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叔叔于勒教案(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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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一

1．小说表现的主题思想

2．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及曲折的故事情节

3．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对刻画人物形象的好处

1．多方面刻画人物形象以展观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

2．构思新颖巧妙悬念的设置

课时安排1-2课时

一、导入新课

金钱—拜金主义思潮

二、板书课题：《我的叔叔于勒》莫泊桑

三、整体感知小说，知线索

明确：菲利普夫妇盼于勒发财归来是叙事明线，于勒离家到
美洲冒险10年经历为暗线。

情节：盼于勒——赞于勒——遇于勒——躲于勒



四、情节：人物态度，找出菲利普夫妇言行变化的代表句。

开端（盼于勒）——发展（赞于勒）——高潮（遇于
勒）——结局（躲于勒）

人物态度对比：

前：（从文中找出词语）

后：（从文中找出词语）

五、人物性格分析（讨论）

菲利普夫妇：自私，冷酷，贪婪，庸俗的小市对民，爱慕虚
荣。

“我”一个也涉世未深，天真单纯，富用同情心的孩子。

寄寓了自己的希望和理想

六、找出小说中环境描写，各自的作用？（略）

七、小说主题讨论：

金钱至上

八、发散训练

1．小说的结局怎样？人物命运是由个人性格造成的？还是社
会环境造成的？

2．假如菲利普夫妇在游轮上巧遇发了大财的于勒，他们的言
行会怎样？用150个字来完成。

3．写作：请以“人与人这间”为题，反映当代人际关系的中



心。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二

1 、理清故事情节；

2 、品味语言，把握人物性格。

理解人物的性格和小说的主题；谈出自己的新见解来。

教学生正确对待金钱，体味人性的重要。

1、理解人物性格。

2、小说主题思想的深入理解。

导读法 讨论法

录音机 投影仪 。

同学们！前段时间，大街小巷流行着一首《流浪歌》，大家
想听吗？（生答想，放歌曲）歌听完了，可一个愁苦、孤独
的浪子形象却留在了我们的脑海中，让我们不由得产生怜悯
之情，是啊！家是温馨的港湾，流浪的心多么渴望这个港湾
的慰藉啊！可有这样一个浪子，在外流浪多年，当家人遇到
他时，不但不接受他，反而还骂他，什么原因呢？大家想不
想了解这个故事？（生答想）这个故事说它远，它发生在遥
远的 19 世纪的欧洲，说它近，它就在我们眼前，请大家打
开课本 160 页，这个故事的名子叫《我的叔叔于勒》。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故事，咱们先一块来把课前的生字词读读
记记，好吧？

1 、出示幻灯片，展示生字词。



拮据 栈桥 撬开 诧异 牡蛎 褴褛

2 、找出一位同学试读，其他同学纠错。

3 、教师总结正确读音，学生齐读，边读边用手指在课桌上
写。

这篇文章的体裁是短篇小说，作者是法国人莫泊桑，其成名作
《羊脂球》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品。莫泊桑以他高超的艺术
技法和深厚的文学底蕴赢得了世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的美誉。
好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走近莫泊桑，走进故事，请大家快
速默读全文，默读中解决三个问题：

1 、理解生字词在文中的意思；

2 、小说中出现了哪些人物，主人公是谁？

3 、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把小说的情节分为四部分，并分别
为每部分拟一个小标题。

（教师放音乐，板书课题、作者、教学目标 ）

1 、学生自由分组讨论以上问题，可以离开座位。

2 、对主人公的确定教师要给以适当的提示，可以从小说反
映主题和作者着力刻画的形象两个方面。

3 、对我和作者之间的不同应让学生弄清楚。

板书：菲利普夫妇

盼 忆 遇 躲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塑造人物形象必须把人物
置于什么之中呢？（生答：情节）



对，那么，我们就把人物置于情节之中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人
物的性格。

（把板书的情节用粉笔圈起来，大致呈人字形。）

1 、为什么盼于勒？（于勒来信说他有钱了，他们盼的是钱。
）

2 、忆于勒属于哪种叙述方式，对情节有何作用？（倒叙，
把情节推向高潮。）

3 、怎么遇到于勒的，遇后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称呼与相遇
前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因于勒的信二姐找到了对象，全家人到哲尔赛岛旅行，巧
遇于勒。遇前，好心人，正直的人，有办法的人；遇后，贼。
因为于勒没有钱，不是想象中有钱的于勒。）

（用两种颜色的粉笔板书：好心人 正直的人 贼）

4 、为什么 要躲开于勒？（因于勒没钱生活，恐怕他再来吃
他们。）

通过对小说情节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
中起关健作用的是什么？（生答：钱。）对，（板书：钱）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主人公心中钱比亲人重要，他们只是
为了钱。

通过把人物置于情节之中梳理情节，我们对主人公的形象有
了大致的了解，是否了解到此就行了呢？大家说，（生答：
不行。）当然不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是生动的、具体的、
典型的，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多种人物描写方法来塑造人物形
象，请同学们从文中找出来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句，有感情
地读一读，品味一下表现了人物的什么性格。邻近的同学可



以互相讨论讨论。时间五分钟。

1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教师在教室里走，不时地对学
生进行指导或一起讨论。

2 、五分钟后，学生在教师主持下通过小说语言进行人物性
格的交流学习。

（ 1 ）、学生有感情地读自己找出的'句子，并说明表现了
人物的什么性格。

（ 2 ）、对一些重点的句子或段落可分组读、分男女生读、
分角色读和全体一起读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保持读的兴趣，
在愉悦的情趣中使学生领悟小说语言的魅力，理解人物的性
格。

（ 3 ）、教师把学生体会到的人物性格板书到黑板上。

自私 虚荣 唯利是图 冷酷

（ 4 ）、交流结束，教师简单总结人物性格。

畸形的人字代表的是有着畸形性格的主人公，是金钱使他们
改变了对于勒的态度，也是金钱使他们内在的本质不变，金
钱腐蚀了他们的灵魂，扭曲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精神
畸形的人。通过小说典型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
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以及金钱至上的社会生活原
则。

1 、愿意表演的同学下座位到教室外准备 2 分钟。选出一名
导演。

2 、愿意口头作文的同学准备 1 分钟。

3 、找同学口头作文，外面的同学进教室表演。



同学们，通过对这篇小说的学习，我们不仅领略了大师的语
言魅力，还知道了，人不能为钱活着，不能让钱左右自己，
应做一个端正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决
不能做菲利普夫妇那样精神畸形的人。

课后记：在教学过程 中，纪辰想我提出了几个很尖锐的问题，
关于于勒本质和菲力普夫妇的做法到底是否合理，因而我决
定打开学生的思路，让他们自由探讨，自由发言，怎么说都
可以，而不把小说定位在某一点上。我自认为效果很不错。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三

通读文本，并读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阅读才是自由的阅读，
有效的阅读。我们平时的教学，学生自己读书的时间少，自
己读出感受的更少。上课伊始，学生还未开口读书，学生未
及进入作品之中体验，教师就已经强加给了学生，表现出教
师对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体验的充分不相信。我在教学中，
给学生一节课自由读书外，还在这一课时加入了分角色朗读
展示。

作为世界文学的精典名篇，既有内容的广度，又有思想的深
度。这篇小说怎样教学才能实现耗时少、效果好，我设计了
四个主问题和四个亮点探究活动：研读课文，分析人物，归
纳人物的性格特点；再读课文，深入探究，理解“我”人物
形象看，从而明确主人公人物；进而提炼主题，感悟启示；
最终，拓展延伸，升华主题。这样，由浅入深、层层推进，
让学生逐步感受到探究文本的意义和阅读活动的乐趣。

探究式阅读让合作学习的思想得到最好的实践。小组探究活
动中，谁发言，谁记录，谁补充都有明确的分工。而在表达
中，要求学生努力达到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提练整合小组
的观点，说句意连贯、层次清晰、语言精美的话的目标。从
一句到几句，再到一段，有理有据，切近题旨。



还记得《语文课程标准》中这样的一段话：“阅读教学是学
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根据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的特点，实行探究式阅读教学，为学生搭建一个真正开放的
交流平台，变文本解读为文本赏读、语言探究，并跳出课文
读课文，可以让语文课教学呈现新的生机。

学生“唱戏”，老师搭台。把时间最大限度地还给学生，让
学生、教师、文本三者形成整体，让三者交流、碰撞、沟通。
学生可以挑战文本权威，教师也可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阅
读教学课堂成了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究的舞台，也成了学
生与文本对话、教师与文本对话。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四

（一）知识教学点

了解小说中刻画人物性时运用的主要方法，《我的叔叔于勒》
教学设计。

（二）能力训练点

1.绘行写神，深入细致的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对人物作个性
刻画的写法；

2.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中心的人与人的关系,批判极端的
利己主义的人生观。

（四）美育渗透点

情节 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构思美。



欣赏课文朗读视频，理清情节脉络，然后从分析人物形象着
手，理解小说的主题。

1.分析人物性格

2.理解作品揭示的主题

解决办法：人物性格的分析，要求学生运用以前学得的方法；
从文中找描写人物肖像、神态、语言等的语句体会。小说的
主题，及主人公的理解，通过设计启发性的问题，加以适当
的点拨来解决。

电脑， 教学课件

1.由于文章情节生动、曲折、有趣、有些情节既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宜充分欣赏课文朗读视频，从而理清情节，
体会作者构思的精妙。

2.学生在启发性问题的引导下，理解小说的主题。

3.利用本文情节大起大落的特点，通过口头作文的形式，为
课文另拟一个结局，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五

《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经典的老课文。以前对这篇小说主
题的认识比较单一，学生很难有自己的体会。其实，完全可
以有其他解读方式，所以，我就鼓励学生、引导学生有新的
思考，勇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是对话的基础。通读文本，并读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阅
读才是自由的阅读，有效的阅读。而我们平时的教学，学生
自己读书的时间少，自己读出感受的更少。上课伊始，学生
还未开口读书，学生未及进入作品之中体验，教师就已经强



加给了学生，表现出教师对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体验的充分
不相信。我在教学中，给学生一节课自由读书（自习除外），
并要求在读完后能谈自己对作品、人物的认识。事实证明，
这个目标实现了。

这是对话的'关键。作为世界文学的精典名篇，既有内容的广
度，又有思想的深度。这篇小说怎样教学才能实现耗时少、
效果好，我设计了四个主问题和四个亮点探究活动：寻读，
解决主要人物和线索人物的问题，这是打开文本的钥匙；理
读，解决作品的思路，这是学生最易获得的感性认识，并通
过理性探究体会构思精美；品读，通过品读细节认识人物形
象，并进而学习人物塑造的方法，这是小说阅读的中心任务；
说读，表达自己对文章主题、美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这
是阅读的更高层次。这样，由浅入深、层层推进。让学生逐
步感受到探究文本的意义和阅读活动的乐趣。

探究式阅读让合作学习的思想得到最好的实践。小组探究活
动中，谁发言，谁记录，谁补充都有明确的分工。而在表达
中，要求学生努力达到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提练整合小组
的观点，说句意连贯、层次清晰、语言精美的话的目标。从
一句到几句，再到一段，有理有据，切近题旨。

还记得《语文课程标准》中这样的一段话：“阅读教学是学
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根据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的特点，实行探究式阅读教学，为学生搭建一个真正开放的
交流平台，变文本解读为文本赏读、语言探究，并跳出课文
读课文，可以让语文课教学呈现新的生机。

学生“唱戏”，老师搭台。把时间最大限度地还给学生，让
学生、教师、文本三者形成整体，让三者交流、碰撞、沟通。
学生可以挑战文本权威，教师也可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阅
读教学课堂成了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究的舞台，也成了学
生与文本对话、教师与文本对话、生生对话、师生对话的多
向互动的过程。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六

我把前面的经验放在这里。它对这一课依然适用：第一，情
节里和细节里，有作者真正要说的那个故事。从中，我们可
以知道作者当时的心境、处境；而这，正是作者想要告诉我
们、与我们交流的。第二，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评价人物，
而是注意剧中人物相互之间的看法和评价。也就像我们前面
所说的，要看人物之间的关系。小说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
构建人物的意义和作品的主题的，动辄评价人物，给人物贴
标签，往往会使我们偏离作者真正要讲述的那个故事。（今
天在七班的那一节，是最让我骄傲的一节，又看到了学生闪
亮亮的眼睛）

主要设计：

读完概括故事内容说感受。

看第四十一段：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
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
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
弟弟，我的亲叔叔。”

朗读和观察这一段：

1、这一段所具有的特点——

连用了两个“手”、两个“脸”。（有同学还注意到：先简
单提，再详细说）

连用了两个“那（是）”。（这种情况我们在《罗布泊，消
逝的仙湖》见过）

连用了两个“看了看”，可不可以表达为：我看了看他的手
和脸，他的手……他的脸……



2、“我心里默念道……”，有两句几乎是重复的——加了一个
“亲”字，为什么？我的父母又是怎么称呼于勒的。（父母
的称呼有变化，那个事实却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不可更
改：不是外人，是像姐姐、像爸爸妈妈一样的亲人，是与我
们有着血缘关系的。孩子的纯洁善良，孩子的怜悯不舍，还
体现在后面“那十个铜子的消费”）

不仅强调了于勒与我的关系，还提到了他与父亲的关系。

先看父母对孩子的看法：我用坚定的语气说："我给了10个铜
子的小费。"我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着我说："你简直
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乞丐！"她没再往下说，
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在母亲眼里，孩子的
做法是不可理喻的）

再看孩子对母亲的看法：以第一人称写，感受与认识毫不隐
晦、真实不虚。但是在“我”的感受里，能不能看到他对父
母的怨恨呢？非但没有愤怒和怨恨，甚至连一点点埋怨和不
满都没有。（在孩子眼里，父母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同情于勒却也理解父母——为什么呢？孩子会是怎样想
的，他为什么能够理解呢？

引导1：预计学生会想到持家的不易，以及“于勒之灾”。

母亲也的确是这么说的。她的做法和她的解释：第一，别叫
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第二，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
——母亲是这么说的，但她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于勒真的会
“吃咱们”吗）

注：

更理性一点，教会学生分析的方法：



充分理解——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尽力怀疑——她真是这样想的吗？

当然，这里还有两种情况——母亲怎样想的，母亲自己心里
不知道。母亲怎样想的，母亲自己心里知道，但她要用这句
话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母亲真正担
心的是什么、想说的是什么。

引导2：预计学生可能想到的——“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
婿起疑心”“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家庭生
活受冲击？这种基于常理的判断让人觉得怪怪的。把这个问
题种下）在此基础上，提醒学生——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
无论于勒是出于“欠了他们的钱”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
他在这条船上很多时日而不愿回家，是一个事实。于勒，是
不可能回来“吃咱们”的！母亲说的“拖累”也不是那个意
思。从而，把阅读的对象转移到那封信上来——一切，都和
那份信有关。

引导3：

1、阅读于勒的信，概括它的内容：注意其中两个隐含着的语
句关联——“（但是），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
（只要）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运用好这两个关联词，
就可以更好地表达意思。

2、于勒的信中，家人最关注的是那哪一句，为什么？（前提
是认真阅读1-12段）

3、研究这句话中的逻辑关联，及其所具有的吸引力。明
确——“发了财”和“回哈佛尔”存在着一种诡异的关联：

第一，是因果关系——一想到这个，让一家人兴奋。因为这
就意味着，他回来的同时将会带来财富。



第二，是条件关系——一想到这个，让一家人迷茫。虽然于
勒说的是，一发财就可以回来；但什么时候发了财，是不知
道的。这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说法。

第三，是假设关系——一想到这个，让一家人灰心。既然于
勒没有明说，那么能不能发财，本身就还是一个未知数。

梦想既有实现的可能，也有破灭的可能；而最要命的是，这
种期待还可能演变成一场漫长的等待（事实似乎正在向着这
个方向发展）。因为对于好几年音信全无，于勒给出了这样
一个解释：到南美去做长期旅行。但这个解释似乎是有期限
的：“好几年”。

引导4：可现在已过了整整十年，一家人的状态究竟如何？

注：这里有两种教学方式——一种在一两个点上深入挖掘，
教学更有实效。缺点是，这样的“硬思考”有相当大的难度。
一种是学生寻找、教师提供若干相关文段，几乎不作任何分
析，点出可疑之处则可。让学生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讲求顿
悟。以三个语段为例，这三个语段学生提到的比较多：

1、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
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
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不是生活拮据吗？
那就应该且行且珍惜。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改善生活而非
购买奢侈品；于勒当年怎么败家的，他们不记得了吗）

2、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
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
的地方。这个小岛是属英国管的。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
海，便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就可以
到一个邻国，看看这个国家的民族，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
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习惯。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
心事，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后来我们终于动身



了。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
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正如那些不旅行的人们一样，我们
感到快活而骄傲。（我们骄傲的和在乎的，是什么？研究、
邻国、民族、风俗习惯、自然之美；有品位的游赏）

3、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
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
进去，牡蛎壳扔到海里。毫无异议，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
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
你们吃牡蛎？"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十
分不公道。我一直盯着父亲，看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
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走去。（吃法有什么“高
贵”的？为什么是“要不要我请你们吃”，而不是“要不要
吃”？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吃法意味着活法、追求、品
味、修养、素质。看出身份、地位）

小结：

（每一件事或许都不能证明什么，但我们把这三件事放在一
起看）

由此，我们能看出菲利普夫妇的人生追求。——体面的，高
贵的。

而这种追求是建立在金钱财富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没有
钱呢？

你可能就成了别人眼中的……

先看父亲的遭遇——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就冷
冷地回答说："他是个法国老流氓……”（为什么不耐烦？父
亲到底说了什么？真正的富人聊什么，还是根本就不会聊？
为什么说于勒“老流氓”？）



再看于勒的遭遇——母亲突然很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
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现在把
钱交给约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霉的了，要
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
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5法
郎的银币，就走开了。（有什么可“热闹”的呢？）我用坚
定的语气说："我给了10个铜子的小费。"我母亲吓了一跳，
瞪着眼睛看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
给这个乞丐（课文中翻译为流氓）！"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
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不相认也就罢了，为何10铜
字的小费都嫌多余？）

穷，很可怕，但还有比穷可怕得多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对贫
富的态度。人们对待贫穷的态度，比贫穷本身更可怕！这是
一个无形的杀手，杀死我们灵魂深处最宝贵的东西——诸如
怜悯、同情、良知。菲利普夫妇在意的，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他们更在意的是，别人看他们的眼光——那个眼光里应该有
羡慕、有肯定、有赞赏、有尊重……有一个人想要的一切精
神财富。而相反的，则是蔑视、是侮辱、是嘲讽、是冷
漠——她所说的“拖累”，其实正是这个意思。让人知道他
们有这么一个穷弟弟，是一件丢人的事！父母的所有这一切，
孩子都看在眼里。所以他同情于勒也理解父母。这个世界对
穷人很苛刻。因为穷，我们就感受不到尊严和尊贵，感受不
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才是作者真正要说的那个故事。这家
人一直都在寻找高贵的生活，只是没想到的是，真正的高贵
一直就在身边。

可以讲解给学生听，作为补充的：

反观姐姐的婚姻，提出猜想——菲利普夫妇为什么担心女婿？
（成了家里的一员，意味着，他们就可以和其他的家人一样，
可以拿出于勒的信来给别人看。为的就是领受那份赞美、那
份祝福，那份荣光。料想他们已经给很多人看过了，可是现
在……这是个多么大的打击！所以，菲利普夫妇竭力不让女



婿知道这件事，自己也十分恐慌、沮丧。——父亲说“出大
乱子了”，母亲说“已经够倒霉的了”。这个道理“我”懂，
这个事实“我”知道。“我”对母亲是理解的）

反观于勒的那封信，提出质疑——完全没必要写的信。第一
封信的目的。第二封信的差别和目的。（亲爱的哥哥，我爱
你们，我遇到了一点困难，请为我祈祷吧）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七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反思

9月的反思

这个教案很精彩，每个问题的设计启发性都很强，绝不单单
是简单的“是”、“不是”、“会”、“不会”，同学们都
须动番脑筋，且都乐于投入进去。可以说，思考得很有价值。
如：第一个问题，文中人物是如何评价于勒的，同学们浏览
全文，在文中标注着，韩玉静一个人几乎把所有评价找全了，
宁继焱、宁纪杰做了少量的补充。我在他们的`提示下，将内
容板书在了黑板上。第2个环节，给这些评价分分类，哪些话
是在相同的情况下说的，张萌迅速理出了思路。我在她的提
示下完成了关于情节的板书：占钱――赶有钱――赞、盼没
钱――骂、躲。

接着，我说：“于勒的有钱、没钱使得文中‘我’的父母发
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针对这种变化老师拟了一幅对联，我写
在黑板上，请同学们加上横批。”我在黑板上写：十年思盼，
天涯咫尺，同胞好似摇钱树。王健在下面说：“老师，别写
下联，我们自己对。”“‘一日’对‘十年’”，看到我略
带思索的表情，王健马上改口：“‘一朝’、‘一朝’
好。”我笑了，在黑板上写上了“一朝”二字。几个同学异
口同声：“一朝相见，咫尺天涯。”好得很！我再提
醒：“‘同胞’与什么对？”



有的同学说：“亲人。”还有的同学说：“兄弟。”我写上了
“兄弟”二字。“‘好似’的同义词有哪几个？”“好像”、
“犹如”、“就像”，同学们叽叽喳喳。我写上了“犹如”
二字。张萌说：“老师，‘陌生人’与‘摇钱树’对。”就
这样一副对联对出来了。经过斟酌，议论，同学们普遍认为
下联改动一下感觉更好，那就是：一朝相见，咫尺天涯，骨
肉犹如陌路人。“横批呢？”我问。同学们略有所思。我提
醒：“为什么骨肉不相认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菲利普夫妇不
认兄弟呢？”贾鑫脱口而出：“钱！”“用个四字成
语。”“金钱至上！”十几个同学异口同声。我总结
道：“这正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
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说到这，下课铃响了，下一个环节
“人物形象分析”只能等到下节课上了。真遗憾！下一轮上
此课时我一定让各个环节再紧凑些，争取一节课完成好。

9月的反思

同样一个教案，今年上却没有了上一次的愉快、心满意足的
感受。第一个问题，说说文中的人物是怎样评价于勒的，就
这样一个简单、直观的问题很多同学就一点脑子都不动，找
的一塌糊涂。本来打算5分钟完成的一个环节，用了15分钟还
没结束，丧气得很。第二个问题：给这些评价分分类，再看
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反映出说话人对于勒的什么态度。
这个问题同学们回答的零零碎碎，往外蹦词，我提示一点，
就再说一个词，不提示，就不再说了。

对对联情节更没出现上一轮上此课的精彩，横批“金钱至
上”这个成语竟没有一个同学知道，只有隗_[说出个近义成语
“嗜钱如命”。有的同学说“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这与
“金钱至上”都有较大的意义区别。我提醒道，这个成语的
意思是把钱看得最重要，成语中带一个“钱”字，也没有提
醒出一个同学来！郁闷！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平时提问也挺多的，也



启发同学们多思考、多举手、多表达，但是到现在却培养出
一批木头！当然，重要责任在我，我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采
用的方法不对头，自以为备课很充分，可是忽略了学生的实
际。次要责任在学生，平时不读书，课余时间都花在电视、
电脑、手机上，家长管不来就不管，致使学生脑子中一片空
白。

唉，现在教语文真难啊！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八

分析《我的叔叔于勒》是初三年级的一篇讲读课文，是外国
文学作品中的名家名篇。从整个初中语文教材小说应完成的
教学目标看，要教会学生体会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叙述故事
情节、描写环境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本单元，本课教
材应完成的教学任务主要是：通过分析人物形象，学习其中
对比手法的运用，体会作者的态度感情，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里几乎没有人间亲情、友情，只有金钱的现实。使学生更加
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
质。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理解文章主题。

2、学习并应用本文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3、培养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调适自身心态，摒弃虚荣心
理，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

过程与方法



1、整体感知法

2、比较教学法

3、自主讨论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调适自身心态，
摒弃虚荣心理，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

学情分析绝大部分学生对学小说兴趣较大，他们很关注小说
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看过小说之后印象较深的就是故
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对于小说中的字、词、句，
大部分学生不会感觉有难度。这有利于调动广大同学的积极
性、主动性，有利于能力的培养、欣赏水平的提高。

教学分析

教学重点深入理解文本，分析人物形象

教学难点难点学习并应用本文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解决办法根据本课教材的特点，在分析人物、环境时，要抓
住一个“变”字，通过变化的对比，以及与《变色龙》的比
较，培养学生比较思维的能力。

教学策略在分析悬念铺排时，要扣住一个“巧”字，以达到
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自主讨论式的方法，增加学生的
参与机会，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并获得一定的学习方法，
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而欣赏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
形象，感悟文学艺术的美。

板书设计

我的叔叔于勒



莫泊桑

赞

钱、情

盼遇躲

本质

赶

教学环节教师活动学生活动教学媒体使用。

我的叔叔于勒教案篇九

【教学对象分析】

社会主义和社会人们也崇尚金钱，与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
有何本质上区别？对菲利普夫妇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从生
活实际出发，是评价不是批判，老师要鼓励和引导学生根据
自己的生活体会对小说人物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教学重点〗

探讨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古今中外，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反映出一个
时代，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小说叙述我的一家
人对于勒叔叔的态度的不断变化，就是想表达作者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

二、范读课文

1、学生板书生字词：

挣衣冠整齐栈桥恐怖糟蹋氓赖赚赔偿褴褛拟定别墅覆盖骄傲
撬牡蛎女婿哆嗦恭维煞白嘟囔保佑诧异狼狈不堪拮据与日俱
增十拿九稳福音书2、哪位同学能介绍一下本文作者莫泊桑。

三、自由朗读课文，进一步理解上述词语在本文中的含义

四、略读课文

小说围绕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变化，展开曲折的情节，
试根据下面的提示，从多角度，梳理一下课文的情节结构：

原因结果逻辑

期待破灭心理

开端发展高潮情节发展

悬念结局技巧

五、学生评价哪些同学讲得好，还有哪些不足或学到了哪些
写作技巧

〖教学反思〗

课前学生对生字词的预习不够，多音字、形近字混淆。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让学生认清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主人公
的人物形象，鼓励、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教学重点〗

人物分析。

〖教学过程〗

一、复习

二、朗读课文

以每分钟500字的速度，朗读课文。

三、讨论

引导学生了解人物心理，理解小说的主题，鼓励学生得出自
己的见解，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和对小说人物的分
析，得出结论。

板书：

我的叔叔于勒

挥霍家产经商发财衰败穷困

惧怕憎恨奉为福星深恶痛绝

四、拓展练习



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课文进行创造性探究。

〖教学反思〗

学生比较合理地围绕主题，再创造，特别是在拓展练习时，
平时极少发言的2个学生，也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同学共同探
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