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扁鹊治病教案复述(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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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扁鹊治病教案复述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人物的语气。

2、学习本课生字及新词，理解词语的意思。

3、理解故事及其寓意。

理解故事及其寓意。

课时安排

2、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同学们，当我们受到病毒的侵袭生病时，我们首先想到的
是什么？（医治）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可是，就有人有病
不承认，不医治，最终落得个可悲下场。今日，我们就来学习
《扁鹊治病》一文，看看那个有病不承认的人，最终得到了
什么下场。

2、板书课题。

3、简介扁鹊。

二、整体感知



1、师范读，生注意字音。

2、学习生字，勾画生字，指名读，提出难读、难写的字，用
多种方法识记。

3、生自由读课文，概括本文主要资料。

三、精读课文

1、诵读课文，了解课文所刻画的两个人物的形象如何。

生读后发言，师点拨。

（本文刻画了扁鹊和蔡桓公两个人物，扁鹊是个医术高明的
医生，蔡桓公是个盲目自信，傲慢固执，讳疾忌医的国君，
故事围绕“有病、无病”这一尖锐矛盾展开争论）

（生讨论后归纳：从“站了一会儿”说明扁鹊作了仔细观察
后才下的断言，而并非信口开河，而蔡桓公“毫不在意”，
说明了他盲目自信。他之后对扁鹊的评价，又说明了他的无
知和偏见）

3、扁鹊第二、三次见蔡桓公，均隔十天左右。他又说了些什
么话劝蔡桓公，结果又如何？短短20天后，蔡桓公的病情有
何变化？（由肌肤到肠胃）

4、当扁鹊第四次见到蔡桓公时，为什么掉头就跑？从这个动
作，你感受到了什么？（这个动作，间接看出蔡桓公病情已
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联系上下文又可见扁鹊医术高明，诊
断准确，机警）

5、蔡桓公讳疾忌医，最终是什么下场？

前四次相见之隔为十来天，而这次只用了“五天后”？说明
蔡桓公病情急骤恶化，扁鹊诊断准确，说明上文扁鹊见蔡桓



公掉头就跑，实在是事出有因。最终，蔡桓公病死了，是故
事发展的结果，也是蔡桓公讳疾忌医的必然恶果。

6、理解词语：讳疾忌医。

四、说说你从这个寓言故事中受到了什么启发

（要正视自我的缺点错误，不能拒绝批评帮忙）

(要正视缺点错误，不要拒绝批评帮忙)

扁鹊治病教案复述篇二

一.课文分析：《扁鹊治病》是一则寓言故事，通过蔡桓公悲
惨的结局，警示人们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
不要固执已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设计理念：蔡桓公从拒绝治病到派人去“请”，其变化的
关键在于蔡桓公怀疑扁鹊是不是一位名医。那么，一位名医
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应该是医术高明和医德高尚。所以，我
引导学生通过读，悟，从扁鹊的言行中去体会名医的医术高
明，再从蔡桓公的态度中读悟名医的医德高尚。使学生明白
正是蔡桓公坚信自己没有病，因而对扁鹊的态度由不相信，
到不理睬，到最后的不高兴，致使延误了病情，小病酿成了
大病，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三.教学目标 ：

1、学习8个生字，理解重点词语的意思。

2、了解扁鹊给蔡桓公治病的过程，联系有关词句，体会人物
的想法，懂得防微杜渐、不要讳疾忌医，要善于听取别人正
确意见的等道理。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四.教学重点：

整体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联系上下文，结合重点词句，体
会人物的心理，理解寓言的寓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五.教学难点：

体会防微杜渐和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道理。

六.教学过程：

（一）、初识扁鹊

同学们，上学期我们学习了一个成语，用来形容有高明医术，
高尚医德的医生，你们还记得吗？（杏林春满）

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医生，他的名字叫扁鹊。（板书：
扁鹊）

同学们，你们了解他吗？能介绍一下吗？

这里老师有他的一个小故事。

（出示）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听说那里的太子死了已有半天了。
扁鹊就向宫里人问了一些情况,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
倒不省人事的“尸厥”症，只是昏死而已,便让人前去通报进
去说可以把太子救活。当扁鹊来到太子跟前时，用针刺了一
会,再喂了点药,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从此，天
下人都传言扁鹊能“起死回生”.

读了这个故事，你觉得扁鹊的医术怎样？能评价一下吗？



但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却没能只好治好蔡桓公的病，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扁鹊治病》。

（二）、初读课文，了解文章大意

2、检查生字，新词

3、交流扁鹊是一位怎样的医生，用文中的词叫什么（名医）。

（三）、研读课文，深识扁鹊。

1、课文为什么称他是“名医”呢？那些地方看出扁鹊的医术
高明呢？请同学们再细细地读读课文，划出有关的句子体会
体会。

2、交流：

预设：

（1）扁鹊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蔡桓公的病情，了不起！

师补充：中医是我国的瑰宝，中医治病有四法——即望、闻、
问、切。扁鹊用的就是其中的一种诊断方法——望。他仅仅
凭借肉眼的观察，就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蔡桓公的病情，由此
可见，扁鹊的神医名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2）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解释：

“皮肤病用热水敷烫就能够治好；发展到皮肉之间，用扎针
的方法可以治好；即使发展到肠胃里，服几剂汤药也还能治
好；一旦深入骨髓，只能等死，医生再也无能为力了。”

a.读一读，

b.按照扁鹊的解释，我们明白了蔡桓公的病一共经历了几个



阶段？

在扁鹊看来，蔡桓公最初病在（板书：皮肤），皮肤上的这
点小毛病可以怎样治疗？也就是说此时蔡桓公的病是能够轻
而易举治好的。（板书：能治）

接着他的病进入了（板书：皮肉）之间，可以治疗吗？怎样
治疗？（板书：可治）

之后病情又发展到了（板书：肠胃），还能治吗？怎样治疗？
（板书：还能治）

最后，病深入（板书：骨髓）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病入膏
肓，这时，（板书：等死）

c.看着板书，你明白了什么？（蔡桓公的病越来越重，治疗
的方法也越来越难……）

d.体会有词的准确

e.作为一个医生，看到病人病情越来越重，最后病入膏肓，
你能体会这种心情吗？能读出扁鹊的心情吗？（指导学生朗
读)

3、 小结：既然扁鹊不是浪得虚名，那导致蔡桓公死亡的真
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吗？

（四）认识蔡桓公。

1、  出示课文段落2-4

扁鹊在蔡桓公身边站了一会儿，说：“大王，据我看来，您
皮肤上有点小病。要是不治，恐怕会向体内发展。”蔡桓公
说：“我的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扁鹊走后，蔡桓公



对左右的人说：“这些做医生的，总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
医治没有病的人，才容易显示自己的高明！”

过了十来天，扁鹊又来拜见蔡桓公，说道：“您的病已经发
展到皮肉之间了，要不治还会加深。”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
没有理睬他。扁鹊又退了出去。

十来天后，扁鹊再一次来拜见，对蔡桓公说：“您的病已经
发展到肠胃里，再不治会更加严重。”蔡桓公听了非常不高
兴。扁鹊连忙退了出来。

2、从他的一言一行中，你读出了一个怎样的大王？

（傲慢、固执、听不见正确的意见，自负……）

3.比较“扁鹊又退了出去”，“扁鹊连忙退了出来。”

（1）两次退，你读明白了什么？

（2）面对扁鹊一次又一次的说自己有病，的脸色吗？他会说
什么？

小练笔：

第三次扁鹊进宫劝蔡桓公，侍卫拦着扁鹊说：“神医，不要
进去，大王上次已经很生气了，你这次进谏，可能会没命的。
”

扁鹊
说:“                                 
。”

（5）指导读扁鹊的话

（6）最后当蔡桓公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时候扁鹊痛心地说



（再次指导读）

出示：皮肤病用热水敷烫不能够治好；发展到皮肉之间，用
扎针的方法可以治好；即使发展到肠胃里，服几剂汤药也还
能治好……所以我不再请求给他医治。

（7）归纳扁鹊医德高尚

（五）、归纳寓意

1、你认为蔡桓公为什么病死？

2、联系生活实际，你从这则寓言中又明白了什么道理？

师（小结）：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意见，否则后
果将不堪设想。

七板书设计

《扁鹊治病》

皮肤    皮肉    肠胃    骨髓 

能治    可治    还能治   等死

防微杜渐

扁鹊治病教案复述篇三

教学目标：

1、联系有关语句，体会人物内心想法，感受名医扁鹊神奇的
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懂得不要讳疾忌医，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意见



的道理。

教学重点：

联系有关语句，体会人物内心想法，感受名医扁鹊神奇的医
术和高尚的医德，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懂得不
要讳疾忌医，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意见的道理。

教学难点：

懂得不要讳疾忌医，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正确意见的
道理。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仔细看图，你发现是那个故事？请用一个成语把故
事概括出来。你发现这些故事都属于哪一类故事？你还知道
哪些寓言故事？寓言有什么特点？（小故事大道理）今天，
我们学习一则新寓言。齐读课题30. 扁鹊治病.

二、检查预习，感悟全文：

1 这个故事讲了什么事?

2.有哪两个主要人物？学分角色朗读课文。

3.填表格

时间

蔡桓公的病

扁鹊的做法



蔡桓公的态度

有一天

病在

拜见，站了一会，说

不以为然

过了十来天

病在

又来拜见

十来天后  

病在

再一次来拜见

又过了十几天

病在

老远望见，只看了几眼，就掉头跑了

五六天之后

跑到秦国

4.复述故事。

三、精读课文，感悟扁鹊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同学们预习的这么好，扁鹊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划出扁鹊三次劝治的语言，同位互补，批注式阅读。找好后
在小组内揣摩体会人物品格读一读。

交流：

同学们看表格，这个故事按时间顺序来写，，这些时间词在
每一段的什么位置？大家写作文时也要注意借鉴。

有一天，扁鹊在蔡桓公旁边站了一会儿，怎样的对蔡桓公说？
加上一个恰当的词，有感情朗读并说明理由。

教师补充资料：

古人治病讲究望闻问切，扁鹊尤其擅长望诊和切脉，他在拜
见蔡桓公时，只在蔡桓公旁边站了一会儿，就看出蔡桓公潜
藏在皮肤上的小疾病，病情发展到那种程度会有相应的治疗
方法，足见扁鹊是个医术高明的人。

古人把医术高明的人都称为扁鹊，扁鹊是名医的总称，我们
这则寓言里讲到的扁鹊，真名叫秦越人。

据史料记载：扁鹊在危重病人面前，敢于承担风险，从来不
怕治不好病人，坏了自己神医的名声。百姓传言“扁鹊能决
定人的生死”都是对扁鹊医术的敬佩。同学们作文离不开好
词好句的日积月累，老师积累了一些描写医德医术的词语，
读一读：

回春妙手  回春之术

枯骨生肉  仁心仁术

手到病除  华佗在世 



悬丝切脉  望闻问切

你还知道哪些词语也可以用来形容医术或医德呢？（救死扶
伤  药到病除    妙手回春 对症下药   起死回生 
杏林春满）

四、品味文章讲述的道理

1、蔡桓公是个怎样的人

找到相关的语句，读一读，说说自己的理解。

不听劝告、自以为是、固执己见

2、朗读下面的句子，想象蔡桓公的动作表情和心理，体会蔡
桓公的性格：

蔡桓公说：“我的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扁鹊走后，
蔡桓公对左右的人说：“这些做医生的，总喜欢给没有病的
人治病。一直没有病的人，才容易显示自己的高明！”

补充想象蔡桓公的几次心理活动：

“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没有理睬他。”

“蔡桓公听了非常不高兴。”

“蔡桓公觉得奇怪，派人去问他。”

“蔡桓公浑身疼痛，派人去请扁鹊给他治病。”

朗读+表演（教师读旁白，一生读扁鹊，另请学生表演说出蔡
桓公的心理活动）

3、懂得寓言讲述的道理



蔡桓公身体有病，大家猜想：他是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应该有）可是他不但不承认，而且在别人指出自己有病时
大发雷霆，这说明什么？（他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有疾病，
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病，畏惧医生的诊治。）

对疾病：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疾病，不要讳疾忌医。

大家猜想一下：蔡桓公临死前心里会怎样想？算一算：从扁
鹊发现蔡桓公皮肤有点小病开始至病死，多长时间？（一个
多月）当初如果治好了皮肤上的小病，蔡桓公还会有如此悲
惨的结局么？（不会）

假如你是蔡桓公，你又要怎么做才能改变自己悲惨的结局呢？
你想对蔡桓公说什么呢？（如果你让扁鹊早点给你治病蔡桓
公可能还能做几十年的大王）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的身边有
没有像蔡桓公这样讳疾忌医的人呢？能举例说说吗？蔡桓公
的病一个月前在——，然后逐渐扩展到——、——、——，
最后——，正如扁鹊第一次拜见蔡桓公所
说——————————————————————，蔡桓
公不是猝死，他的病是怎么得的？慢慢，就是渐渐，引出防
微杜渐。怎样做到防微杜渐？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

寓意：从蔡桓公的结局，你受到什么启发？

不能讳疾忌医，要防微杜渐，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

五、作业

1、给家里人讲述《扁鹊治病》这个故事，有条件的几位同学
合作表演。

2、阅读《扁鹊拜师》等古代名医的故事。

中医药是祖国传统文化灿烂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历史沉淀的重要结晶，经历朝历代的不
断实践和渐进发展，是现今世界上作为一个体系所能保留最
完整的传统医学系统。时至今日，中医在世界各地更是焕发
着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

针灸之祖——黄帝               脉学介导
者——扁鹊

外科之祖——华佗               医圣——
张仲景

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药王——孙思邈

儿科之祖——钱乙               法医之
祖——宋慈

药圣——李时珍               《医宗金鉴》
总修官——吴谦

正是他们创造了中医的辉煌！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神奇的故事。
同学们可以好好读一读。

板书设计：           30.  扁鹊治病

寓意：  不能讳疾忌医，要防微杜渐，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
的意见。

扁鹊治病教案复述篇四

1、学习本课生字词语，理解“拜见、理睬、毫不在意、邀功
请赏”等词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理清课文的
脉络。

（一）、谈话，导入新课

1、我知道同学们读过不少课外书籍，特别是寓言故事，对吧。
那你读过哪些寓言故事，明白了些什么道理。

3、了解扁鹊并质疑课题。

（1）扁鹊治病，扁鹊是谁呀？（师生共同简介）

（2）根据“治病”质疑：扁鹊给谁治病？怎么治病的？治好
了吗？……

3、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同走进这个寓言故事吧！

（二）、读文学字词

1、自读课文，要求：标出生字生词，读准字音，认清字形，
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

2、出示字词，谁来把这些生字读音需要注意的地方给大家提
个醒？(如：睬的声母是c，不是sh。)那在写或记的时候又该注
意些什么呢?如:(毫---豪雀---鹊……)

3、采取各种形式的读生字词。并出示文中的词语开火车读。

4、分组读课文，师生集体正音。

（三）、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默读课文，想想课文每个自然段写了什么？想好以后与同
桌互相说一说。



2、指名说说每个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

3、把每个自然段的内容连起来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按什
么顺序写的？

（四）、作业

1、抄写本课生字、新词。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扁鹊治病教案复述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新词，理解“拜见、理睬、无能为力”等词
语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初步感知课文内容，理
清课文的脉络。

3、了解扁鹊给蔡桓公治病的经过，抓住有关词句，体会人物
的思想感情。懂得防微杜渐，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意见的道
理。

教学重点：

整体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联系上下文，结合重点词句，体
会人物的心理，理解寓言的寓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教学难点：

理解寓言的寓意，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教学过程：



一、成语导入，简介主角。

(一)、一位古人踏着时光的隧道来到了我们身边（课件显示
头像及名字），他就是——扁鹊（齐读）。这位古人到底是
何许人士，让我们从这些成语里猜想一下。（自读）

课件显示：救死扶伤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对症下药起死回生杏
林春满

（二）、你们从这些成语里知道了扁鹊是一个什么人？

（三）、这些成语都是对技术精湛、道德高尚的医生的高度
赞美，而扁鹊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名医，请同学们带着赞美之
情一起来读读这些成语吧。（齐读）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
这些美妙深远的成语，并把它们运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

（四）、就是这个神医扁鹊，与战国的蔡桓公发生了一个故
事，广为流传。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寓言故事《扁鹊治
病》。（教师板书课题，学生齐读）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一）、请打开课文，自由大声地朗读课文，老师希望大家
读准字音，读通课文，困难的句子多读几遍。并且试着用简
单的几句话说说故事的内容。（学生读课文）

（三）、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故事的内容。

三、寻找蔡桓公病死之“因”。

（一）、扁鹊？

1、从同学们刚才的描述中，我得知了扁鹊并没有成功地施展
他高超的医术，蔡桓公竟然病死了。难道这扁鹊只是徒有虚
名，他并没有“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能力吗？请同



学们围绕这个问题默读课文，勾画出你认为能够回答这个问
题的句子。

2、学生交流默读自学的结果。（不是）

（1）、扁鹊在蔡桓公身边站了一会儿，说：“大王，据我看
来，您皮肤上有点小病。要是不治，恐怕会向体内发展。”
（他只站着看了一会，就可以知道他皮肤上有病，说明他医
术高明。）

对啊，当医术高明的扁鹊一判断出蔡桓公得病，便及时地劝
说到——（引读扁鹊说的话）

（2）、又过了十来天，扁鹊又来拜见蔡桓公，说道：“您的
病已经发展到皮肉之间了，要不治还会加深。”（只隔了十
来天，扁鹊就看出了蔡桓公的病的已经发展到皮肉之间了。）

当扁鹊发现病情变化时，他又一次劝说到——（引读扁鹊说
的话）

(3)、十来天后，扁鹊再一次来拜见，对蔡桓公说：“您的病
已经发展到肠胃里，再不治会更加严重。”（隔了十来天，
扁鹊又看出蔡桓公的病的已经发展到肠胃了，知道病情已经
十分严重了。）

当扁鹊发现病情严重时，他再一次劝说到——（引读扁鹊说
的话）

(4)、扁鹊老远望见蔡桓公，只看了几眼，就掉头跑了。（扁
鹊只是望一下，就知道蔡桓公的病已经无法医治了。）

（5）、扁鹊解释道：“皮肤病用热水敷烫就能够治好；发展
到皮肉之间，用扎针的方法可以治好；即使发展到肠胃里，
服几剂汤药也还能治好；一旦深入骨髓，只能等死，医生再



也无能为力了。现在大王的病已经深入骨髓，所以我不再请
求给他医治！”（病到什么程度，怎么治分析得十分清楚，
胸有成竹，不愧为名医。）

3、扁鹊通过4次简单的看、望便能知道蔡桓公的病处、病的
进展，他不愧是医术精湛啊，他也希望蔡桓公能早日痊愈，
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劝告蔡桓公（课件集中显示扁鹊的3次劝
告，齐读）

4、扁鹊为什么三次劝蔡桓公治病呢？（关心病人、医德高
尚……）

6、同学们，请你们扮演一回扁鹊，带着越来越担心，越来越
急迫的心情，读读这3次劝告。（学生练读）

7、3位学生合作朗读；男——女——全班合作朗读。

(二)、蔡桓公？

1、为什么蔡桓公遇到医术如此精湛、医德如此高尚的扁鹊，
还是病死了呢？（他不相信扁鹊，拒绝治疗.）

2、请大家再次默读课文，划一下蔡桓公不相信扁鹊，拒绝治
疗的句子。

3、学生交流默读自学结果。

（1）、蔡桓公说：“我的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

a.这是一个怎样的蔡桓公？（自以为是，听不进意见。）

b.你来当一回自以为是的蔡桓公，读。

(2)、扁鹊走后，蔡桓公对左右的人说：“这些做医生的，总



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医冶没有病的人，才容易显示自己
的高明！”

a.这是一个怎样的蔡桓公？（傲慢、不以为然）

b.你来当一回不以为然的蔡桓公，读。

(3)、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没有理睬他。

a.这是一个怎样的蔡桓公？（不耐烦、生气）

b、生气的蔡桓公虽然没有说话，他会想什么了？（请学生用
生气的语气把蔡桓公的想法说出来）

(4)、蔡桓公听了非常不高兴。

a.当扁鹊第4次劝告蔡桓公，而且说他已经十分严重的时候，
他仅仅是一点点不高兴吗？（愤怒）

b、如果扁鹊再劝告下去的话，蔡桓公有可能会做什么事？

c.所以，扁鹊连忙——退了出来。（引读）

4、正是蔡桓公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害死了他啊，让我们一
起来读读这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吧！（齐读4句）

5、像他这样不相信自己生病了，不愿意治病的情况我们可以
用一个成语概括，那就是“讳疾忌医”（师：板书“讳疾忌
医”）

6、请同学们联系蔡桓公的表现，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你是怎么
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7、当我们生病时，要不要像他这样讳疾忌医呢？（不要，师在



“讳疾忌医”前板书“不要”）

9、评议：对啊，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蔡桓公就能够对这个
微小的毛病引起重视（板书：微），进行及时的防治（板书：
防），就能杜绝病情的渐渐变化（板书：杜渐），毛病就一
定会治好的。这就叫做防微杜渐（齐读）。

10、在生病时，我们要防微杜渐。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
面对细微的错误、缺点、坏习惯时，我们要不要防微杜渐呢？
（要，教师板书：要）

四、联系生活，拓展延伸

（一）、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像蔡桓公这样
的人呢？能举例说说吗？（有一天，我穿得很薄，妈妈叫我
穿厚点，我没听她的，还跑出去玩，结果感冒了；有一次，
我没有做完作业，组长叫我补上，我不听他的，后来被老师
批评了。）

（二）、在《扁鹊治病》这个故事中，扁鹊一心想救蔡桓公，
可是没办到，假如你是扁鹊，你要怎样说才能让蔡桓公接受
治疗呢？（点名说）

（三）、假如你是蔡桓公，你又要怎么做才能改变自己悲惨
的结局呢？（点名说）

（四）、可是这一切都只能是一种假设了，如果你不想让这
样的悲剧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点名说）

（五）、请你把想对自己说的话写下来。

（六）、通过学习《扁鹊治病》这则寓言，你们都明白了做
人要防微杜渐，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的道理，老师还想跟你
们推荐一些寓言，相信你读了后一定会有许多发现和收获。



（出示课件图片及寓言名字，让学生边看边读题目，有“滥
竽充数、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愚公移山、郑人买履”）

板书设计：

不要讳疾忌医

要防微杜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