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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事记，语言巧托趣
——《带刺的朋友》教学设计

陈淑莹

（深圳市龙华区龙为小学，广东 深圳 515000）

摘要：本文讲述了一只聪明的刺猬与一个充满好奇的“我”在充满奇妙的秋夜所发生的故事，其中叙事诗围绕刺猬偷枣开展的，并在

文章语句段落中穿插有作者的思想感悟。本文语言细腻优美，宁静又生动，情节扣人心弦、精彩纷呈。有声有色，实在耐人寻味，并且全

篇都洋溢着作者对刺猬的喜爱之情。本单元立足于语言学习，辐射于留心观察生活细节，在读中品，在辨中思，在量中使语言训练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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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

本次所讲课文的板块位于教材的第七单元，并且该单元的全

部文章中都涉及到“我与自然”元素，通过分析单元导语我们不

难发现本单元的教学设计应着重突出大自然的魅力，并积极引导

学生与作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篇文章所呈现的故事内容与写

作技巧比较符合该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另外对刺猬的描述

也比较灵动和活泼，以拟人的姿态手法表现出来极具趣味性，能

够吸引天真浪漫的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分析刺猬偷枣的高明之处，

感悟语言文字的生动性。

处于三年级阶段的学生有着一定的识字基础，但是本文涉及

一些容易混淆、记错的生字词，因此，教师应给予学生辅助和指导，

帮助学生学音辨字。再有由于很多学生对刺猬这种动物的认识与

了解不是很充分，教师可以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借助网络渠道搜

集并下载与刺猬相关的学习材料。

【目标定位】

1. 引导学生认识并掌握基础生字“枣、馋、偷 ...”，并学读“扎”

的不同读音，会拼写词汇“摆动、惊讶、树杈 ...”，并熟读“玛瑙、

斑斑驳驳、朦胧……”

2. 通过不同的阅读策略，去体会文章中语言的情趣、静趣、

妙趣。

3. 以语言为立足点，以群文为打开方式，让学生再次体悟语

言魅力。

4. 鼓励学生以“聪明的小刺猬是这样偷枣的 ...”为开头，运

用所学生字词来描述刺猬偷枣的场景。

【教法学法】

以语文的方式上一节语言课，以思维导图作为文本肌理的切

入点，让学生通过重点词句品味、在朗读中体悟、与作者换位思考、

群文阅读等方法，进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言语实践。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能够精准定位并圈出文章中具体描述小刺猬偷

枣的语句，并能够结合自己所学感悟并挖掘语言的写作技巧与内

涵的情感。

2. 教学难点：掌握语言的不同表现手法，并能够散发语文思维，

灵活运用比喻、拟人等手法，让语句更加生动。

一、第一板块：小事中的文理脉胳

（一）巧用思维导图理文脉

课前检查：鼓励学生上台展示自己课前绘制的思维导图，并

向班级同学分享文章讲了一件怎样的故事，并表述自己的想法。

（二）默读课文，思考问题

师：通过朗读课文，同学们在文中看到了一只什么样的刺猬

呢？而作者“我”再发现了它偷枣后，为什么没有出声制止，而

是观察它的一举一动呢？

【设计意图：借用思维导图这种新颖、有趣的方式去帮助学

生梳理整个故事脉络，进而为课堂有效增添趣味性，缓解并减轻

学生的阅读焦虑，改善学生畏难的心理。课标日：“培养良好的

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这便是既有趣又轻松的方式。再抛出两

三个由易到难、循环进行的课文问题，以此来引发学生注意力、

并引导他们深入思考，顺利进入第二板块的学习内容。】

二、第二板块：语言里的妙趣横生

（一）环境的静趣

1. 画一画：同学们通过阅读后是否能够找出这个 故事的发生

时间呢？并准确定位文章中描述的相关语句，用横线勾画出来。

2. 出示：秋天，枣树上挂满了红枣，风儿一吹，轻轻摆动，

如同无数颗飘香的玛瑙晃来晃去，看着就让人眼馋。

（1）从这个句子中，你读出了什么隐藏含义呢？或许同学们

还可以将红枣比喻成什么？

预设生 A: 红枣挂满了枝头，真多。

预设生 B: 应该是饱满的，真漂亮。

师 : 同学们还可以将红枣比喻成什么？

预设生 A：像耀眼的红灯笼一样，红彤彤的。

预设生 B: 像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

（2）练习：……如同……

例：暗中观察的我，如同。

聪明机灵的刺猬，如同。

预设生 A：暗中观察的我，如同一只可爱的小猫。

预设生 B：聪明机灵的刺猬，如同圆滚滚的皮球。

预设生 C：满枝丫的红枣，如同耀眼的红宝石。

……

3. 出示：一天晚上，新月斜挂，朦胧的月光透过树枝，斑斑

驳驳地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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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句中你最喜欢哪个词语，请说说你的理由。（新月斜

挂、斑斑驳驳）

预设生A：新月斜挂，因为很巧妙地将月亮的形态描绘出来了。

预设生 B：斑斑驳驳，因为有一种艺术性的感觉，让人觉得

很是生动形象。

预设生 c：朦胧，因为能够将月光的形态展现出来，是若隐

若现的。

……

（2）出示古诗，感受月夜的宁静：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师：你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秋夜，又感受到怎样的一副月景呢？

预设生 A：是宁静的。

预设生 B：是美丽的。

预设生 C：是幽静的。

师：同学们形容地都很贴切，是的，就是这一片宁静而又美

丽的月色，让我们再一次来读一读这个句子。（板书：静趣）

（二）动作的妙趣

1. 找一找：文章中写的是刺猬偷枣，你最喜欢的片段又是哪

个呢？请你简要阐述你的原因？

（1）师相机引出：第 9 段，个体朗读，检查字词的读音。

（2）思考：这一段开头便说：劲头比上树的时候足多了。你

能够从哪个词语看出小刺猬“劲头足”？

预设生：文章前部分描写到刺猬开始的时候是在慢慢地爬，

但在后面这段却在说小刺猬匆匆地爬来爬去，又打一个滚儿，可

见小刺猬的行动力有所提升……

师：你真是个善于思考的孩子！回答的很详尽，若是再能简练

一点就更好了，你能够进行提炼一下，并准确地说出是哪些词语吗？

（3）师通过生的汇报后总结动作描写：“拢”“打滚”“归

拢”“扎”“驮”“跑”。

2. 读一读：通过个体读、师生接读、整体读的方式，运用朗

读技巧（动词的重音、长句的停顿），体会刺猬的聪明伶俐。

3. 演一演：学生们用慢、快的节奏读这一系列连贯动词，请两

位同学根据朗读节奏表演动作，感受小刺猬的机智聪慧、灵敏迅速。

（三）称呼的情趣

1. 圈一圈：同学们，读到这，你现在知道，作者为什么不去

打扰刺猬偷枣了吗？“我”在称呼小刺猬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

请你圈出来，比一比。

2. 读一读：

●那个东西一定没有发现我在监视它。

●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树上那个家伙就噗的一声掉了下来。

●我暗暗钦佩：聪明的小东西，偷枣的本事可真高明啊！

（1）思考：从称呼上的不同，你体会到了怎样的情感变化。

（2）朗读：谁能读出这其中的变化。

（四）总结

师：一切言语皆情语，细心品读，文字、语言里有大世界！

从语言表达中我们发现：原来，“我”没有去制止这一项“偷枣”

行为，是因为在这么美丽的夜色下，看到了一只有计划、机灵聪

明的刺猬，从一开始的“抓贼”心理，慢慢演变成了喜欢！这是

一篇有趣的文章，这是个妙趣的夜晚！（板书：妙趣）

【设计意图：吴中豪先生说：“语言训练是语文教学的立身

之本”。在阅读文本之途中，将蕴含在语言之间的温情激活，让

语文能力得到发展，“语文味”才得以彰显。】

三、第三板块：从语言到生活的超链接

（一）读原文，细想“朋友”含义

1.同学们，文中只讲到了“我”看到刺猾偷枣，却没有任何接触，

这能叫“朋友”吗 ?

2. 读原文，仔细体会“我”与判猬的这一份情谊，感受小作

者的天真童趣。（板书：情趣）

（二）读群文，细品妙趣语言

1. 以群文阅读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妙趣的语言，并推荐给学

生篇目《鸟腿上的秘密》《蜘网上的谜》，鼓励并监督他们在课

后进行自主阅读，从而丰富语言词汇的积累量。

2. 学生分享：阅读后，你觉得哪篇文章更有趣。

（三）读整本书，《四季读不停》

师：孩子们，一篇文章，三篇文章，怎么能满足我们对语文

的探索。作者宗介华手上有多更有趣的文章，让我们一起去宗老

师的四季里去看看吧！（相机推荐宗介华的《四季读不停》）

（四）课程拓展

结合读书笔记和学习经验，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生活小事录》

的亲子活动，并与美术科组进行联合构想，绘制出色彩鲜明、文

字贴切，其图文又充分结合的作品集。

【设计意图：温儒敏教授一直倡导，让学生读好书，好读书，

提高阅读量，与阅读质量，进而挖掘学生的语文潜能，培养语文

关键能力。而只有一定足够多的文字信息中才可以去提升学生的

语文素养和语言文字组织能力，在特定的语文活动里，去感受缤

纷的语言世界。这便是读中思，思中得。】

【板书设计】

15. 带刺的朋友

【作业布置】

1. 将这篇有趣的文章，有声有色地分享给家人听。

2.亲子作业：与家人一起记录下今天印象最深的小事，录入《生

活小事录》。

3. 能够以“聪明的小刺猬是这样偷枣的 ...”为开头，运用所

学生字词来描述刺猬偷枣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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