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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部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对学生方法的学习尤为重视。其中，说明文作为常见的文体，五年级的正式
出现对于学生说明方法的掌握是一个挑战。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习得说明方法，本文以五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太阳》教学设计为例，深入探讨了说明文的教学，旨在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说明方法，从而作用于习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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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说明文的教学与写作

部编本小学语文教材对学生
方法的学习尤为重视。其中，说明
文作为常见的文体，五年级的正
式出现对于学生说明方法的掌握
是一个挑战。为了帮助学生更好
地习得说明方法，本文以五年级
上册第五单元《太阳》教学设计为
例，深入探讨了说明文的教学，旨
在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说明方
法，从而作用于习作中。

教学目标：了解课文从太阳
远、大、热三个鲜明的特点和与人
类的关系密切两个方面介绍太
阳。

1.通过研读课文，探究课文是
怎样介绍太阳的，体会说明文根
据说明需要综合运用说明方法将
抽象、复杂的事物准确、具体地进
行说明的好处。

2. 通过对太阳这个事物的探
究，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并学会
使用恰当的方法将事物介绍具
体。

教学重点：通过研读课文，探
究课文是怎样介绍太阳的，体会
说明文根据说明需要综合运用说
明方法将抽象、复杂的事物准确、
具体地进行说明的好处。

教学难点：使用恰当的方法
将事物介绍具体。

教学过程：
一.复习回顾，导入新课
1.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学

习了《太阳》这篇课文，谁能用一
句话说一说课文讲了太阳什么
事？

2. 你能说说课文介绍了太阳
的哪些特点呢？（板书：距离远
体积大温度高）

3.除了特点，你还从文中知道
了什么？（生：太阳与人们关系密
切）

4.（出示资料卡）瞧，这里有一
个关于太阳的科普小卡片，请同
学们快速浏览后想一想你更愿意
读课文还是这段话，为什么。（出
示课文段落）（指生答）对，课文中
的描述更具体，更有趣。如果是写
给科学家看的肯定是小卡片上的
更好，但这篇课文是写给小朋友
们看的，所以更有趣味性。

5.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
习第16课《太阳》这篇科普小品
文，看看作者是如何有趣地向我
们介绍太阳的。

二.学习第一部分，探究写法
（一）学习第一自然段（体会

列数字）
1.打开课本，请一位同学读一

读第一自然段，其他同学在听的
时候请思考第一自然段主要介绍
了太阳什么特点，你从哪里感受
到的？圈画出关键词句，然后我们
来交流。

2.感知“列数字”
出示：其实，太阳离我们有约

一亿五千万千米远。到太阳上去，
如果步行，日夜不停地走，差不多
要走三千五百年；就是坐飞机，也
要飞二十几年。
（1）你从这句话的哪里看出

太阳的距离远？（生：从“一亿五千
万千米”感受到的）
（2）这种说明方法叫“列数

字”（*板书：列数字）
（3）对比：其实太阳离我们很

远很远，老师为了表达太阳的远
也写了一句话（出示：其实，太阳
离我们很远很远。如果步行，日夜
不停地走，差不多要走很多很多
年；就是坐飞机，也要飞很久很
久。）请你来对比，你觉得哪句话
更合适？
（4）是的，在说明事物的时

候，我们应当用准确的、科学的语
言（*科学性、准确性）来表达。

3.同学们，“一亿五千万千米”
这个数字很准确，但是这到底是
多远的距离，你有概念吗？

4. 作者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清
晰感知这个数字的？（指生说，出
示：到太阳上去，如果步行，日夜
不停地走，差不多要走三千五百
年；就是坐飞机，也要飞二十几
年。）

5.是的，作者联系生活实际将
抽象的数字变得更加准确、直观。
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清晰感知所介
绍事物的特点，也能增强文章的
趣味性。

6. 谁能用自己的朗读来体现
太阳的远？（指生读一读）
（二）学习第二自然段（体会

作比较）
1.读得真不错，太阳的远被你

的朗读表达了出来。请同学们找
一找课文中还有哪些地方使用了
“列数字”的方法？说明了太阳什
么特点？

出示：我们看到太阳，觉得它
并不大，实际上它大得很，约一百
三十万个地球的体积才能抵得上
一个太阳。

2.你能有用一个词替换“抵得
上”吗？（指生回答“比得上”），原
来作者是拿地球和太阳进行比
较。谁能用“抵得上”来说个句子？

3. 课文中为什么不直接将太
阳的体积写出来而是用“一百三
十万个地球”与“一个太阳”进行
比较？（生答）

4. 是啊，太阳实在是太大了
（出示太阳体积数字）看到这串数
字你有概念吗？所以作者拿地球
和太阳作比较，就能让读者感受
到太阳的大了，这种说明方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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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比较（*板书：作比较）
5.同学们再思考，为什么不用

“火星”“水星”和太阳做比较呢？
（指生答）是啊，在作比较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自己熟悉的事物。你
瞧，作者拿我们熟悉的地球和太
阳进行比较，就能让我们具体的
感受到太阳的大了。

6.总之，和地球比起来，太阳
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作者不禁
发出感慨（标红“大得很”）谁能用
自己的语言读出太阳之大？（指生
读）

7.体会“约”的准确性。
（出示两句话）同学们，学到

这里老师发现不论在描写太阳的
距离远还是体积大，都有一个
“约”字，如果把它去掉好不好？
（指生回答）是的，不论是太阳体
积还是距离都是科学家根据一定
的数据推测出来的大概数据。这
个“约”字更加现实了说明文本语
言的严谨与科学。

（三）自主学习第三自然段
（学习打比方，巩固列数字和举例
子）

1.文中还有哪里使用了“列数
字”？说明了太阳什么特点？

2.出示：太阳的温度很高，表
面温度有五千多摄氏度，就是钢
铁碰到它，也会变成气体。太阳实
在是太热了，不仅是数字，文中还
有一句话形象的说明了太阳温
度，找一找。

3.出示：太阳会发光、会发热，
是个大火球。

现在请同学们闭上眼睛听老
师读课文，边听边想象太阳的样
子。（师读）现在请同学们打开书
本看插图，和你想象的太阳一样
吗？把太阳比作大火球，生动、形
象地突出了所介绍事物的特点，
这种说明方法就是打比方，它能
够让所介绍的事物更有画面感。

4.看来太阳真是很热呢，让我
们一起用朗读来体会太阳的热。
（生齐读）

过渡：通过研读课文第一部
分，我们发现作者综合运用了多
种说明方法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太阳的远、大、热将太阳的特点说
得明白。其中，列数字是科学小品
文中运用最广泛的说明方法。它

的准确性、直观行和科学性能使
文章更有说服力。

课文又是从哪几个方面将
“太阳与我们关系密切”说明白的
呢？请同学们自主阅读课文4-8自
然段，找出关键语句并圈画出来。
（学生自主交流）

三.学习第二部分，认识太阳
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一）感知“万物生长”
1.（出示第四自然段）能说一

说你从哪些地方看出“太阳与人
们关系密切”？（指生说）预设：学
生可能会总结出植物生长、动物
繁殖。

2.是的，动物、植物的生长都
与太阳有关，太阳对动植物生长
（*板贴动植物生长）真是关系密
切。这段话中，除了动植物生长与
太阳有关，还有什么也是与太阳
有关的（指生说并出示煤炭一句）
预设：学生能够通过联系“煤炭”
与“植物”得出有关系。
（出示图片）看，这就是煤炭

形成的过程，如果说太阳对植物
产生的是直接影响，那么太阳则
是间接影响着煤炭的产生。

3.小结：原来，太阳影响着动
植物生长和能源形成，我们吃的、
穿的、用的都与太阳有关，真是关
系———“密切”！请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没有太阳，我们的生活会发
生哪些变化？
（二）感知“气象变化”
1. 还有哪里可以看出太阳与

我们关系密切？（指生回答）
2.小结：原来雨、雪、冷、热、风

这些与我们关系密切的气候变化
（*板贴气候变化）都与太阳有关。

（三）感知“防治疾病”
1. 还有哪里可以看出太阳与

我们关系密切？
2.是的，太阳还与我们防治疾

病有关。（出示资料卡）你看，没有
太阳，我们人类可能会得很多疾
病。你知道阳光能帮助我们防治
哪些疾病吗？（指生说一说后出示
资料卡）

3.你瞧，原来太阳能帮助我们
防治这么多种疾病，可是为什么
课文中没有详细描写这一部分
呢？（指生答）是啊，介绍事物也要
注意有详有略。

（四）赞美太阳
（1）为了说明关系，作者从三

方面将太阳与我们的直接关系与
间接关系说得明明白白。你能用
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内容吗？（学生
找到最后一段“如果没有太阳，地
球上的······）太阳和我们真是
关系密切，如果用一句话赞美太
阳，你认为哪一句最合适？（出示：
一句话，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
个美丽可爱的世界。）
（2）如果这样赞美，你觉得好

吗？
出示：一句话，有了太阳，就

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
是的，反着说更强调了我们

太阳与我们关系的密切。
（3）出示：太阳虽然离我们很

远，但是它和我们关系密切。（正
着说明）

一句话，没有太阳，就没有我
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反着强
调）

四.回顾课文，练写提纲（10分
钟）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说明
性文本《太阳》，我们了解了太阳
的———特点，太阳距离我们（生：
很远），它的体积（生：很大），表面
温度（生：很高）。我们还知道了太
阳与我们关系———密切，万物生
长与太阳有关，气象变化与太阳
有关，我们人类防治疾病也与太
阳有关，一句话———没有太阳，就
没有世界。

同学们，其实课文学到这里，
我们不仅发现了太阳的秘密，也
同样找到了作者写作的秘密。你
瞧（引生看板书），作者通过多种
说明方法的综合运用科学、生动
地介绍了太阳的三个特点，又使
用总-分-总的结构,从三个方面将
太阳与我们的密切关系说了个明
白,这样的写作方法你学会了吗？
《小科学家》杂志社向我们发

出邀请函了，读一读。现在，就请
同学们拿起手边的资料袋，快速
浏览后与小组成员合作探究另一
个我们熟悉的星球———月亮，并
完成写作提纲。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金筑实验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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