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卧薪尝胆教案和课件(大全6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卧薪尝胆教案和课件篇一

一、教学要求 ：

1 、默读课文第四自然段，能结合课文理解“卧薪尝胆”的
意思。

2 、理解课文内容，明白只有胜不骄，败不馁，才能取得胜
利的道理。

二、教学重点、难点：结合课文理解“卧薪尝胆”的意思

一、复习导入：

1 、认读词语：

夫差 夫人 差别 会稽 会议

2 、上一节课， 我们已经学习了课文的第一自然段，下面请
同学们齐读第一 自然段。

3 、那么谁来告诉老师，这一自然段主要交代了什么？（卧
薪尝胆这个故事发生 的背景）。

二、继续精读：

过渡： 出示投影片，通过昨天的学习，我们知道图上画的是



——（勾践） 他正在干什么？（饭前坐在柴草上尝苦胆） ，
那么课文哪一个自然段具体描写卧薪尝胆的呢？请同学们默
读课文，找找看！

1 、理解第四自然段

（ 1 ）、指名读

（ 2 ）、出示：

白天，他亲自下田耕种；晚上，就睡在柴草上。他还在屋子
里挂了一只苦胆，每顿饭前，总要先尝尝它的苦味，提醒自
己不忘兵败会稽的耻辱。

（ 3 ）、齐读，思考：哪句是写卧薪？哪句是写尝胆？

“ 卧薪”是什么意思？“薪”是指什么？

“ 尝胆”懂吗？尝苦胆该是怎样的滋味呢？（像尝苦药一样）

板书：卧薪尝胆

出示： 回国以后。越王勾践时刻不忘报仇雪恨 。

板书：报仇雪恨

（ 5 ）、轻声读这一自然段，思考：

这一自然段是围绕哪一句话说的？（第一句）

从哪些地方看出他时刻不忘报仇雪恨？

交流归纳：这一自然段以第一句为中心句，围绕这一句分别
从勾践白天亲 自耕种，晚上睡在柴草上，饭前先尝苦胆这三
个方面来写他如何激励自己 的。这样的段落结构属于总分结



构。

这一段用了几个“不忘”分别是——（指名读）两个不忘说
明了什么？

（仇恨和耻辱刻骨铭心？强调勾践不会忘记。）

（ 6 ）、指导朗读：

勾践时刻不忘记报仇雪恨，你能读出来吗？试试看？

2 、牵动理解 2 —— 3 自然段

激发思考：越王勾践念念不忘的仇恨和耻辱是什么呢？

（ 1 ）、理解第二自然段

自由读，思考：勾践为什么要向吴王求和，表示愿意给吴王
当奴仆？

交流、 板书：兵败求和

会稽一战，越国士兵死伤无数，越国子民家破人亡，除了这
样做，勾践还有 其它办法吗？从哪些词中可看出？（万般无
奈 只好）

指导朗读： 读出勾践万般无奈，只好求和的样子。

对此，吴王的谋臣和吴王各有什么反应呢？

”后患“指什么？（越国再次强大，反攻吴国）吴王因为骄
傲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指导朗读： 读出吴王骄傲得意的语气的。



齐读， 这一节懂了吗？把你的理解通过你的朗读给表达出来。

（ 2 ）、理解第三自然段

指名读、思考：勾践夫妇来到吴国，受到了哪些屈辱？画出
有关的语句。

交流：

穿：粗布衣； 住：石头房；

做：养马驾车，舂米推磨； 吃：粗茶淡饭（想象）

这些就叫——屈辱

板书：受尽屈辱

文中还有那些地方可看出勾践在吴国受尽了屈辱？

一方面，表现了受辱程度之深（穿、住、做、吃）

一方面，表现了受辱时间之长（这度日如年的日子，他们整
整过了三年）

想象：勾践夫妇在吴国还受了哪些屈辱？

他们还要给吴王养马驾车，服侍吴王。他们要被吴国的大臣
取笑，大臣们都来讽刺挖苦勾践，说他无能。他们还要做牛
马不如的事情，比如倒马桶什么的。吴王他们可以随时打骂
勾践夫妇。

指导朗读 读出受尽屈辱、度日如年的感觉。

3 、牵动理解第五自然段



（ 1 ）、讨论在这段受尽屈辱的日子里，他会想些什么呢？
（立志报仇雪恨）

（ 2 ）、过渡： 是啊，这些日子会让公勾践刻骨铭心，发
誓要报仇雪恨，回国 以 后，他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经过
二十多年的努力，越国终于（引读）— —转弱为强，出奇兵
灭掉了吴国。

（ 3 ）、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三、总结全文

1 、听课文配乐朗读

2 、从卧薪尝胆这个故事中你明白了什么道理？（明白只有
胜不骄，败不馁，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3 、教师小结：

（1）、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立志报仇雪恨，终于
转败为胜，灭掉吴国， 后来这个故事形成一条成语——卧薪
尝胆，意思是形容人刻苦自励，立志为国 家报仇
雪。     （2）、同学们，勾践需要卧薪尝胆，我们要
不要卧薪尝胆？为什么？（学生展开讨论）师：请同学们认
真听老师的这句话：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科学家卧薪
尝胆几十年，终于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太空。
你说，中国科学家有仇恨吗？他们是否每天都睡在柴草上，
每顿饭前都要尝一下苦胆？对呀！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
我们也需要卧薪尝胆的精神！

四、练习：

写习字册



附板书：

卧薪尝胆

兵败求和 受尽屈辱

卧薪尝胆 报仇雪恨

转弱为强 灭掉吴国

卧薪尝胆教案和课件篇二

1、变序学文，指导朗读。

2、能结合课文理解“卧薪尝胆”的意思。

3、理解课文内容，明白只有胜不骄，败不馁，才干取得胜利
的道理。

4、创设情境进行写话，夸一夸越王或教育吴王一番。

投影

一、导入新授

1、齐读课题

2、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课文的第一自然段，了解了故事
发生的时间、越国和吴国的地理位置和两国都想征服对方的
心愿。

3、我们一齐来读一读，好不好？请把语文书翻开到135页。

二、导读第四自然段



课文哪一自然段具体描写他卧薪尝胆的呢？请小朋友们默读
课文，找找看！

2、谁愿意自告奋勇读一读？

3、出示：白昼，他亲自下田耕种；晚上，就睡在柴草上。他
还在屋子里挂了一只苦胆，每顿饭前，总是先尝尝它的苦味，
提醒自身不忘兵败会稽的羞耻。

读读，想一想：哪句是写卧薪？哪句是写尝胆？

“卧薪”是什么意思？“尝胆”懂吗？那么，卧薪尝胆该是
怎样的滋味呢？

出示：回国以后，越王勾践时刻不忘报仇雪恨的决心？（板
书：报仇雪恨）

5、协助理解，指导朗读

出示：回国以后，越王勾践（）不忘报仇雪恨。白昼，他（）
下田耕种；晚上，就睡在柴草上。他还在屋子里挂了了一只
苦胆，（）饭前，（）先尝尝它的苦味，提醒自身不忘兵败
会稽的羞耻。

和课文中比一比，看看老师漏掉的是哪些词？这样好吗？为
什么？

6、学生自由读，比较，发言；教师点拨，归纳。

7、要求学生在自身的书上把这几个词圈出来，朗读时要特别
注意。读出勾践时刻不忘报仇雪恨的决心来！

三、导读第三自然段

1、过渡：越王勾践念念不忘的仇恨和屈辱是什么呢？



2、自由读读第三自然段，看看勾践夫妇在吴国受到了哪些屈
辱。

3、指名读。

4、为什么这些对勾践夫妇来说，是受尽了屈辱？

在越国生活上_______________，在吴国却还
要_______________。

先同桌互相练说，再说给大家听。

5、对于勾践夫妇来说，这些就叫——屈辱！而且，这屈辱不
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整整三年，真是（板书：受尽屈
辱）

6、小朋友们，现在你们就是勾践，你在吴国受尽屈辱，度日
如年，谁来读？

四、导读第二自然段

1、过渡：可是，越国的大王怎么会跑到吴国去受尽屈辱的呢？

2、请小朋友们用自身喜爱的方式读读第二自然段，可以大声
朗读，可以轻声地读，可以在心里默读，还可以和同桌一起
读等等，待会儿告诉老师原因。

3、交流，板书：兵败求和

4、越国打了败仗，越国人民家破人亡，除了这样做，勾践还
有其它方法吗？你从哪些词中看出的？（万般无奈只好）

5、指导读1、2句，读出勾践的万般无奈。

6、对此，吴国的谋臣和吴王各有什么反应呢？



7、指名读3、4句。

8、交流。“后患”指什么？

9、指导读出骄傲的语气。

10、这一节懂了吗？把你的理解通过朗读表示出来。（齐读）

五、导读第五自然段

1、过渡：吴王怎么也没想到，后患未除，最终竟让他——灭
国了，这真是后患——无穷！

2、齐读第5自然段（板书：转弱为强灭掉吴国）

六、回顾第四自然段

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啊，当年是吴国的手下败将，当年是吴王
的奴仆，今天竟然突降奇兵，灭了吴国！小朋友们，这正因
为勾践二十多年来一直卧薪尝胆，有着报仇雪恨的决心啊！
让我们含着对勾践的敬佩之情，再回头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
第四自然段！

七、写话，总结

1、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夸一夸越王勾践？那么，又想不想
教育吴王一番？

2、出示写话要求：

或者，想想吴王惨败的原因，用自身的语言教育他几句。

3、交流

4、小朋友们，后来根据这个历史故事，就形成了一个成



语——卧薪尝胆，意思就是形容人刻苦自励，发奋图强。

八、课后作业：

1、有感情地熟读课文，把《卧薪尝胆》的故事先讲给爸爸妈
妈听，下节课讲给大家听。

2、建议好学的小朋友课后读一读《破釜沉舟》等历史故事，
准备在阅读课上交流。

卧薪尝胆

（报仇雪恨）

兵败求和 转弱为强

（受尽屈辱） （灭掉吴国）

卧薪尝胆教案和课件篇三

第一课时 上课时间 2012年10月30日 总课时数：31课时 教
学目标：

1学会本课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会用“建议”造句。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讲述故事内容。

3理解“卧薪尝胆”的意思，明白胜不骄，败不馁，才能取得
胜利的道理。教学重点：会用“建议”造句。教学难点：理解
“卧薪尝胆”的意思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讲述故事 1.板书课题：卧薪尝胆。领读课题

简介“卧薪尝胆”的故事：春秋时越王勾践，曾被吴王夫差
打败，被围困在会稽山，万般无奈之下屈膝求和。后来，他



为了使自己不因为生活安乐而忘记耻辱，夜间睡在柴草上，
在自己的住处悬挂苦胆，吃饭.睡觉之前，都要尝尝那胆的苦
味，激励自己的斗志。经过长期准备，终于打败了吴国。

2.从刚才讲的故事里，谁已经想到题目“卧薪尝胆”中
的“卧”.“薪”的意思？

（卧：睡。薪：柴草）“尝”呢？（用舌头添一添或吃一点
儿试试。）3.大家再查一查字典，看看“卧.薪”是什么意思，
和刚才的理解是不是一致。（学生查字典对照。）

二、自主探究。1.出示内容提要：

（1）吴越两国，都想征服对方。（2）勾践战败求和，受尽
屈辱。（3）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4）越国转弱为强，
灭掉吴国。

2.各自默读课文，对照“内容提要”将课文为四段。（第一.
四.五自然段各是一段，第二.三自然段为一段）

3.本课生字词主要集中在第二自然段，让我们重点读这一段，
理解生字词的意思。

（1）查字典了解：奴仆.谋臣.万般无奈.后患

灌云县东王集小学三年级语文上册教案

（1）我们怎样记住这些生字？谁有好办法请提出来！

（2）如有学生提出“谋”是“”和“某”，“践”是“足”
字旁加上“线”的右半边，教师可以表扬学生能主动识字。

（3）“臣”书空：笔顺是横.竖.横折.横.竖.竖折。特别强
调最后一笔是竖折。



三、精讲点拨

1.吴.患上下结构，注意让下。2.践，左右结构，要写的紧凑。

3.免，第六笔是长撇，穿过扁“口”下方，最后一笔竖弯勾，
弯勾部分要向外延伸。

4.用钢笔描红。

四、达标作业 1.练习写生字。

2.朗读课文，进一步了解卧薪尝胆的故事内容。板书设计：

卧薪尝胆

奴仆 谋臣 后患 勾践 夫差 免除 建议 表示 骄傲 会稽

（1吴越两国都想，征服对方。（2勾践战败求和，受尽屈辱。
（3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4越国转弱为强，灭掉吴国。

卧薪尝胆教案和课件篇四

1、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成语故事-——《卧薪尝胆》。（读题）

2、“卧薪”是什么意思？“尝胆”是什么意思？

3、过渡：越王勾践贵为一国之君，不享受荣华富贵，却每天
睡柴草、尝苦胆，这是为什么呢？老师想和同学们一起穿越
时空，到春秋战国时期那烽烟四起的古战场上去看一看。

（二）学习课文

1、整体感知课文，教师范读课文。

2、学习第一段。



快速自读第一段，完成填空：

_________想征服_________,___________就强大起来，成为
霸主。

3、学习第二段。

（1）两国国君都有称霸的决心，所以发生了会稽之战，越国
惨败，越王勾践和几

千残兵败将被围困在会稽，这时勾践作出一个什么决定？
（勾践万般无奈，只好派人向吴王夫差求和，表示愿意和夫
人一起去吴国，给吴王当奴仆。）

（2）理解“万般无奈”的含义，并指导学生读好这种心情。
（万般无奈：极其没有办法）

（3）为了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勾践向吴王求和，为了不让
吴王起疑，甘愿和夫人一起去吴国为奴。但他报仇雪很的心
思并没有瞒得过吴国的谋臣们，他们纷纷——（引读第二段
第3、4句）

（4）讨论：吴国的谋臣们要求灭掉越国，那么他们是如何向
吴王说的，吴王又是怎样拒绝他们的请求，而答应勾践的请
求的。

4、学习第三段。

（1）勾践夫妇在吴国过的什么日子呢？轻读第三段，用笔画
出描写他们生活的句子，读一读。

5、学习第四段。

（1）勾践时刻不忘报仇雪恨，回国后他是怎样生活的呢？看
图说话。



（2）你们看勾践的表情，想一想，每次尝苦胆时他的心里会
想些什么呢？用一两句话写下来。

（3）你还知道勾践做了那些事吗？给大家介绍一下。（从行
动上做好反战的准备）

6、正因为勾践有坚定的报仇决心和行动，所以——（引读第
五段）

（三）、讲故事

提示：熟读课文；在老师板书的基础上，结合课文内容来复
述课文。

（四）、课后作业。（1分钟）

把这个成语故事讲给父母或周围的朋友听。

卧薪尝胆教案和课件篇五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讲述故事内容。

2、学会会本课11个生字，两条绿线内的12个字只识不写，理
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会用“请求、建议”造句。

3、默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能结合课文理解“卧薪尝胆”的
意思。

4、凭借具体的语言材料，理解课文内容，明白只有胜不骄、
败不馁，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设计新意：



这是一个学生感兴趣成语故事，教学时设计一个复述环节，
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加深学生对课文语言的吸收内化。

教学重难点：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讲述故事内容。

2、结合课文理解“卧薪尝胆”的意思，明白只有胜不骄、败
不馁，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小黑板、投影片

教学时间：

两课时

第 一 课 时

课时目标：

1、学习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初读课文，把课文读通顺。

3、初步感知课文主要内容，理清课文段落。

教学过程：

课前预习：朗读课文、结合字典自学生字词、给课文中生字
注音。收集有关“胜不骄，败不馁”的名言。

一、导入新课，揭示课题：



1、“卧薪尝胆”是一个大家都熟知的成语，可你知道这个成
语是怎么来的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成语故事。
（齐读课题）

2、简单介绍有关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也可让学生查阅资
料后用自己的话来介绍）

二、初读课文、自学生字。

1、 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师巡回检查读书速度，并相
机帮助后进生。

2、 出示生字卡片

（1）同桌齐读生字，互相帮助纠正读音。

（2）开火车读生字，做到正确、响亮。

注意“薪、臣”是前鼻音，“示、臣、柴”为翘舌
音，“奴”的声母是“n”，“弱”字声母是“r”，“谋”字韵母要
读准。

查字典说部首：勾、示、臣、免、患。

（3）辨析多音字：  夫 差  要  转

3、再读课文，读通顺。标好小节号，用直线划出不理解的词
语。

（1）查字典或联系上下文讨论理解词语：

卧薪尝胆   万般无奈   舂米推磨   报仇雪恨  转
弱为强

免除后患   屈辱       请求       建议



（2）开火车读词语。

（3）用“建议、请求”造句。（指名说）

4、第三遍自由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声音响亮。

1、检查读书情况：

（1）开火车读课文，一人一句。

其余同学仔细听，做好小老师，及时纠错。

读好重音及停顿。

（2）小组赛读课文，每组一小节。

三、初步感知课文主要内容，理清段落。

1、齐读课文后，大概说说课文主要内容。（谁卧薪尝胆？卧
薪指？尝胆指？）

2、想一想，课文可分为几部分？先和同桌讨论

3、理清课文结构：

一、（  1  ）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

二、（  2  ）勾践战败求和，夫差轻率允和。（故事发生
的原因）

三、（3—4 ）勾践夫妇在越国受尽屈辱，回国后卧薪尝胆，
时刻不忘报仇雪恨。

四、（  5  ）二十多年后，越过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
国。



四、学写生字。

1、出示生字卡片，生观察字形，说记忆方法，讨论书写要点。

左右结构：仆、谋、议（左窄右宽、左紧右松）

践、奴    （左右相等）

“臣”字要注意横不可太长。

“患”字心字底稍宽。

“免”字第六笔是撇，不是竖。

2、描红、练写生字。

作业设计：

1、完成习字册。

2、抄写词语。

3、练习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4.组词：践（   ）议（   ）臣（   ）某（   ）

浅（   ）意（   ）晨（   ）谋（   ）

板书设计：

26、  卧薪尝胆 ——越王勾践

一、（  1  ）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

二、（  2  ） 勾践战败求和，夫差轻率允和。（故事发



生的原因）

三、（3—4 ）勾践夫妇在越国受尽屈辱，回国后卧薪尝胆，
时刻不忘报仇雪恨。

四、（  5  ）二十多年后，越过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
国。

第  二  课  时

课时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讲述故事内容。

2、默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能结合课文理解“卧薪尝胆”的
意思，

明白只有胜不骄、败不馁，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教学过程：

一、复习词语：

卧薪尝胆   万般无奈    报仇雪恨  请求

败仗       谋臣        柴草      建
议 

一、学习第1小节

1、“卧薪尝胆”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自读
第1小节，指名回答。

2、吴国和越国都是小国，他们都想怎么样？指名说这是故事
发生的背景。



四、学习第4节

过渡：卧薪尝胆是什么意思呢？

1、默读课文，划出描写“卧薪尝胆”的句子。

1、出示句子，哪句是写“卧薪”，哪句是写“尝胆”？

2、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出示句子  板书：卧薪尝
胆  报仇雪恨

两处“不忘”前面分别加上“时刻”“提醒”表示什么意思？

（“仇恨、耻辱”刻骨铭心）

3、指导有感情朗读。说说“卧薪尝胆”的意思。

4、填空小结本段的结构：本段共有   句话，第    
句是本段的总起句。

第     句分别从三方面写了勾践时刻不忘报仇雪恨的，
所以本段的结

构为     结构。

五、学习第2、3小节

过渡：越王勾践时刻不忘的仇恨与耻辱是什么呢？

1、齐读第2小节，思考：勾践为什么要向吴王求和，表示愿
意当奴仆？讨论交流

3、对此，吴国的谋臣和吴王各有什么表现？（讨论为何有不
同反应）体会吴王得胜后的骄傲。



4、指导有感情的朗读。（指名读，评读，齐读）

过渡：勾践夫妇来到吴国，受到了哪些屈辱？用直线划出相
关的句子。

5、默读第3小节，划一划。

穿：粗布衣；住：石头房；生活：养马驾车 舂米推磨（想象）
吃：粗茶淡饭

6、“受尽了”一词说明？（受辱程度之深、时间之长）结合
课文理解，指名说

7、指导感情朗读。板书：兵败会稽  受尽屈辱

六、学习第5小节

1、过渡：勾践在这段受尽屈辱的日子里，他会想些什么呢？

2、想一想，指名说。板书：转弱为强   灭掉吴国

3、师小节：是啊，在这段日子让勾践刻骨铭心，发誓要报仇
雪恨，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越国终于转弱为强，灭掉了吴
国。

4、齐读第5小节。

七、讨论明理，复述故事

1、越王为什么会转弱为强？吴国为什么会反败为胜，最后被
灭亡？

2、从故事的结果中你明白了什么道理？（胜不骄，败不馁）

3、有感情朗读课文



4、复述故事（自由练习，指名说。）

作业设计：

1、造句：建议、请求

2.查字典理解粗体字的正确解释：免除后患   报仇雪恨

2、课外阅读历史故事

3、完成课后第四题

板书设计：

卧薪尝胆

兵败会稽   受尽屈辱

卧薪尝胆   报仇雪恨                
胜不骄，败不馁

转弱为强   灭掉吴国

教后记：

卧薪尝胆教案和课件篇六

师：看看黑板上的.生词，哪个小朋友会读。

生：转弱为强

卧薪尝胆

受尽屈辱



兵败会稽

师：其他小朋友会听，会听的一定会读。谁再来读一读。

生读。

师：小朋友现在看看这四个词，从下往上看，有什么联系吗？

生：从下往上看，是课文的内容，这几个词把课文连起来了。

师：是的，每一个词都表示了课文中的意思。现在老师请大
家用上这四个词，用几句话简要地把课文内容说说。自己先
练练。

学生自练。

生：两千多年前，。。。。。

师：能用几句话，就简洁地把课文的内容说出来了，非常好。
谁再来说，这次，请每个同学认真听。

生：两千多年前，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吴国，一个是越国，
他们都想征服对方，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越王勾践兵败
会稽，向吴国求和。。。

生：就是服侍别人的。

生：就像现在的保姆。

生：奴仆的意思就是帮大王养马的。

生：就是侍候大王。

生：大王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生：就是帮有钱的家主做事。

师：两千多年前的奴仆和我们现在的保姆是不一样的，有什
么不同呢？老师把它画出来。

师画。

师：低着头，哈着腰，看见别人来就这样。（动作）

生：守门人。

生：过得很苦。

生：从来没有好日子过。

师：这样的女人在古代被称为奴。所以奴在古代指女人，日
子过得很悲惨。

师：再看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和女人过的日子又不一样。

师画。

生：像动物。

师：如果别人给你放了根尾巴，你有什么想法。

生：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

生：我会怒气冲天。

师：这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不把人当人看。

齐读侮辱。

师：就是欺负别人，也叫欺侮。



师：这样的人委屈吗？这对他来说就是屈辱。

齐读屈辱。

师：这样的人，被人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这样的人就叫什
么？

生读“仆”。

师：这样的人在古时候是非常悲惨的，我们一起再读读这两
个词。

生齐读。

师：勾践是在兵败会稽后，去吴国做奴仆，他会被怎么样地
侮辱，受到怎样的屈辱呢？读课文。

师：谁来读。

生读“勾践夫妇。。才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师：读得真好，正确，流利，想读吗？

生：想。

师：想读就不读了。现在想想，越王受到了哪些屈辱，他认
为是做奴仆的事情？

生：他们在吴国养马驾车，舂米推磨。

师：什么叫舂米推磨。

生：拿米放在里面磨，拿棒戳。

师画图。石臼。



师：看图，就这是舂米。

师：推磨见过吗？

生：见过。

师：在哪见过。

生：我在电视里见过。

生：我在家里见过。

生：我在乡下见过。

师：都见过，推磨的活你们见过吗？累吗？

师：非常累，人都干不动，所以让驴干。

师：一起读读。

师：小朋友也去舂米推磨，是屈辱吗？

生：不是。

师：那为什么勾践是的？

生：因为他本来是很大的，现在是很小的。

师：说说清楚。

生：本来是国王，现在是奴仆。

生：他是无奈干的。

师：是的，被逼无奈。



生：一个国君，去舂米推磨，所以是屈辱。

师：课文中其实还没写完越王受的屈辱，谁知道其他的事。
谁在课外书上见过？

师：没有吧，老师告诉大家，有一次国王生病，医生要验大
便，国王让谁尝大便呢，就是勾践。

师：像这样的屈辱还有很多很多，说也说不完，所以我们读
的时候要注意“受尽屈辱”这几个字的分量。一起读。

生读。

师：这样的屈辱整整受了三年。

师：这句话如果这样说：他们在吴国才干了三年，才回到自
己的国家，这样说有什么不同？

生：如果这样说，就说明他干得时间很短。

师：为什么这样说时间就显得短了。

生：如果说才干了三年，说明他们还想干。

师：如果这样，他们干得快乐吗？

生：快乐。

师：可是，如果是干了三年，才回到自己的国家。说明什么。

生：很苦。

师：是啊，受尽屈辱，一起读读。

生读。



师：整整三年，越王勾践都这样过下来了，他所受的侮辱，
屈辱，耻辱，他都忍下来了，他了不起，就了不起在，他能
做到一个字，忍，他忍的是什么？辱。因为他要回到自己的
国家，要报仇，这叫忍辱负重。

生齐读忍辱负重。

师：三年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做国君，回国后，他是
怎么做的？请自读第四自然段。

指读。

生：白天。他。。。

师：先停一停，就这叫—

生齐：卧薪。

生接着读。

师：这就叫—

生齐：尝胆。

师：现在谁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意思。

齐读。

师：如果勾践每天都睡在柴草上，每顿饭前都要尝尝苦胆，
这样做叫不叫真正的卧薪尝胆？

生：不叫真正的卧薪尝胆。

师：你认为真正的卧薪尝胆还要怎么做？



师：课文中有一个词，虽然只写了一个词，可是很重要。

生：他提醒自己不忘兵败会稽的耻辱。

师：卧薪尝胆不但要想，还要有行动。

生：他亲自下田耕种。

师：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他和老百姓一起发愤，努力。

师：所以卧薪尝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要下田耕种，他要
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要发愤图强。

生：不会的，因为是在自己国家干，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

师：在越国他是主人，在吴国他是奴仆，是被逼的。

师：所以这不叫屈辱。他这样干了多少年？

生：二十多年。

师：坚持不懈。

师：同学们，卧薪尝胆的意思可能人人都懂，可是他包含的
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精神，我们要从书中读出来。我们一
起读书。

生齐读。

生：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生活都很幸福。

生：其他国家都不和我们打仗。

生：我觉得表面上的意思是不需要的，里面的意思是需要的。



师：我觉得你说得还不清楚，能说得清楚点吗？

生：外面的意思就是睡在柴草上吃苦胆，是不需要的，可是
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精神是需要的。

师：是的，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所以，这
个苦胆，尝的是什么？

生：尝是的精神。

生：胆量。

师：就是要有一种信念。有了这种信念，才能使国家富强起
来。

齐读。

师：有人将这个故事写了一幅对联，我把他写出来，写完看
看哪个小朋友能记住。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生齐读。

生：愿意。

师：刚才老师说的话中，有一个词出现了三次，是哪个？

师：再听一次。

生：建议。

师：有一个词，容易和建议混淆，是哪个？



生：意见。

师：说出来的是建议，不说出来的是意见。

师：课文中还有一个人，吴王。我们给他提个建议好吗？

生：我建议你要听你谋臣们的话。

生：我有个建议，要是太相信勾践的话，你一定会吃亏的。

师：勾践是个坏人吗？

师：破釜沉舟讲的是项羽，卧薪尝胆讲的是勾践，项羽是个
英雄，有人说勾践不是英雄，这个问题，回去和父母朋友讨
论。这幅对联，我建议大家记在心里，会终生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