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狐假虎威说课稿免费(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狐假虎威说课稿免费篇一

师板书课题，说书写要点。

师：狐是指？

生：狐狸。

师：虎是指？

生：老虎。

师：你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描述一下狐狸和老虎吗？

生：狐狸很狡猾。

生：老虎很粗暴。

师：读读这个故事，看看故事中的狐狸和老虎是怎样的？

生自读课文。

师：同学们读书的习惯真好，有很多生字朋友，我把它拿出
来：

百兽爪子寻找骨碌一转扯着嗓子窜过去走一趟违抗蒙住纳闷
胆子朝



最后一个字是多音字，还有一个读音是朝，组个词：朝阳

课文中在哪句话中，请你读一遍。

学生齐读。

开火车读。

师：生字没问题了，现在谁愿意单独给大家读一遍课文?

师：读了课文，你知道了什么？

生：我知道了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生：我知道狐狸骗了老虎。

师：现在你知道“狐假虎威”的假是什么意思了吗？

生：借。

师：你从哪知道的？

生：课文中说，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所以
是借的意思。

师：你真会读书。

生齐读。

师：是的，假在这里就是借的意思，板书：借。那狐狸是怎
样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呢？读读课文，找出来。

生读。

师：谁愿意把你划出来的读一读，读给大家听。



生读：为什么？……老虎一愣……我看你有多大的胆子。

师：你读得都是狐狸和老虎的对话。前面有补充吗？

生读。

师出示对话。

师：读读狐狸和老虎的对话，看看哪里能读出狐狸的狡猾？

生：眼珠子骨碌一转。

师：做一下这个动作。

生：你敢吃我。

师：说出来。

生读。

师：板书：扯，看这个字，你觉得怎样是扯？

生：大声地喊。

师：那你来扯着嗓子喊一喊。

生读。

师：想想当时的情景，谁来试试。

生：你敢吃我？

师：为什么不敢，老虎一愣。

师：老虎心里在想什么？



生：他感觉狐狸又是在骗它。

生：他会想，狐狸为什么说不敢吃它。

师：因为我是――

生：大老虎。

生：狐狸拿老天爷骗它。

师：一起读读这句话：老天爷……

生齐读。

师：谁厉害？

生：老虎。

师：谁比老虎更厉害？

生：老天爷。

师：那要把这种语气读出来。

生读。

师：带着表情，带着动作，读得好。这时候老虎被蒙住了

而且，狐狸做了动作――

生：摇摇尾巴。

师：做做动作。晃晃身子。

师：你是什么感觉。



生：像有个尾巴。

师：舒服吗？

师：自由吗？

生：自由。

生：高兴。

生：在想鬼点子的感觉。

师：此时此刻，你觉得狐狸现在在想什么？

生：我快要成功了。

师：这时候狐狸是什么样的语气。

生读。

师：真好，用一个词语，是什么样的语气？

生：威风。

生读。

师：更威风，还会怎样地说？

生：大胆。

生读。

师：刚才，大家把狐狸和老虎的话读得非常有滋味，谁来分
角色读。



分角色读。

同桌男女生分角色读。

师：他们向深处走去，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生：神气活现。

师：老虎呢？

生：半信半疑，东张西望。

师：看图。

师：怎样算神气活现。

师：当百兽们看到狐狸走来，是什么样的？

生齐读。

师：呀，一只大老虎，你们怎么这样读？

生：因为没有想到老虎跟着狐狸。

师：再一起读读这句话。

生读。

师：每一个有思想的孩子，都有话对狐狸和老虎说，你想对
谁说？

生：我想对狐狸太狡猾了。

生：我想对老虎说，老虎你被骗了。



生：我想对老虎说，老天爷怎么会派这么小的动物来派管你
们百兽的呢？

生：我想对老虎说：狐狸说它是老天爷派来的，你就相信了？

生：我想对狐狸说，我也要有像狐狸你一样的智慧。

师：的确很聪明，但聪明一定要用在好处上。

写习字册。

狐假虎威说课稿免费篇二

狐假虎威是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着老虎的威风
吓跑了森林中的百兽。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借着别人
的力量吓唬人，其实自己并没有本事。寓言讽刺了仗势欺人
者的奸诈狡猾。故事中的语言通俗易懂，情节富有情趣，内
容富有教育意义，易于幼儿接受。而且大班幼儿对新事物具
有较强的好奇心，表现欲也比较强，尤其喜欢童话故事，也
喜欢表演。这也恰恰符合大班幼儿的认知特点，正如《纲要》
中指出的：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
言的丰富和优美，并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

1、理解故事，知道“狐假虎威”这一成语的意思。

2、丰富词语：得意洋洋

根据我对教材的理解，结合大班幼儿的认知水平，我认为本
次活动的重难点是：理解故事，懂得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
因为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经验、思维、社会交往能力
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发展幼儿语言的重要途
径是通过互相渗透的各领域的教育，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去
扩展幼儿经验的。



1、老虎、狐狸手偶，引起兴趣，导入活动。

2、自制多媒体课件：动画形象生动，能调动幼儿积极性，吸
引幼儿注意力，帮助幼儿理解故事。

3、准备老虎、狐狸及其他小动物头饰进行角色表演，加深对
故事的理解。托尔斯泰指出：“成功的教学需要不是强制，
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不是为了教而教，而是应
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

1直观演示法：运用直观、形象的课件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活动中主要运用多媒体课件，将整个故事制作成形象直观的
动画，既可以完整欣赏，又能分段播放，通过观赏课件引导
幼儿了解故事情节，理解故事内容。

2讲述法：通过生动形象地讲述，能激发幼儿的情感共识，引
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帮助幼儿树立简单的是非观念达到教
育目的。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根据需要，我注意控制语速、
音量的快慢、大小和抑扬顿挫的变化，采用不同的音色来讲
述不同角色的对话，从而较好的表达作品的感情.

3、提问法：提问是教师引导幼儿观察事物，要求幼儿再现已
掌握的知识，启发幼儿积极思维的手段。提问在教学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主要运用了开放式提问。在提问问题
时，针对不同能力层次的幼儿，比较容易的问题可让水平比
较差的幼儿回答，需要幼儿描述的问题就请能力较强的幼儿
回答，像总结、归纳性的问题请能力最强的幼儿来回答，使
每个幼儿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1、欣赏法：通过欣赏多媒体课件，引导幼儿理解作品内涵。

2、讨论法：在活动中，请幼儿回忆、讨论故事中人物的对话，
通过提问和幼儿讨论，引导幼儿自己得出结论，充分体现幼
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游戏法：在活动中，利用角色表演的方式让幼儿体验狐狸
与老虎的心理变化及其本性。整个活动过程，我将通过以下
几个环节来展开活动：

第一：出示手偶，导入课题。

活动开始出示孩子们喜欢的动物手偶，激发幼儿兴趣，调动
幼儿的积极性，并引导幼儿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说出狐狸
狡猾、老虎凶猛的本性，并提出问题“原本凶猛的老虎却没
有斗过一只又瘦又小的狐狸，这是怎么回事呢？”，以此来
设置悬念，导入故事。

第二：欣赏课件，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此环节是活动的重点部分，利用多媒体课件，以动态的画面、
小动物的声音再现等，吸引了孩子们能饶有兴趣的参与到活
动中来，为幼儿理解故事情节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我主要采
用视听讲结合法，“视”就是引导幼儿去看、去观察课件中
的内容；“听”就是倾听教师的语言启发、引导、暗示和示
范；“讲”就是幼儿的讲，满足幼儿想说的愿望。这个方法
能充分调动幼儿的各种感官，让幼儿处与一中积极的学习状
态当中。同时我采用了恰当的提问，如：狐狸编出了什么谎
言？狐狸和老虎想出了什么办法？百兽们看到狐狸和老虎又
是怎样做的？紧接着老师提出质疑：百兽真正害怕的是谁？
进而让孩子们了解了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在此环节中，。让幼儿了解故事情节部分，我以情代情，以
教师自身的激情和语言感染力，给幼儿以很好熏陶和感染。
力求将情感教育贯穿与整个语言活动当中，揭示思想内涵，
进行情感教育，突破活动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第三：角色游戏、表演故事。通过角色表演让幼儿体验狐狸
与老虎的心理变化及其本性。进一步理解故事。

第四：请幼儿发表对狐狸的看法：你喜欢狐狸吗？为什么？



鼓励幼儿结合自己的经验充分想象并讲述，也可让幼儿自由
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对狐狸的做法有现代的独特见
解。肯定幼儿的不同看法，只要理由合情合理。既尊重了学
生的独特体验，又注意了健康的价值取向。俗话说：“教无
定法，贵在得法。”能使一个语言活动开展的成功，需要我
不断地尝试和探索，活动中不当之处，还望各位领导和老师
们给予批评和指正，谢谢！

狐假虎威说课稿免费篇三

我说课的内容是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狐假虎威》一课，将
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说课。

一、教材分析

这是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着老虎的'威风吓跑了
森林中的百兽，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借着别人的力量
吓唬人，其实自己没有本领。全文语言生动有趣，非常适合
学生阅读和表演。

二、学情分析

三、教学目标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结合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拟定以
下教学目标：1、通过寓言故事，知道成语“狐假虎威”的意
思，对课文中的狐狸和老虎有自己的认识。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表演这个故事。

3、认识14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

教学重点、难点：



抓住课文中关键的词句体会狐狸和老虎的角色特点，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并能表演。

四、教法学法：

根据寓言故事的特点及本课的语言特色，教学中，以狐狸说
的话为线索，以读代讲，以读促学，让学生在读中悟情明理。
引导学生自由阅读，自由表达，打好自主学习语文的基础。
再有，低年级学生喜欢直观、形象、生动的画面，为贴近学
生实际，我采用观看插图，出示，表演演示等手段，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五、教学过程

1、激发兴趣，引入课题

2、初读感知，以读铺路

3、品读课文，理解感悟

4、表演、感悟

5、拓展延伸

总之，我这节课就本着让学生读、让学生说、让学生演这一
标准，让学生在愉快的课堂中理解寓言，完成教学目标。

狐假虎威说课稿免费篇四

《狐假虎威》是一篇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通过狡猾的狐狸
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
就像狐狸那样，借着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
没有什么本事。



听了陈老师执教的《狐假虎威》一课，心中有些许想法，接
下来与大家共同交流。

第一：抓住重点，理解成语。上课伊始，陈老师引导学生用
书中的话来解释狐假虎威的意思，并特別强调了“假”的含
义，这样，学生在整体上对成语有了大概的.理解，为进一步
学习课文打下了基础。

第二：层次分明，朗读指导到位。陈老师用狐狸是如何骗老
虎的？作为主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读课文的相关段落。抓住
狐狸说的三次话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理解和感悟。在教学
重点段落时，抓住狐狸的动作“骨碌一转、扯着、摇”，让
学生想想每个动作所表示的含义，进而来理解狐裡的心理活
动，体会它的狡猾；又从老虎的动作“一愣、蒙住、松开”，
让学生明白百兽之王是被狐狸给骗了。依据学生的理解，教
师顺势指导，让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明读，学生的朗读情绪
高涨、踊跃。渐渐地，学生读出了狐狸的步步为营，老虎的
信以为真。

第三、角色定位，现场表演。对于7、8两段，陈老师采用分
角色表演的形式进行处理，其他学生当导演进行评价，并准
备了小动物的头饰，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但学生只
顾表演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效果欠佳。我觉得可以先让学
生理解神气活现，摇头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
意思，再让学生对词语进行想象表演，最后把整个句子和段
落表演出来。这样，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会对角色的各种动
作、神态更加了解，表演起来就心中有数，游刃有余了。最
终达到在丰富多彩的朗读和表演中有所得、有所学、有所感、
有所悟的目的。

“教学有法，无定法。"只要一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依据课
程标准，围続教学目标突重点，抓住字词理解破难点，引领
学生自觉、自主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就是教学语文的最好
方法。



狐假虎威说课稿免费篇五

今天，马老师执教《狐假虎威》，学习词串、图文互读、朗
读对话、理解寓意，四个板块活动，结构清晰，张弛有度，
听来清爽！

有一个细节，或许不为人注意。在朗读词串“窜过、眼珠子
骨碌一转、扯着嗓子、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大摇大摆”之
后，马老师问：“这是一只怎样的狐狸？”一个学生弱弱地
说：“这是一只聪明的狐狸。”马老师用“这是一只狡猾的
狐狸”一带而过。课至尾声，教完“狐假虎威“的意思之后，
马老师又问学生：“这样的人（狐狸）你喜欢吗？”学生异
口同声地回答：“不喜欢！”有7个孩子说出各自的理由：欺
骗别人；说谎话；骗人；不诚实；很坏的；捉弄别人；骗子。

从结果来看，孩子们对狐狸“骗人”这一狡猾的伎俩形成了
共识，对狐假虎威的寓意也基本理解。但留下的思考是：狐
狸可不可以是聪明的？就文本叙述的故事情节来看，狐狸假
借老天爷的命令蒙住要吃掉它的老虎，也是一种“狐假虎
威”，为的是救自己的命，不可谓不聪明；狐狸为了印证自
己的话，让老虎确信无疑，从而放了自己，又借老虎的威风
吓跑了百兽，地地道道的“狐假虎威”，为的还是救自己的
命，说它聪明，未尝不可。以此看来，狐狸为虎口逃生而两次
“狐假虎威”，可以看成是聪明之举；然在百兽看来，狐狸
的聪明是用来吓唬它们的，是不道德的，自然是狡猾之举，
可恶之人！说到底，狐狸借老虎威风的行为，如果利己不损人
（不惊吓百兽），则是聪明之举；如若利己而损人（惊吓百
兽），甚至以损人达到利己的目的，则是不道德的恶行，应
该受到谴责和鞭挞。同一个“借别人威风”的行为，利己不
损人，是“善”的；损人利己，则是“恶”的。聪明与狡猾，
全然在于是否合乎道德律令。那个孩子弱弱的声音，是看到
了前者，意味着“急中生智”；而“狐假虎威”约定俗成的
寓意取其后者，意味着“仗势欺人”。



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常常采取对立思维：非此即彼，非对即错。
看似立场鲜明，实则简单化了。因为大千世界的很多事情，
往往不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
同的结论。更为复杂的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把简单的
问题复杂化是愚蠢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是不聪明的。
教会学生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则可使
学生越学越聪明。文本中的狐狸一出场，还未有任何恶行，
便定性为“狡猾”，源于我们对狐狸的常识和成见，戴着这
样的成见去阅读故事，自然只能读出一个结果。而抛开这个
成见，或许可以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教学便可以引
向深入，教会学生辩证地、实事求是地思考事件。中国的传
统文本中，成语故事也好，寓言故事也罢，总是板着一张教
训人的脸，让读者与文本中的角色一样的羞耻。这样的羞耻
文学、道德说教，如同斧凿锤打，让人不知不觉中陷入一元
定论的陷阱中，丧失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珍视孩子那些微弱的声音，从中发现弥
足珍贵的思考萌芽，鼓励孩子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教
会孩子辩证地思考问题。如此，阅读教学才能让孩子站立起
来阅读！狐狸可以是聪明的吗？或许这样的问题探讨，有些
超出了二年级孩子的生活阅历，有生拉硬扯、揠苗助长之嫌。
但要记住的是：教学是让孩子学会思考，而不是学会相信！

浅陋之见，失误之处，敬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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