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陶罐和铁罐 陶罐和铁罐教案(大
全16篇)

总结时，我们也应当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并结合自己的理
解进行提炼。- 撰写销售报告和销售计划，参与销售团队的
会议和培训等。

陶罐和铁罐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通过铁罐与陶罐的对话，体会理解 “奚落”一词的意思。

2、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掌握抓住人物的神态、语言体会人物特点的方法。

4、理解陶罐的谦虚宽容和铁罐的傲慢无礼以及懂得课文所蕴
含的道理。

过程与方法：

1、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抓住人物的神态、语言来感受陶罐和铁罐的形象。

3、通过自由读、同桌读、师生读、分角色读等朗读形式来表
现陶罐和铁罐的不同态度。

4、抓重点词、句体会陶罐和铁罐的态度。

5、通过搜集信息和听取信息资料的途径，了解铁罐无影无踪



的原因。

6、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表达对阅读文本的独特感受。

情感、态度、价值观：

1、学习全面地看问题。懂得各人有各人的长处，无论什么时
候都不能骄傲自大，要正视自己的弱点。

【教学难点】：

通过陶罐说的：“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来互相碰
撞的。” 理解通过陶罐和铁罐的对话，体会陶罐的谦虚却不
软弱，并能够有感情的朗读陶罐的语气。

【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设计】

一、激趣导入，引出新课。

1、师：孩子们，你们还记得这两个朋友吗？

出示图片：陶罐、铁罐

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第27课。齐读课题

2、师：请你读读这些词：

1）谦虚、恼怒、朴素、傲慢、骄傲、轻蔑

根据我们对课文的初步了解，它们哪些是用来描写陶罐的，
哪些是用来描写铁罐的？

看来，我们对陶罐和铁罐已经有了初步的印象。



2）奚落：课文中写的是谁奚落谁呀？

读读这句话：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它。

除了铁罐奚落陶罐，你还读出什么了？

二、  进入文本，品读理解；

（一）细读2-9自然段

1、师：这一天，铁罐又来奚落陶罐了，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事呢？

课件出示学习要求：

请你默读2——9自然段，边读边思考：

1、铁罐是怎样奚落陶罐的？

2、面对铁罐的奚落，陶管又是怎样说？怎样做的？

3、铁罐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       ）。

陶罐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       ）。

好了，快打开书，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起来学习吧！

2、师：最初让你感到铁罐傲慢的是哪一句呀？

［课件］“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问。

指名读。

师：怎么样问的？你能读出铁罐的傲慢吗？



面对铁罐的奚落，陶罐却是怎样说的？

［课件］“不敢，铁罐兄弟。”陶罐谦虚地回答。

你听出什么了？

你能把陶罐的谦虚读出来吗？

同桌同学分角色试着读一读。

3、谦虚的陶罐使铁罐停止了对他的奚落了吗？

铁罐又是怎样奚落陶罐的？

“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铁罐说，带着更加轻蔑
的神气。

师：这一次奚落和前一次有什么不同吗？

你能把它的不同读出来吗？

4、它这样奚落陶罐，可陶罐还只是 “谦虚”的回答吗？

读一读。

［课件］ “我确实不敢碰你，但并不是懦弱。”陶罐争辩说，
“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来互相碰撞的。说到盛东
西，我不见得比你差。再说……”

（1）你从哪看出来的？

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来互相碰撞的。

师：它想向铁罐说明什么呀？



板书：就是   不是

（2）“再说……”陶罐子还想说些什么呢？（不会生锈、美
观）

（3）陶罐是怎么样说这些话的？（争辩）

如果我们把“争辩”改成“争吵”好不好？为什么？

师：如果你就是陶罐，你要怎样向铁罐争辩呢？试着读一读。

师生配合读：我来做铁罐，谁来和我争辩。

5、师：“住嘴！”铁罐恼怒了，“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
你等着吧，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我却永远在这里，
什么也不怕？”

6、你们来做陶罐：该怎么说：“何必这样说呢？”陶罐
说，“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有什么可吵的呢！”

7、师：“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走
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碰成碎片！”

8、师：铁罐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奚落陶罐的，它的态度也
从最初的傲慢到更加轻蔑到恼怒而越来越恶劣。

可陶罐却始终那么的谦虚！最终它不再（理会铁罐）了。

9、 你们能把它们不同的态度读出来吗？同桌同学分角色试
一试。

请1-2个小组汇报。



陶罐和铁罐篇二

这篇童话故事讲的是国王御厨里的铁罐自恃坚硬，瞧不起陶
罐。埋在土里许多年以后，陶罐出土成为文物，铁罐却化为
泥土，不复存在。故事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要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处，相互尊重，和睦
相处。

本课的教学重点是通过陶罐和铁罐对话、神态的描写，了解
铁罐的傲慢无礼和陶罐的谦虚而不软弱；理解课文讲的道理
是教学的难点。教学中，我抓住了以下两点进行教学。

一、抓对话、重朗读

课文内容简单易懂，生动有趣，教学中放手让学生自读，在
自读感悟的基础上，教师作适当的指导。引导学生抓住陶罐
和铁罐的对话，以及表现陶罐和铁罐说话时的不同神态、语
气，体会他们的不同内心活动。比如：通过“你敢碰我
吗？”“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 可以
看出铁罐的自以为是，傲慢无理。通过“不敢，铁罐兄
弟。”“何必这样说呢？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可以看到陶
罐的谦让宽容。在学生自读后，教师检查学生自读的情况。
提出问题、组织讨论的方式进行检测：陶罐和铁罐是怎样对
待对方的？让学生找出对话部分，反复读，根据课文对陶罐、
铁罐语言、神态的具体描写，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铁罐
傲慢、蛮横无礼；陶罐的谦虚、友善、宽容。

二、以对比、悟品格

在品析人物对话时，采用对比的方法，让学生体会陶罐和铁
罐不同品格。教学第二部分许多年过去了，陶罐和铁罐发生
了什么变化呢？在比较中让学生明白：在这里铁罐的可悲下
场和陶罐不朽的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一步让学生领悟；
陶罐出土后，依然惦记着曾经对自己并不友好的铁罐，从中



感受陶罐的善良之美。

今天这节课的教学，比较圆满地完成了预设的教学要求，达
到了预设的教学目标，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得主动，练得积极，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话的练读中。从孩子们的朗读和发言
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已经体会到了陶罐的谦虚宽容，也感受
到了铁罐的傲慢无礼，这时，明白故事所蕴含的道理自然也
就水到渠成了！

陶罐和铁罐篇三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师：读课文时要注意：读准拼音，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个
怎样的故事？

生自由读课文，师巡回

2、检查字词，扫除阅读障碍。

幻灯出示词语：奚落、傲慢、轻蔑、恼怒、谦虚、争辩、懦
弱、羞耻

指名读——齐读

3、整体感知：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生1：课文讲了铁罐看不起陶罐。

生2：课文讲了铁罐很骄傲。师：这是你的感受。

生3：课文讲了陶罐很谦虚。师：这是你的感受。

师点拨：指生1，你只讲了一部分，谁能把它讲完整。



生：铁罐看不起陶罐，结果是铁罐不在了，陶罐仍在。

三、学习课文1-9节，感悟铁罐的骄傲、陶罐的谦虚。

1、师：再读课文1-9小节，你仿佛看到了一个怎样的陶罐和
铁罐？

生自由读课文

2、交流

生1：这是一个谦虚的陶罐。师板书：谦虚

生2：这是一个骄傲的铁罐。师板书：骄傲

3、品读感悟

师：从那些地方感到铁罐的骄傲？

幻灯出示句1：

“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问。

指名一生读后，师问：你为什么读得那么用力？

生：铁罐很傲慢。

师再指名生3人——齐读

师：你们发现了什么？

生：铁罐很凶。

师：你们看，陶罐称铁罐为——



生：铁罐兄弟。

师：而铁罐称陶罐为——

生：陶罐子。

师：是啊，陶罐称铁罐为“兄弟”，把他当作朋友，而铁罐
却称陶罐为“陶罐子”，铁罐看不起陶罐。再读句子，感受
铁罐的傲慢。

生读句子。

师：还有从那里看出铁罐的傲慢？

幻灯出示句2：

“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铁罐说，带着更加轻蔑
的神气。

回应句1，师：明知陶罐不敢，却偏要抓住它的弱点进行发问，
目的是——

生：嘲笑陶罐。

师：抓住对方的弱点，来嘲笑对方，课文是哪一个词？

生：奚落。

师：如果你的陶罐，你会怎么争辩？

幻灯出示句3：

“我确实不敢碰你，但并不是懦弱。”陶罐争辩说，“我们
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来互相碰撞的。说到盛东西，我
不见得比你差。再说……”



学习多音字“盛”

幻灯出示句4：

“住嘴！”铁罐恼怒了，“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
吧，要不了几天……”

生齐读

师：你怎么把小脸都读红了?

（师问的学生没有回答）另一生：因为他很恼怒，所以把脸
都读红了。

师：恼怒的读一读。

师指名一生读

师：你没有恼怒。

指名读

师：你恼怒了，可语气却是心平气和的。

指名读（学生笑了）

师：同学们的笑声告诉你真的恼怒了。

生齐读

师：面对恼怒的铁罐，陶罐怎么面对？

幻灯出示句5：

“何必这样说呢？”陶罐说，“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有什



么可吵的呢！”

朗读，理解“和睦相处”，体会陶罐的友善

幻灯出示句6：

“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铁罐
说，“走着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碰成碎片！”

4、分角色表演

生：想！

师：先跟同桌练一练

生练

（2）指名两人上台展示（鼓励学生忘记了可以用上自己的词）

四、写话

1、幻灯出示：

劝一劝：  

师：二选一，选自己感兴趣的一句写一写

生埋头练写，师巡回指导

2、交流

3、引趣

师：他们的故事完了吗？刚才你们演了电视剧的第一集，下
面还有第二集，我们下一节课再学习。



五、布置作业：收集课文中的好词好句。

铃声已响，学生带着作业离开教室

陶罐和铁罐篇四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寓言蕴含的道理。

2、联系已学课文和生活经验加深对寓言的理解。

3、分角色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寓言蕴含的道理

课时划分：一课时

教具准备：陶罐和铁罐各一个、陶罐和铁罐的头饰各一个、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观察陶罐和铁罐实物，师生谈话。

生：……

师：同学们再看，铁罐上的这些黑点是什么？

生：……

生：……



师：现在谁能说说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指名回答）

生：……

2、引入新课，板书课题。

师：既然是都有优点和缺点，就该相互学习才对，可有人却
只看到了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是谁呢？学了
《陶罐和铁罐》这则寓言，同学们就知道了。（板书课题：
陶罐和铁罐）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指名读，纠正字音。

师：听了刚才这些同学的朗读，你想说点儿什么呢？

2、看书听录音，思考问题。

同学们预习的真棒，老师真高兴！下面，我们边看书边听录
音，想一想：文中讲到的陶罐和铁罐，你喜欢谁？为什么？
（播放课文录音）

3、师生交流，议答上面的问题。

师：说说看，你喜欢谁？不喜欢谁？理由是什么？

生：……

【板书：陶罐谦虚

铁罐傲慢】

三、精读课文。



1、默读课文，勾画相关语句。

师：能从课文中找出根据吗？（小组活动）

2、师生活动，评议相关词句。

师：找到根据了吗？那谁来读一读表现铁罐傲慢的语句？

生：……

师：有补充吗？

生：……

师：谁再来读一读表现陶罐谦虚的语句？

生：……

师：激励学生

3、播放陶罐和铁罐对话课件，形象感知。

师：同学们真厉害！为了奖励大家，老师带你们到国王的御
厨里亲眼看看这两只罐子，高兴吗？（提醒：注意人物的语
气和表情）

（播放陶罐和铁罐对话课件，形象感知）

4、指导有感情的朗读。

师：同学们想不想通过朗读来表达自己的感悟呢？

师：我们看课文，陶罐和铁罐一共有几次对话？

生：……



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次对话。在第二、三自然段，谁来读
一读铁罐的对话？

（指名读）

师：你为什么这样读呢？

生：……

师：你能抓住傲慢这个词，很好。你能做一个傲慢的表情吗？

生：做表情

（老师也随着做样子）

师：请大家带着傲慢的语气和表情读一读。

（生自由读，指名读）

师：面对铁罐的傲慢，陶罐用什么态度来回答的呢？

生：……

师：谁能用谦虚的语气读读陶罐的话？

（指名读）

师：现在老师请两位同学分角色读读陶罐和铁罐的第一次对
话，谁想来？

生：读

师：读得真好！刚才我们分别抓住了傲慢和谦虚两个词，读
出了陶罐和铁罐的不同语气。接下来，陶罐和铁罐还有三次
对话，请你们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桌分角色练习读一读。



5、佩戴头饰，分角色朗读。

师：同学们准备的怎么样了？谁来读一读？

生：佩戴头饰，分角色进行朗读。

师：教师鼓励。

6、引导谈话。

生：……

师：噢！我明白了，铁罐正是仗着自己的坚硬的长处去奚落
陶罐易碎的短处。

师：同学们说铁罐做得对吗？

7、快速浏览课文剩下的部分，勾画词句。

师：随着时间的流逝，王朝覆灭，宫殿倒塌。许多年以后，
铁罐是不是像它自己说的那样坚硬得什么也不怕？陶罐是不
是变成碎片了呢？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请同学们看屏幕
出示的要求，（出示课件）快速浏览课文剩下的部分，勾画
出有关语句，再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师：谁来说说两个罐子的结局如何呢？

生：……

师：陶罐变得很有价值。（板书：很有价值）铁罐呢？

生：……

师：铁罐无影无踪了。（板书：无影无踪）



8、联系板书，归纳寓意。

生：……

师：你们想对陶罐说些什么呢？

生：……

四、拓展延伸，联系生活。

生：……

生：学生写感想。

陶罐和铁罐篇五

音乐《白龙马》起，刀叉碗筷伴乐入场，到舞台中间。

铁罐傲然入场，自夸唱；刀叉碗筷体停，纷纷表示怀疑、不
屑、反感。

铁：我老铁，最神气，装着贵妃糖盛着公主饼

皇宫里面我老大，谁都不敢不服气。

音乐停。铁罐狂笑道：

铁：没有对手的日子也真无聊。咦，刀叉碗筷都在，找个家
伙过过瘾吧！

铁罐靠近刀叉碗筷，刀叉碗筷纷纷逃离，并在铁的追逐中一
齐下。

陶罐上，气喘吁吁，边走边说。



陶：刚送了一罐酒到京都大酒店，招待从中国来的郑和。陶
罐我得回来歇歇。说实话，油盐酱醋我不嫌，腌菜咸肉我不
烦。

铁罐气急败坏状，上，见陶罐

铁：死陶罐！

陶：（对观众）我就烦这个无聊的家伙。

（转身作揖）铁兄，有何指教？         

铁：这个高贵的地方怎么会有你这样低贱的东西哇？

陶：请问铁兄，小弟怎么就低贱了呢？

铁：瞧你那穷酸样，再看看我们，

音乐《super star》起，刀叉碗筷上唱：

刀：我是金

叉：我是银

碗：我是无瑕的碧玉

筷：我是象牙，洁白又珍贵

音乐停，铁罐用刚才的乐谱填词并唱

铁：你说谁\会欢迎\你这样的土罐子？（说）真是。

陶：铁兄，你这也太武断了。欢迎不欢迎可不是你一个说了
算的。



铁：哦，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金刀，银叉，象牙筷，玉
碗，到底欢迎还是讨厌现在快快发个言！

音乐《北京欢迎你》起，刀叉碗筷边舞边唱。

刀叉碗筷：我们欢迎你，请你注意休息。

相信你了解我们的心情。

我们欢迎你，在皇宫里最见真情，

在心底里最受尊敬。

同时，陶罐表示出谦虚状。

铁罐恼极。赶走刀叉碗筷，转身对陶罐

铁：很了不起哦，你敢撞我吗？

陶：那，倒真不敢，不敢！

铁：哼，我就知道你是个懦弱的家伙，没用的东西。

陶：铁兄此言差矣。是不是懦弱，是不是有用，请听小弟细
细道来：

快板乐起

陶：陶罐/铁罐/都是罐，

我是/土烧的/我怕撞；

你是/铁打的/你怕酸，

我朴素，你时髦，



我得/小心/别摔交，你得/注意/要防潮。

所以说，你有/你的弱，我有/我的好。

我们罐子的作用就是把东西装。

铁：笑话，（乐停）你也配与我相提并论，妄想用这些歪理
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陶：不是歪理，（转向台下）是真理。

铁：连撞一下都不敢，讲什么理都不配，哼，你给我小心点！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撞碎的。

陶：（摇摇头，仰面长叹）哎，人呐，原谅这无知的罐子吧，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就让他在岁月里清醒吧！

铁：（走向陶）哼，去你的角落里呆着吧！

陶罐摇摇头，走到一侧。铁罐得意地独自站在中间。

萨克斯《回家》起，铁罐自鸣得意地整整衣服；陶罐袖手抬
头闭目养神。

突然“轰”一声响。铁罐倒地，陶罐一怔，蹲下不动。

音乐《上海滩》起。日月风雨举旗上，绕铁罐和陶罐转；

铁罐在地上翻转，脱去外套，显出浑身是洞的衬衣；陶罐蹲
下不动。

铁：鞋儿锈，帽儿锈，身上的衣裳锈；这里破，那里破，全
身到处破。

渐渐地，铁罐颓然跌地。



音乐《悔恨的泪》起，日月风雨举旗绕场转，铁罐单脚跪地：

铁：罐子最悲惨的莫过于脚底破洞，全身伤口，岁月是一把
利剑，如今，我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假如再给我一次机
会，我会认清自我，踏实生活。

日月风雨再绕铁罐和陶罐转。铁罐在其间边下边说。

铁：我还想对陶罐说，对不起！我，我不是东西！

停顿三秒

音乐《春天的故事》起。农民甲乙丙上。

陶罐在音乐中伸展，起立。

音乐淡出。

农甲：（朝陶罐）难道你是陶罐吗？

陶：哦，我是。

农甲：（走近打量）你该有几千岁了吧？

陶：哦，应该有啦。

农乙：也许，博物馆会邀请你去工作呢。

陶：哦，是吗？

农丙：等等，这个社会什么都有，我找个考古学家看看吧！

农丙下。

农丙请上了考古学家。考古学家用放大镜绕陶罐打量。渐渐



激动起来。

考古学家：古董，古董！！这是一件宝贝哇！

陶转身，四处张望，自言自语：铁罐，哦铁罐兄弟在哪里啊？

考古学家：是铁罐的话，早就销声匿迹了。

钟声一响。所有演员上谢幕。结束。

陶罐和铁罐篇六

1、认识本课6个生字；分角色朗读课文。

2、阅读课文，能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寓言蕴含的道理。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19课：陶罐和铁罐

1、初读课文，读准字音、勾画出不懂的字，或联系上下文理
解。

2、指名读课文，理解词语的含义。

3、默读课文，思考：文章介绍了陶罐和铁罐之间发生的几件
事情，各在哪些自然段。

4、学生讨论后明确：

（1）铁罐看不起陶罐（1～9）。

（2）铁罐和陶罐各自的命运（10～17）。

1、自读1～9段，思考：铁罐看不起陶罐，你是从哪些词看出
来的？对比，陶罐是怎样的态度，试着把你体会到的通过朗
读课文体现出来。



2、再读10～17段，请用简单的字和词语概括出铁罐和陶罐各
自的命运。

3、学生自学，组织讨论，全班交流，此时，教师恰当点、拨、
抓重点词语和感情朗读，体会铁罐的狂妄自大，陶罐的宽厚
谦虚。

1、说一说，你喜欢铁罐还是陶罐，为什么？

2、你想对铁罐（或陶罐）说些什么？

3、从这个故事中你明白了什么道理？

重新编一个发生在陶罐和铁罐之间的故事，编之前，一定想
好，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围绕这个意思去选材。

整体感知课文时通过读、、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讨论后找
出陶罐、铁罐之间发生的两件事：

1、铁罐看不起陶罐；

2、铁罐和陶罐各自的命运。

边读边思考，析词品意中教师恰当点拨抓住重点词语，感情
朗读，体会铁罐的狂妄自大，陶罐的宽厚谦虚，从而理解寓
意。

培养学生围绕中心编童话故事的能力。

陶罐和铁罐篇七

教学目标：

1、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铁罐地傲慢无礼和陶罐的



谦虚克制。

2、理解课文寓意：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看到别人的长处，
正视自己的短处。

3、分角色朗读陶罐和铁罐的对话部分。

教学重点：指导朗读，理解重点词句。

教学难点：体会课文寓意。

教学准备:课件

一、导入：

板书：陶罐和铁罐

2、（出示图片）：请大家猜猜这里哪个是陶罐？哪个是铁罐？
为什么？

二、研读课文

（一）、出示第一自然段

（1）生齐读       （2）奚落？

（3）铁罐是怎么奚落陶罐的呢？请同学们到课文中去找出来
读读

（二）、学习陶罐和铁罐的对话

1、你敢碰我吗？陶罐子！

（1）谁来读？ 平议



（2）傲慢的语气该怎么读？指名读    平议

（3）齐读

2、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

（1）指名读    评

（2）这句还要傲慢的语气吗？

3、住嘴！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

指名读     评    齐读

4、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

指名读   评   齐读

5、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回铁罐，读读它奚落陶罐的话。

6、如果你是陶罐，你会怎么做呢？

（三）、指导读陶罐的话

面对铁罐一次又一次的奚落，陶罐是怎么回答的？

1、自由读 读出不同的语气

2、师生分角色读

3、同桌表演，加上一定的表情 动作

4、指名上台表演  评价

（四）现代部分



1、课件出示

师引读

2、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板书：容易氧化  美观

3、用“但是” 说话

三、总结

1、学了陶罐和铁罐，你喜欢谁呢？为什么？

板书：骄傲  谦虚

2、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四、拓展：

1、学了这个寓言故事，你想到了什么？

2、赋予陶罐和铁罐相反的性格，编写故事

板书：

27、陶罐和铁罐

长处              短处

铁罐：   骄傲         坚固       容易
氧化

陶罐：   谦虚         美观       易碎



陶罐和铁罐篇八

许多年后，陶罐和铁罐又见面了。这次，铁罐跟换了一个人
似的，一点儿也不骄傲，很谦虚，还很热情。

他每见到一个罐子都跳起来说：“你好！你好！”他看见了
陶罐，“对不起。”铁罐惭愧地说。陶罐却一点儿也不生气，
“没关系！没关系！”陶罐宽容地说，“我早就不生气了，
那你身体好不好，要不要来我家做客。”铁罐说：“我身体
挺好，不用了。”两个罐子成为好朋友了。

碰巧今天是陶罐的生日，陶罐的朋友拍着手，晃着头，唱着
生日歌，给陶罐庆祝生日，他切了一块最大的蛋糕给铁罐吃，
铁罐觉得不好意思。“陶罐，今天你过生日，”铁罐
说，“你应该吃最大的蛋糕，我吃最小的。”“谢谢你，铁
罐，欢迎你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陶罐说。

正在他们高兴地时候，突然灯熄了，黑暗里走出一个血红色
的身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一个声音：“等等、等等、等等
我。”小伙伴们抱成一团，心惊肉跳，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了。
突然灯又亮了，他们才发现那个人竟然是花罐，（花罐其实
是另一个陶罐，她的小名叫花罐。）大家还没开口，花罐就
开始说话了：“不不不、不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嗨嗨嗨
嗨，我我来来来、我来晚了，”

“哈！哈哈！哈哈哈！”大家不约而同地笑起来，都笑得喘
不上气了。

这一次的相逢太有趣了，和朋友在一起真快乐！

陶罐和铁罐篇九

生：（学生兴奋，跃跃欲试）



师：大家可以自己找学习伙伴，先练习读一下自己喜欢的部
分。

生：（学生组成小组，分角色练习读，教师指导、参与。）

师：哪一组有信心先来比一比？

生：（二、四组都抢着比）

师：各组组长以先举手为先。

生：（轮读、抢读、评读）

师生：评选擂主。（鼓掌祝贺）

生：（大声喊）我能画。

师：在画之前，同学们，先把课文中描写陶罐和铁罐神态的
语句，找一找、读一读、想一想，然后在画一画。

生：（找、读、想、画）

师：谁愿意到黑板前在图片上画一画？

生：（一男一女到黑板前画。）

师：这两位“小画家”画得怎么样？

生：我觉得画得都不错，但我想问一问：为什么这样画？

男生：因为铁罐说话时，特别生气，后来恼怒了，大发雷霆。
所以我把它画出眉毛竖起，两眼圆瞪瞪的样子。

女生：老师，我是想表现陶罐当时那种谦虚的表情，所以说
话时，它的表情是平静的。



生：那你为什么把它画成笑咪咪的样子呢？

女生：因为铁罐奚落陶罐时，陶罐谦虚不懦弱，它能心平气
和的跟铁罐讲理，可铁灌罐怎么也不听，这时陶罐不理它了。
所以陶罐的表情是平和的。

师：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生：（点头示意）

师：谁能用恰当的词形容陶罐和铁罐？

生：（想一会儿，纷纷举手）

师：举手的同学愿意到前面来写一写吗？

生：（七名同学板演）

生：（小组之间展开讨论）

教学反思

通过本片段的教学，我个人认为体现了以下教学理念和教学
特点

1、引导学生在自主合作中学习，创设了宽松学会学习、学会
合作、学会做人、学会创造，是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的主题。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
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
体差异和不同的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
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教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让学生在朗读课文时，展
开合作，通过分角色朗读、体验、相互启发、评价、激励，
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发展了学生的特长，使学生树立了自信
心。在合作学习时，教师注意了指导和参与。合作学习以学



生为主体，但并意味着“放任自流”。合作应该是在教师引
导的前提下的合作。首先应让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然后由学生自主选择合作学习方式。同时，教师要参与到学
生的合作之中，及时发现问题，引导交流，促进合作的实效
性。

2、以小组竞赛的形式展开了教学活动。

“竞争”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习的需要。学生有争强好胜
的心理，他们喜欢竞争的。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这是教学组织的有效的教学方式。教师正是抓住了学生的这
种需要，以评选擂主的形式，展开朗读比赛，同时用激发性
的语言，激励学生大胆的参与，调动每一组成员学习的积极
性，既面向了全体又照顾了个性的差异，满足了不同层次学
生的需要。在朗读竞赛中，教师还注意了读中指导，让学生
在体验中读，在感悟中读，读出自己的感受，读出自己的个
性。

《陶罐和铁罐》教学案例

《陶罐和铁罐》一文讲的是发生在陶罐和铁罐之间的有趣故
事，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主要讲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
常常奚落它；第二主要讲许多年代过去后，人们发现了陶罐，
铁罐却早已氧化。作者告诉人们“不能只看到自已的长处，
而看不到自已的短处，也不能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
人的长处”这样一个道理。这则寓言故事语言朴素却富有童
趣。教学时，引导学生明白寓理并受到教育是本课的主要教
学目标。第一既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其教学过程如
下：

一、创设情境，激发参与。

首先教师提议我们把这一改成课本剧来表演好吗？学生自然
兴趣盎然；接着教师引出：要表演课本剧得先有剧本啊，于



是师生共同讨论课本剧格式，让学生自由读课文第一，填上
名称、时间、地点、人物并在书上画出人物对白的语言等。
然后讨论如何才能演得好？教师结合学生的发言指导读书：
要演得好，首先读书要有感情，要有感情就得全身心地投入，
不但字字要入目、入心，而且脸上要有表情，手上要有动作，
而后再让学生分角色小组练习。由于学生兴趣浓厚，因此练
习相当投入。

二、组际交流，指导参与。

在给予学生充裕的练习时间的情况下，教师问：“哪一组先
来汇报？”同学们纷纷举手。教师请四位同学上台，一做陶
罐、一演铁罐、一读旁白、一做评委。之后再请其他同学作
导演、顾问、艺术指导、动作设计等并问，有什么建议吗？
旨在进一步扩大参与面。学生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
说，“你们读你敢碰我吗？陶罐子！时，要注意那个感叹号，
要把铁罐那傲慢无礼，盲目自大的神情与语调表现出来”；
有的学生说，“你们在读铁罐恼怒时说住嘴这个词时，俩人
要配合好，陶罐还没说完时，铁罐就要打断陶罐的话，提高
声音说“住嘴”等。老师则不失时机地问“为什
么？”、“你愿意示范一下吗？”或给予热情的鼓励。然后
请同学们作评委，让上台的小组汇报。由于演得较好，评得
也有意思，教室里不时传出笑声。汇报完后，教师请“评
委”发言，学生普遍认为汇报得不错，但也有同学认为最后
一对话没读好，没有把铁罐那恼羞成怒、恶意侮辱陶罐的样
子充分表达出来。教师在肯定学生发言的同时，请这几位同
学示范并问为什么这样演。接着，男、女生分角色，集体表
演。

三、再创情境，升华参与。

学生集体表演完后，教师问道：“铁罐这样做好吗？”学生
自然回答不好，教师再次创设情境： “既然铁罐这样做不好，
我们得劝劝它”。教师自已演那个骄傲的铁罐，学生则自由



选择演国王厨房里的锅子、勺子、碗等作为剧中人来劝“铁
罐”。学生纷纷走上讲台，自报角色。在演之前，让没轮到
上台的同学把心里的想法悄悄告诉上来的锅子、勺子、碗等。
在演的时候，教师即“铁罐”摆出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并
反复强调“我”就是比陶罐硬，从而引出寓理；演出之后，
教师让学生评出突出创意奖、优秀表演奖、最佳台词奖等多
种奖顼，引导学生学会看别人的长处，让学生感悟做人的道
理。由于这样设计联系了生活实际，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表
演投入，语言幽默而机智，例如当“铁罐”被大家说
得“气”消了，但死要面子，还不肯承认错误时，一个
演“油瓶”的同学这样说到：“铁罐兄弟，我觉得做一个人，
哦，不，做一个罐子（哄堂大笑），既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和
短处，更要正视自已的长处与短处，您说对吗？”“铁罐”
频频点头，无话可说。自然，学生在表演中、交往中感悟到
了做人的道理。

陶罐和铁罐篇十

1、知道常见的展示故事方式；

2、初步了解电子演示文稿的优点；

3、了解简单电子演示文稿的基本组成；

4、能够围绕主题确定作品内容及其表达方式、选择合适的图
片素材。

1、确定作品内容及其表达形式；

2、简单电子演示文稿的组成。

一、分析演示文稿，了解组成

1、师组织学生分析电子演示文稿示例，了解它们的基本组成。



生根据教材内容，补充讨论电子文稿的组成，填写学习单。

2、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确定本组作品需多少张幻灯片，以
及每张幻灯片的内容、需要的素材及其作用，填写教材的学
习单。巡视指导、提示学生：幻灯片要有封面和结束页，要
图文并茂、背景统― ―，少叙述，反映对话及寓意等故事要
素。

二、制定小组的制作计划

1、师组织学生小组讨论具体任务及分工，填写学习单。引导
学生合理分工、齐心协力。

生讨论具体分工，明确任务，填写学习单。

2、师组织学生根据故事演示文稿的需要，分析故事段落，写
出段落故事和人物对白，填写教材学习单。

提示学生，演示文稿上的故事分段要合理，文字简明，对话
语气因人而异。

生合理分段，确定对白和文字，确认完成者，填学习单。

师组织学生确定幻灯片张数，并搜集、整理素材，填学习单。

引导学生：封面必须有标题、演讲人等组成要素，以及所有
素材应合理存放。

生确定幻灯片张数、内容，填学习单，确定素材存放位置及
命名。

三、评价学习结果。

四、总结、下课。



陶罐和铁罐篇十一

1、认识6个生字，联系上下文理解“御厨、奚落、懦弱，轻
蔑、和睦相处、覆灭”等词语。

2、阅读课文，能抓住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寓言蕴含的道理。

3、分角色朗读课文。

重点：自读课文能抓住课文主要内容。

难点：了解寓言蕴含的道理。

（一）导入新课

1、揭示课题：陶罐和铁罐

2、提问：什么叫罐？（口大肚子小的器皿）

3、谈话：今天我们学习这则寓言，就是发生在这两个罐之间
的小故事。通过他们的对话，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下面我
们就带着一种探究的心里去读这篇课文。

（二）学生自读自悟课文

1、读下列词语：奚落谦虚傲慢懦弱轻蔑争辩恼怒相提并论和
睦相处羞耻渣滓氧化无影无踪

2、默读课文，边读边批注。

3、思考：

（2）当陶罐被人们擦洗干净后他说了什么？这说明什么？

4、分小组讨论思考题。



5、全班讨论，选择你最喜欢的段落读给大家听。

6、分角色朗读课文，同学评议，再选一组朗读。

（三）教师小结

（四）全班讨论。结合自己的理解或生活实践回答这个问题。

（五）提问

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国王御厨里自恃坚硬的铁罐看不
起陶罐。许多年后，被埋在土里的陶罐依旧光洁如新，而当
年坚硬的铁罐却不复存在了。完全氧化掉了。）

附：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课余组织学生排演课本剧。

习题精选

答案：

一、御厨羞耻奚落朴素和睦相处

二、谦虚坚强重视热闹

三、骄傲软弱轻视理睬

四、相提并论和睦相处无影无踪翻来覆去

五、1、厚厚的2、谦虚的3、骄傲的

六、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正视自己的短



处。

陶罐和铁罐篇十二

国王的御厨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美丽容易破碎的陶罐，一
个是丑陋却很坚硬的铁罐。骄傲的陶罐看不起铁罐，就常常
拿自己的长处和铁罐的.短处比。

“你敢和我比美吗？铁罐子！”陶罐傲慢地问。

“不敢，陶罐兄弟。”铁罐谦让地说。

“我就知道你不敢和我比美，丑陋的家伙！”陶罐轻蔑地说。

“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相互比美的。”铁罐争辩
说，“说到盛东西，我不见得比你差，再说……”

“住嘴！”陶罐恼怒了，“你这丑陋的东西，竟然敢跟我相
提并论，瞧我身上刻着美丽的花纹，很容易被别人赞扬，而
你的身上黑漆漆的，一点儿也不好看，别人看见了都会嫌你
难看，你去照一照镜子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丑！”

“何必这样说呢？我看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有什么可吵的
呢。”铁罐心平气和地说。

陶罐恼羞成怒说：“走开点，总有一天你会长满铁锈的。和
你在一起，我感到丢脸！”

铁罐不再理会陶罐。

没过几天，一个厨师走过来，拿起陶罐准备装东西，只
听“啪”的一声，陶罐掉在地上成了碎片，厨师边清理地上
的碎片边叹了口气说：“唉，这罐子虽然漂亮，但很容易碎，
还是铁罐坚固。”



御厨里的铁罐越来越多，厨师们每天都用油把铁罐们擦得亮
亮的。这些铁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团结合作，共同为
厨师们出力，它们有时也会想起曾经生活在这里的那只骄傲
的陶罐。

陶罐和铁罐篇十三

1、理解课文资料，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懂得：要多发现别人
的长处，要正视自己的短处。

2、学习生字，理解词语的意思。

3、练习归纳段意。

4、分主角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1、理解课文资料，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要多发现别人的长处，
正视自己的短处。

2、分主角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使学生懂得，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要多发现别人的长处，
正视自己的短处。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2、学生表演。铁罐：你敢碰我吗(铁罐两手叉腰，准备碰陶
罐)陶罐：不敢。(陶罐一边摇手，一边后退)



3、(老师分开陶罐和铁罐)同学们，你们明白他们之间到底发
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呢让我们一齐来学习课文《陶罐和铁
罐》。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学生自由读课文。

2、谁来说说陶罐和铁罐之间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3、学生发言。

4、师小结。(国王的御厨里有一只陶罐和铁罐，铁罐仗着自
己坚硬，常常傲慢地奚落陶罐。若干年后，陶罐从废墟里挖
出来依旧精美，而铁罐却被氧化得无影无踪了。)

5、谁来说说“奚落”是什么意思(奚落：用尖刻的话说别人
的短处，使人难堪。)

三、学习1—9自然段了解陶罐与铁罐的性格特点。

1、铁罐凭什么来奚落陶罐铁罐用了哪些尖刻的话数落陶罐陶
罐又是怎样回答的呢请同学认真读1—9自然段，分别把铁罐
和陶罐说的话画记下来，并用心地读一读。

2、铁罐对陶罐说了些哪些话(cai相机出示句子)

3、从铁罐讲的这些话来看，能够明白铁罐性格为人怎样
样(铁罐傲慢、无礼、狂妄、不友好等)

4、铁罐如此傲慢无理，气势汹汹，陶罐生气了吗他是怎样回
答铁罐的，把陶罐说的话读一读。

5、从陶罐讲的这些话来看，能够看出他什么样的性格为人



呢(陶罐谦虚有礼、对人和善、友好、不自卑)

6、是呀，陶罐和铁罐的态度和性格截然不同。下面老师请同
学们邀请自己最要好的伙伴进行分主角朗读，分别要把铁罐
傲慢、无理、气势汹汹，陶罐谦虚有理，和善友好的语气读
出来，在读好的基础上还能够配上动作来表演。

7、自由练习。

8、指名上台戴头饰表演。

9、同学之间相互评议。

10、同学们表演的真棒，真是惟妙惟肖。

11、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陶罐被铁罐碰成了碎片了吗(没有)
那陶罐是什么样貌铁罐又是什么样的呢请大家读快速朗
读10—17自然段。

四、学习10—17自然段。

1、陶罐是什么样貌(陶罐依旧和以前一样，光亮朴素、美观。
)(板书：永久)。当年被铁罐奚落的陶罐，如今却成了很有价
值的文物被人们永久的保存下来。

2、当人们发现陶罐时，人们的态度怎样(高兴、惊讶)为什么
人们这么惊讶和高兴呢(因为陶罐是古代的东西、很有价
值。)

从哪能够看出他们很惊讶、高兴找出人们说的话，并有感情
地读一读。

3、指名读。

4、陶罐听到人们赞美他，他是怎样说的



5、如果此时铁罐在旁边，他听到陶罐说的这番话，他会怎样
想，会怎样说呢

6、可铁罐听的到吗铁罐到哪去了呢当年狂妄自大的铁罐却被
氧化，消失得无影无踪。(板书：氧化)

7、什么是氧化老师出示一根生锈的铁钉加以说明。(铁的表
面遇到氧，慢慢地生锈，生锈的这一层就会脱落，年代久远，
铁罐层层氧化直到完全氧化，变成了粉末。)

9、同学们说得很有说服力，真是棒极了。请大家想一想，原
先我们学过哪些课文，也说明了不要骄傲要取长补短的道理的
(《骄傲的孔雀》、《美丽的公鸡》、《骆驼和羊》等)

10、那在我们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有像铁罐这样的人吗你
又会对他怎样说呢我们身边有像陶罐这样的人吗请你说说看。

11、联系实际谈谈感受。

老师期望有像铁罐这样的同学可要改正缺点，不要骄傲，不
要讥笑别人，要懂得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陶罐和铁罐篇十四

1、理解课文内容，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懂得：要多发现别人
的长处，要正视自己的短处。

2、学习生字，理解词语的意思。

3、练习归纳段意。

4、分角色朗读课文。

1、理解课文内容，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要多发现别人的长处，



正视自己的短处。

2、分角色朗读课文。

使学生懂得，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要多发现别人的长处，
正视自己的短处。

一课时

cai课件

2、学生表演。铁罐：你敢碰我吗?(铁罐两手叉腰，准备碰陶
罐)陶罐：不敢。(陶罐一边摇手，一边后退)

3、(老师分开陶罐和铁罐)同学们，你们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
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陶罐和铁
罐》。

1、学生自由读课文。

2、谁来说说陶罐和铁罐之间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3、学生发言。

4、师小结。(国王的御厨里有一只陶罐和铁罐，铁罐仗着自
己坚硬，常常傲慢地奚落陶罐。若干年后，陶罐从废墟里挖
出来依旧精美，而铁罐却被氧化得无影无踪了。)

5、谁来说说“奚落”是什么意思?(奚落：用尖刻的话说别人
的短处，使人难堪。)

学习1―9自然段了解陶罐与铁罐的性格特点。

1、铁罐凭什么来奚落陶罐?铁罐用了哪些尖刻的话数落陶罐?
陶罐又是怎样回答的呢?请同学认真读1―9自然段，分别把铁



罐和陶罐说的话画记下来，并用心地读一读。

2、铁罐对陶罐说了些哪些话?(cai相机出示句子)

3、从铁罐讲的这些话来看，可以知道铁罐性格为人怎么
样?(铁罐傲慢、无礼、狂妄、不友好等)

4、铁罐如此傲慢无理，气势汹汹，陶罐生气了吗?他是怎么
回答铁罐的，把陶罐说的话读一读。

5、从陶罐讲的这些话来看，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性格为人
呢?(陶罐谦虚有礼、对人和善、友好、不自卑)

6、是呀，陶罐和铁罐的态度和性格截然不同。下面老师请同
学们邀请自己最要好的伙伴进行分角色朗读，分别要把铁罐
傲慢、无理、气势汹汹，陶罐谦虚有理，和善友好的语气读
出来，在读好的基础上还可以配上动作来表演。

7、自由练习。

8、指名上台戴头饰表演。

9、同学之间相互评议。

10、同学们表演的真棒，真是惟妙惟肖。

11、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陶罐被铁罐碰成了碎片了吗?(没有)
那陶罐是什么样子?铁罐又是什么样的呢?请大家读快速朗
读10―17自然段。

1、陶罐是什么样子?(陶罐依旧和以前一样，光亮朴素、美观。
)(板书：永久)。当年被铁罐奚落的陶罐，如今却成了很有价
值的文物被人们永久的保存下来。



2、当人们发现陶罐时，人们的态度怎样?(高兴、惊讶)为什
么人们这么惊讶和高兴呢?(因为陶罐是古代的东西、很有价
值。)

从哪可以看出他们很惊讶、高兴?找出人们说的话，并有感情
地读一读。

3、指名读。

4、陶罐听到人们赞美他，他是怎么说的?

5、如果此时铁罐在旁边，他听到陶罐说的这番话，他会怎么
想，会怎么说呢?

6、可铁罐听的到吗?铁罐到哪去了呢?当年狂妄自大的铁罐却
被氧化，消失得无影无踪。(板书：氧化)

7、什么是氧化?老师出示一根生锈的铁钉加以说明。(铁的表
面遇到氧，慢慢地生锈，生锈的这一层就会脱落，年代久远，
铁罐层层氧化直到完全氧化，变成了粉末。)

9、同学们说得很有说服力，真是棒极了。请大家想一想，原
来我们学过哪些课文，也说明了不要骄傲要取长补短的道理
的?(《骄傲的孔雀》、《美丽的公鸡》、《骆驼和羊》等)

10、那在我们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有像铁罐这样的人吗?你
又会对他怎么说呢?我们身边有像陶罐这样的人吗?请你说说
看。

11、联系实际谈谈感受。

老师希望有像铁罐这样的同学可要改正缺点，不要骄傲，不
要讥笑别人，要懂得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铁罐陶罐



骄傲自大谦虚不懦弱

氧化永久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陶罐和铁罐篇十五

国王的御厨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的，一个是铁的。骄傲
的陶罐看不起铁罐，常常奚落它。

金秋十月，凉爽的天气最适合玩荡秋千了。于是，铁罐和陶
罐一起去公园玩荡秋千的游戏。它们各自握着绳子，站在秋
千上，陶罐得意洋洋地问：“铁罐子，你有我荡得高吗？”

“没有，你可是荡秋千高手，我可不能和你比。”铁罐谦虚
地说。

“我就知道你不敢，胆小鬼！”陶罐越发得意洋洋了，“你
看我，荡得这么高，姿势还是那么优美。”

“陶罐兄弟，你荡得这么高，可要小心哦，不要摔下来！”
铁罐友善地提醒陶罐。

“闭嘴！”陶罐恼羞成怒了，“我自己难道不知道，用得着
你来教我吗？”

陶罐正说着，突然，手没有抓住绳子，“扑通”一声，掉到
了地上，摔了个稀巴烂。

铁罐见了，摇着头，惋惜地说：“多可惜呀！好好的一个陶
罐这样破碎了。”



陶罐和铁罐篇十六

光洁、朴素、美观的陶罐被请进了博物馆里，很多人来观看
他，所以陶罐渐渐地骄傲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陶罐的旁
边来了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罐。骄傲的陶罐看不起铁罐，常常
奚落他。“你敢和我比美吗？铁罐子！”陶罐傲慢地问。

“不敢，陶罐兄弟。”铁罐谦虚地回答。

“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陶罐大发雷霆地说，带
着更加轻蔑的神气。有一天，房子突然晃动了起来。陶罐和
铁罐被厚厚的堆积物给埋在了下面。一天，人们掘开厚厚的
堆积物，发现了那个铁罐。“哟，这里有一个罐子！”一个
人惊讶地说。“真的，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罐。”

“谢谢你们！”铁罐兴高采烈地说，“我的兄弟陶罐就在我
的旁边，请你们把它也掘出来吧。他一定闷得够受了。”

人们立即动手，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终于在一块巨大
的石头下发现了陶罐，他已经成了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