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说新语教案板书(实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说新语教案板书篇一

教学目标：

1、阅读课文，掌握文言实词的含义，准确翻译文章。

2、体会《世说新语》二则的寓意，学习古代儿童的优秀品质。

3、加强对古诗文的朗读训练，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教学重点：准确翻译文章，体会《世说新语》种“以事见
人”的艺术手法。

教学难点：把握人物性格特征，学习古代儿童的优秀品质。

教学方法：自读自悟

教学准备：文字资料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流程：

一、激情引趣，导入新课。

交流课前查找的有关《世说新语》的小故事，如《司马光砸
缸》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导入新课。



二、了解背景，拓展知识。

《世说新语》是由南朝的临川王集结门客编撰的，它是一部
主要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d的言行风貌和逸事所
语的笔记小说。

三、自主学习，探究理解。

1、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把句子读通顺。利用工具书或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教师巡视指导。

2、检查学生自学情况。

（１）指名读课文，了解学生读文情况。

（２）检查学生对字词的掌握情况理解词语。

（３）在重点理解词语基础上，翻译全文。

四、启发思考，明确寓意。

通过读文，你知道文中这两个小故事分别说明了什么道理？

指名朗读以读促讲

指名有感情的朗读全文，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五、拓展延伸，深化主题。

1、讨论：读了这两个小故事，你有什么收获？

2、交流：你应该学习这两个故事中哪些人物的好品质？

板书：《世说新语》二则



管宁割席

聪明的王宁

世说新语教案板书篇二

学习目标：

1、了解古代聪颖机智少年的故事，学习古人的智慧、诚实、
守信，尊重他人的美德。

2、阅读浅易文言文，积累常见的文言词语。

教学重点：

诵读课文，积累文言词语。

教学难点：

积累文言词语，理解课文内容。

学法指导：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课前准备：

布置学生准备古代聪颖机智少年的故事，上课交流。熟读课
文。查阅有关作者及作品的资料。

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课前两分钟训练(讲故事)：请两名同学讲述古代聪颖机智少
年的故事。



导入：同学们，在古代这样的聪颖机智的少年还有很多，如
四岁画画的王冕、七岁做诗的曹植、十二岁做宰相的甘罗等。
今天我再向大家介绍两位这样的古代少年，他们是谁呢?让我
们一起来认识他们，和他们交个朋友。

学生简介作者及作品，教师补充。

[参考资料]

《世说新语》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古代小说所记大多
是传闻、轶事，以短篇为主，在写法上一般都是直叙其事。
《世说新语》全书原8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
雅量等36门，《咏雪》选自“言语”一门，《陈太丘与友期》
选自“方正”一门。

疏通句篇：《咏雪》

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划分正确停顿。

教师范读，要求学生边听边注意正音和句读，把握感情基调，
体会语感。

学生自由练习朗读。要求把握人物对话的语气、表情，注意
节奏。

学生分角色朗读，教师要加以指导，如句读、语调等。

理解文意，深层探究。

结合书下注释，自主学习，理解句意、文意。

四人一小组复述课文。

以小组的形式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由学生质疑、
讨论、解疑，教师巡回指导。



重点问题，以小组为单位，推选代表提出。全班讨论，得出
结论。必要时，教师加以点拨。也可由教师提出。

（1）谢家聚会吟诗，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良辰佳日，却选择一
个寒雪日？当时的氛围是怎样的？（轻松，温馨）从哪里看
出来？（内集，欣然，大笑）

明确：文章开头一句话“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
义”短短十五字，涵盖了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主体事
件等丰富的内容。正因为“寒雪日”“俄而雪骤”，才能引出
“咏雪”的事件。

（2）“公大笑乐”该如何理解？谢太傅到底认为谁回答得最
好？文末为什么要强调谢道韫是王凝之的妻子？（表示一种
赞扬与敬佩）

明确：有人认为谢太傅对两个答案都表示满意；有人认
为“笑”前喻，“乐”后喻；有人认为谢太傅为“柳絮”一
喻而“笑乐”。

文章虽然没有明确交代谢太傅的评价,但从文末补充谢道韫的
身份可以看出，作者分明是暗示读者谢太傅更赞赏谢道韫的
才气。意在言外，确实耐人寻味。

五、拓展延伸

“撒盐空中”、“柳絮因风起”来比拟“大雪纷飞”，你认
为哪一个更好？为什么？同时说说还可以用哪些事物来比喻
飞雪。积累几句咏雪的名句。

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韩愈《春雪》）



剩喜满天飞玉蝶，不嫌幽谷阻黄莺。（华幼武《春雪》）

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张元所《雪》）

初疑天女下散花，复恐麻姑行掷米。（陆游《夜大雪歌》）

六、小结：本文客观叙述了谢家子弟咏雪一事的始末，虽未
加任何评论，但作者由衷地欣赏谢道韫以“柳絮因风起”喻
雪，赞赏谢道韫的聪敏与才气。

七、布置作业

1、背诵《咏雪》

2、扩写《咏雪》。

板书设计：

《世说新语》二则刘义庆

咏雪

谢安：提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谢朗：对句：撒盐空中差可拟。

道韫：改句：未若柳絮因风起。

第二课时

复习《咏雪》。

疏通句篇：《陈太丘与友期》

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划分正确停顿。（自读过程



中有疑问则举手提出）――请学生试读课文――教师范
读――学生齐读。

理解文意，深层探究。

四人一组合作学习，结合课下注释理解文意，复述课文，质
疑解惑。

（1）文中“君”“尊君”“家君”的称谓有什么不同？
（“君”是有礼貌的称呼对方；“尊君”是对别人父亲的尊
称；“家君”对人称自己父亲时的谦词）

（2）从文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陈太丘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明确：课文中，友人与陈太丘“期日中”，结果“不至”，
可以看出他言而无信，不守信用；到来之后，问元方“尊君
在不？”表现得较为有礼；当得知陈太丘已先行离去，不反
省自己的过失，反而怒责太丘，粗野蛮横，十分无礼，可以
看出他是一个缺乏修养、没有礼貌的人；在元方一番义正严
辞的批评后，他“惭”“下车引之”又表现得较为诚恳，有
知错勇改的精神。

（3）元方性格特点如何？

明确：从元方对友人的批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元方有着良
好的家庭教养，表现了他懂礼识义的品质。元方对粗俗的友人
“入门不顾”流露了小孩子性格直率，好恶情感易外露的特
点，体现了他正直不阿的性格特征。

（4）结尾处元方“入门不顾”是否失礼？说说你的看法。

3、学生分角色朗读并表演课文。

4、朗读课文，争取当堂成诵。



四、拓展练习：

1、解释加粗词语：（1）与友期行不期而遇（2）太丘舍去去
日苦多

（3）入门不顾瞻前顾后（4）下车引之引吭高歌

（5）太丘舍去舍己为人（6）则是无信信口开河

2、翻译句子：

(1)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2)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
无礼。

(3)撒盐空中差可拟。

(4)未若柳絮因风起。

3、拓展阅读：

王戎评李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小儿竞
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
必苦李。”取之信然。

选自《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五、布置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

2、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查阅《世说新语》，讲给其他同学听。



板书设计：

对话的背景：友人不至，太丘舍去

陈太丘与友期对话的过程：友人发怒，元方对答

对话的结果：友人惭引。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世说新语教案板书篇三

（一）实词虚词解释、句子翻译（勾划写在书上）

（二）背诵课文

（三）文意理解：

1、为什么谢道韫的“未若柳絮因风起”比喻好？

（因为柳絮给人春天即将到来的感觉，更有意境）



2、本文运用了哪种写作手法（对比）

3、本文营造了一种怎样的家庭气氛，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

（营造了温馨、愉快、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气氛，从“内
集”，“欣然”，“大笑乐”等词语可以看出。）

4、结尾补充交待谢道韫的身份有何作用？

（表明作者对谢道韫才华的赏识）

5、咏雪的名句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
却嫌春色晚，故穿庭院作飞花）

《陈太丘与友期》——

（一）实词虚词解释、句子翻译（勾划写在书上）

（二）背诵课文

（三）文意理解：

1、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做人要讲信用，为人要讲礼貌，要重礼守信)

2、元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落落大方，明理善辩，聪明机智的人）

3、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无信无礼，但知错就改的人）

4、文章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元方的方正？



（通过对话描写表现出元方的落落大方，明理善辩，聪明机
智）

世说新语教案板书篇四

学习目标：

1、了解古代聪颖机智少年的故事，学习古人的智慧、诚实、
守信，尊重他人的美德。

2、阅读浅易文言文，积累常见的文言词语。

教学重点：

诵读课文，积累文言词语。

教学难点：

积累文言词语，理解课文内容。

学法指导：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课前准备：

布置学生准备古代聪颖机智少年的故事，上课交流。熟读课
文。查阅有关作者及作品的资料。

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课前两分钟训练(讲故事)：请两名同学讲述古代聪颖机智少
年的故事。

导入：同学们，在古代这样的聪颖机智的少年还有很多，如



四岁画画的王冕、七岁做诗的曹植、十二岁做宰相的甘罗等。
今天我再向大家介绍两位这样的古代少年，他们是谁呢?让我
们一起来认识他们，和他们交个朋友。

学生简介作者及作品，教师补充。

[参考资料]

《世说新语》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古代小说所记大多
是传闻、轶事，以短篇为主，在写法上一般都是直叙其事。
《世说新语》全书原8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
雅量等36门，《咏雪》选自“言语”一门，《陈太丘与友期》
选自“方正”一门。

疏通句篇：《咏雪》

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划分正确停顿。

教师范读，要求学生边听边注意正音和句读，把握感情基调，
体会语感。

学生自由练习朗读。要求把握人物对话的语气、表情，注意
节奏。

学生分角色朗读，教师要加以指导，如句读、语调等。

理解文意，深层探究。

结合书下注释，自主学习，理解句意、文意。

四人一小组复述课文。

以小组的形式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由学生质疑、
讨论、解疑，教师巡回指导。



重点问题，以小组为单位，推选代表提出。全班讨论，得出
结论。必要时，教师加以点拨。也可由教师提出。

（1）谢家聚会吟诗，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良辰佳日，却选择一
个寒雪日？当时的氛围是怎样的？（轻松，温馨）从哪里看
出来？（内集，欣然，大笑）

明确：文章开头一句话“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
义”短短十五字，涵盖了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主体事
件等丰富的内容。正因为“寒雪日”“俄而雪骤”，才能引出
“咏雪”的事件。

（2）“公大笑乐”该如何理解？谢太傅到底认为谁回答得最
好？文末为什么要强调谢道韫是王凝之的妻子？（表示一种
赞扬与敬佩）

明确：有人认为谢太傅对两个答案都表示满意；有人认
为“笑”前喻，“乐”后喻；有人认为谢太傅为“柳絮”一
喻而“笑乐”。

文章虽然没有明确交代谢太傅的评价,但从文末补充谢道韫的
身份可以看出，作者分明是暗示读者谢太傅更赞赏谢道韫的
才气。意在言外，确实耐人寻味。

五、拓展延伸

“撒盐空中”、“柳絮因风起”来比拟“大雪纷飞”，你认
为哪一个更好？为什么？同时说说还可以用哪些事物来比喻
飞雪。积累几句咏雪的名句。

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韩愈《春雪》）



剩喜满天飞玉蝶，不嫌幽谷阻黄莺。（华幼武《春雪》）

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张元所《雪》）

初疑天女下散花，复恐麻姑行掷米。（陆游《夜大雪歌》）

六、小结：本文客观叙述了谢家子弟咏雪一事的始末，虽未
加任何评论，但作者由衷地欣赏谢道韫以“柳絮因风起”喻
雪，赞赏谢道韫的聪敏与才气。

七、布置作业

1、背诵《咏雪》

2、扩写《咏雪》。

板书设计：

《世说新语》二则刘义庆

咏雪

谢安：提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谢朗：对句：撒盐空中差可拟。

道韫：改句：未若柳絮因风起。

第二课时

复习《咏雪》。

疏通句篇：《陈太丘与友期》

学生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划分正确停顿。（自读过程



中有疑问则举手提出）――请学生试读课文――教师范
读――学生齐读。

理解文意，深层探究。

四人一组合作学习，结合课下注释理解文意，复述课文，质
疑解惑。

（1）文中“君”“尊君”“家君”的称谓有什么不同？
（“君”是有礼貌的称呼对方；“尊君”是对别人父亲的尊
称；“家君”对人称自己父亲时的谦词）

（2）从文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陈太丘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

明确：课文中，友人与陈太丘“期日中”，结果“不至”，
可以看出他言而无信，不守信用；到来之后，问元方“尊君
在不？”表现得较为有礼；当得知陈太丘已先行离去，不反
省自己的过失，反而怒责太丘，粗野蛮横，十分无礼，可以
看出他是一个缺乏修养、没有礼貌的人；在元方一番义正严
辞的批评后，他“惭”“下车引之”又表现得较为诚恳，有
知错勇改的精神。

（3）元方性格特点如何？

明确：从元方对友人的批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元方有着良
好的家庭教养，表现了他懂礼识义的品质。元方对粗俗的友人
“入门不顾”流露了小孩子性格直率，好恶情感易外露的特
点，体现了他正直不阿的性格特征。

（4）结尾处元方“入门不顾”是否失礼？说说你的看法。

3、学生分角色朗读并表演课文。

4、朗读课文，争取当堂成诵。



四、拓展练习：

1、解释加粗词语：（1）与友期行不期而遇（2）太丘舍去去
日苦多

（3）入门不顾瞻前顾后（4）下车引之引吭高歌

（5）太丘舍去舍己为人（6）则是无信信口开河

2、翻译句子：

(1)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2)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
无礼。

(3)撒盐空中差可拟。

(4)未若柳絮因风起。

3、拓展阅读：

王戎评李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小儿竞
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
必苦李。”取之信然。

选自《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五、布置作业：

1、完成课后练习。

2、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查阅《世说新语》，讲给其他同学听。



板书设计：

对话的背景：友人不至，太丘舍去

陈太丘与友期对话的过程：友人发怒，元方对答

对话的结果：友人惭引。

世说新语教案板书篇五

《世说新语》三则

教学目的：

1、学习和积累文言词汇。

2、理解三则短文所讲的内容和表现的主旨。

教学重点：学习和积累文言词汇。

教学难点：理解三则短文所讲的内容和表现的主旨。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

阅读三则短文，查字典，对照注释翻译课文。

二、导人

1、作家作品简介。

――本课选了三则《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作者刘义庆



（403―444），祖先是彭城（今江苏省徐州）人，后迁居晋
陵郡丹徒县京口里（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南朝来武帝刘裕
的宗亲，袭封临川王，曾主管京城地方事务，任荆州刺史等
职，有政绩。为人简素，爱好文学，身边聚集了不少文人学
土。《世说新语》当是他和手下人杂采众书编纂而成。是我
国最早的'笔记小说。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
门类，记载了从汉末到东晋豪门贵族和官僚土大夫阶层的选
闻轶事，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层人物的精神状态和
生活情况。

2、导语。

――本课选了三则《世说新语》中的故事。第一则表现了孔
融少年时的聪明机智；第二则表现了陈元方的明白事理和落
落大方。第三则讲的是曹操的故事，用一件小事，表现了曹
操的个性。

三、正课

1、朗读例。时了了，大未必佳）。请学生翻译课文，并注意
以下词语的解释。

时李元礼有盛名：时，当时。有盛名，名气很大。

诣门者：诣，前往，到。

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俊才，才智出众的人。清称，
有清高的称誉的人。通，通报，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