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通用8篇)
高二教案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下面是一些教案模板的整理，希望能为大
家的备课提供一些参考指导。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一

1、通过反复诵读，使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体会古汉语的
特点，初步了解古代文化。

2、掌握重要词语，常用词语的含义，正确理解文章内容。

3、激发学生树立自信心，努力使自己成长为有美好心灵和高
尚情操的学生。

1、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美。

2、掌握文中重点实词的意义。

3、理解寓言的寓意。

4、熟读成诵。

1、将所学的寓言扩展并活学活用。

2、体会通过故事情节的曲折和人物的丰满达到讽喻的效果。

一、导入新课：

2、生看后谈感受。

3、小结：同学们的感受值得珍视，就让我们走进文中，再去
感受一下文人庄子是如何审视美与丑的。



二、读通语句，感知大意

1、老师范读，使学生感知课文内容，体验古人运用文字的魅
力。

2、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把语句
读通顺，还要注意语气的停顿。相机解决颦、挈、亦字读音
及字义。

3、学生齐读寓言，了解寓言的大致内容。

三、读懂课文，对照注释自悟文意。

1、自己边读句子边看课后译文，揣摩句子意思。

2、同桌合作学习，联系说句意。

3、根据你的理解用讲故事的方式复述课文。

要求：用现代语言表达古文的意思，句子形式可以灵活一些，
不必强求说法一致，只要意思不错即可，还可适当的穿插有
关的背景资料。

四、细读课文，读懂句意。

1、西施和东施的对比，也是美与丑的对比，文章的哪些句子
写出了西施的美和东施的丑?请生速读课文，边读边划。

2、西施美：

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1)读了句子后，体会到什么?(东施盲目效仿，不知西施没在
哪?)结合你查到的西施的资料来说一说。



(2)西施可真美，用个词来夸夸她!(美若天仙，绝代佳人，国
色天香)

(3)西施捂着胸口，皱着眉仍让人赏心悦目，就连东施也来学
习她，东施是怎样效仿的，你能想象一下吗?可以做动作，可
以用语言来描述一下。

2、东施丑：

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2)读读这句话，你体会到了什么?(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刻
意模仿，生搬硬套、无中生有)

(3)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东施的样子吗?(其丑无比)

小结：是啊!作者大胆舍弃对于东施五官的具体描写，而是通
过东施刻意模仿西施皱眉捧心的丑态所引起人们的反应来进
行侧面烘托，这种写作方法就是侧面描写。

(4)再读句子，试着读出东施的.丑。

(5)学到这里，你想对东施说些什么?

五、总结全文，拓展阅读

过渡：看来同学们对美已经有了新的认识，那么我要请教大
家：

1、同样是皱眉捧心，为什么西施的样子美，东施的样子丑
呢?

2、什么是真正的美，你能告诉东施吗?

4、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东施效颦这样的事情?举例说一说。



小结：是啊!不切实际地照搬，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让我们再
读这篇寓言，去体会一下寓言的情境吧!

(5)拓展阅读《邯郸学步》。

六、作业布置

1、背诵《东施效颦》;

2、为本则寓言扩写并续写结尾。

扩写要求：

(1)可以以西施或东施或以路人为第一人称来叙述这则寓言;

(2)可适当加入一些细节(外貌、神态、动作、心理)来刻画人
物的形象。

续写要求：

(1)注意保持上下文的行文连贯;

(2)可适当加入自己的想象。

本文用简洁、传神的描写，刻画了东施这个人物形象。通过
学习课文，使学生了解到不能盲目模仿，要顺其自然。

学习的拓展非常重要，可以使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避免东施
效颦的事情发生。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二

1、资助学习认识本课7个生字，会写5个生字。

2、理解课文内容，明白寓言所蕴含的道理。



3、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了解文言文的语言特点，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引导学生体会寓言所蕴含的寓意。

生字卡、硬纸这成的小船、宝剑和线

1课时

一、谈话揭题

2、谁能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呢？你从这个小故事中明白什
么道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两个寓言，看看他们将告诉我
们什么道理。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那些同学看过或听过《刻舟求剑》这个故事？谁能把这个
故事讲个大家听。

2、范读课文。

3、让学生将课文与以前的课文进行比较，看看有哪些不同？

师述：用文言文写出的文章就叫文言文。它是古代的书面语
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诵读文言文，提高语言的
感悟能力、表达能力、概括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学习文言
文字基本的'方法是诵读，最好的方法也是诵读。

今天我们学的《刻舟求剑》这片文言文仅53个字，是一个短
小精悍的寓言故事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4、自由朗读课文。



5、指明读，正音。

三、深入理解课文。

1、根据译文自己试着理解课文意思。

2、讨论交流：你读懂了什么？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点播理
解以下词语：

涉：跋涉，就是渡过江河的意思。

遽：匆忙；立刻，表示时间很紧迫。

契：用刀雕刻。

惑：迷惑，这里是对事物感到迷惑不解的意思。

3、教师用简笔画划出“江面”，然后指名上台利用“硬纸折
成的小船”“宝剑”“线”教具演示故事。边演示边讲故事。

四、总结全文，明白寓意。

1、解题

（1）逐字分析。舟：小船。求：找的意思。

（2）用自己的话说出“刻舟求剑”的意思。（照船上的记号
去寻找航行中失去的宝剑。）

2、讨论：

（1）这个人准能把宝剑捞上来马？为什么？（宝剑是从正在
行使的船上掉到江里的。船不断向前移动，船上的记号就随
着船移动，这个记号就失去了作用。所以船靠岸后，从船上
课记号的地方跳下去，是不可能捞到剑的。根据情况变化去



处理事情才能成功。）

（2）想一想这个人错在那里？

（3）学习了课文，你明白了什么道理？（必须根据情况变化
去处理事情。情况变化了，处理事情的办法也跟着变化。根
据情况变化去处理事情才能成功。）

（4）你能举出根据情况变化处理事情获得成功的例子吗？

五、熟读课文

1、指导朗读。

2、自由读。

3、背诵课文。

六、学习生字词

1、自由识记字形

2、讨论交流。

3、给“糊涂”找反义词，并说一句话。

七、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熟读并背诵课文。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三

从这一期起，本刊（《中学语文》）将新辟《新课程·新教



材·新教法》专栏，以反映在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学。
新课程、新教材、新教法，“新”在哪里?这是本栏目所要探
讨的全新话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到目前阶段，我们不
能只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空喊“新”的华幸；理念与
教学实践的结合，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佳创新生成点。比
如，教学内容的最“新”整合、教学目标的`最“新”生成、
教学过程的最“新”优化、教学评价的最“新”呈现，等等。
总之，是在新课程的理念下，教学在常态背景下的最“新”
反映。

本期首推《人生寓言》教学案例。以教学案例来诠释“新”
的理念、新的教学实践，恐怕最能与一线的教师贴近。这是
一种走进新课程的新的策略。教师通过自我的教学设计、自
身的教学实践、自己的教学反思，达成与新的教学理念的融
合。“应该怎样教、不应该怎样教、还应该怎样教”，每一
个人都应有这样的思考。本栏目就是提供这样思考的平台。

《人生寓言》的执教者，是宜昌市的年轻的教师。这里的教
学案例，是否真正张扬了教学的个性，还请读者评议；同时，
也欢迎实验新课程的教师，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中采，交往互
动，以达成对新课程理念的共识。

执教：常红艳

生1 我不赞同。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感到不幸情有可原，但
得到了心爱的东西应庆幸才对呀。

生2 我也不赞同。这两句话似乎自相矛盾。

师 我和大家也有一样的疑问。看来，肖伯纳这句名言真有问
题?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人生的两大难题：如何对待
幸与不幸。下面请大家随着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走进他的《人
生寓言》。



(点评：运用留白艺术，由肖伯纳的名言导入，新、巧，可谓
一石三鸟：一是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二是激发学生探究的
热情；三是这句名言如一线贯穿，随着探究的深入，不断翻
出新意。)

师 说起寓言，你知道哪些寓言故事呢?

生1 拔苗助长、掩耳盗铃。

生2 狐假虎威、丑女效颦。

师 大家知道的可真不少，看来平时积累很重要。大家喜欢这
些寓言故事吗?

(点评：内引以往的学习经验，首次强调课外积累，走近寓言。
)

生3 喜欢。因为寓言读起来既有趣又发人深思。

生4 寓言，它总是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味深长的道理，言
在此而意在彼，给人以生活上的启示。

师 那么从“丑女效颦”这个寓言故事你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生5 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

生6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点评：归纳寓言的特点，为下面多角度解读寓言作好铺垫，
走进寓言。)

(生速读《白兔与月亮》，要求：捕捉重要信息，能复述故事
情节。)

师 本则寓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的故事呢?



个慷慨的决定。

师 刚才这位同学的复述你认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生2 复述语言较概括，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语句，而且忠实于
原文。

(点评：通过速读整体感知课文内容，通过评价渗透复述方法
指导。)

师 你不仅很善于听，而且也.总结出了复述的方法。从这位
同学的复述中我注意到了两个关键词“心旷神怡”“患得患
失”，为什么月亮在归属于白兔后，她从前的闲适心情
会“一扫而光”y请有感情地朗读文中的关键语句。

生3 “乌云蔽月，她便紧张不安，惟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
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抢劫。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
不再各具风韵，反倒险象迭生，勾起了无穷的得失之患。”

师 这句话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

生4 运用对偶，句式很对称，语言也很精练，还用了成语，
富有文采。

生5 还运用了对比，刻画出了白兔面对月亮的阴晴圆缺患得
患失的心态。

(点评：抓住关键语句，通过朗读品味语言，揣摩语句深长的
意味。)

师 著名词人苏轼有句词与白兔的这一心态迥然不同，是哪句
呢?

生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点评：二次强调课外积累，巧妙引出多角度解读。)

生7 要能够发现和欣赏美，不可抱有占有的态度。

生8 美好的事物应该大家共同分享。

生9 拥有非分之财就会勾起无穷的得失之患。

(点评：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尊重学生的自主体验与理
解。)

师 白兔得到月亮后必然会产生得失之患吗?有无得失之患的
关键在哪里?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四

1、初步学会抓住人物言行概括人物特点的阅读方法。

2、理解两则寓言的寓意。

3、会复述《滥竽充数》。

教学重点：先读懂故事，然后抓住人物的言行分析人物的特
点，从中概括出故事包含的道理。

教学难点：寓意的揭示对小学生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只要说
得有道理，即使尚未概括也应肯定。

1课时

一、揭示课题，理解“寓言”。

二、理解关键词语，读懂“南辕北辙”的内容。

三、找出写人物言行的.语句，概括人物的特点。



1、朋友是在什么情况下提醒坐车人的？

2、坐车人为什么不听劝告？

3、结果怎样？

四、朗读课文，想想寓意。

1、跟课文录音朗读课文。

2、讨论：坐车人错在哪里？你从哪些词里看出来？

教给学生理解寓言内容和寓意的方法，进行学法指导。

3、这则寓言说明了什么？自由读课文，划出重点词句。

五、复述《南辕北辙》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这则寓言。

2、学会本课生字新词，注意多音字“圈”的读音及“窟窿”、
“街”等字的字形。

3、理解《亡羊补牢》这则寓言故事的内容，懂得做错了事要
即时纠正。

引导学生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体会寓意，并能联系学习、
生活实际，谈一谈感想。

投影

一、谈话激趣揭示课题



同学们喜欢听寓言故事吗？为什么？

1.过去我们学过哪些寓言？

2.寓言有什么特点？（用一个短小的故事说明一个深刻的道
理或讽刺某种人。寓：寄托、包含的意思。言：讲道理。）

3.“寓言二则”的“则”是什么意思？（相当于“篇”）

4.今天我们学习《南辕北辙》和《亡羊补牢》两篇寓言。我
们先学习寓言。看老师写课题：亡羊补牢指名读，齐读。

二、理解题意。

1、“亡羊补牢”是个成语，这个成语中有不理解的字吗？

2、指名解疑，并说说是用什么方法理解的。亡：丢失。牢：
关牲口的圈，在课文中指羊圈。

3、用一句话完整地说说“亡羊补牢”的意思。

4、看了课题，你想提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丢羊？为什么补
羊圈？）

5、再读课题，从“补牢”这个词你能猜出丢羊的原因吗？

三、初读课文，了解内容。

1、你的猜想对不对呢？让我们来读课文。注意：读的时候要
读准字音，读通课文。

2、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听，引导评议。

3、养羊人一共丢了几次羊，为什么丢？



4、小结：可见读书前我们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读书就要这
样边读边想，读前要想，读中也要想。

四精读课文，理解内容。

1、课文哪几个小节讲丢羊的`？

2、自由读1—4节，思考：养羊人丢了一只羊，为什么还会丢
第二只？

3、同桌互议。

4、集体交流：

（一）羊圈破了个窟窿。

（1）齐读这句话。（第三句）

（2）第三句讲了丢羊的原因，那前两句讲了什么？引读前两
句。

（3）理清这小节三句话之间的联系，试背。

（二）街坊劝告，他不听。

（1）“街坊”就是——（邻居），注意“坊”读轻声。

（2）街坊是怎么劝的？指名读，读出劝告的语气。

（3）可养羊人呢？指名读，评议。（读出他的无所谓，毫不
在意）

养羊人是这样说的，你猜他心里会怎样想？

（5）你看，好心的街坊情真意切，养羊人却漫不经心，不听



劝告。同桌分角色朗读。

5、让我们来看看他不听劝告的结果。

（1）指名读第4节，评议。

（2）为什么要读好两个“又”字？联系第一节，想一想。

（3）齐读第4节。

（4）刚才我们学习的片段，如果用题目中的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亡羊）。

6、二次丢羊后，养羊人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自由读第5
节，划出有关句子。

7、讨论交流：

（1）养羊人是怎么做的？出示投影，看图说话。

（2）指名读文中句子，评议。

为什么要读好“赶快”？能否去掉？（改正错误，不能拖
延）。

（3养羊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引读描写他心理的句子。

（4）指导读这句话，读出他的后悔之情。

（5）将这句话换一种说法。（要是……就……如果…就……）

（6）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修还不算晚，为什么？

（7）他的想法对不对？从哪儿读出？（从此，他的羊再也没
丢过。）



（8）“从此”是什么意思？指导学生用“从此”造句。

（9）理清句与句之间的联系，背诵第5节。

五、体会寓意。

2、同桌表演后指名上台演，并指导评价。

3、如果这个人再不修羊圈，会出现什么后果？

4、揭示寓意：由此可见，像养羊人这样犯了错误，只要（），
就（）。

5、在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类似的事。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谈谈看法。同桌互议，再指名交流。（眼睛近视，沙尘暴，
环境污染……）

这些都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亡羊补牢”。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六

1、知识与能力：

积累使用字词，有表情朗读;培养大胆创新的表演能力。

2、过程与方法：

在表演中理解文章，激发学生兴趣，发挥其主动性，综合参
与学习;在合作中探索并解决问题。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使学生了解并领悟如何正确面对财富和厄运，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



使学生了解并领悟如何正确面对财富和厄运，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七

1.运用多种识字方法自主学习4个会认字，学写6个会写字，
参照“我的词语库”自主积累词语。

2.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特点，能够熟练地朗读课文。

3.了解两则寓言的寓意，并能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谈谈感想。

4.分角色演一演“自相矛盾”这则寓言故事。

有感情地朗读寓言故事，在朗读中了解寓言的寓意。

引导学生悟出寓言的寓意。

生字卡

1课时

一、谈话揭题。

1.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寓言二则，板书课题，认
识“寓”。

2.你听过寓言故事吗？你知道哪些寓言故事？谁来给大家说
说。

3.听了这么多的寓言故事，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寓言了吗？
（寓言就是用有趣的小故事来说一个道理的文章）。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快速阅读课文的两则寓言，你发现了什么让你奇怪的地方？

指名学生回答后，师述：用文言写出的文章就叫文言文，它
是古代的书面语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诵读文言
文，能提高语言的感情能力、表达能力、概括能力和逻辑思
维能力。学习文言文最基本的方法是诵读，最好的方法也是
诵读。

2.在看课文之前，你是否听过、看过这两则文言文？

3.自由朗读课文，要求：

（1）对照译文慢一点读；

（2）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意思。

4.指名学生说读的过程，需要帮助的地方。

5.分别指名学生读一、二则寓言。

6.老师范读，听的时候自己不会读的生字注音，不会断气的`
做好标记。

三、深入理解第一则寓言。

1.自由地读一读第一则寓言，对照译文把不理解的词语标出
来，把知道的字、词的意思用笔写上。

2.讨论交流：你读懂了什么？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

3.小组合作读、齐读。读的时候想一想它的意思，看能不能
和译文的意思联系起来。

4.挑战自己：不看译文，老师读一句，学生说一句意思。



5.指名上台讲述这个故事。

四、总结全文，明白寓意。

1.解题。

（1）逐字分析。揠：拔。助：帮助。

（2）用自己的话说出“揠苗助长”的意思（拔高禾苗，帮助
禾苗长高）。

2.讨论：

（1）这个人帮禾苗长高了吗？为什么？

（2）想一想这人错在哪里？

（3）学习了课文，你明白了什么道理？

（4）你能举出例子来吗？

五、熟读课文。

1.指导朗读。

2.自由读。

3.背诵课文。

六、学习生字词。

1.自由识记字形：寓、悯、趋。

2.讨论交流。



3.指导写字：“寓”上下结构，下边不能写错。

悯：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趋：半包围结构

七、作业：

1.抄写生字词。

2.熟读并背诵课文。

寓言教学教案设计篇八

理解掌握《狐假虎威》的.寓意。激发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热爱。
通过注释自学，小组合作等形式理解寓言内容，理解其中道
理。

理解寓言内容。

理解其中道理。

１、默读根据注释理解古文。

２、小组交流。提出不懂问题

３、看课件帮助理解内容

４、指名试说意思。同桌互相说一说

５、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把这则寓言讲听吗？

６、从这则语言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７、生活中你看过狐假虎威的事例吗？



８、试背寓言

９、想象故事的发展情况，续写。


