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尹子教箭文言文翻译 关尹子教射六年
级语文教案(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关尹子教箭文言文翻译篇一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2．借助注释，读懂课文大意，感悟课文中所讲的学习要知其
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道理。

教学过程：

同学们，我们刚学过了两则古代寓言故事，学到了一些古文
知识，也掌握了一些学习古文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来独立
阅读一篇古文《关尹子教射》，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短文读
懂。

结合注释，弄懂每句话意思，遇到不懂的词、句同桌讨论解
决，仍解决不了的请教别的同学或老师。

哪些地方是正确的？哪些地方理解不正确？从中你悟出了什
么？（比如翻译时词序的调整、增添必要的字词等）

1．再读课文，自悟后小组讨论：从关尹子教射箭这件事情中
悟出了什么道理？



2．在生活中，你遇到过类似的事吗？

中矣不知所以中退而习之

三年知所以中守而勿失

（知道为什么）（遵循规律）

学生自读短文，依据注释弄懂词句意思，与译文对照，看是
否理解正确。对较难理解的.词句，互相讨论、交流。教师引
导学生结合注释理解词句意思。讲解补充学生不能理解的词
意。帮助学生理解文中词意、句意，领悟告诉我们的道理。

关尹子教箭文言文翻译篇二

1. 教师将课文抄在黑板(或小黑板)上，学生边听教师范读课
文，边领会如何停顿与断句。

2. 自由读、同桌互读、指名读、齐读。重点是断好句，达到
正确流利地朗读，朗读停顿是：

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
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
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
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
也。”

1. 对照课文后的注释，用自己的话说说文意，先默读思考，
自己说一说，再分小组互相说一说，最后在全班说。老师及
时赞扬善于理解的同学，鼓励大胆试说意思。

2. 小结方法：把注释的字词意思放在句子中，逐句读懂意思，
是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方法。



1. 翻开书，自由朗读课文与译文。

2. 两人一组，一人读文言文，一人读译文，逐句对应读，读
错一句译文就让对方刮一下鼻子;分男女生全班对读。

3. 同桌互相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4. 小结方法：在借助注释读懂句子意思的基础上，通过译文
可以使我们理解得更准确一些。译文不是直接翻译文言文，
它适当增加了词语和句子，显得更通顺、更连贯，整体意思
更清楚、更通俗易懂。我们在理解文言文意思时也可以采用
这种方法。

2. 全班交流：引导学生联系课文，联系自己学习与生活中的
事例多角度感悟，让学生充分地说，鼓励独特的见解。对学
生的交流不必求全、求深，只要说出自己的感悟就行。如：
学习本领要刻苦，要尊敬老师;学习本领要知其然，又要知其
所以然，弄清楚原因与道理;学习、做事要掌握规律，不能违
背规律;教师教学生要善于点拨，要启发学生思考与实践，等
等。

3. 小结延伸：

(1) 课后查阅资料，了解《列子·说符》这本书的知识。

(2) 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说说对课文结尾的理解。课

文原文结尾处有一句：“非独射也，为国与身皆如之。”(出
示这句话)意思是说：不但是射箭，而且治理国家以及自我修
养，都要像这样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掌握规律，不违背
事物发展的规律。

自由朗读课文，加深理解与感悟。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背诵
课文或背诵老师提供的古代格言名句。



关尹子教箭文言文翻译篇三

（一）知识教学点

1．借助注释理解词句意思，疏通全文，了解故事内容，小学
六年级《关尹子教射》教案2。

2．弄懂课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二）能力训练点

培养学生借助注释读通古代短文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教育学生不管是学知识还是练本领，要掌握规律，懂得做事
怎么做和为什么这么做。

二、学法引导

学生自读自悟，教师点拨，在讨论交流的基础上了解课文内
容，领悟其中包含的道理。

三、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一）重点、难点

理解文中词意、句意，领悟告诉我们的道理。

（二）解决办法

1．学生依据注释弄懂词句意思，与译文对照，看是否理解正
确。

2．教师点拨，突破难点。



四、师生互动活动设计

（一）教师活动设计

1．引导学生结合注释理解词句意思。

2．讲解补充学生不能理解的词意，初中三年级语文教案《小
学六年级《关尹子教射》教案2》。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二）学生活动设计

l．自读短文，结合注释理解句子意思。

2．对较难理解的词句，互相讨论、交流。

3．对照译文，了解对错。

五、教学步骤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前些天，我们学过了二则古代寓言故事，学到了一些古文知
识，有了一点儿学古文的能力。今天，我们就来独立阅读一
篇古文《关尹子教射》，看能不能自己把短文读懂。能理解
一下题目的意思吗？（关尹子教习射箭）

（二）自读自悟，理解内容

结合注释，弄懂每句话意思，遇到不懂的词、句同桌讨论解
决，仍解决不了的请教别的同学或老师。

（三）读译文，看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

哪些地方是正确的？哪些地方理解不正确？从中你悟出了什
么？（比如翻译时词序的调整、增添必要的字词等）



（四）总结、扩展

1．再读课文，自悟后小组讨论：从关尹子教射箭这件事情中
悟出了什么道理？

2．在生活中，你遇到过类似的事吗？

（五）朗读全文

附：板书设计

中矣 不知所以中 退而习之

三年 知所以中 守而勿失

（知道为什么）（遵循规律）

关尹子教箭文言文翻译篇四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归纳中心。

3、总结小队中小伙伴笑声的特点。

4、仿照文章的写法，抓住你小伙伴的特点说一说，写一写。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创设情境导入



1、师板书：笑。请同学们根据这个字分别组成两字词、三字
词和_字词。

2、人们之所以会发笑，是因为笑体现了什么情感?(高兴、快
乐……)今天我们就走进《忘不了的笑声》，去感受同学们别
具一格的笑声。

3、指名同学补充板书课题。

二、整合学生的疑问，出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三、引领自授，导学达标。

(一)检查朗读情况。要求：

1、全班齐读开头和结尾两个自然段，中间4个自然段由本
班“朗读小能手”朗读。

2、在读中注意读准字音、读出情感。

(二)小组合作学习。要求：

1、分享自主学习的结果，达成共识。

2、向组员请教自己疑问。

3、中心发言人准备讲授。

(三)引领自授

1、中心发言人汇报本课的文章结构，作者的写作思路，并进
行互补后板书。

2、中心发言人汇报引领学习。



(1)归纳_个同学的不同笑声、特点，并在文中用“”线画出。

余晓“格格格”有感力

鲁珊“嘿”文雅

方萍“嘻嘻嘻”淘气

陈立“呵呵呵”洪亮

(2)这些别具一格的笑声，作者采用了哪些描写?在文中
用“”画出来。

a、她正一边笑着，一边给同学念作文呢。(动作描写)

b、“嘿，‘积雨云’来了，要不要我发表一个天气预报
啊?”(对话描写)

……

(3)教师引领：文中的双引号和单引号分别有什么作用?

单引号：特指。双引号：对话的引用。

3、概括文章的中心，总结全文。

_、拓展延伸

1、文章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小伙伴别具一格
的笑，把同学间团结快乐、亲密无间的友情展示得淋漓尽致，
我们今天也来露一手，写写我们六(4)班同学的笑，字数
为100字左右。

2、展示交流。



3、从同学们所写的笑中，请你评价一下我们的班集体。我们六
(_)班是，是，是，我爱我们班，我为它骄傲与自豪。

五、师总结升华

我们是个团结的集体，向上的集体，今天我们为这个集体骄
傲，明天这个集体会因我而自豪，让我们把笑、把快乐留在
这里，带着希望出发，用的成绩回报母校。

人教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案

关尹子教箭文言文翻译篇五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讲课文里的故事。

2独立借助注释读懂课文，感悟文中讲的道理：学习要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掌握规律，明白要领。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联系实际，激趣导入。

1谁来说一说，怎样学习才能学到真知识、真本领？

二试读课文，理解句子意思，把课文读通顺。

1这是一篇比较浅显的文言文，同学们在过去学过几篇文言文
的基础上，借助注释，一句一句地读，想一想每句话的.意思，
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能自己读懂课文的意思。弄不懂的词句先
和同学研究，实在弄不明白的再问老师。



学生自读自悟，同桌小组研讨，老师巡视指导。

2基本弄懂句子意思以后，练习把语句读正确读流利。

3检查试读课文和理解句子的意思的情况。

（1）提出经过研究讨论还不懂的词句，全班讨论，老师点拨。

（2）指名朗读课文，评读，研究读好每一句话。

三参照译文，练习讲课文故事。

1自己把句子的意思连起来，练习讲课文故事。

2对照译文，看自己讲的对不对，有与译文不同的地方，想一
想译文那样说好在哪里。实在弄不懂的地方，提出来，老师
帮助解决。

3指名讲故事，老师结合重点词句和难句，指点用现代语言表
达古文意思的方法。

四交谈从课文中悟出的道理。

1小组交谈。

2全班交谈，老师引导，点拨，鼓励学生有独特的见解和感受。

五练习熟读、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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