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伊索寓言教案社团 读伊索寓言的微
型教案读伊索寓言原文(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伊索寓言教案社团篇一

【定位】

1.突破传统的寓言解读模式,指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解读寓言。

2.培养学生筛选信息的能力,指导学生研究探讨把握中心,深
入领会文章内涵,要从文章中读出自己的体悟。

【切入】

方法一引用“狼来了”的寓言故事:如果是一个人这样说你不
相信,那么许多人说呢?许多人说的是真实的你可以相信,如果
他们自己也没有辨别真假,你又何去何从呢?有一句值得思考
的话:谎言说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进
而思考:面对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你的
选择标准是什么呢?从寓言的解读导入对钱钟书的《读〈伊索
寓言〉》的学习。

方法二由寓言本身的解读导入。

指导学生看课文题目:读、寓言。(寓言学生并不陌生,可以让
学生谈谈自己对寓言的理解。)钱钟书先生读《伊索寓言》提
出了他的观点,你接受钱钟书的观点吗?你有自己新的见解吗?
导入课文的解读。



【探究】

课前预习,了解作者的主要情况:生平、作品、风格、主要成
就等,自我体会文章,写出体会要点。钱钟书(1910—1998年),
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他深入研究中国的史学、哲学、文
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的阅
览和研究。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是他的`所有学
术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阅读课文要抓住这个特点。

依据方法一

1.读文章的九个寓言故事,了解钱钟书的解读有什么共同特
点?

提示:钱先生对传统的浅薄见解一一做了纠正,从新的角度提
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见解。

2.思考这些观点与你自己以前读寓言的感受一样吗?并从文章
中找出作者的观点。“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
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
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

3.结合全文以及你自己的人生体会,谈谈你对作者观点的理解。

(1)可以指导学生从文章的结构层次入手:由每一段的关键句
可以把全文大致划分为三部分:1-3自然段;九个故事;最后的
结论。

(2)通过文章内容让学生了解:如果把人类历史比做人的一生,
古代乃是人类的童年时期,现代则是成人了。那么就容易明白,
古代的《伊索寓言》为什么那么浅薄、幼稚、简单。同时成
人是喜欢小孩子的。从而理解人们为什么喜欢《伊索寓言》
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喜欢它的。



(3)在引导的基础上学生自由讨论,思考作者观点的现实意义。
可以精读最后一段强化理解。

提示:现代社会的人事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并不像寓言所
讲的在禽兽中间一样公平清楚,情形要复杂得多,是非颠倒、
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的情形是常有的。

生活在现代社会,要避免碰壁上当,头脑就不能那么简单幼稚。
人事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点,才会有清醒的认识,
才有适当的对策。

(4)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思考:怎么重新审视寓言
的“寓意”?可以从九个例子中选一到两个例子的解读来分析。
学生谈自己的理解,教师适当点拨,不拘一格。

4.深入探究

(1)成人、小孩和寓言的关系。

(2)思考卢梭反对儿童读寓言与钱钟书反对之间的差异。

(3)对苍蝇的话“车子的前进,都是我的力量”的自我理解。

注意:教师在学生思维开发上做方法指导。

依据方法二:

从寓言对人的教育作用角度思考:寓言果真能起到那样的作用
吗?引出钱钟书的观点,再从结构上结合学生自己的人生社会
体会入手解读文章。以下步骤同方法一。

【拓展】

引用2003年高考作文题中“智子疑邻”的故事:



宋国有个富人,一天大雨把他家的墙淋坏了。他的儿子
说:“不修好,一定会有人来偷窃。”邻居家的一位老人也这
样说。晚上富人家里果然丢失了很多东西。富人觉得他的儿
子很聪明而怀疑是邻居家的老人偷的。

以上是《韩非子》中的一个寓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
现实生活中听到类似的故事;但是,也常见到许多不同的甚至
相反的情况。我们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去
做呢?谈谈自己的体会。

注意:要有新意,不要就事论事,应从新的观点角度解读;写出
要点、文章均可,字数不限。

【实践要点】

1.教学中一定要权责明确:教的主体是教师;学的主体是学生。
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重新审视教学中学生的地位。

2.抓住关键的问题即要点指导学生进行理解探究,不纠缠小的
枝节问题。

3.重点放在钱钟书先生对寓言的重新审视的思考方法上。

伊索寓言教案社团篇二

一、复习提问

师问：作者认为小孩子应不应该读寓言？理由是什么？你可
以借鉴原文，但最好用自己的语言来回答。

生答：不应该。现代人远比古代寓言所说的狡猾者更狡猾、
更恶劣，现代社会不会像寓言中兽界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读寓言会使小孩头脑简单，对付不了各种社会丑行，他
希望人的头脑再复杂些，这样才会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才



不会碰壁上当，才会有恰当的对策。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
钱先生纠正了寓言中哪些浅薄的见解。

二、研讨新课

（一）先作示范

师问：这九则寓言中你们最喜欢哪一则？

生答：“乌鸦的故事”。

请一位同学讲述此故事。

师问：为什么鸟类大怒？

生答：乌鸦作假成真。

生答：没有人。反映了人类对于作假没成功的人不去批判他
的弄虚作假，而一旦此人作假成功就大加批判，一种忌妒别
人成功的心理。讽刺了具有此种心理的人。

师问：为什么乌鸦愤怒了？它的作法如何？

生答：它被揭露了，恼羞成怒。它要把所有鸟类的毛都拔光，
看有什么区别。

生答：我不好谁也别想好，一种丑恶的心态。这种人是品质
低下、嫉贤妒能、报复社会、贬损一切的人。

师问：这种人是品质低下，嫉贤妒能，报复社会、贬损一切
的人。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也存在吗？请谈谈自己的感想。

一生举德国校园暴力（一学生被开除，杀死十几位老师）。

一生谈二人平等：譬如有两个人，一个身体健康而另一个双



腿残疾。让他俩平等有两个方法：一是治好残疾人的腿，这
个方法不仅费时而且费力。那么干脆采取第二个方法，直接
打残健康人的腿。又方便又直接地拉平了两个的位置，平等
的两个人没有嫉妒，没有怨恨，多好的方法啊！只不过由这些
“平等”的生命组成的世界就缺少了进步的动力。我们拒绝
这样的平等，我们拒绝这自私的`劣根性。

师总结：更深刻的说，这是一种国民的劣根性，谁比我强我
就踩谁，民族停滞不前，皆由此所致。

（二）分则讨论（前四则）

师说：请同学们任选一则寓言，快速阅读，抓住段落中关键
语句，回答大屏幕上的问题。

问题：1、钱先生对蝙蝠的故事进行了引申，讽刺了当时社会
的哪一类人？

（在不同场合卖弄资本，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

（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朋好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生前养活不了自己的大作家，死后成全了别人。鲁迅、梵高、
曹雪芹）

3、“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中，钱先生给哪类人画了像？
你是怎样分析得出结论的？结合现实谈谈你的感想。

（不学无术、狂妄自大、不纳诤言、闻过则咬的人。）

一学生谈感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向武人卖弄风雅，
向文人装作英雄”所谓强者不正说明了他的虚弱，他的不自
信吗？空把自己的影子，当作攻击狂吠的对象，不正由于狗
的毫无自知之明吗？曾几何时，一部《还珠格格》使赵微大
红大紫，而一带有国耻标志的演唱包装则又使她星光黯淡。



鲁迅曾指出：社会上崇敬名人，也就常有名人被崇奉的诱惑，
如果自己脑袋发晕，忘记了自己半斤八两，就容易引起公愤，
罩在头上的光环被众人打消殆尽。

一学生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听了批评，就应该虚心自省，
切不可学狗的样子闻过则闹，闻过则咬。9月12日，某中学一
名女教师被子人打死在公共浴室里，惨象触目惊心，而更令
人不可思议的是凶手竟是她12岁的学生。她打死老师的原因
只不过因为上课时被老师批评。

师总结：胸怀是心灵素养的闪光，是人格美的极致，希望每
位学生都保持接受诤言的风度，改错去非，重塑自我，使美
在身上永驻。

4、“下去后，眼睛还是向上看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类人
存有什么心理？

（下野后，还想东山再起。一心向上爬以谋取高位）

一生说：官场上一些人对权势的过分追求，这些人处欲熏心，
官迷心窍，“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原是保卫科的小科
长，“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到最后成为千古罪人，遗
臭万年。

师总结：一个男人，失恋后，一面发誓再也不谈恋爱了，一
面却瞪大眼睛搜索下一个目标。一个政客，失势后，一面发
誓再也不步入政坛，一面却联合旧党，以待东山再起。

（三）品评余下四则寓言（事先由四位同学准备当小老师，
按照前几则寓言的研读方法提出自己的问题）

牛跟蛙的故事

生问：寓言的本意是什么？



生答：不自量力。

生问：钱钟书指哪种人？

生答：把缺点说成长处，无是非，自我满足，自我欣赏，与
世无争的人。

生问：这是在给哪一种人曝光？

生答：自以为是、不思进取、制造平庸的人。

生问：谁能就社会上这种人谈谈自己的感想。

一生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谁
想高人一头，必然要成为从矢之的。因为在这种生活空间中
人们的价值取向倾斜了，甚至倒置了。人们都陷入自我吹捧，
相互陶醉，自我满足，相互装蛋的迷雾中浑浑噩噩地活着，
哪还有什么“秀木”“高人”，哪还有什么进取突破。生于
平庸，死于平庸，是人生的最大悲剧。

师总结：鲁迅有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美如
乳酪。正是对这种人最深刻的描绘。

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学生谈感想）

（有钱人往往一毛不拔，嗜财如命，极端吝啬的人）

狐狸和葡萄的故事

本意是什么？文意是什么？你知道现实生活中有类似的例子
吗？

（自欺。欺人，狡猾至极。如是应得的要避免别人的嫉妒，
如是非份的要打消别人的想法------分甜头）



狼和驴子的故事

本意是什么？文意是什么？你知道现实生活中有类似的例子
吗？

（狼愚蠢。以伪善的面目干坏事。狼可怕，披着医服的狼更
可怕。毒蛇可怕，可美女蛇更可怕。）

一生举例：胡曼丽“中国妈妈”

一生举例：儿童营养品，致使40个孩子丧生，披著名牌的外
衣。

一生说：面对要拔掉所有鸟类羽毛的乌鸦这样的邪恶势力，
我们不仅要识破，还要抗争，制止他们的倒行逆施。

一生说：最大的无知是不耻于无知，最大的失败是甘心于失
败，最大的缺点是不正视缺点，我们要真诚地接受老师恨铁
不成钢的批评。

师小结：山中有兽，林中有狼，海中有鲨鱼，草中有毒蛇。
在绚丽多彩的世界里，也有阳光下的罪恶，这就要求我们挡
住致命的诱惑，洞烛世相，才不至于吃亏上当。如何看清事
物的本质，有一种方法就是运用逆向思维和多角度思维品质
来认识事物。下面，我们来做练习提高思维品质。

师板书：洞烛世相识破假恶丑思维训练表述新异美

三、拓展练习：

在“小草、月亮、春蚕、圆规、石头”中任选其一，多角度
阐述。

备用答案：



春蚕：1、吐尽了丝才悄然离去，但它的业绩却久远留存，从
一代贤相诸葛亮到万流景仰的周总理，都用自己生命的全部
诠释了鞠躬尽瘁的春蚕。

2、把“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自然会让人们的缺陷
得以补偿，但人们也如春蚕一样，作茧自缚，使大家在欺人
互欺的茧网中坐以待毙。

圆规：1、一举一动都符合标准，因为它始终如一围绕一个坚
定不移的目标，按规矩铸就方圆，有恒心才能圆梦。

2、不管脚步跨得多大，到头来还是回到起点，它的成绩始终
是零。不敢越雷池一步，循规蹈矩的人只能在原地踏步。

月亮：1、千古明月引发了多少幽幽情思，创造了多少美丽的
传说，更为美丽的是她历尽千山万水，阅尽世事沧桑，给混
沌漆黑的世界带来澄彻如洗的光明。

2、千古明月曾撩逗得东坡把酒问天，曾吸引多少鸦士文人文
思泉涌，吟诗作赋，然而她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不过是借
助太阳的光辉来炫耀自己罢了。

石头：1、一生赤裸，品质坚硬，体内潜流着日月轮回的潮声，
周声闪烁着若智若愚的气质，千年不语，万载沉思，不仅是
一种豁达，更是一种坚韧。

2、缄默不语，冥顽不灵，永远封闭自我的石头也就永远走不
出荒凉与寂寞的山野，用语言和声音铸造心灵之桥，生命就
会显示出博大而美好。

小草：1、孱弱、柔嫩的小草，从不屈服命运的捉弄，即使被
石块压住，也会从缝隙中旁逸而出，探出头来冲着蓝天微笑，
即使枝叶被大火燃尽，根茎依然萌动着生命的信念，依然在
春的感召下，轰然破土，诠注着生命轮回的再次生动。



2、大风乍起，云飞扬，娇美的花儿缤纷落地，孤傲的大树被
拦腰折断，然而草儿们一丛丛，一片片，用同一种力量向同
一个方向写意着波浪滚滚的优美动姿，唱响着生死与共的美
丽，草儿不愧为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灵，不愧为团队精神的典
范。

3、风使淫威，小草匍匐在地，马踏四足，小草折腰断臂（恬
退隐忍）逆来顺受的草民任人蹂躏，这种意识与当前张扬个
性时代大潮格格不入。

四、师总结

牛顿以神一般的思维最先说明了慧星的轨迹和大海的潮汐，
余秋雨以全新的感悟，把睿智的鲜花撒遍了文化苦旅，让我
们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迎面扑来纷繁复杂的社会高新科技，
大跨步地提高我们的思辨能力。

伊索寓言教案社团篇三

教学目标:

1、初读《伊索寓言集》了解作者，交流自己的读书体会，在
交流中丰富自己的知识。

2、了解《伊索寓言集》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

3、总结读寓言故事的方法，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读书的快乐，
培养书做笔记的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交流中体会到读书的快乐，激发学生继续阅读的兴趣。



教学准备

1、仔细阅读《伊索寓言集》

2、认真做好读书笔记。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说起寓言，大家一定不陌生吧。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来说明
一个道理或教训。

最近我们读了《伊索寓言集》。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对这
本书了解了多少。

1.通过阅读和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请学生简要介绍伊索和
《伊索寓言》。

伊索，古希腊寓言作家。传说是奴隶，后凭借聪明才智获得
自由。善讲寓言讽刺权贵，终遭杀害。所编寓言经后人加工，
以诗和散文的形式发表，成为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集》。
其中《农夫和蛇》、《狼和小羊》、《狐狸吃葡萄》等等，
寓意深刻，常被引用。有各种文字译本，对欧洲文学中的寓
言创作影响很大。《伊索寓言集》是世界上一部最古老的寓
言集，也是世界上读者量最多的一本书。《伊索寓言集》中
的故事，每一篇都闪着智慧的火花，寄托着教训和哲理，有
对富人贪婪自私的揭露，有对恶人残忍本性的鞭挞，有对劳
动创造财富的肯定还有许多寓言，教人如何处世，如何做人，
怎样识别是非好坏，怎样变的聪明智慧。《伊索寓言集》是
古希腊人民留给世界的一笔精神遗产。所以我们有必要去阅
读，甚至是一读再读。

今天我们就再来选读读《伊索寓言集》中的几则寓言故事。



二、边读边聊，汲取营养

1、说说人物：在读过或听过的故事中，你最喜欢或讨厌哪些
人物，为什么？

2、阅读资料中的《农夫和蛇》，说说你对其中农夫的看法。

3、明白寓意：寓言最大的写作手法是比喻、拟人，以物喻人，
以此喻彼。

以《农夫和蛇》为例，谈谈在读过的故事或现实生活中有没
有类似的人或事情？

4、小结：通过交流我们知道，书中很多故事反映的生活经验
丰富多彩。这些经验源自生活，反映生活，指导生活，这就是
《伊索寓言》的生命力之所在。

三、明确读书要求，制定读书计划。

1、翻开《伊索寓言集》目录，读读题目，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2再现情节：读完这本书，你觉得哪些故事有趣，把它读给、
讲给其他同学听或表演给其他同学看。

（1）2分钟做准备。

（2）生说或表演。

教师结合学生的发言相机出示几则大多数同学比较感兴趣的
故事；同一则也可引用赛一赛的方法，来激发大家的兴趣。

3、在没有读过的故事里，哪些故事的题目最吸引你？读读题
目，猜猜情节，然后请看过的同学说说，你想象的和原文是
否一样。



4、讨论：这些故事在结构上有什么共同点？

总之，伊索寓言中反映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多彩。这些经验
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指导生活，这就是伊索寓言的生命力
所在。伊索寓言中每则故事后面都附有教训，这些教训显然
是后人添加的，其中有的比较切题，有的并不切题，甚至牵
强附会，阅读时不必受这些教训的束缚，这样更可以体会寓
言所蕴含的智慧的丰富性。

5、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制定读书习惯，做到每
天必看，根据自己的情况大体规定一个时间表，一般一个月
左右完成。

四、后继活动，深化阅读效果。

?伊索寓言》是一本十分耐读的好书。它还有许多值得向大家
推荐让大家学习的地方。

1、故事中人物的寓言幽默夸张，形象的再现了人物的性格特
征。

2、不同的故事中相同的人物形象有着不同的性格。

所以，请大家继续阅读此书，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思索书
中的思想精髓，体会蕴涵的人生智慧，揣摩幽默诙谐的语言。
并且在读后，将你读到的有趣的故事讲给你的父母、朋友、
同学听听。

作业：继续阅读《伊索寓言》

1、《伊索寓言》有很多种版本，选择适合自己的一本进行阅
读，持之以恒，读完整本书。

2、要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如果是自己的书，可以



在书上圈圈划划，也可以在书上记下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如
果是借来的书，就要在自己的读书笔记本上做好记录，也可
以自制读书卡片，抄写点明故事寓意的语句，采用多种方式
留下自己读书的痕迹。

3、指定读书计划，坚持每天必读，根据自己的情况划定时间
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本书读完。

另外推荐阅读《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希腊寓言》

七、成果展示

1、以小组为单位，将读书卡粘在事先准备的白纸上作为一份
小报。

2、将小报贴在读书栏上，在全班展示。

板书设计：

?伊索寓言集》

寓言是一种带有劝喻性的小故事。

结构特点先讲故事，再点明寓意。

写作手法比喻、拟人

伊索寓言教案社团篇四

教学理念：

1、“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

2、会读书，不动笔墨不读书。“我读书，我快乐”（爱读
书）。



教学目标预设：

1、让学生初步了解《伊索寓言集》及作者。

2、了解《伊索寓言集》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

3、通过导读，让学生学会读整本的书的基本方法，订立读书
计划，培养读书做笔记的习惯。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1、通读《伊索寓言集》，了解其内容，知道伊索寓言在种程
度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2、设计读书计划表样表，读书卡样卡。(样表、读书卡附后)

学生准备：

1搜集整理伊索寓言（课内外）（已读或未读的），准备汇报
自己的读后感。

2、讨论：我们应如何读书、设计读书计划表、读书卡、准备
交流。

3、了解《伊索寓言集》及其作者的资料。

教师导引

民间俗语导入：日常生活中，人们口头流传着许多含着深刻
道理的名句和寓言故事，如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龟兔
赛跑、老鼠与青蛙、叼着肉的狗、狼与小羊、熊与狐狸……
这当中不少是来源于《伊索寓言集》。



问题激趣：有了解《伊索寓言集》和其作者的吗？

师生互动

交流

简介《伊索寓言集》和作者：（尽量让学生有充分的展示机
会）

生：………………

（掌声鼓励）

师生点评或补充：

生：我觉得………………

师：………………

生：……………………

……………………（掌声）

…………………………

………………………………

（掌声）

教师小结：

（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寓言家伊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被后人
誉为“寓言之父”！相传伊索原来是奴隶，后来获得自由，
他善于讲寓言故事，讽刺权贵，终于遭到杀害。《伊索寓言》
是后人托伊索之名收集整理的希腊寓言故事。）



讨论：

1、你所读过的《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有哪些共同特点呢？举
例说明。

提示：从故事的主人公方面、故事的结果方面、故事中的人
物双方的情况……多方面去思考。

小组讨论交流班级汇报。师生小结。

2、你都是怎样去读所读的故事的？你建议同学们读书时要注
意什么？

讨论预设：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导入读书要求---------

（1）读书做记号，不动笔墨不读书。

如是自己的书，可以在书上圈圈画画，也可以在书上随手记
下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如是别人的书，就要在自己的读书笔
记上作记录，也可以自制读书卡，抄写点明故事寓意的语句。

（2）采用各种方式随时留下自己的读书思考痕迹。这样一来
不但丰富了自己的语文积累，而且给自己留下特别愉快的回
忆。

(3）整本的书怎样读？

伊索寓言教案社团篇五

一、在反复研读课文的基础上，理解文章的主旨。

二、培养学生发现、研究探讨、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提高揣摩、理解文中意蕴深刻的语句的能力。



四、提高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训练学生逆向和多角度思维。

本单元以“研究探讨，深入领会”为教学重点。目的是培养、
教会学生独立发现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而对于已知的内
容，要训练学生“于无疑处生疑”，并解决好这个疑问。

本文的语言相当含蓄、隐晦，钱钟书先生又是以一种全新的
理念性的思考来感悟《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所以教师在处
理课文的过程中应以深入探讨语言的含义为本，尽量引导、
启发学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可以适当结合一些
当年社会上的某些人或发生的某些事来开拓学生的思路。

课前应布置好预习，扫除字词障碍，把重点放在让学生发现、
提出并解决问题上，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最好让学生
独立思考、讨论、交流和解决问题，教师给予适当的点拨，
在探讨问题答案的时候，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联想能力，
或创设具体的语言环境，如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人际关系
等，或联系课文上下文等来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二课时

讲述“南辕北辙”的故事，这条成语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答：以此比喻目的和行为完全相反。

那么，针对这条成语，我如果从反方向来思考，对这个人的
行为给予肯定，可不可以呢？

根据这个成语从两个不同角度的理解，大家想想，如果有人说
“大胖子往往小心眼”或“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我们应
该不应该给予肯定呢？如果单从寓言本身来说，大家理解起
来并不存在困难，可一旦有了深刻的含义，就不好理解了，



而且本篇文章的语言又含蓄、隐晦，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部
作品，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充分运
用想象、联想能力来解决问题。

这样一位大文学家，为什么对寓言发生了兴趣呢？寓言究竟
是写什么的呢？

寓言，一种带有劝谕性或讽刺性的小故事，常用夸张手法描
写人物或把动植物与无生物拟人化，使深奥的生活哲理和道
德教训，从简单而又明白易懂的故事中体现出来。

《伊索寓言》毕竟是公元前6世纪的奴隶所作，寓言的内涵带
有某些阶级局限性和当时的社会特点。

提问：同学们，人的进化又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从茹毛饮血到人们现在的煎炒烹炸；

从草皮树叶到西服革履；从靠两条腿走路到汽车、火车、飞
机；从儿歌“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手里边”到钢筋混凝士建筑还要加上防盗门。

前面标志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最后一种，标志着人与人
之间的'防范意识增强了，而这种防范意识来缘于人类的罪恶，
也就是说，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同时，人类的阴暗面也“进
步”了。

让同学们自己说出：人类的进步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
面，人变得越来越狡猾了。

根据以上讨论的结果，从人类进化的正负面效应出发，我们
一同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二段，然后找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

针对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学，启发他们从刚才分析的进化一词



的含义入手，再加上本段最后：所以我们看了《伊索寓言》，
也觉得有好多浅薄的见解。运用联想和联系上下文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

（1）第一，这是一本古代的书，读了可以增进我们对于现代
文明的骄傲。”对于现代文明的骄傲”实质上就是对于狡猾
的智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2）第二，它是一本小孩子读物，看了愈觉得我们是成人了，
已超出了那些幼稚的见解。实质上就是远比古代狡猾。

（3）第三呢，这部书差不多都是讲禽兽的，从禽兽到人，你
看这中间需要多少进化历程！“进化”实质上是越来越狡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