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 和田的维吾尔教
案(大全13篇)

岗位职责可以帮助员工明确自己的工作范围和任务目标。欢
迎大家阅读以下小编整理的意见建议范文，相信会对您的写
作有所启发。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一

《和田的维吾尔》这篇课文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中的一篇略读课文。课文主要讲了作者
在和田亲身感受到维吾尔族人特有的豪气与乐观，以及维吾
尔族许多饶有趣味的风俗。从而可以感受到维吾尔族人“纵
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的豁达乐观的品质。

二、说教学目标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六年级的学生要能“在阅读中体
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章基本的表达方法”。根据
教材编排和课文特点，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我确定了以
下几条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目标：能够读记并理解课文中出现的“载歌载舞、
铺天盖地、美不胜收、豁达乐观”等词语。

过程方法目标：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文章条理清楚、结
构严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了解和田维吾尔族的民俗
特点，感受维吾尔族人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三、说教学重难点：本文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和田维吾
尔人勤劳质朴、豁达乐观的特点以及民族风俗。体会作者的



语言表达特点，并学习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则是本文的教
学难点。

四、说教法学法

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语文素养以及合作探究精神、创
新精神，是新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因此教学时，我准备采
用以下3种教学方法：

以读代讲法：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受
到情感熏陶，在读中体会维吾尔人豁达乐观的品质。

情境教学法：用声情并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画面，出示维
吾尔族民族风俗的图片，拉近学生和文章的距离，引导学生
积极主动地思考。

自主、合作、探究法：学生之间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实
现思维的碰撞，在讨论中了解维吾尔民族风俗的独特魅力。

五、课前准备

电视、展台、电脑。目的是通过采用多媒体手段，帮助学生
入情入境理解课文内容，提高教学效率。

六、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教师设疑，导入新课：这几天，我们通过课文了解了中国各
地的民俗风情，让我们领略到祖国广博的地域文化。老北京
热闹的春节、古朴的藏戏、别具一格的民居，都令我们耳目
一新。今天，老师要带领大家再去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大
家猜，会是什么地方？（播放视频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

（二）整体感知，自主探究



1、自由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

2、在读中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最能集中反应和田维吾尔人
性格特征的是哪一句？学生带着问题边读边思考。

（三）重点研读，感受民俗

1、根据学生的回答，出示课文的结尾：“豁达乐观的和田维
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

3、从学生回答的5个方面（豪气与乐观、热爱土地、能歌善
舞、爱美的天性、聚餐多样）教师选择其中的一方面“豪气
与乐观的维吾尔族”与学生共同学习，并提出学习要求：（1）
找出能够体现和田维吾尔人豪气与乐观的句子。（2）这段话
用了什么表现手法？作用是什么？（学生积极思考，得出用
拟人手法生动形象地描绘恶劣的天气，反衬出维吾尔汉子的
豪气与乐观）

5、小组随机回答，教师相机进行点评，并把文中出现的有关
维吾尔族风情的图片进行展示。

（四）质疑问难，总结全文

1、质疑问难

明代学者陈敏章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让学生学习课文后再提出不懂的问题，师生共同回答，有
利于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也能培养学生边读边想，不懂就
问的习惯。

2、总结全文

引导学生根据板书总结课文，进一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五）课外延伸，拓展练习



1、请同学们课外查阅有关维吾尔族的资料，加深对这一民族
的了解。

2、选择你认为写得精彩的句子或语段抄写下来。

七、板书设计：

豪气与乐观

热爱土地

和田的维吾尔     爱美的天性

能歌善舞

聚餐多样

【此板书体现了文章的教学重点，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二

教学目标：1.学习并积累“酷热、铺天盖地、美不胜收”等
词语和生动的句子。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和田维吾尔族的民俗特点，感受
维吾尔人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3.积累语言，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生动的描述相结合的特
点，领悟表达方法。

教学重难点：通过独立阅读和交流探讨，感受和田的地域风
情和维吾尔人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由《阿凡提的故事》引入，问：你们知道阿凡提是哪个少
数民族的吗？（板书 ： 维吾尔）

2.师：阿凡提是维吾尔族人智慧的化身，这节课老师要带领
你们去维吾尔人最为集中的和田镇去，那里有世界第二大沙
漠的胜景，是著名的“玉石之乡”“丝绸之乡”“地毯之
都”以及“瓜果之乡”。（板书：和田的）

3.指导阅读课前导读，明确学习重点。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录音朗读课文，并说一说你了解到了维吾尔族哪些风俗
习惯。（如，日常食品馕、烤肉和“库乃其”都是在沙土坑
中烤制成的；把衣服铺在沙漠上晒干；天生爱花；能歌善舞
等。）

2.快速浏览，讨论：最能集中反应和田维吾尔人性格和精神
的是哪一句？（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
感觉也是甜的。）

三、深读品悟，感受地域与民族风情

1.默读课文，思考：和田维吾尔人有哪些特点？

2.全班交流，根据学生的理解，大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随机
指导。

（1）豪气与乐观

a.轻声读第1自然段，想像这段话所描写的情景：黑夜，铺天
盖地的沙尘暴中传来热烈激昂的歌声。这歌声饱含着对黑暗



与沙尘暴的蔑视，以豪气与乐观超越了可怕的黑暗与自然。

b.找一找文中的对比：被沙尘暴统治与破坏的夜－热烈激昂
的歌声；缩在被窝里惊恐地竖耳倾听－-驾着马车迎风引吭高
歌。这样的对比中不由得让人对和田维吾尔民族的豪气与乐
观肃然起敬。

c.有感情朗读这一段。

（2）热爱土地

读一读2.3自然段，和田维吾尔人的生活中，哪些与土息息相
关？

a.“民以食为天”，维吾尔族人的吃几乎离不开土。找一找，
哪些句子写出了作者的惊叹。（“谁能想到”“谁又能想
到”两个感叹句。）

b.把衣服铺在沙漠上晾晒。想象那样的情景：在寂静广阔而
又单调的沙漠上，各色的衣服犹如巨幅抽象画。而能够在这
样的背景下画出如此有创造力的画家，只能是热爱生活、热
爱土地的维吾尔人。

c.和田维吾尔人的吃和穿，都离不开他们深深热爱的土地。
诗人艾青曾深情吟诵：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
这土地爱得深沉。让我们也来有感情地朗读这一部分内容。

（3）爱美

读一读第5自然段，为什么说爱美是他们的“天性”？

a.画出作者打比方的句子，体会“美不胜收”。（巴扎的闹
市里，那一顶顶鲜亮绣花“都帕”，那一团团飘然而过
的“艾得来斯”，犹如天幕上朵朵鲜艳的彩云，又似花园里



一片片随风摇曳的花儿，真是美不胜收；密密的眼帘，深邃
的眼睛，像花儿般绽放在风沙里。）

b.爱花、种花、绣花，衣着如花，姑娘似花，维吾尔族人在
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美丽地生活着，正像坚强的花朵，在最贫
瘠的土地上仍然尽情地吐露芬芳。

（4）能歌善舞

“没有歌舞，维吾尔的生活就不完整，歌舞已经成了他们日
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不受任何限制，想跳就跳；聚餐的目的不在于吃，而在于
载歌载舞。）

四、提升认识，体会写法

1.结合全文，说说对句子的理解，“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
人，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生活在沙漠中的和
田维吾尔人，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是他们有豁达、乐观的
品性；他们热爱生活，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享受
美。所以无论生活有多苦，他们仍感觉是甜的。）

2.课文的哪些写法值得我们学习并运用在自己的作文中？
（全文和每段都有中心句，语言优美，比喻、拟人、反问等。
）

五、作业

选择你认为写得精彩的句子或语段抄写下来。

附：板书设计

9  和田的维吾尔



热爱土地

豪气与乐观       爱美爱花      豁达乐观、
虽苦犹甜

能歌善舞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三

先板书课题。引入：新疆和田位于祖国最西北，那里是我们
维吾尔族同胞最集中居住的地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和田，
走进可爱的维吾尔人。一起读课题。

二、印象初读

请把课文翻到37页，大声地读一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
子，读完后想一想和田的维吾尔人给你留下了哪些印象。

（一）居住环境

1.大家读得很认真，我们先来读一组词：

撕扯　寂静　边缘　恶劣

2.让我们把这四个词语放到课文的句子中去，谁分别来读一
读：

那是个停电的晚上，沙尘暴铺天盖地地撕扯着黑暗中的一切，
我缩在被窝里惊恐地竖耳听着。

远远望去，那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形态各异、横七竖八的
衣服像一张巨幅抽象画，给寂静而单调的沙漠平添了几分韵
味。



和田地处大漠边缘，那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扼杀维吾尔人
爱美的天性。

4.让我们带着这些的画面来再一读这些词语。大家是否发现
这些词语在组词结构上有怎么的一个特点呢？（你一下子有
发现了，真不简单，前后两个字都是近义词）

（二）民族特点

作者比较喜爱这样结构的词语，文章中随处可见，让我们一
起来读：

摊铺　晾晒　摇曳　深邃

妩媚　绽放　庆贺　豁达

上面这4个词语是写和田环境的，那这8个词语写的跟什么有
关呢——和田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维吾尔民族他们具有哪些特点呢?请你默读课文，
用横线划出写维吾尔人特点的句子，再分别用四字短语来概
括。

交流：维吾尔人具有哪些特点呢?

豪气乐观

热爱土地

天性爱美（调换一下词语的顺序就可以了）

能歌善舞（反问：你是通过哪个句子概括出来的？）

豁达乐观



课文结构非常清楚，大家概括得也很正确，真好！点明：首
尾呼应的写法。

（三）完成“印象”

根据刚才的两次读课文，现在请你快速填好维吾尔人留给你
的印象。

重点交流：爱好特长——爱花、能歌善舞

青年外貌——漂亮、俊朗

三、“幸福”读写

1.提炼重点句。维吾尔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特别的
印象，那么你觉得维吾尔人，他们的生活幸福吗？请快速浏
览课文，从文中提炼出最关键的一个句子。

交流：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
甜的。

他们的生活幸福吗？从哪个词语可以体现？

2.布置练习。在甜中我们感受到他们生活的甜蜜、幸福，如
果最高的幸福感指数是100分，那么你觉得维吾尔人的幸福指
数有多高呢？请你选择课文中感兴趣的几部分的内容去想一
想：维吾尔人的幸福体现在哪里呢？然后写出具体的幸福理
由进行评一评，字数100字左右。

出示：

维

吾



尔

人

“

幸

福

感

指

数

” 幸福理由

3.交流反馈。

a.交流“豪气乐观”与“能歌善舞”部分：

请你读一读第1自然段。

（2）这汉子仅仅是在这沙尘肆虐的晚上迎风引吭，尽情歌唱
吗？

（4）也难怪人们说维吾尔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
舞，他们这样每天尽情地歌舞，生活是多么快乐幸福啊！

（如果先说“能歌善舞”，则引导: 那在沙尘肆虐的晚上迎
风引吭，尽情歌唱的汉子，在他的歌唱中流淌的是——）

b.交流“热爱土地”部分



点拨：这幸福的感觉还从哪里流淌出来呢？

（1）听你这么一说，那烤肉、馕、库乃其的味道真让人垂涎
三尺长，羡慕不已啊！请你读一读第2自然段。

这香甜的食物何止这些呢？还有喷香的手抓饭，黄灿灿的烤
包子呢！

（2）从这巨大的抽象画中还流淌出了……

反问：浑黄一体戈壁，沙尘铺天盖地，维吾尔人为什么还如
此热爱这土地，这沙漠呢？

c.交流“天性爱美”部分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4自然段。

4.小结：指板书——这真是从土馕坑中飘出幸福味道，从天
性爱美中开出幸福花朵，在能歌善舞中唱出了幸福歌声，舞
出了幸福的舞蹈！

修改“幸福理由”

四、回归“乐观”

撕扯寂静边缘恶劣

摊铺晾晒摇曳深邃

妩媚绽放庆贺豁达

虽然地处寂静的沙漠边缘，环境恶劣，沙尘暴会撕扯着黑暗
中的一切，但是维吾尔人的生活依然是那么幸福，感觉仍是
甜蜜的，这幸福与甜蜜源自于他们——的乐观豁达，源自于
对生活的热爱！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四

一、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小标题的含义，并从中找出它和文章主旨的关系。

2.品读文中用来表现维吾尔人的优美准确的语言，体会作者
对维吾尔人乐观豁达精神的由衷赞美之情。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理解小标题的内涵，品读文中用来表现维吾尔人的
优美准确的语言。

2.难点：找出它和文章主旨的关系。

三、教学方法：诵读、体悟、讨论

四、教学准备：

1.维吾尔风情图片和民歌

2.要求学生朗读课文两遍。

五、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播放维吾尔风情图片和维吾尔民歌）

2.解读标题：首先老师要检查一下你们的预习情况。昨天回
家看过课文的同学举手。读过三遍的同学举手。读过五遍的
同学举手。（检查预习，表扬！）

明确：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维吾尔人的民族特
色也在渐渐消失，只有在最边远的南疆农村和田地区，还保
持着浓郁的西域特色和维吾尔民族风情！这里的“真正意



义”也就是指原汁原味的维吾尔民族特色。

沙土、花朵、谜、歌舞等，你们是在哪里很快发现这些事物
的？

明确：通过文章的小标题能够快速、准确地把握文章内容和
写作意图，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4.研读文本：刚才我们借助小标题很快地把握了所谓的原
装“西域货”的内涵，可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1如何理解“土一样的维吾尔”中的关键词“一样的”呢？

明确：维吾尔人生活的环境充满了沙土——沙尘暴肆虐；维
吾尔人的生活离不开沙土——穿戴、食物；晾晒衣服。

土给人的感觉是什么？（纯朴、豪放、粗犷）

维吾尔人对沙土怀有怎样的态度？

明确：热爱，崇拜、眷恋，即使面对沙尘暴，展现出的也是
特有的豪气与乐观。

语言品味：铺天盖地、撕扯、嘶、迎风引吭、热烈激昂、寂
寞单调、平添、韵味

结论：和田的维吾尔人有着 土一样的质朴、粗犷和豪放。

2为什么“花”也可以作为和田维吾尔人的一种象征呢？

明确：爱花是和田维吾尔人的天性，花儿不仅盛开在南疆的
沙土里，还盛开在维吾尔的门框边、房梁上、墙壁的挂毯上，
姑娘的服饰上。姑娘有着花一般的名字和美丽的容貌，她们
美丽的外表下更隐藏着坚韧的毅力，即使狂风也吹不散。



结论：和田的维吾尔人有着 花 一样的美丽、幽香、情调、
自信。

3快速浏览第三、第四两个标题的内容，完成下面的填空：

和田的维吾尔人好似 谜 一样的神秘、不可思议、耐看 。

和田的维吾尔人好似 歌 一样的潇洒、豁达、乐观。

明确：生活在豁达乐观、载歌载舞之中的和田维吾尔人，纵
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中出现了一对反义词，是什么？这
样使用矛盾么？

明确：和田维吾尔人的生活在沙土弥漫的自然环境中的确是
苦的，然而他们凭着乐观豁达的精神，不仅战胜了恶劣的自
然环境，更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着美，用歌声和舞蹈来表
现着美，所以，心里感觉是甜的，生活是美好的。

《和田的维吾尔》相关链接

一、关于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人口目前有800多万，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回族，接近或超过苗
族，居前四五位。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其中尤以喀什、和田和阿克苏地区最为集中。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优秀的文化，
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

维吾尔族主要是一个农业民族，有经营农业的悠久传统，根
据新疆的地理环境，发展了绿洲灌溉型农业。维吾尔族的先
民开垦了绿洲，修渠引水，并发明了“坎儿井”这一独特的



地下引水系统。小麦是维吾尔族农家普遍种植的农作物。新
疆的自然条件利于种植棉花，维吾尔族先民在1000多年前就
开始植棉。种植瓜果是维吾尔族的特长，主要有葡萄、哈密
瓜、西瓜、香梨、石榴、樱桃、无花果等。

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维吾尔文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
拼音文字。建国后，推广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
现两种文字并用。

维吾尔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故事集《阿凡提的故事》、
音乐舞蹈史诗“十二木卡姆”、维吾尔族舞蹈等闻名中外。
维吾尔族传统舞蹈有顶碗舞、大鼓舞、铁环舞、普塔舞等；
维吾尔族民间舞蹈有赛乃姆、夏地亚纳；民间乐器有“达甫
（手鼓）”“都他尔”和“热瓦甫”等。维吾尔民族医学是
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吾尔族待客和做客都有讲究。如果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
席，摆上馕、各种糕点、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瓜果，
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待饭做好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
待客，饭前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吃完饭后，由长者领作
“都瓦”，待主人收拾食具完，客人才能离席。吃饭时，客
人不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前去，一般不把
食物剩在碗中，同时注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
起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共盘吃抓饭时，不将已抓
起的饭粒再放进盘中。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人
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吃饭时长者坐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
饭前饭后必须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顺手甩
水，那样会被认为不礼貌。

维吾尔族传统服装极富特色，男子穿“袷袢”长袍，右衽斜
领，无纽扣，用长方丝巾或布巾扎束腰间；农村妇女多在宽
袖连衣裙外面套对襟背心；城市妇女现在已多穿西装上衣和
裙子；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穿皮鞋和皮靴，皮靴外加胶质套
鞋；男女老少都戴四楞小花帽；维吾尔族花帽有用黑白两色



或彩色丝线绣成的民族风格图案，有些还缀有彩色珠片；维
吾尔族姑娘以长发为美，婚前梳十几条细发辫，婚后一般改
梳两条长辫，辫梢散开，头上别新月形梳子为饰品。

维吾尔族的传统建筑具有明显的干旱地区建筑特点。房顶多
穹窿顶或平顶，墙壁较厚，拱形门窗，窗口少而且小，天窗
较大，用来采光。屋内砌土坑，供起居坐卧，又有火墙、炉
灶，以取暖、做饭。住房多成方形院落。大门忌向西开，房
前屋后种植果树、花木。屋前搭葡萄架，成一凉棚。有些住
房还有较宽的前廊。

维吾尔族非常注重礼仪。路遇尊长、朋友，都要把右手放在
胸前，上身前倾，以示问候。老年人吃饭或到他人家里做客，
要双手摸面做祝福的宗教仪式“都瓦”。有时互相见面时也做
“都瓦”。

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维吾尔族舞蹈的群众性很
强，以轻巧、优美的舞姿和快速旋转、多变的艺术特点而著
称。“赛乃姆”（集体舞）是最普遍的民间舞蹈形式，即兴
表演，有时独舞，有时二人对舞，三五人或十几人同舞也很
常见。大型活动时，还会出现百人共舞的壮观场景。舞蹈者
情绪热烈，观众拍手、呐喊助威。在农村、乡镇，每逢节日、
婚礼、欢送宾客等喜庆场合，都要唱歌跳舞。

二、关于新疆和田地区

和田位于新疆最南端，古称于阗，意思为“产玉石的地方”，
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1983年设市，成为和田地区的中
心。和田地区总面积为24.8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其中维
吾尔族占总人口的97％以上。

和田是西域最早的佛教中心，有丰厚的佛文化遗产。许多著
名高僧，如，晋时法显、唐时玄奘都曾涉足和田。而浓郁、
独特的民俗风情，更使人耳目一新，饱览异域风采。



和田地势南高北低，南依昆仑山，北部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源于昆仑山，在沙漠深处交汇成和
田河，最后北流入塔里木河。和田河是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的捷径，是沙漠探险旅游的理想线路。

和田自古以来就以“稼穑殷盛，花果繁茂”著称，并以产玉、
丝、地毯名扬中外，是著名的“玉石之乡”“丝绸之
乡”“地毯之都”以及“瓜果之乡”。它宜农宜牧，是一片
富饶的宝地。如今，和田的歌舞仍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里
有世界第二大沙漠的胜景，两千年历史的丝绸古迹，以及人
与大自然搏斗创造的沙漠绿洲、千里葡萄长廊等人文景观。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五

和田的维吾尔人

教会学生语文学习的方法

（围绕观课主题陈述现象）

1、教师主导作用发挥得当。《和田的维吾尔人》是一篇略读
课文，老师按照此类文章的教学要求，设计了以学生自学为
主的教学环节。在每个环节中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

2、学生主体地位得到凸显。课堂上，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
让学生站在讲台上，交流自己学习的体会。然后由学生指导
同伴进行学习。或让同学点同学补充发言、指名同学朗读课
文、评价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好的或不足的方面。课堂氛围
非常活跃，学生学得主动、学得轻松。

3、教会学生学习语文的方法。课堂上老师紧紧抓住“课文导
读提示”、“学习略读课文的学习方法”让学生展开学习。
避免了教师讲得过多的问题出现。



4、调动学生所有感官。学生学习的怎么样？主要是看学生各
种感官在课堂上是否被调动起来。在这节课上，学生动耳
（听得认真）、动口（说的精彩）、动眼（目光一直跟着老
师、书本、同学在转）、动脑（老师设计的问题都是学生特
别想知道的，有兴趣探究）、动手（学生在学习中动笔勾画、
批注）。因此，学生学得认真、思考深刻，对文本的'感悟透
彻。

（围绕观课主题陈述现象）

教师的开课导入可以更生动、自然些。教师要更加充满激情。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但是老师的感情显得很淡
然。

（围绕观课主题论述）

1、给足学生自学的时间。开课时把学生看画面、感受音乐的
时间给足。然后再让学生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

2、各环节之间的过渡语要精心设计。教师的过渡语尽量有启
发性，让学生生趣盎然的投入学习。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六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了解和田维吾尔族的民俗
特点，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生动的描述想结合的特点，领
悟表达方法。

过程与方法：朗读感悟，小组合作讨论，网络学习交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维吾尔族人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激发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赞美。



教学重点：了解和田维吾尔族的民俗特点，感受维吾尔族人
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教学难点：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生动的描述想结合的特点，
领悟表达方法。

教学过程：

一、启情导入

二、初读感知

1、打开书第9课，快速浏览课文导读，思考：本课学习的重
点问题是什么？

2、带着第一个问题，轻声读文，注意读准读顺

3、汇报交流：豪气乐观、热爱土地、爱美、能歌善舞

三、研读感悟

1、从课文的哪些重点语句当中让你感受到了和田维吾尔人的
这些特点呢？再次走入课文，默读，边读边思，作好批注。

2、可以和身边的人交流交流

3、集体交流

豪气乐观：

热爱土地：

能歌善舞：看到维吾尔的姑娘，你不禁要说——

4、难怪人们会说：[出示句子]齐读



5、小结：本课学到这里，你有哪些收获呢？

四、网络交流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七

教学目标：

1、读读记记“惊恐、恶劣、深邃、铺天盖地、迎风引吭、肃
然起敬、形态各异、随风摇曳、美不胜收、载歌载舞、害达
乐观”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和田维吾尔族的民俗特点，感受
维吾尔人害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3、积累语言，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生动的描述相结合的特
点，领悟表达方法。

教学重、难点：了解和田维吾尔族的民俗特点，感受维吾尔
族人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教学方法：引导自学法

教学资源：相关资料，投影片

教学流程：

一、揭题导入：

泱泱华夏，盛开着五十六朵民族之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
民族，都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在本组的前几篇课
文中，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地区的风俗，今天我们再一起去
和田，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板书课题，齐读。



谁能把你了到的和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预测：位于新
疆的最南端，产玉石的地方，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和
田是西域最早的佛教中心，和田是著名的玉石之乡、丝绸之
乡、地毯之乡、瓜果之乡。）

和田的维吾尔又有怎样的风情呢，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近文本，
一起去品读。

二、回顾方法：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请同学们回忆一下以往学习略读课文的
方法。（预测：1、学习词语。2、带着阅读提示中的问题初
读课文。3、感悟内容，学习表达方法。投影示）

三、检查预习：

1、今天我们照例先来学习词语，投影出示本课的重点词语：

惊恐　恶劣　深邃　妩媚　香喷喷　铺天盖地

迎风引吭肃然起敬形态各异随风摇曳

美不胜收载歌载舞豁达乐观渺渺回荡

（1）你觉得哪些地方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预测：读音：恶劣妩媚载歌载舞香喷喷（领读）

字形：邃曳（在本上练习写一个）

多音字：吭（将其不同读音表示的意思、组词积累到书上）

（2）词语的意思有没有不理解的？解释“肃然起敬”、“美
不胜收”



希望同学们把这些精彩的词语运用到口语交际和习作中。

四、感知文本：

1、下面我们来看阅读提示，默读，画出需要注意的问题，指
名读问题。

3、作者把维吾尔人豪放乐观的性情，热爱土地、爱美的淳朴
风情，能歌善舞的才情很形象地介绍了出来，同学们把握得
也很准确。下面请你默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注意在感悟内
容的同时学习表达方法，作好批注。

4、汇报：

第一段：“我”的神态、动作与汉子形象对比。

拟人的手法描绘出恶劣的天气，反衬出汉子的豪气与乐观。

采用总分的结构，中心句在段首。

第二、三段：交代反问句结尾也有使用叹号的形式。

列举吃、穿方面的例子说明其热爱土地。

第四段：交代虚实结合的写法。

第五、六段：中心句在中间

第七段：首尾照应。理解“苦—甜”

五、读写结合：

1、看板书回顾全文，每个自然段都围绕中心句，运用列举、
修辞等方法，淋漓尽致地再现了维吾尔人的特点，课前同学
们还查找了维吾尔族的其他民风民俗，你能不能试着也象文



中这样来写一写，抓住一个方面写具体。或者也可以依照课
文从不同方面介绍维吾尔族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你了解到的
其他民族，列提纲即可。

2、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

3、汇报。

六、拓展延伸：

这节课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领略了和田维吾尔的风土人情，
希望同学们课后再去了解关于其他民族的民风民俗，更希望
大家带着维吾尔族人的豪气与乐观去拥抱你们的生活，相信
你的人生会更精彩！

板书：豪气乐观　围绕中心

和田的维吾尔热爱土地　修辞、列举

爱美　虚实结合

能歌善舞蹈首尾照应

《和田的维吾尔》教学反思

吉化六小　吴俭

《和田的维吾尔》是六年制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教材中的第9
课。本课是一篇略读课文。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感到自己
在这以下两方面做得比较好。

一、基础知识落得比较实，课堂上我以检查预习的方式来检
查字词的掌握情况，重点的读音、字形进行强调，并且落实
到写，真正做到扎实了基础。



二、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让学生默读做批注的环节，
我给学生留了大量的时间去读，让学生真正静下心来品读文
本，用心去感悟，真正从读中有所得。

三、读写结合落实到位。总结全文，体会写法。让学生整体
感知课文，理解中心句和作者是怎样向我们介绍地域风情和
民族风俗的，学习作者的表达方法，并进行仿写，把学生领
悟到的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

四、扩展阅读，让学生课后再去搜集相关的信息，把语文课
堂延伸到课外，扩大了学习的外延。

本节课的遗憾之处是：

一、对于方法的指导要做到重点突出，而我在本课中面面俱
到，就显得冗长。

二、教师总结的话过多，当学生说得已经很到位的时候，就
不用再总结了，显得教师放手不够。

三、抓住重点词语来理解部分力度还不够。

四、在时间的把握上，还做得不够好。既然是略读课文，有
些地方教师还可以讲得更简练一些，体现略读课文的教学方
法。

只有勤于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得失与成
败，才能不断丰富自我素养，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教学
艺术，实现教师的自我价值，我会努力的。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八

---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8课《和田的维吾尔》教学设计及课
评 陆青春执教     张晨瑛（特级教师）点评 教学目



标：1、学习并积累“撕扯、寂静、边缘、恶劣、摊铺、晾晒、
摇曳、深邃、妩媚、绽放、庆贺、豁达”12个由近义词构成
的词语；了解“都帕”、“艾得来斯”等具有地方色彩的词
语的作用。

1、课前播放一组图片，生谈感受。

2、板书课题。引入：新疆和田位于祖国最西北，那里是我们
维吾尔族同胞最集中居住的地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和田，
走进可爱的维吾尔人。一起读课题。

1.大家读书的姿势正确，声音很动听，读得很认真也很专注，
老师很欣赏。我们先来读一组词：

撕扯   寂静    边缘    恶劣

2.让我们把这四个词语放到课文的句子中去，谁分别来读一
读：

那是个停电的晚上，沙尘暴铺天盖地地着黑暗中的一切，我
缩在被窝里惊恐地竖耳听着。

远远望去，那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形态各异、横七竖八的
衣服像一张巨幅抽象画，给而单调的沙漠平添了几分韵味。

和田地处大漠，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扼杀维吾尔人爱美的天
性。

4.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画面再来一读这些词语。大家是否发现
这些词语在组词结构上有怎样的特点呢？（你有一双会发现
的眼睛，真不简单，前后两个字都是近义词。）

1、作者比较喜爱这样结构的词语，文章中随处可见，让我们
一起来读：



摊铺     晾晒    摇曳    深邃

妩媚     绽放    庆贺     豁达  

上面这4个词语是写和田环境的，那这8个词语写的跟什么有
关呢？（和田维吾尔人。）

2、维吾尔人、维吾尔民族他们具有哪些特点呢?请你默读课
文，用横线划出概括写维吾尔人特点的句子，再分别用四字
短语来提炼。

3、交流：维吾尔人具有哪些特点呢?

（豪气乐观   热爱土地   天性爱美    能歌善
舞   豁达乐观）

4、点明：全文和每段都有中心句子，使文章脉络清晰，易于
把握。首尾呼应的写法。

维吾尔人印象

地区

和田

民族

维吾尔

常吃食品

爱好特长

青年外貌



服饰打扮

生活环境

民族特点

2、用上所填的这些词、句，用几句话来说说维吾尔人留给你
的印象。

3、重点交流：爱好特长——爱花

读一读第5自然段，为什么说爱美是他们的“天性”？

a.画出作者打比方的句子，体会“美不胜收”。（巴扎的闹
市里，那一顶顶鲜亮绣花“都帕”，那一团团飘然而过
的“艾得来斯”，犹如天幕上朵朵鲜艳的彩云，又似花园里
一片片随风摇曳的花儿，真是美不胜收；密密的眼帘，深邃
的眼睛，像花儿般绽放在风沙里。）

小结：爱花、种花、绣花，衣着如花，姑娘似花，维吾尔族
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美丽地生活着，正像坚强的花朵，在
最贫瘠的土地上仍然尽情地吐露芬芳。

b.文中用到很多具有强烈新疆地方色彩的词语如“都
帕”、“艾得来斯”等，抓住这一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文中
有没有同样的词语或者句子，它们的作用是什么？(这些词句
能够体现出强烈的西域色彩，让读者感到自己身处新疆。)我
们在写作时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写作时可以运用特定的词
表现特定的地点或人物。)

在文中我们感受到他们生活的甜蜜、幸福，如果最高的幸福
感指数是100分，那么你觉得维吾尔人的幸福指数有多高呢？
请你选择课文中感兴趣的几部分的内容去想一想：维吾尔人
的幸福体现在哪里呢？然后写出具体的幸福理由进行评一评。



出示：

维吾尔人“幸福感指数”

幸福理由

(要求：思考深入，理由充分，表达流畅。)

3.交流反馈。

1、再读词语

撕扯    寂静    边缘    恶劣

摊铺    晾晒    摇曳    深邃

妩媚    绽放    庆贺    豁达

追问：课文本来是写和田的维吾尔人的，可是为什么要写和
田的维吾尔人所处的环境？

2、过渡：虽然地处寂静的沙漠边缘，环境恶劣，沙尘暴会撕
扯着黑暗中的一切，但是维吾尔人的生活依然是那么幸福，
感觉仍是甜蜜的，这幸福与甜蜜源自于他们的——乐观豁达，
源自于对---生活的热爱！

齐读：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
甜的。

查找资料，进一步了解维吾尔这个民族，结合本篇课文的写
法，完成随笔《维吾尔印象》。

陆青春老师上的这节课是一节充满张力的阅读教学课。教材
解读有张力，教学结构有张力，言语训练有张力，最可贵的
是学生思维探究有张力。对他的课，想以随感的飘逸，作如



下诗意的表达。

听了陆老师的课，想起庄子的话：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教
师的教学智慧含量，决定了教师在课堂中的行走方式，决定
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空间、实践空间。陆老师的课，
留给学生较大的思考、实践时空，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更
多的是能力的提升。

听了陆老师的课，想起了歌德曾说：内容人人看得见，内涵
只有有心人才能得之，而形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个秘密。
阅读教学教什么的问题，至今还困惑着大家。教材有两个层
面的价值，一是文本的原始价值，二是文本的教学价值。语
文教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俗话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
言。但是，对语文教学而言，不但不能忘言，更应辩言、悟
言、得言。语言形式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语言形式
是更高层面的语言内容，正如学生在教师引领下所悟到的那
样：“都帕”、“艾得来斯”强烈的西域色彩，强烈的地方
特色，折射的是个性的民族魅力。

听了陆老师的课，想起了“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俗
语，什么都要抓，旁枝斜倚，结果天上的鸟没有抓住，手里
的鸟也飞啦。陆老师的课，从词语的结构、从词语的特色入
手，引导学生细细咀嚼、慢慢品味、听其声、辨其味、掂其
分量、触其心跳，使学生领略到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独特魅力，
从而激活阅读内动力，于无形中把握语意、敏化语感，享受
品之乐趣。此乃是以术养道，从教课文转向教阅读。当然，
这得益于陆老师对文本独到的解读。记得朱熹说过：“读书
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对经典的文章，值得我们反复体察、推敲、品味。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九

学习目标:



1、读读记记“惊恐、恶劣、深邃、铺天盖地、迎风引吭、肃
然起敬、形态各异、随风摇曳、美不胜收、载歌载舞、豁达
乐观”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和田维吾尔族的民俗特点，感受
维吾尔族人豁达乐观的民族精神。

3、积累语言，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生动的描述相结合的特
点，领悟表达方法。

自学导航

学法领航:

按要求自主阅读，抓住文中段落的中心句，了解课文内容，
合作探究民风民俗，品读佳句，领悟表达方法。

自主学习：

一、说一说，你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了解。

。

三、我能感知课文内容：

1、快速浏览，画出能反映和田维吾尔人性格或精神的语句。

2、默读课文，画出每段的中心句，与小组同学交流：和田维
吾尔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根据文章的内容，我的概括是：

土：表现了维吾尔人                的特
点；

花：表现了维吾尔人                的特
点；



歌：表现了维吾尔人                的特
点。

四、在文中画出你认为写得精彩的句子或语段，读一读，说
说句子好在哪里，然后抄写下来。

五、“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
甜的。”读课文，结合文中具体的描写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
解。

六、作者是怎样向我们介绍地域风情和民族风俗的？

我的收获

1、摘抄文中的佳句：

2、我知道了可以借助段落的中心句更好地读懂文章，概括主
要内容。

3、选择自己印象深刻的段落，有感情地练习朗读。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十

在这次的同课同构中，我们六年级三位语文教师讲的是《和
田的维吾尔》。本单元围绕“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
一主题，向我们展示不同地方的民风民俗。如：老北京热闹
的春节、古朴的藏戏以及别具一格的民居等，《和田的维吾
尔》就向我们展示了和田的维吾尔人热爱生活、豁达乐观的
精神。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我设立的教学目标是：
第一、会读会写本课的词语。第二、要求学生能通过品味富
有表现力的字、词感受维吾尔乡村的风情，理解和田维吾尔
的特点及作者表的的方法。为此，在讲这篇课文之前，我们
首先让学生作了预习，重点是读读课文，然后谈谈在预习中
的收获，从而对和田维吾尔风情有个初步的了解。



为了检测学生对字词掌握情况，我们从读音、字义等方面进
行，结果忽视了略读课仅仅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因而在学习
词语这一环节，我错误的估计了，本不应该用太长的时间，
以至于后来的课文分析没有在预计的时间内完成，乱了手脚。
从这节课看来，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应在备课时做好充分
的准备。也让我知道了，无论平时教学还是比赛，都不要打
无准备之仗。

在学习后面内容的时候，抓住本文的重点句段即每段的中心
句进行学习，是我们设计这篇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画出能
够反应和田维吾尔人特点的语句;最能集中反应和田维吾尔人
性格的是哪一句?先进行第一个模块：自学。先让学快速浏览
课文，自己解决。再进行第二模块：交流讨论，在学生交流
讨论后，要求学生抓中心带动学生激发学习的积极性。通过
重点语句了解维吾尔人的特点是：豪气与乐观，热爱土地，
爱美，能歌善舞。

然而，这两个环节学习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在
展示点拔时，虽然学生已能熟练的通过表达方法来体会重点
句子的意思，但是我点拨过多，废话连篇，犯了一大过，怕
学生找不到我所想说的话，怕说不到我的点子上，绕来绕去，
对重点和难点处理的不是很理想。虽然我从郝老师的课堂上
感觉到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没按时完成，自己也及时做
了调整(想借助维吾尔的豪气乐观、热爱土地这两特点从表达
方法上让学生加以体会，并及时联系中心句好体会维吾尔人
即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这句话的含义)，但是，还是同
样惘然，仍然没有按时完成课堂教学任务。所以，因为以上
的一些不成熟的一些做法，导致我在时间的把握上，还做得
不够好。既然是略读课文，有些地方我还可以讲得更简练一
些，体现略读课文的教学方法。

整节课的时间安排，教学内容的处理，都不是很到位，我自
己感觉不是很理想，这节课太让我找不到成就感了。我会继
续反思，总结，学习，继续我对“语文”的思考，我相信，



只要乐于反思，善于总结，勤于准备自己的课堂教学，总结
教学过程中的得失与成败，才能在教学之路上越走越宽，提
升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教学艺术，实现自我价值，找到成就
感。

《和田的维吾尔》是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教材中的第9
课。本课是一篇略读课文。本组课文的单元教学目标是了解
课文表现出来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体会作者是
怎样写出民俗特点。新疆的和田地区和维吾尔少数民族对于
我们的学生来说不太熟悉，课前布置学生在预习新课的同时，
自己查找资料，做一份有关新疆维吾尔族的手抄报，让学生
能尽可能多地对新疆有所了解。课前十分钟，请学生欣赏了
视频《我们新疆好地方》，感受新疆的美，给学生以直观的
印象。本堂课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及教学环节的设计符合
学生的实际情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突破了课文的难点。

一、抓住本文的重点句段进行学习，是我教学这篇文章的一
大特点。如：画出能够反应和田维吾尔人性格或精神的语句;
最能集中反应和田维吾尔人性格的是哪一句?围绕着“豁达乐
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感觉还是甜的。”这个
中心句来展开学习，引导学生分析理解课文，感受和田维吾
尔人的风俗习惯及豁达乐观的性格特征。最后又回归到课文
最后一段：“豁达乐观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感
觉还是甜的。”感受和田维吾尔人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整节课的教学比较有条理，容量也比较大。学生对课文理解
得也比较透彻。

二、总结全文，体会写法。在教学中我主要侧重于对文章的
整体把握和写法指导，结合课文的具体内容进行写法指导。
在课后让学生再次整体感知课文，理解中心句，作者是怎样
向我们介绍地域风情和民族风俗的，学习作者的表达方法。

三、从重点词语入手来理解句子。对一些词语的理解，指导
学生运用了多种方法：联系课文注释，结合插图，联系上下



文等方法。

遗憾的是，在时间的把握上，还做得不够，有些前松后紧。
因为是略读课文，有些地方还可以讲得更简练一些。留给学
生更充分的朗读时间，让学生再次在读中品味和田维吾尔族
的独特风俗习惯。在朗读指导方面还应该进一步地加强。还
有待于更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以便给学生更多的锻炼机会，
培养其各种能力。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十一

大家好，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9《和田的维吾尔》，下面我将
从说教材、说教法学法、说教学过程、说板书设计四个方面
来对本课进行说明。

一、说教材

《和田的维吾尔》是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二组课文中的
一篇略读课文，教学时间为一节。本组课文的单元教学目标
是了解课文表现出来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体
会作者是怎样写出民俗特点的。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作者在和
田亲身感受到维吾尔族人特有的豪气与乐观，以及维吾尔族
许多饶有趣味的风俗，从而可以感受到维吾尔族人“纵使生
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豁达乐观的精神风貌。基于此，我
确定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目标：读熟课文，积累“铺天盖地、载歌载舞、美
不胜收”        等词语和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句。
从而感受到语言美。

过程与方法目标：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充分地与文本交流，
在自读、感情朗读、品读等形式多样的阅读中，理解课文内
容，感受维吾尔人的特点以及他们虽苦犹乐的美好品质。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体会作者对维吾尔人乐观
豁达精神的由衷赞美之情，学习他们的精神风貌，从而激发
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赞美之情。由于本课文质兼美，因
此我确定了本课的教学重点是：通过感情朗读，了解感受和
田维吾尔人的特点及其民风民俗。难点是：体会作者的语言
表达特点，并学习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

二、说教法学法

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能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达到教与学的
和谐完美统一，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语文素养以及合
作探究精神、创新精神，是新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因此教
学时，我准备采用以下三种教学方法：

以读代讲法：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受
到情感熏陶，在读中体会维吾尔人的高尚品质。

情境教学法：用声情并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画面，出示维
吾尔民族风俗的录像、图片，拉近学生和文章的距离，引导
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感知。

自主、合作、探究法：学生之间相互启发、补充，实现思维
碰撞，在讨论中理解维吾尔族的独特风俗。学生具体的学法
就是朗读、讨论、勾画圈点批注，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
书的良好习惯。为了更好的上好这一课，我还准备了歌曲
《我们新疆好地方》以及体现民俗的图片歌舞录像片段等相
关课件。这样既提高了学习效率，又充分享受了语言美、音
乐美、画面美，让学生体会到了上语文课就是美的享受。

三.说教学过程：

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课堂教
学我准备按以下五个环节展开：



环节（一）创设情境、激情导课：我设计的导语是“同学们，
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五十六个民族
生活丰富多彩、习俗独特。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一起感受了老
北京热闹的春节、古朴的藏戏、别具一格的民居。现在，我
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教师播放视频歌曲）
然后我自然过渡引出课题、板书课题。

环节（二）整体感知、自主探究：1、师生共读课文，做到准
确、流利用平时一贯采用的一圈二点三画四批注的学习方法
积累词句。尤其维吾尔的特色语言要结合课下注释去理解。2、
在读中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文中最能体现维吾尔人性格的
语句是哪一句？在文中起什么作用？学生带着问题边读边思
考。

环节（三）默读课文，快速提炼概述维吾尔人特点的语句及
关键词，学生感情读，教师适时板书（豪气乐观、酷爱土地、
爱美、能歌善舞）

环节（四）重点研读、品读、感受民俗、体会情感。我将这
样进行：

1、 学生找出最感兴趣的部分读，哪些语段语句给你的印象
最深，你是怎样理解的？如何读好这些句、段。

2 、学生讨论汇报到酷爱土地这部分时大屏幕显示出课文第
一幅插图，边看图边理解相关词句，并指导朗读其中的比喻句
“远远望去，那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衣服，像
一幅巨大的抽象画，给寂静而单调的沙漠平添了积分韵味”
指导学生读出感情来，而后发散思维，练说比喻句。

3、当学生汇报到维吾尔人爱美这部分时，我会让学生在音乐
声中闭目听老师的朗读，把学生带入美的情境中：维吾尔姑
娘更是漂亮得叫人不敢正视。密密的眼帘，深邃的眼睛，妩
媚的笑容，像花儿般绽放在风沙里”。师打出屏幕显示课文



的第二幅插图，一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展现在学生面前，
此时发散思维 你想用哪些词语赞美？之后同学们再用文中的
词语来读、品、悟，就水到渠成了。紧接着师很自然地播放
维吾尔族人能歌善舞的录像后，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谈
感受、做总结，而后再品读、赏读，学以致用。

环节（四）质疑问难、总结全文 这样更能培养学生边读边想、
不懂就问的习惯。而后齐读课文的最后一句话：（豁达乐观
的和田维吾尔人，纵使生活再苦，感觉也是甜的）。有以上
的环节作铺垫，再理解中心句的含义就轻而易举了。（教师
板书虽苦犹乐）

环节（五）拓展延伸

四、说板书设计：

9、和田的维吾尔

豪气乐观

酷爱土地   的维吾尔人

爱    美 （虽苦犹乐）

能歌善舞   

（好的板书就像一份微型教案）

（此板书体现了文中的教学重点，清晰直观，便于学生理解
记忆）

我的说课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十二

课前布置学生搜集与课文内容相关的资料，或背景、或作者、
或有关事物，在一段时间内曾高频率地出现在语文课堂上，
尤其是公开课的课堂上。风靡一时后，风光不再。因为老师
们觉得收集资料、交流资料形式化，对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
作用不大。引导学生搜集资料、交流资料，从理论上来说，
符合新课程的理念，那么为什么逐渐淡出语文教学呢？老师
们的意见大致有以下三点。

（3）：学生搜集资料的途径很少，有的学生没有搜集的条件。

沈老师在指导学生交流搜集的资料时，有两个环节很有参考
价值。

学生汇报完，沈老师问学生：从资料中，你能发现什么维吾
尔族的什么特点？有学生说：能歌善舞。沈老师做了肯定评
价。在后面课文的学习中，正好有写维吾尔人能歌善舞的段
落，沈老师又联系交流时的资料予以强调。

研究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发现：沈老师引导学生交流资料不
是走过场，而是认真地分析学生交流的资料，引导学生概括
资料，同时从资料中提取与教学有联系的信息，使交流资料
成为训练学生概括能力的材料，成为学生丰富视野的工具，
成为促进文本学习的`动力。

其二：有个学生在汇报时，手上并没有拿文稿，侃侃而谈，
完全口语化，但内容丰富、术语准确。很显然，这位学生已
经在课前已经把搜集的资料消化过。

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推想沈老师平时可能对学生搜集、交
流资料的方式提出过一些要求，要求学生整理资料或思考资
料。如果每个学生都能像这个学生一样，在老师的指导下学
会整理资料或思考资料，甚至研究资料，那么，搜集资料就



是一个学生自我学习的过程，交流资料就是一个学生展示学
习成果的过程。搜集资料和交流资料无疑就变得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了。

搜集资料、交流资料是学生形成“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方式的重要途径，与传统的作业相比较，更能显现它的开放
性、实践性和自主性，推动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一
定要做好指导资料搜集方法的指导，组织好资料交流的过程，
落实搜集和交流的结果，使其成为学生拓宽视野，建构知识
体系的重要方式。

和田的县维语名称篇十三

由于课文围绕“乡村”这一主题，向读者展示了维吾尔乡村
浓郁的西域风情和和田的维吾尔人热爱生活、豁达乐观的精
神。因此在教学中，我设立的教学目标是：第一、要求学生
能够掌握词语的正确读音，在朗读中体会文字之美。第二、
要求学生能通过品味文章的语言、尤其是品味富有表现力的
字、词感受维吾尔乡村的风情，并且理解和田维吾尔的精神。

我想，我应在课堂中鼓励学生拓宽自己的思路，引导他们在
掌握语言运用规范的基础上，更多地感受语言的魅力，从而
形成高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
在相互合作与独立思考中提高综合学习的能力。

因此，在教学中，我设计了学生展示小组共同制作的小报的
环节，让他们谈谈在学习课文之前他们心目中的和田的样貌，
从而对和田风情有个初步的了解。

我还运用音乐《达坂城的姑娘》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创
设情境，使学生能够尽快地融入文章的氛围中，感受浓郁的
西域风情，这一环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们不仅融入了
文章，而且积极性也被激发了出来，能够完全投入地思考我
提出的问题，结合他们小报中表现的部分提出自己在看过文



章后对和田维吾尔的看法。在他们交流的同时，我又以引导
性的提问使学生主动地感受文本，在富有表现力和具有地方
色彩的词语上做深入讨论，学生们不仅抓住了关键词句说出
了自己的感受，而且还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一名学生
发现文中用到很多具有强烈新疆地方色彩的词语如“都帕”、
“艾得来斯”等，我便抓住这一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文中有
没有同样的词语或者句子，它们的作用是什么？经过共同的
思考，他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些词句能够体现出强烈的
西域色彩，让读者感到自己身处新疆。我再抓住这一结论引
导他们思考我们在写作时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学生立刻领
悟到：写作时可以运用特定的词表现特定的地点或人物。

又如在谈到“歌一样的维吾尔”时，学生们纷纷发表了自己
对和田维吾尔的看法，认为他们是一群热情、好客而且快乐
的人。但仅止于此的话，和田维吾尔的形象又过于单薄。于
是，我便启发他们思考“歌”与和田的维吾尔的关系，有的
学生从文字中获得了深刻的感知，她说，和田的维吾尔人本
身就是一首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歌舞已经成为了他们自
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就像那歌舞一样，热情奔放，没
有悲怆。这是多出色的想法！在对她表示赞赏的同时，我又
引发学生们继续思考：这样一个民族，在他们的载歌载舞中
是否可以看到一种精神？有的学生在熟知课文的前提下，马
上就联想到了前文提到过的一个汉子在刮着沙尘暴的夜里引
吭高歌，这正体现了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欢歌的性子，也
体现出了他们的乐观精神。由此，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便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样的师生共同交流中，我随时准备着抓住学生思想的火
花，不断地为他们积累思想的结晶，也随时准备着将他们的
思考引导向更深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掌握了课
文中的基础知识，也掌握了课文的重点，并且通过课堂最后
的归纳和总结进一步理清了自己的思路，也加深了对和田维
吾尔的理解，最终达成了我的教学目标。



这一堂课，既提高了学生品味、鉴赏语言的能力，也丰富了
他们的情感体验，使他们感受到和田维吾尔独特的西域风情，
同时提升了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懂得无论生活怎样，我们
都要以一颗乐观的心去面对生活。同样，这堂课也使我得到
启发：语文课就是要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能加强
对文字的感知能力，而学生的感受是需要教师去培养的，他
们如何思考也是需要教师去引导的，我们可以运用多种方法
激发他们的感受，培养他们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在不断地感
受与思考中逐渐形成更为高雅的审美情趣、养成更为深刻的
思考习惯，更积极地去探索身边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