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 文言文鱼我所
欲也教学设计(模板12篇)

三年级教案应该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
方式等方面的考虑。教案是教师为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系
统化地编制的一种有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
习活动的计划和指导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
需要写一份总结了吧。如何编写一份适合一年级学生的教案
是每一位教师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总结呢？接下来是一些适用于一年级教学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一

1、积累文言字词，品味语言情致。

2、理解作者思想，思考现代人生。

3、训练语言思维，强化朗读背诵。

[教学重难点]

1、对语句及中心的理解。

2、对论证方法的理解。

[教学时数]

一教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孟子(约前372一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
孔子之孙孔假的门人，是孔子之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
威的代表人物。他曾游梁，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
为客卿。宣王对他很客气，可是也始终不用。于是孟子归而
述孔子之意，教授弟子。孟子死后，门人万章、公孙丑等记
其言行，为《孟子》七篇。

《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义，是孔子思想的发展。其散文
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富于鼓动性；善于运用譬喻来陈说事
理，辩论是非，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增强了说服力。

二、整体感知

1、默读课文，对照注释扫除语音障碍。

2、请两名学生朗读课文的两个小节，读后请其他学生指出读
错的.字词。

3、教师运用投影将本课中的生字、词打出，全班齐读(或指
名读)。

4、齐读全文。

5、学生自读课文，参考注释理解文章大意，有不懂之处(字、
句)可以勾划出来，准备进行质疑；有特别欣赏的语句也请勾
划下来，准备进行交流。

6、请两三名学生说说这篇文章的大概意思(不要求字字落实)。

参考答案：人生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在关键时刻应作
出正确的选择。

三、分步品味

1、质疑及交流。



参考答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解说：要求引原文答，教师可适当点拔。回答过程中学生可
以对第一、二节的内容进行质疑，教师应尽可能地引导学生
通过读课文或相互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

2、齐读课文。

3、读后让学生进行自由质疑或说说文中有哪些出彩的句子。

(解说：重点解决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
不为也和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的意义。)

4、教师提问：文中两次提到心，在第一节中说：非独贤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在文章最后又说：此之谓
失其本心。句中是心、本心各指什么？请依据原文回答。

参考答案：本心就是能够做到舍生取义的心，是心就是这样
的心，其义与本心相同。

(解说：这一部分的.教学设计，目的在于尝试运用探究式的
学习方法，把握整体文意，理解文中的字、词、句。)

四、小结

在人生面临抉择时，应当具备怎样的价值标准?孟子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应当摒弃自私自利之心，将正义、道义放在首位。

五、布置作业

1、朗读课文。

2、抄写课文。



文档为doc格式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二

（一）说教材。

《孙权劝学》是人教版新课标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一
篇课文，讲的是孙权劝说东吴大将吕蒙认真学习的故事，选
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文章简练生动，用语不多，但能
在寥寥数语中描摹出人物说话时的口吻、情态和心理，人物
个性鲜明，跃然纸上，堪称人物语言描写的精品之作。同时
文章宣扬了一种谦虚好学，重视阅读的昂扬向上的思想，具
有极强的教育价值。

（二）说教学设想。

新课程理念下的文言文究竟应该怎么教？本人的理解和做法
是：坚持“吟诵为本、注重基础、品味探究、适当运用”的
十六字方针。让“读”贯穿课堂始终，激发学生兴趣；让学
生通过扫清字词障碍，增强文言文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让学生增强文学欣赏能力；让学生能根据文章的情节、内容、
人物性格等信息进行合理的想象、推理，进行扩写、补写、
续写、演课本剧等，对文本进行创造性阅读。

（三）说教学目标。

我把本文的教学目标确定为：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了解并积累文中的一些常用文言词语，掌握并能运用文中
的成语。

2、弄清文意，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熟读课文，做到能当堂背



诵。

2、品味人物对话的语气，揣摩想象人物当时的神态和心理，
并能进行创造性阅读。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朗读体验。让“读”贯穿课堂始终，让学生在读中体验故
事情节、人物个性。

2、探究交流。采用师生同读同讲的方式。（在师生、生生交
流中，达到知识互补和提高，有助于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气
氛，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情感目标：

培养学生虚心接受正确意见，不断追求进步，努力读书学习
的精神

（四）说教学方法

精心制作ppt课件，让多媒体辅助教学。

（五）说教学过程。

见教学设计。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三

1、反复诵读本学期学习的文言文，产生自己的独特感受，领
悟其中的道理，达到“熟读成诵”。

2、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产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激发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1、学生课外收集喜欢的文言文，准备交流。

2、电脑课件

教学时间一课时

一、引入激趣

1、师谈话：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用之于政治，
可以治国安邦；用之于军事，可以百战百胜；用之于艺术，
可以美轮美奂；用之于个人，可以修身养性……我们从小就
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二、温故知新，复习课内文言文

1、谈谈对文言文的认识：

师小结：文言文，言简意赅，琅琅上口，便于传诵，是中华
文明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2、谈谈学习文言文的方法：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3、回顾本学期学习了哪些文言文。

4、小组合作，复习文言文。师提示：朗读，释义，明理，背
诵

5、小组汇报。注意生生互动，读得充分，入情，有韵味。形
式多样

三、归纳学习方法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温故而知新 ……

四、拓展延伸，交流课外文言文。



1、文言文充满哲理，饱含人生经验的语言，能使我们陶冶情
操，充实文化底蕴。同学们在课外收集了不少文言文，我们
先在小组里交流一下。（各小组交流课外收集的文言文。）

2、各小组上台，幻灯展示收集的文言文，汇报自学收获。

小结：同学们收集到的文言文真是美轮美奂。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很多妙文我们来不及看，同学们可以下课后继续交流。

五、总结。

板书设计：（略）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四

1、复习“铭”这种文体，有感情地诵读课文。

2、品析词句之美。

3、拓展，深入体会作者的人格魅力。

新授课

1、 有感情地诵读课文

2、 品析词句之美

拓展，深入体会作者的人格魅力。

一课时

1、讲授法

2、讨论法



3、诵读法

（一）导入

旧知回顾

体裁：铭

（哪一组师友介绍一下）

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颂功德的文字，后来成
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形式短小，文字简洁，句式工整而且
押韵。

（二）读音韵之美

陋室铭

（唐）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要求学生注意韵脚和节奏）师友互读，班内展示，教师评
价，全班齐读。

（三）品词句之美

学生自己找出欣赏的句子，进行分析。先独立完成，再师友
讨论，最后班内展示。

（四）悟人性之美

1、旧知回顾

本文运用 的写法，通过对陋室的描写，表达出作者 的节操
和 的情趣。

2、读刘禹锡的诗，体会其豪情

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去，便引
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怎么可能让一间小小陋室困住了自己高贵的心？

3、拓展

彭城刘禹锡，诗豪者也。

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

这是作者被贬和州后写的诗句。



可见刘禹锡虽被贬但豪情不减，不甘沉沦，试从文中找出体
现他的豪情的词句，大声朗读。

4、悟人性之美

达 则 兼 济 天 下

穷 则 独 善 其 身

（五）板书设计

陋室铭

刘禹锡

读音韵之美

品词句之美

悟人性之美

（六）作业

走近刘禹锡

（写出自己的认识，感悟刘禹锡的人格魅力。可查阅资料，
不少于300字）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五

高考文言文特殊句式复习大全2

一、判断句

（1）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



（《孔雀东南飞》）

（2）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明月几时有》）

（3）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
足托乎！（《赤壁之战》）

（4）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信陵君窃符救
赵》）

（5）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五代时始印五经，已后典
籍皆为板本。（沈括《活板》）

（6）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廉颇蔺相如列传》）

（7）蔺相如者，赵人也。（《廉颇蔺相如列传》）

（8）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赤壁之战》）

（9）“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

（10）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
解其惑者也。（《师说》）

（11）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
平父、安上纯父。（《游褒禅山记》）

（12）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爱莲说》）

（13）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陈涉世家》）

（14）我，子瑜友也。（《赤壁之战》）

（15）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



知人之祸也。（《屈原列传》）

（16）曹公，豺虎也。（《赤壁之战》）

（17）此世所以不传也。（《石钟山记》）

（18）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信
陵君窃符救赵》）

（19）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屈原列传》）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六

《孙权劝学》是一篇极其简略但又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文言短
文故事主体只有两个部分，孙权劝学，吕蒙“乃始就学”；
鲁肃“与蒙论议”，“结友而别”文章主要通过对话的方式，
表现人物，推进故事对话言简义丰，生动传神，富于情味人
物寥寥数语，就表现出各自说话时的口吻、神态、心理和性
格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别具风格吕蒙学习的起因是“孙权劝
学”，学习的过程略去，学习的结果是鲁肃与吕蒙“结友而
别”通过“论议”“结友”来表现孙权善劝、吕蒙勤学和学
有所成直接描写、侧面衬托、留白再塑、繁简结合等手法的
巧妙运用，让这一篇小短文既充满了情趣，又不乏理趣。

【教学创意】

趣学文言故事。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积累文言词语，疏通文意，背诵课文，领会文章给人的
启示。



（2）了解作者、作品及相关资料。

（3）通过学生自编自演课本剧，揣摩文中言简意丰、生动传
神的对话描写，品味文章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剪裁内容的表
达效果。

（4）对比阅读，比较《孙权劝学》和《伤仲永》的异同，逐
步提高阅读能力。

2、过程和方法：

自主、参与、合作、探究。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理解刻苦治学、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于国于己都意义
重大的道理，从而勉励同学们重视学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
惯。

【教学重点】

（1）学习一些文言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2）学习运用“吴下阿蒙”“刮目相待”等成语。

（3）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旨。

【教学难点】

1、美读课文，力求声情并茂，读出人物个性，读出文章特有
的意味。

2、理解鲁肃与吕蒙的对话，体味这段话的情味。

【教学方法】



朗读法、表演法、比较阅读法、合作探究法。

（一）导入

学生回答

创设情境，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二）作者介绍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卒谥文正，追封温
国公，世称司马温公。《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是
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
共1362年间的历史。

（三）读准字音，读出停顿

老师范读或播放录音。

学生听读，注意字音，标出节奏，停顿，注意体会语气。

学生用心体会。

（四）读懂文意，读出语气

1.大屏幕出示课文内容,并标出重点字的拼音。

2.标课文中出现的通假字,一字多音,古今异义的字或句子。

3.老师解释文本中的重点字及句子的意思。

4.老师将课文翻译一遍。

1.学生读懂并记忆。



2.学生试着翻译课文。

3.学生注意纠正错误。

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五）品析课文

1．出示重点句段

2.分角色朗读。

（六）感悟反思：

学了课文，你从孙权劝学、吕蒙就学、鲁肃赞学中明白了什
么道理或得到哪些启示？

鲁肃为什么要与吕蒙“结友”，结尾这一笔有什么作用？

（七）拓展与延伸：

1、有两则成语出自本文，你能找出来，并造句吗？

2、《孙权劝学》和《伤仲永》在内容和写法上有何异同？

从内容上看，两篇文章都与学习有关，但正好一正一反，从
不同方面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吕蒙是中年好学，学有所成；
仲永是少年不学，一事无成。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七

要求：读通读顺读懂

方法：自由放声朗读，自己译读，同座译读，质疑解难



二、积累

要求：圈出并掌握引发关注并需要积累的词。

方法：自己圈出，落实意义和用法，教师点拨强调。

（以自行整理或统一练习的方式积累）

以下词需要强调：

实词：谓当涂涉猎见就过

虚词：以岂但若乃及即更何遂

人称：卿孤孰

古今异义：博士往事

语气词：邪耳乎

成语：吴下阿蒙刮目相待

三、品析

文中的“三”组合有以下一些内容：

1、三个人物证蒙学

穿插人物介绍：孙权、吕蒙、鲁肃

简析三个人物（孙权、鲁肃、蒙母）对吕蒙学习并成功的证
明作用。

孙权：孙权对吕蒙要求严格，劝他读书，对吕蒙满是关心与
厚望正因为有孙权的善于劝说，才有了吕蒙的“就学”及学



有所成。

2、三句话语见形象

要求：体会文中人物的语气语调，感受说话人的心理。

方法：以读促析，能通过朗读体会人物心理，感知人物形象。

简析：

（1）“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2）“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大有所益”

这一句隐隐可见孙权对吕蒙不听劝诫的不悦神情和责备的意
味，但又说得语重心长，言辞恳切；尤其是从自己的切身体
会来谈，现身说法，神情激动，读来让人感动孙权是善劝的
他对吕蒙既严格要求，又殷切期望；既责备吕蒙的不争、无
志，又透出关怀爱护之心；不失人主身份。

（3）“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吕蒙的变化判若两人，使鲁肃既吃惊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
为吕蒙的进步感到高兴，惊异、赞许之态呼之欲出鲁肃是个
忠厚长兄，这句话流露出他重视学问、善于欣赏他人、对年
轻将领的亲切赞美之情。

3、三次态度现性格：

（1）蒙辞以军中多务

用军务繁重来推脱，这里折射出吕蒙之前不读书只尚武的性
格和成长经历。

（2）蒙乃始就学



在孙权的教育和指点之后，吕蒙无可推辞并知错能改，这是
他实现自我转变的重要一环。

（3）“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小结：

吕蒙的三次态度的作用：

三种语气传态度

人物语言，尤其是语言中流露出的语气语调能够揭示人物心
理、情感和性格

四、诵读

要求：读熟、读美

能够生动地读出人物的语气语调，通过朗读表现出丰满的人
物形象；努力做到熟读成诵

方法：同座位配合演读；全班男女生配合演读；全班背诵

《孙权劝学》教学反思

《孙权劝学》是我在学校上的一堂交流研讨课，也是一堂常
规教学课，我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为了备好这节课，我除了认真钻研教材、教学指导用书，还
积极了解所要授课班级的学情，从而制定教学目标、教学重
难点，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这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文言文，词句方面的障碍少，适合学
生自主学习，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于是，我将“揣
摩文中人物对话描写，品味用对话来刻画人物的表达效果”



作为本课的教学重难点，根据文言文的教学需要，采用诵读
和探究发现法展开教学，让朗读贯穿整个课堂。具体教学流
程如下：

导入新课，检查预习-自主质疑，读懂文意-品读语言，分析
人物-诵读课文，反思领悟。

反思这一节课，从施教过程看，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处。

成功之处：

1、检查预习情况包括对作者等有关文学常识的了解，难字的
读写，落实基础；

2、“自主质疑，读懂文意”能够给足时间学生自由朗读，读
课文注释，同桌互相翻译，并将不理解的词句标上记号，我
注意到所有学生都能认真读书、互译。

不足之处：

1、在“自主质疑”环节，让学生自己提出不懂的字词，原本
担心会不会有学生质疑，出乎意料的是就这篇简短的文章的
字词理解这一点，学生连连举手竟提出不少问题，所以这一
环节花了很多时间。

2、在检查句子翻译的环节，由于担心学生不懂翻译，教师反
复讲解，耗费时间，可以说是课堂的教学语言不够简洁。

3、由于在上一个环节花去至少22分钟的时间，所以以致于
在“品味语言”这一重点环节，上得不够从容。总担心时间
不够，来不及给学生背诵。所以在引导学生揣摩人物的语气，
品析人物的性格时，给学生“品”的时间不够，所以学生对
于孙权、吕蒙、鲁肃这几个不同人物对话的情味体会得不够
深刻。



受益之处：

我对于文言文的课堂教学又有新的启发：

1、授课时教师要满怀激情。文言文教学注重朗读，最好教师
能够声情并茂的朗读。

2、对于文言文字词的掌握、句子的翻译，要让学生在活动中
完成，集中训练，落实知识点。

3、不管文言文的篇幅长短，都应寻找教学的突破点，如本
文“鲁肃和吕蒙的对话”就是突破点。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八

一、判断句

对客观事物表示肯定或否定，构成判断与被判断关系的句子，
叫判断句。通常由以下几种方式构成：

1.以虚词配合一定的句式表示的.判断句，如借用者、也等词
构成。

（l）陈胜者，阳城人也《陈涉世家》

（2）夫战，勇气也《曹刿论战》

（3）环滁皆山也《醉翁亭记》

（4）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邹忌讽齐王纳谏》

2.借助于乃、是、为、则、悉、本等词构成。

（1）当立者乃公子扶苏《陈涉世家》



（2）斯是陋室《陋室铭》

（3）项燕为楚将《陈涉世家》

（4）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岳阳楼记》

（5）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出师表》

（6）臣本布衣《出师表》

（7）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

3.者、也都省略，单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作谓语来表示判断，
也是文言文中判断句的一种形式。

（1）七略四库，天子之书《黄生借书说》

（2）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黄生借书说》

二、省略句

有些句子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省略了句子的某些成分，这
种句子叫省略句。古汉语中省略句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主语省略

（1）永州之野产异蛇，[蛇]黑质而白章《捕蛇者说》

（2）[桃花源中人见渔人，乃大惊《桃花源记》

2.谓语省略

（1）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曹刿论战》

（2）陈涉自立为将军，[立]吴广为都尉《陈涉世家》



3.宾语省略

（l）上使[扶苏]外将兵《陈涉世家》

（2）便要[渔人]还家《桃花源记》

4.介词省略

（l）置[于]人所罾鱼腹中《陈涉世家》

（2）武陵人[以]捕鱼为业《桃花源记》

三、被动句

古汉语中，主语和谓语属于被动式关系的叙述句叫被动句。
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l.用为所、为所表示被动。

（1）其印为予群从所得《活板》

（2）为乡里所患《周处》

（3）二虫尽为所吞《幼时记趣》

2.用为+动词表示被动。

（1）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涉世家》

（2）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守株待兔》

3.用于表示被动。

（1）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马说》



（2）得幸于武宗《乐工罗程》

四、倒装句

现代汉语中的倒装句是为了适应修辞表达的需要，但在古代，
倒装句是正常的句法，所以在文言文翻译时有时要作适当的
调整。古汉语中的倒装句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主谓倒装

（1）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

（2）悲哉世也《公之侨献琴》

2.宾语前置

a.用助词之使宾语提前

何陋之有《陋室铭》

b.疑问代词作宾语，放在动词或介词的前面

吾谁与归《岳阳楼记》

3.定语后置

常用者作标志，翻译时放在名词前面。

（1）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核舟记》

（2）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马说》

（3）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愚公移山》

4.介宾短语后置



它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状语，翻译时应放在谓语前。

（1）投以骨《狼》

（2）战于长勺《曹刿论战》

（3）祭以尉首《陈涉世家》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九

现代汉语的判断句，一般要在主语的谓语之间加判断动词是。
古代通常不用是来联系，而是采用以下方式表示。

(1)用语气助词来表示判断

采用者，也，也，者也者者者也等词语用在谓语后面帮助判
断。

a:者，也这是文言判断句最常见的形式。主语后用者，表示
提顿，有舒缓语气的作用，谓语后用也结句，对主语加以肯
定的判断或解说。

如：陈涉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夫战，勇气也。
(《左传·曹判论战》);莲，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颐《爱莲
说》)

b:......，......也。其常见方式为：主语+谓语+也，在这种判断
句中，有时者和也不一定同时出现，一般省略者，只用也表
判断。

如：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陶渊明《桃花源记》);操虽托
名汉相，其实汉贼也。(《资治通鉴》)

c:......者也。在句末连用语气词者也，表示加强肯定语气，这



时的者不表示提顿，只起称代作用。这种判断句，在文言文
中也比较常见。

如：菊，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颐《爱莲说》)者也用在句尾加
强语气。

d:......者，......。有的判断句，只在主语后用者表示停顿，
但这种情况不常见。

如方柯者，中国之人。(方柯，是中国人)

e:省略者、也的句子，有时也有者也均不用的句子

如：刘备天下枭雄。可译为：刘备是天下勇猛的人。

(2)用副词加强判断或构成否定判断

用副词乃则即皆耳等副词加强判断的.语气。这种形式也较为
多见。

例如：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司马迁《陈涉世家》)，乃可以
解释为就是，用来判断当立者是谁。

太丘舍去，去后乃至《世说新语》其中乃用来表示判断。

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两小儿辩日》用则来对
日中时的形状作出判断。

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不能久留，就记下这些
景色离开了。

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毕，只曾笑耳!(《狼》)，狼也很狡猾了，
可是一会儿两只狼都被杀死，只是增加一点笑料罢了。其中
的耳为语助词表判断。



(3)以动词为代词是表示判断

如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可译为：我认为大王攻打
宋国。这是和他们一样的。

(4)采用否定副词非表否定判断

如：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世说新语》)中的非解
释为不是，做出否定的判断。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孟子》)中的
非也是否定的判断词。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十

1、熟读成诵，并能结合课下注解及参考书里同文意

2、理解作者在文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

熟读成诵理解其中的思想内容

理解托物言志的手法在本文中的作用

诵读法

多媒体

一课时

课型自读法

一、导入：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那首脍炙人口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
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它的作者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刘禹锡。今天就让我们再来学
习他的一篇激情昂扬的文章《陋室铭》。解题：铭，是古代
铸在和刻在器物、碑碣上用来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
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记述功德行为或勉励自己的文体，如座右
铭、墓志铭、钟鼎铭等。这种文体一般都要押韵。

二、熟读课文

2、课文的题目是《陋室铭》那么这陋室到底陋不陋呢？现在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篇课文体会这陋室到底陋不陋，文中
哪句话最能体现你的观点？陋室不陋“斯是陋室，惟吾德
馨”

4、陋室之所以不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居住在陋室中人的特
点。“孔子云：何陋之有？”由作者所写的陋室的特点你觉
得做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品行高洁、安贫乐道（板书）

三、扩展发散

1、关于作者写这篇文章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你们想不想听
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讲不讲）据资料记载：刘禹锡
因革新，得罪了当朝权贵宠臣，被贬为安徽省和州通判。按
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的策
知县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多方刁
难他，给他小鞋穿。策知县先叫刘禹锡在城南面江而居。刘
禹锡不但不埋怨，反而高兴的撰写了一联贴于房门：“面对
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争思辩”。他的这一举动气坏了策知
县，他又令衙门的书丞将刘禹锡的房子由城南门调至城北门，
住房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而这一间半位于得胜河边，附近
有一排排的杨柳。刘禹锡见了此景，又作了一联：“杨柳青
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他仍在此处读书作文。策知
县气得肺都要炸了，又和书丞商量，为刘禹锡在城中寻了一
间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仅半年，连搬三次家。刘禹
锡想此官欺人太甚了，便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并请人刻



于石上，立在门前，气得策知县一筹莫展，哑口无言。由此
可见《陋室铭》并非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之作，而是愤世
疾俗之作。所谓清高是“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安贫乐道，
洁身自好”。刘禹锡写《陋室铭》本身就是与恶势力进行不
屈的抗争，为官而不计较居室的大小、陋与不陋，恰是他为
政清廉的真实写照。

2、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座右铭，用它来鼓励自己、鞭策自己。
现在就让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座右铭，先在纸上写好
你的名字，然后我们在班里猜一猜这是谁的座右铭。（学生
活动）

四、总结

1、一起将此文试着背一遍；

2、你学到了什么？（学生自己总结）

五、作业

1、背诵课文，翻译课文

2、预习《愚公移山》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十一

1、在诵读理解的基础上理清作者的行文思路

2、理解作者不慕荣华、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

3、联系现实对《学生铭》谈看法并仿写教学重点、

1、诵读、品味优美的语言



2、理解作者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的情怀

一、直接导入新课简介刘禹锡、陋室铭的来历和“铭”这种
文体。（刘禹锡，唐代诗人、哲学家，唐顺宗时热心赞助王
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
朗州司马，后又连任刺史等官职,《陋室铭》就是他被贬后任
和州刺史时所写。他和柳宗元交谊很深。铭原来是刻在器物
上用来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这
种文体一般都是用韵的，本文“陋室铭”，意思是刻在鄙陋
居室里的文章。）

二、整体感知，疏通句意

1、采用多种方式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和节奏

2、根据页下注释理解课文内容（先个人译，有疑难小组解决，
小组不能解决的再提出来全班来理解），在理解课文内容的
基础上再朗读课文，边读边想象，可以给课文内容配上怎样
的画面。

3、提供一些画面让学生们匹配相应的课文语句

三、精读细品，把握主旨先小组合作解决两个问题，

1、你知道统领全文的词语是什么吗?

2、本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写陋室的?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怀?
全班交流提问：本文通过对陋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
不陋，表达了作者不慕荣华、安贫乐道的情趣，处在今天这
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的你如何看待作者的这种生活态度？学
生发表见解并评价四、联系现实，发表见解出示仿写篇《学
生铭》，提要求有学生学了刘禹锡的《陋室铭》后仿写了一篇
《学生铭》，你觉得它反映的是何种学习态度？你对这样的
学生是如何看待的？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



则灵。斯是教室，唯我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
磨打篮球，寻思游戏厅。可以打瞌睡，观窗景。无书声之乱
耳，无复习之劳心。自习说闲话，讲课听不进。心里说，混
张文凭。学生交流谈看法。

1、为自己要仿写的内容选定标题，如“电脑铭”，“考试
铭”，“旅游铭”等等；

2、仿写练笔的句式要基本相同，最好能大致押韵；

3、主题要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文言文教学教案设计篇十二

互文

主人下马客在船：

此句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主人下马和客在船在文义上互
文见义，相互应和、补充。并非只有主人下马，也不是只有
客人在船上，而是主人和客人都下马到了船上。惟其如此，
下句举酒欲饮才顺理成章。

省略句

1、初为《霓裳》后《六幺》：

此句为平行语省略（王力《汉语诗律学》提法）。诗词中，
短语或句子如果是两个并列的部分组成，有时可省略关联词，
有时省略主要成分。这句承前省掉为。与之相同的还有：今
年欢笑复明年（欢笑）、春江花朝秋（江）月夜。

2、本长安倡女：



省略谓语，本（是）长安倡女。

3、使快弹数曲：

省略之，琵琶女，使（之）快弹数曲。

4、送客湓浦口：

省略于，在，送客（于）湓浦口。

5、感斯人言：

省略于，被，感斯（于）人言

6、沉吟放拨插弦中：

省略于，在，沉吟放拨插（于）弦中。

状语后置

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

漂沦：漂泊沦落。江湖：泛指四方各地。转徙于江湖间为状
语后置句，应为于江湖间转徙。全句翻译为如今漂泊沦落，
在各地间流离转徙。

介宾短语后置

1、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

于，向。应为尝于穆、曹二善才学琵琶。

2、转徙于江湖间：

于，在。应为于江湖间转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