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精选7
篇)

通过小班教案的编写，可以帮助教师提前思考和安排教学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高二教案范文中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步骤，
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和管理课堂秩序。

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篇一

1、讨论归纳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师：面对如此行文简练的文言文，同学们都有哪些方法来学
习它，来理解它？

2、学生自读课文。

师：接下来请同学们用自己熟悉的学习古文的方法来自读课
文，看看你自己能读懂些什么。注意读准字音，有不懂的地
方标记下来，在接下来的讲解中重点听。（出示课件中自读
提示。）

师：在读的时候与白话文相比有何感受？有什么困难吗？

师：文言文在古代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现在你们看到课本上
的标点符号都是后人自己加进去的，读文言文要注意两点，
一要慢，二要停顿的当。这样才能读得通顺流畅，读出古文
的韵味。现在请听老师是怎么读的，老师读的时候在什么地
方停顿了，注意用单斜线标记出来。

4、教师范读，指导学生找到停顿点，感受文言文的节律，读
出节奏。（出示课文停顿点课件）

5、学生自行练读一分钟后齐读正音。



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篇二

1、根据课后注释理解文章内容，并反复诵读课文，产生自己
的独特感受，力争达到“熟读成诵”。

2、学生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产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3、感受两小儿的聪明可爱及孔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会
学无止境的道理。

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篇三

师：同学们，我们以前都学习了有关孔子的哪些课文和格言？
介绍他是一个极有名的学问家、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等）
孔子这么有学问，可是有一次，他在周游列国时，却被两个
小孩的一个简单的问题给难住了，你们想知道孔子遇到什么
难题了吗？今天我们就学习《两小儿辩日》。

板书课题，齐读课题，说说题目是什么意思？（重点理
解“辩”字）

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篇四

(使学生从故事和人物身上受到启发，由所查资料初步了解孔
圣人，以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回忆这堂课，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忘情地七嘴八舌地说一说：

1、本课学习重点是什么？

2、这节课学习过程有几个环节？

3、本节课的重点你掌握得如何？



(有总结才会有发展，及时的反馈强化有助于知识的形成与方
法的掌握。)

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篇五

?两小儿辩日》是一篇文言课文。讲的是古时候两个小孩凭自
己的直觉，一个认为太阳在早晨离人近，一个认为太阳在中
午离人近，为此，各持一端，争执不下，就连孔子这样博学
的人也不能作出判断。这个故事既渗透了要主动认识自然、
探求客观真理，并大胆质疑的科学态度；也说明了知识无穷，
学无止境，再博学的人也会有所不知，应该实事求是的道理。
设计理念：

借助《两小儿辩日》这篇文章，学生将初步感受到文言文的
语言特点，产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
化，增强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信心，并为今后学习文言文打
下基础。

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篇六

1、一位哲人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在
设计本课时，我巧妙地让三千多年前的孔子灌输进现代科学
知识，配以学生惟妙惟肖的表演，使大思想家栩栩如生，鲜
活地走到我们面。我惊奇地发现，学生童稚的内心世界是如
此之多彩多姿。从他们流畅的语言﹑丰富的表情﹑协调的动
作上，我可以参透到他们预习是多么的认真，体验到他们成
功后又是多么快乐；也深切感受到换一种教法﹑放手让学生
尽情去展示自我的妙处。只要给他们一把钥匙，智慧的大门
就会敞开在他们面前。

2.再老的课文，只要肯花心思，总能找出新的角度，上出新
意。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自己对教学有没有更高的追求。

3.再新的设计，如果脱离了双基的落实，脱离了学生的实际，



就不能算是好的设计。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新的想法冲昏头脑，
而导致课堂流于形式。

两小儿辩日教案第一课时篇七

怀着满腔的激情，迈着自信的步伐，我踏进了初一七班的教
室。“同学们，上学期，我们学习了《论语》十则，其中有
一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学生异口同声地随声附和。看到大家情绪高涨的样子，
我很满意，接着讲下去：“这句话是讲做人要谦虚谨慎，不
要不懂装懂。孔子还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即要从这
个人的所作所为去判断他是否言行一致，那么，孔子所做是
否如其所说呢？《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告诉了我们答案。请
同学们朗读《两小儿辩日》一文，并借助课下注释，也可以
与同桌讨论，看谁能疏通一下这篇课文？”

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大家有的眉头紧蹙，认真思考；有的大
声诵读，书声琅琅；有的激烈争论，各不相让…….几分钟后，
一名男生勇敢地走上讲台，疏通课文。他话音刚落，马上有
一学生站起来纠正说：“孔子东游中的‘游’不是‘旅游’
的意思，而应为‘游学’。”我表示肯定后，又趁势问
到：“‘汤’古意为‘热水’，哪个成语中有此义呢？”略
作沉思之后，几位同学脱口而出：“‘赴汤蹈火’。”看到
大家探究的兴趣已萌发，我又因势利导：“两小儿辩日的焦
点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不同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学
们如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热火朝天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两儿辨日的焦点在于太阳距离地球的远近，一儿是
用眼睛看到的，一儿是用体温感觉的，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
果。我随即以简洁的词语板书：

日始日午

一儿：近车盖远盘盂视觉独立思考



一儿：远苍凉近探汤触觉勇于置疑

这样，既紧扣课文内容，又使大家一目了然。

2.深入探究，研读赏析

然后，我请三位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他们抑扬顿挫的朗读，
把文中的韵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他同学也随之深深地
融入到课文所创设的情境中。

看到大家意犹未尽的神情，我提出新的问题：“两小儿笑
曰”中的‘笑’是什么意思？”两三分钟沉静后，大家纷纷
举手。

生1：“这是自豪的笑，两小儿认为他们的问题难倒了大思想
家孔子，他们感到很自豪。”

生2：“这是嘲讽的笑，因为人们都认为孔子无所有知，无所
不晓，但两小儿发现并非如如此。”

生3：“这是痛苦的笑，因为像孔子这样的大学问家都回答不
了他们的问题，天下还有谁能解答呢！”

…….

大家的争辩愈来愈激烈，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我归纳
道：“每位同学的见解都很正确，只要大家言之成理，就应
给予肯定。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孔子不能决’一句
呢？”

生1：“说明了孔子一是一，二是二，很诚实。”

生2：“孔子那么有学问的人还有不懂的知识，说明知识是无
穷无尽的，我们应该‘学海无涯苦作舟’。”



生3：“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生4：“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

生5：“应该学习两儿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精神。”（完成
板书：独立思考，勇于质疑）

……

这次的发言毫不逊色于前次的辩论，大家各抒已见，争先恐
后，听课的老师也都微笑颔首，课堂气氛达到了意想不到的
高潮。

3.延伸迁移，创新拓展

我又趁热打铁，顺理成章地把教学引入到“拓展、迁移”环
节：“假如你是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孔子，你会对这两小
儿说些什么？让我们共同表演一出《新两小儿辩日》。”顿
时，课堂沸腾了起来，大家踊跃举手，有的同学急得甚至站
了起来。我把讲桌搬到教室一侧，空出地方做临时舞台。三
位同学初生牛犊不畏虎，落落大方地走到前台表演起来：

生1：“今天早上我上学时看到太阳像车篷那么大，中午放学
时太阳却像个小盘子，你说，太阳不是早上离我们近而中午
离我们远吗？”

生2：“不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上学时还穿着毛衣，中午放学
时我只穿了件衬衣还觉得热，应该说太阳早上离我们远而中
午近才对呢”。

“不对不对！……”

正当“两小儿”唇枪舌剑的时候，扮演孔子的生3摆出一副智
者的样子，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你们两个说得都有道理，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其实早上
地球表面有云气，透过云气看太阳就显得大些；而中午云气
散去，太阳自然就会显得小些，这是我们视觉上的一个错觉。
再者，太阳早上斜射，我们自然就会感到凉些；而中午直射，
我们就感到热些。其实，太阳不论早上还是中午，离我们地
球的平均距离都是14960万公里。”

“哇——”教室中发出一片惊讶声，大家都为这位睿智
的“小孔子”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所折服。

生2立刻做鞠躬致敬状：“孔子就是孔子，不愧是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佩服佩服！”

课堂上立刻爆发出一阵笑声，随即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整节
课在听课老师的颔首默许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