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拜师教案中班幼儿园 课文孔子拜师
教案(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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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孔子拜师教案中班幼儿园篇一

这篇课文讲述了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拜老子为
师的故事，体现了孔子谦虚好学、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和老
子诲人不倦、爱护晚辈的品行，课文还渗透了“学无止境”
的精神。

《孔子拜师》教材解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学语文教材中，这是第一次出现有
关孔老夫子的课文。我理解编者的良苦用心，大家知道，以
往的教材是没有孔子的，孔老二被打倒了，被打得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是不是？现在不同了，中华民族要复兴，硬实力
上去了，软实力也要跟着上去。那么，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
在哪里？有多强？这些都是大问题。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任继
愈老先生，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生前曾经感慨地说过，家
国要有支点，家国的支点必须落在文化上。现在，世界各地
都有孔子学院，两千多所，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的文化
输出战略，中华民族要复兴，文化的复兴一定是重中之重。
美国人通过好莱坞输出他的文化，我们呢，通过孔子学院输
出中华文化。文化血脉的延续和壮大，必须通过教育。

我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解读《孔子拜师》的，可能过于宏大、
过于崇高了。宏大就宏大吧，反正宏大也不犯法。我们回到
课文中来，孔子向谁拜师？老子。那时孔子在鲁国，山东曲



阜，老子在天子脚下，河南洛阳。孔子不远千里，风尘仆仆，
风餐露宿，总算到了洛阳城门口，老子站在城门口，迎候孔
子，孔子连忙说：“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老师收
下我这个学生。”老子说：“你就是仲尼啊，听说你要来，
我就在这儿迎候，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
师呢？”其实，老子当时的角色，跟任继愈老先生是一样的，
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能够读很多书，读很多经典，所以老子
特别有学问。

就这么一段文字，我们不妨用心琢磨琢磨，看能不能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语文点。我说两点，第一点，大家看，老子说了
一个词——“迎候”，很有些味道。说“迎候”，不说“等
候”，也不说“恭候”。这也就是老子，说话的度、分寸、
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

不信，你用“等候”试试看。“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里等
候。”什么感觉？没感觉。“等候”，中性的，不冷不热，
没有温度。是不是？你再用“恭候”试试看，“听说你要来，
我就在这里恭候。”什么感觉？矫情！太过了！这不是老子
说的话。“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里迎候。”味道不一样，
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什么？一种真正的教育家精神。教育的最
高境界是什么？不教而教，用老子自己的话说，“无为而无
不为”。很多人读老子都断章取义，只强调“无为”，认为
老子消极避世，老子说过这样的话吗？老子追求的是“无为
而无不为”的境界，他没避世，没放弃，没消极等待。不教
而教，就是身教，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说话，把教育的意
图隐藏起来，不告诉你，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教育人，
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人格魅力。老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我
在这里迎候”，不教而教。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孔子的老师？
就从这时开始。“迎候”值得嚼一嚼，否则，老子要生气的。

第二点，孔子说“学生仲尼，特地来拜见老师”，能这样说
吗？文中孔子自称“孔丘”，这里改称“仲尼”，行吗？这
个有点难，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到



“五四”已经基本断了，我们现在去传统是非常厉害的。传
统中，中国人的名字是非常讲究的，通常一个男子，他有姓、
有名、有字、还有号，名、字之间是有关联的，或近义、或
相对、或用典。毛泽东，姓毛，名泽东，字润
之，“润”、“泽”二字同义。张飞，姓张名飞字翼德，为
什么是“翼德”？他要飞，要飞就得有“翼”不是？关羽，
姓关名羽字云长，有了羽毛，长空万里任我行。当然，名和
字也有区别，这就涉及到我们传统中的“礼”。不是随便什
么人可以叫名，或者可以叫字的，这后面是有讲究的。比如
说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在家里排行老二，绰号孔老二。
孔子有个哥哥，是个瘸子，孔子的母亲颜氏，因为生了个瘸
子，心有不甘，就跑到曲阜附近的尼山去求神，去祈祷，希
望再生个孩子，能健健康康、齐齐整整的。结果，精诚所至，
生下孔子。为了感谢尼山之神，父母就给孔子取了这样的名
和字。名“丘”，丘是小山的意思，指的就是那座尼山。
字“仲尼”，仲指排行老二，伯是老大，尼指尼山，因为正
是尼山之神给孔子的父母带来好运。名和字在起法上是有区
别的，“名”是一个人出生以后，父母给他起的，一般情况
下供父母、师长叫唤，父母可以直呼其名。对人自称时，为
表谦卑，也叫“名”。“字”呢，是长大以后取的，古代男
子二十岁行“弱冠之礼”，即成人了，就可以有自己
的“字”了。“字”在什么情况下用呢？第一，平辈之间；
第二，朋友之间。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礼。

课文中，孔子自称孔丘，这是合乎礼制的。因为，孔子要拜
老子为师，老子自然就是他的师长，在师长面前必须谦称自
己的“名”，而非“字”。一称“字”，跟老子的关系就扯
平了，这对儒家祖宗孔子来说，绝对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大事。再看老子，他说：“你就是仲尼啊。”显然，老子
把孔子当朋友，他没有以老师自居。这样一来，两人之间的
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对孔子来说，感觉特别亲切，对老子
来说，他降低了身份，他总是以谦卑之心面对天下。你看，
这又是一种不教而教。这里，语文——孔子的名与字，文
化——名字后面的传统礼制，有着内在的一致。作为学生，



也许对此浑然不觉；作为语文老师，就该敏感一点、清醒一
点、警觉一点，因为，那正是语文的事儿，更是文化的事儿。

孔子拜师教案中班幼儿园篇二

1、抓住文中描写孔子学琴的句子，画出重点词语，练习上下
文推想重点词语的含义，感悟孔子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优
秀品质。

2、默读课文，边读边思考，“孔子的琴艺是怎样一步步的达
到炉火纯青的”。

3、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积累重点句子和古人名言。

4、认识3个生字，会写4个字，掌握“厌倦、洋溢、抑扬起伏、
炉火纯青”等词。

感悟孔子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优秀品质。

默读课文，抓住描写孔子学琴的语句，理解孔子的琴艺是怎
样达到炉火纯青的。

演示文稿（字词卡片）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初步掌握文章内容。

3、认识3个生字，会写4个字，掌握“厌倦、洋溢、抑扬起伏、
炉火纯青”等词。

教学重点：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



教学难点： 能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教学准备： 演示文稿（字词卡片）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谈话导入

1、同学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出示孔子照片）

2、他就是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他一生致力于教育。相
传他的学生有三千多人，他是伟大的教育学家，思想家。今
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孔子。（板书课题）

二、自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自由朗读，教师提醒学生借助拼音把字音读准，把句子
读通顺。

三、学习生字、新词

1、默读课文，边读边画出生字。

2、读准生字字音，认清字形，同桌合作识字。

3、学生交流识字方法。教师针对学生容易读错和认错的字作
适当指导。

4、认读词语，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词义。

理解：毕敬厌倦诚恳如痴如醉戛然而止席地而坐顺畅 悦耳
知道：厌倦、诚恳的近义词

四、练习朗读，初步感知



课文的主要内容

1、初读课文，读通读顺。

2、轻声朗读，想想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3、同组互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4、指名读。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目标：

1、学习孔子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优秀品质。

2、默读课文，抓住描写孔子学琴的语句，理解孔子的琴艺是
怎样达到炉火纯青的。

教学重点： 学习孔子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优秀品质。

教学难点： 默读课文，抓住描写孔子学琴的语句，理解孔子
的琴艺是怎样达到炉火纯青的。

教学过程：

二、深入学习课文

1、读课文想一想，根据课文中描写的孔子弹奏的乐曲给你留
下了什么印象？试着用课文中的词来回答。(炉火纯青)



2、炉火纯青什么意思？（比喻学问技术或办事达到了纯熟完
美的地步。）

3、孔子的琴弹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此完美，看到这你有
什么疑问？ （为什么弹得这么好？他怎么练的？……）

4、哪部分写了孔子学琴的内容？（2——6自然段）

（1）自读2——6自然段，画出文中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想
一想从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三、引导学生汇报交流，抓重点词句逐步体会

1、引导学生抓住“毕恭毕敬”“一遍又一遍”“丝毫没有厌
倦”体会孔子练琴的认真、严肃。 课件：（对比读） ＠他
踏着琴声来到孔子的窗前，只见孔子正毕恭毕敬地弹着那首
曲子，弹完一遍又弹一遍，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 ＠他踏着
琴声来到孔子的窗前，只见孔子正弹着那首曲子。

2、练习朗读。

3、孔子如此刻苦的练习弹琴，但他并不满足于会弹琴，而是
有更高的要求，根据孔子的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和师
襄听琴后的语句，说说自己的体会。

四、朗读课文，总结全文

1、朗读课文

2、说说学习课文后受到的启发。

五、课外拓展

1、摘抄描写孔子练琴、师襄听琴的精彩语句。



2、积累孔子的名言。

孔子拜师教案中班幼儿园篇三

这篇课文从文题看，直接揭示了课文的主要内容，文章紧紧
围绕“拜”字，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写了孔子为什么拜师，怎
样拜师以及拜师后怎样学习的过程，这是一条贯穿全篇的主
线。事情的经过部分又是围绕孔子与老子的对话展开的，这
又出现一条辅线。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既要抓住主线体会孔子
的品行，又要不放辅线，体会老子的品德。在文章结尾处进
行小结，把两条线并拢，让学生体会先人品行的伟大。教学
时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1．沿着作者行文思路，遵循学生阅读的规律，引导学生由浅
入深地进行文本对话。

2．借助孔子名言解读人物品行。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
积累这些名言警句，并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要用自己的行动
实践这些名言警句。真正落实积累与运用的目的，使中国传
统文化在学习中得以传承。

孔子拜师教案中班幼儿园篇四

1.会认7个生字，会写12个生字。正确读写远近闻名、相距、
学问、风尘仆仆、纳闷、迎候、等候、止境、长进、请教、
保留、传授、敬重、品行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了解孔子拜师的经过，激发对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的崇敬
之情。

1.认写生字。



2.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孔子拜师的经过

体会重点词句的意思。

生字词语卡片、孔子及老子的图片及资料；

课前收集了解孔子和老子的资料。

1.师引入课题。

问：通过预习，了解到课文中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生答：孔子拜老子为师的.事。

2.老子是我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思想家，孔子则是我国最伟大
的教育家，谁对他们有所了解，赶紧介绍给大家。

3、生介绍。（再介绍过程中分别出示老聃、孔丘，并认记丘。
）

4、看来孔子和老子都是非常有学问，了不起的大学者。那为
什么孔子会拜老子为师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到课文
中去了解。

１、生自读课文，说说读懂了哪段？这部分主要讲的什么？

２、生汇报交流，师总结：

孔子绝意拜师－历尽艰辛前往洛阳拜师－认真求学－受到人
们的敬重

３、问题探究，引入对全文的品读。

师提问：人们敬重孔子和老子的什么品行？从课文的哪些地
方可以看出来？



生思考、交流。

１、老师提出阅读要求：

课文一来就向我们介绍了孔子当时的地位及拜师的原因，齐
读第一段，边读边思考。

２、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觉得孔子怎么样？

３、自己再读第一自然段，看你还能有什么了解和收获。

师引入：

决定拜师以后，孔子便毅然赶往洛阳，一路上历尽艰辛，孔
子最终来到洛阳，拜师成功了吗？我们一起细细地读一读第
二自然段。

孔子拜师教案中班幼儿园篇五

《孔子拜师》是关于孔子谦虚求学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
作者描写了孔子去拜见老子，让老子成为他的老师的故事。
在孔子去拜师的时候，孔子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学者了，但是
他还孜孜不倦地努力求上进。在设计上这节课时要注意引导
学生从孔子的言行中学习其谦虚的精神。

1.欣赏文章中的简练句子。

2.能够用自己的话句复述孔子拜师的故事。

3.归纳总结孔子和老子的为人处世及求学上进的心态。

1.如何精要简练地把事情进行表达。

2.如何让学生体会到典型事例在表达文章时候的重要性及形



象性。

1.引入：多媒体引用老子的名言警句。

2.快速阅读：叫学生把文章读一遍，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1）孔子为什么要拜师？

（2）孔子与老子的一番话表明了孔子当时也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

（3）孔子拜师这个故事你得到了什么启发？

练习的设计可以采用合作学习的讨论方式，讨论的主要内容
是：（1）把文章中的故事用自己的话语表述出来。

（2）讨论作者为什么要拜师。最后后叫学生起来把孔子为什
么要拜师的原因及孔子的性格特征在同学面前说出来。为了
让学生对孔子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可以布置学生回家上网
搜索有关孔子的资料。反思方面，就是觉得学生对当时的情
景难以想象。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方案

拜师合同范本

拜师仪式主持词

拜师结对仪式主持词

孔子的语录

孔子歇后语

孔子之“道”论文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

孔子教育理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