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汇总8篇)
简历是求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面
试机会。为了提升团队合作和沟通效果，我建议我们可以开
展团队建设活动，增进成员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一

一、导入  课文，简介作者，解释文题。

说明：可参看“教学设计（a）”。

二、学生阅读课文，疏通字句，理清结构。

1．根据注释默读课文。

掌握下列字的读音：

隶扳谒称泯耶

掌握下列加点字的含义：

父异焉书侍立就邑人奇之宾客其父或以钱币利其然

环谒偶然受于天固众人伤仲永

说明：强调词性活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二

知识目标：

1、积累重要的文言词语，掌握它们的音、形、义；



2、朗读课文，整体感知内容；

3、译读课文，把握文意，掌握课文结构；

4、思读课文，把握作者的观点，理解文章所要讲明的道理。

能力目标：

让学生借助工具书，课下注释，能自己释义、翻译，培养学
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德育目标：

让学生明白成才与后天努力学习之间的关系，培养勤奋好学
的习惯。

1、重点：朗读背诵这篇文言文，积累文言词语，培养学生阅
读文言文的能力。

2、难点：把握作者的观点，理解文章所要讲明的道理。

朗读——理解——讨论

多媒体课件

1、多媒体课件展示《古希腊演说家得摩斯梯尼的故事》，引
出课题。

2、出示课题，明确课题中的“伤”的含
义，“伤”——“为……哀伤”或“感伤、叹惜”

3、课件展示：走近王安石（作者简介）

4、老师范读课文，要求学生听准字音，听清节奏。



5、课件展示重要字词，让学生认读，并抄写。

6、课件展示几个重点句子的节奏划分，老师强调并让学生反
复读。然后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在熟读的基础上把握句读，
整体感知内容。

7、检查朗读情况，纠错、评价，再分组读、齐读课文。

8、课件展示课文内容（无标点），分组抽学生代表来读，小
组之间互相评判。

9、要求学生对照注释，借助工具书，口译课文，遇到译不通
的地方，可以请同学帮助，也可以请老师帮助。之后老师检
查最后一段的翻译情况。

10、课件展示练习题，检查学生对重点字词的掌握情况。

11、让学生默读课文，思考几个问题，理清本文的结构：

（1）依据表达方式，如何把课文分成两大部分？

（2）仲永的变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3）作者的议论说明了什么道理？

以上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在回答的同时，课件分步展示
如下内容：

仲永变化的——（生五年）指物作诗立就

第一个阶段

叙仲永变化的——（十二三）不能称前时之闻

第二个阶段



仲永变化的——（又七年）泯然众人

第三个阶段

议：作者主要强调了后天的努力学习、接受教育对成

才的重要作用。

12、议一议，说一说：

（1）由方仲永所想到的

（2）说说你所知道的有关“天才与勤奋”的名言警句或古人
勤学的故事。

13、课件展示几句名人名言和古人勤学故事举例。

14、作业：熟背课文。

15、结束这节课。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三

教学目标：

(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自己利用课文注释和工具
书读懂课文。

(二)熟读课文，背诵课文。

(三)抓住本文借事说理的特点，弄清材料与观点的关系，理
解作者的思想观点。

(四)注意本文详略得当的写法，揣摩精当的语言。



教学重点、难点：

(一)抓住本文借事说理的特点，弄清材料与观点的关系，理
解作者的思想观点；

(二)注意本文详略得当的写法，揣摩精当的语言。

(三)1、几个句子的停顿。

2、几个用法特殊的词。

3、几个难句的大意。

教时：两课时

预习要求：

1、掌握下列字的读音及意思：

隶、扳、谒、邑、称、泯、矣、焉、耶

2、朗读课文，画出文中不清楚停顿的句子。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古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千古名言，一
语道破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它告诉我们，一个人
只有不断的学习、终生学习，才能与时俱进，成为顺应时代
的有用之才。反之，如果你不进行学习，不接受教育，哪怕
你是一个神童、一个天才，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销蚀成一
个庸才、甚至蠢材。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伤仲永〉〉



里的主人公方仲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二、检查预习

1、检查预习一：指名朗读，师生共同指正。

2、检查预习二：由学生提出，师生共同指正。学生齐声朗读。

可能出现的句子停顿：

1、仲永/生五年2、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
名

3、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4、自是/指物做诗/立就，其文
理/皆有/可观者

5、传/一乡秀才/观之6、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7、余闻之也/久8、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

3、全班齐读全文。

三、作者作品简介

提问：这是王安石的作品。哪位同学了解王安石以及他的作
品，来给大家谈谈?

本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作者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
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做官后，向朝
廷上万言书，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继而推行各项政治革新，
取得一定成就。但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两次被罢相。
晚年封为荆国公，谥号“文”。著有王临川集、王文公文集，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四、题解



本文是一篇随笔。随笔，即随手笔录，不拘一格。是散文的
一种。古代随笔常借一件事来抒发作者的情感或阐述某种观
点。短小活泼，意境隽永。

提问：谁能说说题目“伤仲永”的“伤”是什么意思?

哀伤，叹息。表达了作者的感情。

五、自读课文，掌握大意

王安石哀叹方仲永什么呢?请同学们带着这个疑问，自由朗读
课文一遍。

(一)学生自由诵读。

(二)学生自读课文。利用课文注释和工具书、参考老师补充
注释(可四人小组探讨)，掌握大意。

(1)理解几个用法特殊的词

1、“即书诗四句”书：名词活用为动词，写。

2、“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日：名词活用为状语，每天。

3、“邑人奇之”奇：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对…感到惊奇。

4、“稍稍宾客其父”宾客：名词活用为动词，把…当宾客招
待。

5、“父利其然也”利：名词活用为动词，认为有利。

(2)理解几个词语

1、“养父母”养：赡养。2、“传一乡秀才观之”一乡：全
乡。



3、“或以钱币乞之”或：有的人。4、邑人：同县的人

5、“从先人还家”从：跟从。6、“前时之闻”：以前听到
的名声。

7、“卒之为众人”卒：最终。众：普通。8、“如此之贤
也”贤：(有)才能。

9、“且为众人”且：尚且。10、“固众人”固：本来。

(3)理解下列句式

1、“不使学”省略句，省略了宾语，即“不使(之)学”：不让
(仲永)学习。

2、“还自扬州”倒装句，正确的语序是“自扬州还”：从扬
州回家。

(四)翻译课文。要求一人一句，注意词义正确。

(五)初步感知课文：掌握了文章大意之后，我们明白了作者
为什么要“哀叹”仲永了吗?

六、全班再一次诵读课文

七、教师小结

本文记叙了一个神童最终“泯然众人”的故事，流露出了作
者的惋惜之情。那么，作者在文章中表露了自己怎样的观点
呢?我们又能得到那些启示呢?下堂课，我们再进一步学习，
教案《伤仲永》教案》。

八、作业

1、抄写课文及文下注释一遍



2、熟读课文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二、全班齐读课文。

三、把握课文内容：

(一)方仲永的变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幼时天资过人，具有作诗才能。

第二阶段：十二三岁时才能衰退，大不如前。

第三阶段：又过七年后变成平庸之人。

四、学习第一阶段(1)

(1)文章首句交代了什么?

---交代了籍贯、身份、姓名、家世。

(2)介绍方仲永的家世有什么作用?

---世隶耕“：三字交代了身份、家世，是对”未尝识书
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
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

(3)方仲永的天资过人，表现在哪里?在课文中找出原句。

--”忽啼求之“；”即书诗四句“；”指物作诗立就，其文



理皆有可观者“。

(4)”啼“：一个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

(5)”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
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

(6)”奇之“”宾客其父“”乞之“：三言两语就从旁衬托出
方仲永的杰出才华。

(7)”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
贪图小利、愚昧无知的形象。

(8)”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也点明了仲永终未成大器
的原因。

(9)方仲永的父亲为什么不让儿子读书学习?

原因主要有二：(1)贪财(2)目光短浅，愚昧无知。

(10)；朗读、尝试背诵。

五、学习第二、三阶段(2)

(1)请一位学生朗读。

(2)开头一句有何作用?

承上启下(过渡句)

(3)方仲永后来有何变化?他的结局又是如何?(原文回答)

一”见“，一”闻“，一”问“。仅以一”见“一”
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



(4)方仲永由天资过人变得”泯然众人“，原因是什么?

从方仲永个人情况看，原因是”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
于邑人“，贪图小利，目光短浅，而”不使学“。从道理上
说，原因是作者在后面的议论中所认为的那样，方仲永”受
之于天而“卒之为众人矣”，是因为“其受于人者不至”，
即没有受到后天正常的教育。

(4)全班齐读。

六、默读(1)(2)段，说说这两段的表达方式。

--记叙。

七、学习第(3)段。

(1)男同学朗读。

(2)这一段又用了哪种表达方式?

--议论。

--作者认为，二者之间，后者更为重要，即后天教育对一个
人是否成才是至关重要的。

(4)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作者怎样的人才观?

--作者认为人的才能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是天赋
很高的人，如果不接受教育和培养，也会变成平庸无能的人。

(5)齐读第(3)段。

八、文章叙述

方仲永才能初露时的幼时阶段详写；理由：这样安排暗含了



文章的主旨，是符合作者意图的；详写这一阶段，意在说明
一方面“仲永之通悟”确实是“受之天”，有先天的因素；
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埋下了才能衰退的种子，
即“父利其然也，…，不使学”。以方仲永为反面的例子，
来说明“受之人”即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九、默读全文

本文寓理于事，通过方仲永5岁到20岁才能发展变化的故事，
说明了人的天资和后天成才的关系。

由此看来，人的成长，关键在后天接受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像方仲永这样天赋高的神童，不学习，最终也变成了普通人
一样。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更要努力学习，不然想成为一
个平常的人恐怕都办不到。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
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希望你们珍惜读书机会，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一个对国家、
对社会有用的人。

十、即堂完成课后练习四。

十一、作业

1、完成文后练习三

2、摘抄有关“天才与勤奋”的名言警句5条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四

1、面向学生：中学生

2、学科：语文

3、课时：1



4、学生课前准备：

1）查阅资料，了解王安石这个人物。

2）初读课文，解决字词

3）利用注释和工具书，读懂课文。

【教学课题】

本课是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五篇课文，这是一篇借事说理的文
言文，，学习本课需要完成以下教学目标：

1）掌握重点文言词的意义及用法，理解重点语句的含义。

2）理解课文内容，能复述文中的故事

3）懂得后天接受教育及学习的重要性，养成爱学习的好习惯

【教材分析】

1、课文所处位置及作用

《伤仲永》是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的第五篇课文，
是这一册的第一篇文言文。这个单元安排的是以“成长”为
主题的文章，通过了解课文中人物的成长历程，让学生能够
正确对待成掌中的苦与乐、得与失、成与败。

《伤仲永》是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写的一篇议论文，作者由方
仲永的故事引发议论，说明“一个人能否成才，与天资有关，
更与后天所受的教育及自身的学习有关”这一道理，使学生
认识到勤奋学习的重要性。

2、课文解读



本文借事说理，以方仲永的实例，说明后天教育对成才的重
要性。文章分两部分：叙事部分写方仲永的成长故事；议论
部分则表明作者的看法，指出方仲永才能衰退是由于“受于
人者不至”，强调了后天教育的重要。

本文的语言十分精当，平实而又不乏感情色彩。

【学情分析】

作为初一学生来讲，学习古文还是比较吃力的，因为他们接
触的古文篇目不多，

对古文仅仅有点初步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仔细引导学生，
在认真领悟课文意思的基础上做主题等方面的探究。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掌握重点文言词的意义及用法，理解重点语句的含义。

2、理解课文内容，能复述文中的故事。

3、通过朗读课文，领悟蕴涵道理，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合作
探究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

情感态度价值观：

1、理解作者对人才毁灭所做的挽歌，体味作者对家庭和社会
的不良风气对人才的摧残。

2、懂得后天接受教育及学习的重要性，养成爱学习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通过朗读课文，疏通文意，了解故事内容，领



悟蕴涵道理；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理解纵向对比的写法；

【教学方法】诵读法、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法、情境教学法

【教学思路】激情导入―整体感知―合作探究―拓展延伸―
课堂小结

【教学过程】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五

《伤仲永》本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作者王安
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
家、文学家。做官后，向朝廷上万言书，提出政治改革的主
张。继而推行各项政治革新，取得一定成就。但由于保守派
的强烈反对，他两次被罢相。晚年封为荆国公，谥号“文”。
著有《王临川集》、《王文公文集》，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自己利用课文注释和工具
书读懂课文。

(二)熟读课文，背诵课文。

(三)抓住本文借事说理的特点，弄清材料与观点的关系，理
解作者的思想观点。

(四)注意本文详略得当的写法，揣摩精当的语言。

抓住本文借事说理的特点，弄清材料与观点的关系，理解作
者的思想观点;

注意本文详略得当的写法，揣摩精当的语言。



教时：两课时

一、导入

古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千古名言，一
语道破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它告诉我们，一个人
只有不断的学习、终生学习，才能与时俱进，成为顺应时代
的有用之才。反之，如果你不进行学习，不接受教育，哪怕
你是一个神童、一个天才，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销蚀成一
个庸才、甚至蠢材。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伤仲
永〉〉里的主人公方仲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二、检查预习

1、检查预习一：指名朗读，师生共同指正。

2、检查预习二：由学生提出，师生共同指正。学生齐声朗读。

可能出现的句子停顿[可根据需要投影]：

1、仲永/生五年 2、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
名

5、传/一乡秀才/观之 6、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

7、余闻之也/久 8、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

请一位朗读比较好的`学生范读一遍课文，教师随时指正。

全班齐读全文。

三、作者作品简介

提问：这是王安石的作品。哪位同学了解王安石以及他的作



品，来给大家谈谈?

(学生讲述)

[投影]

四、题解

(教师)讲述：本文是一篇随笔。

[投影]随笔，即随手笔录，不拘一格。是散文的一种。古代
随笔常借一件事来抒发作者的情感或阐述某种观点。短小活
泼，意境隽永。

(教师)提问：谁能说说题目“伤仲永”的“伤”是什么意思?

明确：哀伤，叹息。表达了作者的感情。

五、自读课文，掌握大意

(教师)讲述：王安石哀叹方仲永什么呢?请同学们带着这个疑
问，自由朗读课文一遍。

(一)学生自由诵读。

(二)学生自读课文。利用课文注释和工具书、参考老师补充
注释(可四人小组探讨)，掌握大意。

教师补充课文注释[幻灯]

(1)理解几个用法特殊的词

1、“即书诗四句”书：名词活用为动词，写。

2、“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日：名词活用为状语，每天。



3、“邑人奇之”奇：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对……感到惊奇。

4、“稍稍宾客其父”宾客：名词活用为动词，把……当宾客
招待。

5、“父利其然也”利：名词活用为动词，认为有利。

(2)理解几个词语

1、“养父母”养：赡养。2、“传一乡秀才观之”一乡：全
乡。3、“或以钱币乞之”或：有的人。 4、邑人：同县的
人5、“从先人还家”从：跟从。 6、前时之闻：以前听到的
名声。7、“卒之为众人”卒：最终。众：普通。8、“如此
之贤也”贤：(有)才能。9、“且为众人”且：尚
且。10、“固众人”固：本来。

(3)理解下列句式

学生质疑，教师点拨。

(三)检测自读效果。四个大组口答竞赛。(要求学生合上书
本)

[幻灯](1)朗读下列句子，要求读准句中的停顿

1、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2、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

3、自是指物做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4、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

(2)解释下列加点的词语



1、父异焉 5、环谒于邑人

2、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6、泯然众人矣

3、稍稍宾客其父 7、贤于材人远矣

4、或以钱币乞之 8、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四)翻译课文。要求一人一句，注意词义正确

(五)初步感知课文：掌握了文章大意之后，我们明白了作者
为什么要“哀叹”仲永了吗?(学生回答)

六、全班再一次诵读课文

七、教师小结

本文记叙了一个神童最终“泯然众人”的故事，流露出了作
者的惋惜之情。那么，作者在文章中表露了自己怎样的观点
呢?我们又能得到那些启示呢?下堂课，我们再进一步学习。

八、作业

1、 抄写文下注释一遍

2、 熟读课文，背诵最后一段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六

（一）知识和技能

1.利用课文注释和工具书，疏通字词，掌握文章大意。

2.感受课文详略处理得当的叙述特点。



3.理解文章内容和中心思想，领悟文章所蕴含的深刻道理。

4.体察、品味课文精当、朴实的语言，积累文言词汇。

(二)过程和方法

1.指导学生诵读和翻译理解课文。

2.培养学生的自学文言文的能力和兴趣。

3.疏通字词，了解课文内容，理解作者思想观点。

4.引导学生写读后感。

(一)教学重点

1.朗读课文，正确掌握句中的停顿。

2.掌握有关字词的读音或意思，积累一些文言词汇。

(二)教学难点

1.翻译文言文的方法和技巧。

2.理解“受之天”与“受之人”的关系。

3.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

教学时数1课时

一、导语设计生(齐读):语文大讲堂，家家展风采，有你有我
更精彩。(老师将此内容提前写在小黑板上，上课时出示给学
生.)

师：同学们，今天的语文大讲堂节目，老师将带领大家一起



走进王安石的《伤仲》(板书标题)

教学活动前的准备工作。老师将全班8个小组分成四个“代表
队”。

每联在一起的两小组作为一个“代表队”。并在课前准
备“黄队”、“红队”、“绿队”和“蓝队”四个标志牌，
将其分别放在各“代表队”前面。同时把黑板平分四等份，
从左至右分别写上这4个“代表队”名称。然后公布平分细则。
即实行积分制，每一关总分以10分记，纪律好加2分，否则
扣2分。在有限的时间内内容答对、读准确、翻译正确的给满
分。同时教师宣布自己为主持人兼评委，记分由学生记。

二、课堂教学五步曲——

(一)走进语文大讲堂第一关：过生字词关。

规则：每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完黑板上的生字词，同队人发
现错误可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改正，改对将不扣分，改错照常
扣分，是多音字的要注完其余的音，否则不能给满分，如其
他队无人回答别队可抢答。

（二)走进语文大讲堂第二关：过朗读关。

规则：阅读声音洪亮给1分，阅读整齐给0.5分，本队的人全
读给1分，如有人没读一1

人次将扣0.1分，全部都读跟着课文走给0.5分，本队有人说
话将扣0.4分，找出其他队错误其他队所扣分将加入本队。

师：每个“代表队”读一遍课文，教师根据各“代表队“朗
读的整齐程度，音量强弱，节奏快慢，准确程度进行加分。
并公布在黑板上。(教师点评时及时纠正读错的地方。)



(三)走进语文大讲台第三关：过翻译关。

师：把课文分成四个板块，然后各“代表队”派代表抓阄确
定翻译任务。学生可结合课文注释、工具书以及上下文意思，
甚至各代表队成员的合作来完成翻任务。教师根据各代表队
成员对重点字词句的翻译情况进行加分。同时对重点字词句
给予强调。

黄队代表（本队可推选或自愿)：翻译从文章开头到“传一乡
秀才观之”。

红队代表：翻译第三段。

绿队代表：翻译从“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到第一段末。

蓝队代表：翻译第二段。

(四)走进语文大讲台第四关：过赏析关。

规则：

1、根据老师给出题目，在规定时间内回答问题，缺一点
扣0.5分最多扣1分。

2、如回答声音小扣0.5分回答时间内同组人可补充，如同组
有人说话，扰乱纪律扣1分。

3、不能带资料上黑板，也不能用资料念读，只可课余参考。

4、教师可根据各代表队的分析情况进行加分。学生可用原文
作答，也可总结回答，各队员也可补充。

师:黄队研讨：课文为什么详写方仲永才能初露时的情形?

生（代表队内部讨论并归纳）：



师:红队研讨：方仲永的变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用
概述语言总结。)

生（代表队内部讨论并归纳）：

师:绿队研讨：方仲永由天资过人变得“泯然众人”的原因是
什么?

生（代表队内部讨论并归纳）：

师:蓝队研讨：最后一段的议论讲了什么道理?

生（代表队内部讨论并归纳）：

(五)走进语文大讲台第五关:过体会关。

师:每个代表队分别派一位代表谈一谈学这篇课文的收获。角
度新颖，内容具体，表达流畅。同时给各代表队相应加分。

黄队代表发言:（略）

红队代表发言:（略）

绿队代表发言:（略）

蓝队代表发言:（略）

教师总评。将4个代表队过每一关所得分加起来，得最高分的
代表队为本节语文大讲堂的“冠军队”，并要求全班同学举
起双手，给“冠军队”一个掌声作奖励，课堂教学活动在愉
快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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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七

1、熟读、朗诵课文，积累文言词汇。

2、理清文章脉络，了解借事说理、详略得当的写法。

3、感悟文意，认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1、积累文言知识。

2、认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体会文章详略得当的写法。

合作探究、诵读品味。

引导对话、感悟体验。

1、学生：

查工具书，认记字词，疏通文意，组织辩手、辩词。

2、教师：

准备歌曲《爱拼才会赢》，指导学生准备课堂辩论。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引导学生读句“一个人能否成才，与天资有关，更与后天教
育及自身学习有关”让学生讨论：天资与后天教育对成才哪
个重要？，而后发表看法。（根据学生意见把学生分成两组）

今天我们学习王安石的《伤仲永》让我们在品学中感悟真知、
品析事理，体味怎样才能成才的人生真谛吧！

简介作者：请1～2名学生根据积累的知识介绍王安石，教师
适时补充。

二、多元感知，品悟分析

1、投影出示课文原文，找一生读文，其他学生纠错、正音。

2、学生自读全文，指出疑难，投影出示重点词句，师生释疑。
（生问生答、师生对话）

3、学生分小组合作再读文章，探究文意，要求用自己的话讲
述方仲永的故事。（学生合作研析、全班交流）

（学生小组分析）

第一阶段：“仲永生五年……可观者。”写方仲永天资过人、
才能出众；

第二阶段：“……不能称前时之闻”写仲永才能衰退；

第三阶段：“又七年……泯然众人矣。”写仲永变成一个平
庸之人。

6、再读分析仲永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仲永的事例，昭示了一
个什么道理？

7、文中哪些文句能体现这个道理？



（引导分析最后一段）

8、通过我们上述分析，你认为作者对方仲永的态度和情感如
何？

明确：“伤”。写可伤之事，说何以可伤之理，字里行间流
露出对一个神童最终“泯然众人矣”的惋惜之情，对“受于
天”而“受于人者不至”者的哀伤之情，态度鲜明。

三、巩固训练，交流感悟

1、朗读全文，深入感悟。

2、学生交流自己读文所感。

四、课下准备，参与活动

根据课始时的分组情况及学生此时意见将学生分成两组。要
求学生明确辩题，确定辩手，搜集材料，准备课堂辩论。

第二课时

了解借事说理、详略得当的写法。通过辩论深入认识后天教
育的重要性。

一、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天资聪颖”“受于天”而“受于
人者不至”的方仲永，这节课我们将通过研读、品味课文，
对文章所昭示的道理做以深入感知。

二、精读研析

请大家细读课文，分组讨论分析：



1、课文可分几部分？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重点是哪个部
分？

可分两部分，先叙事，后说理，由事入理。两部分是证明与
被证明的关系，重点是议论、说理。

2、叙事有详有略，哪些详？哪些略？为什么这样安排材料？

是为了更好的突出中心，详写方仲永才能初露是为了突出他
的神童天赋，与后来的“泯然众人”形成反差，从而突出后
天教育的重要性。

三、体验反思

活动一：辩论

题目：成才的关键

正方：后天教育是成才的关键

反方：天资聪颖是成才的关键

学生通过辩论明确“受于天”与“受于人”的关系，深入认
识后天教育的重要。教师适机点拨，让学生学习本文说理的
方法，通过列举名人、身边人的事例；列举名人名言、讲道
理等初步体会议论文的`写作方法。

活动二：审视自我，超越自我

通过刚才的辩论大家认识到了天资与后天教育各自对成才的
作用，请你审视一下自己，你属于哪类人呢？学习了《伤仲
永》这篇文章你对今后的学习生活有何设想？（鼓励学生积
极发言，交流己见）

四、教师小结，情感激励



大家的看法很好，正如《为学》一文中所言“昏庸聪敏之用
岂有常哉？”，也正如大发明家爱迪生所说“天才是百分之
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一样，后天努力，后天学
习，后天教育至关重要。相信大家定会以仲永为鉴，从今做
起，努力学习，刻苦拼搏，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挫折，
请大家记住：“相信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坎坷，最终于你的
永远是希望！爱拼才会赢！”

多媒体播放歌曲《爱拼才会赢》片段，余音中结束本课。

伤仲永教学设计第一课时篇八

1、导语

爱迪生有一句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
十九的汗水”，唐代文学家韩愈曾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
这些话语都告诉了我们勤奋学习对于成材的重要性。但遗憾
的是，一些人并未懂得这个道理，自恃天才，结果沦为庸人，
方仲永就是其中一例。

2、作者作品介绍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
家、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晚年封为荆国公，谥
号“文”，著有《王临川集》、《王文公集》。

3、题解

伤：哀伤、叹息，表达作者对仲永的哀伤、叹息之情。

1、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需要注意的字音有：攀、谒、
称、泯、卒。

2、大声自译课文，勾画出不理解的字词句。



（1）难以理解的字词有：

（2）难以理解的句子有：

3、处理完难以理解的字词句之后，再读课文，请一位同学用
自己的话为我们复述这个故事。

在金溪有一个贫民叫方仲永，他家世世代代都是耕田的。仲
永的命运本来可以改变，因为他小时候很聪明，五岁时就能
作诗，如果他的父亲能够好好培养他，那他将来肯定能有一
番作为，可惜他的父亲经不住利益的诱惑，不让他读书，整
天带着他四处拜访、炫耀，过了几年，仲永的才能大不如前
了，又过了几年，仲永最终沦为了一个平庸的人。

4、方仲永的变化经历了那几个阶段？三个

（1）“仲永生五年，指物作诗立就”，天资过人。

（2）才能衰退。

（3）完全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人。

5、方仲永由天资过人，最后“泯然众人”的原因是什么？

（1）父利其然。。。不使学。父亲贪图小利，目光短浅。

（2）、王安石说：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

6、王安石在最后一段的议论说明了什么道理？

强调了后天勤奋学习、接受教育对成才的重要性。先天再聪
明，后天不勤奋学习是没有用的。

1、平时积累了哪些关于勤奋的名言警句。



勤出智慧，勤能补拙。

一勤天下无难事。

爱迪生：“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
水”。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

2、知道哪些通过勤奋成材的事例。

（1）马克思，辛苦40年写成《资本论》。

（2）司马迁，足遍天下，写成《史记》

（3）歌德，耗时58年，著有《浮士德》

（4）贝多芬，勤学苦练，成为了音乐家。

（5）海伦凯勒，不懈努力，成为了文学家。

（6）霍金，克服了身体的残障。成为了科学家。

同学们，我们能不能联系自身实际想想呢？我们都不笨，但
为何有的同学成绩好，有的却不够理想呢？应该是我们的努
力还不够吧！古人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相信，通过我
们的勤奋努力，我们会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