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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礼貌》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作者单位：昆山市玉山镇第一中心小学

作者姓名：赵雪琴

邮政编码：215300

【 课 题 】 《谈礼貌》 小学语文五年级

【教材简解】

《谈礼貌》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第五单元的一篇说理性的文章。文章告诉

了我们：礼貌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会礼貌待人，恰当地使用礼貌语言，

就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生活更加美好。

课文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第 1自然段点明题旨。先以中国的古训为引子，说

明礼貌待人、使用礼貌语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第 2

至 4自然段用三个事例，说明礼貌待人、使用礼貌语言的好处。第 5自然段发出呼

吁，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会礼貌待人，恰当地使用礼貌语言。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作者列举了三个典型事例（有古代的，有现代

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普通人的，有伟人的）。每一则故事的结尾都有议论，

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目标预设】

知识与能力：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会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 感知课文的主要内容。概括三个事例的主要内容。

3. 初步感知说理性文章的写作结构。感悟提出观点的方法。

过程与方法：

1.理清课文脉络，初步感知说理文的写作结构。

2.通过比较，体会用古训引出观点的写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懂得礼貌待人，使用礼貌用语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生活更加

美好。

【重点难点】

重点：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概括三个事例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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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能理清课文结构，体会课文用古训引出观点的写法。

【设计理念】

辨证把握第一课时中“读”的目标，做到每一遍读都有明确的目的，都能体现

一定的层次性，引导学生从读会到会读，扎扎实实地落实读通、读准、读顺这一教

学目标。

引领学生熟悉文本、理清文章脉络，概括三个典型事例的内容；同时依据文本

特点，学习第一自然段，感悟用古训引出观点的方法，让说理文的第一课时也能体

现语文味。

【设计思路】

一、依托预习卡 前置学习 二、紧扣题眼 感悟文体

三、读通课文 理解词语 四、复习迁移 整体感知

五、比较探究 领会观点 六、设下悬念 有效延伸

七、指导写字 突出重点 八、练习运用 精心设计

【教学过程】

一、依托预习卡 前置学习

预习卡设计

1．认真读课文，给课文标好自然段；划出生字在文中组成的词语。

2、联系上下文或查字典理解不懂的词语。

3．回忆《说勤奋》《滴水穿石的启示》，想想课文的体裁。

4．对课文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做好标记。

【设计意图：突出课前预习的落实。通过预习卡很好地促进课前预习，培养学生的

独立识字和阅读的兴趣，养成学生主动阅读的习惯和能力，同时也为下一环节的教

与学作好充分的准备。】

二、紧扣题眼，感悟文体。

1．出示课题：齐读

“谈”是什么意思？看题目你就知道课文要写什么？

2．从题目中的“谈”字，就可以知道这篇课文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说理文）

3、回忆曾经学过的说理文的题目，想象题目有没有这样的特点？



3

出示课题：《说勤奋》《滴水穿石的启示》

题目中的关键词“说”“启示”，都告诉我们文章的体裁是说理文。

【设计意图：从课题的关键词入手，同时复习已经学过的两篇说理文的题目，领会

说理文题目的一般规律，学习抓住题目感悟文体的方法。】

三、读通课文，理解词语。

（一）读准词语，理解部分词义。

1．课前布置了大家预习，下面来考考你们。出示词语：

牛皋 呔 校场 岳飞 讨人嫌

离镫下马 纠纷 师傅 和谐 彬彬有礼

2. 同位互读，开火车读，有哪些字的读音需要注意的？指名交流

（1）由学生提醒要注意读准多音字“校”， “嫌、彬”的前鼻音；“蹬”的后

鼻音。“师傅”的“傅”单读是第四声，连起来读轻声；

（2））点拨：“校”是多音字，“木”指棍棒，“交”指相交，“木”和“交”联

合起来表示棍棒相交，本义为军训、习武。校场，同“较”，即旧时操场，训练或比

武的地方）

（二）读通全文，指导长句停顿。

1．学生互读课文，相互正音。

2．指名分段读文，学生评议，要求：正确，流利。

3．重点指导长句和难读句的朗读，注意合理的停顿。

重点：

（1）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2）礼到\人心暖，无礼\讨人嫌。

（3）礼貌待人\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减少相互间的矛盾。（前

半句较长，特别注意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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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见文雅、和气、宽容的语言，不但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而且反映出一个人的

思想情操和文化修养。（注意标点的停顿）

【设计意图：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采用互读、指名读等形式，重点感悟长句

的停顿，真正提高学生朗读的能力。】

四、复习迁移 整体感知

1.复习已学说理文的写作结构

我们已经学过《说勤奋》《滴水穿石的启示》。通过预习，你们发现这两篇说理

文和《谈礼貌》在写作结构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根据学生的交流进行点拨）

课件出示：《说勤奋》

（1）开头先提出观点：通往理想境界的桥梁是什么？是勤奋。

（2）举例论证：司马光“警枕”自勉；童第周勤能补拙。

（3）总结观点：一生勤奋，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对人民、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滴水穿石的启示》

（1）开头先提出观点：如果我们也能像小水滴那样，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2）举例论证：三个名人的正面事例和雨水的反面事例

（3）总结观点：滴水穿石的启示是：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意，坚持不懈而不半途而

废，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

2.迁移规律：说理文一般有哪几部分组成？（提出观点，举例说明，总结观点）

看看今天学的课文，默读第一和最后一小节，画出作者的观点

3.指名交流

（1） 作者开头提出什么观点？

出示：礼貌待人，使用礼貌语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结尾又总结了怎样的观点？

出示：

学会礼貌待人，恰当地使用礼貌语言，就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社

会生活更加美好。

（3）男生读提出的观点、女生读总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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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作者列举了哪几个事例？请同学们读读第二、三、四自然段，

想想怎样概括这三个事例，并和小组同学交流探究（要求用谁做了什么事，做事态

度，得到结果来概括事例内容）

指名交流：选择其中一个事例引导用两个字简单概括，由扶到放。

（板书：问路 踩裙 刮脸）

【设计意图：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要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揣摩文章的表达顺序。

而感知课文大意也是落实课程标准“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整体把握的能力”的

一个重要训练内容，根据文本特点，在本环节教学中引导学生感悟课文的写作脉络，

又由扶到放指导学生概括三个事例的主要内容。】

五、比较探究，领会观点。

1．指名读第一自然段，想想作者是这样提出自己的观点的？

2.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作者运用了一句古训----

出示并理解：“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3．这句古训中的“君子”“失色”“失口”各指什么？这句古训又是什么意思，请自

由读第一自然段，说说你的理解。

4．交流理解，适时点拨

（1）“色”：行为举止、动作神态、仪表仪态（行），不是指颜色

“失色”：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礼貌。

（2）“口”：语言、话语（言），不是指嘴巴；“失口”：不注意自己的说话

（3）“失色于人”:对人不文明；“失口于人”:对人说话不文明。（理解出言不逊）

（4）“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意思就是：对人应该彬彬有礼，不能态度粗暴，

不能出言不逊。这样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即君子，反之，就是非君子。

5．理解了观点，请回忆《说勤奋》《滴水穿石的启示》两篇课文，想想提出论点的

方法有什么不同？小组讨论

指名交流：《说勤奋》使用设问句提出观点，《滴水穿石的启示》由自然现象引出，

用反问句提出观点，而《谈礼貌》是用古训引出观点。

6.齐读课文，再次感悟课文提出观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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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在理解观点的同时，比较已学说理文提出观点的不同方法，

帮助学生领会说理文提出观点各有巧妙不同。】

六、设下悬念 有效延伸

课文又是怎样举例证明观点的？在举例证明的时候又有怎样的写作奥秘，下节

课我们继续来探究。

【设计意图：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引起学生细读的欲望，达到课虽下、味还在、

思无限的效果。】

七、指导写字 突出重点

1．仔细看这两个字，你发现了什么？（出示：嫌 傅）

点拨：都是左窄右宽，右边笔画都比较多，结构要紧凑

2．出示“嫌”：看看这个字，写时要注意什么呢？（右边第五笔出头）范写

3．学生描红书写。

【设计意图：读帖是写好字的前提和关键。努力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比较，并突出重

点，注重示范，切实提高学生的写字水平。】

八、练习运用 精心设计

1. 收集关于礼貌的名言、俗语以及生活中常用的礼貌用语。

2. 熟读课文，思考课文三个事例有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设计意图：精心设计有效的练习，引导学生收集资料和思考课文三个事例的异同，

巧妙地为第二课时的探究学习作好铺垫。】

附：板书设计

谈礼貌 提出观点 古训引出

举例说明 问路 踩裙 刮脸

总结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