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弈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 学弈
教学设计(优秀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学弈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一

1.学生通过教师引导、小组自主合作，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
全文，了解故事内容并用自己的话讲讲。

2.学生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做到正确、节奏停
顿得当、抑扬顿挫，从反复诵读中初步感悟文言文中特殊的
语言现象。

3.学生能从课文中体会到做事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
的道理。

4.学生能从课内延伸到课外，进一步了解体会我国辉煌灿烂
的古代文化，积累成语，文言文成语故事，提高语文综合素
养。

学生读通读懂课文，并在问题情境中明理;学生能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背诵课文，从中积累语言，提高语文综合素养。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熟读成诵。

学生根据注释读懂课文内容，并用自己的话讲讲。

cai课件、头饰、课外阅读资料



1.游戏、激发学习兴趣。

(1)成语游戏――――请学生在30秒钟内自由说成语。(cai课件
显示30至0的计时数)

(2)介绍成语大多来源于古代故事从而揭示课题。

2.读通整体感悟文章大意。

(1)学生初读课文，做到读懂、读通、读不通的句子作上记号。

(2)检查初读情况，教师顺势配乐范读全文。(cai课件播放音
乐)

(3)引导学生自悟文言文特点以及课文大意。

(4)过渡小结。

3.读懂，根据注释自主合作探究，自悟句意文意。

(1)学生再读课文，根据注释、插图在文中边批划，边读懂每
句话，不明白的做上记号。

(2)反馈疑难问题。(cai课件显示疑难句子)

(3)自主合作解决疑难，读懂课文。

请学生下位，寻找合作伙伴，成立合作小组并选出组长。

组长根据句子难易进行分工合作。(教师组织指导小组合作)

组长将各小组成员学习成果汇总集合。

各小组向全班汇报合作成果。



a.汇报疑难句子的解决情况

b.汇报小组合作成果，用自己的话讲讲课文内容。

(4)小结过渡

4.吟诵，创设情境，体情悟道，熟读成诵

(1)创设“学弈经验总结会”这一情境，让学生在叙说、辩论
中明白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专心致志的道理。

(2)cai播放“专心致志”成语故事，加深体会。

(3)创设“孟子讲学”这一情境，让学生通过自读、演读达到
熟读成诵，进一步感悟文言文吟诵的.韵味。

5.拓展，课内外延伸积累

(1)总结文言文成语故事的特点，提高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
认识。

(2)推荐几篇文言文成语故事以及搜索网址，引导学生学会积
累，提高语文综合素养。(cai显示网址)

学弈

专心致志

学弈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二

指导学法以读促悟——《学弈》教学设计曲宁

教学资料：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学弈》



教学目标：

1、掌握文言文的朗读方法，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
文。

2、理解课文资料，做到熟读成诵。

3、领会课文深刻的道理，教育学生做事要专心致志。

教学重难点：掌握文言文的朗读方法，做到熟读成诵。

教学过程：

一、警句引路，激发兴趣。

（课件出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师生齐读名言警句。

师：这两个句子在语言表达上有什么特点？

生：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

师：你都积累过哪些用文言文写成的名言？背给大家听听。

生背诵积累的名言。

师：积累是学语文的好方法。文言文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遗产
与结晶，学好文言文能够提高我们的语言感悟潜力和表达潜
力。老师也很喜欢文言文，这天又给大家带来了一篇。

师配乐背诵《学弈》。



师：明白这篇文章出自何处吗？（《孟子》）透过预习，你
对孟子有哪些了解？

生汇报资料

师课件展示孟子简介。

师：这天我们就一齐来学习孟子的这篇经典文章。（板书课
题）“弈”字是生字，请大家和老师一齐来书空练习。（生
书空后齐读课题）

师：谁能单讲这个“弈”字？那“学弈”呢？你是怎样明白
的？（看注释）对，看注释是学好文言文的好方法。在现代
的汉字中有一个字和“弈”字发音相同，长得又个性象，你
明白是哪个字吗？（生：是“神采奕奕”的“奕”字）对，
就像我们这天的学习状态一样。

（课件出示课文插图）

师：他们在下什么棋？（围棋）你还看到了什么？

生：一个老人在教两个人下棋，一人听得很认真，另一个却
三心二意。

师：认真观察插图能够帮忙我们更好的理解课文资料。那课
文是怎样讲这个故事的呢？把书打到46页。

二、范读引领，自渎学文。

（课件出示：自渎要求。）

学生自学，师随机指导。

师：这篇文言文该怎样来读呢？（师配乐范读）说说老师读
的有什么特点？



生：语速慢，停顿多，有感情。

师：古人读书讲究吟诵，读得入情入境，如醉如痴。学好文
言文最基本的方法是朗读，最好的方法也是朗读。

生用多种方式朗读（个别读、分组读、男女生互读、赛读、
齐读）

师：要想把文章读得更好，怎样办？

生：要理解课文资料。

师：你有哪些学习文言文的好方法？

生：能够看注释、联系上下文，还能够对照译文。

师：用你们喜欢的方法必须能把课文学好。

三、研读课文。

师：读了这么多遍课文，谁愿意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生说课文资料。

生：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

师：者，的人的意思。如读者是读书的人，作者是写作的人。
像这样的你还明白吗？

生：听者是听别人说话的人......

师：这么好的老师，肯定会“严师出高徒”啊，这两个人又
是怎样学的呢？

生：其一人专心致志。（师板书：专心致志）



师:一人专心致志，这个称呼适宜吗？理由呢？

生：惟弈秋之为听。（课件）

生：一心一意者、一丝不苟者......

师：其实你们说的这些成语有很多都来自古文，如亡羊补牢、
守株待兔等。如果有人问你“专心致志”这个成语来自何处，
你能够自豪地告诉他——（生：学弈。）

师：另一个人起个什么名字？

生：三心二意者。（师板书：三心二意）

师：既然能找到句子，能不能说说它的意思。（生）我们还
能够怎样评价这个人？

生：心不在焉者、一心二用者......

生自学后交流（课件出示带“之”字的六句话）

师：透过理解这六个“之”字的意思，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我能更好的断句了，更加理解文章的意思了，相同的字
在不同的句子里意思不相同。

生：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师：他们都师从弈秋，既然拜了名师，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课件：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师：这是一个什么句式？（生：设问句）

指导学生朗读



生：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
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

师：有了这样的精神就能获得成功，反之将一事无成。

（师板书：成功失败）

指导朗读。

师：我们看，不管是下棋还是做其他事情，智力是不是最重
要的？那是什么？（生：态度）这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
在个人。”态度决定一切（师板书）

师：想象你是弈秋或你是那个专心致志的人，你会怎样来劝
告三心二意的那个人呢？

生自由发言。

生：做事不专心致志，什么也得不到。

师：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那专心致志呢？

生：则得也。师：则大有可为也。

师：古文译文都读明白了，谁能读得更有韵味呢？

生个别读、齐读。

生试背诵。

师：背诵时，我们就应“理清条理，找出联系，依序而
背。”

师生配乐齐背课文。



师：老师把学好文言文的秘诀编成了一首小儿歌，送给大家。

（课件出示儿歌）

四、全课总结

师：古人云；“温故而之新。”牢记我们总结的方法有利于
我们今后的学习。

生谈本节课的收获。

师总结：无论做什么事，只有专心致志，就能把事情做好，
反之，将一事无成，老师送给大家一句名言——（生齐读：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学弈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三

1.认识“奕”等4个字，学会“孟”等4个字。

2.读通、读懂文言文，能够结合注释理解疏通全文。

3.了解故事内容。

正确地断句、流利地朗读课文。

结合注释理解句子的大意。

课件。

一、新课导入

1.今天我们学一篇古文，古代的文言文，和我们现在的白话
文有很大的区别。现代白话文是从19“五四”运动开始兴起
的。古文与白话文有很大区别。比如这个字（板书“之”），
谁能为它组词？（光荣之家）



3.知道词语的意思吗？（光荣的家庭）其中的“之”字怎么
讲？（当“的”讲。）

4.对，当“的”讲。这个“之”字是古文中常用的一个字。
现在用它一般都当“的”字讲；但在古文中，它却有许多种
讲法。我们今天这篇课文里，“之”字先后一共出现了六次，
大致有三种讲法。有时即使是同一个用法，所指的对象也不
同，真的有点复杂。大家一会儿读的时候要注意细心区分、
理解。现在大家打开课文，读一下课题。

师：翻开后页的注释，看看这个“弈”字是什么意思。（下
棋）

师：“学弈”呢？（学习下围棋）

二、初读课文，理解大意

1.下面大家各自读读课文，尽量读通顺。（学生各自朗读课
文）

2.能读给大家听吗？

3.敢读就很好！虽然有些地方读得比较吃力，但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最值得称赞。这样吧，跟老师一起读。标记注释，理
解字、词、句。给大家5分钟时间。（生开始按要求自学课文）

5.师小结方法：看注释，逐词翻译，把每个词语的'意思连起
来，注意把意思说通顺，这样就能理解每句话的意思。请同
学们运用这个方法自学课文，把不懂的句子画下来。

6.交流汇报。你读懂了哪些句子的意思？哪些句子还不理解？

7.根据学情，教师适时点拨。引导学生理解每一句话，再让
学生试着全文翻译，把握大意。



三、再读课文，熟读成诵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
／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
／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
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1.下面各自按照画出的斜线朗读一次，停顿的地方，可以夸
张些。（学生各自练习朗读）

（学生练习）

3.大家读得真不错，敢站起来“晃一晃”吗？

4.再重读一下这一句。（示范：“为是／其智／弗若与？”）
注意是问号。（多读几遍）

5.谁再来读？（先后四人读课文，师随机指导、示范。再齐
读。）

四、作业

1.抄写生字。

2.熟读课文，画出不理解的词句。

学弈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四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能根据课后注释疏通全文，了解故事内容。从课文中体会
到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的道理。

正确地断句、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结合注释理解句子的大意。

一、导入

“富贵不能淫--”

“天时不如地利--”

“得道者多助--”

2.这几句名言都是出自于哪里?(孟子)

3.今天老师又给你们带来一篇出自于《孟子》的文言文--
《学奕》。

板书课题，“弈”是什么意思?“学弈”呢?

二、初读课文，读通文言文

1.下面老师来读读这则文言文，你要注意听些什么呢?

学生回答(字的读音、断句、重音把握)

2.教师范读课文

3.刚才你用心听了吗?你听出来了吗?老师在给你补充一点：
读文言文的时候，语速应该慢一点，那会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文言文。自己也来读读这篇课文吧。

自由练读课文

4.指名朗读课文，同学从字音、断句、语速等方面评价，可
暂时不考虑重音地把握。

三、品读课文，理解课文



学生回忆以前的学习方法(结合注释、看大意、查字典、和同
学商量)

自学古文

3.小组交流

4.全班交流：

a、交流第一句

a学生汇报第一句的意思

理解“弈秋”

b、他的棋艺如何?从那看出来?理解“通国”“善弈”

c、指名读第一句，指导重音把握

b、交流第二句

a、汇报收获，“诲”什么意思?

b、其一人如何?(专心致志)怎么专心?“惟弈秋之为听”什么
意思?“惟”什么意思?

指名读“其一人……”指导重读“惟”

c、另一人呢?学生继续汇报。指导“思/援弓濯/而射之”的断
句。“弗若”什么意思?

d、他们的学习效果怎么样?

c、理解第三句



a“为是其智弗若与?”什么意思?

b师：“为是其智弗若与?”--生：“非然也”

师：何故?生：“其一人专心致志……弗若之矣”

四、拓展延伸

1.再读课文，思考：你从中明白了什么道理?

学生齐读课文

师：“为是其智弗若与?”--生：“非然也”

师：何故?生：“其一人专心致志……弗若之矣”

2.你从中明白了什么道理?

3.生活中你有专心做最后成功，或没有用心而失败的例子吗?

4.学生举生活中的例子

5.其实我们今天所学的并不是这篇古文的全部内容，他前边
还有一句。“出示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
得也。”

你能读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6.你能把这句话修改一下，该成这篇古文告诉我们的道理
吗?(专心致志，则得也。)

齐读

7.小结“做一件事就要专心致志，相信只要这样去做，你也
一定会成功!”



五、作业：

文中有个字出现六次，你能找到这个字吗?再读读课文，思考：
这几个字意思一样吗?

学弈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五

1、能读通课文，理解课文意思。背诵课文。

2、能了解古今语言的区别，能根据课后的注释理解课文。

3、能从课文中领悟到做事要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的道理。

4、对文言文产生兴趣，并尝试在课外读一些文言文。

出示常见的文言警句（投影片）：

三人行，必有我师。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温故而知新。

学而时习之。

1、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这些警句，再把你理解的意思讲一讲。

2、跟我们平时所用的书面语言比较一下，这些警句有什么特
点。

（引导学生总结出文言文的一般特点：有些字与现代的读音、
意义不同；言简意赅，语意深远……）

3、这些警句就是用文言写成的。用文言写出的文章就叫文言
文。它是古代的书面语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诵



读文言文，能提高语言的感悟能力、表达能力、概括能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

学习文言文最基本的'方法是诵读，最好的方法也是诵读。

今天我们学习的《学弈》这篇文言文，仅有5句话，70个字，
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其中蕴含着警示世人的道理。

1、师范读课文（能有声有色背诵更好），也可读两遍。

2、总结老师读文言文的特点：一是速度比较慢，二是句中停
顿较多。

3、学生小声跟老师读两遍。

4、学生自由练读，读通为止。

5、学生边读边结合文后的注释，理解每句话。

6、讨论交流。（只要能说出每句话的大致意思就行。）

1、学生自由反复诵读，重点指导读好“为是其智弗若与？曰：
非然也。”前一句读出疑问的语气，后一句读出肯定的语气。

2、再联系前后句子的意思，理解故事的内容。

3、同座互相说说故事的内容。

1、讨论：

“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的原因是什么？从中能总结出一
个什么道理？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总结。）



2、大家谈谈自己是否有这种经历和体会。

（联系实际谈谈，目的是进一步认识专心致志对待学习、工
作的重要性。）

教师把以前学过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掩耳盗铃”
等文言成语故事，印发给学生，练习读文言文，还可以试着
背诵一篇。

1、（书面作业）抄写课文，并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的意思。

2、（表演作业）分小组、分角色，演课本剧。

3、（搜集作业）搜集文言文形式的成语故事：揠苗助长、守
株待兔等。

学弈教学设计一等奖部编版篇六

出示常见的文言文警句：

三人行，必有我师。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温故而知新。

学而时习之。

1.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这些警句，再把你理解的意思讲一讲。

2.跟我们平时所用的书面语言比较一下，这些警句有什么特
点？

（引导学生总结出文言文的一般特点：有些字与现代的读音、
意义不同；言简意赅，语意深远……）



3.这些警句就是用文言文写成的。用文言写出的文章就叫文
言文。它是古代的书面语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诵读文言文，能提高语言的感悟能力、表达能力、概括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

学习文言文最基本的方法是诵读，最好的方法也是诵读。

今天我们学习的《学弈》这篇文言文，仅有5句话，70个字，
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其中蕴含着警示世人的道理。

二、读通课文，理解每句话的意思

1.师范读课文。

2.总结老师读文言文的特点：一是速度比较慢，二是句中停
顿较多。

3.学生小声跟老师读两遍。

4.学生自由练读，读通为止。

5.学生边读边结合文后的注释，理解每句话。

6.讨论交流。（只要能说出每句话的大致意思就行。）

三、读熟课文，读懂故事

1.学生自由反复诵读，重点指导读好“为是其智弗若与？曰：
非然也。”前一句读出疑问的语气，后一句读出肯定的语气。

2.再联系前后句子的意思，理解故事的内容。

3.同座互相说说故事的内容。

四、读书明理



1.讨论：“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的原因是什么？从中能
总结出一个什么道理？（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回答。）

2.大家谈谈自己是否有这种经历和体会。（联系实际使学生
进一步认识专心致志对学习、工作的重要性。）

五、练习背诵

六、课后扩展

教师把以前学过的“揠苗助长”“守株待兔”“掩耳盗铃”
等文言成语故事，印发给学生，练习读文言文，还可以试着
背诵一篇。

板书设计：

学弈

一人专心致志

弗若

另一人思——射鸿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