

【难点】学习作者有顺序地观察和表达的方法。

学习过程 学习内容

预学

一、交流平台

仔细阅读习作例文《小站》，把不会读的字音和不理解的词语及句子

标出来。

二、摘抄文中好句好段

预学自测 把《小站》这篇习作例文读给家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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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导入】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习作例文《爸爸的计划》，知道了习作时可以

围绕中心意思选取不同的事例，做到有详有略。这一节课，让我们

走进北方山区常见的《小站》，看一看同样是围绕中心意思写，《小

站》与《爸爸的计划》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共学

【重要的部分写具体】

1.预习交流《小站》，说一说作者围绕“小站”这个中心意思，都选

取了哪些方面的材料？（选取了两方面的内容：小站的“小”和小

站的精心布置。）把哪一个部分写得最具体？哪一个部分写得简单？

（站上工作人员对小站的精心布置写得详细，把小站的“小”写得

简单。）

2.学生自由读“站上工作人员对小站的精心布置”这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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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作者为什么把这部分写具体？

3.出示阅读提示，小组交流。

（1）作者是按照怎样的顺序具体介绍的？

小屋（车站）——月台上（木栅栏）——月台左面（红榜、小黑板、

出站口的宣传画）——月台上（人物、景物：喷水池）——月台两

头（杏树）——小站背后（石头山）。可见，作者是按照小站——月

台——小站后面的顺序观察的，体现了由主要景物到次要景物、以

景为主、景人结合的观察方法。

（2）从哪儿可以看出小站的布置的确是工作人员精心设计的？（最

突出的是喷水池——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还有张贴的红榜、宣

传画，写有天气预报和报纸摘要的小黑板……）

（3）小站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精心布置？这说明了什么？（设计喷

水池，给乘客一个美的环境；张贴红榜、宣传画，既说明工作人员

责任心强，又说明对乘客安全、卫生方面的关心；公布当日新闻，

说明工作人员身居山坳仍然关心国家大事，而且为旅客及时了解国

家大事提供了方便。从中感受到小站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

的一片深情。）

4.学生汇报，并交流从中受到的启发。（把小站的精心布置写得详细

具体，是为了突显小站工作人员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热情。）

【其他部分简单写】

1.学生思考：例文有了一个具体描写的事例，其他的事例怎么写

呢？

2.学生默读《小站》第 1~3 自然段，特别注意旁边的批注。

3.出示阅读提示，小组交流讨论。

（1）小站的“小”，可以从哪些语句中看出来？用“______”画

出来，并作批注。（①一是快车不停，慢车也只停两三分钟；二是车

站很小：一间小屋，几根木栅栏，月台上只有两三个乘客、两位工

作人员。②“疾驰而过”和“来不及看清楚”之间有因果关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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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车开得太快了，所以连站名也来不及看清楚，也从侧面说明小站

的“小”。）

（2）你怎么理解“这喷泉，这杏花，给旅客们带来了温暖的春意”

这句话?（给旅客们带来温暖的春天的气象的不只是那秀美的景色，

更是工作人员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炽热情感。是

他们的炽热情感让人们感到春天更温暖。）

（3）最后两个自然段没有写小站的“小”，这在表达上有什么作

用？

后两段没再写小站的“小”，而是写了小站的精巧、秀美，与周围

的荒凉形成了对比。这让我们看到小站的“小而不小”，而生机勃勃、

精美的景象是小站工作人员付出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渗透着工作

人员的心血和汗水。这样仍是围绕“小站”来写，是借小站的“不

小”来表现工作人员的美好情操。

4.学生汇报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随机引导。

5.小结：简单写是有方法的，可以罗列，也可以用一两句话写，

还可以“以小见大”。但简单写仍然需要围绕中心意思。

【总结】

1.思考：例文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什么？是怎样一步一步表达出

来的？

2.同桌交流，指名答，教师相机归纳：

作者按方位顺序略写了小站的“小”，设施简单，却花较多笔墨详

细描写小站布置的精美，使我们感受到小站工作人员热爱本职工作、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个中心。从这篇例文的谋篇布局，我

们了解到表达一个中心意思时，要把重要的部分具体写，其他部分

简单写。

随堂练习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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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学自测参考答案（略）

随堂练习参考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