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 题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课 型 新授课 课  时 第 2课时 

教材分析 

本课教学设计注重朗读、默读、浏览相结合，通过抓住课文主要内

容，重点研读关键的词句，积累与感受词语的精妙，学习细腻的写作

方法,从而达到入情，悟情，融情，升情的目的。 

学情分析 
结合教材及学生认知规律的特点，教学设计旨在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鼓励学生运用主动质疑、自主阅读的研究性学习策略进行学习。 

教学目标 

1、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花的美丽，背诵课文第 3 自然段。 
2、 体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美好精神。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难点 体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境界，并从中受到教育 

拟用学法 讲授法、欣赏法 

媒体资源或教

具 
多媒体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指导 学生活动 学习效果与检测 

一、复习导入。 

1、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 25课 

四五十年前，季老在德国留

学，四五十年后，他又踏上了这块

熟悉的土地。迎接他的人向他问及

这几十年德国的变化时，季老的回

答是…… 

2、引导说说作者眼中德国的美丽

指什么？ 

 

 

二、再感“美丽”，品析句子。 

1.出示：正是这样，也确实不错。

引导齐读这句话。 

2.过渡：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德

 

 

1、齐读课题。 

2、齐读“变化是有的，但美丽并没

有改变” 

 

 

3.自由交流德国的美丽表现在

哪里。 

 

 

 

 

 

 

1.齐读第三自然段的第一句话。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三自

然段，小组内交流对最后两句

 

 

 

 

1.文中德国的美

丽 表 现 在

__________。 

 

 

 

 

 

 

 



国人爱花之“真切”吧！引导学生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第三自然段。

3.过渡：仅仅是花美吗？出示句

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觉

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

引导理解这两句话。 

4.组织全班汇报读书体会。 

5.指导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三自

然段。 

 

三、挖掘美丽，感悟梦想。 

1.再次出示第四自然段中“变化是

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一句。

启发思考：这里的“美丽”究竟是

什么呢？ 

2.过渡：当作者再一次踏上他生活

了十年的德国，他在文中这样写

道：“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

的民族！我仿佛又回到了四五十年

前，我做了一个花的梦，做了一个

思乡的梦。”作者的梦寄托了什

么？ 

 

 

 

四、拓展延伸，总结升华。 

1.过渡：人永远不可能一个人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与别人一起构

成这样那样的关系。一个人总是经

常为别人做事，为他人服务，别人

也在经常为你做事，为你服务。你

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也有“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事例，试着和大

家交流一下。 

2.推荐阅读《留德十年》。 

话的理解。 

3.全班汇报。当我为别人付出的

时候，别人也在为我付出；互

帮互利，互相赠予，共同享受

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种人生

境界。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第三自然

段。 

 

 

 

 

 

 

 

1.小组内交流对这句话的理解，

总结。（“美丽”指的是德国那

奇丽的花朵；“美丽”指的是那

里的环境很美；“美丽”指德国

人的心灵很美；“美丽”还指他

们那种无私境界的美，这是种

奇特的美。） 

2.学生思考交流。（这梦表达了

作者当时在德国留学时，企盼

我们的祖国也能有这样美的境

界；这梦寄托着季先生想让我

们中国人，也拥有这种自觉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

神。） 
 

 

 

1.小组内交流“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事例。（如：学生轮流

值日打扫教室卫生；每人带课

外书到班上建立图书角等，都

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课外阅读《留德十年》 

2.你怎么理解

“人人为我，我

为 人 人 ” 这 句

话？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3.理解句子意

思，再选择正确

的选项。变化是

有的，但是美丽

并没有改变。

(  ) 

A.沿街奇丽的风

景依然没有改

变。 

B.德国人那种“人

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风俗

习 惯 依 然 美

好。 

4.多么奇丽的景

色！多么奇特的

民族！ 

（1）“奇丽的景

色”是指(   ) 



A.家家户户的窗

子前都是花团锦

簇、姹紫嫣红。

许多窗子连接在

一起，汇成了一

个花的海洋。 

B.异国独特的建

筑风貌。 

（2）“奇特的民

族”是指(   ) 

A.中国  B.德国 

 

板 书 
设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