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语文四年级单元教学设计 语文四年
级观潮教学设计(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小学语文四年级单元教学设计篇一

1. 使学生了解钱塘江大潮的壮丽与雄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
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2. 学会本课生字、新词。

3. 使学生初步了解钱塘江大潮的形成原因及有关知识。

4. 继续练习给课文分段，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5. 学习作者按一定顺序、抓住事物特点的观察方法，培养留
心周围事物的习惯。

6.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三、四自然段。

1. 理解课文中有关“潮来之时”的记叙。

2. 学习作者有顺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提高学生观察事物
的能力。

3. 继续练习给课文分段。

通过重点语句体会“潮来之时”的壮观景象。



电脑、课文软件、电视、投影仪。

教学时间 三课时

一、 教学目标

（一） 初读课文，运用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等方法自学生字、
理解新词。

（二）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认读生字、朗读课文。

（三） 继续练习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四） 学生质疑，老师解难。

二、 教学过程 （略）

一、教学目标

（一） 学习课文，使学生了解钱塘江大潮的壮丽奇特点自然
景观，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二） 按时间顺序给第二段分层，并归纳层意。

（三） 学习作者有顺序、抓特点的观察方法。

（四）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指导背诵3、4自然段。

三、 教学过程

（一） 抓中心句，导入 新课。

1、 理解“观潮”与“天下奇观”中的“观”字。

（1） 师引生答。



师：因为“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引导
学生说出：“所以吸引了许多中外游人到这里来观潮。”

（2）“观潮”的“观”是什么意思？看什么呢？“天下奇
观”的“观”又是指什么？

2、 质疑。围绕第一自然段，你想知道什么？

3、 明任务。学习课文，解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学习作者
是怎样留心周围的事物的。

（二） 讲读课文。

1、 指导学生给第二段分层

提示：第二段是按什么顺序写的？该怎样分层，层意如何归
纳。（板书：潮来前、潮来时、潮过后）

2、 自读“潮来前”的部分，让学生了解“潮来前”钱塘江
面的景象及观潮人的心情。

（1） 划线。用“——”和 “^^^^^”分别划出写“潮来
前”江面景象及人们心情的句子。

（2） 听、悟。指名读，当读到“江面很平静，越往东越宽，
在雨后的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蒙蒙德薄雾。”时，让其他学
生说出潮来前江面的最大特点是很平静。当读到“大家昂首
东望，等着，盼着。”引导学生说出此时观潮人的心情非常
急切。

3、 小结：此时的江面如此平静，人们翘首盼望，让我们共
同观望潮来时的景象吧！

5、 读“潮来时”一段，画出描写“潮声”、“潮形”的句
子。



（1） 知潮声。

a.读描写“潮声”的句子。

b.出示投影。

a. 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

b. 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

c. 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读句子，你们感觉潮声越来越怎样？大到什么程度？

c.看电脑录像，理解“山崩地裂”一词。

d.此时观潮人的心情怎样？

e.再读“潮声”句读出声音巨大和人们惊喜的心情。

（2） 知潮形。

a. 读描写大潮样子的句子，出示投影。

a. 只见东边水天相接到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

b. 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

c. 只见白浪翻滚，形成员道两丈多高的白色城墙。

d. 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

b. 分小小组，讨论体会潮越来越大，猛、近、快、高的特点。



c. 再次观看录像，感受潮的壮美景象。

d. 读出壮观。

（3） 知其序。作者按什么顺序来写潮声和潮形的？找出空
间转换的词。

（4） 训其说。训练学生把潮来时声、形有条理地说出来。
（可加上空间转换词练说）

（5） 3、4自然段中，你喜欢哪句话?为什么？

（6） 想象如果你就在观潮的人群中，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
怎样的？

6、 指导感情朗读并背诵3、4自然段。

7、 学习“潮来后”一段，知其余威，进一步理解潮势。

8、 自己读文，看“潮过后”的录像，说明自己的感受，体
会作者的感情。

（1） 思考：潮过江面景象会是什么样？你体会到什么？

9、 师小结：本文有声有色的描写了钱塘江大潮由远到近地
写出了它的变化。作者用比喻的手法，写潮声，写得声势浩
大；写浪潮，写得气势磅礴。总之，作者给我们形象生动地
描给了一个壮观的场面。这场面的确是“天下奇观”。

（一） 总结全文。

（二） 总结写作方法。

（三） 完成练习。



小学语文四年级单元教学设计篇二

教材分析：

《尊严》这篇课文写的是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年轻时的'一个故
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在逃难的路上，他饥寒难忍，但是
他拒绝了送到面前的食物，理由是他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
只能在帮忙干完活以后，他才吃这份食物。后来，他留在杰
克逊家里干活，成为庄园里的一把好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人可以没有财富，但必须要有做人的尊严，这是一个人最大
的财富;只要有了做人的尊严，就有可能拥有财富乃至一切。

这是一篇有助于学生独立阅读、感悟、理解并从中明白一定
道理的好文章，让学生在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培养学
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教学目标：

1.自主识字。理解并积累“惬意、骨瘦如柴、狼吞虎咽”等
一些描绘人们苦难生活的词语。

2.抓住描写哈默的外貌、神态、语言的句子体会人物内心的
情感;理解并积累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理解课文内容，通过哈默坚持劳动后再接受食物的事，懂
得一个人必须有尊严，懂得尊严对做人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

通过抓住哈默的言行、神态，体会他自尊的可贵品质。

理解杰克逊大叔对女儿说的:“别看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他
将来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这句话的含义。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

有一个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逃难人，有人将食物送到他面
前，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读完《尊严》这篇课文，你就知
道了。(板书课题。指导“尊”字的写法及易漏笔画。)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建议：一边读一边想，课文围绕“尊严”写了一个怎
样的故事?

2.学生独立自读。

3.反馈自读情况。

(1)简述故事主要内容。

(短文主要写了一个逃难的年轻人，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没
有接受人们送给他的食物，而是执意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了
食物，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2)检查生字词掌握情况。



(3)指导练写难写生字。

三、聚焦“尊严”。

2.指名学生汇报朗读，教师相机点拨。

(1)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

从年轻人跟其他难民的不同表现，暗示他的“尊严”使他不
接受别人的施舍。

(2)他仰起头，问：“先生，吃您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儿
需要我做吗?”

坚持通过劳动来获取食物，这就是尊严。

(3)这个年轻人的目光顿时灰暗了，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说：
“先生，那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
食物!”

不劳动就不能白吃东西。这就是尊严。

(4)“不，我现在就做，等做完了您的活儿，我再吃这些东
西!”

年轻人的倔强正显示出他对于尊严的坚持，无论如何绝不放
弃尊严。

(5)杰克逊大叔十分赞赏地望着这位年轻人，他知道如果不让
他干活儿，他是不会吃东西的。

正是年轻人身上的尊严赢得了杰克逊大叔的赞赏。

(6)年轻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即使饿到了极点也要忍住，也要先通过劳动来获取食物，这
就是尊严。

(7)杰克逊大叔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说：“小伙子，我
的庄园需要人手，如果您愿意留下来的话，我太高兴了。”

尊严让年轻人获得了工作的机会。

(8)过了两年，杰克逊大叔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尊严让年轻人获得了幸福。

四、布置作业

1.抄写课文中描写年轻人外貌、动作和语言的句子。

2.课外阅读名人传记。

第二课时

一、复习引入。

听写生字新词。

二、复述课文内容，再现“尊严”形象。

(运用积累的词语：“沃尔逊、面呈菜色、疲惫不堪、脸色苍
白、骨瘦如柴、款待、例外、捶背、许配”，引导复述课文
内容。)

三、走进杰克逊，领悟“尊严”神韵。

1.回顾大叔的言行，体会其内心，感受其独具慧眼，真诚待
人的品行。



2.想象哈默两年中的行为，联系哈默所取得的成就理解大叔
对女儿说的话，体会尊严的价值。根据学生感受相机指导有
感情的朗读。

四、讨论、拓展，体会“尊严”价值。

2.默读课文，结合自己的体会，说一说从哈默和大叔身上学
到了什么?

3.结合课文内容，说一说课文的题目为什么叫做“尊严”?根
据自我体验练读课题。

4.师生交流收集的资料，受到维护自我尊严的熏陶。

小学语文四年级单元教学设计篇三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通过阅读，感受森林对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破
坏森林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危害，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森林的重要。

2、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增强环保意识的教育。

多媒体课件

2课时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导入新课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还记得小云雀在妈妈面前许下了什么



心愿？

2、出示课文第14—15自然段。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你们扮小
云雀，老师扮云雀妈妈。

二、默读课文，自主学习

1、上节课同学们提出小云雀为什么认为“森林实在是太重要
了”，还记得吗？让我们随着小云雀和他的妈妈一起到沙漠、
大河、森林去看看吧！

2、请同学们打开书，默读课文第二到十三自然段，看看你从
哪些地方感受到了森林实在是太重要了，用笔画出来，在空
白处写下自己的的感悟。

三、细读课文，交流感受

（一）关于森林能够防止土地沙漠化。（2—4节）

1、你还从哪儿感受到森林实在是太重要了？（第4自然段）

2、理解“贫瘠”，板书：贫瘠。贫瘠的沙漠是什么样的呢？
书上是怎么描写的？“漫天飞舞”什么意思？一齐读读这句
话。

小云雀喜欢这儿吗？它是怎么说的？请你埋怨地说一说。

板书：乱砍滥伐（出示图片）看了图，你知道“乱砍滥伐”
的意思了吗？

4、看到昔日茂密的森林，如今已变成贫瘠的沙漠，你有什么
感受？难怪云雀妈妈会心疼地说______，齐读第4自然段。

5、听了云雀妈妈的'话，你觉得森林重要吗？为什么？



板书：土地贫瘠的沙漠

每一次上完课，我都会问自己：你进步了吗？我对自己没有
严格的要求，只是希望，每一次都能进步一点点。回身看这
一次教研活动执教的《云雀的心愿》一课，我欣然地发现，
这一次真的进步了“一点点”。这种“一点点”主要体现在
自身的教学意识中。这种所谓的“教学意识”，我只是简单
地理解为“我想要这么做”。

我想要让课堂有一个大问题。记得去年上公开课的时候，高
语组的老师们给我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意见就是“设计要集
中”。是的，设计不集中，我的课堂就会非常散，学生所要
掌握的知识也会显得比较凌乱，这在无形之中会造成学生的
学习压力。记得在那一次教研活动之后的每一堂课，我都试
图以一个大问题去引领课堂教学。有了大问题的领导，课堂
教学便有了中心，避免了“散”。潜移默化之中，似乎已经
并不需要去有意设计，教学已经习惯围绕中心而展开。就像
这一次执教的《云雀的心愿》，紧扣住“森林实在是太重要
了”这一中心，层层推进，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开口说话。我喜欢“热闹”的课堂，
我所理解的“热闹”是要让学生张开嘴巴说话。上课伊始，
我就通过ppt出示了相关的短语（也包括词语），或者让学生
把短语连起来说一句话，或者让学生运用其中一两个说个文
中的比喻句，变换不同的形式，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让我
们的学生张开嘴巴说起来，在说话中开始新课文的学习。在
课堂设计中，运用示意图引导学生说一说“森林水库”的由
来，也是我有意想让学生说一说，帮助他们在说中理解“森
林水库”这一概念，这也是课文的一个教学难点。“说出来
了，其实一点都不难”，这是我希望达到的目标。

我想要提高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记得
遇到课文中难理解的词语，我都是现场让学生自己动手查字
典，虽说是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查字典，希望他们养成勤查字



典的习惯。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动作快的永远是那么几
个人，而小孩子的好胜心理也往往让他们在查到意思的时候
马上报出答案。这部分同学是记住了词语的意思，但是对于
大多数同学来说，这种理解是不深刻的，他们会很快就产生
遗忘。这种有效面太窄了，并不适合我在教学中一直用下去。
对此，我转变着方法，通过灵活多变的方式帮助孩子理解词
语的意思。本课中，在理解“漫天飞舞”一词时，我是通过
图片的展示去加深学生对词语的印象，而沙漠中黄沙飞舞的
景象，也体现着“没有水，没有庄家，几乎没有植物”的环
境，顺势引出“贫瘠”一词，相信学生对“贫瘠”一词的理
解应是水到渠成了。

我想要促进课本中知识之间的迁移。课本编排的科学性不仅
体现在每一个单元的各篇课文当中，也体现在整本课本的联
系中。第十九课《云雀的心愿》与本册教材的开篇课文《走，
我们去植树》相应成趣，都告诉了我们植树的重要性。《走，
我们去植树》是一首诗歌，孩子们早已背得朗朗上口。在完
成预设的教学目标用“可以……也可以……”说话时，我结
合之前诗歌的内容，让学生通过句式说一说森林的作
用。“可以染绿祖国美丽的版图”、“可以送来清新的空
气”……孩子们把第一课中背诵的内容全部都搬了出来，有
效地完成了知识的迁移与运用。

课堂教学中，我践行着我的“我想要这么做”。这些“我想
要这么做”是在我的一次次课堂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希
望他们会越来越丰富，更好地指导我的教学。这些是一种浅
浅的意识，每一次都会在教学设计中无意地涉及；亦或者说，
这些意识又是强烈的，因为它们指引着我与领孩子们走进一
篇篇课文。

小学语文四年级单元教学设计篇四

诗人用一句话改变了老人的现状，可见一句有魅力的话有着
神奇的魔力，生活中我们也常见到有魅力的句子。



一、

(板书：魅力)这个词语大家还记得吧?对，魅力。那谁能说一
说，魅力是什么意思?(很漂亮，很时尚，很有吸引力)，那么
在现实生活中，你都觉得哪些事情很有吸引力呢?(冬天下雪
的时候，飘飘洒洒的)对，这是大自然的魅力(爸爸给你买了
一本书，很吸引你)这是书的魅力，(你觉得千手观音这个节
目很有吸引力，看了一遍还想看)对，这是艺术的魅力。其实
啊，有时候语言也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感受这《语言的魅力》(板书)

二、

好，谁来交流一下那诗人写了一句什么话，使情况发生了这
么大的转变呢?你能在文章中划出来吗?好，你说说看，你认
为呢?大家都同意是这一句吗?好，我记下来那老人原来写的
是什么呢?对，我也记下来(板书：我什么也看不见!)路上的
行人看了老人这句话，有什么表现呢?(大家都无动于衷。)好，
这个词用的好。(板书：无动于衷)，那你从哪里能够看出人
们是无动于衷的呢?(人们淡淡一笑，便走开了。一上午，老
人一分钱也没有收到。)好极了，你看，我们通过读书弄懂了
一个词语的意思，这就是读书的魅力!大家还愿意再读书吗?
好，我们自由地读读这两句话，看看有什么不同?谁来说
说?(哦，你觉得第一句太直接了。第一句没有感情。你认为
第二句就像诗一样。)怎么就觉得像诗呢?(哦，能让人产生很
多联想)那么，你都有哪些联想呢?(春天很美，可是老人看不
到。春天五颜六色的，可是老人看不到。)

三、

是啊，春天，该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谁愿意读给大家听一
下?你听他那甜甜的声音，美美的表情，真的是陶醉了。谁还
愿意读?嗯，简直把我也陶醉了。我们也试着读一下，陶醉一
下。好，谁能美美地读，把大家也给陶醉在春光中。哦，都



想读呀，行，那就一起读吧。我这还有一段音乐，谁觉得自
己是朗读水平最高的，来给大家配乐朗读。好，请你来。我
们在听的时候也可以闭上眼睛，你能看到什么，听到什
么。(师读)谁来说说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你看到蓝
蓝的天空，白白的云在悠悠地飘着。你看到小草钻出了小脑
袋。你还听到了河水哗哗地流着。)是呀，这蓝天白云，这绿
树红花，这醉人时刻，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那真叫(板书：良
辰美景)就让我们再来领略一下这万紫千红的春天吧(放录像，
突然黑屏)

四、

现在，你看到了什么?(什么也看不到，一片漆黑)是呀，在我
们眼中的良辰美景，有一位老人却什么也看不到，我们眼前
万紫千红的春天，老人却是一片漆黑。那这是一位怎样的老
人呢?瞧，这位同学读书多细心，马上就找到了这段话。但是
要注意这个词语，读衣衫褴褛。(板书)(课件)你看，就是这
位老人，他衣衫褴褛，你看他——。谁来补充一下呢?(你看
他穿着一件又破又旧的棉袄，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你看他
衣服皱皱巴巴的，有几处还露出了里面的棉花，胳膊上还有
一个大大的补丁。)

是呀，就是这样一位可怜的老人，可是他却一分钱也没有收
到，此时此刻，他的心情会怎样呢?谁来读读老人的话。(嗯，
我听出了一种无奈，叹息。还有一种深深的悲伤。)不过，老
人一天都这么悲伤吗?哦，没有，后来收到了很多钱，就笑了。
那你能不能笑着读读老人收到钱后的话呢?听出来了，是收到
了钱，但好像不多。谁能把钱读得更多一些。哦，这回多起
来了，又多了一些，这回真是多极了!

五、

你看同样的一位老人，同样的巴黎大街，为什么会有完全不
同的结果呢?哦，是因为诗人那句有魅力的话。假如你就是经



过老人身边的一位行人，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你又能联想
到什么?(课件)(春天来了，桃红柳绿，莺飞燕舞，我可以看
见这万紫千红的春天，可是老人一生都看不到这良辰美景，
这多么令人心酸呀!)说得多好呀，你身上带钱了吗?你会给老
人吗?为什么?你很同情他。是呀，正是诗人的一句话，唤起
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同情心，让更多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这
就是语言的魅力。

诗人用一句话，帮助了老人，但他仅仅帮助了老人吗?(是的，
因为他使盲老人收到了很多的钱。你认为不是，他还帮助了
行人)，为什么这么说，哦，你觉得行人读了这句话，才唤醒
了他们的爱心。是呀。哦，你还想说，你还觉得，诗人帮助
了全世界。因为这篇文章被人们读了，读的人也会被打动，
也会有爱心，这样，世界就充满了爱。说的多好呀，让世界
充满爱。打动人心，震撼人心，启迪人心，这就是语言的魅
力。

六、

那么，在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像这种能打动你或是震撼你
或启发你的话呢?哦，也有，谁来说说看。你觉得感动中国的
颁奖词都很有魅力，那能给大家说一句么，对，这是给千手
观音中邰丽华的一句话：从不幸的谷底到艺术的巅峰，也许
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次绝美舞蹈。你还有，你看到公园草地
上写着：小草正在睡觉，请勿打扰。对，给人以激励，给人
以委婉的提醒，这也是语言的魅力。

七、

那么课后，大家可以继续搜集生活中有魅力的语言，也可以
试着给咱们学校的水龙头、绿化带、班级墙壁等写一些有魅
力的语言。



小学语文四年级单元教学设计篇五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文中罗丹对待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全神
贯注的精神。

3.学习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等描写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

1.体会文中罗丹对待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全神
贯注的精神。

2.学习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等描写表现人物品质的写法。

课上问题：

课前搜集资料。

教学时间：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师：今天，咱们一起学一篇新课文--(板书课题：全神贯注)
谁来读课题?

(生读题)

师：谁能在课题的前后加些词语，使它成为一句意思完整，
又跟课文内容有关的话。

生：罗丹全神贯注地修改塑像。

师：这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有时候，在课题的前后补上些
词语，连成一句话，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



师：就罗丹全神贯注地修改塑像，你有什么问题要提?

生：罗丹为什么要全神贯注地修改塑像?

生：罗丹是怎样修改塑像的?

二、读议结合，研究学习课文的重点句段

师：罗丹为什么要修改塑像?要解决这个问题，该读哪一段?
请读有关段落。

生：因为罗丹发现塑像有毛病，所以要修改塑像。

师：你从哪句话看出来的?读一读。

(生读：“罗丹自己端详了一阵……对不起，请等一等。”)

师：这个句子里头有个词--“端详”，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生：看的意思。

师：怎样地看?

生：认真、仔细地看。

师：为什么要修改塑像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生：解决了。

师：谁来做总结，说说罗丹为什么要修改塑像?不过，这次要
加点难度，用上“虽然……但是……所以……”这组关联词。

生：虽然这个塑像仪态端庄，但是左肩偏了点儿，脸上也还
有毛病，所以要修改。



生：虽然这座塑像是杰作，但是还有毛病，所以要修改。

师：第一个问题已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生：罗丹是怎样修改塑像的?

师：到哪去解决这个问题?

生：第2自然段。

生：“他像喝醉了酒一样……整个世界对他来讲好像已经消
失了。”

师：跟他划的一样的请站起来。(十多位同学站了起来)

师：(问刚才读句的那位同学)你为什么对这处描写感兴趣?

生：我觉得罗丹修改塑像时非常认真，入迷了。

师：用课题来说就是--

生：全神贯注。

生：我觉得罗丹聚精会神地，非要把塑像修改好不可，把一
切都忘了。这是全神贯注。

师：还有划别处的吗?

生：(读)“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重新把湿布披在塑像上。
”

我很有感触，因为罗丹忙乎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塑像修改
好了，轻轻吁了口气。

师：你能读出罗丹开心、舒服的感觉来吗?



(生很有语感地读句：“过了一个多小时……轻轻地吁了口
气”)

师：读得很好。

师：还有哪处描写是你感兴趣的?

生：“罗丹一会儿上前……好像在跟谁说悄悄话。”

师：为什么感兴趣?

生：一会儿上前，一会儿后退是看塑像有哪些毛病。

师生：上前看，是看细微的毛病，往后退，是为了看整体，
向前往后都是为了把塑像修改得更完美。

师：还有哪些句子?

生：(读)“一刻钟过去了……情绪更加流动。”我从“半个
多小时”看出罗丹很有耐心。

生：罗丹情绪激动，时间越长干得越有劲，更加说明罗丹干
得入迷，是全神贯注。

师：还有其它句子吗?

生“嘴里叽哩咕噜的……好像在跟谁说悄悄话”。

师：茨威格说的话里，有一句是最重要的，能看出来吗?

(生读：“人类的一切工作，……就应该全神贯注。”)

师：今天我来给同学们上课，我就认为这件事非常值得做，
而且想把这节课上好，所以就全神贯注地上。同学们也和老
师一样，也是全神贯注地上课，所以把这节课上好。老师也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成为全神贯注做事的人，将来成为科学
家、数学家、音乐家或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

三、作业。

写写你对课文最后一句话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