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之战教案(汇总8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可以帮助教师准确把
握教学内容和进度。以下是几篇关于高一教案的优秀文章，
希望能够给教师们在备课过程中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

赤壁之战教案篇一

（板书课题）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战例。你们一
定想知道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交战双方是哪些人，战斗的过
程怎样，结局如何？请听：

东汉末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想夺取江南东吴的地方。东
吴的周瑜调兵遣将，驻在赤壁，同曹操的兵隔江相对。曹操
的兵在北岸，周瑜的兵在南岸。

曹操的兵士都是北方人，坐不惯船，可是要渡过大江，非坐
船不可。曹操叫人用铁索把船一条一条连起来，铺上木板，
就像平地一样。他只等兵士练好了在水上打仗的本领，就下
令渡江。

周瑜手下有一员老将，叫黄盖。他对周瑜说：“曹军号称八
十万，我军才三万，相差太远了。跟他们长期相持下去，对
我们没有好处。我看他们船尾接船头，船头接船尾，把船连
在一起，只要用火攻，他们想逃也逃不了。”

周瑜说火攻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一仗怎样打，还得想个计策。
黄盖说计策已经有了，向周瑜说了一遍。周瑜听了非常满意，
叫他就这么办。

那么，“火攻”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呢？黄盖是怎么办的呢？
让我们从今天要学的课文中去寻找答案吧！

读第一遍，注意生字新词的音，把每一句话读通顺，自己觉



得有困难的地方多读几次。

读第二遍，注意每个自然段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可在每段旁
边作简明的'批注，想想故事的发展、高潮和结果是什么。

在个体默读、画句、思考之后，教师可组织全班交流。

1.回忆故事情节，看看“火攻”计策的实施主要有哪些关键
的步骤？

2.从“火攻”计策的制定与实施，你对周瑜和黄盖有怎样的
印象？

3.在赤壁之战中，周瑜为什么能够获得胜利？

4.抄一抄，背一背。

满江火滚喊声震地火须兵应兵仗火威

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郎
曾此破曹公。

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烟焰涨天。二十只火船，
撞入水寨。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
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
通红，漫天彻地。

1.东汉末年：孙权联合刘备抗击曹操

周瑜黄盖诸葛亮

（注：供介绍历史背景用）

2.周瑜火攻曹操



（三万兵）（八十万兵）

黄盖假降喜接降书

趁风行船笑迎黄盖

备引火船省悟已迟

二里点火叫苦连声

伏兵追杀登岸逃走

数军合围伤亡惨重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赤壁之战教案篇二

1、学会本课14个生字，正确读写“率领、调兵谴将、计策、
波浪滔天、眺望、缆绳、硫磺、不计其数、丢盔弃甲”等词
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

3、读懂课文的内容，了解课文的叙述顺序。

使学生了解事情的经过和作者是按什么顺序写的。

引导学生如何从战役的具体过程中了解以弱胜强的原因。

学生在课前四人为一组，自叠纸船。

1、导语：三国故事，人人皆知。如“单刀会”、“三顾茅
庐”、“草船借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篇根据
《三国演义》的部分内容改编的《赤壁之战》。（板书课题）



2、你对“赤壁之战”有哪些了解？（学生交流课前搜集的资
料）

3、你还有哪些疑问？

1、学生小组学习：

（1）自学生字新词。

（2）围绕课始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3）对课文进行二次质疑，并由记录员负责记录。

2、全班交流：

（1）学习生字新词，注意字音、字形、字义。

（2）分小组指读课文。

（3）交流已经读懂的问题。

（4）各小组交流提出的新问题。

1、分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2、连起来说说故事的主要内容。

1、解题。

（1）请齐读课题《赤壁之战》

（2）“赤壁”是地名，你能否把题目变成一句话。

（3）请把时间、交战双方和战争的结果加进去说一说。



2、从课文入手，概括主要内容：

（1）战争开始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

（2）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以少胜多）

（3）把“以少胜多”也加进题目中说一说。（东汉末年，曹
操与东吴的周瑜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大战，东吴只有三万人，
曹操号称八十万人，结果周瑜获胜，曹操战败。这是一场以
少胜多的战役。）

（4）出示写有上面这段话的幻灯片。

问：大家看，这段话与这篇课文有什么关系？（本文的主要
内容）

（5）作为本课的主要内容，你觉得它还缺点什么？（东吴周
瑜是如何取胜的？）

（6）那么东吴是如何取胜的呢？（用火攻打败曹操的。）

（7）把“火攻”加进去再说一说。

出示第二张幻灯片：（东汉末年，曹操与东吴的周瑜在赤壁
进行了一场大战，东吴只有三万人，曹操号称八十万人，周
瑜用火攻打败曹操，。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8）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是从什么入手来概括课文的？

（课题）

（9）今后在阅读写事的文章时，可以从课题入手，用提问题
的方法，逐一加入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
结果）来概括主要内容。



1、“火攻”分哪几步进行的？请你用简单的词语概括一下每
一步中双方的表现？

学生回答，教师板书：

周瑜 曹操

黄盖诈降 骄傲轻敌

乘风攻敌 信以为真

火烧曹营 死伤无数

追兵掩杀 丢盔弃甲

2、黄盖诈降曹操为什么会相信？（从信中分析）

3、请大家齐读第26页第一自然段的第二句话。

4、周瑜凭什么断定诈降计一定能成功？

5、充分了解对方心理、特点叫做知己。那么与此相反的
呢？——知彼（板书：知己知彼）

6、黄盖为什么选在有东南风的那天发动火攻？

（1）四人为一组用纸船演示一下东吴是如何火攻的？

（2）在演示的同时思考：东吴都利用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又
避免了哪些不利之处？

（3）教师深入到小组中参与讨论。

东南风——天时



曹操的人马驻扎在西北方向，东南风把火吹向西北——地利

曹军铁锁连船易于火攻

东吴发挥了擅长水战的优势而避免了长期相持、以少敌众的
不一之处——扬长避短

归纳板书：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

7、大家再来读第三自然段黄盖的分析，你又有了哪些新的认
识？

1、赤壁之战的结果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此后三国之间有
混战了七十二年，才最后由西晋统一了中国。

请问：赤壁一战，你认为谁获胜好？（学生自由讨论、发言）

（1）曹操胜了好

（2）东吴胜了好

（3）谁胜了也不好，都是老百姓遭殃。

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归纳：

第一种观点正确，曹操胜利就可以统一中国了。

第二种观点只从东吴局部的利益出发，保住了一方平安，却
造成了长期的军阀混战。

第三种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长期对峙对老百姓的危
害最大。

学生动手演示：拆开纸船，利用西北风，分路进攻，发挥人
多的优势。



3、教师归纳总结：曹操要想取胜，根本原因还是要做到“知
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这是赢得战争的最根
本的准则。

七十二年后，西晋大将王——曹操正是吸取了赤壁之战的历
史教训，做到了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所以
顺江而下直捣金陵，灭掉东吴，完成了统一。大家课下可以
阅读有关三国的故事。

赤壁之战教案篇三

1．按照课后第二题的提示读课文，理解课文。

2．按照提示简要复述课文。

3．懂得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知己知彼，利用天时地利，
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理解课文

通过对课文理解，来找出东吴胜利，曹军失败的原因。

多媒体课件。

一．激趣，导入。

1．在上课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课件出示：《三国演义》主题歌。

2．说三国，道三国。这节课，让我们一起来谈三国吧。

大家看歌词：滚滚长江东逝水。说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
儿？根据学生的回答来板书：长江。



浪花淘尽英雄。在《赤壁之战》中，我们熟悉了哪些人物？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周瑜、黄盖、曹操。

在赤壁之战中，周瑜大将军指挥3万兵马，击溃了曹操的80万
雄师，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真是
了不起。为什么东吴区区3万兵士却能打败曹操的威猛之师呢？
让我们通过阅读课文来解答这个问题。

二．课件出示，教师提问：赤壁之战前，交战双方的形势怎
样？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课文第一段，找一找答案。

1．学生齐读课文。

2．指名学生说，并找出课文相应的词句。根据学生的回答，
课件出示。

3．关于双方兵力的对比，课文中还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你能
把它找出来吗？

根据学生回答，课件出示。

你能把这个句子改成意思相同，但语气有所不同的句子吗？

三．继续讨论。

1．教师提问：大战在即，黄盖观察到了敌我双方的形势，他
向周瑜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根据学生的回答板书：火攻。

周瑜听了黄盖的话，让黄盖把火攻的计策献上来。

2．教师提问：课文有没有通过黄盖的话直接把计策的具体内
容写出来？



让我们分组朗读一下课文第三段，想一想火攻的计策是怎样
实现的。

4．学生分组朗读后，教师指示：接下来，我们分成4人小组
来讨论一下，黄盖火攻的计策是怎么一步步地实现的。

5．设计情境对话。

课件出示。

这里有一个小剧本，可台词不完整。我拣个便宜，我就来扮
演周瑜，谁来扮演黄盖呀？指名学生上台，说：“你来扮演
黄盖，必须把黄盖的话补充完整，能做到吗？”对其他学生
说：“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希望大家认真地看，给我们提提
意见。”

师生表演后，学生发表意见，评价。

6．教师小结：我们通过对课文的阅读，知道了火攻是通过黄
盖写信假降、准备装着炸药的船只、趁着东南风出发、火烧
曹营、周瑜带兵追击这么几个步骤来完成的？火攻的结果怎
样呢？课件出示图片。让我们看着图片，一起来复述一下战
争的结果。学生集体复述。

1．请同学们自己默读课文，找出能说明原因的语句来。

学生自读。教师调整好课件，巡回检查。

2．能说明东吴胜利，曹操失败原因的句子，你找到了哪一句？

学生回答，课件出示。

黄盖是周瑜手下一名聪明的老将，你认为他的聪明体现在什
么地方？



我军的弱点是什么？曹军 呢？教师板书：知己知彼。

黄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态度是怎样的？你能用胸有成竹的
语气来读一下这段话吗？指名读，集体读。

3．你还找到了哪句？

学生说“不错……硫磺。”一句。

周瑜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东南风很急的日子来袭击曹操呢？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天时地利。

课件出示，比较句子。

你能仿照这个句子，用“不是……也不是……而是……”来
写句子吗？

学生写，交流。

4．曹军80万，却负于东吴区区3万兵马，你觉得曹操有没有
责任？你从文章的哪些语句中可以看出？根据学生回答先出
示第一句。

（1）这句话说明曹操有没有怀疑黄盖是假投降？他为什么不
怀疑？

根据学生回答板书：骄傲自大。

（2）出示第二句和第三句。显示第二句。

根据回答板书：大意。

让我们用骄傲自大、得意洋洋的语气一起来把曹操的这句话
来朗读一遍。集体朗读。



（3）课件出示第三句。

你能把这个句子换个说法，而意思不发生改变吗？指名学生
发言。

五．教师总结：因为周瑜和黄盖能知己知彼，巧用天时地利，
采用正确的方法来打击敌人。所以，东吴赢得了胜利。而曹
操却因为骄傲自大而失败了。我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都能学习周瑜和黄盖这种实事求是的品格，在各方面
都能取得进步。

接下来我想请同学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这是……

我要把这幅作品送给我们班级，希望大家多学习我们祖国优
美的古代文化。

资料提供者：

赤壁之战教案篇四

所加。

“赤壁之战”为我国古代战史上典型的以弱性强的战例之一，
此战以孙刘联

军获胜、曹操一方失败而告终，自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
鉴”意为：以历

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

课文简析



本文通过对赤壁之战的记述，提示了只要正确分析形势，指
挥正确，劣势可

以转化为优势，弱方可以战胜强方的战争规律。全文可分为
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助画方略”）：写孙刘联盟形成的经过
－－战前的决策。

第二部分（“进，与曹军遇于赤壁”一结束）：写孙刘协力
破曹军于赤壁－

战争的实况。这两个部分，前者详写，后者略写。作者之所
以这样剪裁材料，是

为了突出战争中思想策略的重要，而战争实况只是用了证明
战前孙刘方面决策的

正确。“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写战争的作
品没有把主要的镜头

推向战场，这是本文成功之处，显得不落俗套。

特点提示

用人物对话来叙述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是本文的鲜明特点。
本文中对话部分

约占了一半的篇幅，对孙、刘、曹三方的情况及战事的发展，
很多都是通过人物

的对话叙述出来的。特别是曹操的活动，几乎全由诸葛亮、
鲁肃、周瑜的谈话告

诉读者，这就在叙述上节省了很多笔墨，同时，这几个人物



不同的性格特征，也

就跃然纸上了。

问题思考

赤壁之战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整个战役涉及孙、齐、
曹三个方面，

事件繁，人物多，作者在叙述时为什么确定以孙权一方为主？

解题思路

赤壁之战由孙、刘、曹三方参加，刘备军事力量小，不是抗
曹的主力，而曹

以重兵威胁，孙权在劣势下，虚心听取各意见，作出正确决
策，最后以弱胜强，

因而作者详写了孙权方面，以孙权一方为主，兼及其他两方，
这就突 出了重点。

赤壁之战教案篇五

（1）、初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2）、理清课文脉络，给课文分段。理解掌握自不量力、计
策等词语的意思。

（3）、通过练习，进一步掌握课文主要意思。

（4）、培养学生认真学习的习惯。

了解课文内容，改课文分段。



理清课文脉络，理解课文的相互关系。

（板书3万80万）

多媒体出示：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师念此词一遍，说三国，道三国，一直以来人们都为三国的
故事所倾倒。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看《三国演义》的
故事，更多的是一起来谈三国。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
谈一谈三国吧。

大家看这首歌词：滚滚长江东逝水，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地
点是什么？随机板书：长江

要求：

1、读准音，给每个小节标上记号。



2、仔细读每一小节，看看自己究竟知道了什么？

（1）、问：通过读课文，那些人物在本书中出现了？他们能
不能称得上是英雄呢？（根据学生的回答，.总结：周瑜——
统率三军、击溃曹军；黄盖——献计火攻，火烧曹营；曹
操——骄傲自大，落荒而逃）

（2）、大家谈得都很有道理？下面，我们再来思考这几个问
题。看看同学们能不能回答？

（投影出示：（1、黄盖向周瑜说的计策——用火攻，你认为
好不好？

（2、敌众我寡、不宜久持、应速战速决2、曹操战船连接，
不利行动

（3、战船及其帆篷、绳索、木板等都是易燃之物

（投影出示：（1、黄盖假投降，曹操为什么不怀疑？）

（2、曹操骄傲自大，盲目乐观2、曹操深信黄盖的话

（3、黄盖的船伪装的好，使曹操不容易发觉其中有诈。

过渡：通过刚才的检查，可以看出同学们读书是比较认真的。
下面，请大家再次把课文一节一节的浏览一下，想一想，赤
壁之站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

（1）、曹操率军欲灭东吴，周瑜调兵遣将。这应当是全文的
起因部分。

（2）、黄盖献计，写信诈降，草船冲寨、火烧敌船应是妙计
歼敌的经过。

（3）、赤壁之战，曹军惨败，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应是结果部分。

归纳：随机板书：

（起因1--2）（经过3--10）（结果11）

大军犯境妙计歼敌大获全胜

两军黄盖写信草船火烧上岸

相对献计诈降冲寨敌船追击

过渡：赤壁之站的结果是曹军惨败，周瑜大获全胜。那么在
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谁起了关键的作用。（黄盖）黄盖的两
大计谋：一是火攻，二是诈降。是整个战役取得成功的关键
之处。黄盖当时在信中提到这么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大家
看：（投影出示）

周瑜自不量力，硬拿鸡蛋去跟石头碰，哪有不失败的！

鸡蛋指的是谁？（周瑜的力量）

石头呢？（曹操的力量）

为什么说周瑜的力量是鸡蛋，曹操的力量是石头？

（1、我们从谁的话中可以找到答案。（指名回答）分析黄盖
的话：（指导朗读）。

所以周瑜认为火攻是个好办法，值得可行。事实也证明周瑜
采纳黄盖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周瑜也可以称得上是英雄。
而黄盖的计策对周瑜来说真是及时雨，对曹操来讲真是一把
利斧。通过以上的学习大家应该对全文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下面，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巩固。



（2、先来看一下，一首诗：

（投影出示：清明（杜牧））赤壁战歌

清明时节雨纷纷，改后为：三国时期乱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曹操率军欲灭吴。

借问酒家何处有，黄盖献计用火攻，

牧童遥指杏花村。以小胜多定大局。

（3、指导讲评。

（1、出示本校王保华老师的书法作品《赤壁怀古》，让学生
鉴赏。

（2、赠送此作品，教育学生更努力的学习知识，研究祖国优
秀的文学作品。

板书设计：

（起因1--2）（经过3--10）（结果11）

大军犯境妙计歼敌大获全胜

两军黄盖写信草船火烧上岸

相对献计诈降冲寨敌船追击

赤壁之战教案篇六

（1）、 初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

（2）、 理清课文脉络，给课文分段。理解掌握自不量力、



计策等词语的意思。

（3）、 通过练习，进一步掌握课文主要意思。

（4）、 培养学生认真学习的习惯。

了解课文内容，改课文分段。

理清课文脉络，理解课文的相互关系。

（板书3万 80万）

多媒体出示：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师念此词一遍，说三国，道三国，一直以来人们都为三国的
故事所倾倒。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看《三国演义》的
故事，更多的是一起来谈三国。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一起



谈一谈三国吧。

大家看这首歌词：滚滚长江东逝水，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地
点是什么？随机板书：长江

要求：

1、读准音，给每个小节标上记号。

2、仔细读每一小节，看看自己究竟知道了什么？

（1）、 问：通过读课文，那些人物在本书中出现了？他们
能不能称得上是英雄呢？（根据学生的回答，.总结：周
瑜——统率三军、击溃曹军；黄盖——献计火攻，火烧曹营；
曹操——骄傲自大，落荒而逃）

（投影出示：（1、黄盖向周瑜说的计策——用火攻，你认为
好不好？

（2、 敌众我寡、不宜久持、应速战速决 2、曹操战船连接，
不利行动

（3、战船及其帆篷、绳索、木板等都是易燃之物

（投影出示：（1、黄盖假投降，曹操为什么不怀疑？）

（2、曹操骄傲自大，盲目乐观 2、曹操深信黄盖的话

（3、 黄盖的船伪装的好，使曹操不容易发觉其中有诈。

过渡：通过刚才的检查，可以看出同学们读书是比较认真的。
下面，请大家再次把课文一节一节的浏览一下，想一想，赤
壁之站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

（1）、曹操率军欲灭东吴，周瑜调兵遣将。这应当是全文的



起因部分。

（2）、黄盖献计，写信诈降，草船冲寨、火烧敌船应是妙计
歼敌的经过。

（3）、赤壁之战，曹军惨败，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应
是结果部分。

归纳：随机板书：

（起因1--2） （经过3--10） （结果11）

大军犯境 妙计歼敌 大获全胜

两军 黄盖 写信 草船 火烧 上岸

相对 献计 诈降 冲寨 敌船 追击

过渡：赤壁之站的结果是曹军惨败，周瑜大获全胜。那么在
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谁起了关键的作用。（黄盖）黄盖的两
大计谋：一是火攻，二是诈降。是整个战役取得成功的关键
之处。黄盖当时在信中提到这么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大家
看：（投影出示）

周瑜自不量力，硬拿鸡蛋去跟石头碰，哪有不失败的！

鸡蛋指的是谁？（周瑜的力量）

石头呢？（曹操的力量）

为什么说周瑜的力量是鸡蛋，曹操的力量是石头？

（1、我们从谁的话中可以找到答案。（指名回答）分析黄盖
的话：（指导朗读）。



所以周瑜认为火攻是个好办法，值得可行。事实也证明周瑜
采纳黄盖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周瑜也可以称得上是英雄。
而黄盖的计策对周瑜来说真是及时雨，对曹操来讲真是一把
利斧。通过以上的学习大家应该对全文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下面，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巩固。

（2、先来看一下，一首诗：

（投影出示：清明 （杜牧）） 赤壁战歌

清明时节雨纷纷， 改后为：三国时期乱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曹操率军欲灭吴。

借问酒家何处有， 黄盖献计用火攻，

牧童遥指杏花村。 以小胜多定大局。

（3、指导讲评。

（1、出示本校王保华老师的书法作品《赤壁怀古》，让学生
鉴赏。

（2、赠送此作品，教育学生更努力的学习知识，研究祖国优
秀的文学作品。

板书设计：

（起因1--2） （经过3--10） （结果11）

大军犯境 妙计歼敌 大获全胜

两军 黄盖 写信 草船 火烧 上岸

相对 献计 诈降 冲寨 敌船 追击



赤壁之战教案篇七

1、学会本课生字，正确读写新词。

2、读懂课文，知道在赤壁之战中，东吴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
知己知彼，能利用天时地利，扬长避短，学习遇事周密考虑、
机智灵活的思维方式。

3、学习作者按照一定的顺序叙述的`方法。

了解赤壁之战的全程，从中悟出赤壁之战双方胜负的原因。

学生：搜集有关赤壁之战的资料。

教师：东西南北方位图、制作课件，选录电视剧《三国演义》
火烧赤壁片断。

2课时

同学们，上节课你们饶有兴趣地向大家介绍了自己最崇拜的
三国人物，汇报了自己课前收集到的有关赤壁之战的资料，
也理清了课文的线索。今天，我们将深入学习这一课。（板
书：17、赤壁之战）

1、谈话：火攻的办法是谁想出来的：（黄盖）黄盖为什么会
想到用“火攻”？请同学们读读相关的课文。

2、学生自读自悟。

3、提问回答，教师相机板书。

1、谈话：东吴对“火攻”之计已经做到了胸有成竹，火攻的
计策如何实施，周瑜和黄盖又是如何进行周密安排的，请你
找一个合作伙伴，一个扮演周瑜，一个扮演黄盖，根据课文



内容，演一演，说一说吧。

2、学生扮演角色练演。

3、指名上台表演。

1、通过表演，大家明白了“火攻”果然是一条妙计，谁来说
说火攻分几步进行？

2、指名回答，学生补充，教师相机板书。

3、在你看来，“火攻”之计哪一步最重要，最能体现黄盖计
策的高超？

4、学生各抒己见，并说明理由，涉及提到“东南风”时，教
师要求找一找、画一画并读一读课文中描写东南风的句子，
指名回答并理解暗写东南风的句子，出示明写、暗写东南风
句子，全班齐读。

5、小结有关内容，分组分角色有感情朗读“火攻”部分，感
悟火攻之计安排的巧妙，考虑的缜密以及火猛、风大，战斗
的激烈。

6、播放电视剧《三国演义》火烧赤壁片段。

2、学生自愿结组，热烈讨论。

3、指名回答，分析原因。

学完这篇课文，你有什么想法或收获？

1、上节课就有同学问：“曹操为什么相信了黄盖？”文中写
的比较简略，而原著描述了庞统献连环计、周瑜黄盖上演苦
肉计、蒋干中计等。请你们到《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中
去读一读哪些精彩篇章吧。



2、曹操从华容道逃跑，可那里早有大将关羽把守。欲知后事
如何，请读《三国演义》。

读三国故事，召开故事会，讲三国故事，评“故事大王”。

赤壁之战教案篇八

1、通过学习课文，懂得以弱胜强的道理，培养虚心听取别人
意见，多谋善断的品德作风。

2、学习本文详略得当的剪裁技巧和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的写
法。

3、集中讨论人物对话中的深刻含义

教学重点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分析人物的心理和性格。

教学难点通过对话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史家笔法

教学方法合作探究课型新授教具多媒体

教学过程（板书及讲课内容）：

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
了黄河流域。为了一统天下，曹操南下击败刘表、刘备，占
据了“荆、襄”之地，又乘胜企图以80万大军渡过长江，夺
取江南东吴的地盘。面对强兵压境，孙权与刘备联合起来，
在赤壁一带，与曹操决战。当时曹军号称80万大军，东吴周
瑜率军3万，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最后孙刘联军“以少胜多”，
战争以曹军大败而告终。“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一段时间
内无力南下，奠定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
东吴怎么会以少胜多，击败曹军的呢?这就是本文要讲述的故
事。



以下均208年事，只标出月份：

七月曹操南下。

八月刘表卒，刘琮屯襄阳，刘备屯樊城。

九月曹军抵新野、襄阳，刘琮降曹。刘备南走，与鲁肃会于
当阳，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曹军大败刘备于当阳长坂。

十至十一月曹军自江陵东下。孙刘联盟形成。周瑜从柴桑出
军，与操遇于赤壁。黄盖火攻成功，操败走，经华容道至江
陵，引军北还。

相关内容：

1、选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编年
体通史，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
六年1362年的历史。由司马光花了19年时间编成。

2、司马光，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3、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定名
为“资治通鉴”。

1、快速阅读课文，划分节次，找出生字词并解决。

2、以省略部分为分界线，全文分为两部分。请大家结合课文
注释，概括各节大意，给第一部分分层。

1、是谁最先提出联刘抗曹的？他是怎样分析形势的？

2、鲁肃根据这种情况又提出了哪些对付的办法？

3、鲁肃去荆州是否为了吊唁刘表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