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晏子使楚教案获奖 课文晏子使楚教学反思
(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晏子使楚教案获奖篇一

前言：

《晏子使楚》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历史故事。它讲述了春秋时
期，齐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却受到仗势欺人的楚王的三次侮
辱，每一次晏子都予以有力的反驳，维护了自己与齐国的尊
严，最终使楚王不敢不尊重晏子。在与楚王的三次交锋中，
晏子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超人的智慧、善辩的
口才和爱国的热情，真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
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又极具个性魅
力的人物及他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内心。因为有了这
种切夫之爱，所以有了上好这篇课文的激情与动力。

构思篇：

这是一篇老课文，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结合新课程的教学
理念，上出富有新意，又能让学生收获颇多的课来，成了摆
在我面前的最大的难题。这篇课文可挖掘的东西很多。细细
分析课文，文章思路清晰，开头两自然段介绍了齐楚两国的
现状及晏子使楚，楚王要借机侮辱晏子。之后，生动地记叙
了晏子出示楚国后接连遇到的楚王的三次侮辱，人物的神情、
动作细腻生动，特别是晏子与楚王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智慧
与力量，让人不敢小觑。最后一个自然段，写了晏子与楚王
交锋的结果。我将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作为文章的教学的点，



以点带面，展开层层剥笋似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的深入理
解课文内容，体会人物的品质。第二自然段写道：“有一回，
齐王派大夫晏子出使到楚国去。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
乘机侮辱晏子。”期中的“侮辱”一词，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地方：如什么是侮辱？为什么要侮辱？楚王是怎么侮辱晏子
的？晏子是如何反驳的？结果如何？真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提出将有助于学生对课文整体内容的
学习和把握。三次交锋文章的重点所在，三个自然段的写作
方法和结构都相似，先写楚王如何侮辱晏子，再写晏子如何
反驳，最后写结果如何。学生理解这些也许并不困难，要理
解晏子反驳的话也并不困难，但是，很多老师的教学都将晏
子反驳的方式第一次：藐视对方，抬高自己；第二次先压低
自己在贬低对方；第三次运用类比推理，取得了胜利。但是
这些方法让今天的四年级小学生理解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
其实，文中晏子与楚王的五次笑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晏子的笑。在第二回合的较量中，面对楚王的“冷笑”和挑
衅性语言，晏子从容不迫，以牙还牙，驳得楚王张口结舌。
这时作者写道：晏子说着“故意笑了笑”。这“故意”，有
两层含义：一是对楚王“冷笑”的回敬，显示出晏子不卑不
亢的气度；二是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了自信。这笑表面上轻描
淡写，实则绵里藏针，有力地扎向楚王的心脏。在这种情况
下，楚王只能“陪着笑”。这里，楚王的“笑”和晏子
的“笑”相比，显得苍白而无力，这是面对尴尬处境的楚王
的，用笑来掩饰自己的窘迫处境。他的笑反衬出晏子
的“笑”的巨大威力。

楚国大臣们的笑。当楚王“笑嘻嘻”地用不怀好意的语言向
晏子发起最后一轮进攻时，楚王手下的大臣们也跟着“得意
洋洋地笑起来”。“得意洋洋的笑”，既是谄媚的笑，又是
恶毒的笑，更是狂妄的笑，和楚王的笑一起，如黑云压城，
杀气腾腾地袭向晏子。可惜这种笑没能保持到最后，在晏子
的还击下，他们和其主子一样一败涂地，自食恶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感觉到《晏子使楚》写“笑”别有韵
味，值得我们深入领会，细细揣摩人物的内心。认识“笑”
在文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课文内容，更好地
把握人物形象。因此，本堂课的重点，将围绕课文的第二自
然段展开对人物心理活动和性格的理解，运用朗读、体会等
方式，使学生对课文的内容有较深入的感性认识，理解晏子
能言善辩，聪明机智，心中有国的崇高品质。

实践篇：

一、激情引入，引发思考

课堂伊始，从校园网首页上的“历史上的今天”说起，引发
对历史的思考，历史是悠远的，是神秘的，从而揭示课题，
去领略几千年前齐国大夫晏子的独特魅力，学生的情绪被感
染了，从他们炯炯的眼神中看到了渴望——对学习的渴望、
对历史知识的渴望。

二、抓住文眼，质疑思索

我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了晏子去楚国将受到的楚王的“礼
遇”，让学生寻找课文中的相关语句，学生很快找到了课文
第2节，围绕“侮辱”一词，展开了他们深沉的思考：楚王为
什么侮辱晏子？晏子如何反驳？结果如何？这些问题就是之
后我们要重点学习的内容。

三、了解大意，认识人物

学生因为有了预习，对课文内容有了5分熟悉，因为有了对全
文的朗读，对晏子与楚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完成一张表格
（晏子与楚王的三次交锋）之后，学生都了解了楚王的为
人——仗势欺人；领会了晏子的爱国、聪慧、能言、善辩的
特点。通过对比式的板书，让学生谈谈他们对楚王与晏子的
看法，他们对晏子都报以崇敬的心理，而对楚王这种盛气凌



人的样子都嗤之以鼻，非常憎恶。

四、品词品句，感悟品质

抓住文中富有特色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谈谈自己对
楚王及晏子的品质感受。学生抓住了楚王和晏子的5次笑，绘
声绘色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五、感情朗读，升华感悟

本文的对话描写十分生动，在学生理解人物性格的基础上，
进行分角色朗读，进一步了解课文内容，领会作者对人物的
描绘。

反思篇：

这是我对老课文新上法的一次尝试，课堂上，学生基本上都
能按照我预设的一步步学习下去，学生对人物性格的体会也
的确达到了我预期的目标，最难的一点就是让学生结合人物
的语言、动作、神态展开理解，谈谈为什么厌恶楚王，为什
么敬佩晏子。有一部分同学能根据自己找到的词语展开一定
的想象，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部分同学相对较集中。朗读
的环节少了，因为时间不够，如果在之前的根据课文填空去
掉，将这个时间承接后面的分角色朗读，可能教学的效果会
更好。

课文《晏子使楚》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晏子使楚教案获奖篇二

本组课文的主题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教学的重点应该
在“品味晏子回击楚王的话”。在教学中，晏子的`争辩如果
仅仅用嘴巴或书本传授给学生，效果肯定很差；而用创设情
景，提出问题，让学生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去争论，就大大
刺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顿时就活跃起来了。我尽量让
学生尝试着像晏子那样思考，像晏子那样去回答难题，然后
再读课文，就使学生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论据，进行逻辑思考。

本文记叙语言简洁生动，通过对话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双
方辩词的锋芒，都表现得准确而生动，恰当地体现了人物的
身份特征。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反复读晏子的语言，让学
生透过文字理解句子的含义。通过分析，再结合他们的神态
动作，使学生懂得了：楚王是多么目空一切、傲慢无礼，而
晏子的沉着冷静和聪明才智又是那么令人拍手称快。对这些
精彩的句子，我让学生表情朗读，引导学生多读，通过读书，
感受到晏子的智慧。当学生真正感受到晏子语言的妙处时，
读起来是津津有味，爱不释手，越读越想读，甚至还拍手称
快，拍案叫绝。同时，对楚王有了愤恨之感，以至于分角色
朗读的时候，很多孩子都不愿当楚王了。特别是第2个小故事
的学习可以很好地进行语言训练，让孩子把文中的句子转变
成四字词语：挥汗如雨，拂袖成云、摩肩接踵等等，学生在
表演这个故事时，还可以变换句子，用上这些词语，课后作
业就可以引导学生积累四字词语，文中还有哪些句子也可以
改成四字词语，你根据这篇课文还可以联想到哪些词语，这
样既积累丰富了学生的语言，又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



晏子使楚教案获奖篇三

《晏子使楚》讲述了春秋末期，齐国大夫出使楚国，国王三
次侮辱晏子想显示楚国的威风、晏子巧妙回击，维护了国家
的尊严、全文由“进城门”、“见楚王”、“赴酒席”三个
小故事组成，其记叙方法基本上一致，都是先写楚王怎样侮
辱晏子，再写晏子怎样智斗楚王，最后写楚王只能认输。

（1）初读。把课文读通顺，知道课文是写谁与谁之间侮辱与
反侮辱的事，写了几个回合有些不大好懂又很新春关键的词
语让学生查字典。

（3）小组交流问题。学生通过思考、交流，讨论解决学生阅
读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

（4）汇报。我进行指导。尤其是针对人物的表情、神态、语
言、心里活动等。如楚王的三次笑，每一次都有他特定的含
意第一次笑是极尽轻蔑之能事表示楚王根本没有把晏子放在
眼里；第二次是面对晏子不动声色中的滴水不漏的回击，他
无言以对，以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第三次笑是态度上并不
尖锐，实际上是笑里藏刀，他不甘心就此认输，又想出了新
花样，这种笑居心更加险恶。这样更能让学生体会人表情、
神态描写的重要性。

晏子使楚教案获奖篇四

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当过齐国宰相。课
文记叙了晏子出使楚国时，智斗楚王、维护齐国尊严的三个
小故事。晏子出使楚国，受到楚王三次侮辱，但他运用自己
智慧，进行了超凡脱俗的争辩，不但维护了自己和祖国的尊
严，反而将了楚王一军，得到了楚王的尊重。

一、成功之处



1.注重体验，读中感悟

文中三次斗智，我在教学中，把重点放在了第二次斗智上。
为了引领孩子感悟晏子机智、勇敢的品质，我带领孩子层层
深入地品读句子。让孩子理解“神情句子”。告诉孩子们这
是一种很好的阅读方法。

2.切身体验，有感而读

请孩子们抓住晏子的神情描写以及楚王“不怀好意”的笑，
体会晏子的机智、勇敢、不卑不亢视。

3.创设情境，再感而读

在教学中，我还让学生多层次地分角色朗读，表演课文剧，
为学生营造一个角色体验的言语场景，让学生在鲜活生动的
话语情景中学习表达技巧，领悟表达智慧。

4.渗透学习方法，并贯穿课堂始终

首先，初读课文后我给学生提供了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句式
进行语言训练，目的是渗透给学生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和运
用。学完全文后，我再次让学生看板书复述课文主要内容时
就能水到渠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另外，能用课文的句子来解释词语，理解词语，这是一种很
好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我都引导学生尝试去找可以理解
词语的句子，尽量让学生感到学习古文不是那么的.枯燥，且
让学生饶有兴趣。

二、不足之处

在教学中，我只做了侧重处理，并没有让学生运用方法去自
学第二次练习眼力，也没有让学生去比较感悟的设计，如果



把这两段在学生学完重点语段之后呈现，并进行比较，学生
应该不难感悟其表达上的特点。这样，语文味就更浓了。

三、改进措施

1.引导学生读书、思考，逐渐悟到读书时应在什么地方想想
什么，怎样想，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2.指导学生兴盛使用工具书、资料库的意识和习惯。鼓励学
生独立阅读思考，探索发现尽量自己解决问题。

3.在教学方法上倡导，自主、合作、探索的学习方式。

4.紧密联系学生的阅读或是生活实际，进行小练笔以加强读
写之间的联系。要引导学生注意运用语文中的一些表达方式
和写作方法。

总之，这节课我力求做到充分尊重学生。，让学生多读多感
悟，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但课堂的朗读依然少了点声音，少
了点感觉，这是我在今后教学中要力求多多实践的方向。在
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将继续研究和探索。

晏子使楚教案获奖篇五

本节公开课比预想得要好，整节课流程清楚，体现了“自
主——合作——探究”的新学习方法，做到了师生互动，同
学们能积极投入，踊跃发言，其中学生在课堂中绽放的生命
活力肯定感染了不少听课的老师。回顾这节课，感慨颇深，
现谈几点，以释情怀，若有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首先，我感觉学生的状态特别的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朗读，不管是个人朗读还是集体朗读，读得非常好，
读出了楚王的趾高气扬、骄傲自大及对齐国的蔑视和嘲讽；



读出了晏子的机智聪明、不卑不亢，听同学们的朗读仿佛晏
子就活灵活现得站在我们面前。

第二，在“过把导演瘾”环节中，同学们的合作是非常成功
的，在合作过程中，同学们能开动脑筋，“导”的形式是花
样翻新，这是老师始料未及的，如：有一小组采用故露破绽
的方式，导演先不导，演员先表演而表演的同学又用方言说，
最后导演再说戏，并特别强调如果不是剧情的需要，表演时
必须说普通话，这种方式用心良苦，可见同学们确实动了脑
筋。我认为，不管这节课结果如何，同学们的这种创造性发
挥是应当肯定的。

第三，在小组交流探究时，同学们确实得到了能力的锻炼。
比如，同学们学到了如何整合资料，学到了如何根据要求找
出与文本的联系和区别，我想，如果学生们每一节课都能学
到一点，那么，学生们的能力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其次，这节课有几处疏漏之处：

第一，学生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故事内容时，有两个同学发言，
我只是简单的肯定了第二同学的发言而没有指出第二位同学
的概括好在哪里。

第二，在同学们导演过程当中，对学生的点评略显粗糙，应
重点点出同学们要重点点评导演而不是点评演员。

第三，在设置问题的时候，没有仔细的考虑问题的深度。第
四，由于时间紧，学生们小组活动的时间太少，没有让学生
们放开手脚，这是最遗憾的地方，我想：在以后的教学中，
我一定会注意这点。

总之，我觉得开一节课很难但又能学到很多东西，也许正是
这点才吸引我鼓足勇气去尝试。确实也是如此，在整个备课
过程中，由于对教案反复修改，反复推敲，因而对新课程标



准领会得也更加深刻，这是我感触颇深的。另外，在整个备
课过程中，我真正的感觉到了集体的力量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