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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模初级中学：倪丽婷 赵春光 薛玲蓉 

 
部编版七年级语文第一册第五单元是“活动·探究”单元，这是新教材中教学篇目和教

学形式都有比较大变动的单元。“活动·探究”单元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本

单元设计了“活动任务单”，明确了三个学习任务，分别是“体会人与动物的关系”、“亲

近动物，丰富生命体验”和“记叙与动物相处”。 
任务一是“体会人与动物的关系”，任务一以阅读为主，是整个单元的基础任务。它由

四篇课文组成，分别是郑振铎的《猫》、陈忠实的《我的白鸽》、利奥波德的《大雁归来》

和蒲松龄的《狼》。这几篇文章内容不同，题材各异，但都围绕着“人与动物”这一主题展

开，从不同侧面记述了人与动物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富有个性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思考，

深化对动物和人类自身的理解。同时，任务一要求学生要继续学习默读，掌握边默读、边勾

画重要语句和摘录、写批注的阅读方法。 
任务二是“亲近动物，丰富生命体验”，任务二活动性最强。学生要近距离观察动物，

自主观察记录、整理修正、讨论交流情感体验，从而形成完整的观察记录表。在完成任务二

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将活动保持在语言运用这条主轴上，避免模糊活动的“语言性”而使

之混同于其他学科的科学观察、社会实践等。 
任务三是“记叙与动物相处”，任务三的要求指向写作，也是本单元任务链的最后一个

环节。我们确定其为单元的核心任务，采用读写结合的单元教学设计，要求最终完成一篇《我

的动物朋友》为题的记叙文，字数不少于 500字。这是用写作的手段，来梳理、总结、深化
我们对人和动物关系的认识，懂得关爱生命、善待生命、与动物和谐相处。任务三的完成要

借助任务一中学到的用细节描写让表达更生动的手法，以及任务二中的观察记录的内容。通

过写作，学生形成个性的认识，独特的思考。 
 
一、单元教学目标 
（一）单元整体目标 
目标

序号 
目标描述 学习

水平 
01 梳理文章的结构，理清故事的主要情节。 B 
02 品味细节描写，结合批注，概括动物的特点。品析意蕴丰厚的语句，体会

作者情感，理解人与动物关系。边读边勾画出重要语句，学习作摘录、写

批注的方法。 

C 

03 选择一种动物进行观察和记录，总结并思考观察所得，增进对这种动物的

认识，了解人与动物在大自然中相处共存的方式，培养尊重生命的意识。 
D 

04 完成一篇“记叙与动物的相处”的记叙文，学会运用细节写出对象的特点，

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养成尊重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学会与动物和

谐相处。 

D 

 
（二）课文教学目标 
课题 课文教学目标 学习 

水平 
对应单

元目标

（ 序

课时安

排 



号） 
《猫》 1.默读课文，概括“我家”与猫的故事，理清

文章思路。 
B 1 第 1-3

课时 
2.勾画重点语句，写批注，品味细节描写，体
会作者对第三只猫之死的悔恨之情，探究“我

家永不养猫”的原因。 

C 2 

3.品味文中生动的细节描写，概括并比较三只
猫的不同特点和命运，讨论三只猫悲剧命运

的隐喻，探究对“人与动物”关系。 

C 2 

《我的白鸽》 1.默读课文，圈画关键语句，概括内容，梳理
文章感情脉络。 

B 、C 1 、2 第 4-5
课时 

2.品味对白鸽的细节描写，做摘录、写批注，
概括白鸽的特点，梳理我的情感脉络。 

C 2 

3.研读文章，结合课文批注，抓住关键语句，
理解“我的白鸽”的内涵，感悟文中传达的

生命体验。 

C 2 

《大雁归来》 1.默读课文，圈画关键语句，整体把握课文内
容，了解大雁的品格。 

B 、C 1 、2 第 6-7
课时 
 2.品味文中融记叙、抒情、议论于一体的语言，

体会作者对大雁的喜爱之情，感悟作者平等

关爱自然界生命的情怀，思考人与自然的关

系。 

C 2 

3.借鉴文章写法，表达思考和启发。（仿照第
9自然段中的观察方法——倾听，观察一种小
动物，写一段观察手记） 

C   2 

《狼》 1.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节奏，借助注释读懂
课文，复述故事。 

B 1 第 8-9 
课时 

2.品析细节描写，探究屠户与狼的形象特点。
圈画关键语句，体会作者情感。 

C 2 

3.多元思考，理解主题，了解人与动物的另外
一种关系——斗争。 

C 2 

任务二 1.设计活动内容，近距离了解一种动物，观察
体验，做好记录，丰富对动物的认识。 

D 3 第

10-11
课时 2.总结交流“观察记录”，关注细节描写，交

流情感体验，为任务三的写作作铺垫。 
D 3 

任务三 1.运用细节描写，扣住人和动物两个方面，写
出动物的特点，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感。以

《我的动物朋友》为题，写一篇不少于 500
字的记叙文。 

D 4 第 12
课时 

 
二、单元学习内容 
任务二的主题是“亲近动物，丰富生命体验”，设计了实地观察记录和总结交流的环节。

任务三“记叙与动物的相处”是写作环节，也是本单元任务链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不是简

单的观察记录和写作训练，是用观察和写的方式，来梳理、总结我们对人和动物关系的认识，



懂得关爱生命，善待生命。这既需要借助任务一“体会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四篇文章中学到

的细节描写等让表达更生动的方法，更要对四篇文章有较深的认识、理解和体会，所以以下

的单元学习内容重点呈现四篇课文的阅读策略。 
（一）任务一 体会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核心问题： 
作者怎么看待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下位问题： 
1.文章记叙了作者和动物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 
2.文中所写的动物有什么形象特点？作者通过怎样的语言形式或艺术手法表现动物的
特点？ 
3.作者对笔下动物有怎样的感情？作者通过怎样的语言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二）《猫》阅读策略 
核心问题： 
“我家”永不养猫的原因是什么？ 
下位问题： 
1. “我家”与三只猫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2. 三只小猫分别有什么特点？或者说第三只猫对比前两只小猫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3. 我对第三只小猫的感情态度是什么？我家永不养猫的原因是？ 
4. 比较三只猫的命运，再探究我家永不养猫的原因是？（讨论三只猫悲剧的隐喻） 

（三）《我的白鸽》阅读策略 
核心问题： 
作者为什么对“白鸽”情有独钟？为何强调“我的白鸽”？ 
下位问题： 
1. 文中写了几只白鸽？它们是怎样来到作者身边的？分别有怎样的样貌特征？ 
2. 作者养鸽子的经历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感情变化？ 
3. 课文结尾句的体现了作者怎样的生命观？ 
4. “我的白鸽”的内涵是什么？ 

（四）《大雁归来》阅读策略 
核心问题： 
作者认为人与大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下位问题： 
1. “大雁归来”需要经过怎样的旅程？ 
2. 作者笔下的大雁具有怎样的品格？ 
3. 文中多次出现“我们的大雁”“我们的沼泽”等用“我们”作修饰的短语，这样的

修饰蕴含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4. 文中有许多细腻的描写，以及议论性的语句，其中蕴含了作者的什么情感？ 

（五）《狼》阅读策略 
核心问题： 
作者想通过人与动物交锋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下位问题： 
1. 课文写了狼和屠户的几次交锋？ 
2. 文中的狼和屠户分别有怎样的特点？ 
3. 文章最后一段的议论有什么作用？ 
4. “止增笑耳”的仅仅是恶狼吗？作者嘲讽的仅仅是恶狼吗？从这个屠户胜利的故事



中你获得了怎样的启示？ 
 
 
三、单元活动设计 

 
 
 
 
 
 
 
 
 
 
 
 
 
 
 
 
 
 
 
 
 
 
四、单元作业设计 

 
活动热身 

热身一 问卷调查 
1. 你最感兴趣的动物是什么？ 
                                                                                
2. 你是怎样观察动物的？ 
                                                                                
3. 你在与动物的相处中有怎样的体验？ 
                                                                                
4. 你觉得人和动物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热身二 观察准备 
建议按以下步骤设计“亲近动物”体验活动。 
分组 以小组为单位，召开“我的动物朋友”观察准备会。 
观察 设计“我的动物朋友”观察记录单，每天观察并记录。 
整理 整理并编辑“我的动物朋友”观察笔记。 

学习任务一：阅读《猫》《我的白鸽》《大雁归来》《狼》，边读边

勾画重要语句并作摘录，学习通过细节描写，了解动物的特点、品格，

了解人与动物相处的各种方式，体会作者情感。 

学习任务二：根据自己家乡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活动形式，并预

先设计可能的活动内容。比如观察家里养的猫、狗等宠物，看看它们

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比如到郊外的鸟类栖息地进行观鸟活动。观

察体验，完成《观察记录表》，丰富对动物的认识。 

单元核心任务：运用细节描写，扣住人和动物两个方面，写出动物的

特点，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感。以《我的动物朋友》为题，写一篇不

少于 500字的记叙文。 

学习任务三：举行班级讨论会，总结“观察记录”，关注细节描写，交
流在活动中获得的认识和感受，为任务三的写作作铺垫。 
 



 
 

 
“我的动物朋友”观察准备会记录表 

会议时间、地点  小组名  
观察对象  小组成员  
会议记录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观察对象、观察角度、观察方法、

观察时间、观察地点、具体分工等。） 
 
 
 
 
 
 
 
 
 
 
 
 
 
 
 
 

 
 

热身三 学习策略 
 本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默读。建议运用圈点勾画、写批注、作摘录等阅读方法。 
 
 
 
 
 
 
 
 
 

 

 

 

任务一 体会人和动物的关系 

活动一 阅读《猫》，体悟故事中寄寓的思考 
【作业示例 1】 

依据课文内容填写表格。 

小贴士 
阅读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类语句： 
◎集中表达作者思想观点或情感态度的； 
◎在文章的结构上起重要作用的； 
◎在语言表达上有精彩之处的； 
◎对你有启发和触动，或让你有疑问的。 
摘录有助于积累语言和素材、提升阅读和表达能力。可以在摘录的原文下

作批注，写下自己的感受、赏析、评论、疑问等。 



猫 猫的性情（例句） 表达效果 情感 
第一只猫 花白的毛，很活泼，

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

球似的，在席间太阳

光里滚来滚去。 
 

运用比喻的修辞手

法，将小猫比喻为带

着泥土的白雪球，

“滚”字表现了小猫

的活泼可爱。 

“我”对小猫的喜爱

之情。 
 

第二只猫  
 

 
 

 
 

第三只猫  
 

 
 

 
 

 
 

 

 

 

 

 

 

 
【作业示例 2】 
分析下列句子表达了我怎样的情感？ 

“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良心的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业示例 3】 
小语和小文通过微信聊天就《猫》这篇课文的主题进行了讨论，请阅读他们的对话，并补全。 

题目目标 概括三只小猫的特点，学习文中的细节描

写，学会生动的表达。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中等 

预估时长 10分钟 

题目目标 圈画关键语句，关注批注，体会作者对第三

只猫之死的悔恨之情。探究“探究我家永不

养猫”的原因。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中等 

预估时长 6分钟 



 
小语：我觉得《猫》要表现的是作者对第三只猫的愧疚和自省的精神。 
小文：那描写第一、二只猫有什么用处呢？是不是可以删去呢？ 
小语：我认为从故事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应该删去，                                                
                                                                                 
小文：说得有道理，不过我对主题有另外一种理解，从猫的外表、性格分析其不幸的原因，

进而表现主题。                                                                   
                                                                                 

 
 
 
 
 

 

 

 

 

活动二 阅读《我的白鸽》，感受与动物相处过程中获得的生命体验 

【作业示例 1】 

阅读相关段落，根据提示，概括作者的写作生活因白鸽而产生的变化。 

段落 写作时的表现 变化 

3 这三年里我似乎在穿越一条

漫长的历史隧道，仍然看不

到出口处的亮光，一种劳动

过程之中尤其是每一次劳动

中止之后的寂寞围裹着我，

常常难以诉述难以排解。 

(2) 

10 

 

写得拗手时到后院，那哺食

的温情和欢乐的声浪会使人

的心绪归于清澈和平

题目目标 形成个性化的认识和思考，讨论三只猫悲剧

命运的隐喻。深化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认

识。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高等 

预估时长 10分钟 



静，……于是我的情绪由亢

奋渐渐归于冷静和清醒，自

觉调整到最佳写作心态。 

 

13 (1) 

(1)                                                                             

(2)                                                                             

 

 

 

 

 

 

 

 

【作业示例 2】 

“这一刻，世界对我来说就是白鸽”这句话包含了作者哪些情感与认识？请结合全文内

容作简要分析。 

                                                                               

                                                                               

                                                                               

                                                                               

 

 

 

 

 

 

 

活动三 阅读《大雁归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业示例 1】 

根据要求，回答问题。 

(1)有人认为以下句子中的“我们的”多余，你是否同意？ 

A .我们的大雁又回来了。 

B .我们的春雁每天都要去玉米地做一次旅行，但绝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C .我们的大雁集会也就逐渐少下来。 

D .我们的沼泽便再次成为弥漫着青草气息的地方。 

(2)“自更新世以来，每年 3 月，从中国海到西伯利亚，从幼发拉底河到伏尔加河，从尼罗

河到摩尔曼斯克，从林肯郡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大雁都要吹起联合的号角。”请说说画线

部分不能删除的原因。 

                                                                                 

                                                                                 

题目目标 梳理文章内容，了解故事情节 

学习水平 B 

预估难度 中等 

预估时长 8分钟 

题目目标 感悟作者情感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中等 

预估时长 8分钟 

题目目标 关注细节描写，品读分析大雁的形象特点。 



 

 

 

 

 

 

 

【作业示例 2】 

“在这种每年一度的迁徙中，整个大陆所获得的是从 3 月的天空洒下来的一首有益无损的带

着野性的诗歌。”“带着野性的诗歌”蕴含着作者怎样的情感？ 

                                                                                  

                                                                                  

 
 
 
 
 
 
 

活动四 阅读《狼》，探究动物的文化形象 
【作业示例 1】 
课文主要写了屠户与狼斗智斗勇的经过。快速浏览课文，梳理其中屠户和狼经历了哪几次交

锋？如何交锋？ 
题目目标 归纳概括文章大意 

学习水平 B 

预估难度 中等 

预估时间 8分钟 

 
【作业示例 2】 
《狼》一文选自《聊斋志异》，“志”是记录，“异”指奇异的故事。本文中狼的“奇异”

之处体现在哪里？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 
题目目标 体会作品运用细节描写表现人和

动物关系的手法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较难 

预估时间 8分钟 

【作业示例 3】 
阅读文言作品，可以汲取为人处世的道理，班级开展了“悟狼意”的教学实践活动，请你仔

细阅读并参与，了解人生道理。 
【甲】狼（节选）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中等 

预估时长 8分钟 

题目目标 感悟作者情感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中等 

预估时长 8分钟 



刀毙之。方欲行，转视积薪后，一狼洞其中，意将隧入以攻其后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

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乙】黠童子换马 
一童子随主人宦游。从县中索骑，彼所值甚驽下。望后来人得骏马驰而来手握缰绳佯泣

于马上。后来问曰：“何泣也？”曰：“吾马奔逸绝尘，深惧其泛驾而伤我也。”后来以为

稚弱可信，意此马更佳，乃下地与之易。童子既得马，策而去，后来人乘马，始悟其欺，追

之不及。 
 
小组讨论时，小武和小文的对话碰撞出了思维火花，请你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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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两位同学的对话，你对“童子”和“后来人”的做法有了怎样独到而具体的评价？任选

一人，请结合内容说说你的见解。 
“我”评______（童子或后来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目目标 把握文章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构

建，体会作者对其的看法和观点 

学习水平 C 

预估难度 较难 

预估时间 8分钟 

 
【作业示例 4】 
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

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的:“自然界中若没有了狼，就像一个钟表没

有发条一样。”，但如今一位诗人用悲愤的笔调写下这样的诗句:“如今狼已经越来越少，

荒野里尽是人在嗥叫”。请结合《狼》一文以及生活实际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题目目标 深入思考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结

合自身体会，构建人与动物、自然

应当如何相处的价值取向 

学习水平 D 
预估难度 困难 
预估时间 15分钟 

 
 

任务二 亲近动物 ，丰富生命体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记录，想必你对动物朋友已经有了一定了解。让我们和同伴一起，按

要求合作完成以下活动吧！ 



活动一 交流观察记录 
以小组为单位交流观察记录，讨论形成比较准确、全面的观察记录。 

我的动物朋友          观察记录汇总表 
观察角度 记录汇总 

形体特点 
 

行为习性 

饮食 
 

嬉戏 
 

休息 
 

不同环境中的情态 
 

与人相处时的表现 
 

 
 
活动二 开展讨论 
学习了本单元文章，你对“人与动物的关系”有了怎样新的思考？请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思考

讨论。 
步骤一 确定议题 

议题讨论表 
主持人  时间、地点  
参考议题 ◎动物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人类对动物的生存有怎样的影响？ 
◎某种动物的习性和生存环境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人会对宠物产生强烈的感情？ 
◎有些动物十分凶猛，为什么人类还要保护它们？ 
◎怎么理解“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句话？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当下有怎样的意义？ 
…… 
 

小组议题： 
 
 
 
步骤二 交流总结 



以小组为单位交流思考成果，并将讨论内容记录在表格中。 
 

观察讨论记录表 
小组议题： 
主持人  记录人  
发言记录： 

结论： 

 
 
五、单元评价设计 

《我的动物朋友》写作评价量表 
 

评价

项目 
评价标准 得分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动物

情态 
对动物情态的描

写真实生动，特

点鲜明，有贴切

对动物情态的描

写较为真实生

动，有一定特点，

对动物情态的描

写比较真实，特

点不突出，有少

对动物情态的描

写不够真实，没

有明确特点，没

 



丰富的细节描写 有一定细节描写 量细节描写 有细节描写 
情节

逻辑 
情节逻辑合理，

有恰当起伏 
情节逻辑比较合

理，有一定起伏 
情节逻辑基本合

理，有少量起伏 
情节逻辑不合

理，没有起伏 
 

情感

感受 
情感真挚，感受

鲜明，对动物朋

友有良好共情 

情感比较真挚，

感受比较鲜明，

对动物朋友有一

定共情 

情感比较真实，

有一定感受，对

动物朋友有浅显

共情 

情感不够真挚，

无明显感受，对

动物朋友缺少共

情 

 

主题

立意 
主题鲜明，有现

实启发意义 
主题比较鲜明，

有一定现实启发

意义 

主题基本鲜明，

有浅显的现实启

发意义 

没有鲜明主题，

没有现实启发意

义 

 

 
 
六、单元资源设计 
《猫》节选  先丏尊 

《猫》老舍 

《忆陈忠实几件事》丹舟 

《狼》其一  其三  蒲松龄 

《藏羚羊的跪拜》王宗仁 

 

七、《我的白鸽》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 默读课文，概括作者和白鸽相处的经历。 

2. 圈画描写白鸽的细节描写，结合批注，品读富有表现力的语句，领悟两代白鸽的成

长带给作者的情感体验。 

3. 品味艺术手法，积累并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 

【教学重难点】 

1.圈画描写白鸽的细节描写，结合批注，品读富有表现力的语句，领悟两代白鸽的成长

带给作者的情感体验。 

2.品味艺术手法，学习并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 

【教学过程】 

1. 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有养动物的经历吗？在喂养的过程中又有怎样的体会呢？不少文人名家也有

过养动物的经历：丰子恺养白鹅，在苦闷的避难生活中得到了乐趣；季羡林养猫，从猫的习

性中获得了“生死感悟”；冯骥才养珍珠鸟，从人与鸟的相处中明白了“信赖，往往创造出

美好的境界”。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也有过养白鸽的经历，接下来，让我们走

进他的散文《我的白鸽》，一起看看他有怎样的体会。 

2. 活动一：概括“我”的养鸽经历 

划分层次，圈画关键语句，简要概括作者的养鸽经历 

示例： 

（1）向往白鸽，得到白鸽 

（2）喂养白鸽，“我”获得信任 

（3）白鸽产卵，孵出小鸽，“我”用心喂养 

（4）小鸽长大，“我”拍掌激励，白鸽飞翔 

3. 活动二：为“我的白鸽”画像 



（1）默读课文，圈画文中对白鸽的细节描写，介绍它们的来历、外形特点、性情。 

 
（2）品味生动的细节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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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运用修辞手法且细致描绘了幼鸽长成后漂亮的形象特点，表现了幼鸽的纯洁、

本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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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动作描写，掠过、飞过、直飞等动作，欣赏白鸽飞翔的姿态。 

4. 活动三：梳理“我”的情感脉络 

快速阅读课文，用“△”标出表示时间转换的语句，梳理“我”与白鸽之间的事件和“我”

的情感变化。（学生圈点勾画出关键语句，小组交流讨论） 

时间 事件 “我”的情感 

起始 喂食白鸽 喜爱、关切 

那天早晨 
白鸽主动飞到“我”的手臂上

啄食 
激动、欣慰 

又是一个堪称美丽的早晨 发现白鸽产卵 欣喜、期盼 

这一天 观察初生形态的白鸽 急切、期盼 

又是一个美丽的早晨 看见长成的幼鸽 喜悦、放心 

那是一个下午 欣赏墙头落栖的白鸽 震颤、畏怯 

黄昏（夕阳绚烂的光线投

射过来） 

看四只白鸽在家乡的山川上空

齐飞 
陶醉、满足 

5.  作业 

(1) 摘录本文中一两处对白鸽的细节描写的语句。 

(2) 选择一种动物进行实际观察，学习本文写法描述其外形、习性，字数 2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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