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伊索寓言教学设计第一课时 人教版
伊索寓言教学设计(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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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伊索寓言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伊索寓言》是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二册第二单元中的篇目。
选自钱钟书先生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这篇文章中
钱先生借《伊索寓言》中的九个寓言故事联类引申，洞烛世
相，即通过伊索寓言与现代社会的人事比较，说明现代有些
人狡猾的很，恶劣的很，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点，要防止
碰壁上当。

文章语言相当含蓄甚至晦涩，并且具有辩证性，对高一学生
的阅读能力而言是一大难点，但是文中所引的寓言却是学生
所喜闻乐见的，因此可将寓言的阅读作为阅读重点，在此过
程中带入难句的理解，两者结合来完成教学重点;探讨文章的
中心思想，从而达到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研究探讨能力。

伊索寓言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教学目标：

1．找准故事的“矛盾点”，抓住关键词句理解寓言和寓意，
并能从中获得教益。

2．通过三则寓言的学习，了解伊索寓言的特点，学编寓言故
事。



3．激发学生继续阅读《伊索寓言》的兴趣，从中获得更多的
智慧。教学重、难点：

认真揣摩文中意蕴深刻的语句。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二课时

一、教学导入

1．画面中的这些故事你们熟悉吗？

2．谁来选择其中一则故事简单讲讲。

小结过渡：讲得真不错，这些都是伴着我们长大的故事，也是
《伊索寓言》中耳熟能详的篇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进一
步走进《伊索寓言》。（学生读题）

二、了解寓言、了解伊索。

大道理）

这就是寓言的魅力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读一读《牧童和狼》这则寓言故事
吧。

三、学习《牧童和狼》

1.指名读，教师相机正音。（两人，第一遍重在正音，第二
遍重在思考）



2.用一句话概括故事内容（指名说）

3．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交流，红字显示

齐读）

4．“一贯说谎的人”是指谁？文中的哪些词句可以看出这牧
童一贯说谎？（交流时指导学生体会牧童两次“大叫”的不
同情感，并进行感情朗读。第一次读出戏弄的语气，第二次
读出着急、惊恐的语气。）

四、学习《蝉和狐狸》

2．学生回答

3．教师追问，指导朗读。

(1)从文中的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蝉很聪明？（相机理解“别人
的灾难”）

(2)谁愿意来扮演一下这只聪明的蝉，读一读蝉最后对狐狸说
的那番很有智慧的话。（指名读齐读）

(3)学到这儿呀，老师有两句话与大家共勉：

出示课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是教育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英国哲学家罗素

善于吸取教训会使一个人迅速成长起来。——英国哲学家罗
素

（学生齐读）

五、小结：同学们，我们学习了三则寓言，这三则寓言都出



自伊索之口。

1．快速浏览三则寓言，想想三则寓言有什么共同点？“（结
构、内容、人物）

2．指名交流。（可结合前面学过的三则成语故事比较着谈。）

3．课件出示：伊索寓言故事中的角色大都是同学们熟悉的动
物，如狐狸啊，狼啊，驴子啊等等。作者在每则寓言的最后，
大都用一句精辟的话点明故事的寓意。（齐读）

4．师小结：这就是伊索寓言与其它寓言所不同的地方。

六、提供寓意，编写寓言。

2．那在编故事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谁来给大家友情提醒
一下？（故事与寓意要吻合，故事要有趣、情节要简洁、语
句要通顺）

3．学生编写寓言

七、总结：

同学们，有人说，寓言是一个魔袋，袋子很小，却能从里面
取出很多东西来，甚至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也有人
说，寓言是一座独特的桥梁，通过它，我们可以从复杂走向
简单，又可以从单纯走向丰富。寓言很美，美在简洁，美在
内涵。而像《伊索寓言》这样的一本经典书籍，仿佛广阔的
森林，仿佛无垠的大海，里面蕴涵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课后
请同学们一定用心去赏读。

伊索寓言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学会本课2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3.知道这则寓言的故事，理解寓意并能从中获得教益。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寓意。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上节课咱们学习了第12课《伊索寓言》的前两则
寓言《狐狸的葡萄》、《牧童和狼》，今天，咱们接着学习
第三则《蝉和狐狸》。（齐读课题）

2．说起狐狸，还记得咱们学过的《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吗？
谁来简单地说一说？（指名说）

3．你对其中的狐狸和乌鸦各有什么看法呢？（指名说）

4．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指名说）

（出示幻灯片：爱听奉承话的人容易上当受骗。）

二．初读感知

1．今天，狐狸又使出了它的老办法——说奉承话来欺骗别人
了，不过，蝉可没上它的当，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



学习课文。（打开书）

2．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顺句子。

3检查自学生字、新词情况。

出示幻灯片：圈套故意赞叹歌唱家

察觉有诈粪便戒心

（其中“粪”和“戒”为红色）

先自读，记住两个红色字。

指名读，再齐读。

4．请一名同学读课文，其他同学思考：这篇寓言说了件什么
事？（指名读课文）

5．课文读完了，谁能根据黑板上的这些词语说说课文说了件
什么事呢？

（先自由练说，再指名说。）

三．细读寓言，体会寓意

师：蝉凭借自己的智慧，战胜了狐狸的花言巧语，没上它的
当，在这个故事里，你对谁印象比较深刻？再读读课文，适
当地做些记号，针对具体语句，谈谈你的想法。（生自由读
悟课文）

生：我对狐狸印象比较深，因为它和在《狐狸和乌鸦》里一
样，仍然用老办法来骗人，说明它的本性是阴险狡猾的`。

师：从哪儿能看出来？



生：它想吃蝉，便“设下圈套”，而且还“故意”站在蝉的
对面赞叹蝉。

（师相机板书：设下圈套、故意赞叹）

引导学生理解“圈套”及设下了个什么圈套。

（随着学生的回答，出示第二自然段文字）

引导学生读好这段话，说出自己的感受。

生：“故意”说明狐狸的言行举止是假心假意的。

生：蝉的叫声从来就很难听，夏天时总让人觉得烦躁，所以
这里的“多么美妙”也体现了蝉虚伪的夸赞。

生：我觉得说蝉是“歌唱家”也太夸张了。

师：请大家带着自己的理解读一读这两句话。

生：狐狸的最终目的是把蝉骗下来，因为它说“您能下来”
让我见识一下，另外“见识”也体现出它对蝉的歌声的羡慕。

生：我觉得狐狸为了骗得蝉的信任，对它很尊重，用了四
个“您”。

师：说得真棒，你能读好这句话吗？

（引导学生读这句话。）

师：你们还能读出狐狸的什么？

生：我还能读出狐狸的贪婪。我是从第三自然段中读出来的。
狐狸把树叶当成蝉，“猛地扑了过去”，说明了它很贪婪，
早已迫不及待了。



伊索寓言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教学程序：

一.读书啦！

a.自由朗读，圈出生僻的字和有疑问的地方。

b.接龙读，检查读书情况。

二、.解疑

a.要求：自由朗读第一自然段

讨论1：狼来了！狼来了？

b.举手回答关于“笑”的词语。

c.要求：自由朗读第二自然段

讨论2：狼来了！狼来了？

三、日积月累

a.描写神态的词语

惊慌失措目瞪口呆神采飞扬大惊失色眉飞色舞愁眉苦脸呆若
木鸡和颜悦色

1.全班齐读。

2.请几位同学上台表演这几个词语所表示的神态。

b.学习如何抓住人物的语言描写



a.请学生表演朗读

b.播放录音，要求学生注意听，抓住精髓

c.再请学生汇报朗读

c.解读全文

d.找出点明中心的句子

1.说说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

2.用歇后语的形式说出自己的见解。

四、开心时刻

要求：绘声绘色讲故事神态表演添精彩

1.请两组同学上台进行角色表演

五、教师总结本堂课之所学

板书

12.伊索寓言

即牧童村民

欺骗相信

真言不信

害人害己

亮点：1.指令明确，利用课件展示指令，简洁明了。



2.师生互动良好，老师积极引导学生，学生积极发言。

建议：1.给更多的学生机会回答问题。

2.课件中的“点名”应为“点明”。

伊索寓言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1、研读课文，探讨文章主旨。

2、深入领会作者对寓言新颖独到的见解。

3、认真揣摩文中意蕴深刻的语句。

二、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质疑和释疑的能力。

2、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创新阅读的能力。

教学重点

1、理清思路，探讨文章主旨。

2、理解作者对九则寓言阐发的新观点、新看法。

教学难点

1、课文开头三段和结尾一段所含蕴的意思。

2、一些疑难语句的理解。

教学设想

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读后感。作者从一般读者读《伊索寓言》



所惯常理解的另一面，读出了新意，对原作做出了自己
的“别解”。文章的`主题较难把握。教学宜从剖解作者对寓
言所作的引申入手，引导学生反复研读课文，对主题可作充
分的讨论，切实把握准确文章的写作主旨。在此基础上讨论
理解文章的疑难语句。第一课时重点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主
题，第二课时重点解决疑难语句。

教学步骤

一、导入

大家以前读过哪些《伊索寓言》故事？这些故事的寓意作者
在篇末大多做出了揭示。那么你读了这些故事后，有什么新
的理解吗？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学贯中西的钱钟书
先生读了《伊索寓言》后，就对原作有了新的看法。他有怎
样的看法呢？课文就给出了答案。

二、伊索和作者介绍（略）

三、研读课文，讨论主题

1、听课文录音，读准字音。

2、学生重点研读课文4——12段，看看作者对九则寓言分别
做出了哪些新的理解，在讨论的基础上填出下表。（表中楷
书字为要学生填写的内容）

总结：以《伊索寓言》为依托，批判黑暗、荒诞、不公正、
无理性的社会现实。

四、讨论作者阐发新义的方法

问：作者是用什么方法对原寓意进行阐发新义的？（课后思
考和练习一）



主要用三种方法：

引申改头换面推演

五、研读课文前三段

1、课文前三段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一段是中心段？

明确：第2段是中心段。第一段是比喻，是引出第二段的，第
三段是补充说明第二段感想的来历。

2、这三段提出了什么观点？你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明确：古代好比是人类的小孩子时期，是幼稚的，现代的我
们反而年龄长，阅历深，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古代进步。
正因为如此，古代的观点是浅薄的，幼稚的，是须要纠正的。
《伊索寓言》就是一本古代的书，里边就有好多浅薄的见解，
须要加以纠正。

作者打破人们惯常的心理习惯，新颖而看似不无道理。不过
我们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作者的突发奇想而已。人类社会的发
展，在科学技术方面确实呈现出线性的、累积式的发展，而
在文学艺术、文化思想方面就很难说了。世界上不少民族在
文明的早期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令后人难以企及。这样，
把古代比作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就说不上是很严谨的、科学的
说法了。据出推论出来的这一观点也只能说是作者的一种谐
谑了，目的是顺理成章地生发下文。

六、研读课文最后一段

讨论：《伊索寓言》真的不宜作现代儿童的读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